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复 习篇 名师专题讲座 Ａ ＃＃


高二使 用２０ ２０ 年 ７ ８ 月１ 子 丄

专题 （
５

）

函 数 与 导 数 的 高 考 命 题 分 析
■福 建省 泉 州 市 第 七 中 学彭耿铃

全国卷强 调
“

能力立 意
”

， 以 知识为 载体 ，

以思 维能力 为核心 ，全面考 査运 箅 求 解 、 推理

论证 、抽 象 概括 以 及 应 用 意 识 和 创 新 意 识 。

下 面针对高 考的 核心 内 容 函 数 与 导数进行命

题分析 ， 对高 考 试题的命题知识 、 方 法进行 归

纳 、 概括 ， 揭 示 高 考 试题 的 本 质 以 及 来 龙 去

脉 ， 培养 同学们 更 内 然地掌 握 解题策 略 ？ 希望

能对大家决胜高 考 有所 帮助 ！

一

、 函数 高 考要 求和 命题 分析

①高考对 函 数 的 考査
一 般 为 ３ 道小 题 ？

约 １ ５ 分 ；②从 考査内 容上 看 主要 涉及函 数 的

图像 ？指数 、 对 数 的 大 小 比较 ， 函 数 的 性质及

零点 问题 ；③在解 芥题中 多 与 导数 、 不 等式结

合命题 ， 试题难度较大 。

函 数高 考试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考査形式 。

１ ． 函 数 图 像 ： 考 查 图 像 平 移 、 对 称 ， 函 数

的最值 、
单调 性

／（ ２ ０ １ ６ 年 全 国 】 卷 ） 函 数 夕

２ｘ
２—

ｅ
，

在 ［
―

２
，
２ ］上 的 丨冬丨 像大致 为 （ ） 。

Ａ ．Ｂ．Ｃ ． Ｉ） ．

解 析 ：
：ｙ

＝

／ （ ．ｒ ）
＝

２ｉ
２—

ｅ

＇

是 偶 函数 ， ｉｉ

／ （ ２ ）
：

８
—

ｅ
２

ｅ（ 〇 ，１ ）
，排除选项Ａ ，

Ｂ
； 当

〇时 ， 函数／ （ ．ｒ ） 
＝

２ ｊｒ
２
—

ｅ
＇

， 则／
＇

（ ｘ ）
＝

４
ｊ
ｔ

ｅ、 易 知ｉ６
（

０ ，

＋ 
）

， ／
＇

（ ｊ ｔ）＜ ０ ，／
（

：ｒ） 在

（

〇 ，

＋ ）

上单调递减 ，排除 选项 Ｃ
，故选 Ｄ 。

本 题考査 函 数的奇 偶性 、单 调性 ， 函 数值

的符号特征极值 。

２ ． 指对数 比较 大小 ：
考 查单 调 性 、 换底 公

式 、与 中 间变 置的 临界 比 较

例２设“

＝

ｌ
ｏ ｇＫ

ｅ ， ／
，

＝

 Ｉ
ｎ
Ｉ＝

Ｉ
ｎ
—

，

ｅ７ｒ

则 （ ）
。

八 ． ａ
＜Ｃ ６＜Ｃ （

．Ｂ
． ｂ ＜Ｃ． ｃ

＜Ｃ
． ａ

Ｃ ．ｂＣａＣｃＤ．ｃＣ ｂＣａ

解析
：
因 为

＝

 １ ，所 以分别 与 中间 量

＋

比较 。
６
