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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理清知识脉络 优化解题方法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教师 王艳秋

数学是高考分值较大的三大科目之一，考生的复

习备考效果是其能否在这场角逐中脱颖而出的关

键。依据北京市高考数学试题的考查特点和题目解

答方法，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给考生提出两点备

考建议。

一、回归基础知识，理清知识脉络

北京高考数学试题一贯注重对基础知识和通性

通法的考查，尤其是对数学概念、性质本质的理解，考

查考生对概念与性质的生长点及与其他知识间的关

联性。因此，考生可对核心概念、重点知识以思维导

图或表格的形式进行梳理，这样可以以点连线、连线

成面，形成清晰的知识网络。数学知识的综合题便是

对这些相关知识点的排列组合。

以立体几何中线线、线面、面面之间的平行以及

垂直关系的知识梳理为例，同学们可以参考以下图表

进行知识梳理。

1.直线与平面平行判定定理与性质定理

判
定
定
理

性
质
定
理

文字语言
如果平面外一

条直线与此平面
内的一条直线 平
行，那么该直线与
此平面平行。

一条直线与一
个平面平行，如果
过 该 直 线 的 平 面
与此平面相交，那
么 该 直 线 与 交线
平行。

图形表示 符号表示

a⊄ α，b⊂ α，

a//b⇒ a∥ α

a//α，a⊂ β，

α⋂ β = b⇒ a∥ b

2.平面与平面平行判定定理与性质定理

判
定
定
理

性
质
定
理

文字语言
如果一个平

面内的两条相
交直线与另一
个平面平行，那
么这两个平面
平行。

两个平面平
行，如果另一个
平面与这两个
平面相交，那么
两条交线平行。

图形表示 符号表示

a⊂ α，b⊂ α,a⋂ b = P，

α∥ β，b∥ β⇒ α∥ β

α∥ β，α⋂ γ = a，
β⋂ γ = b⇒ a∥ b

3.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及性质定理

判
定
定
理

性
质
定
理

文字语言

如果一条直线
与一个平面内的
两条相交直线垂
直，那么该直线
与此平面垂直。

垂 直 于 同 一
个平面的两条直
线平行。

图形语言 符号语言

a，b⊂ α，a⋂ b =O，

l⊥ a，l⊥ b⇒ l⊥ α

a⊥ α，b⊥ α⇒ a∥ b

4.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

判
定
定
理

性
质
定
理

文字语言

如 果 一 个 平
面过另一个平面
的垂线 ,那么这
两个平面垂直

两 个 平 面 垂
直，如果一个平
面内有一条直线
垂直于这两个平
面的交线，那么
这条直线与另一
个平面垂直

图形语言 符号语言

l⊂ β，l⊥ α⇒ α⊥ β

α⊥ β，α⋂ β = a，
l⊂ β，l⊥ a⇒ l⊥ α

线线平行（垂直）、线面平行（垂直）、面面平行

（垂直）的相互转化是解决与平行有关的立体几何

证明题的指导思想。解题中，考生既要注意一般的

转化规律，又要看清题目的具体条件，选择正确的

转化方向。线面关系的考查不是高考数学中的难

题，所以答题更要注意几何推理条件的完整性、几

何符号的规范性以及运算的准确性。对与之相关

的空间三种角——异面直线成角、直线与平面所成

角、二面角的概念、取值范围等，考生都要有清晰认

知。具体应用方法可参考各区立体几何解答题加

以感悟和体会。

同学们可以下题为例，感受基础知识掌握的重

要性。

例：2023年西城区一模选择第7题

已知双曲线 C 的中心在原点，以坐标轴为对称

轴。则“ C 的离心率为 2”是“ C 的一条渐近线为

y＝ 3 x ”的

（A）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B）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C）充分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此题正确率不高，原因是考生未考虑双曲线的焦

