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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II卷高考试题中常见的数列问题是关于数列通项公式求解以及数列求和的问题。在全国II卷历年高考

数列试题中，对求解数列问题所需要的技巧灵活性和综合性要求逐年递增。论文应用了文献分析法总结

归纳了全国II卷高考中常见的求解数列知识的方法并对其进行拓展，将2014年至2019年的解题方法整理

并应用于新高考，并结合数列的教学实践以及解题经验，最后对全国II卷高考数列知识点的复习提出了

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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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on sequence problems in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questions of Vo-
lume II are about the solution of the general term formula of the sequence and the summation of 
the sequence. In the National Volume II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equence Ques-
tions over the years, the skill flexi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requirements for solving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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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summarize 
and expand the common methods of solving sequence knowledge in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volume II, organizes and applies the problem solving methods from 2014 to 2019 
to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combines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sequence and the 
experience of solving problems.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review of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numbe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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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 提出问题 
数列是以正整数集(或它的有限子集)为定义域的函数，是一列有序的数。其中，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

是比较特殊的有规律的数列，采用进了高中数学教材并且成为全国 II 卷高考数列的重点内容。数列是数

学的主要分支，对学生计算以及对转化的思想考验极强。在全国 II 卷高考试题的大题中主要分布于第 17
题~19 题，一般分为两小题，第一小题相对简单，而第二题对技巧的掌握要求高，综合性极强，因此可

以探究提高学生计算能力的基本途径，体会化归和转化的数学思想方法，进而提高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二)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的解法有很多，针对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的一系列问题，会出现一题多解以及

一题应用多种方法的现象。鉴于数列试题综合性强的特点，结合往年高考全国 II 卷中数列的解法探究，

分析高考数列问题的常用解法以及可拓展解法，并分析解法的适用用法，让考全国 II 卷的考生对如何对

数列进行针对性复习有一定的把握，并且能对所给的数列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取较为合适的方法相对快速

的进行解题。 
(三) 研究现状分析 
在近十年，针对高考数列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姚宏远[1]对高考常考的数列通项公式的

方法进行了总结，并结合高等数学的背景，提出用微分方程的新方法求数列通项公式，最后对数列的解

题方法进行了三级层次分类。樊芳芳[2]根据数列的各种测试点，分析了近五年来全国高考的实际数学问

题，总结了高考数列题的类型、重点和比例，最后，对高考数列中的每一类问题进行分析、分类和解答，

总结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官运和[3]针对数列的多种解决方法举出相应的典型例题对不同的方法进行解释。

蔡小雄[4]也对数列问题进行了多种方法的尝试。伍艳芳[5]分析近五年全国新课标卷 I 理科数学试题中

“数列”考点和分值情况，找出命题的特点。尹爱军[6]利用数列的知识特点设计出一些综合性强、立意

新颖、角度灵活的试题。许少华[7]阐述了几类数列热点问题的求解方法。曾辛金[8]针对 2016 年的高考

数学备考，并结合 2010~2015 年全国课标 I 卷理科数学试题的分析，得出数列命题方向和复习策略。 

2. 2014~2019 年全国 II 卷高考数列试题的分析研究 

在高中毕业的数学学业水平考试与数学高考的考试命题中，要关注试卷的整体性[9]。因此，本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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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数列这个知识考点在全国 II 卷高考理科数学的分值占比分布和相对应的考查内容以及基本解法。 
高考数列题中蕴含着许多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在实际生活的运用以及进入高校后高等数学的研究

中发挥巨大作用。近年来，高考数列命题特点主要表现为新颖程度较高，综合性较强，解答题难度偏大，

对思维的灵活性考验极强，解题方法呈现多样化。 
试题一般将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作为素材，命题的主题围绕数列的概念、通项公式、前有限项和以

及前 n 项和展开，目的在于考查学生的数学运算、逻辑推理的核心素养，同时考查考生对数列知识、性

质的掌握以及考生数列运算的能力。将数列知识作为媒介，注重知识的交叉运用，将数列函数、方程、

不等式、向量、解析几何等巧妙结合进行命题，着重考查学生融会运用知识点的能力，改变传统的单一

形式数列题的命题方式。选择题和填空题题型小但是问题却很巧妙，主要考查等差、等比数列概念的理

解掌握以及对性质的灵活运用，解答题一般考察范围广，知识点的交叉性强，着重考查函数与方程、不

等式等思想方法的巧妙结合。 
全国 II 卷高考数列在理科数学单科中所占分值比重较大，分值为 5~12 分，一般会设 1~2 道小题，

或者 1 道大题，在 2014~2019 年的全国 II 卷高考数列分布中，六年考试就有四次出了大题。 
数列在全国 II 卷高考中设为小题主要考查的内容是求数列的前有限项和以及前 n 项和，设为大题主

