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高考数学北京卷，继承“大气、平和，首都风范”的特点，彰显新时代

的时代气息和特色，严格遵循考试说明的各项规定，结构稳定，难易适度，各种

难度的试题比例适当。北京卷坚持“以人为本，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绿

色命题理念，形成“一二四”的评价体系。即立德树人为一个立足点；以知识思

想、应用文化为两个着力点；以真实自然的试题材料、突出数学本质的试题内容、

新颖且有层次的试题呈现方式、关注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试题解决方法为四个落脚

点。

立足点：立德树人

2019 年高考数学命题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全面考查了德智体美劳几个方面，

尤其是美育和劳动教育。数学的美体现在简洁、对称、周期、和谐。理科 8 题关

注了著名的“心形”曲线，形状优美、寓意美好，使学生得到了美的熏陶。文科

14 题和理科 14 题以大学生自主创业为背景，让学生感受劳动教育。

北京卷用试题诠释了为谁选拔人，选拔什么人，怎样选拔人的问题。数学源

于对现实世界的抽象，通过符号运算、形式推理、模型构建等，理解和表达现实

世界中事物的本质。北京卷体现了对“四具备”人才的考查，即“具备自觉数量

观念的人”、“具备严密推理逻辑的人”、“具备高度抽象概括的人”、“具备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作风的人”。文科 7 题和理科 6 题，考查的是对数的知识，

需要细致的观察，找出星的星等与亮度的对应关系。文科 20 题和理科 19 题第

（Ⅰ）问有两条切线，考查学生观察的细致性和思维的严谨性。

总之，北京卷对推进素质教育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体现了对学生人文素

养和理性精神的考查。

着力点：两个主干



一、突出对主干知识和数学思想方法的考查

北京卷突出考查主干知识内容，强调通性通法。如集合、复数、函数、向量、

算法、三视图、线性规划、数列、三角函数、解三角形、立体几何、圆锥曲线、

统计与概率、函数与导数这些主干内容进行重点考查。

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的灵魂，掌握了数学思想方法，就能透彻地理解数学知

识。文科 8 题、文科 15 题和理科 15 题考查函数与方程的思想；文科 10 题、理

科 8 题考查数形结合的思想；文科 20 题考查分类讨论和估计的思想。理科 19

题（Ⅲ）问考查分类讨论和数形结合思想的综合应用。通过方法的选择、解题时

间的长短，甄别出学生能力的差异，从而凸显试题的选拔功能。

二、突出对数学应用和数学文化的考查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强调考查数学应用，同时提出

“加强数学文化考查”的要求。

1．加强对数学应用的考查，增强实践性

北京卷通过对数学应用的考查，让学生感悟数学的价值，提升应用意识。文

科 14 题和理科 14 题，选取网店和水果为情境创设问题，考查学生身边的数学。

文科 17 题和理科 17 题以支付方式相关调查来设置问题，考查概率统计在生活

中的应用，使学生体会到数学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试题还能引发学生关于改革

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变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体现试题的教育价值。

2．进一步加强数学文化的考查，增强文化性

北京卷数学文化试题，让学生体验数学厚重的文化气息。如文科 7 题和理科

6 题，以天文学中如何刻画天体的明暗程度为背景，融合了数学知识、地理知识

和物理知识。理科 8 题，以笛卡尔首次绘制出的心形线为来源进行设计。绘制心



形线最经典的方法之一是使用极坐标，第二种是通过隐式曲线的方式。绘制方法

灵活多样，融入了诸多的数学知识。心形线传达爱意、象征爱心，传递正能量。

引导学生在加强品德修养，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北京卷的数学文化题打破常规，引导学生关注世界，学习世界灿烂的数学文

化。同时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落脚点：四个分枝

北京卷秉承绿色教育的理念，倡导“以人为本，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的

命题要求，在试题素材的选取、试题内容的设计、试题设问的方式、试题解决方

法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试题在素材选取上，源于社会实际和学生的真实生活

试题的素材选取上，真实、自然、合理。如文科 17 题和理科 17 题的概率

统计问题，材料源于社会、源于真实情境。如文科 7 题和理科 6 题，关注了数

学在古代人类文明中的贡献，星等是天文学上的真实数据，让学生通过新情境获

取信息，进行思考，感悟数学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

二、试题在内容上突出数学本质，回归学生发展

北京卷严格按照《考试说明》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进行命题。一是试题内容

紧扣课标教材和考纲要求，突出数学的本质。如试卷中选择题、填空题都源自于

教材和标准中的知识和内容，解答题中的三角和数列都是基础性问题。文科 18

题和文科 19 题的第一小问，是立体几何和圆锥曲线的基础性内容。这些内容都

是高中的基础，解题中所使用的方法也是通性通法，杜绝题海战术中的机械训练。

二是试题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如文科 20 题，第（Ⅱ）问后的解答是第（Ⅲ）

问解答的基础，学生可以更好地联系前面的知识和方法，获得结论。再就是采用



相同的或类似的问题情境，不同的设问方式设计问题，以区别文理学生认知的差

异。文科 15 题和理科 15 题的三角题、文科 17 题和理科 17 题的概率统计题的

情境相同（或相似），只是在设问的层次上体现出文理科的差异。

总之，命题在内容的考查上，多考一点想的，少考一点算的，杜绝偏难怪题，

避免学生超纲学、超量学，减轻学生负担。

三、试题在呈现方式上，力求体现层次性和创新性

新时代的数学核心素养是高考的新目的、新要求。北京卷在试题的呈现方式

上进行创新。一是设计条件或结论开放、解题方法多样、答案不唯一的试题，增

强试题的开放性和探究性。如文科 13 题和理科 12 题是一道开放性问题。学生

在解决开放性问题时，需要打破常规进行发散性思考。

二是试题的设计力求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和层次化。在传统的数字、符号、公

式的基础上，增加具有综合性和形式新颖的信息。如文科 12 题和理科 11 题，

通过网格纸上的三视图，让学生直观地读出信息。文科 8 题，通过给定一个圆周

角的图示，启发学生读懂图中点运动的信息。这种问题的设计可以考查学生多角

度认识问题的能力。

四、试题解决方法凸显可持续性，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高考是学生基础教育阶段的最后一堂课，也是人生历程的关键节点。数学学

科的命题，不仅具有选拔人才的功能，还注重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引导学生

去探索，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文科 17 题和理科 17 题，以移动支付

的发展与普及为背景来设计问题，样本数据来源于学生熟悉的情境。这种情境不

仅使学生体会数学的应用，也感受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巨大

变化。设问（Ⅲ）结合古典概型考查概率的意义，体会统计中的决策思想。文科



20 题，涉及到高等数学中的“无穷范数”概念和逼近思想，使学生感悟到高观

点下的数学思想方法。在解答上体现了发展性，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

北京卷引导中学教学在六个方面“下功夫”，即从核心概念和主干知识的掌

握上下功夫；数学学科本质的理解上下功夫；知识联系和知识网络的建构上下功

夫；数学思想方法的领悟上下功夫；数学模型的建立和问题解决上下功夫；数学

素养的达成上下功夫。

在新时代背景下，北京高考数学开启了新征程。试卷以立德树人为立足点，

着力于数学知识和方法，数学文化和应用的考查，回归学生发展，回归数学本质，

回归教育规律，构建“一二四”的高考数学评价体系。导向中学对“四具备”人

才的培养，引导教学在六个方面“下功夫”。用“立德树人”铸魂，熔铸于理性

思维和人文精神，努力营造绿色高考新形态，描绘出一幅高考数学的青山绿水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