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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学高考题中新概念题的分析

北京 师 范 大 学 （珠海 ） 附 中 黄 晓

所谓
“

新概念题
”

是从教材 中 引 申
一些新 的概 的哪个概念 ， 则会让学生产生畏难 的心理 实 际上 ，

念 、符号 要求学生运用所给的新概念或符号作一步
“

新概念题
”

虽有高等数学背景 ，但分析发现 这类题

的运算 、分析 、推理来解决 问题 ， 需要学生有较强 的 是在初等数学中集合 、 向量等概念的基础上加 以 引 申

阅读理解能力 、知识迁移能力 及综合应用 知识的 能 而来 ，对于这些概念学生认知结构 中有相应 的
“

先行

力 新概念题既能考查学生的运算能力 、逻辑推理能 组织者
”

，如果从初等数学概念人手分析题的知识背

力 ，也能考查学生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独立获 景 ，则会让学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因此 ，笔者重点总

取数学知识的能力 ，符合
“

能力立意
”

的命题思想 另 结的是
“

新概念题
”

的初等数学的知识背景 分析近年

外新概念题还能反 映学生进
一步学 习 的潜能 ， 体现 来的数学高考题发现 ：集合 、 函数 、 向量及数列是新概

了高考的选拔功能 因此 新概念题作为一个新题型 念题主要的命题背景 ，这是因为这些 内容是连接初等

而得到命题专家的青睐 新概念题将是 以 后数学高 数学与高等数学的纽带 ， 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 ，需要

考题的常见题型 对此 ，应重视对新概念题的命题分 考查学生进一步学习 的潜力 ， 因此与高等数学有联系

析 、备考 笔者在分析近年来各省数学高考题的新概 的集合 、 函数 、 向量及数列等内容成为命题的热点

念题的基础上 讨论 了新概念题
“

考什么
”

、

“

怎么考
”

分析近年来各 省 数学 高考题发现 ， 以 集合 、 函

及
“

如何备考
”

的 问题 ， 以 图 为高考复 习提供参考 数 、 向量及数列作为命题背景的创新题不乏其见

案例 以集合为背景的新概念题

卜 力 ，

命题背最分析 ，

…

， ，其 中 ， 《 ，定义 向

新概念题有高等数学的背景 ，而学生认知结构 中 量集 若对于任意 存在

缺乏认知其高数背景的
“

先行组织者
”

，如果遇到某个 二 ，使得 ； 则称 具有性质 例如
“

新概念题 直接告诉学生该题考查的是高等数学 中
一

， ， 具有性质

③ 每公斤蟹苗 的价格 为 元 ， 其饲养 费用 为 于课本 ，有利于使学生摆脱题海 ， 减轻过重的学业负

元 ， 当年可获 元收益 ； 担 试卷体现 了 以学生为本的人文精神 ，从而使全体

④ 每公斤虾苗 的价格 为 元 ， 其饲养 费用 为 考生能充分发挥 自 己 应有 的水平 ， 也使试卷能更好

元 ， 当年可获 元收益 ； 了解 、鉴别考生 的不 同 能 力 如个别题 目 加 注提示

若租用水面 亩 ，则年租金共需 元 ； 语 ，关键字眼加注着重号 ， 以减少考生出现非知识性

水产养殖 的成本包括水面年租金 、 苗种 费 的错误 为学 困生设置附加题等 ，使更多的学困生通

用 和饲养费用 求每亩水 面蟹虾混合养殖 的年利润 过努力 ， 能达到合格 的水平 ， 这更好地体现 了
“

人人

利润 ： 收益
一成本 ）

》 学有价值的数学 ； 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 ，不 同 的

李大爷现有 资金 元 ， 他准备再 向 银 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 的发展
”

的理念

行贷不超过 元的款 用于蟹虾混合养殖 已知 总之 ，试卷命题要体现数学学科的特点 ，注重考

银行贷款的年利 率为 ， 试 问 李大爷应该租多少 查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 突 出 数学思想方法 的理解