要考查的内容是求数列的通项公式、数列的前 n 项和及数列前 n 项和的最值问题。数列问题主要考察的

解法是定义法和公式法，辅以待定系数法、放缩法、裂项相消法和函数最值法。 

3. 全国 II 卷高考数列试题重点分析 

本章主要对全国 II 卷高考中常见的求解数列知识的方法(除极为简单且普遍的定义法和公式法外)进
行介绍，有裂项相消法、待定系数法、放缩法和函数最值法。 

除了对全国 II 卷高考需要掌握的求解方法，本章还会拓展能应用于全国 II 卷高考求解数列问题的方

法：不动点法和数学归纳法，进而拓宽学生的数学逻辑思维并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一) 定义法、公式法 
[题 1] (2015 年全国 II 卷理 4.)已知等比数列{ }na 满足 1 3a = ， 1 3 5 21a a a+ + = ，则 ( )3 5 7a a a+ + = 。 
(A) 21  (B) 42  (C) 63  (D) 84 
解析：根据题意中给的条件，因为 1 3a = ， 1 3 5 21a a a+ + = ，则 ( )2 4

1 1 21a q q+ + = 。即 2 41 7q q+ + = 。

整理得， 4 2 6 0q q+ − = ，所以 2 2q = ，或者 2 3q = −  (舍去)。由此得， 

( ) ( )2 4 6
3 5 7 1 3 2 4 8 42a a a a q q q+ + = + + = × + + = 。 

故选：B 
分析：本题的数列考查内容主要是求等比数列的有限项和，着重考查学生对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和

性质的掌握程度，通过利用通项公式求解等比数列的基本量，若注意到项的序号之间的关系，则可减少

一定的运算量。这道题之所以放置于选择题的第四小题，是因为该题属于数列题中的基本题，对学生的

数列运算以及逻辑思维要求不高，大部分学生都能得心应手地计算出来，但如果学生没有注意到项的序

号之间的关系，就会加大学生原本的计算量，拉长了学生做这道题消耗的时间，因此学生在审题时应当

注意条件中的特殊关系，分析各个条件之间的联系，以便于快捷有效地做题。 
[题 2] (2015 年全国 II 卷理 16.)设 nS 为数列{ }na 的前 n 项和，且 1 1a = − ， 1 1n n na S S+ += ，则 __nS = 。 
解析：根据题意中给的条件， 1 1n n na S S+ += ，则可得 1 1n n n nS S S S+ +− = 。两边同除以 1n nS S + ，得到 

+1

1 1 1
n nS S

− = − 。又因为 1 1a = − ，所以数列
1

nS
 
 
 

是首项为−1，公差为−1 的等差数列，通项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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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n

n n
S

= − − − = − 。故
1

nS
n

= − 。 

分析：本题的数列考查内容主要是数列通项的基本求法，利用等差数列的基本性质 1 1n n nS S a+ +− = ，

再根据题意 1 1n n na S S+ += ，可得 1 1n n n nS S S S+ +− = ，便于求解，两边同除以 1n nS S + ，进而得到
+1

1 1 1
n nS S

− = − ，

然后利用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即可得出数列
1

nS
 
 
 

的通项公式，最后通过数列
1

nS
 
 
 

的通项公式求出 nS 。 

本题对等差数列的性质考查微妙且细致，学生必须掌握灵活的转化思想，否则会导致本题计算量成倍增

加。 
[题 3] (2016 年全国 II 卷理 17.) nS 为等差数列{ }na 的前 n 项和，且 1 1a = ， 7 28S = 。记 [ ]lgn nb a= ，

其中 [ ]x 表示不超过 x 的最大整数，如 [ ]0.9 0= ，[ ]lg99 1= 。1) 求 1b 、 11b 、 101b ；2) 求数列{ }nb 的前 1000
项和。 

解析：1) 由题意可设{ }na 的公差为 d， 1 1a = ，由此可以联立方程组，
1

7 21 28
1

d
a
+ =

 =
，解得 1d = 。

即{ }na 的通项公式为 na n= 。由此可得 [ ]1 lg1 0b = = ， [ ]11 lg11 1b = = ， [ ]101 lg101 2b = = 。 

