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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中国高考

评价体系”，明确指出：“高考评价体系由‘一核’

‘四层’‘四翼’组成，其中：‘一核’为考查目

的，即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四层’

为考查内容，即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

必备知识；‘四翼’为考查要求，即基础性、综合

性、应用性、创新性。”

2020 年高考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既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的一次

高考，又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一次高考，更是

新旧高考平稳过渡的一次高考（福建省 2021 年实施

新高考）。2020 年高考数学全国卷Ⅰ（以下简称“全

国卷Ⅰ”）依托《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真正落实

“在多角度、多层次考查数学知识的基础上，注重

对数学思想方法、数学能力及数学核心素养的考查，

展示了数学的核心价值和人文价值，同时兼顾了试

题的基础性、综合性和应用性，以及试题间的层次

性，合理调控综合程度”。试题秉承“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总体相对稳定。试题设置合理情境，

贯彻“五育并举”的方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践行立德树人



1.知识获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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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本题主要考查中国古代数学文化，要求

考生融会贯通地把握新信息的实质，从中抽象出数

学的模型。试题考查球体相关计算、平面平行、线

面垂直性质等知识，考查空间想象和应用意识，考

查函数与方程及化归与转化思想，考查数学抽象、

数学建模、直观想象等核心素养。解答本题，考生

首先要画出过球心和晷针所确定的平面截地球和晷

面的截面图，根据面面平行的性质定理和线面垂直

的定义判定有关截线的位置关系，而后根据点 A处
的纬度，计算出晷针与点 A处的水平面所成角。

2.实践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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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高考命题

从能力立意到素养导向的转变，结构不良试题很好

实现了这个载体功能（任子朝，赵轩）。在应对结

构不良新的问题情境时，考生需合理地组织、调动

各种相关知识与能力，实施探究或实验活动，分析

结果，寻求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本题考查正弦定

理、余弦定理等解三角形基础知识，考查运算求解

能力，考查函数与方程思想、考查逻辑推理、数学

运算等核心素养。

3.思维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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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解答本题，考生可由已知得等边 ABC△ 的

外接圆半径，进而求出等边 ABC△ 的边长，得出 1OO

的值，后根据球截面性质，求出球的半径，即可得

出结论。解题关键是：能够根据对问题情境的分析，

建构数学模型，运用抽象与联想、归纳与概括、推

演与计算、模型与建模等思维方法来组织、调动相

关的知识与能力。试题考查球的内接、表面积等基

础知识，考查空间想象能力、推理论证能力、运算

求解能力，考查函数与方程的思想，考查直观想象、

数学运算等核心素养。

三、重点突出，考查“数学本质”

1.固本强基，夯实发展基础。

全国卷Ⅰ试题以纲为纲，以本为本。“以纲为

纲”，第一个“纲”是考纲（包括 2019 版“考试大

纲”、《中国高考评价体系》，2021 年我省将取消

“考试大纲”）；第二个“纲”是《普通高中数学

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第三个“纲”

是《基于高考评价体系的数学科考试内容改革实施

路径》（《中国考试》2019 年第 12 期）一文中的“考

查要求”。“以本为本”，第一个“本”是指近 3

年高考试题和教材；第二个“本”是指以学生为本，

命题贴近考生实际。

全国卷Ⅰ文、理科两份试卷，在题型、题量、

分值及知识分布上，较往年保持稳定。理科卷选择

题以考生熟悉的复数问题开篇，文科卷选择题以简

单的集合问题开篇，两道题考生均较易上手。选择

题、填空题难度不大，第 11、12 题虽有一定难度，

但也不及以往高考数学卷选填部分压轴题的难度。

解答题考查的均是高中数学的主干内容，文、理科

两份试卷共有 7 道题完全相同，其中选择题 4 道、

填空题 1道、解答题 2道。通览文、理科两份试卷，

很多题目似曾相识，甚至在考生平常的练习或模拟

考试中见到过，题目梯度设置合理，无偏题怪题，

综合程度高的考题少，无论是整卷还是具体大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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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意见：二位作者均为省级名师，其中陈清

华教授系我刊数学科核心作者，蔡海涛系省“十三

五”中学数学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手握三项省级

课题。具体到本文，以案例加简析的结构，由今年

高考部分数学卷的研究，引申出高考综合改革背景

下数学卷的特点归纳，对一线教师有较高参考价值。

5436 字，4码，复习栏目。原创，除试题引用部分，

重复率不到 10%。

外审意见：作者对今年高考的亮点题均作了剖

析，点评到位。但对今年全国卷Ⅰ压轴题的分析不

够。建议如下：（1）将文章的第一大点（一、明确

方向，落实“五育并举”）篇幅压缩；（2）增加一

大点，对比分析今年与近两年高考题中的压轴题。

今年压轴的题 16，以及概率统计题（应用题）、导

数题，与去年比较，风格与难易方面都有了调整，

请对这些变化进行剖析，并对明年的高考复习提出

思考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