亩水面 ， 并 向 银 行 贷款 多 少 元 可 使 年 利 润 超 过 与应用 ，努力创造探索思考的机会与空间 同时注重

元 ？ 考查学生提 出 问题 、 理解 问 题 ， 获取数学信息 的能

本题将苏州 的特产 与数学相结合 ， 不仅体现独 力 在命题的创新上要有所作为 ， 既利用各种传统题

特的苏州气息 ，还蕴含着数学 中 的银行贷款利率 问 型 ， 又适 当采用新颖的题型 ，使
“

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

题 ，让学生耳 目
一新 激发浓厚的解题乐趣 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

的三维 目 标更多地融人试

体现人文精神 形 成 良好导 向 卷之 中 ，使 中学数学命题能充分发挥考试的导 向作

数学试卷命题要体现
“

依纲用本 ， 试题尽量源 用 ，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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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 且 丨

一

， ， ， 具有性质 ， 求 这样 的 的 个 数 为 （ ， 则 得 到 一 个 新 数 列

的值 ； ） 例如 ， 若数列 是 … 则数

若 具有性质 求证 ： ， 且 当 〉 列
■

是 ， ， ，

…

，

—

，

… 已 知 对任 意 的

时 ，
， 则 （

； 若 乂 具有性质 尸
，且 力

二
：！

，

二“ ？ 为 常

数 ） ，求有穷数列 力 ，七 ， 『 的通项公式 点评 ： 本题 以数列 为背景 ， 通过新定 义 考查学

点评 ： 本题属 于新概念题 ， 通过定 义
“

集合 生 的阅读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属 于难题

具有性质 这一概念 考查学生独立获取数学知识 立意分析

的能力及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定义的表述 髙考命题已 由
“

知识立意
”

变为
“

能力 立 意
”

新

看 该题有抽象 代数 的 背景 ， 但是从考查 的 知识点 概念题体现 了
“

能力 立意 的思想 ， 其主要考查学生

看 ，本题主要考查 了集合的基本性质 、元素和集合的 数学阅读理解能力 、 面对新情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关系 以及集合的综合运算等基础知识 因此 ， 与其说 力 、独立探究获取数学知识的能力

其具有高等数学背景 ， 不如说其是 以初 等数学 中 集 新概念题注重考查学生数学 阅读理解能力 ， 主

合作为命题背景 以集合作为命题引 申 点 的 高考题 要是语言 的转化能力 即 文字语言和符号语言 的转化

是近年来命题的终点 内容 ，应引起足够重视 能力 ， 既要求学生能把符号语言转化为文字语言 学

案例 以 函数为背景的新概念题 生用 自 己通俗的语言理解题意 ） ，也要求学生能把文

辽宁理 已知 函数 字语言转化 为 符号语 言 （ 学生 用 数学符号表达 解

法 比如案例 ，学生要准确把握题意 ， 首先要把数

设 叶 （ 义 ，尽 ，所
’

『 ， 集 的符号描述转化 为 下 面 的一些 文字描 述 ： 第

， （ 表示 中 的较大值 ， 丨

一

、数
“
一

”
一定是数集 的元素 ；第二 、数集 至

表示 的 最 小 值 ） ， 记 的 最 小 值 为 ， 少有三个元素 ； 第三 、 数集 除 了
“
一

”

外其他元

的最大值为 则 素都大于零 ，且单调递增 其次 ， 要求学生能把 向 量

集 的符号描述转化为文字描述 ：从数集 中任意

选取两个数作为 向 量 的 坐标 ， 然后 由 这些 向量组成

点评 ： 本题 以 二次 函 数作为命题 的 出 发点 ， 通 集合 最后 ， 学生 为 了 更好地理解集合 具有性

过定义两个新 的 函数 、 〉 ， 考查 函 数最 质 的 意思 ， 可 以用 文字语言描述 出 来 ， 即集合

值的知识点 ； 能力 上 ， 主要考查 了学生 的 阅读能力 、 具有性质 是指 ：对于集合 中 的任意一个 向 量都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该题定义 函数 的方式在高 能在 中找到一个与之垂直的 向 量 学生通过把符

