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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试卷解答题共六题八十分，这是连续数年不 

变的规律．要想高考成功，数学必须考好；要使数学 

考好 ，解答题必须拿下．可以看出数学解答题的顺利 

拿下对整个高考的意义非常重大．2009年的高考正逐 

步向我们逼近，你准备得怎么样了?本文预测 2009 

年高考数学解答题的命题趋势，它建立在大量事实的 

基础上，从 07、08年高考的命题特点、新课标带给 

高考的新变化人手，进行 2009年高考命题预测．本文 

的分析与预测绝不是 “视觉”上的享受，可能会给你 

的高考成功注入新的活力．它从命题特点、试题类型、 

涉及的知识点进行了大胆而有据猜测，也许是你正苦 

苦寻觅的 “良方”． 

一

、 三角题 

三角的命题方式有两种，其一是考查三角的基础 

知识与基本变换 ，此类题可能结合公式 C0S2~= 

曼丝
、
sin 0【：l_ 墨 及化为同一个角的三角函 

二 

数，通过三角函数的图像性质产生结论；其二是与解 

三角形结合，通过正、余弦定理将三角变换与三角公 

式融为一体，既有解三角形问题也包含三角运算．不 

过，不管是哪种命题方式，都改变不了的结果是：难 

度不大，属基础题或是中档偏下的题 ，难度系数为 

0．7左右． 

I娄壁 !j已知函数，( )=2aeosZx+bsinxcosx一 

一

， 且，(0)= 2，f( )=争， 

(1)若 [一 7／"，仃6-]时，求／( )的增区间， 
并求f( )的最小值及取得最小值时的的值； 

(2)若 R，试问：函数f( )的图像经过 

怎样的平移才能使所得图像对应的函数成为偶函 

数? 

匿稠由于，(0)=孚 ，f( )= 1，得 

2。一 ：孚 ，
j  ， 

n+ =争 



 

因此，，( )=、／丁c。s +si似c。 一丁v3-：
丁
V3- 

c。s +}sin =sin(2x+})． 

(1)由一 77"+2 7r≤ +手≤手+2 7r(后∈z)， 

得一詈 ≤ ≤号 ( z)-由于 ∈ 

[一 ， ]，因此，／( )的增区间为[一手，号]． 

由于／( )在区间[一 ，罱]是增函数，在区 

间[号， ]是减函数． 

5Zf(一 )=sin[2×(一 )+}]：一 ，／( ) 

：sin(2× 号 = 2． 
所以，当 一 时，函数／( )有最小值一 1

· 

(2)由于_厂( )=sin( +})向右平移 ， 

即得厂( )=sin2x，于是将，( )=sin( +手)向右 

平移詈个单位或向左平移号个单位，所得图像所 
对应的函数均为偶函数． 

圈 化为一个角的三角函数是三角函数的重要 
内容也是近年高考反复考查的内容，必须引起我们的 

重视 ，第二 问主要考查三角函数 图像掌握的熟练程 

度． 

匿圃 ~AABC的内角A，B，C所对的边长分 
别为。，b，c，且 3aeosC=4csinA． 

(I)求 tanC的值 ； 

(Ⅱ)若AABC的面积S=10，且 b=4，求a． 

网 (1)由3 c=4cSi ， s1 a = ， 

即 = tanc：}． 
(1I)由5=10，即 6csinA：10 csi =5，由t 

anc-}= 。s 4，~Ivz,3ae。sc csinA=20，从而 孕． 
图 本题很简练，就是正弦定理、三角形面积公式 

及同角三角函数之间的关系的灵活运用难度不大，有新 

意． 

二、统计与概率题 

统计与概率在新课标中．新增了一些内容 (如： 

统 

与 

■ 

考 

案例、古典概型与几何概型等)，前几年对统计 

型转向综合型、交汇型．而 07年文 、理试题都在统计 

内容上命题；08年理科回归全国各地常规试题，考 

查随机事件的概率分布及均值，文科考查统计与古典 

概型；09年呢?当然会命一题，且此题应该是两问 

或三问，运算量明显小于思维量。 

盈 某体育训练队共有队员40人，下表为跳 

远成绩 的分布表 ，成绩分为 1~5个档次 ，例如表中 

所示跳高成绩为4分、跳远成绩为 2分的队员为5 

人，将全部队员的姓名卡混合在一起，任取一张，该 

卡队员的跳高成绩为 ，跳远成绩为Y，设 ，Y为随 

机变量，(注：没有相同姓名的队员) 