—

＋
＝

ｌ （

ｌ
ｎ

５
＿

ｌ
ｎｅ

）

＝

＋ ｌ
ｎ

５
＜

１１／ｅ
４

＼ １ｅ
３

〇 ？ ｃ


（
Ｉ ｎ
——

 Ｉｎｅ
）

＝ —

Ｉｎ
—

ｂ

＜
Ｙ
＜ ｃ 〇ａ

＝

 ｌ
ｏ
ｇ ？

ｅ
＝

ｙ
ｌ
ｏ
ｇ．

ｅ＾
Ｙ ，

ａ
—

ｃ
＝

（ ２ Ｉ ｎ７ ｔ）
＝

 Ｉ ｎ ７ｕ＋ ：

—２ 〉
Ｉ ｎ

７ ｒ

２
＾
ｙ

ｌ ｎ７ｒ
？

兀

＿

２

＝

０ － 贝 ｌ

ｊ６
＜Ｃ ｃ

＜Ｃ ａ〇故 选Ｂ 〇

例 ？（ ２ ０ １ ８ 年 全 国 ｉｎ 卷 ） 设 “

ｌ〇ｇ 〇． ２
〇 ．３ ， ６

＝

 ｌｏｇ ２
０ ．３ ，则 （） 。

Ａ
．ａｂ ＜Ｃｉ ａｂ＜Ｚ ０Ｂ

．ａ ｂ ＜Ｚ ａ
－

＼

－

ｂ＜ｉ 〇

Ｃ ．ａｂ＜Ｃ． ０＜Ｚ ａｂＤ．ａｂ ＜Ｚ ０ ＜Ｃ． ａｂ

解 析 ： ｕ
＝

１
〇＆ ＞ ． ２

〇 ．３ ， 由 换底 公 式得
＾■ 二

ａ

ｌ ｏｇｎ，
０ ？２ 。 同 理 ， ｒｔｌ心 二ｌ （）ｇ ２

〇 ．３ ， 得士
＝

ｂ

ｌ
ｏｇ？ ． ３

２
。 所 以 丄＋

ｌ

＝

１
〇只。

．

３ ０ ．２十 ｌ
ｏｇ ，

， ，

２
＝

ａ ｆ）

１
〇＆ ，

３ 〇 ． ４ ， 即 ０＜
丄

＋ 

－

＾＜ １ ， ０＜
＾￣

！

＾＜： １ 。 又
ａｂａｎ

ａ＞０ ． ／，＜０ ，所 以 《６＜０ ， 《ｆｃ＜ｕ ＋ ６＜ ０ 。 故选Ｂ 。

３ ． 函 数 的 性 质 ： 重 点 考 查 单 调 性 、 零 点 、

最 值 、对称

例 ４（ ２０ １ ９ 年全 国 丨 ｜ 丨 卷 ） 设 ／
（ ＿ｒ ） 是

定 义域 为 Ｋ 的偶 函 数 ， 且在 （ 〇 ，＋ ？ ） 上 单 调

递 减 ， 则 （ｈ

Ａ ． ／
（

ｌ ｏｇ３

ｙ ）

＞／ （ ２

＾

）＞ ／ （ ２

Ｂ． ／
（

ｌ
ｏｇ ．，


－

＾

－

）

＞／ （ ２
７

） ＞／ （ ２
７

）

Ｃ
． ／ （ ２

７
） ＞ ／ （ ２

Ｔ
） ＞ ／

（

ｌ
〇ｇ ，

一 一
ｉ

Ｄ． ／ （ ２
Ｔ

） ＞／ （ ２
７

） ＞／
（

ｌ
〇ｇ３

－

）

解 析 ： 闪 为 ／ （ ．ｒ ） 是 Ｋｔ 的偶 函 数 ， 所 以

／
（

ｌ
ｏｇ ，

＾

ｌ〇 ８ ： ．４）＝
／

（ ｌ ｏｇ ； ，４），Ｍ

３３



十學生表理化高二Ｓ 用

名 师专题讲 座
２０ ２０年

７
— ８月

ｌ ｏ ｇ３
４＞ ｌ

＝
２

°

＞ ２

７
〉 ２

＿

７
〉 ０

。 又／ （了 ） 在

（ 〇 ，＋〇〇 ）上单 调递减 ， 故

＿

２
＿＿

３
＿＿ ２，

／ （ｌｏｇ３４ ）＜／ （ ２
ｔ

）＜／ （ ２
ｔ

