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数学填空题 
               西北工业大学 李潜    同济大学 邓琳玮 

填空题是高考数学的一种重要的题型，分值虽小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

做好填空题是拿到高分的关键．在解答作为介于选择题和解答题之间的填空题

时，既要有选择题的灵活性，又要有解答题的严密性．那么，如何提高解填空题

的准确率和速度呢？下面以往年年全国各地高考试题的填空题为例，对题目按知

识点进行分类，谈谈解填空题的技巧． 

 

 一、函数 

 【例 1】（江西卷）若函数    22 2log axxxf a  是奇函数，则 a=      ． 

 【解析】对于奇函数 f(x)，我们有 f(x)=f(x)，用这个性质来解决此题固然是

可以的，但作为一道填空题来讲，这样做的计算量就偏大了．在这里，我们先考

虑一个特殊的函数值，就是 f(0)，易知对任意奇函数 f(x)(0∈定义域 I)，总有 f(0)=0，

所以在本题中，我们就有   02log0 2  af a ，也就是 2a
2
=1，解得

2

2
a ．事

实上，这里我们用到的就是解填空题是常用的特殊值法． 

 

【例 2】（福建卷）把下面不完整的命题补充完整，并使之成为真命题． 

若函数 f(x)=3+log2x 的图象与 g(x)的图象关于  对称，则函数 g(x)=    ．（注：

填上你认为可以成为真命题的一种情形即可，不必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形） 

【解析】这是一道结论开放型试题，没有惟一的结论，但是所填的一般都是

比较常规的答案．比如，前一空填 x 轴，那么我们就用y 来替换 y，于是得到

g(x)=3log2x；同样地，若前一空填 y 轴，那么我们就用x 来替换 x，于是得到

g(x)=3+log2(x)；若前一空填坐标原点，那么我们就用x 来替换 x、用y 来替换



y，于是得到 g(x)=3log2(x)；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 f(x)的反函数，于是第一

空填 y=x，第二空填 2
x-3． 

  

 二、数列 

 【例 3】（湖北卷）设等比数列{an}的公比为 q，前 n 项的和为 Sn，若 Sn+1、

Sn、Sn+2 成等差数列，则 q 的值为         ． 

 【解析】我们知道，对等比数列求和时，应该分两种情况考虑．当公比为 1

时，Sn=na1；当公比不为 1 时，Sn=
 

q

qa n





1

11 ． 

 对于本题，当 q 为 1 时，我们有 2na1=(n+1)a1+(n+2)a1，化简后就是 0=3，这

显然是不可能的．当 q 不为 1 时，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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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后得到 q
2
+q2=0，解得 q=1 或 q=2．而前述我们已经得到 q 不可能为 1，

所以只有 q=2． 

 讨论完此题之后，大家都不会认为这个题是个难题．但事实上，据考后笔者

了解到的情况，不少考生都将 1填入了空中，白白的丢掉了 4分，这是很可惜的．所

以说，在解填空题时，一定要严谨． 

 

 【例 4】（北京卷）已知 n 次多项式   nn

nn

n axaxaxaxP  



1

1

10  ． 

 如果在一种算法中，计算 kx0（k=2,3,4,…,n）的值需要 k1 次乘法，计算 P3(x0)

的值共需要 9 次运算（6 次乘法，3 次加法），那么计算 Pn(x0)的值共需要     次

运算． 

 下面给出一种减少运算次数的算法： P0(x0)=a0 ， Pk+1(x)=xPk(x)+ak+1

（k=0,1,2,…,n1）．利用该算法，计算 P3(x0)共需要 6 次计算，计算 Pn(x0)的值共



需要     次运算． 

 【解析】这是一道信息提取题，要求我们对题中所给的信息进行阅读和加工，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步，计算 P3(x0)的值共需要 9 次运算（6 次乘法，3 次加法）

