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理合卷，打造高考数学命题新形态

——2020 年高考数学北京卷特点分析

2020 年高考数学北京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关键能力和素养的考

查，通过“入口易、口径宽，深入缓、出口难”做好文理合卷，形成“一个中心，

三个基本点，五条路径”的评价体系。即以立德树人为中心；以知识思想、能力

素养、应用文化为三个基本点；以优化试卷结构、精选试题素材、科学设计试题

内容、创新试题设问方式、凸显试题发展功能为五条实施的路径。

一、以立德树人为命题的中心

北京卷命题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突出试题的育人价值。如第 10 题关注数学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无理数 ，在中国传统的“割圆术”基础上介绍数学家阿

尔·卡西的计算方法，树立文化自信，进行价值观的渗透；第 15 题关注现实生活

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引导学生关注民生，树立有责任的公民意识。

北京卷继续坚持对“四具备”人才的考查。如第 9 题，考查的是三角函数的

知识，需要细致的观察、严谨的推理和高度概括整合，找出角与三角函数值之间

的关系；第 20 题的第（2）问，需要学生在计算过程中，一丝不苟，严谨求实

的精神。

总之，北京卷通过设置不同的问题情境，体现高考的育人功能。

二、以知识思想、能力素养、应用文化为命题的三个基本点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重大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而数学实力往往影

响着国家实力。北京卷以知识思想、能力素养和应用文化为命题的三个基本点，

力图把学生的数学真实实力考出来。

1. 突出对主干知识和重要思想的考查



北京卷突出考查主干知识内容，强调通性通法。如集合、复数、向量、函数、

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解三角形、统计与概率、函数与导数、圆锥曲线等主要板

块的主干内容进行重点考查，充分体现了对数学知识考查的基础性、全面性和综

合性。

数学基本思想方法是数学知识在更高层次的抽象与概括。北京卷第 5，6，

10，15 题考查数形结合的思想；第 8，19 题考查函数与方程的思想；第 10，

13，16，21 题考查化归与转化思想；第 18 题考查或然与必然的思想；第 19，

21 题考查分类与整合的思想。

2. 突出对数学关键能力和数学学科素养的考查

北京卷突出对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

分析六大素养的综合考查。如第 15 题污水治理问题，主要考查学生的抽象概括、

直观想象能力。第 18 题是考查学生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的素养。北京卷设计现

实性和综合性问题，在现实情境中考查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

3. 突出对数学应用和文化的考查

北京卷突出对数学应用和文化的考查。数学应用考查方面，北京卷关注社会，

关注学生发展，引导学生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如第 15 题，选

取具有时代特色的环境治理为情境创设数学问题，考查学生身边的数学；第 18

题考查概率统计知识在数学和生活中的应用，使学生体会到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

息息相关。

北京卷进一步加强数学文化的考查，增强文化性。如第 10 题关注无理数 的

两种计算方法：中国传统的“割圆术”和数学家阿尔·卡西的求解方法。既弘扬

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引导学生学习世界辉煌灿烂的数学文化。



三、助力文理合卷新高考落地的五条路径

根据考试内容要求、考生群体变化、考生水平变化，北京卷在试题的文理合

卷方面，遵循“入口易、口径宽，深入缓、出口难”的基本原则。通过优化试卷

结构、精选试题素材、科学设计试题内容、创新试题设问方式、凸显试题发展功

能等方面推进新高考的改革，打造高考数学命题新形态。

1. 优化试卷结构，推进文理合卷顺利实施

在保持测试时长和总分不变的前提下，北京卷优化试卷的结构，调整了选择

题、填空题和解答题的数量和分值。选择题由原来的 8 道变为 10 道，填空题由

原来的 6 道变为 5 道。增加了主观题的比例，主客观题目比值为 1.3:1。通过加

强对主观题的考查，为学生展现数学思维能力搭建了平台。

根据试题难度和要求，北京卷在试题的排列顺序上也有所变化。如首次将立

体几何解答题放在解答题的第一题进行考查。这种尝试增强了试题灵活性，为引

导教学、防止题型固化、命题方式固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试卷难度控制上，为了增强文科倾向考生在数学学习上的获得感，试题“入

