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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期中试卷分析与备考策略指导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付海龙

数数学学

海淀区期中数学试卷主要考查了集合与逻辑、复数、
不等式、函数与导数、三角函数、向量、数列等.本文结合学
生做题情况，给予试题分析与备考指导.

试卷选择题和填空题部分多为基础知识的直接考查，
如集合运算、复数运算、基本不等式、函数性质、三角函数
定义等，这些题目旨在检验考生对数学基础知识的理解和
掌握程度.

关于能力考查，现针对考生在考试中出现的问题逐一
分析解答.

【题目8】 大面积绿化可以增加地表的绿植覆盖，可
以调节小环境的气温，好的绿化有助于降低气温日较差
（一天气温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图1是甲、乙两地某一
天的气温曲线图.假设除绿化外，其他可能影响甲、乙两地
温度的因素均一致，则下列结论中错误的是（ ）

图1

A.由图1推测，甲地的绿化好于乙地
B.当日6时到12时，甲地气温的平均变化率小于乙地

气温的平均变化率
C.当日12时到18时，甲地气温的平均变化率小于乙

地气温的平均变化率
D.当日必存在一个时刻，甲、乙两地气温的瞬时变化

率相同
答案：C
分析：本题属于数学应用能力的考查，以气温变化为

背景，通过分析甲、乙两地气温曲线，考查考生对函数平均
变化率、瞬时变化率等概念的理解与应用，要求考生能将
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进行求解.

考生不选C的原因是对平均变化率的概念存在误解.
平均变化率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气温变化量与时间变化
量的比值.在12时到18时这个时间段内，甲地气温变化量
为 y1 ，乙地气温变化量为 y2 . 注意 y1 和 y2 均 < 0 ，

且 ||y1 < ||y2 ，从而 y1 >y2 . 甲地的平均变化率为
y16 ,甲地的平均变化率为

y26 ，从而甲地气温的平均变

化率大于乙地气温的平均变化
率. 考生误认为 y1 <y2 ，从而
排除了C选项，选择了D选项.

由此可见，考生对使用数形
结合思想解决问题的掌握不够灵
活.其实，考生可以尝试把图1中
的乙图象向下平移，那么一定会
在某个局部出现图2的情形，此时 A 点处甲、乙两地气温
的瞬时变化率是否相同呢？即使不会严谨证明，通过模糊
的感知，也可以认为变化率是相同的（两曲线在点 A 处有
相同的切线）.

【题目9】 设无穷等差数列 { }an 的前 n 项积为 Tn .若
a1 < 0 ，则“ Tn 有最大值”是“公差 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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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A
分析：本题考查考生的逻辑推理能力，需要考生运用

逻辑推理，结合数列性质进行分析. 大多数考生能分析
出不必要性是正确的，但充分性拿不准. 本题可以采用
反证法来解决，就是：若 a1 < 0 ，则“ Tn 有最大值”推不出

“公差 d0 ”的话，则应该有 d < 0 . 若 d < 0 ，不难想象，

0 > a1 > a2 > a3 > …，很显然 Tn 是没有最大值的. 这就产生
矛盾了，所以应有公差 d0 成立.

在复习过程中，考生应注意等差数列及等比数列的函
数特性，结合函数特性来研究数列问题.

【题目10】 已知数列{ }an 满足 an + 1 = ran(1 - an)
(n = 1,2,3,…) ，a1 ∈(0,1) ，则

A.当 r = 2 时，存在 n 使得 an 1
B.当 r = 3时，存在 n 使得 an < 0
C.当 r = 3时，存在正整数 N，当 n >N 时，an + 1 > an

D.当 r = 2时，存在正整数N,当n >N时，an + 1 - an < 12024
答案：D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需要考生

综合考虑数列递推关系、数列项的取值范围、单调性等多
个因素，对考生综合分析能力要求较高.

这类题目一般和不动点相结合，其解决方式是把数列
问题函数化，结合函数图象快速观察数列的变化趋势.

下面仅就 r = 2 的时候进行分析.
步骤一步骤一：：在同一坐标系画出函数 y = 2x(1 - x) 和 y = x

的图象（其中 0 < x < 1），如图3.
步骤二步骤二：：针对 a1 的不同取值，逐一分析 an 的变化

规律 .

若 0 < a1 < 1，如图 4，画出 a2 , a3 , a4 , …，观察出 { }an

递增，且无限趋近于 0.5；若 a1 = 0.5 ，则 { }an 为常数列；若
0.5 < a1 < 1，考生可以模仿上面的思路画下来.

图3 图4

至此，选D的理由已经显而易见.其实 12024 可以换成

任意正数，因为 { }an 是递增数列，且无限趋近于0.5，所以
an + 1 - an > 0 且无限趋于0.

【题目14】 已知函数 f (x) = sin(ωx +φ)(ω > 0 , ||φ < π2 )
满足 f (x) -2f (0) 恒成立.

