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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是同样的路，只在乎你怎样去走而已!
———杨轶博! 安徽省利辛县第一中学

命题研究与备考策略

本辑《试题调研》调研的知识内容是：三角函数、平面向量、不等式! 通过研究近

几年高考对这些内容的考查形式，以及对近几届高三备考的调查，总结归纳一线名师

多年的高三教学经验，特提出以下几点，以供参考!

三角函数

"! 考查形式与特点

三角函数是中学里重要的基本初等函数之一，它的定义和性质有十分明显的特

征和规律性! 它和代数、几何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研究其他部分知识的重要工具，在实

际问题中也有着极广泛的应用! 因而是高考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考查的重要内容

之一! 从近年高考，特别是 #$ 年高考来分析，考查本章内容的形式与特点是：

（"）客观题重基础，有关三角函数的小题其考查重点是三角函数的概念、图像与

图像变换、定义域与值域、三角函数的四性、三角函数的化简与求值!
（%）解答题重技能! 三角函数解答题是高考命题常考常新的基础性题型，其命题

热点是章节内部的三角函数求值问题，如重庆卷（"&）题，北京卷（"’）题，安徽卷（"(）

题等；命题的亮点是跨章节的学科综合命题，如全国卷（!）"( 题，四川卷理（"(）题，

其命题形式是：三角 ) 向量!
（&）对三角函数的应用，既考查解三角形的知识与方法，又考查运用三角公式进

行恒等变换的技能! 主要解法是充分利用三角形内角和定理、正（ 余）弦定理、面积公

式等，并结合三角公式进行三角变换! 如安徽卷（""）题，四川卷理（""）题，湖南卷

（"$）题等!
（*）综合体现三角函数的工具作用! 由于近年高考题突出能力立意，加强对知识

性和应用性考查，故常常在知识的交汇点处出题，如江苏卷（"+）题!
%! 命题趋向与预测

（"）与三角函数概念有关的问题

三角函数的概念，在近几年的高考中，主要以选择、填空的形式出现! 考查要点主

要是：三角函数值的计算、三角函数的符号的判定、角的象限的判断等!
【调研 "】! （%##$ 年陕西卷）“ 等式 ,-.（! ) "）/ ,-. %# 成立”是“!，#，" 成等差

数列 ”的

01 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 ! ! ! ! ! 21 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



! ! ! ! ! ! ! ! ! 拼搏进取，笑待六月!
———胡进存! 甘肃省景泰县第一中学

"# 充分必要条件 $! 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解析! 若 %&’（! ( "）) %&’ *#，则角 ! ( " 与 *# 或 ! + *# 的终边相同，所以 ! ( "
) "! (（ + ,）"·*#，"!!，于是 !，#，" 不成等差数列!

若 !，#，" 成等差数列，则 ! ( " ) *#，所以 %&’（! ( "）) %&’ *#!
综上，“等式 %&’（! ( "）) %&’ *# 成立”是“!，#，" 成等差数列 ”的必要而不充分

条件，故选 -!
! ! 点拨! 通过本题的解答，同学们应自己归纳总结一些常用的小结论，对提高客观

题的解答速度非常有效! 如同名三角函数值相等时角之间的关系（"!!）：

若 %&’ ! ) %&’ #，则 ! ) "! (（ + ,）"·#；

若 ./% ! ) ./% #，则 ! ) *"! 0 #；

若 12’ ! ) 12’ #，则 ! ) "! ( #；

若 ./1 ! ) ./1 #，则 ! ) "! ( #!
（*）与三角函数变换有关的问题

关于三角函数恒等变换，是每年高考的必考点之一! 它不仅考查学生对三角公式

的掌握程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学生的灵活应变能力，要求学生不仅要能直接运用公

式解决相关问题，更要注意创造运用公式的条件!

【调研 *】! （*334 年江苏卷）./1 *3#./% ,3# !( 5%&’ ,3612’ 736 +*./% 83# ) ! ! ! !
分析! 三角式子中既有切函数，又有弦函数，因此先将切函数化为弦函数! 又注

意到题中所涉及角均非特殊角，因此可考虑用和（差）角公式将其变化为特殊角或者

通分后相约消去! 化简 !./% ,36 ( 5 %&’ ,36是本题的关键!

