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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正是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深入考查.

(3)在命制情境化试题的过程中，很好地控制了文字数量和阅读理 

解难度，同时尽可能地降低计算量.试题设计的四个选项分为两项一组，分 

别讨论随机变量X 和Y的相关概率计算，选项A 和 B 关注概率P(X>2),    

选项C 和 D关注概率P(Y>2),    不同选项的推理方法可以相互启发和 

借鉴.问题的设置既避免了重复与繁杂的计算，也能有效体现对学生数 

学思维的考查，减轻了学生的运算负担，符合“双减”政策的改革 

理念.

(4)重点考查学生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探究等数学学科素养，有利于 

引导高中数学教学.试题首先使用样本估计总体，将应用题转化为数学 

问题后，考查的数学思想包括对称性和化一般为特殊，前者体现在正态 

密度曲线的对称性上，后者则体现在将一般正态分布化为标准正态分布 

上.通过题目的分析探讨，使学生理解化未知为已知的学习方法，引导 

学生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理解新信息并将其纳入自身知识结构中，为 

其下一步的工作、学习打下坚实基础.试题的编制及内容的考查都反映 

了新课改的理念和精神，具有很好的选拔功能，实现高考“立德树人、 

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功能.

【试题出处】2024年高考数学(新课标I卷)第10题

【试题】

设函数f(x)=(x-1)²(x-4),          则

A.x=3  是f(x)  的极小值点      B. 当 0<x<1时 ，f(x)<f(x²)

C. 当 1<x<2时，-4<f(2x-1)<0         D.当- 1<x<0时 ，f(2-x)>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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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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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目标】试题以三次函数为主干，考查函数的极值点、单调 

性和对称性等基础知识，考查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运算求解能力以及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试题分析】 

解题思路

f'(x)=3(x-1)(x-3).              解 f'(x)=0       得 x₁=1,x₂=3.        当 x<1

时 ，f'(x)>0,f(x) 在区间(-0,1)单调递增；当1<x<3 时 ，f'(x)<0, 

f(x) 在区间(1,3)单调递减；当x>3时 ，f'(x)>0,f(x)      在区间(3,+0) 

单调递增.所以x₁=1 是f(x) 的极大值点，且f(x) 的极大值为f(1)=0;x₁=3

是f(x)  的极小值点，且f(x) 的极小值为f(3)=-4.     故选项A正确.

选项B 不正确.解题思路如下：

思路1 当 0<x<1时，0<x²<1,x>x²,   故由f(x)  在区间(0,1)单调 

递增知f(x)>f(x²).

思路2令函数g(x)=(x+1)²(x²-4)-(x-4).             则 f(x²)-f(x)=

(x-1)²g(x),

g'(x)=4x³+6x²-3x-9.       当 0<x<1 时，g'(x)=4(x³-1)+3(x²-

1)+3x(x-1)-2<0,  故 g(x) 在区间(0,1)单调递减，所以g(x)< 

g(0)=0,    即f(x)>f(x²).

选项C正确.解题思路如下：

思路1 当 1<x<2时，1<2x-1<3,   由f(x)  在区间(1,3)单调递减 

知-4<f(2x-1)<0.

思路2令函数g(x)=4(x-1)²(2x-5).          则当1<x<2时 ，g'(x)= 
24(x-1)(x-2)<0, 故 g(x) 在区间(1,2)单调递减，又g(1)=0, 

g(2)=-4,    所以-4<g(x)<0,   即-4<f(2x-1)<0.

思路3 令函数g(x)=f(2x-1).      则g(x)  的图像可由f(x)  图像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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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横坐标缩短到原来的  纵坐标不变，再把得到的曲线向右平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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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位长度得到.故g(x) 在区间(1,2)单调递减，又g(1)=0,g(2)=- 
4,所以-4<f(2x-1)<0.

选项D 正确.解题思路如下：

思路1 当-1<x<0时，2<2-x<3,  由f(x)  在区间(-1,0)单调递增， 

且在区间(2,3)单调递减知-20<f(x)<-4,-4<f(2-x)<0,                 故  

f(2-x)>f(x).

思路2 函数f(2-x)  的图像和函数f(x)  的图像关于直线x=1  对称， 

由f(x)  在区间(-1,0)单调递增，且在区间(2,3)单调递减知f(x)<      
-4,-4<f(2-x),         故当-1<x<0时 ，f(2-x)>f(x).

