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高考作文题目，考生不要凭感觉，要凭自己的实力

和能力去写。根据题目要求，有把握写记叙文的选记叙文，

没有把握的，为稳妥起见，可写议论文。

责编/刘海燕 版式/马婷婷 热线热线/8283713082837130 邮箱邮箱/kaoshibao@bjeea.cn@bjeea.cn

导数专题复习常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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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助函数图象解决导数问题
根据具体问题情境，借助函数图象与导函数的图象，思考导函数图象刻

画函数性质与函数图象描述函数性质的对应关系，合理分析，明确解决问题

思路，就能收到柳暗花明的效果.

【例9】已知函数 f (x)= x3 - x   .
（1）求曲线y = f (x)在点M(t,    f (t))处的切线方程；

（2）设a > 0，如果过点(a,b)可作曲线y = f (x)的三条切线，证明：-a < b < f (a)  .
【解析】
（1）解：略

（2）证明：设切点(x0 ,y0)，则有3x2
0 - 1 = y0 - b

x0 - a
，即3x2

0 - 1 = x3
0 - x0 - b
x0 - a

,

所以 -2x3
0 + 3x2

0a - a = b（*）.构造函数g(x)= -2x3 + 3x2a - a，y = b.

则g′(x)= -6x2 + 6ax = -6x(x - a)（已知a > 0），由二次函数g′(x)易得x = 0是函

数g(x)的一个极小值点，x = a是函数g(x)的一个极大值点.

若过点(a,b)可作曲线y = f (x)三条切线，则方程（*）有三个不等实根，如

上图所示，直线y = b与函数g(x)的图象有三个不同的交点，所以g(0)< b < g(a)，
因g(0)= -a,      g(a)= -2a3 + 3a3 - a = a3 - a = f (a)，所以有-a < b < f (a)  .

【点评】作答本题，先构造函数g(x)，再呈现函数g(x)与g′(x)的图象，可增强

解决问题的直观性.

三、导数综合问题解法举例

【例10】已知函数 f (x)= 2 ln x - x - ln a，a > 0.
（Ⅰ）求曲线y = f (x)在(1, f (1))处的切线方程；

（Ⅱ）求函数 f (x)的极大值；

（Ⅲ）设g(x)= aex - x2  ，当a ∈(1,e)时，求函数g(x)的零点个数，并说明理由.

【解析】

（Ⅰ）f (x)定义域为(0, +∞)，f ′(x)= 2 - x
x

，f ′(1)= 1，且 f (1)= -1 - ln a，所以曲线

y = f (x)在( )1, f (1) 处的切线方程为y - (-1 - ln a)= x - 1，即x - y - 2 - ln a = 0.
（Ⅱ）f (x)= 2 ln x - x - ln a，则 f ′(x)= 2 - x

x
.令 f ′(x)= 0，得x = 2.当0 < x < 2时，

f ′(x)> 0，f (x)单调递增；当x > 2时，f ′(x)< 0，f (x)单调递减.所以函数 f (x)的极大

值为 f (2)=ln 4
ae2 .

（Ⅲ）g′(x)= aex - 2x  (1 < a < e)，当 x ∈ ( ]-∞,0 时 ，g′(x)> 0，所 以 函 数 g(x)在
x ∈ ( ]-∞,0 时 单 调 递 增 ，而 g(0)= a > 0，g(-1)= ae - 1 < 0. 所 以 方 程 g(x)= 0在

x ∈ ( )-1,     0 时有且只有一个根，即方程g(x)= 0在x ∈ ( ]-∞,0 时有且只有一个根.

当x > 0时，讨论函数g(x)的零点个数即讨论方程aex = x2根的个数，因aex = x2 > 0，
两端取自然对数，即研究方程ln a + x = 2 ln x(1 < a < e,x > 0)的根的个数，即研究

函 数 f (x)=2 ln x - x - ln a (1 < a < e,       x > 0)的 零 点 个 数. 当1 < a < e时 ，ae2 > e2 ，

f (2)= ln 4
ae2 < ln 4

e2 < 0，则函数 f (x)在(0, +∞)上无零点.

综上，当a ∈(1,e)时，函数g(x)有且仅有一个零点.

【点评】本题是一道综合性很强的导数问题，既考查了导数部分的核

心内容，又考查了考生灵活解决导数综合的能力，还呈现了三问之间的关

联性，其实第（Ⅲ）问中对等式两端取自然对数后就可变形为已知的函数

f (x)的解析式 .

