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中考数学考前分析 成都 8 年考情及趋势剖析

温馨提示：本部分分析总结成都 8年所有知识点的考查情况，支持老师命制模拟卷时布点选

材．

第一部分 成都中考考点研究

第一章 数与式

第一节 实 数(含二次根式)

命题点概览

命题点 考查频次

命题点 1 正负数的意义 2017.1

命题点 2 相反数、绝对值、倒数 8年 5考

命题点 3 数轴 8年 2考

命题点 4 科学记数法 8年 8考

命题点 5 实数的大小比较 8年 3考

命题点 6 二次根式 8年 2考

命题点 7 实数的运算 8年 10考

命题点 1 正负数的意义(2017.1)

课标要求

1.理解负数的意义；(2022年版课标新增)

2.理解有理数的意义．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表示相反意义的两个量

2017 1 选择题 3 零上温度、零下温度

命题点 2 相反数、绝对值、倒数(8年 5考)

课标要求

1.知道实数与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能求实数的相反数与绝对值；(2022年版课标将“知道”

调整为“了解”，“能求”调整为“会求”)

2.借助数轴理解相反数和绝对值的意义，掌握求有理数的相反数与绝对值的方法．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数字特点

2022 1 选择题 4 相反数 负分数(－3
7
)

2021 1 选择题 3 倒数 负整数(－7)

2020 1 选择题 3 绝对值 负整数(－2)

2019 11 填空题 4 相反数的概念 负整数(－2)

2016 11 填空题 4 绝对值与相反数的概念 正整数(2)

【考情总结】

1.题位特点：常在选择题第 1题或填空题第 11题考查；

2.考情特点：所考查数字以负整数为主，仅 2022年考查负分数.

命题点 3 数轴(8年 2考)

课标要求

1.知道实数与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2022年版课标将“知道”调整为“了解”)

2.能用数轴上的点表示实数，能比较实数的大小．(2022年版课标新增)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

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内容 数字特点

2018 1 选择题 3
求四个数中最

大的数

数轴上两个点表示的数，右边的点表示的数总

比左边的点表示的数大

2017 21
B卷填

空题
4

求数轴上的点

表示的数
实数与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

命题点 4 科学记数法(8年 8考)

课标要求

会用科学记数法表示数(包括在计算器上表示)．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

号
题型

分

值

具体

数据
具体素材



2023 2

选择

题

4
3000

亿
某地图软件调用的北斗卫星日定位量

2022 2 4 160万
“2022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宣布的我国目前

已建成 5G基站的总数

2021 3 3 3亿 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即地球与火星间的距离

2020 3 3 36000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与地面间的距离

2019 3 3
5500

万
人类首张黑洞照片面世，即黑洞与地球间的距离

2018 2 3 40万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的远地点高度

2017 3 3 647亿 西成高铁的总投资

2016 3 3 181万 成都地铁安全运输乘客的总人数

【考情总结】

1.考查频次：科学记数法近 8年均在选择题考查；

2.数据特点：所考查数据均为大数，主要涉及“亿”、“万”的单位换算；

3.背景特点：注重情境的时代性，以社会科技热点信息、成都热点信息为主.

命题点 5 实数的大小比较(8年 3考)

课标要求

1.能用数轴上的点表示有理数，能比较有理数的大小；

2.能用数轴上的点表示实数，能比较实数的大小．(2022年版课标新增)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数字特点

2023 1

选择题

4 最大的数是 ——

2018 1 3 这四个数中最大的是 与数轴结合

2016 1 3 比－2小的数是 ——

【考情总结】

1.考查形式：考查形式简单，且所给数字较小，计算过程简单；

2.考查知识点：常结合数轴，有理数的加减等.

命题点 6 二次根式(8年 2考)



课标要求

1.了解二次根式、最简二次根式的概念；

2.了解二次根式(根号下仅限于数)加、减、乘、除运算法则，会用它们进行简单四则运算；

3.能用有理数估计一个无理数的大致范围；

4.了解近似数，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能用计算器进行近似计算，并会按问题的要求对结果取

近似值．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数据特点

2019 21 B卷填空题 4 根式估值 37.7

2017 4 选择题 3 二次根式有意义的条件 x－1

【考情总结】

1.考查形式：考查形式简单，估值主要是结合精确度估计一个无理数的值；

2.考查知识点：不等式的性质，精确度.

命题点 7 实数的运算(8年 10考)

课标要求

1.了解平方根、算术平方根、立方根的概念，会用根号表示数的平方根、算术平方根、立方

根；

2.了解乘方与开方互为逆运算，会用平方运算求百以内整数的平方根，会用立方运算求百以

内整数(对应的负整数)的立方根，会用计算器求平方根和立方根；(2022年版课标将“百以

内整数”分别变为“百以内完全平方数”，“千以内完全立方数”)

3.理解乘方的意义，掌握有理数的加、减、乘、除、乘方及简单的混合运算(以三步以内为

主)；

4.理解有理数的运算律，能运用运算律简化运算；能运用有理数的运算解决简单的问题．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内容 具体数字

运算结

果

2023 14(1) 解答 6 开平方、锐角三角函数、零次 4，2sin 45°，π 3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内容 具体数字

运算结

果

题 幂、去绝对值号 －3， 2－2

2022 14(1) 6
负整数指数幂、开平方、锐角

三角函数、去绝对值号

1
2
，9，3tan 30°，

3－2
1

2021 15(1) 6
开平方、零次幂、锐角三角函

数、去绝对值号

4，1＋π，2cos

45°，1－ 2
2

2020 15(1)
解答

题
6

锐角三角函数、负整数指数

幂、去绝对值号、开平方

2sin 60°，1
2
，2－

3， 9
3

2019

1
选择

题
3 有理数加法 －3，5 2

15(1)
解答

题
6

零次幂、锐角三角函数、开平

方、去绝对值号

π－2，2cos 30°，

16，1－ 3
－4

2018 15(1)
解答

题
6

负整数指数幂、开立方、锐角

三角函数、去绝对值号

2，
3
8，2sin 60°，

－ 3

9
4

2017

11
填空

题
4 零次幂 2017－1 1

15(1)
解答

题
6

去绝对值号、开平方、锐角三

角函数、负整数指数幂

2－1，8，2sin

45°，1
2

3

2016 15(1)
解答

题
6

立方、开平方、锐角三角函数、

零次幂

－2，16，2sin

30°，

2016－π

－4

【考情总结】

1.考查频次及特点：①实数的运算近 8年连续考查，且 2019，2017年考查 2道；②近 7年

负整数指数幂与零次幂交替考查；③开方主要考查 20以内常见的数字，锐角三角函数在考

查时前面常带有整数系数，去绝对值号常为含根式的两项运算；④除 2018年外，运算结果

均为整数，且近 5年均为绝对值小于 4的整数；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内容 具体数字