思路3 令函数g(x)=f(2-x)-f(x)=2(1-x)³ .                 则当 - 1<x<0

时 ，g(x)>0,    故f(2-x)>f(x).

【试题亮点】本试题以学生熟悉的三次函数为载体，重点考查函 

数的极值点、单调性、对称性等核心基础知识，属于函数类型中的基本  

题，紧贴教材，契合高中课程标准.试题一反以往需要学生通过求导才  

能判断零点个数的常规，给出可以直接得到零点的表达式，节约了学生  

因式分解的时间，也降低了学生因为烦琐计算产生错误的可能性.第一  

个选项是后三个选项的基础，后三个选项虽然形式上和复合函数相似， 

但实则是从不同角度考查了学生对同一个三次函数单调性的理解.计算  

简单明了，后三个选项的解题方法多种多样，比如最后一个选项既可  

以通过计算函数值所在区间比较大小，也可以通过对称性直接观察出  

大小，还可以通过构造新函数直接比较大小，体现了少算多想的命题  

指导思想.

本试题题干简洁，设问常规，计算量小，难度恰当，重点考查主干 

知识和思维的灵活性，有利于学生正常发挥，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获得感， 

有利于区分不同思维层次的学生，有助于高校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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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出处】2024年高考数学(新课标I卷)第11题

【试题】

设计一条美丽的丝带，其造型卜可以看作图中的曲线C 的一部分.

已知C 过坐标原点0,且C 上的点满足：横坐标大于 

- 2;到点F(2,0)    的距离与到定直线x=a(a<0)    的距离 

之积为4.则

A.a=-2

B. 点(2 √ 2,0)在C 上

C.C 在第一象限的点的纵坐标的最大值为1

D. 当 点(x₀,y₀)    在 C 上时，

【参考答案】ABD

【考查目标】试题考查曲线与方程内容中求曲线的方程以及根据 

方程研究曲线的性质.本题考查运算求解能力，数形结合和化归与转化 

的思想.

【试题分析】 

解题思路

设(x₀,y₀)  为曲线C上的点，则有|x₀-al√(x₀-2)²+y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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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曲线C 过坐标原点0,所以0(0,0)符合上述方程，带入得 

la|=2,     又a<0,   所 以a=-2.    又 C 上的点的横坐标大于-2,故曲线C 的 

方程为(x+2) √ (x-2)²+y²=4,选项A正确.

将点(2 √2,0)带入方程(x+2) √ (x-2)²+y²=4 中，有(2 √2+2)× 

(2 √ 2-2)=8-4=4,故点(2 √ 2,0)在C 上，选项B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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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x+2) √ (x-2)²+y²=4,得  因 

为C 上的点(x₀,y₀)    中的x₀>-2,   所以  选项D 正确.

根据试题中的图像，过F(2,0) 作x 轴的垂线，交曲线C 于两点， 

观察第一象限中的交点，可以发现交点的纵坐标为1,却不是最高点， 

故选项C 不正确.当然由曲线C 的方程也可知C 在第一象限的点的纵坐

标    则f'(x)=

. 设g(x)=x³+4x²-16,     当 x>0 时 ，g'(x)>0,g(x)

在区间(0,+00)单调递增.又g(1)=-11<0,g(2)=8>0,  故 3x₁ ∈(1,2),

f'(x₁)=0,     且 当 0<x<x₁ 时 ，f'(x)>0,f(x)           在区间(0,x₁)  单调递增
；

当x₁ <x<2 时 ，f'(x)<0,f(x)  在区间(x₁ ,2) 单调递减 .设h(x)=

由f(x)  的单调性可知，h(x)   在区间(0,x₁)   单调递

增，在区间(x₁,2)    单调递减.又h(x₁)>h(2)=1,      所 以C 在第一象限的

点的纵坐标的大于1,故选项C 不正确.

【试题亮点】丝带的设计体现了数学美与设计美学的有机结合.试 

题正是以两者的结合作为出发点，体现了数学与实际问题的联系.平面图  

形的对称性是人们容易直观感受的，而对称是数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称  

也是数学美的重要表现方式.初中时我们就学过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菱形、矩形、等腰梯形等具有对称性的图形，高中常见的空间对称图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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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圆锥、圆柱、正多面体、正棱锥和正棱柱等.在中学阶段，学生

熟悉 的对称变换有反射或镜面反射(轴对称、面对称)、中心旋转或轴旋

转.

