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新高考全国卷 1 数学科目考试已经落下帷幕，大家期待已久的高考数学

试题终露庐山真面目。2021 年是湖南高考改革后文理卷合一的第一年，此套试

题从高考数学评价体系出发，秉承重基础，重本质，贴近中学数学教学实际的一

贯命题思路，在全面考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教育方针，聚焦核心素养，强调数学学科素养与关键能力，以基础性、综合性、

应用性、创新性为导向，突出理性思维的考查。整张试卷情景熟悉，朴实灵活，

全面考査学生的数学知识、方法、能力与素养，整体符合高考改革的理念，同时，

还充分汲取了其他省份试卷在数学试卷命题上的新思维，实现了稳中有变，变中

有新，体现出较强的区分度和选拔功能。对协同推进新高考综合改革、引导中学

数学教学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考查内容分布

（一）双向细目表

单选题

1、以不等式为媒介的集合运算

2、复数的运算，共轭复数

3、圆锥的有关计算

4、正弦函数的单调性

5、椭圆的几何性质

6、三角函数的求值

7、函数导数的应用与不等关系

8、相互独立事件的概率

多选题



9、样本数字特征的性质

10、三角函数与平面向量

11、直线与圆方程

12、立体几何与平面向量

填空题

13、函数的奇偶性

14、抛物线

15、绝对值函数的最值

16、数列求和（数学文化题）

解答题

17、递推数列求通项公式与求和公式

18、概率分布列与期望

19、解三角形

20、立体几何中垂直关系的证明与二面角、体积的计算

21、双曲线方程与定值问题

22、导数与函数单调性、不等式的证明

(二)试题结构分析

1、试卷结构，吻合联考

老高考试卷由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共三部分组成，其中单项选择题 12

题，填空题 4 题，解答题 7 题（含 5 个必考题和 2 个选考题），全卷总题量为

23 题。新高考对试卷结构进行了改革和调整。新高考卷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

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四部分，其中单项选择题 8 题 40 分，多项选择题 4 题



20 分，填空题 4 题 20 分，解答题部分取消了选考题内容，共 6 题 70 分，全卷

总题量为 22 题。题型与分值分布情况与 2021 年 1 月份的八省联考模拟卷完全

相同。

2、主干考点，超过历年

数学主干知识是支撑数学试卷的顶梁柱，数学题型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本次

八省新高考考试主要围绕主干知识的考题中函数与导数 27 分(第 7、13、15、

22 题);三角函数与解三角形 22 分(第 4、6、19 题);立体几何 22 分(第 3、12、

20 题)；解析几何 27 分(第 5、11、14、21 题);概率与统计 22 分(第 8、9、18

题）数列 15 分(第 16、17 题)。这六个主要知识模块所占分 135 分，占全卷的

90％，其余涉及到的几个知识点也是高考的高频考点:集合、复数、平面向量各

5 分，共 15 分，占全卷的 10％。主干知识考查比例如此之大达到历史之最。一

方面原因是与新高考中不再考查“三视图”、“线性规划” “推理与证明”、

“程序框图”、“三视图”、“简单的逻辑连结词”与“定积分与微积分基本定

理”等内容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本次八省新高考整体结构上的分布在保持历年

全国高考试题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加大了部分主干内容的题量，体现了高考对主

干知识的重视程度，进一步起到好的高考导向性作用。

3、题型创新，稳步推进

2021 年新高考全国卷 1 数学试题既有老高考试题的味道，也有 2020 年山

东新高考卷与 2021 年 1 月份的八省联考模拟卷的影子。2021 年是新高考改革

关键之年，所以试题主要特点体现一个“稳”字，试题有变化，但幅度不大，但

相对于过去两年老高考试题又有创新。2021 年新高考卷中引入了多选题，多选

题分值与 2020 年山东新高考卷有所变化，2020 年山东新高考卷中少选得 3 分，



而 2021 年新高考卷与八省新高考模拟卷一样少选得 2 分。多选题的设置给广大

考生增加了得分机会，增进了数学学习的获得感，也更精准的测试和区分了不同

层次考生的数学能力水平，增强了考试的信度和效度。试卷中没有出现结构不良

试题与条件开放性试题。这与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稳步推进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开放性”精神相一

致。

4、文理合卷，顺利过渡

2021 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了全国甲、乙卷的文、理科数学试卷，新高考

Ⅰ卷、Ⅱ卷的数学试卷（不分文理），共 6 套数学试卷。新高考Ⅰ卷考试内容及

其分布科学合理，体现了文理不分科后数学考试的特点和内容要求。新高考数学

科考试内容改革关注新高考数学卷文理不分科的特点，关注高校对人才的选拔要

求和数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2021 年高考数学试题难度控制特点是：

1、低起点：体现为试卷在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部分进行了系统设计，

起始题起点低、入口宽，面向全体学生（如小题中的第 1、2、3、4、5、6、9、

10、13、14 题），注重通性通法和对数学思想的考查，淡化了特殊方法、技巧

解题。

2、多层次：体现为试题的难度设计上重视难度和思维的层次性（如第 8、

11、12、16 题）。

3、高落差：体现为重视数学科高考的综合性、创新性，在试题的难度设计

上不仅有层次性，而且在思维的灵活性、深刻性，方法的综合性、探究性和创造



性等方面，科学把握试题的区分度，发挥数学科高考的选拔性功能（如第 21、

22 题）。为全面推进新高考政策铺路，使其循序渐进地顺利地过度下去。

二、试题特点分析

数学科不分文理科。新高考数学学科坚持改革创新，全面贯彻中国高考评价

体系的要求，更新评价理念，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考试内容改革、题型

创新、试卷结构改革以及科学调控难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地探索。试题科学把握

数学考试的方向性、时代性、科学性与高等院校人才选拔功能的关系，正确把握

数学科考试命题与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数学核心素养的关系，坚持高考的核心价

值，突出数学学科特色，着重考查考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综合运用数学思想方法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试卷很好地把握了稳定与创新、稳定与