） ，
ＢＰ／ （ ２

Ｔ
） ＞

／ （ ２
Ｔ

） ＞ ／
（

ｌ
ｏｇ３

士 ）

。 故选Ｃ 。

例 Ｆ（ ２ ０ １ ８ 年 全 国 Ｉ 卷 ） 已 知 函 数

ｆ
ｅ

Ｔ

／ （ ｊｒ ）
＝

丨ｇ （ ＊ｒ））

－

ｈ ｊＴ 〇若
（

Ｉ
ｎｊｃ， ｘｌ

＞ ０ ，

ｇ Ｃｒ ）存在 ２ 个零点 ，则 ｕ 的取值范圈是 （

Ａ ． ［
—

１ ， ０ ）Ｂ．

［ ０ ， ＋ 〇〇
）

Ｃ
．［
―

１
，
＋ 〇〇 ）Ｉ）

．［ １ ， ＋〇〇
）

解 析 ： 函 数 Ｋ
（ ｉ）

＝

／ （工 ） ＋ 了＋ ？ 存 在 ２ 个零

点 ，
即关于 工 的 方 程 ／ （了 ）

＝
—

ｕ 有 ２ 个不同 的 实

根 ， 即 函数 ／ （ ：ｒ） 的 图 像 与

直线 ：Ｖ 

＝
—

了

一

ａ 有 ２ 个 交
Ｉ

冬ｎ

点 ，作 出 直线
：
ｙ
＝
—

＊Ｔ
—

Ｕ 与 函 数 ／ （ Ｔ） 的 图

像 ， 如 图 １ 所示 。

由 丨冬］可知 ，

一

， 解得
—

１
， 故选 Ｃ

。

例 ６ （２ ０ １ ９ 年 课 标 ＦＩ 卷 ） 设 函 数

／０ ） 的定 义域为 Ｒ ， 满足 ／ （ ：ｒ＋ｌ ）
＝

２／ （ ：ｃ ） ，

且 当 ：
ｒ ｅ （ ０ ， ｌ

］时 ， ／ （ 了 ）
＝
２ （ １

—

１ ） 。 若 对任

意〇
？ £ （

― 〇〇
，
ｍ ］ ， 都有■

， 则的

取值范围是 （） 。

Ａ －

（

＿

００
，Ｔ

．

Ｂ －

（

＿

００
＇Ｔ

．

ｃ－

（

―°°
，

香
＿

Ｄ－

解析 ： 此题是
“

类
ｉ 〇

■

１２ ３ｗ

■１ 

口
Ｊ 期 的 数 。 函 数 母 Ｕ

向 右平 移
一

个单位 ，

纵 坐标 总 扩 大 ２ 倍 ，

一

＼ｙ
＼

作 出 函 数 的 图 像 ， 解图 ２

出 相应 的 函 数解析式 ，再根 据恒成 的 条件 ．

可求 出 ｍ 的 取 值 范 丨ｆｌ 。 如 图 ２ ， ／（）
＝

—

（ ｊｔ 

￣

ｈ １ ） ？ Ｌ
＜
Ｃ ｊｔ＾０ ？

＾ｘ
（ ｊｔ

—

１ ） ， ０ ＜Ｃｊ：＾ １，设 ”
＝ ——

ＩＩ

＂

与Ｙ

２ Ｃ ｓｃ
—

１ ）（ ｊｔ

—

２ ） ， １，

２
２

（  ｊｔ ２

）

（ ａ：

—

３
），

２ ＜Ｃｊ：＾ ３
〇

二

／Ｃｒ ）的第
一个交点的横坐标为 ｊｔ

，
， 则 。

当ｊｔ Ｇ （ ２
，
３ ］时 ， ／ （ ｊｔ

）
＝

２
２

（ ｊｔ
—

２ ）０
—

３ ） ， ／ （ ＊ ｒ ）
＝
—

｜
， 解得＾

＝

１
， 则

答案 为 Ｂ
。

二 、 导数高 考 要求和命题分析

①本章 内 容 在高考 中
一

般是
“
一

大
一

小
”

