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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江苏省高考数学试题，继续坚持“立

足基础，稳中求新，注重能力，正确导向”的命题思

路与风格．在考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

注重对数学思想和方法的考查，注重对数学能力

的考查，注重展现数学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试

题具备基础性、层次性、现实性和综合性，对知识

和能力实现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考查，达到了全面

考查综合数学素养的考试要求．

１　试卷的总体分析

２０１４年江苏高考数学卷总体平和、平稳，试

题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数学思想方法等三

个方面的考查全面兼顾，同时又注重实际应用能

力，以及创新能力的考查，在体现了学科思想的同

时，关注人文，与时俱进，体现了江苏特色．

在肯定和坚持去年成功命题做法的基础上，对

部分试题的难度及区分度做了一定的微调，以进一

步优化整卷结构，提高选拔功效，回归高考本源．

１．１　注重回归教材，贴近中学实际，体现考教一致

试卷中占很大一部分比例的试题直接源自课

本例、习题，通过适度的改编、嫁接、整合而成，考

查了平常教学中的主干知识和方法，如第１～４，６

～９，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１）题，以及理科附加第２１，２２

题等，有些容易题甚至就是课本题的简单搬运．在

部分把关题上，基本摒弃了考而未教的试题，自觉

淡化了试题的竞赛风味，通俗易懂，贴近学生实际

能力，如第１２～１４题，难度较去年有所降低．甚至

在第１９（３），２０（３），２３（２）等把关题上，问题的提

出也是基于学生所十分熟悉的知识背景，完全克

服了试题奥赛化的倾向，成功体现了考教一致性

原则，对中学数学教学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１．２　强调通性通法，注重背景公平，突出思想方法

试题注重解题思路方法的多样性和入口的宽

泛性．一方面，试题中无偏题、怪题、超纲题，强调

通性通法的考查，加强对中学数学知识中所蕴含

的基本数学思想方法的考查；另一方面，尽量使试

题解答时入口宽，易于入手，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

的答题氛围．这对中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形成

正确的数学观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较多试题要求运用基本数学思想方法寻找解

题思路，如第９，１０，１２，１３，１７，１８以及附加题第

２１Ｃ题涉及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的运用；第１０，１９

（３）题以及附加题第２２题涉及分类讨论思想方法

的运用；第５，１０，１１，１９，２０题以及附加题第２３题

涉及函数与方程思想方法的运用；第１２，１４，１８，

１９，２０，２３题涉及化归与转化思想的运用．

对运算求解、推理论证、数据处理、抽象概括

和空间想象能力的考查有较高要求，尤其对运算

结果的精确性，代数推理的严谨性，答题过程的规

范性和条理性要求严格．

１．３　难度科学搭配，适合各类考生，人人收获成功

试题第１～９题，第１５，１６，１７（１），１８（１），１９

（１），２０（１）题，以及附加题第２１题均为容易题，第

１０～１４，１８（２），１９（２），２２，２３（１）均为中档题，第

１９（３），２０（３），２３（３）为较难题．试卷难易搭配科

学、合理，层次分明，由易到难，坚持“起点低，入口

宽”的呈现方式，编排符合考生心理，且区分显著，

能有效实现高考的选拔功能．

与去年相比，今年填空题第１３，１４题的难度

继续降低，让更多的学生有得分机会．解答题第

１９，２０两题均设置了三小问，且层次分明，区分明

显，第（１）问多数学生能轻松拿分，思维起点很低，

第（２）问中等生能有所斩获，第（３）问则思维起点

高，构造性强，对思维的深刻性、创造性要求很高，

较去年难度略有攀升，基础一般和中等的学生根

本无法深入，这给优等生提供了良好的展示平台，

这种命题的思想和思路应成为方向．

１．４　坚持能力立意，重视数学素养，凸显选拔功能

“能力立意”是高考命题的一贯指导思想，也

是多年实践的成功法宝，着重体现在思维能力的

考查．一是从不同思维层次上进行考查，表现为考

生能否直接抓住问题的本质，以简洁的思维解决

问题，如第３，７，１０，１７（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１Ｃ等

试题，思维层次低的学生只能以通过重复机械训

练而来的记住的方法解决，而思维层次较高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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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则能选择捷径，以简洁快速的方式求解，可谓事

