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 活 巧 妙
构 思 独 特

——2019高考全国I卷理科数学试题评析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阚政平

2019年高考数学难度比2018年稍难，题型题量没有多大变化，同时试卷的题目

在次序上有所调整，如第 21 题位置是以往第 19 题的位置等。但试卷压轴题放在统

计概率上，这与往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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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高考已
经落下帷幕，但是
关于高考命题和相
关试题的解析才刚
刚开始。继本刊特
邀作家、教师和学
生撰写高考同题作
文之后，本周二（11
日）特邀请资深老
师 为 我 们 进 行 了
2019年高考文科的
全解析。今天，为
大家奉上的是高考
理科试卷的深度试
题 解 析 和 命 题 分
析。 ——编者

本次考试特点：计算量较往年有所减少，
注重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的考查。

题 1 侧重考查集合的概念及集合的相关
运算。题 2 考查复数的相关概念及复数模的
运算，将复数与解析几何联系在一起，题目普
通但是问法不同往年，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与创
新性。题 3 考查指数与对数的相关知识，应用
指数与对数的性质来比较大小，这与往年相
同。

题 4 将“断臂维纳斯”身高这一现实生活
中的实例作为问题的载体，应用等比数列的相
关知识求解。试题通过巧妙的设计给不同水
平的考生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

题 5 是对函数奇偶性及函数单调性的考
查，试题选取一个奇函数，尽管解析式已知，但
图像不太直观，考生可以通过特殊点的赋值法
即可判明，这体现了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要
求。

题 6 是重复排列与概率问题，学生容易出
错，尤其是排列问题难以处理，考得比较灵活，
能力要求较高。题 7、题 8 是向量与程序框图
问题，比较基础，能力要求一般。题 9 是考查
等差数列相关性质的综合应用，侧重对知识的
理解及合理的应用。

题 10 比较常规，主要考查椭圆的相关知
识以及椭圆定义的灵活应用，本题既可以通过
直线与椭圆方程联立求解，也可以通过对已知
条件和椭圆定义的整合，再运用三角形的余弦
定理求解，体现出运用不同理论体系解决相同
问题，起到殊途同归之效，可谓问题的设计是
数学思想的匠心独运。

题 11 给出的解析式在形式特点上与常规
问题有所不同，需要考生细心分析、推敲、转化
再运用函数奇偶性等相关知识求解。

题 12 是立体几何。尽管与平时学习的共

球四面体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对已知条件的实
际剖解和翻译成普通的等价命题是有一定的
难度（其实通过解三角形可得出三条侧棱两两
互相垂直）。

题13、题14较为常规，只是在数列上应注
意等比性质的运用，求出第二项即可。题 15
是古典概型的实际运用，题目的形式特点比较
明确，可通过定性分析逐次求出。题 16 给出
的双曲线很一般，但运算较为复杂，要做到精
准无误需具备必要的基本功，与题 10 相比题
目条件是通过向量给出的，但实质相同。

题 17 题面进行了适度的变化，需要考生
展开化简后再将正弦、余弦定理合用方可解决
问题，考查的知识点比较全面。题 18 立体几
何在平时学生训练中比较常见，注重考查考生
线面平行的相关知识及建系求解问题的能
力。从一般角度来说考生处理此类问题应该
得心应手。

题 19 是解析几何，其在以往的排序中位
于第 20 题的位置，一般要求学生先求轨迹方
程后再求相关问题，但是今年一反常态，先给
出曲线方程，然后解决提出的问题，其中问（1）
对抛物线定义有所要求，运用定义可求出 A、
B 两点横坐标之和，再通过 L 的斜率求出 A、B
两点纵坐标之和（点差法）。进而求出 L 的方
程。本题考查的目的是：回归课本，注重基础
知识运用，至于问（2）在方法的选择层面上要
广一点，我们可借助已知向量关系式求出L方
程，进而运用弦长公式求线段 AB 长或通过直
线参数方程来求解。本题在能力、创新思维上
要求不是很高。

题 20 在以往的高考试卷中都是压轴题。
不言而喻难度较大，多数学生望而生畏，今年
题型比较新颖，题目给出的是不常见的三角函
数与对数相结合的表达式，对能力一般的学生

处理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首先要求考生
对三角函数及导数基本知识点必须熟练掌握，
其次对考生思维能力和技能要求也特别高。
普通学校的考生处理此类问题失分较多，对重
点中学的考生尚可驾驭。

题 21 是用现实生活的实例作为载体，问
题的情境是考生熟悉的，试题设计了随机现象
中的一个统计决策问题，展示了统计学的应用
的一个方面，通过对已知数据的处理，提炼信
息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展现了统计决策
的基本过程和基本思想。问（2）运用问（1）的
结论和已知的数列递推关系式导出甲药更有
效的概率的通项公式，经过计算进行实际决策
和判断。本题的特点是保留了往年的命题风
格，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注入了新鲜血液。如本
题将概率与数列相结合，这种题型的出现学生
平时很少训练过，是今年考题的一大亮点，值
得未来考生在今后的学习训练中加以重视。
题 22 是坐标系与参数方程题型，所给的问题
在形式特点上让学生难以掌控，因为学生看不
明白所给参数方程是在余弦、正弦的另一种表
现形式上（正切的表达式）。我们可通过化简
得出是焦点在 Y 轴上的椭圆方程。至于提出
的问题可通过椭圆的参数方程求解。题 23 是
不等式，要求学生注重重要不等式的灵活运
用，问（1）通分后再分别运用三次二元均值不
等式即可证明。至于问（2）先运用三元均值不
等式再分别运用二元均值不等式即可证明原
不等式。

总之，今年试卷布局由易至难，数列知识
点考查得较多，整体试卷运算量稍减，题型依
旧，稳中求变，实际问题所选背景非常贴近考
生的现实生活（如试卷中题 4、题 6、题 15、题
21 等），将课本的知识点灵活巧妙地嵌入其
中，这不失为绝佳的独特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