应该分别是对 3

0x 的计算，需 2 次乘法；对 2

0x 的计算，需 1 次乘法；对 3

0 xa 、 2

1xa 、

xa2 的计算，共需 3 次乘法，共 6 次．加法就是将四个项相加的 3 次加法．以此

类推，计算 Pn(x0)的值时，首先要做   
 

2

1
121




nn
nn 次乘法，然后

要做 n 次加法，所以是
 

2

3nn
次运算． 

 下面再看第二步，由于 Pk+1(x)=xPk(x)+ak+1，使得由 Pk(x)到 Pk+1(x)只需要一次

乘法和一次加法，那么在 P0(x0)=a0 的条件下，每次由 k 到 k+1（k=0,1,2,…,n1）

均增加 2 次运算，所以此时计算 Pn(x0)的值共需要 2n 次计算． 

 

 三、三角函数 

 【例 5】（重庆卷）已知、均为锐角，且 cos(+)=sin()，则 tan=  ． 

 【解析】这个题需要我们认真地观察，如果盲目地就用和差角公式将

cos(+)=sin()展开，将很难继续算下去．而事实上，由于、均为锐角，因

此我们可以得到    
2


  ，于是

4


  ，所以有 tan=1． 

 

 【例 6】（上海卷）函数 f(x)=sinx+2|sinx|，x∈[0,2]

的图象与直线 y=k 有且仅有两个不同的交点，则 k 的

取值范围是          ． 

 【解析】首先，我们用分段函数的形式写出函数

f(x)的表达式： 

x O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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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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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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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可以做出函数 f(x)的图象如图 1 所示 

 根据图象我们可以知道 1＜k＜3． 

 

 四、平面向量 

 【例 7】（全国卷错误！未找到引用源。）△ABC 的外接圆的圆心为 O，两条

边上的高的交点为 H，  OCOBOAmOH  ，则实数 m=         ． 

 【解析】在学习向量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见到一个结论，若△ABC 的外心、

垂心分别为 O、H，则 OCOBOAOH  ，直接套用这个结论，可知本题中

m=1．关于这个结论的证明，很多资料上都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例 8】（江苏卷）在△ABC 中，O 为中线 AM 上一个

动点，若 AM=2，则  OCOBOA  的最小值是        ． 

 【解析】本题是一道以向量为载体，考查不等式应用

的题目．首先，由于题目中没有角度关系，所以我们需要

把向量OA和 OCOB 转化到一条直线上．如图 2，延长AM 到点P，使得OM=PM，

连接 BP、CP，则四边形 OBPC 是平行四边形，于是 OPOCOB  ．设 xOA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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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xxOPOAOPOAOCOBOA ． 

 其中等号当且仅当 x=2x 即 x=1 时成立，所以  OCOBOA  的最小值是2． 

 

 五、不等式 

 【例 9】（全国卷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若正整数 m 满足 10
m-1＜2

512＜10
m，

B 

A 

M C 

P 

O 

图 2 



则 m=    ．（lg2≈0.3010） 

 【解析】如果 lg2 是一个没有提示的值，那么这个题或许就会难一些，括号

中提示 lg2 值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计算．它直接提示了我们可以利用对数函数的

性质，对不等式的各项取对数，化简后就是 m1＜512lg2＜m，解得 m=155． 

 

 【例 10】（全国卷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已知在△ABC

中，∠ABC=90°，BC=3，AC=4，P 是 AB 上的点，则点 P

到 AC、BC 的距离乘积的最大值是      ． 

 【解析】如图 3，记点 P 到 AC、BC 的垂线的垂足分

别为 M、N，设 CN=x，则可算得 PM=3x，PN= x
3

4
，则 

  
 

3
4

3

3

4
3

3

4
2





xx

xxPNPM ，其中等号当且仅当 x=3x 即 x=
2

3
时

成立，所以点 P 到 AC、BC 的距离的乘积的最大值是 3． 

 本题在求最值时所采取的手法与前面的例 8 异曲同工，都用到了这样一个不

等式：
 

4

2
ba

ab


 （其中等号当且仅当 a=b 时成立）．这个不等式与我们常用

的不等式 a
2
+b

2≥2ab 是等价的，同样有着广泛的应用． 

 

 六、平面解析几何 

 【例 11】（湖南卷）已知直线 ax+by+c=0 与圆 O：x
2
+y

2
=1 相交于 A、B 两点，

且 3AB ，则 OBOA          ． 

 【解析】在解答题中，我们遇到此类与二次曲线的弦有关的问题时，总是先

想到列方程组之后用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求解．但是对一道填空题来

说，这样做将得不偿失．这时，我们应该换一种角度考虑．首先，我们很容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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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道，当三角形三边分别为 1、1、 3 的时候，三个内角分别是 30°、30°、120°（如