半功倍，体现了考生思维层次的差异；二是从思维

的严谨性考查，第１５，１６，１７（１），１９（１），２０（２）题

等，要求考生不仅能写出最终结果，对推理、运算

过程的条理性、规范性等要求十分严格，必须步步

有据，环环相扣，表达到位，体现较好的数学基本

素养；三是从思维的深刻性方面进行深层次的考

查，如第１９（３），２０（３），２３题，均为证明题，让优等

生的探索能力、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充

分展示；另对应用能力的考查也得以充分体现，如

第６，１８题，以学生熟悉的材料为背景，难度适中，

应用性强，同时也体现人文关怀和时代气息．

１．５　 创新匠心独运，考查应变能力，检测数学潜能

２０１４年江苏高考数学试题不乏创新亮点，其中

第１６题改变以往立体几何试题中，数据仅用于计算

的现象，首次出现通过数据的关系论证位置关系，

让人耳目一新；第１８题一改应用问题局限在三

角、函数（方程、不等式）等相对固定知识模块上

的状况，考生不仅可以用三角知识解题，亦可建立

坐标系，用解析几何方法求解，还可只运用初中知

识解决；第２０题是一道信息迁移题，即时定义“犎

数列”，题材新颖，结构独特，思维富于灵活性与创

造性，考生必须即时发挥，“现场自学”，是对考生

综合素养和潜能的考查，真实可靠，公平合理．

２　 部分试题的评析

２．１　 填空题部分

第３题考查流程图，虽属于容易题，但在解题

耗时上有不同层次的区分，思维敏捷的学生会直

接由２４＜２０，２
５
＞２０得出结果为５，而不需要将

狀从０开始，一步一步地机械地执行循环，直至停

止循环，当然这也能求得结果，但太慢了．可见，容

易题也是有隐性区分功能的．

第７题考查等比数列基本量，属于容易题．除

了常规的基本量法，列方程组求出犪１，犱后求解．

思维灵活的学生会由犪８＝犪６＋２犪４ 直接约去犪４，

得狇
２
＝２，从而犪６＝犪２狇

４
＝４，这样可以减少运算

量，提高效率．

第９题考查直线被圆截得的弦长问题，属于

容易题，但本题的结果 槡２ ５５
５

令人生疑，以致不少

考生二度演算．这种命题设计既考查了考生的基

本运算能力，又检验了考生的考试心理．

第１０题考查三个“二次”问题，属于中等题．

一般方法为运用分类讨论思想及数形结合思想解

决，但较为繁琐．实质上可以回避分类讨论，因为

对于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在闭区间上恒小于０，

只要最大值小于０，而最大值只能是区间端点对

应的函数值，即只要犳（犿）＜０，且犳（犿＋１）＜０，

遂不难求得结果．

第１１题通过对一个不很熟悉的代数函数考

查导数的几何意义和导数的运算，属于中等题．

第１２题考查平面向量的数量积，属于中等

题．亦是常规的典型问题，解法上除了基底思想，

也可建立坐标系用解析法求解．

第１３题考查分段函数、周期函数、零点等知

识，考查数形结合思想，属于中等题．题设实际已

经暗示利用图象解题．

第１４题考查正、余弦定理，基本不等式，属于

较难题．试题简朴、通俗，表面上考查三角形问题，

实质考查基本不等式的应用，问题可化归为“已知

犪＋槡２犫＝２犮，求
犪２＋犫

２
－犮

２

２犪犫
的最小值”，主要考虑

减元的解题策略，将问题进一步化归为“求齐次式

３犪２＋２犫
２
－ 槡２２犪犫

８犪犫
的最小值”，遂不难求得结果．

本题知识交汇自然，构思新颖，命题精巧．

２．２　 解答题部分

第１６题第（２）小题证明线线垂直，利用了勾

股定理的逆定理，即通过数据运算推证位置关系，

这在近几年立几大题的试题呈现上算是一种突

破，这样的微小变化值得肯定，为防止立几命题八

股化做了有益的尝试．

第１７题解析几何题延续了去年的命题思路，

仍放在解答题第三题的位置进行考查，且回避了

学生反复操练并畏惧繁琐计算的热点问题（定性

定量问题），考查了更为基本的椭圆方程及离心率

问题，其中第（１）小问中不能直接由犅犉２＝槡３写

出犪＝槡３ ，需要详细的推理过程；第（２）小问类似

于２００９年江苏卷的第１３题，对符号化运算、数式

化简变形能力要求仍然较高，本题除了标准答案

的解法，其实可以由相似椭圆（离心率相同）的特

性，不仿令犫＝１后再求解，这样可以减少一定的

运算量．

第１８题既可用解三角形的知识，亦可在坐标

系下用坐标求解，对数学建模有较高要求，第（２）

问在等与不等之间寻求问题的解，试题图形源于

教材上直线与圆的一道例题，问题情景新颖，交汇

性强，考查了数学模型及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延续了去年应用题的编拟风格．当

然，该题单纯运用初中知识亦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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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９题第（３）问须先求得犪的范围（
ｅ＋ｅ