2) 因为当1 10n≤ < 时， 0nb = ；当10 100n≤ < 时， 1nb = ；当10 100n≤ < 时， 2nb = ；当 1000n = 时，

3nb = ，因此{ }nb 前 1000 项和为1 90 2 900 3 1 1893× + × + × = 。 
分析：本题是一道关于等差数列的题目，考查内容主要是求数列的个别项和前有限项和。 
对于 1) 中的问题，主要利用数列递推式，根据题目中所给的条件 1 1a = ， 7 28S = 求出等差数列{ }na

的公差 d，进而便可求出数列{ }na 的通项公式，再根据条件 [ ]lgn nb a= 进行解题，这一小题属于基础题，

简单考查了数列的基本运算问题以及对数函数的运算性质。 
对于 2) 中的问题是简单的数列求和问题，体现了分类的数学思想，再结合题(1)中得到的数列{ }nb 的

规律，分类讨论，即可求出数列{ }nb 的前 1000 项和。 
[题 4] (2019 年全国 II 卷理 19.)已知数列{ }na 和{ }nb 满足 1 1a = ， 1 0b = ， 14 3 4n n na a b+ −= + ， 

14 3 4n n nb b a+ −= − 。1) 证明：{ }n na b+ 是等比数列，{ }n na b− 是等差数列；2) 求{ }na 和{ }nb 的通项公式。 

解析：1) 由题意 ( ) ( )1 14 2n n n na b a b+ ++ = + ，化简得 ( )1 1
1
2n n n na b a b+ ++ = + ，又因为 1 1a = ， 1 0b = ，

所以 1 1 1a b+ = 。因此{ }n na b+ 是首项为 1，公比为
1
2
的等比数列。又由 ( ) ( )1 14 4 8n n n na b a b+ +− = − + ，可

得 1 1 2n n n na b a b+ +− = − + 。同理可知 1 1 1a b− = ，因此{ }n na b− 是首项为 1，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 

2) 由 1) 可知， 1

1
2n n na b −+ = ， 2 1n na b n− = − ， 

所以 ( ) ( )1 1 1
2 22n n n n n na a b a b n = + + − = + −  。 

同理， ( ) ( )1 1 1
2 22n n n n n nb a b a b n = + − − = − +  。 

分析：本题的数列考查内容主要是判断数列性质以及求数列的通项公式，技巧性比较强，题目较为

新颖，需要灵活的数学思路，求解时要善于抓住所给条件的特点，否则计算难度极大甚至求解不出结果。 
对于 1) 中的问题，通过仔细审题，根据问题所问的数列形式{ }n na b+ 以及{ }n na b− ，把题目所给的

条件 14 3 4n n na a b+ −= + 、 14 3 4n n nb b a+ −= − 转化成相对应的形式，即可通过数列的基本性质对数列进行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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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的问题可以由 1) 中求得的数列{ }n na b+ 和{ }n na b− 的通项公式变换整理、简单运算即可得到数

列{ }na 和{ }nb 的通项公式。 
(二) 待定系数法、放缩法(拓展不动点法、数学归纳法) 
待定系数法： 
已知数列{ }na 的项满足 1a c= ， 1n na sa t+ = +  (其中 0s ≠ ， 1s ≠ ， 0t ≠ )，令 ( )1n na k s a k+ + = + ，再 

解出
1

tk
s

=
−

，从而构造出等比数列，由等比数列通项公式求得通项 na 。 

放缩法： 
为了证明不等式 A B≤ ，可找一个(或多个)中间量 C 与 A、B 作比较，若能判断出 A C≤ 和C B≤ 同

时成立，那么 A B≤ 明显成立。所谓“放”即把 A 放大到 C，再把 C 放大到 B。相反，由 B 缩小到 C，
再把 C 缩小到 A 称为“缩”，“放”和“缩”统称为放缩法。放缩法要求较强的技巧性，必须时刻注意

放缩的跨度，放不能过大，缩不能过小。 
不动点法： 
已知数列{ }na 的项满足 1a c= ， +1n na sa t= + ，其中 0s ≠ ， 1s ≠ ，t N ∗∈ ，则称方程 x sx t= + 为数列