运算结

果

2.考查形式：①在选择题或填空题单独考查；②在解答题中考查实数的混合运算；

3.考查知识点：主要涉及去绝对值号、锐角三角函数、开方、负整数指数幂、零次幂；

第二节 代数式、整式及因式分解

命题点概览

命题点 考查频次

命题点 1 整式的运算 8年 9考

命题点 2 代数式求值 8年 4考

命题点 3 因式分解 8年 4考

命题点 1 整式的运算(8年 9考)

课标要求

1.了解整数指数幂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2.理解整式的概念，掌握合并同类项和去括号的法则；

3.能进行简单的整式加法和减法运算；能进行简单的整式乘法运算(其中多项式相乘仅指一

次式之间以及一次式与二次式相乘)；

4.能推导乘法公式：(a＋b)(a－b)＝a2－b2，(a±b)2＝a2±2ab＋b2，了解公式的几何背景，并能

利用公式进行简单计算；(2022年版课标将“能推导”调整为“理解”，“简单计算”调整

为“简单的计算和推理”)

5.能利用乘法公式进行简单的推理；(2022年版课标新增)

6.了解代数推理．(2022年版课标新增)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

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设问 考查内容

2023 3
选择

题
4

下列计算正确

的是

积的乘方、合并同类项、完全平方差公式、平

方差公式

2022 3 选择 4 下列计算正确 合并同类项、单项式乘多项式、完全平方和公



题 的是 式、平方差公式

9
填空

题
4 计算 x 积的乘方

2021 5

选择

题

3
下列计算正确

的是

合并同类项、积的乘方、单项式乘单项式、完

全平方和公式

2020 5 3
下列计算正确

的是

合并同类项、同底数幂的乘法、积的乘方、单

项式除以单项式

2019 6 3
下列计算正确

的是

合并同类项、积的乘方、完全平方差公式、单

项式除以单项式

2018 5 3
下列计算正确

的是

合并同类项、完全平方差公式、积的立方、单

项式乘单项式

2017 6 3
下列计算正确

的是

合并同类项、同底数幂的除法、同底数幂的乘

法、积的乘方

2016 4 3 计算 x的结果是 积的乘方

【考情总结】

1.考查形式：①近 8年连续考查，选择题形式均为“下列计算正确的是”；②2次单独考查

整式的运算且均为积的乘方；

2.考查特点：积的乘方、合并同类项每年必考.

命题点 2 代数式求值(8年 4考)

课标要求

1.借助现实情境了解代数式，进一步理解用字母表示数的意义；

2.能分析具体问题中的简单数量关系，并用代数式表示；

3.会求代数式的值；能根据特定的问题查阅资料，找到所需要的公式，并会代入具体的值进

行计算．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涉及知识点 解题策略

2021 22 B卷

填空题

4 结合一元二次方程的定义及根与系数的关系
整体代入法

2020 21 4 结合完全平方和公式



2018 21 4 结合解方程组

2016 22 4 结合方程组解的运用

【考情总结】近 8年代数式求值考查 4次，常结合方程设题，利用整体代入法求解.

命题点 3 因式分解(8年 4考)

课标要求

能用提公因式法、公式法(直接利用公式不超过二次)进行因式分解(指数是正整数)．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2023
9 填空题 4 提公因式

23 B卷填空题 4 平方差公式(新定义)

2021 11 填空题 4 平方差公式

2020 11 填空题 4 提公因式

第三节 分式及其运算

命题点 分式化简及求值(8年 8考)

课标要求

1.了解分式和最简分式的概念；

2.能利用分式的基本性质进行约分和通分；

3.能进行简单的分式加、减、乘、除运算．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类型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形式 所代值

化简结

果

分式

化

简求

值

2023 19
B卷填空

题
4 (1－A)÷B

3ab－3b2－2＝

0
ab－b2

2022 19
B卷填空

题
4 (A－B)÷C，A为整式 2a2－7＝2a a(a－1)

2021 16
解答题

6 (1＋A)÷B 3－3
1

a＋3

2020 16 6 (1－A)÷B 3＋ 2 x－3



2019 16 6 (1－A)÷B 2＋1
2

x－1

2017 16 6 A÷(1－B) 3－1
1

x＋1

分式

化简

2018 15(2) 6 (1－A)÷B
—— ——

2016 16 6 (A－B)÷C，A为整式

【考情总结】

1.考查频次：分式化简及求值近 8年连续考查；

2.考查形式：均为三项，主要是(1±A)÷B型；

3.计算特点：所给数字较小，代入求值时，常涉及分母有理化.



第二章 方程(组)与不等式(组)

第一节 一次方程(组)的解法及应用

命题点概览

命题点 考查频次

命题点 1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8年 6考

命题点 2 二元一次方程组解的应用 2016.22

命题点 3 一次方程(组)的实际应用 8年 6考

命题点 1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8年 6考)

课标要求

1.掌握等式的基本性质；

2.能解一元一次方程；

3.掌握消元法，能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考查形式
考查题

型

2023 24(1)

解答

题

根据题意列出二元一次方程组，并解方程组

函数的

实际应

用题

2022 24(1)

待定系数法求一次函数表达式时列出二元一次方程组，然

后解方程组

2020 26(1)

2019 26(1)

2018 26(1)

2017 26(1)

【考情总结】

一般在根据实际问题列方程组或待定系数法求函数表达式时涉及考查.

