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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广东省采用人教大纲版的最后一年 ，2007年广东高考真正全 

面进入了新课标的时代．因此，2006年广东高考就存载着总结过去、导入未 

来的重任．2006年广东高考数学试题整体布局合理、难易适中，在传统高考 

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方法与基本技能的同时，还注重了对知识交汇性及 

知识创新应用的考查． 

一

、 2006年广东高考数学试题的相关统计与分析 

2006年的高考题对知识点的覆盖情况、知识点考查时所用的题目类型 

及课时比例与分数比例统计如下表： 

百分比 考题类型 

课时 比例 分数 比例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集合与简易逻辑 l4 4．7％ 4 2．6％ 20(1) 

函数 30 lO％ l9 l2．7％ 1、3、7 20(2) 

数列 l2 4％ l9 l2．7％ 6 l9 

三角函数 46 l5-3％ l4 9-3％ l5 

平面向量 l2 4％ 9 6％ 4 l8 

不等式 22 7．3％ 9 6％ 9 20(3) 

直线和圆的方程 22 7．3％ 7 4．7％ 18(2) 

圆锥曲线方程 l8 6％ 5 3、3％ 8 

立体几何 36 l2％ 24 l6％ 5 l2 l7 

排列、组合、二项 l8 6％ 5 3I3％ l3 

式定理 

概率与统计 l4 4．7％ l2 8％ l6 

极限 l2 4％ 5 3I3％ ll 

导数 l8 6％ 7 4．7％ 18(1) 

复数 4 1．3％ 5 3．3％ 2 

研究性课题 22 7．3％ 14 9．3％ 10 1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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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课时 ，指的是按 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 

《普通高中数学教学大纲》中对每部分知识安排的授 

课时数；分数指的是2006年广东高考考查所占分数． 

借助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试题所考查的基础知识的 

覆盖面较广，各种题型的分布恰当．通过课时比例与 

分数比例比较，可以看出一些特点：①数列与立体几 

何的考查力度相对较大；数列部分占总课时的4％， 

其考查分数占总分的 12．7％；立体几何部分占总课时 

的 12％，其考查分数占总分的 16％．②三角函数、直 

线和圆的方程、圆锥曲线方程、排列、组合、导数的 

考查力度相对较小 ；它们分数比例至少低于相应课时 

比例两个百分点． 

任何一套试卷都不可能在分数的比例上与课时比 

例完全吻合 ，这种现象是正常现象．因此 ，在复习过 

程中，同学们必须要注意几点：首先，不可忽视任何 
一 块不起眼的内容，哪怕是只有几个课时。命题者也 

没有放过它 ；其次，今年重点考查的内容 ，如数列 、 

立体几何都是中学数学的重点、高考命题的热点；第 

三，今年考查的相对较少的，在下一年高考或许就成 

为考查的重点，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决不可怠慢． 

从试题的总体上来说，思维能力与运算能力是高 

考考查的重点；对空间想像能力、实践能力及创新意 

识的考查，试题也有所涉及；对主干知识及重要知识 

点在能力考查要求的层次上普遍较高． 

二、试题特点及 2007年备考建议 

1．基础内容考查，稳中求新 

2006年广东高考数学试题全卷突出一个 “稳” 

的特点．如选择题 的第 1题是关 于求 函数 f ( )= 
^ ， 

一  +lg(3x+1)的定义域 ，再如第 2、3、4、5、6、7、8、 
V l叫 

11、12、13题等，这都是很常规的问题．这些问题的 

分析与计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细品这些题也会发 

现有新异之处：如第 3题对 “定义域内既是奇函数又 

是减函数”，它要求考生既要熟练地理解奇函数 与偶 

函数的概念，还要会对具体函数进行判断；第5题实 

际上是一道多选题，它要求考生必须准确地判断四个 

命题的真假情况，有一个出错，便满盘皆输；第7题 

考查反函数与原函数图像的基本关系，只要熟悉关 

系，不用任何计算，直接产生结果；第 l2题结合空 

间想像能力，产生正体的边长与外接球直径之间的关 

系． 

2，注重考查运算的合理性、科学性与严谨性 

运算能力是中学生必须具有的重要的数学能力 ， 

试题充分地体现了对这一重要能力的要求是高层次 

的．例如：①第 6题： “已知等差数列共有 l0项， 

其中奇数项之和 15，偶数项之和为30，求公差”；求 

fn．+r上1+⋯ +fz0=1 5 

解时，由{‘’ ’ 两式相减，即得5d=l5， 【
n2+m + 一+nl【】=jU 

很快产生结论，这主要考查的是运算的合理性、科学 

性．②第9题：在约束条件 v≥0 

X+Y≤ s 

v+2 ≤ 4 

时，求函数 z=3x+2y的最大值的变化范围；求解时， 

要分 3≤s<4与 4≤s≤5两种情况．⑧第 l0题 ：“对于 

任意的两个实数对 (n，b)和 (c，d)规定：(n，b)= 

(c，d)，当且仅当Ⅱ：：c，6=d；运算 “o”为： (n，b) 

o(c，d)=(~w-bd，6c+ )；运算“①”为：(n，b)①(c，d) 