{ }na 的不动点方程，可设不动点方程的根为 x′，故： 
1) 当 1x a′ = 时，数列{ }na 为常数数列。 
2) 当 1x a′ ≠ 时，数列{ }na x′− 是以 s 公比的等比数列。 
数学归纳法： 
数学归纳法通常被用于证明某个给定命题在整个(或者局部)自然数范围内成立，分为三个步骤： 
1) 证明 1n = 时，命题成立； 
2) 假设时 ( )1n k k= ≥ ，命题成立； 
3) 推导 1n k= + 时，命题成立。 

[题 5] (2014 年全国 II 卷理 17.)已知数列{ }na 满足 1 1a = ， +1 3 1n na a= + 。1) 证明
1
2na + 

 
是等比数

列，并求{ }na 的通项公式；2) 证明：
1 2

1 1 1 3
2na a a

+ + + < 。 

解析：1) 解法一(待定系数法)：由于 +1 3 1n na a= + ，得 +1
1 13
2 2n na a + = + 

 
。又因为 1 1a = ，则 1

1 3
2 2

a + = ，

所以
1
2na + 

 
是首项为

3
2
，公比为 3的等比数列。由此可以得到

1
2na + 

 
的通项公式为

1 3
2 2

n

na + = ，故{ }na

的通项公式为
3 1

2

n

na −
= 。 

解法二(不动点法)：该数列相对应的不动点方程 3 1x x= + ，则不动点方程的根
1 1
2

x′ = − ≠ ，因此数列

1
2na + 

 
是首项为

3
2
，公比为 3 的等比数列。由此得到 11 3 3 13

2 2 2

n
n

na − −
= − + ⋅ = 。 

解法三(数学归纳法)：考察该数列的前 5 项，得 1 1a = ； 2 13 1 4a a= + = ； 3 23 1 13a a= + = ； 

4 33 1 40a a= + = ； 5 43 1 121a a= + = 。由此，可以猜想
3 1

2

n

na −
= ，下面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猜想：当 1n =

时， 1 1a = ，等式成立；假设当 n k= 时
3 1

2

k

ka −
= 成立；则当 1n k= + 时，

1

1
3 1 3 13 1 3 1

2 2

k k

k ka a
+

+
− −

= + = × + =

成立；综上所述，对一切 n N∈ ，等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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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 1) 可知
1 2

3 1n
na
=

−
，因为当 1n ≥ 时， 13 1 2 3n n−− ≥ × ，由此可以得到 1

1 1
3 1 2 3n n−≤
− ×

。即有 

1
1 2

1 1 1 1 1 3 1 31 1
3 2 23 3n n

na a a −
 + + + ≤ + + + = − < 
 

  。故能得到结果
1 2

1 1 1 3
2na a a

+ + + < 。 

分析：本题的数列考查内容主要是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及数列的比较问题，有较为突出的技巧性，

对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有很大的要求。 
对于 1) 中的问题，解析中对于 +1n na sa t= +  (其中 s、t 是常数，且 0s ≠ )这类型的题目选择了用待

定系数法将“t”化为 0 的方法。该小题引入了一个参数 k，使得 ( )1 3n na k a k+ − = − ，整理即可得到 

+1 3 2n na a k= − ，将其与题意中所给的 +1 3 1n na a= + 相比较，可以计算出
1
2

k = − ，从而即可得出数列

1
2na + 

 
是首项为

3
2
，公比为 3 的等比数列，再通过

1
2na + 

 
的通项公式得到{ }na 的通项公式。 

对于 2) 中的问题，通过 1) 的解析中的{ }na 的通项公式
3 1

2

n

na −
= ，得出

1 2
3 1n

na
=

−
，并直接利用不

等式的放缩技巧对
1

na
 
 
 

的通项公式进行有效放缩，即放缩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而且还能方便求出 

结果。放缩法的掌握极为考查学生的思维强度和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因此教师平时在教学时应注意对

学生进行适度的数学运算训练，不断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和加强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逐渐养成必