呈现 ， 约 １ ７ 分 ； ②在选择题或填空题 中 考查

导数的 几何意义 ，构造 函数等 ； ③解答题
一

般

都有两 问 ， 第
一

问 考查求 曲 线 的 切线 方程或

求 函数 的单 调 丨式 间 ， 属于基础 问 题 ？第二 问常

考査 利用 导 数 证 明不 等式 ， 或 已 知单 调 区 间

或极值求参数的取值范 围 ， 以 及 函 数的零点 、

导数在函 数单 凋性 中 的 应用等 问 题 ， 总体难

度偏大 。

导数高 考试题主要有以下 几种考査形式 。

（

＿

）
函 数切 线 问题

制 ７（ ２０ １ ６ 年全 国 ｜ ｜ 卷 ）若直线
：
ｙ 

＝

是曲线 ｙ

＝

 ｌ ｎｊ：＋ 
２ 的切线 ，也是 曲 线

ｙ 

＝

Ｉ ｎ （ ：ｒ＋ １） 的 切线 ， 则
＝



。

解析 ： 设
：ｙ

二
々

＊ｒ ＋ ／， 与ｊ
ｙ
＝

 ｌ ｎｘ＋２和
；
ｙ

＝

Ｉ
ｎ （ ：ｒ ＋１ ） 的 切点分别 为Ａ（ ，

， Ｉ
ｎ了

，

＋ ２）

和ｆ３ （ ？ｒ
２

，
ｌｎ （ ｊ：

２ 
＋

ｌ ） ） ０

则切线 分 別 为
：
ｙ
—

Ｉ
ｎ 々

一

２
＝ ｉ

（ ：ｒ
－

了
１

ｘ
，
），ｖ 

＿

ｌ
ｎ （ ？ｒ

２＋ｌ ） 

＝

；

￣̄

７ （ ＊ ｒ

——

ｊｃ
２

） 〇

？ｒ
 ２


十１

化简 得
—

 ？
ｊｒ＋Ｉｎ ｓｃ


ｉ＾＼ ．

ｙ
＝

１

？ｒ ＋ ｌ ｎ （ ＊ｒ
２
＋ １ ） 

？

ＪＣ
２
＋１

依题 意得

， ＋ｌ

〇

ｘ
 ｉ

＊ｒ
２ Ｈ

￣

 １

Ｉ ｎｊｒ
１
Ｈ
－

ｌ 

＝

ｌ ｎ （ ｊｒ
２

＿

ｌ

￣

ｌ ）

解得 Ｘ

工
１

２

ｊｃ
２ 
Ｈ
－

１

°

从 而 心 ＝ Ｉｎ＋ １
－

Ｉ ｎ２
０

（

二
） 构造 函 数

１５
＊

１８设 函 数／ （ ＊ｒ ） 满 足ＪＴ
２

／
，

（ ． ｒ ）＋

２ ．ｒ／ （ ａ
－

）
＝
二

， ／
（ ２）

＝？

！
■

， 贝 Ｉ

ｊｊｔ 〉 ０时 ， 则
ｊｒｇ

． ／
（ ‘ｒ ） （

３４



Ａ ． 有极 大值 ， 无极小值

Ｂ． 有极小值 ，无极 大值

Ｃ ． 既有极大值 又有 极小值

Ｉ） ． 既无极 大值也无极小值

解析 ： 由 题意 知 ／
／

ｃＪ ）
＝

＾
－

２ ／（ ＇ｒ ）
＝

ＪＴ００

二 ７ 二
， 构 造 函 数 ｇＴｆ

Ｘ

２？ ／ （
： ） ， 贝 丨

Ｊｊ ）
＝
ｅ

＂—
２ｘ

２

ｆ
＇

Ｃ ｊｃ ）

̄

４ ｊｔ／ （ ：ｔ ）
—

２ （ ｊｒ
２

／
’