－１

２
，

＋∞），再比较ｅ
犪－１ 与犪ｅ－１ 的大小，这样的设置编

题方式与去年函数把关题基本一致．问题的关键

是将字母犪看做新的变量，用函数的思想加以解

决，这对灵活运用函数、深刻理解函数思想提出较

高要求，具体思路的生成过程如下：不妨假设ｅ犪－１

＞犪
ｅ－１，等价于（ｅ－１）ｌｎ犪－犪＋１＜０，即化归为

比较关于犪的函数狆（犪）＝（ｅ－１）ｌｎ犪－犪＋１（犪＞

ｅ＋ｅ
－１

２
）的最大值与０的大小问题，可用导数知识

进一步求解．

第２０题第（３）问属于论证存在性问题，只要

构造出满足题意的两个等差数列，如何构造才是

思路探求的关键，首先考虑什么样的等差数列是

“犎 数列”？设犪狀＝犪１＋（狀－１）犱（显然犱≠０），其

前狀项和犛狀＝
狀（狀＋１）

２
犱＋（犪１－犱）狀，由犛狀＝犪犿

得犿＝
狀（狀＋１）

２
＋（
犪１
犱
－１）（狀－１）．若狀∈犖

，

使犿∈犖
，则有犪１

犱
＝－１，０，１，２，３，…即只有

首项与公差的比值属于集合犘＝｛－１，０，１，２，

３，…｝的等差数列才是“犎 数列”！故一般地，设

犪１
犱
＝λ，λ∈犘，则犫狀＝

犪１

λ
狀＋

λ－１

λ
犪１，犮狀＝（

犪１

λ
－

犱）（狀－１）．标准答案中取了λ＝１的一种特殊情

形，即犫狀＝犪１狀，犮狀＝（犱－犪１）（狀－１）．事实上，这样

构造出的两个等差数列并不唯一．另标准答案中

第（２）问中验证犱＝－１符合题意是没有必要的，

作为求解题可以略去．

２．３　 附加题部分

第２３题回避了前几年竞赛味较浓的集合与

计数类问题，较为明确地考查了数学归纳法这一

重要的数学方法，但同时回避了常规的数学归纳

法题型，属于需要加强为更一般的问题来证明较

容易的问题，与去年第２３题的命制手法同出一

辙．试题中所涉及的
π
４
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它

掩盖了问题的整体性质与本质属性，实则加大了

解题难度．

３　 对中学数学教学的启示

中学数学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数学能力，并形成正确的

思想观点和良好的个性品质．为了达成此目的，就

要让中学数学教学回归本源．

３．１　 重视课堂教学，让学生学好第一遍

目前，新授课在高二第二学期期中考试前后

就全部匆匆教完（学生吃了夹生饭），课上和数学

毫不沾边的各种情景引入，伪合作探究，一讲到底

的满堂灌现象仍然存在于课堂，课后大量重复低

效的数学作业使得学生苦不堪言．表面上看，知识

是教给了学生，但知识背后的数学思维能力却得

不到相应的提升，而这种影响很难在考前复习中

得以改变（因为很难炒熟夹生饭），这直接降低了

数学教学的质量．

３．２　 用好教材资源，使学生三基落到实处

高考命题十分重视回归教材，重视基本知识、

方法的考查，不少试题直接源于教材，这种导向是

正确的，值得肯定和重视．夯实基础，并不等同于

做课本上的简单题，题中所蕴含的基本的数学思

想方法要悟透，数学本质及其内在联系要弄清，难

题化归到最后往往是最简单的问题，所谓深刻寓

于简单便是如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新授课必须严

格按照课程标准、教学要求踏踏实实地教好、学

好，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要学得新知识，更要学

会如何学习，并形成基本的数学思维模式，教师要

利用好教材资源，而不仅是教教材，要充分挖掘教

材中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让学生感受知识的发

生、发展过程，真正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３．３　 改进解题教学，促学生思维真发展

问题是数学的心脏，解题是数学教学的核心．

然而当前的高考复习中，随手拿来的数学问题（市

面上泛滥的教辅资料题），缺乏思考的机械重复的

题型模拟训练严重伤害了学生身心健康，课堂上

的人为拓展、深挖洞亦不可取，师生往往因陷入题

海而痛苦不堪．事实上，不少高三临考的学生（甚

至是平时数学考分较高的学生）对一些基本的数

学概念、公式、定义及其发生发展过程都不能说清

楚，完全变成了解题应试的工具，忽略了对数学的

本质理解，让学生形成了错误的数学观，严重影响

了学生进入高校后的后续学习．

实现有意义的解题教学是促进思维发展的关

键，通过解题，使得学生对数学本质、数学方法、数

学思想有深刻的认识，提升思维的品质．

有效训练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批

判性和独创性．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要求教师选好

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问题，给学生充分的

思考时间，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不断反思、优

化解法，学会数学地思考问题，提高学生掌握一般

思维方法和数学特殊思维方法的水平，营造浓烈

的解题探究氛围，形成有效的数学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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