解析 !! ./1 *36./% ,36 ( 5%&’ ,3612’ 736 +*./% 836 ) ./1 !*36./% ,36 ( 5 %&’ ,36./1 *36

+ *./% 836 ) ./1 *36（ !./% ,36 ( 5 %&’ ,36）+ *./% 836 ) *./1 *36 %&’（,36 ( 536）+
*./% 836 )*./1 *36%&’ 836 +*./% 836 )8./%**36 +*./% 836 )* (*./% 836 +*./% 836 )*#
! ! 点拨! 本题属于给定非特殊角求值，解决这类问题的基本思路有：

"化为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此法关键在于找出所给非特殊角与特殊角的关系；

#化为正负相消的项，消去非特殊角之后再求值；

$化分子、分母，使之出现公约数进行约分之后再求值!
（5）与三角函数图像、性质有关的问题

三角函数的图像和性质是三角函数的重点内容，学生应在掌握函数 $ ) %&’ %，

$ ) ./% %的图像和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并掌握 $ ) &%&’（$% ( %）的图像和性质，

除此之外，也应学会在一个周期内确定 $，%，& 的方法! 学会建立 $ ) %&’ % 与 $ )
&%&’（$% ( %）的对应关系并进一步理解其变换过程，以加深对 $，% 的理解!

【调研 5】! （*334 年山东卷）已知函数 ’（%）) &%&’*（$% ( %）（& 9 3，$ 9 3，3 : %

: !* ），且 $ ) ’（%）的最大值为 *，其图像相邻两对称轴间的距离为 *，并过点（,，*）!

（,）求 %；

!



! ! ! ! ! 拼搏一年，成功一生，苦尽甘来，人中之龙!
———付强! 安徽省铜陵县城关镇

（"）计算 "（#）$ "（"）$ ⋯ $ "（" %%&）!

解析! （#）# ’ $()*"（!% $ "）’ $
" + $

" ,-(（"!% $ ""）!

. # ’ "（%）的最大值为 "，$ / %，0 $
" $ $

" ’ ""$ ’ "!

又. 其图像相邻两对称轴间的距离为 "，! / %，

0 #
"（

"!
"!

）’ "，解得 ! ’ !1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过（#，"）点，0 ,-(（ !
" $ ""）’ + #!

0 !
" $ "" ’ "&! $ !，&!!，解得 " ’ &! $ !1 ，&!!，

又. % 2 " 2 !" ，0 " ’ !1 !

（"）. $ ’ "，! ’ " ’ !1 ，0 # ’ # + ,-(（ !
" % $ !" ）’ # $ ()* !" %!

0 "（#）$ "（"）$ "（3）$ "（1）’ " $ # $ % $ # ’ 1!
又. # ’ "（%）的周期为 1，" %%& ’ 1 4 5%"，

0 "（#）$ "（"）$ ⋯ $ "（" %%&）’ 1 4 5%" ’ " %%&!
! ! 点拨! 函数 # ’ $()*（!% $ "）解析式的确定，其关键在于参数 $，!，" 的确定! 其

中，$ 可由图像的最高（ 低）点确定；! 一般通过周期公式 ’ ’ "!
!

来求解，因而要求出

!，关键在于求出周期! 求 " 的方法有："代入法，即把图像上一个已知点代入 # ’
$()*（!% $ "）（此时 $，! 已知）求解，此时要注意这个已知点是最值点还是零点，如果

是零点还要看清它是在递增区间上还是在递减区间上；#五点法，即令 !% $ " ’ %，

!
" ，!，

3!
" ，"!中的某一个，然后把相应的 % 值代入即可! 注意在求 " 的值时要看清题

目条件对 " 的范围的限制!
（1）三角形中的三角函数问题

三角形中的三角函数既考查解三角形的知识与方法，又考查运用三角公式进行

恒等变换的技能!
【调研 1】! （"%%6 年四川卷）设 (、)、* 分别是#$+, 的三个内角 $、+、, 所对的

边，则 (" ’ )（) $ *）是 $ ’ "+ 的

78 充要条件 98 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8 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 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解析 ! 若 (" ’ )（ ) $ *），则 由 正 弦 定 理 得 ()*"$ ’ ()* +（ ()* + $ ()* ,），则

!