（ ｊＴ ）＋
２ ｊｒ／ （ ｊｒ

） ）
＝

ｅ
＇
—

—－ ＝
ｅ
Ｊ

ｌ
ｉ

 由得ｘ
＝

２
。

ｊｃＶｘ＞

分析可知 ， 当 ＿ｒ


＝
 ２ 时 ，

—

２Ｘ ２
２

Ｘ

ｅ
２

丁

＝

０ ， 即 尺 （ ｊ ）＞〇 。 故 当ｊ ＞ 〇 ｂ寸 ， ／
＇

（ 〇
？

）

＝

Ｏ

＾

＞ ０
， ／（ ＪＴ ） 在 （ ０ ， ＋ 〇〇

） 上 单 调 递 增 ，

Ｘ

选 Ｄ ０

１？
＊

ｌ９已知 ／ （ ＊ｒ ） 为 Ｋ 上 的 可 导 函 数 ，

且Ｖ ＊ｒ ＧＫ ， 均有／ （Ｘ） ＞ ／
＇

（ 〇
？

） ， 则 （＞
。

Ａ ．
ｅ

２ ０ ２０

／ （
—

２０ ２０ ）＜／ （ ０ ） ， ／ （ ２０ ２０ ）〉

ｅ
２ ０ ２ ０

／ （ ０ ）

Ｂ．ｅ
２

〇
２
０

／ （

—

２０ ２０ ）＜ ／ （ ０ ） ， ／ （２０２ ０ ）
＜

ｅ
２０ ２ ｏ

／ （ Ｏ ）

Ｃ ．ｅ
２０ ２

０

／ ＜ 
—

 ２０ ２０）＞
／ 

（０ ）
，
／

Ｃ２０２０ ） ＞

ｅ
２ ０ ２ ＜Ｊ

／ （ ０ ）

Ｄ．ｅ
２ 〇 ２０

／ （
—

２０ ２０ ） 〉 ／ （ ０ ） ， ／ （ ２０２ ０ ）＜

ｅ
２ ０ ２ ｏ

／ （ Ｏ ）

解析 ： 构造 函 数 《 （ 工 ）
＝ 则 Ｋ

＇

（ ＿ｒ ）

ｅ

／
＇

（ ｊｒ ）ｆ
—

 （ ｅ
Ｊ

）

’

／ （ｉ ）／
’

（ Ｉ ）

—

／ （ ＊ｒ ）

＿

？

￣

ＴＴｉ
—

 ｊ
°

（ ｅ）ｅ

因 为 ＼／ ＊２＾ １＜ ，均有 ／ （ １ ） 〉 ／
／

（ １ ） ， 并 且 ＆ ＞

０ ，所 以ＫＴ
 ）＜ ０

， 函数ｇ 
（了 ）

＝ ：＂
／

）

在Ｋ上
ｅ

单 凋 递 减 。 因 此 ， 只 （

一

２０２ ０ ）＞ｇ（０） ，

／

■

（
— ２０ ２０ ）

只 （ ２０ ２０ ）＜只 （ ０ ） ， 即
？

丄

＾
—

＞ ／ （ ０ ）
，

总 复 习篇 名 师专题讲座

高 用２ ０ ２ ０年
７ 
— ８ 月 ？

（ ２ ）对于／

＂

＇

（ ｊＯ ＋ ｇ

＇

Ｃ ｊｒ ）〉 。
，构造 ／

ｉ
（ ｘ ）

＝

／ （ ｊｒ ） ＋ ｇ （ ？ｒ ）
０

（ ３ ）对于／
＇

（ ｊＯ ＋ ｙ Ｃ ＾ＯＸ ）
，构 造ｈ （ ？ｒ ）

＝


ｅ
＇

／ （ ｊｒ ） 。

（ ４ ）对 于［或／
’