需的数学运算素养。 
(三) 裂项相消法 
裂项相消法： 
裂项相消法是将数列的一项拆成两项或多项，使得前后项相抵消，留下有限项，从而求出数列的前

n 项和。 

[题 6] (2017 年全国 II 卷理 15.)等差数列{ }na 的前 n 项和为 nS ， 3 3a = ， 4 10S = ，则
1

1 __
n

k kS=

=∑ 。 

解析：由题意可设{ }na 的首项为 1a ，公差为 d，因为 3 3a = ， 4 10S = ，由此可以得出方程组 

1

1

2 3
4 6 10
a d

a d
+ =

 + =
，解得 1 1a = ， 1d = 。则容易得到等差数列的前 n 项和为 

( ) ( ) ( )
1

1 1 1
1 1

2 2 2n

n n n n n n
S na d n

− − +
= + × = × + × = ，又

( )
1 2 1 12

1 1kS k k k k
 = = − + + 

，因此 

1

1 1 1 1 1 1 1 12 1 2 1
2 2 3 1 1 1

n

k kS n n n n=

        = − + − + + − = − =        + + +        
∑  。 

分析：本题的数列考查内容主要是等差数列{ }na 前 n 项和，即数列的求和问题，体现了转化的数学

思想，需要一定的运算技巧，根据题目中所给的条件 3 3a = ， 4 10S = ，解得等差数列{ }na 的首项 1a 以及 

公差 d，进而求出等差数列的前 n 项和 nS ，再将其转化成
1

kS
的表现形式，然后利用裂项相消法化简所求 

的表达式，即可得到结果。2017 年的数列分值比重是近六年最少的一次，就只以填空题的形式考了一道

小题，主要是考查学生们对裂项相消法的掌握程度。 
(四) 函数最值法 
函数最值法： 
函数最值法就是将数列的前 n 项和 nS 看成是关于 n 的二次函数，运用我们学过的配方法，结合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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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调性及数形结合思想解决数列的最值问题，此时项数 n 是正整数。 
[题 7] (2018 年全国 II 卷理 17.)记 nS 为等差数列{ }na 的前 n 项和，已知 1 7a = − ， 3 15S = − 。1) 求{ }na

的通项公式；2) 求 nS ，并求 nS 的最小值。 

解析：1) 因为等差数列{ }na 中， 1 7a = − ， 3 15S = − ，由此可以得出方程组
1

1

7
3 3 15
a
a d
= −

 + = −
，解得 1 7a = − ，

2d = ，所以 ( )7 2 1 2 9na n n= − + − = − ， 

2) 由 1) 知， 1 7a = − ， 2d = ， 2 9na n= − ， 

故 ( ) ( ) ( )22 2
1

1 2 16 8 4 16
2 2n n
nS a a n n n n n= + = − = − = − − ， 

所以当 4n = 时，前 n 项的和 nS 取得最小值为−16。 
分析：本题的数列考查内容主要是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及数列前 n 项和的最值问题，要注意的是，

数列是自变量为正整数的一类特殊函数，本题涉及到函数问题中二次函数的最值问题。 
对于 1) 中的问题，简单地考查了数列的通项公式和性质，根据题目中所给的条件 1 7a = − ， 3 15S = −

求出数列{ }na 的公差 d，即可得到数列{ }na 的通项公式，这道题属于常规的数列运算。 
对于 2) 中的问题，通过题 1) 的计算可知条件 1 7a = − ， 2d = 和 2 9na n= − ，再利用求和公式 
( )1

2
n

n

n a a
S

+
= 或者

( )
1

1
2n

n n
S na d

−
= + 求出等差数列{ }na 的前 n 项和 nS ，最后利用二次函数的配方法求

出 nS 的最小值。 

4. 对 2020~2021 新高考的适应性 

[题 8] (2020 年新全国 II 卷理 14.)将数列{ }2 1n − 与{ }3 2n − 的公共项从小到大排列得到数列{ }na ，则

{ }na 的前 n 项和为。 
解析：(定义法、公式法)由题意将数列{ }2 1n − 与数列{ }3 2n − 的公共项从小到大排列得到{ }na 可知，

{ }na 是以 1 为首项，以 6 为公差的等差数列，因此所求{ }na 的前 n 项和为 
( ) ( ) 2

1

1 1
1 6 3 2

2 2n

n n n n
S na d n n n

− −
= + × = × + × = − 。 

故答案为： 23 2n n− 。 
[题 9] (2020年新全国 II卷理 18.)已知公比大于 1的等比数列{ }na 满足 2 4 20a a+ = ， 3 8a = 。1) 求{ }na

的通项公式；2) 求 ( ) 1
1 2 2 3 11 n

n na a a a a a−
+− + + − 。 

解析：1) (公式法)由题意，可设等比数列{ }na 的公比为 q，可知 1q > ，则 2
3 1 8a a q= = ， 

3
2 4 1 1 20a a a q a q+ = + = ，解得 1 2a = ，故 12 2 2n n

na −= ⋅ = 。 

2) 原式 ( )
( )
( ) ( )

3 2
2 3

13 5 7 2 1
2

2 1 2 8 22 2 2 1 2 1
5 51 2

n
n

n nn
+

− +

 − −  = − + − + − ⋅ = = − −
− −

 . 

