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理论与研究》 ISSN 3058-8235 2025 年 第 2期

67

溯本求源准发力，聚焦端点稳突破——2024 年
高考数学新课标Ⅰ卷 18 题分析思考

张宇琳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本文聚焦于 2024 年高考数学新课标Ⅰ卷第 18 题导数题进行分析，先精准理解题意，

明确题目中参变量等核心要素，再深入分析条件与结论的关联，探寻解题路径，接着严谨推

导解答，展现完整的思维链条，最后从一题多解视角，尝试不同方法突破问题。研究发现，

该题虽较难，但其命题思路与教材例题、习题一脉相承，考察了学生对于参变量，函数图象

以及导数运用等相关知识点。在题目分析后，本文进行了有关高三复习的相关思考，提出了

高考复习需要回归数学基础，重视专题教学，推动自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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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4 年高考数学全国卷采用全新的试题

结构, 减少了题量，增强了题目的思维含量，

更加重视对学生数学能力和素养的考查，聚焦

素养导向的学习评价
[1]
。作为新题型改革后的

第一年，考试内容将引领之后高考考察的风向。

函数与导数试题考查形式多变，综合性强，

思维 强度高，往年高考中均将此知识内容作

为大题的一部分。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单调性、

极值、最值以及利用函数恒成立问题时高中数

学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考考查的重点之一。

2024年高考数学全国新课标Ⅰ卷将导数放在 18

题次压轴的位置，将对数函数与双参数结合，

多角度考查学生转化、化归、分类讨论、数形

结合等数学思想方法
[2]
。

本文基于波利亚解题表对本题进行理解

与分析，同时对题目进行了教材溯源，基于题

目的分析与溯源提出了高考复习的建议与思

考
[3]
。

1 题目呈现

题目：（2024 年新高考一卷 18 题）已知

函数 f x = ln x
2−x

+ ax + b x − 1 3.

（1）若 b =0，且f‘ x ≥ 0，求 a 的最小

值；

（2）证明：曲线 y = f x 是中心对称图形；

（3）若 f x >− 2，当且仅当 1 < x < 2，

求 b 的取值范围

2 题目分析

2.1 第（1）小题

理解题目:本题聚焦函数与导数的主干知

识进行设问，考察对数形函数与一次函数的分

析。从题目中可知为含参数的不等式求解，且

考察参数的最值问题。以往已学习过分离参数、

分类讨论等方法解决类似问题。

拟定计划:考察复合函数的求导公式，完

成对�� �
2−�

+ ��导数求解，很多学生复合求导

时易产生各类错误。因此，为简化求导难度，

在讲题时需要先对题目进行简单的剖析，可以

将复杂的对数型函数利用对数的减法运算进

行转化，再求导简化计算难度。完成求导工作

后，利用求解函数恒成立问题的通法既可完成。

实施计划：

解法 1：复合函数直接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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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
∙ 2−�+�

2−� 2 + � = 2
� 2−�

+ � ≥ 0，

0 < � < 2 ，

则� ≥ 2
� �−2

所以� ≥ 2
� �−2 ���

因为
2

�2 − 2�
=

2
� − 1 2 − 1

所以� ≥− 2

解法 2：对数运算后求导

为降低求导难度，可以将对数形函数先进

行对数运算再求导：

�� �
2−�

= �� � − �� 2 − � ，

所以 �� �
2−�

’
= 1

�
− 1

2−�
∙ −1 =

2
� 2−�

。

再按解法 1进行参变分离，求出�的范围。

2.2 第（2）小题

理解题目：本题需证明曲线为中心对称图

形，是从整体上研究曲线的对称性，要证明函

数的对称性，关键是找到对称轴和对称中心，

需要综合函数的性质和对称点验证法，强调学

生的探究意识、探究策略、逻辑推理能力等关

键能力。

拟定计划：想要证明本题，关键在于找到

对称中心，借助函数的中心对称公式� � −

� + � � + � = 2�，先猜对称中心后利用该公

式证明。结合课堂所学可知函数中心对称具备

多重性质，类比奇偶函数，本题可以从定义域

入手，探索对称中心。要想函数中心对称，那

么其定义域也需具备对称性，据此可以找到中

心对称点。另外也可以从幂函数� � − 1 3的图

象出发，由此幂函数的对称性猜想� � 的对称

中心。

实施计划：

解法 1：定义域先行

根据上题求出的函数定义域 0 < x < 2，
利用定义域的对称性猜测对称中心为 1, m ，

根据中心对称函数满足的公式，带入对称中心

得 ： f 1 − x + f 1 + x = ln 1−x
1+x

+ a 1 − x −

bx3 + ln 1+x
1−x

+ a 1 + x + bx3 = a 1 − x

+a 1 + x = 2a。因此，知晓曲线 y = f x 关

于 1, a 对称，证明了函数的对称性。

解法 2：平移构造

从幂函数� � − 1 3出发，由于� = ��3关

于 0,0 中心对称，进一步观察，联系已学内容

可知� = ln 1+�
1−�

与� = ��的对称中心为(0,0)，

因此构造函数� � = ln 1+�
1−�

+ �� + ��3，将函

数� � 向右平移一个单位可得� � − 1 =

ln �
2−�

+ � � − 1 + � � − 1 ）
3
的对称中心为

1,0 。故函数� � = � 1 − � + �，其对称中

心为 1, � 。

2.3 第（3）小题

理解题目：本问以不等式的解作为题目背

景设置条件，形式复杂，本问考查了函数最值、

单调性以及充要条件等知识，本质为函数的基

础知识——给定�，求�的范围，侧重学生思维

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素养的考察。

拟定计划：若直接采用直接求导解不等式

的方法，存在两个参数题目难度着实不小。需

要观察特殊性，结合前两小问的铺垫，利用端

点效应发现-2的特殊性，-2 为对称中心的纵坐

标，从而求出�的值。获得题眼后，再去求导，

讨论函数的单调性，从而求出�的范围，再证

明“当且仅当”的充要性。

实施计划：

解法 1：含参讨论

由于函数具备对称中心且根据函数在连

续性可知， f 1 =− 2，则 a =− 2 ； f x =
ln x

2−x
− 2x + b x − 1 3 ， 0 < x < 2 ； f‘ x =

2
x 2−x

− 2 + 3b x − 1 2 = 2x2−4x+2
x 2−x

+ 3b x −

1 2 = 2 x−1 2

x 2−x
+ 3b x − 1 2 = x − 1 2 2

x 2−x
+

3b ，
2

x 2−x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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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3b ≥− 2 时， f‘ x ≥ 0，f x 单调递

增，f x > f 1 >-2

当 3b <− 2 时 ，
2

x 2−x
+ 3b =

−3bx2+6bx+2
x 2−x

= 0，存在x1，x2两个实数根 st. −

3bx2 + 6bx + 2=0，满足x1+ x2=2，x1 ∙ x2=
2

−3b
，

x1 < 1 < x2 < 2，所以 f x 在 1, x2 上递减，

f x2 < f 1 =− 2，不成立。

综上： b ≥− 2
3

解法 2：端点效应

已知 f 1 =− 2，要证 f x =− 2，可进一

步利用端点效应寻求必要条件。由f' x = 1
x

+

1
2−x

− 2 + 3b x − 1 2，得f' 1 = 0，不含参数

b，因此需要求三次导，可得 f''' x = 2
x3 −

2
2−x 3 + 6b，f''' 1 = 4 + 3b,因为f(4) x =−

6
x4 + 6

2−x 4 ≥ 0，故必要条件f''' 1 ≥ 0，b ≥− 2
3
。

当 b ≥− 2
3
时，f' x = x − 1 2 2

x 2−x
+

3b ≥ x − 1 2 2
x 2−x

− 2 ≥ 0 在 1 < x < 2

很成立，所以在此区间单调递增，故 f x >− 2

当 b <− 2
3
时，存在x0 ∈ 1,2 使f' x0 =

0，故 f x 在 1, x0 上单调递减，在 x0, 2 上单

调递增，得 f x0 < f 1 =− 2，与题意不符。

综上：实数 b 的取值范围为 b ≥− 2
3

2.4 回顾反思

通过对题目的分析求解，可以发现三小问

之间环环紧扣，通过两个参数的结合，多角度

考察了学生灵活运用导数基础知识分析，解决

函数的最值、单调性和不等式问题的能力。试

题中函数形式简单，但对函数性质的通性通法

考察十分全面，即考察了分类讨论以及化归与

转化的思想，又考察了逻辑推理能力及运算求

解能力。试题分层设问，由易入难，计算难度

逐步增大，思想深度逐步提升，重点突出，对

导数基本功的考察到位。

3 高考复习教学思考

2024年新高考Ⅰ卷第 18题，聚焦函数、不

等式与导数的主干内容，引导学生真正将导数

作为函数研究的工具。试题关注数学本质，注

重数学的基础性，引导学生对数学概念、方法

有更深刻的认识。基于本题，笔者提出下列有

关函数与导数复习的思考。

3.1 把握高考动态，回归数学基础

高考重视函数、导数综合应用等知识与方

法的考察，而函数是高中数学课标中的四大主

题之一，函数的学习在高中数学中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作为题型改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对之