（ ＪＴ ）
＿

ｅ

（ ５ ）对于 ．ｒ／
＇

（ ＿ｒ ） ＋ ／ （ ＿ｒ ）＞ ０
， 构造／ｉ （ ｚ ）

＝
ＪＴ／ 

（  ＪＣ
） 。

（ ６ ） 对于 了／
／

（了 ）
＿

／ （１ ） 〉 ０ ， 构造 ／１ （ 工 ）

＿

／Ｃｒ ）

ｘ
°

（ ７ ） 对 于Ｊ／
＇

 （ ＊ｒ）＋ｗ／（
ｊｔ）＞ ０ ， 构 造

＝

ＪＴ
”

／ （ ＪＴ ） ， 贝 Ｉ

ｊ／
ｉ

＇

（ 〇
＊

）＝Ｊ
＊

＂

／
，

（
ｊｒ ）＋

ｗ ｏ：

” ’

［ ｊｒ ｙ

＂

。 ） ． ＂ ／

－

。 〉 ］ 。

（ ８ ） ｊｔ／
＇

（ ｉ）
—

ｗ／ （ ｊ： ） ＞ ０ ， 构造／ ；（ ＊ｒ ）
＝

／ （ 了 ）

则／／ （ ？

ｒ／
’

（ ｘ ） 
—

？／ （
ｊｔ ）

（
三

）指对数 同 构

① ｊｔ
＝

ｅ
ｌ

ｎ １

 ， ② 
ｘ

？
ｅ

，
＝

ｅ
ｌ

ｎ ｒ？
ｅ

，

一
ｅ

＊ 
．

“ 、
ｒ

；

？ ＊ｒ＋ ｌ
ｎ ．

；ｒ
＝

ｅ
ｌｎ

ｒ

＋ ｌ ｎ Ｔ ； ＠ ＊ｒ ｌ ｎ ｉ
＝

ｅ
ｌｎ 』

＊

ｌ ｎ ｊ ，⑤ ．ｒ
２

？
ｅ

＊

＝
（ ：

＞ ＇

、

？

ｒ ‘ ； ？ ：

，

ｘ

？（

？


＇

 （ ／


？ Ｉ ｎ
，
）

？

１ ， 当且仅 当 ｒ＋ ｌ ｎ ．ｒ
＝

０ 时等号成立 （ 利用 ｆ

＋１放 缩 ） ； ⑧ ｔ
？
ｅ

ｘ
＝

ｅ

ｘ ４
｜ ｎ

Ｔ

＞ ｅ （ ． ｒ ｆ

Ｉ ｎ了 ） ， 当 Ｊｉ仅 当 ａ ＋ ｌ ｎ１ 时 等号成 立 （ 利

用 ｆ ＞ｅ＊ｒ 放缩 ） 。

１？
＊

ｌｆ〇已知 函数／ （了 ）
＝

ｅ

，

—

ａ ） ＋ａ （ ａ ＞ ０ ）
，若关于 的 不 等式 ／ （ ．ｒ ） ＞

〇 恒成立 ， 则 实数 〃 的取值范 围为 （）
。

Ａ ． （ ０ ， ｅ
２

］Ｂ
．（ ０ ，

ｅ
２

）

Ｃ ．［ １ ， ｅ
２

］Ｄ．（
１ ， ｅ

２

）

解析 ： 由
—

“ 〉 ？ｉ ｉ ｆ得 ．ｉ＞１ ， 故 Ｗ 数

）

＜ ／ （ 〇 ） ， 即ｅ
２
。
２ 。

／ （
—

２０２ ０ ） 〉
ｅ

的定 义 域 为 （ １ ， ＋＾ ）
。 丨

ｆｌ ｆ （ ｊ〇 ＞ ０ ， 得
Ｌ

ａ

／ （ （
） ） ， ／ （ ２Ｏ ２Ｏ ）＜ ｅ

２ ０ ２０

／ （ ０ ） ，故 选Ｄ ０

总结 ： （ １ ） 对 于 ／
＇

 （ ．ｒ） 〉 ＃

＇

（
＾ｒ ）

， 构 造

／ ｉ
（ ．ｒ ）

＝

／ （ ：ｒ ）
—

； 若 遇 到／
＇

（ 了 ＞＞ ？ （ ？

关
０ ）

， 则构造／ ？ （ ｊ
＊

〉

＝

／ （ 〇
＊

） 

—

ａ ＊ｒ 。

Ｉ ｎａ＞１ｎ（
．ｒ１）１

。
丨
１

丨 指 对 数 丨

＂
】 构 得 “

ｅ
ｌ

ｎ

＇ｉ
—

丨ｅ
ｌｎ ＇ ， ＂

， 故 可得 ｅ
』 ｌ

ｎ
ｕ

＋ （ ．ｒ

—

ｌ
ｎ ｄ ）

＞ ｌ
ｎ （ ａ

－

ｌ ） ＋（ ｘ
—

１
）

， Ｕ ｜
Ｉｅ

ｘ ｌ

ｎ ａ

＋ （ ａ
－ Ｉ ｎａ ）

〉 ｅ
ｌｎ ＜ ， ＂

＋ ｌ ｎ （ ．ｒ

—

 １） 。 设 尺 （ ｊ
．

 ）
＝

ｄ＋ ｊ
＊

， 则

３５



Ｊ，
＊ｓｄ ／ＬＪＦＬ Ｖ^ ｊｔｙ总、 ＭＷ浦雜雜

了今 ３＊取 ，玉凡
高 二 使用２ ０２ ０ 年 ７ 

—

８ 月


片
＇

（ ？ｒ ） 

＝
ｅ

ｒ

＋ ｌ ＞ ０ ， ｇ （ ｘ ）在 （ １
， ＋ 〇〇 ） 上 为增

函 数 。 故 由
＾
＋（ ．ｒ

—

 ｉ ｎ“ ）
１ ’