跳 远 
5 4 3 2 1 

5 1 3 1 0 1 

跳高 4 1 0 2 5 1 
3 2 1 0 4 3 

2 1 m 6 0 几 

1 0 0 1 1 3 

(1)求 x=4的概翠 ，及 x=4且 ≥3的僦翠 ； 

(2)求在x=4的条件下，y≥3的概率； 

(3)若y的数学期望为 ，求 m，n的值． 

圈 (1)由于队员总数为40,当x=4时，即 
跳高成绩为4分时的队员共 9人，于是，x=4的概率 

为p -09
． 

x=4且 ≥3即跳高成绩为4分，跳远成绩不低 

于 3分的人数共有 3人 ，于是 ，x=4且 y≥3的概率 

为p 斋． 
因此 ， ：4的概率为p-= ， ：4且 y≥3的概 

率为 斋· 
(2)在x=4的条件下，Yi>3的概率p3=丝 = 

1 

(斋)／(斋)= 1．因此，在 =4的条件下， ≥3的 

概率p }． 

(3)由于 m+n=40—37=3，那么 p(y=1)= ， 

p(y：2)= 10= 1
，
p(y=3)= 10= 1

，p(y：4)= ， 

p(y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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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的数学期望为 ，即 l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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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 

+4× +s×}： 一 肿4m=6 m= ，n 
f点评{本题设计得很好，第一问是古典概型，第二 

问是条件概率，第三问是数学期望的逆向型问题，给出 

数学期望，求数据中的参变量，值得我们关注．若对理 

科题稍作改变即得如下文科题：某体育训练队共有队 

员40人，下表为跳远成绩的分布表，成绩分为 1-5个 

档次，例如表中所示跳高成绩为4分、跳远成绩为 2分 

的队员为 5人，将全部队员的姓名卡混合在一起，任取 
一 张，该卡队员的跳高成绩为 ，跳远成绩为y，设 ，Y 

为随机变量，(注：没有相同姓名的队员) 

跳 远 
5 4 3 2 1 

5 1 3 1 0 1 

跳高 4 1 O 2 5 1 
3 2 1 0 4 3 

2 1 1 6 0 2 

1 0 0 l l 3 

(1)求x=4的概率，及x=4且，，≥3的概率； 

(2)若跳远、跳高成绩为4分及其以上时为 

“优秀”，否则为 “一般”，试问：一个人的跳高成绩 

是否 “优秀”与跳远是否 “优秀”有没有关系? 