命题点 2 二元一次方程组解的应用(2016.22)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2016 22 B卷填空题 4 利用整体代入法求代数式的值



命题点 3 一次方程(组)的实际应用(8年 6考)

课标要求

1.能根据具体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列出方程，体会方程是刻画现实世界数量关系的有效模型；

(2022年版课标调整为“能根据现实情境理解方程的意义，能针对具体问题列出方程”)

2.能根据具体问题的实际意义，检验方程的解是否合理．(2022年版课标将“解是否合理”

调整为“解的合理性”)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内容

基本模

型
试题情境

2023

7
选择

题
4 列方程组 ——

《孙子算经》中绳子量长木

问题

24(1)
解答

题
4

一次方程(组)的实

际应用

购买问

题
购买两种食材求单价

2022 7
选择

题
4 列方程组

购买问

题

《算法统宗》中的“甜果苦

果”问题

2021

9
选择

题
3 列方程组

分配问

题

《九章算术》中的“持钱几

何”问题

26(1)
解答

题
4

一次方程(组)的实

际应用

分配问

题
处理生活垃圾

2020 14
填空

题
4 列方程组

购买问

题

《九章算术》中的“牛羊买

卖”问题

【考情总结】

1.考查特点：近 3年连续每年在 A卷选填中考查，类型以购买问题、分配问题为主．其中，

2023年在 B卷解答题中与一次函数的实际应用结合考查，2021年在 B卷解答题中与不等式

结合考查；

2.设问特点：以列方程组为主；

3.背景特点：以中国古代数学文化为背景，主要来源于《九章算术》中的方程问题.

第二节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及应用



命题点概览

命题点 考查频次

命题点 1 解一元二次方程 8年 3考

命题点 2 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 8年 3考

命题点 3 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 8年 4考，与根的判别式交替考查

命题点 1 解一元二次方程(8年 3考)

课标要求

理解配方法，能用配方法、公式法、因式分解法解数字系数的一元二次方程．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2022 20 B卷填空题 4 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中涉及

2021 22 B卷填空题 4 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中涉及

2020 10(C) 选择题 3 求二次函数图象与 x轴交点坐标时涉及

命题点 2 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8年 3考)

课标要求

会用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判别方程是否有实根和两个实根是否相等．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

值
已知条件 考查设问 参数情况

2020 22
B卷填空

题
4 方程有实数根

求字母取值范

围

常数项含参

数

2018 16 解答题 6
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

数根

求字母取值范

围

一次项系数

和

常数项含参

数

2016 15(2) 解答题 6 方程没有实数根
求字母取值范

围

常数项含参

数



【考情总结】

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近 8年考查 3次，主要在 A卷解答题考查，均为根据一元二次方

程根的情况求字母取值范围.

命题点 3 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8年 4考，与根的判别式交替考查)

课标要求

了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2022年版课标调整为必修)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

号
题型

分

值
已知条件 考查设问

2022 20

B卷填空

题

4
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长分别为方程的

两个实数根

求直角三角形的

斜

边长

2021 22 4 方程的两个实数根
求 m2＋4m＋2n

的值

2019 22 4 方程的两个实数根，且 x21＋x22－x1x2＝13 求字母的值

2017 22 4 方程的两个实数根，且 x21－x22＝10 求字母的值

【考情总结】

1.考查特点：①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近 8年考查 4次，且与根的判别式交替考查；

②常结合代数式考查，其中 2021年求代数式的值，2019年和 2017年均为已知代数式求字

母的值，仅 2022年结合直角三角形考查；

2.参数个数及位置：其中 2次考查含一个参数，且均在常数项位置；

3.易错提示：二次项系数含字母时，需讨论二次项系数是否为 0.

第三节 分式方程的解法及应用

命题点概览

命题点 考查频次

命题点 1 解分式方程 8年 5考

命题点 2 由分式方程解的情况确定字母的值或取值范围 8年 2考

命题点 1 解分式方程(8年 5考)



课标要求

能解可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的分式方程．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项数 方程特点

2022 12 填空题 4 3项
分母互为相反数，方程右边为常

数 1

2021 8

选择题

3 3项
分母互为相反数，方程右边为常

数 1

2019 7 3 3项 方程右边为常数 1

2018 8 3 3项 方程右边为常数 1

2016 7 3 2项 方程右边为常数 1

【考情总结】

解分式方程近 8年 5考，以 3项为主，且方程右边均为常数 1，2022年第一次在 A卷填空

题中考查解分式方程，其余年份均在选择题中考查.

命题趋势·新考法分析

新考法—注重过程

性学习

解分式方程近年来全国注重考查解方程过程中的细节及纠错改错，如

2023年浙江舟山、辽宁大连、湖南株洲等地市考查.

新考法试题

1. (2023大连)解方程
1

x－1
－2＝ 3x

1－x
去分母，两边同乘(x－1)后的式子为( )

A. 1－2＝－3x B. 1－2(x－1)＝－3x

C. 1－2(1－x)＝－3x D. 1－2(x－1)＝3x

命题点 2 由分式方程解的情况确定字母的值或取值范围(8年 2考)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项数 已知条件 考查设问

2020 8 选择题 3 3项 已知分式方程的解 求字母值

2017 9 选择题 3 3项 已知分式方程的解 求字母值

第四节 一次不等式(组)的解法及应用



命题点概览

命题点 考查频次

命题点 1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8年 6考

命题点 2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实际应用 8年 4考

命题点 1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8年 6考)

课标要求

1.结合具体问题，了解不等式的意义，探索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2.能解数字系数的一元一次不等式，并能在数轴上表示出解集；

3.会用数轴确定由两个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成的不等式组的解集．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特点 计算结果

2023 14(2)
解答

题

6
不等式 1涉及去括号、移项，不等式 2涉及去分母、

移项

－4＜

x≤1

2022 14(2) 6
不等式 1涉及去括号、移项，不等式 2涉及去分母、

移项

－1≤x＜

2

2021 15(2)

解答

题

6
不等式 1涉及去括号、移项，不等式 2涉及去分母、

移项

5
2
＜x≤4

2020 15(2) 6
不等式 1涉及去括号、移项，不等式 2涉及去分母、

移项、变号
2≤x＜4

2019 15(2) 6
不等式 1涉及去括号、移项、变号，不等式 2涉及

去分母、移项

－1≤x＜

2

2017 15(2) 6
不等式 1涉及去括号、移项、变号，不等式 2涉及

去分母、移项

－4＜x≤

－1

【考情总结】

1.考查题位：近 8年考查 6次，均在解答题第 1题考查；

2.考查形式：均涉及去括号，去分母，移项，其中 2020，2019，2017年解不等式组的过程

中涉及变号；

3.考查特点：①均考查求不等式组的解集，结果均为大小小大取中间；

②计算结果必然包含解集的其中一个边界值，即一端须含等号.