＋

ｌ ｎ （

—

１ ） ， 可得＃ （ ＪＴ 

—

Ｉ ｎ“ ）〉 ／？ ［ ｌ
ｎ

（ ｊｒ 

—

 １ ） ］ ，

艮 Ｐ：ｒ

—

Ｉ ｎａ〉 Ｉ ｎ（ ．ｒ

＿

１）
，
也 即 ｊｔ

一

 Ｉ ｎ （ ｊｔ １）

＞ ｌ
ｎａ 

，Ｉ
ｎ ａ ＜Ｃ （ 

ｊ
＊ —

ｌ
ｎ （ ｊｔ

—

１ ）） ｍｍ 〇设 ／１ （ ｊｔ
 ）

＝

Ｊｒ

－



２

ｊｃ

—

 ｌ
ｎ （ｊｃ

—

 １）（ ｊｔ 〉 １） ， 贝ｌ

ｊ／／ （ ：
ｒ ）
＝

７
〇故

ｊｌ


丄

当（１ ， ２ ＞时 ，
／／ （ ＪＴ ） ＜ ０ ； 当Ｉ ｅ （ ２

，
＋ 〇〇

）

时 ， ｈ
＇

（ ｊｒ ） ＞ ０ 。 所 以／ ｉ （ｘ ）
ｍ ｍ

＝

／ｉ （ ２ ）

＝
２

，
ｌ ｎ“

＜ ２ ＝＾０＜ａ＜ｅ
２

。 答案 为Ｂ 。

１５
＊

１ｆ ｔ设实数 Ａ ＞ 〇
， 若对 任意的 ．ｒ Ｇ

（ ◎ ， ＋ 

＜＾〇
） ，不等式 ｅ

Ａ ｉ
——

Ｉ
— 但 成立 ，则 Ａ
Ａ

的最小值为 （） 。

解 析 ：

一一—

＞０ ， 即Ａ
—

 １ 
ｎ

＊ｒ ＞ ０ ，也
Ａ

ｉ ｆ
］ Ａ ＾ｒ ｅ

Ａ
，
—

ｊｔ Ｉ
ｎ＊ｒ

＞ ０
，

ｅ
＂

Ｉ
ｎ：ｒ

。 由 指 对

数同 构得 ＊ｒ
ｌ
ｎｉ

＝
ｅ

ｌ ｎ Ｔ
？

Ｉ
ｎｘ

， 故 可得 （ Ａ ．ｒ ）？

ｅ
Ａｘ

＞ ｌｎ ． ｒ
？
ｅ

ｈ“

。 设／ （ ：ｒ ）， 则／
＇

（ ｊｔ ）

：

（ ｊｒ ＋ ｌ ） ｅ
Ｔ

＞ ０对＊ｒ６ （ ０
，
＋ 〇〇 ）恒 成立 ， 所 以

／ （工 ）在 （ ０
， ＋〇〇

） 上 单调 递增 。 由 （ Ａｔ ） ．

ｅ
＂

＞ ｌｎ＊ｒ
？

 ，可得 ／ （ Ａ ＊ｒ ）＞／ （ ｌ
ｎＸ ） ， 即Ａ ．ｒ＞

ｌ ｎ ｊｒ ，也即 ？ Ａ
＾（



）
。 令 ｇ

（ ｘ ）

⑴ ， 则ｇ

＇

（ Ｊｒ ）