数 中 的数学分析中 比较常苋 ，但实 际命题时还是紧 号语言转化为通俗的文字语言 ，有助于理解题意 、找

紧 围绕髙 中 函数的相关知识 对此 ，在备考时要注重 到解法 ， 而在此基础 上学生需用数学符号语言表达

思考以 函数为 出 发点的新概念题的引 申方 向 自 己 的解法 这又要求学生能把文字语言转化为符

案例 以平面 向量为背景的新概念题 号语言 只有在完成这两种转化的基础上 ，学生才能

山 东理 定 义平面 向 量之间 的一种 较好地解决该题

运算
“

①
”

如下 ，对任意的 二
丨 饥 ，… ， 石

二 … ，令 ： 新概念题注重考查学 生分析 和 解决 问题 的能
—

下面说法错误的是 （ ） 力 一般的考题 考查学生是否会用所学知识去解决

若 与？共线 ，则 问题 ，而新概念题则要求学生数学式地思考和分析

问题 这类 问题考生无法 套 用 现成 的题型 、 解题模

对任意的 ，有 式 可 以有效地考查学生学习新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

力 比如要解决案例 的 问题就没有现成 的公式定

点评 ： 本题在平面 向量 的基础上 ，加 以创新 ， 属 理可用 问题的关键是学生要深刻理解集合 具有

新概念题 ， 考查平面 向量的基础知识以及分析问题 、 性质 的含义 ，题 目 给 了
一个特殊 的集合说它具有

解决问题的能力 性质下 ， 实际上是提示学生利用特殊例子去理解 比

案例 以数列为背景的新概念题 较抽象的定义 ， 考查 了特殊化的思想 又 比如学生要

湖南理 若数列 满足 ： 对任意 的 解决案例 需要尝试算 出前面几项 ，然后找规律 ， 考

， 只有有限个正整数 使得 《 成立 ， 记 查的是学生归纳抽象能力 特殊化思想 、归纳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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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式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 ， 由此可见 ，新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 ，提出 了 以 下的备考对策

概念题比较侧重考查学生 的数学思维方式 ， 备考 的 重视培养学生数学语言 的 语感 ， 提高学

重要任务是教会学生面对该类题时要怎么想 生数学 阅读理解能力

新概念题注重考查学生独立探究获取数学知识 由 以上分析可知 ，新概念题在定义新概念 、新性

的能力 新概念题没有教师的讲解举例 ，要求学生 自 质 、新运算和新法则的基础上设问 要求学生先读懂

己 去仔细揣摩 、领会和理解 ，对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 所给的概念 、性质 、运算和法则 ，要求学生有较强 的

和抽象思维能力 要求较高 比如案例 ，设定 两 问 ， 阅读理解能力 因此 学生 的数学阅读能力对完成新

第一问 比较简单 ， 而第二 问则在第一 问 的基础上 复 概念题尤为重要 ，而数学语言具有与 自 然语言不 同

杂化 ，需要学生写 出前面 的一些项然后从 中找 出 规 的简洁性 、严谨性和抽象性等特点 数学语言这种特

律 学生经历尝试 、观察 、 分析和归纳 的探究过程获 有的特点表明 ： 只依靠语文等其他学科提高学生数

得对新数列 的认识 ，考查 了学生的探究能力 学 阅读能力具有一定的 困难 因此 在平时的数学教

学 中要重视培养学生数学语言的
“

语感
”

， 提高数学
‘ ‘

阅读能力

首先 ，要培养学生 的
“

符号感
”