! ! 天星是风，我们是沙，天星飘飘，我们飘飘，一起飘上大学堂!
——— 张敏!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二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又 &*+（" ) #）( &*+ $ - .，, &*+（" # #）( &*+ #，, " # # ( #，" ( ’#!
若#"#$ 中，" ( ’#，同理可得 %’ ( &（& ) ’），所以 %’ ( &（& ) ’）是 " ( ’# 的充要

条件，故选 /!

（注：$%& ! # $%& " ( # ’&*+ ! ) "’ &*+ ! # "’ ! ）

! ! 点拨! 三角形中三角函数问题主要是围绕三角形的边和角的三角函数展开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类问题就是有了目标的含边和角的式子的化简问题! 解决这种

问题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把角的关系转化成边的关系；二是把边的关系转化成角的

关系!
（0）用三角函数作工具的问题

由于近年高考题突出能力立意，加强对知识性和应用性考查，故常常在知识的交

汇点处出题! 用三角函数作工具解答的应用性问题虽然在高考命题中不多见，但在备

考时也需要同学们去认真研究!
1! 复习建议及应试对策

!要立足课本，紧扣考纲，夯实基础，突出重点

全国 "2 套试卷中的三角函数试题，源于课本，多数题目是课本例题、习题的变式

题、组合题! 这就启示我们，复习三角函数要坚持源于课本，高于课本，以考纲为纲的

原则! 复习的重点应是三角函数的性质；并突出把握两个重点，一是三角恒等变形及

其应用，二是三角函数的图像与性质，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查找自己的薄弱环节，有

针对性地查漏补缺，完善知识网络!
"要重视数学思想方法的复习与应用

对三角函数试题中的选择、填空题，复习中要掌握其常用方法，如数形结合法、验

证法、特例法、淘汰法与直接法! 充分运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把图形和数有机地结合起

来，一方面利用函数图像与三角函数线，加深对三角函数性质的理解；另一方面利用

三角函数的性质描绘图像，揭示图形的代数本质! 对于课本典型例题与习题，重视领

悟其蕴含的思想方法，做完题后，要仔细进行反思，就能体会到三角恒等变形的主要

途径———变角、变函数、变结构，这样进行以点带面的复习，做一题便将关联的知识与

基本方法重温一遍，重点的知识更为突出，知识间的联系更为清晰，掌握的数学思想

方法更为完善，日积月累，自己的水平与能力就会逐步得到提高!
平面向量

"! 考查形式与特点

在高考试题中，对平面向量的考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主要考查平面向量的概念、性质和运算法则，理解和运用其直观的几何意义，

!



! ! 天星是种子，它用心血来浇灌，正因为如此，它是众多学子的希望，为众多学

子所喜爱! ———方志奇! 安徽省庐江县乐桥镇

并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如 "##$ 年全国高考山东、四川、河南、河北、江西、安徽等数学

试卷中都有这方面的考题!
（"）考查以向量为工具，利用向量的坐标表示、线性运算和数量积等相关知识解

决向量、非向量问题中所涉及的长度、角度、垂直、平行（共线）问题! 如 "##$ 年全国高

考云南、吉林和黑龙江等省的数学试卷中都有这方面的体现!
（%）向量及其运算是新课程的新增内容，由于向量融数、形于一体，具有代数形式

和几何形式的双重身份，这使它成为中学数学知识的一个交汇点，成为联系多项内容

的媒介! 平面向量与函数、三角函数、数列、不等式、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等知识结合的

试题成为 "##$ 高考试卷的一大亮点! 这充分体现了《考试大纲》要求的“ 在知识网络

交汇点处命题”的精神，如在 "##$ 年山东、陕西高考第 "& 题!
"! 命题趋向与预测

（&）平面向量学科内整合

此类题经常出现在选择题与填空题中，主要考查平面向量的有关概念与性质!