(3)若跳远 、跳高成绩相等时的人数为分别为 

、 Y，试问： 、Y是否具有线性相关关系?若有 ， 

求出回归直线方程；若没有请说明理由． 

(答案如下： (1)同理科 ； (2)根据题中条 

件 ，对两变量进行分类 ，先看跳远成绩 “优”的有 

“10”人， “一般”的有 “30”人；跳高 “优”的有 

“15”人， “一般”的有 “25”人． 

于是，列联表如右： 

假设跳高 “优”与跳 

远 “优 ” 无 关 ，则 = 

Q f Q二 Q ) 
40×40×25×55 

优 一般 合计 

跳高 15 25 4O 

跳远 10 30 40 

合计 25 55 80 

1．455<2．706，显然，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跳高 “优 

与跳远 “优”有关． 

(3)将跳远、跳高成绩及人数整理如下表： 

成绩 5 4 3 2 1 

跳远 5 5 1O 10 1O 

【跳高Y 6 9 10 10 5 

易得 =8， =8，∑( 三)z--30，∑(y 一 ) 22， 
i= j i： l 

：( 一 )(y 一 )： ，习 么 ： 兰 

一 ＼／∑( 广互) ∑(yr-Y)z 

=—三 == 0．1946，可见变量Y与 不具有线性相关 
x／30x22 

件． 

三、数列题 

07年与 08年连续两年的数列题都出现了递推公 

式，都无一例外的被考生与老师纳入了难题之列．尤 

其是08年试题，它源于竞赛题，确实难度偏大，社 

会反响不理想．09年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了，那么 

试题该如何设计呢?我们预测： 

壁 将等差数列{％}所有项依次排列，并作如 

下分组：(m)，(啦，啦)，(a4，a5，06，嘶)⋯第一组 1项，第二 

组 2项 ，第三组 4项 ，⋯，第 ／／,组 2 项．记 为第 n组 

中各项的和，已知 一48，z 0． 

(1)求数列 ‘％1的通项； 

(2)求( )的通项公式； 

(3)设{ )的前 项的和为s ，求s 

圣堑j(1)设{％)的公差为d，首项为n ，则 
= +吗+％+嘶=4nl+18d=一48⋯⋯⋯⋯⋯⋯④ 

=魄+口9+⋯+015=8al+84d=0 ⋯⋯⋯⋯⋯⋯② 

由①②解得n ：一21，d=2，则a．=2n一23． 

(2)当n≥2时，在前 n一1组中共有项数为：1+2+ 

2 ⋯+2 -2=2n-1 1，故第n组中的第一项是数列f％}中的 

第 2 项 ，且第 n组中共有 项，所以 =2 ％一 + 
二 

x2 (2--I_1)d=3~2e．-2-24~2 ． 

当 =1时， =o 一21也适合上式，故 T．=3x2~-2— 

24~2-- ． 

(3)S8= + +⋯+ ，即数列 }前 8组元素之 

和，且这 8组总共有项数 l+2+22斗⋯+27=2s-1=255． 
1 1 

贝0 S8=255aI+—}x255x254xd=255x(一21)+ 一× 
二 二 

255x254×2=59415． 

本题是数列的综合题，难度中等 既有等差 

数列，又有等比数列，还涉及到求和运算．可以说是 

综合考查数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一道好题．当然， 

交汇性稍差，仅为数列问题． 

四、立几题 

立几是考查空间想象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内 

容的安排上也 占据了必修 2的一半．同时，在理科的 

选修2-1中还有专门介绍立几问题的求解工具—— 



空间向量．再分析一下07、O8两年的立几试题．我们猜 

测立几试题将可能是三问，既有计算也有论证，同时 
一 定可以借助空问向量完成求解．类似的题，如： 

如图，在三棱柱A c．A。B，C。中，AB上侧 

面 胎 1ClC，已知 BC=1，~BCC。= ， 
-， 

(1)求证：ClBj-平面ABC； 

(2)试 在棱 CC 

(不包 含端 点 C，C。) 

上确定一点 E的位置， 

使得 EA上肋 l； C 

(3)在 (2)的条 

A A 

E C 

件下，求二面角A—EB -A。的平面角的正切值． 

豳 (1)因为AB A_~lJlgiBB。ClC，故AB_LBC1． 

~ABCC-中，BC：1，CC =BBl=2，Z．BCC =手， 
由余弦定理得：BCl=XfB~ 12-2"BC"CCI"cosLBCC 

、／ +4_2×2×c。s手： 
．

‘

．C1B上BC． 

而 BC(3AB=B，且 

AB，BC c平 面 ABC， 

． ．C B上平面ABC． 

(2) 法 一 ： 由 C 

EA 上EBl， AB j-EBl' 

