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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2006年全国各地高考数学试题涌现出两类设计极具创意，

有强烈时代气息的创新型高考试题。即新信息迁移题和研究

性、探索性试题，构思新颖巧妙、内容丰富充实、形式生动

活泼，是高考试题中难得的亮点. (1)亮点1 新信息迁移题 “新

信息迁移题”主要通过学生观察、阅读理解所定义的新概念

、新运算，从中获得解题所需知识、信息，并立即将其综合

应用到实际解题过程中，考查其阅读理解、知识迁移能力和

后续学习的潜能.2006年的新信息迁移题在全国各地高考试卷

中频繁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0个省(市)理科卷中就出现10

多道新信息迁移题，呈现内容十分广博(其中不乏背景新颖、

语言情境陌生且具有一定高等数学背景的创新试题)，思维具

有丰富、多变、多维、开放的格局和态势，如四川卷理科

第16题定义了“融洽集”概念，湖北卷第15题的对所定义的

“莱布尼茨三角形”问题，福建理科卷第12题“距离”，北

京理科卷第20题“绝对差数列”，上海理科卷第16题“距离

坐标”，都是不可多得的好题新题。 (2)亮点2研究性、探索

性试题 “数学探究”是新课程改革竭力倡导的一种研究性学

习方式，近年来，高考明显加大了对学生直觉猜想、观察发

现、归纳类比等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考查力度

，由归纳得到猜想，由类比发现新知等试题都有较高的能力

要求，具有一定的难度.如2006年，北京卷理科第20题。本题

自始至终没有“研究”二字.但实质是在考查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研究能力.首先给出了一个学生陌生的问题环境一“绝对差

数列”，接下来的三问都是在研究“绝对差数列”的性质.又

如，广东卷第20题属于抽象函数且具有明显的高等数学背景

的问题，类似这样的高观点试题还有湖北第15题的“面积函

数”，福建第22题“级数”的上界估计，四川第22题“凸函

数”性质及“中值定理”等，对阅渎理解能力、抽象思维能

力和代数推理能力及归纳猜想、类比发现等创新意识均有较

高要求，旨在进一步考查学生后续学习的潜能，提高试题的

区分度.作为压轴题具有相当的难度也在情理中.对于尚未接触

高等数学知识的中学生而言，要具备在短时间内从相对陌生

甚至从未谋面的数学语言、符号中.通过阅读获取解题所需知

识、信息.并立即将其综合应用到实际解题过程中去的“现炒

热卖”的高效学习效率，不仅对学生，同时也对中学数学教

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仅依靠“题海战术”的机械训练，没有

经过长期科学训练形成的良好的自学能力，没有对数学语言

、符号敏锐的感悟等深厚的阅读理解能力，欲在短时间内独

立地正确地解决这类背景新颖、语言陌生的试题几乎是不可

能的。 (3)要特别注重细节 许多同学宏观上学习目标、态度、

用功程度，以及理解、感悟、认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不亚

于别人甚至还强于别人，但学习效果、考试分数总是不如人

意，好多问题症结就在细节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细节决

定效果、细节决定成败，请同学们平时学习中千万不能忽视

了细节。 ①学习习惯的细节。一要善于把握解决问题的时机

。优秀的同学学后能及时复习巩固，遇到疑难立即请教弄懂

，做到问题每天不过夜，使疑难一一化解在平时，学得扎实

、缜密，遇到实战自然会游刃有余；而有的同学总爱把复习



巩固、疑难解决往后推，问题累积多了使成了"拦路虎"，解

决也就力不从心了。二要及时反思、总结，平时练习或月考

出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反思暴露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

。有的同学总是老在同样的问题上屡摔跟头，每次考后怨天

尤人、徒落后悔；而优秀的同学考后是不会因分数的高低而

情绪波动的，既不会因成绩高或题目做对了而沾沾自喜，也

不会因成绩低或题目做错了而唉声叹气，他们总是及时总结

，紧盯薄弱环节或出错的问题不放，冷静分析出错原因，对

老师的评析尤为重视，错题笔记木不是形式而是当成顽敌突

破，其结果自然是出错越来越少。三要会听课、会看书，同

样是听课、看书，效果却大相径庭。有的同学听课善于在老

师讲授分析中捕捉重要信息、重点内容，习题课、试卷评析

课或平时课堂上总能把重要内容及相关的纵横交叉的知识点

择要记录，并立即巩固，课堂获取的知识内容丰富且清晰、

效果突出；看书善于抓重点、难点，重点作注眉批，前后联

系、梳理归类，这样的听课、看书能达到聚沙成塔、集腋成

裘、触类旁通、牢固掌握的效果。相反有的同学听课、看书

不爱动笔，听后或看后书上、试卷上几为空白或了了几笔，

无论多少次重复仍难有效果。四要养成既能静心独立思考，

又善于发问善于讨论的习惯，思考问题能把心真正沉下去聚

精会神、心静如水、旁若无人；提问、讨论能有的放矢、切

中关键。五要善于挤时间，把小的或记忆性的东西分散在时

时刻刻的零散时间里。 ②解题习惯的细节。有的同学题目都

能理解，都会做，但就是做不完整、不准确、难得满分，这

也往往与平时做题习惯有关。怎样做题?首先必须认真审题、

明确要求，对题目从头至尾认真审读，审题干、审材料、审



条件、审答项、审说明和要求，关键性宇句要宇斟句酌，切

不可草率行事，否则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越是似曾相识

的所谓"熟题"越要谨慎缜密地审题，许多同学特别爱犯这方

面细节性错误，实在可惜。其次做题步骤要力求准确、规范

、完整、清晰，平时做题时就应该按要求该写的写上、该划

的划上，许多题目一看就会，一做就错，结果都对但难拿满

分，玄机往往在解题过程中，所以平时做任何题目都要尽量

做下去，力求完整、精确，眼高手低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

什么题目都一看差不多就放过去，不可能奢望考试时就能做

完满、规范。再次要养成卷面整洁、条理清晰的习惯，考试(

包括阅卷，特别忌讳卷面上箭头指来指去，答题东一句西一

句，作答混乱、卷面不整。总之无论审题、做题，规范、认

真、缜密的好习惯反映在考时却养成在平时，实战取决于平

时的训练，平时马虎考时就难免会出差错，相反，平时规范

，考时也没有不规范的道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