【调研 ’】! （"##$ 年福建卷）已知 ($%%"# ( ) &，( $%%"$ !( ) %，$%%"#·$%%"$ ) #，点 % 在

&#"$ 内，且&#"% ) %#&，设$%%"% ) $%%’ "# * $%%( "$（’、(!!），则
’
( 等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析! 由$

’’

"#·$%%"$ )#"$

’’

"#($%%"$，联想向量的坐标运算，引入直角坐标系化难为易!
解析一! 以直线 "#、"$ 分别为 ) 轴、* 轴建立直角坐标系，

则 #（&，#），$（#，!%）!

设$%%"% ) !（012 %#&，234 %#&）)（!%" !，
&
" !），

由题意$%%"%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解得
’
( ) %，故选 -!

解析二! 由于 ($%%"# ( ) &，($%%"$ !( ) %，所以可从建立 ($%%"% (与 ($%%"# ( 和 ($%%"$ ( 的关系来

获得结果!
6 $%%"%" )（ $%%’ "# * $%%( "$）" ) ’" $%%"#" * " $%%’( "#·$%%"$ * (" $%%"$"，又$%%"#·$%%"$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在等式$%%"% ) $%%’ "# * $%%( "$（’，(!!）的两边同乘以$%%"#得，$%%"%·$%%"#

) $%%’ "#·$%%"#"’ )!%" ’" * %(! " ，

!



同学们，努力吧，让我们用自己手中的画笔为高三调上自己最喜欢的色彩!
——— 何贤添! 浙江省瑞安市飞云镇

" "# $ %##，由题意 " & ’，# & ’，所以
"
# $ (，故选 )!

! ! 点拨! 解析一在引入直角坐标系后，利用向量的坐标表示，简洁、明快地得到解

答! 解析二引入方程思想，使我们的解题工作一气呵成! 函数法、坐标法、向量法是研

究现代数学的重要思想方法! 因此，高考命题者常以它们为载体来命制高考题，且常

在同一份高考卷中反复出现，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平面向量与其他知识相结合

当平面向量给出的形式中含有未知数时，由向量平行或垂直的充要条件可以得

到关于该未知数的关系式! 在此基础上，可以设计出有关函数、不等式、三角函数、数

列的综合问题!
用向量知识解证立体几何问题，常常比用几何法简便，其优点在于：向量可以使

立体几何问题代数化，简单的代数运算取代了复杂的几何证明；此法解题的方向明

确，可避免做辅助线及用繁多的定理、公理等进行推理的思维过程! 利用平面向量的

知识解决立体几何中求空间角、空间距离及处理垂直关系等问题尤为方便!

【调研 *】! （#’’* 年天津卷）设函数 $（%）$ +
% , +，点 &’ 表示坐标原点，点 &#（#，

$（#））（#!!)）! 若向量 !# $ &’&
$%%

+ , &+&
$%%

# , ⋯ , &# - +&
$%%

#，!# 是 !# 与 " 的夹角（ 其中 " $
（+，’）），设 ’# $ ./0 !+ , ./0 !# , ⋯ , ./0 !#，则 123

#$4
’# $ ! ! ! !

分析! 解答本题的突破口是：./0 !# $ 直线 &’&# 的斜率 $ +
#（# , +）

!

解析! 由已知 向 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点 &#（#，

+
# , +）（#!!)），

5 " $（+，’），" ./0 !# $ 直线 &’&# 的斜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0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3
#$4

’# $ 123
#$4

（+ - +
# , +）$ +!

! ! 点拨! 本题将向量、函数、数列、极限等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新颖别致，是不

可多得的好题，也是天津卷中的闪光点之一! 题目很好地体现了《 考试大纲》在知识

的交汇点处命题的原则!
【调研 6】! （#’’* 年北京卷）平面 " 的斜线 &( 交 " 于点 (，过定点 & 的动直线 )

与 &( 垂直，且交 " 于点 *，则动点 * 的轨迹是

78 一条直线! ! ! )8 一个圆! ! ! 98 一个椭圆! ! ! :! 双曲线的一支

!