改革的关系，对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引导中学数学教学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数学文化与数学应用齐飞

新高考Ⅰ卷第 18 题以“一带一路”知识竞赛为背景，考查了考生对概率统

计基本知识的理解与应用。第 16 题以我国传统文化剪纸艺术为背景，让考生体

验从特殊到一般的探索数学问题的过程，重点考查考生灵活运用数学知识分析问

题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整体并没有出现近几年全国卷很爱出的篇幅较大的数

学文化试题，强化了数学考查的本质。

（二）数学思想与核心素养并举

蕴含数形结合思想的试题有：第 7、10、11、14、15、21、22 题;蕴含转

化与化归思想的试题有：第 16、17、19、22 题;考查直观想象素养的试题有：

第 3、10、20 题;考查数学运算素养的试题有：第 1、2、3、4、5、6、7、8、

11、13、16、19 题;考查逻辑推理素养的试题有：第 8、9、11、22 题。总之



命题从知识立意到能力立意，再到学科素养立意，都是以数学知识为载体，培养

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数学品质，考查学生理性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体现了数学思想、

通性通法的重要性。

（三）朴实无华但又棉里藏针

今年数学试卷的结构与高三学生平时模考的试卷保持一致，各题型所占的分

值及分值分布没有变化，每个题位所考查的数学内容也没有大的变化，与 2020

年相比较，题目的难易程度相当。可以说命题组秉持了平实、稳健的命题原则。

试卷风格更加朴实无华，每道应用题的背景简洁明了，没有冗繁的文字描述，摒

弃了浮夸的命题作风，能让考生把注意力很快集中到数学问题的本质上，体现了

数学教育应有的务实作风。比如 18 题采用了最常见，最基本的试验模型，16

题采用了学生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剪纸问题。当然，今年的试题也有一些明显的

新特点值得大家关注：

1、数列大题延续以往特色。

数列并未与概率或导数结合考压轴题，但递推数列与等差数列的结合设及到

分奇偶讨论似乎也难倒了不少小伙伴，可见只记住一些固定套路是应付不了新高

考的。

2、概率统计题回归到本源。

以“一带一路”知识竞赛为背景，考查分布列与期望，考查了考生对概率统

计基本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回归原来的数学高考模式，没有在概率统计题上进行

再创新，各种题型的顺序与 2017 年及之前的高考题基本保持一致，没有像 2018、

2019 年那样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

3、解三角形题运算量较大。



解三角形大题放在第 19 题的位置，此题不是常规地利用正余弦定理与面积

公式求解三角形，而是要利用正余弦定理建立方程组进行推理运算，此题也不是

单纯地考查运算能力，还要求具有很强的分析问题的能力。

4、立体几何位置变化较大。

立体几何与八省联考模拟卷一样放在第 4 个解答题，但难度比第 19 题要小，

中档偏易，考查的内容还是常见的垂直关系的证明与二面角、体积的计算。

5、解几题双曲线重现江湖。

八省联考模拟卷中解析几何的大题考查双曲线是出乎意料的，过去高考已经

将近十年没有出现了，过去老师们往往都振振有词地强调双曲线不考大题，教辅

资料也成功回避了双曲线的大题，八省联考模拟卷中没想到杀了个回马枪，令学

生黯然神伤。前车之鉴后本次再出现双曲线的大题考生应该有了充分心理准备，

解析几何第二问加强了对运算求解能力的考查。

6.压轴重现极值点偏移题。

压轴题第 22 题导数问题在预料之中，相比 2020 年难度持平，但第一问容

易入手。压轴题利用导数判断函数单调性的方法、导数公式和导数运算法则，综

合考查考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运算求解能力、推理论证能力、分类与整合的能力

以及数学语言表达能力。函数极值点偏移问题虽然抽象，综合性强，求解过程中

能力要求高，技巧性高，但只要能认清本质，抓住关键，立足通法，善于转化，

自如运用导数及分析法等知识与方法，就能达到举重若轻。对于数学尖子生应该

可以拿高分。

总之，2021 年新高考Ⅰ卷数学试题背景熟悉，梯度设置合理,无偏题怪题。

应用题题意非常清楚明了，符合在新高考背景下一线师生的预期，有利于考生考



场正常发挥。但试题绵里藏针，陷阱林立，简约而不简单，深刻而不深奥。试题

大气、大道，题干简洁明了，解答严谨规范。试题取材源于教材、生活，考查的

终极目标服务于学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立意，素养导航，打造了数学高考

试新形态。新高考改革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