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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95_B0_E5_c65_106081.htm 高考数学命题应正确

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知识和能力的关系。高考命题应在考

查知识的同时，重视对能力的考查。二是数学诸能力之间的

关系。高考数学试题应突出考查创新意识和作为数学能力核

心的思维能力。三是数学与现实的关系。数学试题不能仅限

于考查课本知识，还应考查考生对现实问题的数学理解。四

是文、理科试题之间的关系。设计文、理科数学试题时，应

该充分体现出文、理科考生的学习差异。 湖南省自2004年实

行高考数学自主命题以来，一直以教育部考试中心《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和《湖南省补充说明》为依

据，充分考虑了湖南中学数学教学实际和高校招生的情况，

努力强化试卷的选拔功能和导向作用，通过命题推动中学数

学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引导中学数学教学向全面培养学生

数学素养和能力的方向发展。 注重考查知识和思想方法 数学

知识和数学思想方法是中学生数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高校对新生的基本要求。因此，高考试题必须注重对这两

方面的考查。教材是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方法的载体，又是

教学的依据，理应成为高考试题的源头。2006年命题时特别

注重发挥教材功能，部分试题就是以课本习题为素材，通过

变形、延伸与拓展来命制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引导师生跳

出“题海”，回归课本，重视教材。 在命题时对数学基础知

识的考查，既注意覆盖面，又注意突出重点。主干知识是支

撑学科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考查时保持了较高比例，并达



到了必要的深度，构成了数学试卷的主体。注重在“知识网

络交汇点”命题，从学科整体意义的高度考虑问题，注重知

识之间的交叉、渗透和综合，以检验考生能否形成一个有序

的网络化知识体系。注重对新增内容的考查，目的在于引导

广大中学数学教师关注高中数学课程的改革，处理好新增内

容的教学深度与考试要求之间的关系。 数学思想和方法是数

学知识在更高层次上的抽象、概括与提炼。因此，高考命题

应注重对数学思想和方法的考查。2006年的数学试题对数学

思想和方法的考查贯穿于整卷之中，同一个试题中涉及了不

同的数学思想方法，同一种数学思想方法在不同的试题中又

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全套试卷从中学数学所蕴含的主要数学

思想和方法立意，淡化特殊技巧，注重通性通法，不出现只

能用特殊技巧才能解答的偏题、怪题，从本质上考查考生对

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掌握程度。 深化能力立意重视创新意识 来

源：www.examda.com 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是

高考命题改革的方向。2006年数学试题在前两年全面考查考

生思维能力、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数学知

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基础上，继续重视考查考生

的学习潜能、创新意识和探究精神，并突出考查考生的数学

思维能力。 考查考生学习新的数学知识的能力。命题时设计

了少量含有符合考生认知水平，但考生以前没有学习过的数

学概念的试题，要求他们通过阅读，理解并运用所给的新知

识，作进一步的运算、分析、推理来解决问题，设置这类试

题的主要目的是测试考生通过独立学习获取新的数学知识的

能力。如理科第20题，要求考生在正确理解“清洁度”这一

新定义的基础上分析和解决问题。 考查考生在新情境中解决



问题的能力。2006年与前两年数学试题考查的主干内容基本

一致，但在同一内容的考查上，2006年有新的面貌、新的情

境。如文科第19题，给出的是含参数的三次函数，符合文科

考生的学习要求，但其中第(Ⅱ)问打破常规，不是直接给出A

、B两点的纵坐标均为函数的极值，而是以几何语言叙述的形

式来呈现，创设了新颖的情境。 考查考生探究问题的能力。

考生的解题过程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设计探索性试题，是考

查考生探索性思维能力的需要。命题时积极调整题型结构，

创设新颖的试题设问方式。如理科第14题是一个结论开放性

问题，答案不唯一，考生可以探索不同的解法；可以说探索

性和开放性试题给考生提供了充分展示能力的空间，很好地

考查了考生的能力和素质。 突出考查考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2006年湖南高考数学试题力求体现“少考一点算，多考一

点想”的命题思路，适当淡化了对繁琐运算的考查，试题的

思维容量大，对考生的思维水平要求高，突出对作为数学能

力核心的思维能力的考查。如理科第3、4、9、10、12、14

、15题，文科第8、10、13、14、15题都着重考查分析问题的

能力，不同的思考方法、不同的运算途径体现考生思维能力

的差异，这正是高考突出考查的一个方面。 重视数学与现实

问题的联系 加强应用意识的培养和考查是教育改革的需要，

同时也是数学科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2006年文、理科试卷

分别有2道和3道应用性试题。应用题重点考查考生对现实问

题的数学理解，要求考生依据现实的生活背景和相关素材，

提炼相关的数学模型，将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并用数

学知识与方法加以解决。如理科第20题取材于与人们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清洗问题，为贴近中学数学教学实际，命



题时进行了模型的理想化、通俗化处理，考查的内容主要涉

及函数、不等式及导数等知识，期望通过该试题揭示节约用

水的两种有效途径，教育考生要合理利用资源。 由于文科和

理科考生所学数学内容不完全相同，学习程度也不一样，为

更合理地反映文、理科考生的学习差异，使广大数学教师更

加注重文科考生数学学习的实际状况，开展切合实际的教学

，2006年文、理科试卷中完全相同的试题仅有2道选择题和1

道填空题，相同试题的个数相对于前两年有明显减少。 文科

试卷中虽然有一些与理科试卷中考查内容大致相同的试题，

但也与理科试题在考查的目标、方式、能力层次上有差异，

并且文科数学试题更加注重基础，起点更低。文科试卷中容

易题和中等题所占的比例，比前两年有较大的提高，但全卷

所体现的高考选拔功能没有改变。 高考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对中学教学有重大影响。我们期望通过命题推动中学数学教

学改革和课程改革，引导中学数学教学向全面培养学生数学

素养和能力的方向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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