! ! 辛苦也好，压抑也罢，只要明年六月能够翱翔就行!
——— 王婷婷! 江苏省盐城市双元新村

图 " # " # "

解析一! 如图 " # " # " 所示，设点 " 在平面 ! 内的射

影为 #，过 # 点建立如图所示的空间坐标系，并记&"$# $
"，%"$ % $ %，则有 "（&，&，%’() "），$（&，%*+’ "，&），设动点 & 为

（’，(，&），则有：
$%%"& $（’，(，# %’() "），$%%"$ $（&，%*+’ "，# %’() "），

由$%%"$($%%"&得$%%"$·$%%"& $ &，即（ ’，(，# %’() "）·（&，

%*+’ "，# %’() "）$ &，所以 (%*+’ " , %- ’()- " $ &，这是一个直线方程! 故选 .!
解析二! / 过定点 " 的动直线 % 与 "$ 垂直，0 直线 % 在过 " 点且垂直于直线 "$

的平面 # 内，/ !，# 的交线为一条直线，0 动点 & 的轨迹是一条直线! 故选 .!
! ! 点拨! 求解以空间图形为载体的轨迹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要善于把立体几何问

题转化到平面上，再联合运用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和向量等知识去求解，实

现立体几何到解析几何的过渡!
1! 复习建议及应试对策

本章考题大多数是课本的变式题，因此，掌握双基、精通课本是本章关键! 同时

有两点应注意：

（"）在解决关于向量的问题时，一是要善于运用向量的平移、伸缩、合成、分解等

变换，正确地进行向量的各种运算，并从中体会用向量处理问题的优越性；二是向量

的坐标运算体现了数与形的密切结合和互相转化的思想，所以要通过向量法和坐标

法的运用，进一步体会用数形结合思想解决数学问题的便利!
（-）要在回顾和梳理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突出平面向量与其他知识的综合运用，

渗透用向量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提高分析问题与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从

而站在新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向量!
不等式

"! 考查形式与特点

纵观近年来的高考试题，单独考不等式的题目占分不多，但涉及不等式的知识、

方法和技巧的问题往往占有较大的比例，其中不等式常常与下列知识相结合考查!
（"）不等式性质常与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性质相结合，进行综合考查，

一般多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与充要条件、函数单调性等知识结合，一般试题

难度不大!
（-）不等式的解法往往与函数结合，考查学生的运算能力、等价转换的思想、数

形结合和分类讨论的思想!
（1）证明不等式是理科考查的重点，经常与函数、数列、导数、向量等知识结合在

一起进行考查! 主要考查学生对不等式的证明方法，尤其是数学归纳法、比较法、综合

法和放缩法的掌握情况!
-! 命题趋向与预测

（"）与不等式及其基本性质有关的问题

!



! ! 站在高三的起跑线上，我相信有《试题调研》和我辛勤的奋斗，我定能步入我

的象牙塔 ! ———陈炳生! 福建省仙游县枫亭中学

此类考题要求学生会利用不等式的性质结合已知条件比较式子大小，判断与不

等式有关结论是否成立或利用不等式研究变量范围等!
（"）与不等式解法有关的问题

此类题目主要考查学生的运算能力、等价转化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分类讨论思

想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熟悉非整式不等式转化方法和简单高次不等

式解法!

【调研 #】! （"$$% 年湖南卷）设函数 "（#）& # ’ $
# ’ (，集合 % &｛# ) "（#）* $｝，& &｛# )

" ’（#）+ $｝，若 %*&，则实数 $ 的取值范围是

,!（ ’ -，(）! ! ! ! .!（$，(）! ! ! ! /!（(，0 -）! ! ! ! 1!［(，0 -）

分析! 利用导数化简集合 & &｛# ) " ’（#）+ $｝是本题的突破口!
解析! 若 $ +( 时，% &｛# )( * # * $｝；若 $ *( 时，% &｛# )$ * # *(｝；$ &( 时，% &+!