心 理学研究表

明 ： 知识的呈现形式会影响知识的表征方式 ，而表征
和解答题的形式 出 现 有些省份的

、

新概念题是选择
力式又会影响人对知识的藤 因此 ，数学知识的表

题或填空题 ’作为 中档题 ； 而有些省 却以解答
， 方式是特定的 ，学生能否建立这种特定 的表征方

形 为
式会影响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 这就意昧着 ：要帮

， 鮮生理解数学就需要帮助其建立数学式的表征方
义 的对象来分 ， 新概念 又 主要分 为 四类 ： 定义新性

十 县 枯 钟且效旦几

床 中 瓶挪今 中 云貧知中 味 … 加 宏
式 ’ 而数学知识的最大特点就是符号化 ，所 以要做到

：

、定乂新概

々
新

这点 ’就需要培养学生 良好的符号感 新概念题中 的
例 足义

一

个性 茶例 足乂
一

丨 新概念、 ， 茶
工 七亡 口

例 则定义 了一个新运算 ， 案例 则定义 了新数 歹

是符号化的语言 ，要提高学生 的数学 阅读理解能力
设 问分析

新概念题的设问具有分层性和 开放性 的特点

新概念题一般会设置两到三个问题 ， 问题 由 易到难 ，

口， ！ ， ，

问题间联系 也 比较密切 般来说 ，前面问题的结 仓
口

气
符号化

巧
语 “ 要 刻地理解 号所表达

或方法可 以迁移到后翻剛 ， 如賴 第
聽思 ， 就觀进行符号语 和 自 然语 § 丨捕转化

的结论和方法可 以迁翻 膽有解能 ：

认知心鮮誠看 ’所谓
“

贿 了
”

’娜能对同

接迁移 ，但練贿翻剛有利 于《聰概念
棘的不随郷规浦化

，
， 高学生的

的理解 从 糊相刷翻驗 ， 減例
職麵能力 ’需難鮮生隨

■

转化能力 在平

面问题的嫩有听学生更測地麵集合 具
咖鮮 巾 ，肝定奴理要注制 导学生用 不 同

有性质 的含义 学生通过前翻 的赚逐步领会 语韻行表达 ，把语言转化能力眺养寓 于平 时 的

如何利用集合 具有性质 这一条件 ，从而有利于

第三问 的解决 另 外 ， 新概念题的 问题也 比较开放 最后 ，重视数学语言的句式结构 的归纳 数学语

—般来说 ，学生不能套用现成的公式定理 ，也没有现 言的表达有特定的词和句式结构 比如
“

或
”

、

“

且
”

、

成的套路 学生 自 己要先学 习 新给的概念 ，然后去尝
“

当且仅 当
”

及
“

有且仅有
”

等在数学语言 中有特定的

试 、观察 、发现 、归纳和概括抽象 ，解题的过程是开放 含义 ，教学 中要注意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这些特定词

的 比如案例 和案例 的 问题就不直接代公式和 语 的 意 思 又 比 如 数 学 中 极 限 的
— 语 言

定理 学生都要经过不断的尝试和归 纳才能找到解 〉 ，存在正整数 ， 当 《〉 时 ，都有
—

丨

决的方法 每个学生的解题过程也会有所不 同 ，过程 ， 则称 是数列 的极 限 把 当 中 的结构 抽 出 来

是开放的 即为
“

对任 意 ， 存在 ， 当 ， 有
”

， 很

多数学命题都采用这种 句式结构 ， 如 案例 的句式

结构觀擁 数学语言还有難句式结构 ，

以上分析 了新概念题考什么 和怎 么考 的 问题 在平时的教学 中要注意总结归纳 ，这样 ，学生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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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
“

旋转变换
”

中
“

不变性
”

江 苏 省 启 东 市 开发 区 中 学 杨 雪华

初 中数学有平移 、 翻折 、旋转 、 位似 四种 图形变
“

变化
”

中理出 一条
“

不变
”

的分析规律 ， 成为学生解

换 ，旋转 以其
“

变化莫测
”