， 故 有 Bc2+BC1 =CCl ， 

E C 

ABNAE=A，AB，AEC平面ABE，从而 曰1 _L平面 

ABE，且 BEC平面 ABE，故 BE上BlE． 

不妨设 CE=x，则 ClE=2-x，则 BE2=1+x2-x． 
^ 

又 ．。厶 1Ctc= 7r，则 BlEz=1+x ． 

在 RtABEBl中有 帆+l帆。 +1=4，从而 =± 

1(舍负)． 

故 E为 CC。的中点时 ，EA上EB1． 

由EA上EB-，得 · =0，即(争 一1，一 ， 

)(}心 一 )= 1 一1)(21-- ) 
一孚  ～ 

化简整理得 ：x2-3x+2=O，．·．x=l或 x=2．(当 x=2 

时， 

考 
。  ’  — — 一 —  。  — — —  。  — 。  

1 

E与C 重合不满足题意，舍去) { 
．  f 

使 EA J_EB1． 

(3)法一：取 EB 的中点 D，A。E的中点 F，BB 

的中点N，AB 的中点 ，连DF，则DF／／A。B。，连 

DN，贝0 DNff雪E，连MN，贝0 MNffA。B ，连MF，贝0 

MF∥BE，且MNDF为矩形，MD／／AE，又 ’． 1 I上 

EBl， BE 上EBl， 故 

／_MDF为所求二面角的 

平面角． _—_  

在 Rt ADFM 中 ， 

DF=~-A ‘ 
ABCE为 正三 角形 )， C 

MFI BE= 

E C 

1
一

"

．

tan／_MDF= 2
=孚 ． 

。

2 一 

法二 ：由已知 j_ ， 上 ， 所以二 

面角 A—EB -A。的平面角 0的大小为向量 与 

的夹角 ，因为 = ：(0，0，x／U )， ：(～ v3-
， 

一

争， ，~cosO=器 = 一 
互  
2 

厦 本题的图形在放置上与常规放置不太一致， 
也许会对我们的思维起到一定的干扰作用．第一问证 

明线面垂直；第二问探究线线垂直。其实是线面垂直 

的性质．第三问求二面角．传统方法求解时，作二面角 

的平面角是关键．向量方法求解时，建立空间直角坐 

标 系与用向量夹角表示二面角是关键． 

五、解析几何题 

解析几何是中学数学的重点之一，也是中学数学 

的难点之一．它可以和中学数学中的任意章节知识进 

行交汇，充分体现了中学数学中的各种数学思想与数 

学技能．解析几何在必修 2中有两章内容，在选修或 

中还有一章内容．但考虑到解几的实际：圆锥曲线的 

第二定义被删除，文科中又去掉了直线与椭圆、双曲 

线的关系，因此题目难度应该有所下降．再结合近两 

年的命题，因此我们猜测：09年的命题应以圆或椭 

圆为载体将更为合适．类似题如： 

已知点 A(X1,Y )，B( Y2)( ≠0)，0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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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一 ⋯ 一

