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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广东高考数学 

试题评析及 2006年复习建议 

200．5年高考是广东单独命题的第二年，试题整体 

布局合理、难易适中．抓住基础、重视能力；温馨中透着 

残酷，温柔里饱含刚毅；既有和风细雨的基础比武，也 

有腥风血雨的能力拚杀；“小、巧、活”的数学个性充斥 

着整张试卷，数学是思维的科学这一特点被淋漓尽致 

的表现出来；考生心服口服，家长满心欢喜，老师拍手 

称快，社会一片赞誉．对中学数学教育改革有良好的推 

动与导向作用，应该说是一套较好的试题． 

一

、基础题不单调 ，高档题也可攀 

在传统的高考中存在最简单的题，俗称“送分题”； 

这样的题在这份试卷中几乎不存在，哪怕是第 l题，也 

是基础知识的交汇题，由集合、不等式、方程等联手组 

成．另有三题(即第 3、6、12题)属新增内容；其它题，如 

第2、4、5、7、8、l1、l3、l5等题，哪个题都不是由单个知 

识点构成．想征服它，都不可小视，必须细心、慎重；较 

难的题也并非高不可攀，如最后一题，它的第一问也是 
一 般的运算题，而第二问只要分析得当，即首先抓住点 

A与极端位置重合产生折痕斜率的范围，再抓住折痕 

与坐标轴的交点坐标，然后再结合一定的分析及推理 

能力也许就差不多了．即便如此，整份卷想拿高分也并 

非易事，因为类似的题并非一题，谁能保证题题都分析 

对路? 

2006年该如何办?首先一望而解的题不要做，等 

于浪费时间；太难的题、技巧很高的题我们也要排斥 

它，重点放在中档及中档偏上的题上；只要抓住主干知 

识练好中档题及中档偏上的题，再注意到它的各种变 

式，高考定能成功． 

二、注重对通性、通法及创新思维的考查 

通性、通法是数学的基础、是考生必备的基本功， 

而创新思维是数学的特色、是数学的潜能所在；对通 

性、通法的考查，如第5题是基本量之间的关系，第 l0 

题由递推式 nrL+q 在已知前两项时，求通项；第 

l1、13、l6题等考查基本运算，第 l7题考查圆锥曲线 

中的基本运算及常规技能，第 19题第二问考查函数与 

方程结合时的常规处理方法等；对创新思维考查，如第 

9题首先要注意由 )产生g )、由g )再到函数图像、 

通过图像产生解析式；“沿着来路往回走”最后得到的 

解析式，第 l7题的点A、点B坐标的设法，第 l8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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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的产生，第20题第二问先抓极端求斜率范围等， 

都是创新思维的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新的一年里抓住重点内容中蕴含 

的数学思想方法是复习的重中之重，要借助数学思想 

方法来分析、求解问题；同时，由于知识与方法的不断 

更新，新型题的不断涌现，我们必须时时关注创新的走 

向，因为它将可能是高考的新动向． 

三、突出重点，求深求广 

函数是贯穿高中数学始终的一条主线，是高中数 

学的重点知识；200．5年高考作为重点考查；第 l1题考 

查函数的定义域，第 9题考查函数的图像变换及求解 

析式，第6题考查函数的单调性，第 l9题考查函数的 

奇偶性、周期性，第20题的第二问考查函数的最值；涉 

及到的具体函数有：一次函数、二次函数、三次函数、分 

段函数、无理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等； 

可以看出与函数有关的差不多都考到了．重点知识重 

点考查，在这里被淋漓尽致地突出出来．相应地又有很 

多内容卷上难以见到，如：圆、旋转体的表面积与体积、 

双曲线等；任何一份试卷都不可能也不追求面面俱到， 

因此，绝不因为这套考卷中少了一些内容影响这份卷 

的质量，影响它的选拔功能，影响它对高考数学复习的 

指向导作用．相反它告诉我们，必须注重中学数学中重 

要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在主要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渗透 

与运用上要注意多向性和持久性． 

四、突出知识的交汇-陛 

从学科的整体高度考虑，在知识网络的交汇点处设 

计试题是本次试题的一大特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 

8题是概率与对数函数，第 l3题是二项式定理与三角函 

数，第 l7题是解几与基本不等式，第 l8题是概率、统计 

与数列，第 l9题是函数与方程，第20题是解几、函数与 

导数等；知识的交汇性是高考永恒的热点．因此，2006年 

的高考复习首先要狠抓几个重点的知识块，理清内部的 

知识结构，然后注重各知识块之间的网络关系，在各网络 

的结点处设计练习；将知识点连成串，再将知识串连成 

片，这样，知识的交汜陛慢慢地也由生变熟了． 

五、运算量小，思维量大 

本次有不少试题立意新、设问巧、灵活多变、独具匠 

心，具有较高的思维价值．对考生的考查不仅仅是文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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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如第l5题一改往日只要是三角题一定有三角变换 