命题点 2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实际应用(8年 4考)

课标要求

能根据具体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列出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决简单的问题．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内容 试题情境 关键词

2023 24(2)

解答

题

4
一次函数实际应用题中涉及考

查，文字型

购买 A，B两种

食材
不少于

2022 24(2) 4
一次函数实际应用题中涉及考

查，图象型
甲、乙两人骑车

乙在甲的

前面

2021 26(2) 4 不等式的实际应用，文字型
增设 A，B两种

垃圾处置点
至少

2018 26(2) 4
一次函数实际应用题中涉及考

查，图象型

种植甲乙两种

花卉
不超过

【考情总结】不等式的实际应用近 8年涉及考查 4次，常结合方程(组)、函数的实际应用考

查.



第三章 函 数

第一节 平面直角坐标系及函数

命题点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的坐标特征(8年 6考)

课标要求

1.结合实例进一步体会用有序数对可以表示物体的位置；

2.理解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有关概念，能画出直角坐标系；在给定的直角坐标系中，能根据坐

标描出点的位置，由点的位置写出它的坐标；(2022年版课标将“直角坐标系”调整为“平

面直角坐标系”)

3.在实际问题中，能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系，描述物体的位置．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具体内容 已知点坐标

2023 12

选择题

4 求点关于 y轴对称的点坐标 (5，－1)

2021 4 3 求点关于 x轴对称的点坐标 (－4，2)

2020 4 3 求点向下平移后的点坐标 (3，2)

2019 4 3 求点向右平移后的点坐标 (－2，3)

2018 4 3 求点关于原点对称的点坐标 (－3，－5)

2016 6 3 求点关于 x轴对称的点坐标 (－2，3)

第二节 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命题点概览

命题点 考查频次

命题点 1 一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8年 3考

命题点 2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8年 3考

命题点 3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8年 6考

命题点 1 一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8年 3考)

课标要求

1.理解正比例函数；

2.能画出一次函数的图象，根据一次函数的图象和表达式 y＝kx＋b(k≠0)探索并理解 k＞0和

k＜0时，图象的变化情况．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已知条件 考查内容

2021 21 B卷填空题 4 正比例函数 y＝kx的增减性 判断点所在象限

2020 12 填空题 4 一次函数的增减性 求参数取值范围

2019 13 填空题 4 一次函数的图象所在象限 求参数取值范围

【考情总结】

一次函数在选填中考查时一般都单独命题，增减性考查 2次，象限问题考查 1次，计算较简

单.

命题点 2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8年 3考)

课标要求

能画出反比例函数的图象，根据图象和表达式 y＝k
x
(k≠0)探索并理解 k＞0和 k＜0时，图象

的变化情况．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已知条件 考查内容

2023 10

填空

题

4 y＝6
x

比较两点函数

值大小

2022 10 3
反比例函数图象位于二、

四象限

求参数的取值

范围

2016 13 y＝2
x

比较两点函数

值大小

【考情总结】反比例函数在选填中考查时一般都单独命题，在解答题中常结合一次函数考查.

命题趋势·新考法分析

反比例函数目前全国主要考查有三类题型：一是反比例函数图象性质的探究，二是反比例函

数与几何图形结合考查，三是反比例函数的实际应用．结合成都考情特点和全国趋势分析，

反比例函数图象性质的探究与反比例函数与几何图形结合考查老师应关注.

新考法—反比例函数

图象特征

函数应考查其本质，是命题评估中曾强调的内容，2022贵阳真题

直接利用反比例函数图象的特征即可得求解，具有多思少算的特



点.

新题型—反比例函数

与几何结合

体会数学知识间的关联性一直以来都是教学和命题的要求，如

2023年山东烟台、山西、金华等省市均有考查.

新考法试题

1. (2022贵阳)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有 P，Q，M，N四个点，其中恰有三点在反比例

函数 y＝k
x
(k＞0)的图象上．根据图中四点的位置，判断这四个点中不在函数 y＝k

x
的图象上的

点是( )

A. 点 P B. 点 Q C. 点 M D. 点 N

第 1题图

2. (2023烟台)如图，在直角坐标系中，⊙A与 x轴相切于点 B，CB为⊙A的直径，点 C在

函数 y＝k
x
(k＞0，x＞0)的图象上，D为 y轴上一点，△ACD的面积为 6，则 k的值为________．

第 2题图

命题点 3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8年 6考)

课标要求

1.会用描点法画出二次函数的图象，通过图象了解二次函数的性质；

2.知道二次函数的系数与图象形状和对称轴的关系；(2022年版课标新增)

3.会用配方法将数字系数的二次函数的表达式化为 y＝a(x－h)2＋k的形式，并能由此得到二

次函数图象的顶点坐标，说出图象的开口方向，画出图象的对称轴；

4.会求二次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并能确定相应自变量的值；(2022年版课标新增)

5.知道二次函数系数与图象形状和对称轴的关系．(2022年版课标新增)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内容 具体内容

2023 8
选择

题
4

二次函数多结论

判断
C.对称性，D.增减性

2022 8

选择

题

4
二次函数多结论

判断
B.增减性，C.对称性

2020 10 3
二次函数多结论

判断
A.对称轴，B.抛物线与 y轴交点，D.最值

2019 10(D) 3
二次函数多结论

判断
对称轴

2018 10 3
二次函数多结论

判断
抛物线与 y轴交点、对称轴、增减性、最值

2016 9 3
二次函数多结论

判断

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图象上的点、对称轴、

与 x轴交点个数

【考情总结】

1.题位特点：二次函数的性质常在选择题最后一题考查；

2.考查设问：主要为二次函数的对称性、增减性、最值问题，常结合一元二次方程与二次函

数的关系考查.