① φ 的取值范围是 ；

②若 f (2π3 )= -2f (0) ，则 ω 的最小值为 .

答案：éë
ö
ø

π6 , π2 , 2
分析：本题需要考生综合运用三角函数的性质、不等

式恒成立的条件以及三角函数的求值方法解决问题.要求
考生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能够灵活运
用所学知识进行推导和计算.

本题涉及两个基本问题：恒成立与存在.
恒成立恒成立：：f (x) - 2f (0) 恒成立，指的是 f (x) 的最小

值 -2f (0) ，即 -1-2f (0) ；
存在存在：：若 f (2π3 )= - 2f (0) ，指的是 -2f (0) 来自于 f (x) 的

值域中的某个值，即 -1-2f (0) 1 .

两者结合，可得 -2f (0)= -1，即 f (0)= 12 .

考生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是上述两个基本题的等价转
化不到位，导致无从下手.

【题目15】 已知函数 f (x) = ln(x + 1)
ln x ，其定义域记为集

合 D,a,b ∈D，给出下列四个结论：

① D ={ }x| x > 0且x≠1 ；

② 若 ab = 1，则 || f (a) - f (b) > 1；

③ 存在 a≠ b，使得 f (a) = f (b) ；
④ 对任意 a ，存在 b使得 f (a) + f (b) = 1 .
其中所有正确结论的序号是 .
答案：①②④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需要结合函

数的定义域、值域，单调性，以及函数图象草图来研究问题.

需要考生对函数的相关知识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和掌握.

本题重点是在②③④的判断上，解决问题的根本是画

出函数 f (x) = ln(x + 1)
ln x 的图象.

方案一方案一：：分别画出 y = ln(x + 1) 和 y = ln x 的图象（如

图 5），通过分析，画出 f (x) 的图象草图（如图6）；

图5 图6

方案二方案二：：分别画出 y = ln(x + 1) 和 y = ln x 的图象（如

图 5），结合导数 f ′(x) = x ln x -(x + 1)ln(x + 1)
x(x + 1)ln2x

，画出 f (x) 的

图象（如图6）.

两种方式都要注意函数 f (x) 的图象不是连续的，

要 针 对 x ∈ (0,1) 和 (1,+∞) 分别分析. 其中，当 x > 1 时，

ln(x + 1)> ln x > 0 ，所以
ln(x + 1)
ln x > 1 .

【题目17】 设函数 f (x) = A sin 2x - 2 sin2x + 1（A > 0），

从条件①、条件②、条件③这三个条件中选择一个作为已知.

（I）求 A的值；

（II）若 f (x) 在 (0,m) 上有且仅有两个极大值点，求 m

的取值范围.

条件①：f (π4 )+ f ( 7π12 )= 0 ；

条件②：将 f (x) 的图象向右平移 π12 个单位长度后所

得的图象关于原点对称；

条件③：对于任意的实数 x1 , x2 , || f (x1) - f (x2) 的最大

值为4.

分析：本题第二问难度系数较高，考生要有清晰的解
题逻辑，从已知条件出发，逐步推导出结果.同时，考生需
要在解题过程中选择合适的策略.三个条件均可以选择，
但考生要筛选哪一个更容易解决问题. 考后复盘时可以逐
一分析每个条件的本质是什么，但在考试时就要选择哪个
容易且高效.

此题得分低还有一个原因是考生对“有且仅有两个
极大值点”理解不到位，转化不准确. 结合正弦函数的特
点，此处的极大值点就是使函数取得最大值时的x值.考
生可以先找到一般的极值点表达式，再结合区间分析取
值范围.

【题目 20】 已知函数 f (x) = a ln(x - a) + 12 x2 -(2a + 1)x，
a > 0 .

（I）若 f (x) 在 x = 4 处取得极大值，求 f (4) 的值；

（II）求 f (x) 的零点个数.

分析：本题第二问得分率很低，涉及零点定义和零点

存在性定理以及分类讨论思想的考查. 解题的关键点：

f (x) 的定义域为 (a,+∞)，f ′(x) = (x - 2a)[x -(a + 1)]
x - a .

对于综合性题目，考生应具备抢分策略.比如本题，考
生至少要针对 f ′(x) = 0 的两根进行分类讨论，将函数的单
调性写清楚. 这样就能快速抢到一些分数.接下来考生可
以根据函数的单调性、极值等性质，在脑海中或在草稿纸
上简单勾勒出函数图象的大致形状，从而直观地判断函数
图象与轴的交点个数，即零点个数.

通过对本次数学题目的分析，考生可以了解到不同题
目对各种能力的考查重点.在复习过程中，考生应扎实掌
握基础知识，提升逻辑推理、综合分析等能力，同时学会运
用数形结合、函数化等思想方法解决问题.

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