的特点，增加了参数，虽然只是小小的变化，心理素质差 

的考生一看便紧张，再想正确求解恐怕不容易了，显然， 

这里考查了考生的心理素质；第9题“沿着来路往回走” 

的思维方式很特别，有了这一思路也许可以做对，但没 

有这个思路，恐怕很难做对；第 l6题立体几何题中各边 

的长，满足勾股数的关系，透过这些数字很快就可以发 

现几条线段的垂直关系，倘若能发现，运算量很小，发现 

不了就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下走”；第 19题的第一问 

判断函数的奇偶性的设计更妙，奇偶性的判断结果有两 

种可能：即具有奇偶性或不具有奇偶性；具有奇偶性时 

就要符合奇偶性的定义，即定义域内的任意 都满足 

吨) )或 吨)= )；否则，就要找一个 使上述两式 

都不成立；由 2 ) 2帆)令x=5，即得 一3) 7)≠O， 

从 -3) 3)而且 一3)≠ 3)，由此得到结论，看一看 

这个过程有多长、运算量有多大?第 l7题是解析几何 

题，只要设点的思维能力达到了，运算也相当简单．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考试应该是思维能力测 

试，是发展潜能的测试．因此，2006年高考复习一定要 

有创新的理念，要将研究性学习、自主探索性学习溶解 

在常规学习之中，对于重要知识、重要技能一定要学会 

自己建构体系．当新的知识通过自己建构，纳入自己的 

认知范围时，思维就可以活跃，应用起来就可以得心应 

手． 

六、一点思考 

为了避免猜题押宝，适当地回避热点是应该的也 

是正常的；但本卷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呢? 

向量的考查——蜻蜓点水，当向量进入中学教材 

以后，向量的工具性是任何内容都无法替代的，它可以 

很轻松地解决很多章节的很多难题；向量知识的交汇 

性也是大家公认的，它与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函 

数等的交汇，内容丰富，题型自然，但试卷中只有第 l2 

题考查了平面向量平行．立几题可以用向量来解，解后与 

传统方法比较会发现，向量是个“过时”的工具，不好用． 

应用性问题一 冷到冰点，自从 1993年应用题进 

入高考试卷以来，它便成了经久不衰的热点，年年都考 

且不落俗套；但本卷可以说是应用题的只有第l8题，显 

然，很牵强；建模能力是现代中学生很重要的能力，学习 

的目的在于应用，当缺乏这种能力时，学习又有何意义? 

七、启示 

面对上述的分析，在下一年的高考复习中我们需 

要从下述几个方面人手： 

1．注重基础知识的全面性 

由于考试题目涉及知识的覆盖面较广，因此，要注 

意全面掌握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不可随意地画定“不 

考”内容，而轻易地放松或降低要求；要贯彻“普遍撒 

网，重点摸鱼”的复习策略． 

2．注重思想方法，强化解题过程 

根据考查的能力类型与能力要求的层次，我们必 

须注重数学思想方法；要在基本数学思想方法(如：函 

数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分类思想及化归思想)的领悟 

上狠下功夫；强化解题过程，特别关注解题过程中的思 

维能力、运算能力． 

3．以逻辑思维能力为核心，结合推理能力与分析 

能力的特点；强化推理能力与分析能力，特别关注“怎 

样想”． 

4．从图形的观察、分析、变换、抽象人手，培养自 

己的想象能力、抽象能力及提取解题信息的能力． 

5．抓住新增内容的特点，注重新增内容是高考试 

题的创新点，及它与其它知识的交汇性，并注意新情境 

下，设计的新问题． 

6．2005年高考，向量与应用性问题的内容相对较 

少；由于这部分知识是中学数学的重要内容，2006年 

高考复习不可轻视． 

{作者单位：中山一中高中部) 

特约编校 刘会金 

为国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 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 

兵，信不可失。国家兴 未 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 李廷寿 E史·于谨传》 ‘、一 ⋯’， 。 。 ⋯ 
- 魏征《群书治要·体论》 

【译文】治国的根本。在于忠义诚信。古人孔子说过，一个国 
家可以没有粮食。没有军备。但不可失掉信义。国家的兴 【注释】(1)交接：交往。(2)分：情分，交情。 

亡。总是与是否失去信义密切相关。 ’【译文】夫妇之间很恩爱了，如果不真诚相待， 

【评价】李延寿是唐代史学家。他继承其父遗志。删补宋、 也会离异；朋友之间很有交情了，如果不讲诚 

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作((南史》， 匕史》。 ．信，也会绝交。 

于谨是北周时的政治家，曾任太傅之职。由于他很有智谋， 【评价】诚信是每个人立身立德的根本，也是 

加上为人谦和。所以特别得到皇帝的信任。这里所讲的治 ：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
。 

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忠义诚信。是他一生从政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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