．  

坐标原点，尸是线段AB的中点，若 c是点 A关于 

考 

点 

解 

读 

； 

点 

圆 

c的方程为 2+y ( l+ 2) 一(y1+y2)y=O， 

(I) 证明线段AB是圆 c的直径； 

(II)是否存在常数P，使zp( 一慨 )--y 2+8p z 

与圆 c的圆心到直线 一2y=O的距离的最小值为 

同时成立?若存在，求出p的值；不存在，说明理由； 

鲺 (I)由于点P的坐标为(华 ，丑 )，点 

A( Y )关于原点的对称点为 C(一 -y。)，那么点 Q 

的坐标为 (下--~I+X2， )． 

由lOP I=lOQ 1，得1D尸1 =1OQ f ， 

即(学 ) +(学 ) =( ) +( ) ， 

得( I帆2) +(y1+y2) =( l--X2) +(yl-y2) ，从而 XlX2+YlY2=0， 

由此得 上∞ ，由方程 + 一( 。 ) 一(yt z)y=0 

知圆 c过原点，故线段 AB是圆 c的直径． 

(II)由 zP(Xl+ 2)：yl21‘ 22+8p +2ylY2，得 Xl十 2= 

1 【(y·+y2)2+印2]
·又圆心 ( ，丑 )到直线 

l华 一(y。-y。)I 
一 2y：0 的 距 离 为 d= _LI ．__= = 

X／5 

I盘 二 ： ：)I_：【 ± 2= 】 ：≤ 
、／ 4、／ P 

一 学 ，从而 2· 
圈 本题考查圆的有关知识，涉及直线、点到 

直线的距 离及二次函数最值等．综合运用圆锥曲线问 

题的求解技能、技巧 ，整个求解过程运算量不大，思 

维量不小，是一道直线与圆结合的好题． 

六、函数、导数、不等式会联合命题 

首先，因为函数 、导数、不等式是 “天生”的密 

友，它们长期“合作”产生过很多非常优秀的试题，给 

很多参加过高考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次，函数的 

抽象性、不等式的灵活性，也是产生难度的“乐土”；第 

三，从三者占教材的内容上也可以看出命一道解答题 

是必然的；此题最合理的结构是三问，既有函数性质又 

有不等式证明．最后是导数的应用；类似题如： 

蘑圈 已知函数-厂( )：(1+ )2-mln(1 )， ( )= 
+n ． 

(1)当a=O时 ，f(x)≥ ( )在 (0，+ )上恒成 

立，求实数 m的取值范围； 

(2)当 m=2时，若函数 后( )专 )一̂( )在[0，2】 

上恰有两个不同零点，求实数a的取值范围； 

(3)是否存在实数 m使函数-厂( )与 (̂ )在公共定 

义域上具有相同的单调性?若存在，求出m的值， 

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豳 (1)由azO及 )≥ ( )恒成立，可得1+ 
— mln(1+x)>10，即rn≤_『 恒成立，设 ( )= 

In‘l J 

，得 m≤ )～；由 ，当 

∈(0，e一1)时 ， ( )<0；当 ∈ (e-1，+o。)时 ， 

( )>0；故当 =e一1时， ( ) =：e，于是实数 m的 

取值范围为 (一 ，e】． 

(2)函数 ( ) ) ( )在[0，2】上恰有两个不同零点 

等价于方程 l+x-21n(1+x)=a在[0，2l_E怡有两个不同实棍 

令g( )=1帆一21n(1 )，则g ( ) {-·显然，当 
∈(0，1)时，g ( )<0；当 ∈(1，2)时，g ( )>0．即函数 

g( )在(O，1)上单调递减，在(1，2)单调递增．于是g(x) 

的最小值为g(1)=2—21n2．又g(0)=1，g(2)=3-21n3，由 

g(0)>g(2)可知，实数。的取值范围(2-1n2，3-21n3]． 

(3)存在m=_̂1，使得函数 )与 ( )在公共定 

义域上具有相同的单调性． 

由， ( )=2(1 )一 =2~
1+

x )2-m
一

，由于，( )的 
l十 i十 

定义域为(一1，+。。)． 

若 m≤0，．~lJf x)／>0，此时l厂( )递增，不合题意． 

若m>O，由f ( )=o，得 —l±、／孚，结合 >一1， 

舍去X=--1一、／争，得函数 )在区间(一1，一l 、／芋) 

递减；在(一1+、／ ，+。。)递增． 

而 ( )在(一1，+。。)上的减区间为(一1，一 1)；增区 

问为(一 ，+。。)． 

令一1 、／芋一 1，得m 1，函数-厂( )与̂( )在 
公共定义域上具有相同的单调性． 

本题是函数、不等式、导数的综合应用问 

题．涉及函数的最值、单调性 ，隐含利用函数图像， 

可以说是一道集难度、知识与技能为一体的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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