第三节 函数的表达式(含平移)(8年 22考)

课标要求

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一次函数的意义，能根据已知条件确定一次函数的表达式；

2.会利用待定系数法确定一次函数的表达式；

3.结合具体情境体会反比例函数的意义，能根据已知条件确定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

4.会用配方法将数字系数的二次函数的表达式化为 y＝a(x－h)2＋k的形式．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函数 已知条件

2023 8 选择题 4 二次函数 已知含参的函数表达式和一点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函数 已知条件

标

18(1) 解答题 5 反比例函数
已知一次函数表达式和一点纵坐

标

25 解答题 5 二次函数
已知含参的函数表达式和两点坐

标

2022

18(1) 解答题 2 反比例函数
已知一点的纵坐标与一次函数表

达式

22 填空题 4 二次函数 从实际问题中可以得到顶点坐标

24(1) 解答题 5 一次函数 根据图象得到两点坐标

2022
19(1)

解答题

4
反比例函数、一次函

数

已知一点的纵坐标与一次函数表

达式

28(1) 3 二次函数 已知图象过原点及顶点坐标

2020 19 10
反比例函数、一次函

数
已知一点坐标及面积关系

2020

26(1)

解答题

4 一次函数 根据表格得到几组点坐标

28(1) 3 二次函数
已知图象与坐标轴相交的三点坐

标

2019

19(1) 4 反比例函数 已知两直线的表达式

26(1) 4 一次函数 根据图象得到两点坐标

28(1) 3 二次函数 已知三点坐标

2018

19(1) 5
反比例函数、一次函

数
已知一点坐标和一点纵坐标

26(1) 4 一次函数 根据图象得到两点坐标

28(1) 3 二次函数 已知对称轴及两点坐标

2017

19(1) 4 反比例函数
已知一点的纵坐标与一次函数表

达式

26(1) 4 一次函数 根据表格得到几组点坐标

28(1) 4 二次函数 已知一点坐标及线段长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函数 已知条件

2016
19(1) 5

反比例函数、一次函

数
已知一点坐标

26(1) 4 一次函数 ——

【考情总结】每年均会考查利用待定系数法求解三种函数的表达式．

1.反比例函数主要在 A卷的反比例函数综合题第一问考查，常通过已知一次函数表达式和交

点坐标进行求解；

2.一次函数在 A卷的反比例函数综合题和 B卷的函数实际应用中均有考查，主要在函数实

际应用第一问涉及，常通过对图象或表格分析获取信息；

3.二次函数在 B卷的二次函数综合题第一问考查，常在题干中给出解析式的形式，但系数未

知，通过已知点坐标用待定系数法代入求解；2023，2022连续两年在选择或填空中涉及求

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第四节 函数与方程(组)、不等式(组)的关系

命题点 1 一次函数与一次不等式的关系(2017.13)

课标要求

体会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的关系．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

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2017 13
填空

题
4

已知正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图象交点坐标及 x的取值范围，比

较两个 y值大小

命题点 2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关系(8年 4考)

课标要求

1.会利用二次函数的图象求一元二次方程的近似解；

2.知道二次函数和一元二次方程之间的关系．(2022年版课标新增)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考查设问



2023 8(C) 选择题 4 已知抛物线与 x轴有两个交点 两交点之间的距离

2021 13 填空题 4 抛物线与 x轴只有一个交点 求字母值

2020 10(C) 选择题 3 已知抛物线与 x轴的交点坐标 判断结论正误

2016 9(D) 选择题 3 已知抛物线与 x轴有两个交点 判断结论正误

【考情总结】1.考查频次及题位：近 8年考查 4次，常作为选择压轴题中的选项考查；

2.考查特点：①作为选择题考查时，根据已知条件和图象求出函数表达式，再列一元二次方

程求点坐标；②2021年根据已知抛物线与 x轴的交点个数，求字母的值.

微专题 二次函数图象与系数 a，b，c的关系(8年 3考)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图象开口方

向
考查设问

2022 8

选择

题

4 二次函数多结论判断 向下
判断说法正误，D涉

及特殊值

2019 10 3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系

数 a，b，c的关系
向上

判断说法正误，C涉

及特殊值

2017 10 3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系

数 a，b，c的关系
向上 判断说法正误

命题趋势·新考法分析

函数图象与系数的关系是大单元命题形式，符合《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于单元整体教学

的要求．三大函数图象与系数关系研究维度具有一致性．目前全国考查的类型有：①已知函

数图象所在象限→得出系数正负→判断新函数图象；②已知函数图象→得出系数正负→判断

新函数图象(如 2023河南第 9题)；③分类讨论系数→判断两个函数图象等(如 2023陕西第 5

题，2022安徽第 9题等).

新考法试题

1. (相同字母)(2022安徽)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一次函数 y＝ax＋a2与 y＝a2x＋a的图象

可能是( )



微专题 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综合题(8年 8考)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类

型
年份

题

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内容

线

段

问

题

2022 18

解答

题

10
(1)求反比例函数表达式及两函数交点坐标；(2)探究线段

比；(3)结合新定义，探究“完美筝形”

面

积

问

题

2023 18 10
(1)求反比例函数表达式和一交点坐标；(2)已知面积求点

坐标；(3)已知两三角形位似求点坐标及相似比

2020 19 10 (1)求反比例函数表达式；(2)探究面积 2倍

2019 19 10 (1)求反比例函数表达式；(2)求三角形面积

2017 19 10 (1)求反比例函数表达式；(2)探究面积定值

2016 19 10
(1)求反比例函数表达式；

(2)直线平移，求两函数交点坐标及三角形面积

2021 19 10 (1)求反比例函数表达式；(2)探究已知底边的等腰三角形

特

殊

图

形

问

题

2018 19
解答

题
10 (1)求一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表达式；(2)探究平行四边形

【考情总结】

1.考查频次及题位特点：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综合题每年均有考查，近两年与圆的综合题



题位互换，作为 A卷最后一题考查；其余 6年均在 A卷解答倒数第二题考查；

2.设问特点：近两年均为三问，且结合新定义和位似，难度增大，主要考查设问为求函数表

达式、面积问题、线段问题.