后高考命题与人才选拔具备重要意义
[4]
。无论

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认真分析高考题目的

意义，把握高考动态。本次将函数作为了压轴

题，题目入口较宽，学生都能理解题目的意思，

大致领悟解题办法，但 2,3小问对学生的题目

观察分析能力要求较高，需要学生仔细思考。

高考注重对能够普适性解决学科问题的

本原性方法的考查，因此，一线教学将重心回

归数学基础，把教材内容讲深讲透，注重作业

题、练习题减量提质。依据教材内容适当挖深

挖细，注重数学公式的积累，领悟其中的逻辑

本质。如对于课本中必修一第 87 页习题 3.2

拓展第 13题，就可以以该题为依托，厘清如

何从奇偶函数推广到一般函数的对称性的。类

似地，在三角函数中也可以从一般三角函数出

发，探究如何推广到一般的周期性函数。

3.2 重视专题教学，注重深入理解

按参数不等式很成立求参数取值问题时

高考的热点问题，本题的 1,3两问均有涉及。

在高考的多轮复习中，除了夯实基础知识外，

教师还应该重视专题教学，更有针对性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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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备考
[5]
。以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为教学

起点，设置逻辑关联的例题与变式，将一类方

法讲通、讲透，譬如本题中涉及的求参问题、

分类讨论等都可以成为高考复习中专题复习

的主题，辅助学生进行深入理解。

在专题教学中，也可以带领学生体会一题

多解的魅力
[6]
。例如，在恒成立问题的专题教

学中尝试用最值法、参变分离法、端点效应法

等不同的方法解决；在一题多解中，让学生体

会不同方法的优劣，从而培养学生多思考并优

化运算的能力与素养，真正将“多思少算”落实

到课堂教学中。有了对问题、知识与方法的深

度理解，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也会逐渐水

到渠成。

3.3 推动自主探究，培养理性思维

波利亚说过中学数学教育的根本宗旨是：

教会年轻人思考。在数学的学习与考核中，深

度思考与分析是及其重要的。细观此次高考数

学试卷，诸多题目若贸然直接求解，学生极易

陷入繁杂运算的泥沼，甚至很难发现解题的康

庄大道。就如本题第 3问，直接求导面对两个

参数可以说是难以进行。而分析题目，挖掘隐

藏条件就成了关键。而这挖掘和翻译条件的能

力就需要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教师引导与

自主探究结合。

高考注重学生思维的培养，在题设下层层

推进，挖掘隐匿信息。在数学复习的教学中应

当注重数学的连贯性，譬如在函数求导后，不

少学生常常在求导之后，因苦思冥想仍找不到

后续解题路径而心生怯意。老师应该给学生一

定的例子，说明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因式分解，

什么情况下需要进一步求导。在特定的区间内

的复杂问题，必要性探路、端点效应及分类讨

论都是常用的方法，尽管常用，但学生往往不

能了解合时应该用，在教学中，讲清“何时用”

可能比“怎么用”更重要，这在学生理性思维

的培养上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尤娜,王佩,赵思林.2024 年全国新高考数学Ⅰ卷 19 题探析与启示[J].中学数学研

究,2025,(1):23-25.

[2]刘依舒,徐守军..加强教考衔接 2024 年新高考Ⅰ卷第 18 题评析[J].中学数学研究(华南师范

大学版),2025:53,1-4.

[3] 陈 灯 云 , 陈 涛 . 基 于 波 利 亚 解 题 理 论 的 高 考 数 学 试 题 分 析 [J]. 理 科 考 试 研

究,2024,31(07):21-24..

[4]陆正海..从教到考再谈通性通法的教学[J].数学通报,2013:49-51,56.

[5]覃俊明.高中数学复习课项目式教学实践——以“导数的综合应用”教学为例[J].广西教

育,2024,(32):47-51.

[6]袁守义.试卷讲评课上的“借题发挥”——提高高三数学试卷讲评复习功能的一点尝试[J].

数学通报,2013,52(5):31-33,37.


	引言
	1 题目呈现
	2 题目分析
	2.1 第（1）小题
	2.2 第（2）小题
	2.3 第（3）小题
	2.4 回顾反思

	3 高考复习教学思考
	3.1 把握高考动态，回归数学基础
	3.2 重视专题教学，注重深入理解
	3.3 推动自主探究，培养理性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