口易、口径宽”，中低难度试题的分值占有一定的比例；为了继续保持理科倾向

考生在数学学习上的成就感，试题“深入缓、出口难”，没有降低综合创新题的

难度，依然具有较强的挑战性，并保持了较好的区分度。

2. 精选试题素材，贴近学生的真实生活

北京卷试题素材的选取真实、自然、合理。如第 15 题通过以污水治理为背

景设置题目，体现了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要求；第 18 题通过活动方案支持度调查，体现了



民主决策过程。材料源于社会、源于真实情境，考查学生分析和解决具有实际意

义问题的能力。

3. 科学设计试题内容，回归数学本质和学生的基础

北京卷命题体现数学本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一是试题内容紧扣课

标和教材，体现数学的本质，引导教学回归数学本质，回归学生的基础。如第

10 题根据教材中提到的“割圆术”的部分思想改编而成，第 16，17 题都是立

体几何和三角部分的基础性问题。二是试题具有丰富的问题梯度，符合学生的认

知规律。如第 12，13 题，都是设置两空，第一空为第二空适当做铺垫。如第

18 题，学生在解决了第（1）问后，就会为第（2）问的解答提供基础和台阶。

试卷通过“多问把关”“多题把关”等方式，为不同水平的考生搭建了施展才华

的舞台。

4. 创新试题呈现方式，力求考出具有不同专业倾向学生的真实水平

北京卷在试题上进行适度创新，增强试题的选择性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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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 14 题，

要求学生给出满足条件的一个常数值，试题答案不唯一。学生需要根据已有的信

息进行猜想、探究和推理，从而得出结论。

二是设计分层赋分试题。第 15 题污水治理问题，从不同角度设置了 4 个选

项，其中 3 个是正确的。

三是设计了结构不良问题，需要学生自己选择适当的条件进行解决。如第

17 题的设问具有开放性，学生需要选择条件①或条件②，用余弦定理或正弦定

理去求解三角形。两个问题需要的知识和方法有所不同，考查具有不同专业倾向

的学生真实水平。



5. 凸显试题的价值功能，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基础

北京卷的命题，不仅体现人才的选拔功能，而且还引导学生去探索，应用数

学知识去解决职场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如第 18 题，以学生熟悉的学校生活为背景来设计，重点考查抽样，样本估

计总体，总体的概率推断。第（1）问考查 “样本估计总体”的思想，现实生活

中需要对总体做一些判断，比如两个男学生是否同时支持该方案的概率，或者更

复杂的群体（如第（2）问中的群体）的支持度。除性别外，第（3）问考查不

同年级的支持情况。作为校方，为了提高学生的支持度，需要加强对高年级的学

生宣传和方案完善。问题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各项活动和决策中，这为学

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高考具有发展性功能，北京卷在促进学生数学的可持续思考中起到重要的作

用。第 21 题需要学生运用逆向思维、归纳、分类讨论、反证法、最小数原理等

数学思考方法，并能用数学的语言逻辑，严谨地写出证明过程。考查学生的一般

化和概括迁移能力，有助于引导学生从做题到做事，为未来进一步学习奠定良好

的基础。

北京卷引导教学在六个方面“下功夫”，即在主干知识的掌握上下功夫；在

数学学科本质的理解上下功夫；在数学思想方法的领悟上下功夫；在数学应用探

究上下功夫；在创新思维形成上下功夫；在数学素养的养成上下功夫。

2020 年是文理合卷的第一年，疫情给高考命题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北

京卷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着力于知识方法，能力素养，文化应用的考查，依据“入

口易、口径宽，深入缓、出口难”“多问把关”“多题把关”等基本原则进行文

理合卷的设计，形成了“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五条路径”的评价体系。引导



教学在六个方面“下功夫”， 即“在主干知识的掌握上下功夫”“在数学学科

本质的理解上下功夫”“在数学思想方法的领悟上下功夫”“在数学应用探究上

下功夫”“在创新思维形成上下功夫”“在数学素养的养成上下功夫”。导向中

学对“四具备”人才的培养，即“具备自觉的数量观念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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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数学科高考命题落实新高考文理合卷要求、保持命题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变中

求稳，稳中求进，不忘教育初心，牢记高考改革的使命，引导中学遵循教育规律，

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