微专题 函数的实际应用(8年 8考)

课标要求

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一次函数的意义，能用一次函数解决简单实际问题；

2.结合具体情境体会反比例函数的意义，能用反比例函数解决简单实际问题；

3.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体会二次函数的意义；

4.会求二次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并能确定相应自变量的值(2022年版课标新增)，能解决

相应的实际问题．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类型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试题情境 考查设问

图象型

2022 24

解答

题

8 成都绕城绿道

(1)求一次函数表达式(分

段)；

(2)求乙骑行在甲前面的

时间

2019 26 8 销售 5G产品

(1)求一次函数关系式；

(2)求利润最值及此时售

价

2018 26 8 种植花卉

(1)求一次函数关系式(分

段)；

(2)求种植费用最值

表格型

2020 26 8 ——

(1)求一次函数关系式；

(2)求线上和线下月利润

总和最值

2017 26 8
“地铁＋单

车”

(1)求一次函数表达式；

(2)选择出站口，求最短时

间

文字型 2023 24 8 购买问题 (1)求 A，B两种食材的单



价；

(2)求购买费用最小值

2016 26 8 每每问题
(1)求一次函数关系式；

(2)求橙子总产量最值

抛物

线型
2022 22

B卷

填空

题

4
竖直向上

发射物体

求“极差”的取值范围，

双空

【考情总结】

1.考查频次：函数实际应用近 8年 8考，其中 2022年在 B卷考查两道；

2.设问特点：第一问以求一次函数表达式为主，其中两次涉及分段函数；第二问为求最值，

其中 4次利用二次函数性质求最值，2次利用一次函数性质求最值；2023年第一问涉及二元

一次方程组的应用.

命题趋势·新考法分析

新考法—真实

问题情境

《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和《2022年版课标》中均

指出：情境创设的真实性．近 2年真实问题情境全国新增考查较多，如河

南、陕西、武汉、威海等.

新考法试题

1. (真实问题情境)(2023 威海)城建部门计划修建一条喷泉步行通道．图①是项目俯视示意

图．步行通道的一侧是一排垂直于路面的柱形喷水装置，另一侧是方形水池．图②是主视示

意图．喷水装置 OA的高度是 2米，水流从喷头 A处喷出后呈抛物线路径落入水池内．当

水流在与喷头水平距离为 2米时达到最高点 B，此时距路面的最大高度为 3.6米．为避免溅

起的水雾影响通道上的行人，计划安装一个透明的倾斜防水罩．防水罩的一端固定在喷水装

置上的点 M处，另一端与路面的垂直高度 NC为 1.8米，且与喷泉水流的水平距离 ND为

0.3米．点 C到水池外壁的水平距离 CE＝0.6米，求步行通道的宽 OE.(结果精确到 0.1米，

参考数据： 2≈1.41.)

图①



图②

第 1题图

微专题 二次函数综合题(8年 8考)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

号

分

值
表达式

对称轴位

置
动点情况 考查设问

2023 25 10
y＝ax2＋

c
y轴

M为 y轴

上一动点

(1)求抛物线的函数表达式；(2)已知

等腰三角形求点的坐标；(3)探究两直

线是否垂直

2022 25 10 y＝－x2 y轴 ——

(1)求直线与抛物线的两交点坐标；

(2)探究面积相等；(3)探究直线是否

过定点

2021 28 12
y＝a(x－

h)2＋k

对称轴在

y轴右侧

点 B为抛

物线上一

动点

(1)求抛物线的函数表达式；(2)已知

角度相等求点坐标；(3)探究点 C横

坐标的取值范围

2020 28 12
y＝ax2＋

bx＋c

对称轴在

y轴右侧

点D为第

四象限抛

物线上一

点

(1)求抛物线的函数表达式；(2)求面

积比最大值；(3)探究相似三角形存在

性问题

2019 28 12
y＝ax2＋

bx＋c

对称轴在

y轴右侧

点 P是抛

物线上位

于对称轴

右侧一点

(1)求抛物线的函数表达式；(2)结合

翻折求点坐标；(3)探究等边三角形存

在性问题

2018 28 12
y＝ax2＋

bx＋c

对称轴在

y轴右侧
——

(1)求抛物线的函数表达式；(2)已知

线段比值，探究面积相等求点坐标；



考情分析

年份
题

号

分

值
表达式

对称轴位

置
动点情况 考查设问

(3)探究 x轴上一点的直角问题

2017 28 12
y＝ax2＋

bx＋c

对称轴在

y轴右侧

点 P是第

一象限抛

物线上一

点

(1)求抛物线的函数表达式；(2)求字

母取值范围；(3)探究正方形存在性问

题

2016 28 12
y＝a(x＋

1)2－3

对称轴在

y轴左侧

点 P位于

第二象限

(1)求抛物线系数 a的值及与 x轴交点

坐标；(2)探究面积比，求一次函数表

达式；(3)探究菱形存在性问题

【考情总结】

二次函数综合题每年一必考道，近两年均在 B卷倒数第二题考查，其中面积问题考查 4次，

特殊四边形问题各考查 2次，等腰三角形问题、角度问题各考查 2次，线段问题、相似三角

形问题各考查 1次．

1.近两年第三问均探究与直线有关的问题；

2.除 2022年外，题干中均给出了含参表达式，且第一问常考查利用待定系数法求出二次函

数表达式，给出的表达式通常为一般式；

3.近两年二次函数图象的开口方向均向下，对称轴为 y轴，其他年份均开口向上且图象的对

称轴主要在 y轴右侧设置.



