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查关键能力，注重数学应用

2020 年高考结束后，学生、家长和老师都对这份数学卷非常关注。对于一

线教师来说，要通过这份试卷研究如何在日常教学中贯彻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

务，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更高效的帮助学生提升数学思维和学习

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精神；对于学生来说，更要思考如何学习才能符合高

考数学的科学选拔精神，更有效的提升自身的数学素养、数学认识，培养自己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020 年高考数学试题继续坚持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的命题原则，试题重视

数学本质、突出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的科学素养，形成了“考查关键

能力，注重数学应用”的命题特点。同时，试题紧密实际生活，特别突出了当下

科学抗疫的实际背景，让学生体会和思考生活中数学的存在、作用与魅力，激发

学生的思考热情和科学精神。试卷命题兼具了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

难度合理、区分度强，很好起到了的对学生检验和选拔的作用，同时也为未来高

考改革地区的命题方向进行了很好的铺垫，对一线教师和学生都有很好的指导意

义。

整份试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基础题比例合理，易于上手，有助稳定发挥

例如试卷的第 1 题集合、第 2 题复数、第 5 题平面向量、第 6 题数列、第 7

题程序框图、第 8 题直线和圆、第 9 题双曲线、第 10 题函数、第 13 题三角函

数、第 14 题数列、第 15 题线性规划、第 17 题解三角形、第 22 题坐标系与参

数方程、第 23 题不等式选讲。



这些题目与学生平时常见的训练题、模拟题相似度较高，学生见到以后应该

感觉到并不陌生，可以迅速产生基本解题思路，辅以适当的推理和运算，就能得

到正确的结果。这样的题目一方面全面考查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

思想、基本活动经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生在考场上平复心态，正常稳定的发

挥出自身的实力，增强了试卷的信度。

二、综合题区分度强，突出能力，选拔优秀学生

例如试卷的第 11 题对三棱锥的外接球进行考查，核心仍然是球小圆半径的

计算，如果学生可以透过形式看到问题的本质，求解则是非常自然的。相反，过

于拘泥外接球细节怎么画的同学，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

试卷的第 12 题函数题，则要求学生从中分离变量得到，再进一步提炼出函

数：进行分析，这体现了函数思维的运用。函数是高中数学最重要的章节板块之

一，把函数思想掌握好，也学生在高中阶段重要的数学学习目标之一。

试卷的第 16 题立体几何题，则综合了平面的基本性质、空间中的平行关系、

空间中的垂直关系、常用逻辑用语中的逻辑联结词进行考查，同时要求学生写出

“所有真命题的序号”，这种考法也衔接了新高考中的“不定项选择题”，是一

个综合性强、难度合理、区分度大的题目，作为选填的最后一题非常合适。

试卷的第 19 题圆锥曲线题也同样体现了综合性强、考查全面的特点，题目

中同时覆盖了椭圆和抛物线两种曲线，让很多同学乍一看感觉有点困惑，但是只

要动手画图、计算，就会发现，依然是考查抛物线和椭圆的基本性质，计算量并

不是很大，但思维灵活。这进一步要求学生在日常训练中必须把握数学解题的思

维过程，而不是盲目刷题、死记硬背。



这份试卷中较有特色的一点是以立体几何题作为第 20 题，难度较以往的立

体几何题大幅度上升。这种题目顺序的变化更能考查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思维

清晰、适应性强的同学会发挥的更好。同时，题目的第（1）问依然较为基础的

考查了平行、垂直的论证，为学生构造了较好的铺垫，让学生易于上手得分；题

目的第（2）问的难点则在于几何题形状的具体确定，此时如何利用好题干中的，

则是关键，此时需要利用第（1）问中得到平行、垂直关系进行转化，再构造出

相应的角进行件计算。这就让很多空间想象能力薄弱的学生感觉不好上手。这道

题对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计算能力、分析问题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同样是一

个能够选拔出最优秀学生的题目。

试卷第 21 题导数大题的第（1）问同样给学生保留了易上手、好得分的空

间，让学生用通性通法解题，而题目的第二问本质则是探究曲线上割线斜率的变

化规律，体现了命题的小中见大，也为学生树立了如何发现问题本质的样例，同

时题目综合性较强、对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使得试卷具有较好

的区分度，有利于高校选拔优秀的人才，达到了试卷的核心目标。

三、注重应用与创新，体现素养，时代特色鲜明

例如试卷的第 3 题以音乐乐理中的原位大三和弦、原位小三和弦为背景进行

考察，体现了数学与音乐之间的联系，渗透了数学之美无处不在。同时，对于没

有学过乐理的考生，题目详细解释了概念的定义，让学生可以动手举例、发现规

则背后的本质。如果学生在解题时又可以进一步发掘的不变量关系，则可以将题

目进一步简化，更快的求解。这样的题目提醒学生在日常学习数学的时候，不能

“死读书、读死书”，而需要将数学与生活、艺术结合起来，发现其背后的本质

原理。



例如试卷的第 4 题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志愿者为某超市网上销售订单

配货为背景，体现了对当下社会热点的跟进，也体现了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一方面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热情，

培养求知欲。

试卷第 18 题统计大题以沙漠治理和动物保护为背景，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

在实际科研问题中的应用，同时还要求学生提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学

生平时学习数学不能死记硬背公式概念，更要理解每一个概念背后产生的原理和

机制，对学生的数学素养有较高的要求。

最后，现在的高中生应该如何做好未来学习的规划，有效提升自身的数学素

养、数学思维和能力，笔者在这里给出几点建议：

一、回归课本，重视基础，关注公式、概念、定理、定义的生成过程与原理。

这样在面对试卷基础题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快速解决；面对创新题目时，可以

迁移原有概念的过程、原理解决问题；面对较难的综合题目时，也能快速分解题

目，产生思路，逐一破解；

二、培养能力、注重思维，训练试验探究的精神。题目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

学生日常的解题训练目的也不是为了背题目、背题型，而是发掘解题背后的思维

逻辑，强化分析题目的过程，才能在面对创新题、综合题、变式题的时候运用数

学思维分析破解；

三、观察生活、抽象提炼，分析有实际背景的数学问题。数学在日常生活中

是无处不在的，音乐中有数学，美术中也有数学，数学也蕴含在建筑、交通、贸

易、游戏等各种生活场景中，学生应该有意识主动发现生活中的数学，并用所学



的知识加以分析、尝试解决。久而久之，形成较好的数学抽象能力、数学应用思

维，不光有助于解题，更有助于提升自己的数学观点、培养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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