2 "（#）& # ’ $
# ’ (，3 " ’（#）&（# ’ (）’（# ’ $）

（# ’ (）" + $，3 $ + ( 时，& &（ ’ -，(）,（(，

0 -）；$ * ( 时，& &+! 所以 %*& 的充要条件是 $ + (，故选 /!
! ! 点拨! 解决这类集合综合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利用不等式、导数等知识，弄

清集合中到底含有哪些元素，再利用集合知识求解即可!
（4）与不等式的证明有关的问题

不等式证明经常与函数、数列、导数、向量等知识结合起来考查，综合性较强，灵

活性较大，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调研 5】! （"$$% 年福建卷）已知数列｛$(｝满足 $( & (，$( 0 ( & "$( 0 (（(!!)）!
（(）求数列｛$(｝的通项公式；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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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第（"）问用放缩法找出下列关系，是问题得以解决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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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2 $( 0 ( & "$( 0 (（(!!)），3 $( 0 ( 0 ( & "（$( 0 (），

3｛$( 0 (｝是以 $( 0 ( & " 为首项，" 为公比的等比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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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不可以不悲伤，失败只是暂时缺乏成功的条件，望高考失利的学子尽快摆

脱阴影，为成功做准备! ——— 王孟君! 安徽省宿州（日寺）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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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拨! 不等式与数列的综合问题在近年的高考中时有出现，近两年更是经常以

压轴题形式出现，因此不等式与数列的综合题是高考的重点和难点! 数列中的不等式

证明常用的方法是：比较法、数学归纳法和放缩法等!
（+）与不等式应用有关的问题

这类考题通常与函数、导数和向量等知识结合，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数学基本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题型通常为运用不等式确定函数性质、运用不等式求参数范围、运

用不等式性质判断大小等!
【调研 $,】! （",,- 年福建卷）统计表明，某种型号的汽车在匀速行驶中每小时

的耗油量 $（升）关于行驶速度 %（ 千米 & 小时）的函数解析式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 已知甲、乙两地相距 $,, 千米!

（$）当汽车以 +, 千米 & 小时的速度匀速行驶时，从甲地到乙地要耗油多少升；

（"）当汽车以多大的速度匀速行驶时，从甲地到乙地耗油最少；最少为多少升？

分析! 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时，“ 每小时的耗油量”与“ 从甲地到乙地的

耗油量”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

解析! （$）当 % ( +, 时，汽车从甲地到乙地共行驶了
$,,
+, ( "! / 小时，# 要耗油

（
$

$". ,,, 0 +,& ’ &
., 0 +, % .）0 "! / ( $1! /（升）!

（"）当速度为 % 千米 & 小时，汽车从甲地到乙地行驶了
$,,
% 小时，设耗油量为 ’（%）

升，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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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即 % ( ., 时取等号!

所以当 % ( ., 时，’（%）取得最小值 $$! "/!
# 当汽车以 ., 千米 & 小时的速度匀速行驶时，从甲地到乙地耗油最少，最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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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让悔恨成为回忆中的角色，希望在努力的前方!
——— 方方! 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三中学

""! #$ 升!
! ! 点拨! 考查应用意识与建模能力已是高考命题改革的新方向，其中应用题与不

等式相结合是高考的热点，解答数学应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数学模型!
%! 复习建议及应试对策

（"）重视数学思想方法的复习

根据本章命题趋向来看，我们应该加强对数学思想方法的复习!
在复习不等式的解法时，加强等价转化思想的训练力度! 由于解不等式的过程实

质就是一个等价转化的过程，通过等价转化可以将复杂的不等式（组）转化为简单的

不等式（组），从而快速、准确求解!
加强分类讨论思想的复习! 在解不等式或证不等式的过程中，如遇含有参数的问

题，这时可能要对参数进行分类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中，要合理分类，做到不重不漏!
加强函数与方程思想在不等式中的应用训练! 不等式、函数、方程三者密不可分，

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如求参数的取值范围问题，函数与方程思想是解决这类问题的

重要方法!
在不等式的证明中，要加强化归思想的复习! 证明不等式的过程是一个把已知条

件转化为要证结论的过程，它既可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又可考查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正因为证明不等式是高考考查学生代数推理能力的重要素材，所以在

复习中应特别加以关注!
（#）强化不等式的应用

不等式单独命题较少，常在函数、数列、立几、解几和实际应用问题的试题的解题

过程中涉及! 加强不等式应用能力，是提高解综合问题能力的关键，因此，在复习时应

加强这方面知识和能力的训练，提高应用意识，总结不等式的应用规律，如在实际问

题应用中，主要有构造不等式求解或构造函数求函数最值等方法，在求最值时要注意

等号成立的条件，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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