（续 完）

一、审题构思求稳求准

考生审题不可求快，要耐

心细致研读材料，逐字逐句看

清楚题目的要求、指向。不要

贸然仓促动笔，因为方向不

对，速度越快错得越离谱。

审题时，考生要看清是纯

命题作文还是给材料作文。

对于给材料作文，要整体把握

材料内容，仔细审视自己的切

入点是否在试题材料的范围

内，自己的观点是否有足够的

高度、深度、广度、厚度和温

度。确立论点和选择论据时，

要注意观点与材料的关联、材

料与材料之间的关联。论证

要注意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由

浅入深，由表及里。

记叙文的切合题意，要建

立在对题目核心概念及其内

涵的深入理解基础上，而不能

用几个常写的素材套作，甚至

全盘默写，在末尾用“贴标签”

的形式“卒章显志”。

考生要尽力表现自己的

写作才能。切入点可以小，立

意格局要大，逻辑必须合理，

构思努力体现匠心。

碰到似曾熟悉的作文题，

考生切忌大喜过望，马上把考

前复习过的内容写到答卷纸

上。考生要努力克服“捡到

宝”的侥幸心理，而应静下心

来，认真审题，按部就班地构

思和布局谋篇。不管高考作

文题目的要求，只是简单地默

写以往写过的作文，或者用以

往写作练习中用过的材料生

搬硬套，会有失分风险。碰到

出乎意料的题目，更要沉着应

对。考场上，考生有稳定的情

绪、淡定的心理，方能发挥出

自己应有的水平。所以，碰到

难题不要发懵，要有信心，不

着急，做好自我调节，力争有

好的发挥。

构思作文时，考生可列一

个简要提纲，如果写议论文，

就把论点、论据、如何分段、前

后逻辑先想清楚；如果写记叙

文，则要牢记根据要求确定主

题，想好如何讲一个扣题的好

故事。不要刚想到开头，还没

有通盘的构思，就着急动笔

写，边写边构思容易产生混

乱。有些考生担心写作文的

时间不够，而不能对审题和构

思投入足够的时间，匆匆扫一

眼题目内容就仓促动笔。这

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好。审题

有偏差，会造成“失之毫厘，谬

以千里”的后果。高考考场上

时间宝贵，写作文忌讳写到中

途想另起“炉灶”，一涂一画，

结果是白忙活一场，还搞乱了

卷面，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更

影响了情绪。

二、入题行文求快求显

考场作文有时间和字数

的限制。在具体行文中，考生

要注意巧妙切入，快捷入题，

即把文章的主体内容尽快表

现出来。入题较慢虽然不算

离题，但往往使整篇文章显得

扣题不紧、中心不够突出。为

此，在写作文开头时，考生可

三言两语就进入材料范围，表

明观点，为全文定下基调，然

后逐层展开。

写作要开门见山，语言要

精炼。考场作文最好不刻意

追求含蓄、深沉，如果写不好，

就会给人留下晦涩难懂的印

象。一般来说，考生写记叙

文，叙述的线索要清楚，事件

要集中，不“漫天撒网”，不“横

生枝节”；写议论文要扣住材

料，直奔主题，干净利落。

有的考生写作文时爱兜

圈子，拐弯抹角，让人读了半

天不知所云；有的照抄大段题

目材料；有的把本来简洁的题

目材料进行扩展；有的一开篇

就摆材料，古今中外，东拉西

扯，而真正要写的内容却“千

呼万唤不出来”。如果文章的

开篇松散，且占用了较大的篇

幅，而关键内容只能简写略

写，甚至一笔带过，造成轻重

倒置、比例失调，那失分不可

避免。

三、结构布局清晰合理

考生对文章整体的结构

安排要心中有数。开头、结尾

忌冗长、拖沓，注意废话不可

太多。

段落设置要合理。全篇

可安排 5 至 6 段，但要注意字

数。要注意中心句、关键词的

使用。

对材料作文，考生写作时

要注意体现材料。如所给材

料较多，要注意提炼概括。在

论据素材的选择上，要体现鲜

明的时代性，尽量选用近期鲜

活的、有较高知晓度的典型材

料。对所使用的材料，要及时

展开分析阐述，避免光举例不

分析、以事例的堆砌替代论证

等现象。全文最好能有一二

句含有哲理意味的语句；可

引用几句名言名句。但要注

意，所引用的名言名句，要紧

扣文章主旨，给人留下水到

渠成的感觉，切不可生搬硬

套。要尽量做到文从字顺，

表达真切得体。

写作记叙文，考生要思

考“从哪里开始讲故事”“故

事以什么视角写更好”“如何

在有限的篇幅内讲述有价值

的故事”等，会简笔速描刻画

人物。行文要一波三折，制

造悬念；要集中笔墨表现矛

盾冲突，且线索清晰；情景转

换要轻快自然；注意描写的

生动以及多种表达技巧的综

合运用；还要注意想象的合

理性。记叙文的写作，既要

努力讲好故事，也要力争讲

立意高的故事。

四、细节之处不容忽视

考生在考场上写作文还要

注意一些细节：作文标题居中；

每段段首空两格；字的大小匀

称，字迹清楚，笔画清晰；字数

达到规定要求；标点的使用和

书写规范；整个卷面整洁。

考生写作文要避免缺少

题目、字数不够、出现错别字、

篇章不完整等问题；也要避免

观点偏激和错误、内容重心把

握不当、观点过于晦涩、脉络

和逻辑混乱等问题。

高考作文 把握四个要点
北京市第五中学教师 朱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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