第四章 三角形

第一节 线、角、相交线与平行线(含命题)

命题点 1 比例的性质(2018.13)

课标要求

了解比例的基本性质、线段的比、成比例的线段；通过建筑、艺术上的实例了解黄金分割．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2018 13 填空题 4 等比性质，求字母值

命题点 2 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2020.9)

课标要求

掌握基本事实：两条直线被一组平行线所截，所得的对应线段成比例．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2020 9 选择题 3 三条直线平行，求线段长

命题点 3 平行线性质求角度(8年 2考)

课标要求

1.识别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2.理解平行线概念；掌握基本事实：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同位角相等，那么这

两直线平行；

3.掌握平行线的性质定理：两条平行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同位角相等；

4.探索并证明平行线的判定定理：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内错角相等(或同旁内

角互补)，那么这两条直线平行；探索并证明平行线的性质定理：两条平行直线被第三条直

线所截，内错角相等(或同旁内角互补)．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结合其他知识点 涉及图形

2019 5 选择题 3 两直线平行， 三角形内外角关系 矩形、等腰直角三角形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结合其他知识点 涉及图形

内错角相等

2016 5 选择题 3
两直线平行，

同位角相等
—— ——

第二节 三角形及其性质

命题点概览

命题点 考查频次

命题点 1 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2017.12

命题点 2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 8年 10考

命题点 3 直角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 8年 14考

命题点 1 三角形的边、角关系(2017.12)

课标要求

1.了解三角形的稳定性；

2.探索并证明三角形的内角和定理；

3.掌握它的推论：三角形的外角等于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

4.证明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2017 12 填空题 4 已知三个角度比，求∠A的度数

命题点 2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8年 10考)

课标要求

1.了解等腰三角形的概念；(2022年版课标将“了解”调整为“理解”)

2.探索并证明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定理：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底边上的高线、中线及顶

角平分线重合；

3.探索并掌握等腰三角形的判定定理：有两个角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4.探索等边三角形的性质定理：等边三角形的各角都等于 60°，及等边三角形的判定定理：

三个角都相等的三角形(或有一个角是 60°的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题型 考查内容

2023 25(2) 解答题 3 二次函数综合题 等腰三角形性质

2022 26(3) 解答题 4 几何图形综合题 等腰三角形性质

2021 19(2) 解答题 5
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综

合题

探究底边已知的等腰三角

形

2019

12 填空题 4 与全等三角形有关的计算 等腰三角形性质

27 解答题 10 几何图形综合题 等腰三角形性质

28(3) 解答题 3 二次函数综合题 探究等边三角形

2018 11 填空题 4 与等腰三角形有关的计算 已知底角度数求顶角度数

2017
20 解答题 10 圆的综合题

涉及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及

判定

27 解答题 5 几何图形综合题 等腰三角形性质

2016 27 解答题 10 几何图形综合题 涉及等腰三角形判定

【考情总结】

考查特点：①在考查等腰三角形性质时，常结合特殊四边形、圆、二次函数考查，重点考查

等腰三角形中的常用的一些性质和结论(如三线合一，角平分线＋平行得出等腰三角形等)；

②近两年均涉及分类讨论思想(等腰三角形的腰和底边不确定).

命题点 3 直角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8年 14考)

课标要求

1.了解直角三角形的概念；(2022年版课标将“了解”调整为“理解”)

2.探索并掌握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定理：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互余，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

线等于斜边的一半；

3.掌握有两个角互余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4.探索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并能运用它们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

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题型 考查内容

2023

17 解答题 10 圆的综合题 直角三角形性质

22
B卷填空

题
4 直角三角形中的折叠问题 直角三角形性质

26 解答题 12 几何图形综合题 等腰直角三角形性质

2022

17 解答题 10 圆的综合题 直角三角形性质

20
B卷填空

题
4

结合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

的关系
直角三角形性质，求斜边长

2021

12 填空题 4
与直角三角形性质有关的计

算
勾股定理，求大正方形面积

14 填空题 4 与尺规作图有关的计算 等腰直角三角形性质

27 解答题 10 几何图形综合题 直角三角形性质

2020 28 解答题 12 二次函数综合题 直角三角形的判定及性质

2019 5 选择题 3 平行线性质求角度 等腰直角三角形性质

2018
20

解答题

10 圆的综合题 直角三角形性质

27 10 几何图形综合题 直角三角形性质

2016
18 8 概率的计算 新定义“勾股数”

20 10 圆的综合题 直角三角形性质

第三节 全等与相似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含位似)

命题点概览

命题点 考查频次

命题点 1 全等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 8年 17考

命题点 2 与相似三角形有关的计算 8年 24考

命题点 3 图形的位似 8年 3考

命题点 1 全等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8年 17考)

课标要求

1.理解全等三角形的概念，能识别全等三角形中的对应边、对应角；

2.掌握基本事实：两边及其夹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3.掌握基本事实：两角及其夹边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4.掌握基本事实：三边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5.证明定理：两角分别相等且其中一组等角的对边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6.探索并掌握判定直角三角形全等的“斜边、直角边”定理．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

值
考查内容 判定方法 模型

2023

11
填空

题
4

已知两三角形全等求线

段长
—— 平移型

26(1)
解答

题
3 探究线段数量关系 ASA 旋转型

2022

4
选择

题
4

添加条件判定

三角形全等
SAS 自选转型

25(2)
解答

题
4 探究两三角形面积相等 ASA 对称型——共边

26(3)
解答

题
3

探究等腰三角形求 tan α

值
HL

对称型——共顶

点

2021

6
选择

题
3

添加条件判定三角形全

等

SAS，ASA，

AAS

对称型——共顶

点

27(3)
解答

题
4 求线段最值 AAS 旋转型

2020

20(1)(3)
解答

题
6

探究三条线段

之间的数量关系
SSS，SAS 对称型——共边

27(3)
解答

题
3 求线段比值 AAS 对称型——共边

2019
12

填空

题
4 求线段长 ASA

对称型——共顶

点

28(3) 解答 3 探究等边三角形 SAS 旋转型



题

2018 6
选择

题
3

添加条件判定三角形全

等

AAS，ASA，

SAS
对称型——共边

2017

25

B卷

填空

题

4 求线段长 AAS 十字模型

27(1)
解答

题
4

证三角形全等；探究三

条线段之间的数量关系
SAS 手拉手模型

2016

12
填空

题
4 求角度 —— ——

25

B卷

填空

题

4 求线段长最小值 —— 对称型——共边

27(1)
解答

题
3 证线段相等 SAS 旋转型

【考情总结】

考查频次及特点：每年均考查 1～3道．

1.在 A卷选填中单独考查 6次，常考查添加条件判定三角形全等，仅 2023年考查已知两个

三角形全等求线段长；

2.在 B卷涉及考查 10次，常涉及考查全等三角形的各种基本模型，及添加辅助线构造全等

三角形.