几何学的有关知识，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出现.然而，平面解析几何 

的出现与发展，却是十六七世纪以来的事情.但是，平面解析几何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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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极大地促进了几何学的发展，其中利用方程讨论平面内的几何对象 

及其性质也是教材中的重要内容.本试题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考查到 

位，试题的设计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不同程度思维能力的考查. 

整个题目站在落实“五育”方针的高度进行创意与设计.考查学生的理 

性思维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然是对学生“智育”的考查. 

试题在平面解析几何知识的基础上，设置了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重点 

在于展示数学美与数学问题的结合，使得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感受 

到数学的价值.试题难度较低，有利于学生发挥自己的数学能力，展示 

学生的数学水平，有利于稳定学生的考试心态.

【试题出处】2024年高考数学(新课标I 卷)第12题

【试题】

设双曲线C:   (a>0,b>0)的左、右焦点分别为F,F₂
过F₂ 作平行于y 轴的直线交C 于A,B 两点.若 |F₁A|=13, |AB|=10, 

则C 的离心率为           

【参考答案】

【考查目标】试题主要考查双曲线离心率的定义，以及学生对双 

曲线的对称性和双曲线的定义的理解.学生需要先通过条件推出点 

F₁,F₂   的坐标以及点A,B  的坐标(A,B   的坐标可能互换).接下来，

学 生可以直接使用双曲线的定义和双曲线焦点的定义求出a 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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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求出 离心率；也可以先通过双曲线焦点的定义求出c,  再用解

方程的方式求出 a, 从而求出离心率.另外，学生也可以用准线作为辅

助，不求c, 而是 直接得到a 和c的比例关系，从而求出离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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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分析】 

解题思路

思路1 双曲线的对称性和双曲线的定义.

由双曲线的对称性知|F₂A|=5,      由勾股定理得|F₁F₂I=√ 13²-

5²= 12.由双曲线的定义知2a=13-5=8,2c=12,        故 

因此答案

思路2解圆锥曲线的方程.

由题意，设F₁(-c,0),F₂(c,0),A(c,y₁),B(c,y₂).                                由 

知 y²=y²,  结 合y₁≠y₂  得 y₁=-y₂ .

由 |AB|=10  得|2y₁I=10,    故 y₁=5,y₂=-5       或y₁=-

5,y₂=5. 由 |F₁A|=13   得 √ (2c)²+5²=13,    故 c=6,   因 此

a²+b²=36.

将A点的坐标代入双曲线方程  将 a²+b²=36 代入得

 通分得36(36-a²)-25a²=a²(36-a²),           整 理 得(a²)²-

97a²+1296=0,   解 得a²=16  或 a²=81  (舍去),即a=4.   故

因此答案

思路3 用准线作为辅助

由条件知点A的横坐标为c. 由双曲线的对称性知|F₂A|=5.

由双曲线的定义，点A到左准线的距离和到左焦点的距离之比等于 

常数，它也等于点A到右准线的距离和到右焦点的距离之比.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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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分并整理得8c²=18a²,故 

因此答案

【试题亮点】试题考查了由已知条件求双曲线的离心率的问题.圆 

锥曲线是高考中的重点考查内容，本题涉及的由已知条件求解圆锥曲线 

是学生熟悉的内容，做法也较多.对双曲线定义较为熟悉的学生可以通 

过思路1直接得到结果；熟悉拓展内容准线的学生可以通过思路3直接 

得到结果；能力稍弱的学生也可以通过思路2,按部就班地解双二次方 

程求出双曲线的标准方程，再求出离心率.本题是填空题的第1小题， 

试题以学生熟悉的知识呈现，且做法较多，有利于学生稳定发挥.

【试题出处】2024年高考数学(新课标I卷)第13题

【试题】

若曲线y=e*+x在点(0,1)处的切线也是曲线y=1n(x+1)+a的切线， 

则a=                   

【参考答案】In 2

【考查目标】本题以两条曲线的切线为背景，考查求导法则、导 

数的几何意义，考查导数在研究曲线的切线中的应用，考查化归与转化 

的思想以及学生灵活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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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分析】 
解题思路

思路1 因为y'=e*+1,所以曲线y=e*+x在点(0,1)处的切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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