[题 10] (2021 年新全国 II 卷理 17.)记 nS 是公差不为 0 的等差数列{ }na 的前 n 项和。若 3 3a S= ，

2 4 4a a S= 。1) 求数列{ }na 的通项公式 na ；2) 求使 n nS a> 成立的 n 的最小值。 
解析：1) (公式法)由题意， 3 3a S= ， 2 4 4a a S= ，可得 ( )( )1 1 13 4 6a d a d a d+ + = + ， 1 12 3 3a d a d+ = + ， 

解得 1
8
5

a = − ，
16
5

d = ，因此
24 16
5 5na n= − + 。 

2) (函数最值法)由题 1) 可知，数列{ }na 的通项公式为
24 16
5 5na n= − + ，所以

28 16
5n

n n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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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4 4 2 68 16 24 16
5 5 5 5n n

n nn nS a n
− −−  − = − − + = 

 
。显然，当 4n ≥ 时， n nS a> 成立，故 n 的最小值为 4。 

5. 数列求解方法的比较以及复习备考建议 

(一) 高考数列求解方法的比较 
全国 II 卷和新全国 II 卷高考数列问题主要考察的解法是定义法和公式法，这说明考察重点在于测试

学生的对数列的基础性知识掌握程度，难度不大；待定系数法和不动点法是针对满足 1a c= ， 1n na sa t+ = +

(其中 0s ≠ ， 1s ≠ ， 0t ≠ )型的便捷解法，极好掌握；放缩法是证明数列型不等式的重要解法，通过将左

边(右边)的式子放大或缩小去接近右边(左边)的式子，要求较强较为灵活的技巧性，注意放缩的跨度，放

不能过大，缩不能过小。 
裂项相消法是数列求和的重点解法，将数列的一项拆成两项或多项，使得前后项相抵消，最后得到

结果；函数最值法要求学生能将数列知识和二次函数的知识相结合；数学归纳法是知道数列的前一项和

后一项的关系后，列出可求的有限项，观察它们之间的规律并归纳，最后运用数学归纳法进行证明，这

对学生数字敏感性要求极高。 
(二) 对后续新全国 II 卷高考数列复习备考建议 
1) 高考数列复习并非意味着高三数列复习。它应该是学生从开始学习数列就要着手准备的，并且可

以联系在此之前初中和高中学的函数知识和不等式知识等，这几个知识相互渗透相互联系。数列若是以

综合性大题的形式出题，有时会将数列与不等式结合起来考察，有时会将数列与函数结合起来考察。因

此，数列知识点的复习的方式不应该是直线式上升，只是一味的传授与接受单纯的数列知识，数列知识

点的复习应该是以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方式进行知识的教学与接收。 
2) 当数列题以大题的形式出现时，第二小题总与第一小题息息相关，并通过第一小题的结果得出第

二小题的答案，而第一小题主要是求数列的通项公式，求解数列的通项公式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数列的通

项公式以及性质，否则无法将其应用到题目中去，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第二小题的需要在第一小题的

前提条件下更深入地考察数列知识。因此，第二小题考察的知识内容专业性更强，对学生解题技巧的掌

握要求更高，所涉及的知识面综合性更全。若出题的老师想将题目设计的更为新颖，第二小题是最佳的

设计处。因此，平时教师在讲数列题目时，在大题的第二小题需要花费的心思应为更多，不仅可以提升

学生的数学数列知识的理解水平，还可以拓展学生的数学解题思维。 
3) 无论是全国 II 卷还是新全国 II 卷，试题都源自于教材而却又高于教材，数列题出在填空题时，题

目分别分布在第十五题与第十六题，属于较难题，极为考验学生对数列这个知识点的掌握程。若数列出

在大题的第二小题时，除了考察学生对数列知识掌握的技巧性和灵活性之外，更为考察学生对数学各个

知识点的综合性。但是总体考察内容上深度和广度适宜，知识的跨度并没有很大，大部分是通过教材上

的例题和习题整改得出的。 
由此可知在高考数学的复习备考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一切从课本出发，以教材为本，

明确考纲，加强四基，对课本上的例题、知识点以及习题加以概括、提升和拓展，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师生还应重视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概念和性质的研究，掌握分组求和法、裂项相消法、错位相减法等对

数列前 n 项和的求法。在教学条件和学生能力允许的状况下，可以拓展放缩法和不动点法，拓宽学生的

一题多解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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