命题点 2 与相似三角形有关的计算(8年 24考)

课标要求

1.了解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定理：两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相似；两边成比例且夹角相等的

两个三角形相似；三边成比例的两个三角形相似．*了解相似三角形判定定理的证明；

2.了解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定理：相似三角形对应线段的比等于相似比；面积比等于相似比的

平方；

3.通过具体实例认识图形的相似．了解相似多边形和相似比；

4.会利用图形的相似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考查模型

2023

13 填空题 4 相似三角形面积比 A字型

18 解答题 4 结合位似求点坐标 8字型

22
B卷填空

题
4 求 tan A的值 A字型

25 解答题 4 证明两条直线垂直 一线三垂直

26 解答题 4 证明线段数量关系 A字型

2022

17(2) 解答题 5 求长度 A字型

18(2)(3) 解答题 7 求长度 8字型，A字型

23
B卷填空

题
4

利用对称性求线段差的最

大值
A字型

26 解答题 12
探究三角形相似；求 tan α

的值
一线三垂直

2021

20(3) 解答题 4 求线段长 8字型

24
B卷填空

题
4 求线段长 十字模型

27(2) 解答题 4 求线段长 A字型，8字型

28(3) 解答题 3 探究角度定值 一线三垂直

2020 25
B卷填空

题
4 求线段最值 8字型

2020
27(2)(3) 解答题 8 求线段长；求线段比值 一线三垂直，A字型

28(3) 解答题 4 探究三角形相似 一线三垂直

2019

20(2) 解答题 7 求线段长 A字型

25
B卷填空

题
4 新定义问题 A字型

27 解答题 10
证三角形相似；求线段长；

探究线段相等时求线段长

一线三等角，A字型，

对角互补模型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考查模型

2018
20(2)

解答题

4 表示线段长 ——

28(3) 4 探究角度定值 一线三垂直

2017 20(3) 4 求半径长 8字型

2016

20(1) 3 证三角形相似 A字型

27(2) 3
探究两条线段之间的数量

关系
8字型

【考情总结】

1.相似三角形每年均有考查，题量为 1～4道；

2.常在解答题中涉及考查，且模型不重复：近 8年考查相似三角形是以“A”字型和“8”字型为

主，考查“一线三等角”模型时，以“一线三垂直”模型为主；

3.近 6年均涉及“一线三等角”模型，2023年结合位似图形的性质考查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命题点 3 图形的位似(8年 3考)

课标要求

1.了解图形的位似，知道利用位似可以将一个图形放大或缩小；

2.会利用图形的位似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位似中心的位置 考查设问

2023 18 解答题 10 两三角形在位似中心异侧 求点坐标及相似比

2022 11 填空题 4 两三角形在位似中心同侧 求周长比

2017 8 选择题 3 两四边形在位似中心异侧 求面积比

【考情总结】

该知识点近 8年考查 3次，2023年首次在解答题中考查反比例函数与位似图形的性质，难

度较前 2次上升.

第四节 解直角三角形的实际应用

命题点 解直角三角形的实际应用(8年 8考)

课标要求



1.能用锐角三角函数解直角三角形，能用相关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2.在平面上，能用方位角和距离刻画两个物体的相对位置．(2022版课标将“能用”调整为

“运用”)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考

查

类

型

年份
题

号

题

型

分

值
问题类型 模型

涉及角

度
考查设问

解

一

个

直

角

三

角

形

2016 17

解

答

题

8 仰俯角问题

解一个直角

三角形＋矩

形

32° 求高度

解

两

个

直

角

三

角

形

2021 18 8 仰俯角问题
母子型＋矩

形

33°和

45°
求高度

2020 18 8 仰俯角问题 背靠背型
22°和

45°
求高度

2019 18 8 仰俯角问题
母子型＋矩

形

35°和

45°
求高度

2018 18 8 方向角问题 母子型
70°和

37°
求距离

2017 18 8 方向角问题 背靠背型
60°和

45°
求距离

实

物
2023 16 8

探究“太阳光线照射

遮阳篷”
实物

16°和

45°

求光线照射

到遮阳篷上



模

型

产生阴影的

长

2022 16 8

探究“笔记本电脑的

张角大小、顶部边缘离

桌面的高度与用眼舒

适度关系”

实物
150°和

108°

求顶部边缘

距离桌面的

高度

【考情总结】考查特点：1.常考查解两个直角三角形，且以母子型和背靠背型为主；

2.问题类型以俯仰角问题居多，近两年连续考查实物模型；

3.考查角度以一个特殊角和一个非特殊角居多.

微专题 遇到中点如何添加辅助线(8年 6考)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知识点 中点位置

2023 26(1) 解答题 4 构造直角三角形斜边中线 斜边中点

2021 27(3) 解答题 4 构造中位线 直角边中点

2020
20(3) 解答题 4 斜边中线 斜边中点

25 B卷填空题 4 中位线性质 矩形两边中点

2018 27(2) 解答题 4 直角三角形斜边中线 斜边中点

2017 27 解答题 10 等腰三角形，三线合一 等腰三角形底边中点

【考情总结】

1.考查题型：与中点有关问题一般不会单独考查，常在几何图形综合题、圆的综合题和几何

动态综合题中涉及考查；

2.考查特点：在题干中出现时，常直接利用三角形中位线性质或中线的性质求解.

微专题 遇到角平分线如何添加辅助线(8年 4考)

考情及趋势分析

考情分析

年份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查形式 考查知识点

2023 22 填空题 4 与直角三角形折叠结合 角平分线＋平行，得等腰三角形

2021 14 填空题 4 已知作图痕迹(角平分线) 作垂线，考虑角平分线性质



2020 27(3) 解答题 4 与矩形折叠结合 作垂线，考虑角平分线性质

2017 14 填空题 4 已知作图痕迹(角平分线) 角平分线＋平行，得等腰三角形

【考情总结】

1.考查题型：常在与尺规作图有关的计算、几何动态综合题、几何图形综合题中涉及考查；

2.考查特点：近 8年考查知识点涉及角平分线性质及角平分线＋平行得等腰三角形各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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