点位置在 y 轴上的可能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不清

楚双曲线的离心率与焦点位置无关。此题着重考查

考生对双曲线标准方程及双曲线的渐近线方程的对

应关系，有效检测出知识漏洞。

对于充要条件的判断问题，考生往往很头疼，一

是因其覆盖的知识面广，任何数学命题都可成为此

类型题目的考查背景；二是必须对命题中提出的相

关数学命题的充分性和必要性的条件很清晰。理

解充分性或者必要性的正确性需要严格推理，其实

是解决“任意性”的问题。但是要否定其正确性只

需举出一个反例即可，也就是解决“存在性”的问

题。同学们对这类问题加以归纳，是查找知识缺口

的好方法。

二、梳理答题思路，优化解题方法

考场上，解题的速度和准确度，取决于同学们对

数学知识的熟练度、解题技巧的运用、思维能力的差

异等。在最后几天的备考时间里，考生不要盲目做

题，要结合自己存在的知识盲区、疑难点进行有针对

性的解题练习；要对做过的题目进行答题思路的梳

理，并优化解题方法。选择最优或较优的解题方法

是提高答题效率、提高求解正确率的有效途径。具

体建议如下。

1.错题重做

错题重做是一种修补知识漏洞或概念理解偏差

的有效方法。如果重做正确则说明问题已解决；如

果还错，则需分析自己的错因，解决知识或方法上

不清楚的问题。对同一个知识点多次出错的情况，

考生更要加以重视，使用适合自己的方法克服错误

发生。

例：西城区二模的第2题和朝阳区二模的第1题

已 知 集 合 A ={ }x|-1 ≤ x≤ 1 ，B ={ }x|3x < 1 ，则

A⋃B =
（A）[ )-   1，0 （B）( )-   ∞，0
（C）[ ]-1，1 （D）( ]-   ∞，1
已知集合A ={ }x ∈ N| x≤ 5 ，集合B ={ }x| x(x - 2)> 0 ，

则A⋂B =
（A）{ }2，3，4 （B）{ }3，4，5
（C）[ )2，5 （D）( ]2，5
集合的运算常作为选择题中的基础题出现，但总

有同学出错。常见错因有：将交集“∩”与并集“∪”的符

号混淆、求解不等式的解集出错、对于常见集合的大

写字母符号（如 N、Z 等）表示的数集含义不清楚或者

视而不见等。建议的解决办法：对交集和并集符号用

“交”“并”文字标记在侧；练习二次不等式、分式不等

式、指（对）数不等式的解集的解法；谐音或者联想记

忆数集符号，对于非实数集的符号圈画出来。

2.梳理通法

对解题的通性通法还不熟练的同学，不必追求突

破难题，此时要将精力集中在对通法的掌握上。尤

其是解答题中的以下几个类型题目常用的解法及工

具：解三角形中正余弦定理的应用；立体几何中线面

关系的证明以及用向量法进行空间角的计算公式；

统计概率中概率计算、随机变量分布列及期望方差

的运算公式；函数的导数计算公式及用导数研究函

数单调性、极值最值、零点等的方法；圆锥曲线方程、

离心率的确定、直线与圆锥曲线位置关系中“消参”

的常用方法等。

例：2023年西城区二模第19题

已知椭圆E: x
2

a2 +
y2

b2 = 1( )a > b > 0 的短轴长为2 2，

一个焦点为F1( )-2，0 ．

（Ⅰ）求椭圆E的方程和离心率；

（Ⅱ）设 直 线 l:x - my - 2 = 0与 椭 圆 E交 于 两 点

A，B，点M在线段AB上，点F1关于点M的对称点为C．

当四边形AF1BC的面积最大时，求m的值．

解：（Ⅰ）由题设
ì
í
î

ï

ï

c = 2
2b = 2 2
a2 = b2 + c2

，解得
ì
í
î
a = 6
b = 2 .

所以椭圆E的方程为 x2

6 +
y2

2 = 1．E的离心率为

c
a
= 6

3 ．

（Ⅱ）设椭圆E的另一个焦点为F2( )2，0 ，则直线

l过点F2.

由{x = my + 2
x2 + 3y2 = 6，得 ( )m2 + 3 y2 + 4my - 2 = 0．

设 A( )x1，y1 ，B( )x2，y2 ， 则 y1 + y2 =
-4m
m2 + 3 ，

y1y2 =
-2

m2 + 3 ．

由题设，点M为线段F1C的中点，所以点F1和点C

到直线AB的距离相等．

所以四边形AF1BC的面积为△F1AB面积的2倍 .

又y1y2 =
-2

m2 + 3 < 0，
所以S四边形AF1BC

= 2S△F1AB = 2 × 12 × ||F1F2 × ( )|| y1 + || y2

= 4 || y1 - y2 = 4 ( )y1 + y2
2
- 4y1y2 ．

所以

S四边形AF1BC
= 4 16m2

(m2 + 3)2 +
8

m2 + 3 = 8 6 m2 + 1
(m2 + 3)2 .

设t = m2 + 1，则t ≥ 1．
所以

S四边形AF1BC
= 8 6 t

(t + 2)2 = 8 6 1
t + 4

t
+ 4 ≤ 4 3 .

当且仅当t = 2，即m= ±1时，S四边形AF1BC
= 4 3．

所以四边形AF1BC的面积最大时，m= ±1．
此题是典型的动直线引发动点问题，参数就在直

线方程中，考生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不规则四边形的

面积进行转化。此处既可以按上述解法用线段 F1F

分割，也可以用线段 AB 分割四边形成两个三角形的

面积之和；需要用到韦达定理、弦长公式、均值不等

式求函数最值等方法，是对通性通法考查的典型题

目。当然，在对有关定点、定值、最值等问题思考时，

考生对特殊情况的优先探究可以对一般结论的方向

形成预判。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问题本质是

几何问题，把图形的位置关系代数化，最终还是为了

解决几何问题。 （下转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