果不知道这个结论可以用余弦定理推导）．在本题中，也就是∠AOB=120°，于是

2

1
cos  AOBOBOAOBOA ． 

 

 【例 12】（江西卷）以下四个关于圆锥曲线的命题中： 

 ①设 A、B 为两个定点，k 为非零常数， kPBPA  ，则动点 P 的轨迹为

双曲线； 

 ②过定圆 C 上一定点 A 作圆的动点弦 AB，O 为坐标原点，若  OBOAOP 
2

1

则动点 P 的轨迹为椭圆； 

 ③方程 0252 2  xx 的两根可分别作为椭圆和双曲线的离心率； 

 ④双曲线 1
925

22


yx

与椭圆 1
35

2
2

 y
x

有相同的焦点． 

 其中真命题的序号为      ．（写出所有真命题的序号） 

 【解析】本题的答案是③④，这两个命题的正确性是显然的．命题①是一个

老生常谈的问题，因为没有对 k 的范围进行限制，所以是不对的．很多同学可能

会把②选上，因为计算出的结果满足一个椭圆方程，但是，由于 A、B 是不同的

点，因此在 P 点的轨迹上应该挖去一点（A 点），也就是说，点 P 的轨迹是椭圆

挖去一点得到的图形． 

【例 13】（山东卷）设双曲线 1
2

2

2

2


b

y

a

x
（a＞0，b＞0）的右焦点 F，右准

线 l 与两条渐近线交于 P、Q 两点，如果△PQF 是直角三角形，则双曲线的离心

率 e=      ． 

【解析】求圆锥曲线的离心率，实际上就是对满足某种性质的圆锥曲线的 a、

b、c 之间的关系．对于此题，我们首先根据对称性知，△PQF 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记 l 交 x 轴于点 R，则|PR|=|FR|．事实上，对于|FR|，我们最好记住一个结论，可

在解题中节省一些时间，就是椭圆与双曲线的焦点与准线之间的距离（也就是焦

参数）
c

b
p

2

 ．另一方面，我们由
c

a
x

2

 和 x
a

b
y  可知 P 点的纵坐标为

c

ab
，

于是
c

b

c

ab 2

 ，即 a=b，此时双曲线的离心率当然是 2 ． 

 

 七、立体几何 

 【例 14】（全国卷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在正方形 '''' DCBAABCD  中，过

对角线 'BD 的一个平面交 'AA 于 E，交 'CC 于 F，则 

① 四边形 EBFD ' 一定是平行四边形； 

② 四边形 EBFD ' 有可能是正方形； 

③ 四边形 EBFD ' 在底面 ABCD 内的投影一定是正方形； 

④ 四边形 EBFD ' 有可能垂直于平面 DBB ' ． 

以上结论正确的为           ．（写出所有正确结论的编号） 

【解析】本题的答案是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是显然的，当 E、F 分别为 'AA 、 'CC 的中点时，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成立．对于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我们从

直觉可知不成立，事实上，我们可以证明 'BED 是钝角，这

里不再赘述，请大家自己思考． 

 

 【例 15】（辽宁卷）如图 4，正方体的棱长为 1，C、D 分别是两条棱的中点，

A、B、M 是顶点，那么点 M 到截面 ABCD 的距离是        ． 

M A 

B 

C 

D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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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解析】对于求点到平面距离的题目，我们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用

体积法，利用体积与底面积和高的关系；二是直接作出点

到平面的垂线段，计算垂线段的长度．这里我们谈谈两种

思路，请读者自行计算．孰优孰劣，还请读者自己评判． 

 如果采用体积法，那么我们就要计算梯形 ABCD 的面

积，上下底和高的长度都不难得，而 M 点和平面 ABCD

所在的几何体的体积也不难通过计算其余部分的体积的

方法得到，于是可以计算出所求距离． 

 如果直接作出垂线（如图 5 所示），则垂足 R 一定在线

段 PQ 上（其中 P、Q 分别为 AB、CD 的中点）．在这里计

算MR的长度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方法，

如图 5 所示，如果我们将 QP、MT、BC、AD 延长，则它

们相交于一点 S，在 Rt△SQM 中应用面积法，即可得到

MR 的长． 

 