-

- -

(a+c，b+d)，设 P、q EER，若(1，2)⑧(p，q)=(5，0)，贝4 

(1，2)①(p，q)=— —一”；这是一道新定义型试题，考 

查的是运算的严谨性与准确性．诸如此类，都无不体 

现出对考生的运算能力较高要求． 

3．注重考查知识的交汇性 

在知识网络的交汇点处设计试题是本次试题的一 

大特点．例如，不等式是中学数学中的莺要1I具 ，在 

中学数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试题对不等式的性 

质 、方法与技能进行了考查，但它不是独立进行考 

查，而是将不等式有效地融入线性规划、函数、导数 

等进行综合考查．函数是中学数学的一条主线，它贯 

穿于中学数学的始终，但试题除了第 1题 、第 3题 

外，也没有更多的独立地对函数进行考查，而是也有 

效地被其他章节知汉吸收．此外，立体几何_卜j平面解 

析几何的结合等都充分地体现了注重考查知识的交汇 

性．因此，同学们在2007年高考备考过程中抓住重点 

知识与主干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关注它们与其他内容 

的交汇性． 

4．注重对数学思想的考查 

试题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考查用 r较重的笔墨：① 

第 7题“函数 y=f(x)的反函数 y=f ( )的图像 与，轴交 

于点 p(o，2)，则方程f(x)=0的根是 一 一

”

；互 为 

反函数的图像关于，．= 对称 ，由此可点 (2，0)在其 

反函数的图像上，即可得x=2．②第9题考查数形结 

合思想且涉及分类讨论思想．⑧第 1 8题涉及分类讨论 

思想与整体思想．，④第 l5题、第 20题涉及转化与化 

归思想． 

数学思想是数学的灵魂，是数学方法与技能实质 

的体现，对解题思路的产生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刷 

学们在高考备考过程中，应熟练掌握数学的基本思想 

与方法，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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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颖试题，开启新的热点 

试题中的第 l6题： “某运动员射击一次所得环 

数 的分布列如下表：现进行两次射击 ，以该运动员 

6 7 8 9 l0 

y 0 0．2 0_3 0-3 0．2 

两次射击中最高环数作为他的成绩，记为 ．(I)求 

该运动员两次都命中7环的概率； (Ⅱ)求 分布列； 

(Ⅲ)求 的数学希望”．此题玩了一个小花招—— 

“两次射击中最高环数作为他的成绩，记为 ”，即 

满足 “两次射击”且 “最高环数”使很多考生不知所 

措．再看看2005年江西省的高考题： “』4、曰两位同 

学各有五张卡片，现以投掷均匀硬币的形式进行游 

戏 ，当出现正面朝上时 A赢得 曰一张卡片 ，否则 B 

赢得』4一张卡片，规定掷硬币的次数达 9次时，或 

在此前某人已赢得所有卡片时游戏终止，设 表示游 

戏终止时掷硬币的次数．(I)求 的取值范围； 

(Ⅱ)求 的数学期望 ．”以上两题的共性是都很 

“精干”，但却道出了一道很优秀的试题；求解时运算 

量不大，但正确地进入运算程序并非易事． 

试题中的第 l7题是立体几何题颇有新意，是一 

道不可多得的好试题．首先，几何体很特殊，它不是 

常规的柱、锥、台，也非往 日的点 、线 、面；考生要 

是想先画出几何体的图形再进行求解的话，算是彻底 

的完了．其次，在求解过程中，用传统立体几何方法 

与空间向量的方法都可行，且两种方法难易相当．由 

此可见命题者的匠心并非一般． 

欲对高层次的理性思维、创新意识进行了综合考 

查没有一些创新试题是很难达到目的．可以预见类似 

的试题是继应用题、导数试题之后的又一个新的高考 

热点，一定要引起 2007年高考备考复习的师生关注． 

6．试题 与新课标接轨 

本试题是新课标高考前的命题， “承前启后”是 

必须的，由此我们可以 “搜索”到新课标的一些身 

影． 

新型试题闪亮登场．如第 l0题是标准的信息迁 

移题，它作为一种新的题型，出现在资料上已经很久 

了，但 “冠冕堂皇”的走进高考试卷却为数不多．由 

于新课标教材中，类似的新型题较多，这在今后的备 

考复习中应值得同学们关注． 

②考查归纳推理能力 (如第 l4题)．关于推理 ， 

新课标教材选修中专门开设一章；第20题的第二小 

题，用反证法进行证明 (注 ：反证法在人教大纲版中 

未专门讲解，而在新课标教材中作为一节内容专门进 

行了讲解)、 

⑧解析几何 “降温”．这符合新课杯精神，课时 

数由原来的 18节 ，减少为 (理 )16节 ， (史)12 

节；椭圆、双曲线在新课标 中删去 _r准线 、第■定 

义，这样使圆锥曲线的难度大大降低；文科连直线 

椭圆、双曲线的关系对学生也不作要求 ：再看看课 

标，除了要求掌握椭圆与抛物线定义、标准方程及简 

单的几何性质外 (文科学生仅要求掌握椭圆)，其他 
一 概只要求了解、 

7．关于 21)1)7年高考备考的思考与建议 

基础知识始终是高考的重点，同。：7"ff】要注承抓 

好基础，抓好运算的准确性与熟练性、 

②注重数学思想方法，逐步掌握用数学思想 (如 

函数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分类思想及化 思想)来 

指导解题思路． 

⑧从对空间图形的观察 、分析 、变换 、抽象人 

手，注重培养与加强空间想像能力． 

④导数与统计、概率在近几年中都十分活跃．在 

备考过程中，同学们务必注重这些内容新的创新点及 

其与其他知识的交汇性，要注意在新情境下的问题． 

⑨今年的热点，如数列、立体几何等明年绝不会 

是 “冷点”；而三角函数、直线和圆的方程 ，圆锥曲 

线方程、排列、组合、导数等的考查力度相对较小． 

并不是说这些内容就可以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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