成为学生学 习 的较难知识 题的重要经验

点之一 作为一线的数学教师常常 困 惑 于如何找到 旋转和相 似 的结合 是初 中 数学 的 重 点 内 容之

探究此类 问题的一般解法 ，进而 引 导学生从旋转 的 一

，纵观历年来全 国各地的 中考数学卷 ， 多少总能找

新概念题时会觉得似 曾相似 ， 有利于理解题意 达思想 、方法 、推理等 学生 在解决新概念题的过程

重视与离等数学相关联的知识的研究和复 习 中要经历多次尝试 、调整 ，这离不开学生对 自 己思维

新概念多 以集合 、 函数 、平面 向 量和数列 为命题 的反思和调节
“

由 于数学学 习 材料 的抽 象性 ， 导致

背景 其 中 的原因是 ：这些知识是联系初髙等数学的 了数学学习 活动的髙度抽象性 这种具体性较差 、与

纽带 ， 而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 ，有一个重要的 目 的就 现实有一定距离的学 习 活动 ， 更加需要多 活动 过程

是考查学生继续学习 的潜力 所以 ，新概念题喜欢选 的 自 我意识 ，这是 因 为学生 的数学学 习 是螺旋上升

择那些与高等数学有联系 的知识为背景 比如北京 的 ，对新知识的认识是在对 已有知识进行反思 的基

年高考题第 题和上海 年高考题第 础上实现的 ， 因此 ，数学学习 活动需要学习 活动 和对

题都 以集合为背景 因此 ， 高三备考要注意上述知识 活动过程 的 自 我意识的协调统一 学生对新概念题

的命题研究 的认识理解也是在对所学知识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实

首先 ，作为教师要重视分析新概念题 中 的高等 现的 ， 因此 学生要理解新概念题 ， 离不开学生对 自

数学背景 数学教师不但要知道新概念题 的初等数 己思维的反思和调节 教师 向学生展现解决问题 的

学背景 ，而且要知道其高等数学背景 ， 亦 即要知道集 思维过程 有助于提升学生反思和调节的能力 ，从而

合 函数等这些知识整个纵 向 的发展脉络 对髙等数 有助于新概念题的解决

学背景的把握有助于明确命题方 向 其实 ，新概念不
，

乏高等数学背景 如 年 四 川 高考理科数学第

题就 以髙等代数 中
“

数域
”

为背景 ， 稍 微改动 ， 弓 新概念将是 以后高 考题的 常见题型 ， 考查 了 学

人封闭集的定义 对此 ，教师在高考复 习 备考时要注 生数学的阅读理解能 力 、数学式地分析和解决 问题

重思考和总结集合 、 函数 、 向量及数列等知识在高等 的能力 复 习备考 中要重视培养学生的
“

符号感
”

，提

数学 中 的地位 ，对知识的发展脉络做到 了然在胸 升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另 外 教师还应展现思考问题

展现教师解决数学 问题 的思维 ， 让学生体 的思维过程 ，让学生体验数学思维活动 的经验 ，提升

学式的 考方式 鮮式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新概念题没有现成公式定理可用 ， 也没有现成

的解题套路 ，解答新概念题时 ，没有教师的讲解和模 参考文献

仿的例子 ，完全是学生独立分析完成 ，对学生分析问
马 鹏 ， 孔 凡哲 ， 张 春 莉 主 编 数 学 教 育 测 量 与 评 价

题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此 ’ ±学—到
北京随大学 出版社

数学问题如何去想对解决新概念题尤为重要 要做 罗 强 新 的数学能 力 观下 的 高考数学试题
——

年高

到这点 ， 教师在平时的教学 中 ，要 向学生展现思考问 考数学试题解析 中学数学研究

题的过程 、介绍教师的数学思维活 动经验 比如 ， 教 张 少君 ， 昌 国 良 数学新概念题 的 突 破——从 湖 南

师在解决问题过程 中 ，有怎样 的思考过程 ；在遇到 困 年高考新概念题谈起 ■ 中学数学教学 ，

难时 ， 如何寻找突破难点 的方法 ； 怎样开拓思路 ， 打 曹才翰 章建跃 数学教育心理学 北 京 师范大学 出

破思维僵局 ； 如何反思 、修正 、整理思维过程 ，精确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