 【例 16】（江西卷）如图 6，在直三棱锥 ABCA1B1C1 中， 2 BCAB ，

BB1=2，∠ABC=90°，E、F 分别为 AA1、C1B1 的中点，沿棱锥表面从 E 到 F 两点

的最短路径的长度为         ． 

 【解析】我们知道，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而如果想沿棱锥表面使得 E、F

两点间距离最小，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将棱锥展开．这里，我们有三种可行的展开

方式：沿 A1B1 展开、沿 BB1 展开、沿 A1C1 展开．分别对这三种情形进行计算可

知，沿 A1C1 展开时线段 EF 的长度最小，为
2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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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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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概率与统计 

 【例 17】（浙江卷）从集合{O,P,Q,R,S}与{0,1,2,3,4,5,6,7,8,9}中各任取 2 个元

素排成一排（字母和数字均不重复）．每排中字母 O、Q 和数字 0 至多只能出现

一个的不同的排法总数是       ．（用数字作答） 

 【解析】本题是一个组合计数问题，其关键在于分好类，做到所谓的“不重不

漏”．对于这道题，我们进行如下分类： 

（1） 字母 O、Q 和数字 0 均不出现的情况，共有 4

4

2

9

2

3 ACC 2592 种排法； 

（2） 字母 O、Q 和数字 0 只出现一个的情况，若字母 O、Q 出现一次而数

字 0 不出现，共有 5184ACCC 4

4

2

9

1

3

1

2  种排法；若字母 O、Q 不出现而

数字 0 出现一个，共有 648ACCC 4

4

1

9

2

1

2

3  种排法． 

综上所述，共有 2592+5184+648=8424 种排法． 

 

 【例 18】（湖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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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的展开式中整理后的常数项为       ． 

 【解析】作为一种常规的解法，我们可以将括号中的项分成两部分，然后应

用两次二项式定理后可以求解，但是这样要进行较为复杂的运算．事实上，我们

只要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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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用二项式定理求中间项的值，也就是 T6=

5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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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x

x
=

2

263
，

即得常数项的值． 

 

 【例 19】（全国卷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设 l 为平面上过点(0,1)的直线，l



的斜率等可能地取 22 、 3 、
2

5
 、0、 22 、 3 、

2

5
，用表示坐标原

点到 l 的距离，则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 E=     ． 

 【解析】对于此题，我们肯定不能先求出直线的方程，然后一一求出原点到

直线的距离，这样计算量实在太大．我们可以画图观察一下，事实上，直线的倾

斜角的余弦的绝对值就是原点到直线的距离，利用公式



2

2

tan1

1
cos


 ，我们

算得这些距离分别为
3

1
、

2

1
、

3

2
、1、

3

2
、

2

1
、

3

1
（后面三个可由对称性直接得

出），所以随机变量的期望 E=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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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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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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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例 20】（天津卷）某公司有 5 万元资金用于投资开发项目，如果成功，一

年后可获利 12%，一旦失败，一年后将丧失全部资金的 50%，下表是过去 200

例类似项目开发的实施结果： 

投资成功 投资失败 

192 次 8 次 

则该公司一年后估计可获收益的期望是     _（元）． 

 【解析】这是一道由表给出的统计问题，由一定市场经济背景．由表可知，

投资成功的概率是
25

24
，投资失败的概率是

25

1
．投资成功获利 6000 元，失败亏

损 25000 元．所以，所求的期望为 476025000
25

1
6000

25

24
 元． 

 

 九、导数 

 【例 21】（重庆卷）曲线 y=x
3 在点(1,1)处的切线与 x 轴、直线 x=2 所围成的

三角形的面积为      ． 

 【解析】对 y=x
3 求导得 y’=3x

2，于是曲线 y=x
3 在点(1,1)处的斜率为 3，从而



切线方程是 y=3(x1)+1=3x2，在切线方程中令 y=0，得 x=
3

2
；令 x=2，得 y=4．所

以所求三角形的面积是
3

8
4

3

2
2

2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