＝ ｌ＾￡

（ ＪＣ〉 ０ ） 。

ＪＯ

所 以 当 ．ｒ Ｇ （ 〇 ， ｅ ）时 ， ＾
（ ？ｒ ）〉０ ， ｇ

（ ＊ ｒ ＞
单 调递

增 ； 当（ ｅ
，
＋ 〇〇

） 时 ， 尽

＇

（ １ ）＜ ０ ， ＃ （ ＊２
＇

） 单调

递减 。 所 以 尺 （ ？ｒ ） ｍａｘ

＝

ｇ （ ｅ ）

＝ ￣＾￣
． Ａ＞丄 ，选Ａ０

ｅｅ

（ 四 ） 高考导数压轴题 常见 的 考题可分为

三类 ：①证明 不等 式 的 问 题
，
含参变量 的 取值

范 围 问 题 ；②函 数 的 零点 问 题
，

？ ③ 函数 的 最值

与极值问 题

解决上述题型的常规方法为以下几种方法 。

１ ． 必 要探路
，
先猜后证

，
特值合 理 推导

仰
１ ／ ２（ ２ ０ １ ３ 年新课标 丨 卷理科第 ２ １

题 ） 已 知 函 数／
（ Ｉ

）
＝

 ．ｒ
２

＋ ａ ｊｒ＋ ６
， 片 （ ｊｔ  ）

＝

ｅ
＇

（ ｃ＼ｒ ＋ｃ／ ） ， 若 曲 线
．

ｙ
＝

 ． ／（ ） 和 曲 线 汐
＝

ｇ （ ｘ ） 都过 点 Ｐ （ ０ ， ２ ） ，且在点 Ｐ 处有相 同 的

切线 ：
ｙ
＝

４ ａ＋ ２
。

（ １ ）求ａ ，
６

，
ｃ

，
ａｆ的值 ；

（ ２ ） 若
—

２时 ， 求 々

的取值范围 。

解 析
：
（ １ ） 由 已 知 得 ／

（ 〇 ）
＝

ｇ （ 〇 ）
＝

２
，

／
’

（ ０ ）
＝

片
’

（ ０ ）
＝

４
。 而／

’

（ ａＯ ＾
Ｚ ｊｒ ＋ ａ

，

＾
■

＇

（ ？ｒ ）
＝


ｅ
ｉ

（ ｃｊｒ ＋ ｔ／＋ ｃ ） ， 解得 《２
＝

４ ，
６ ＝ ２

， ＜：

＝

２ ，ｄ 
＝

２
０

（ ２ ） 设 函 数Ｆ （ ＪＴ ）
＝

々片 （ ＪＴ ）
—

／（ ＪＴ）
＝

２ ｋ ｅ（ ｘ＋１ ）
—

ｊｔ
２
—

４ｘ
—

２（＾ 
－

２ ） ，Ｐ
Ｊ

Ｆ
’

（ ｊｒ ）

＝
２ 々 ｅ

＇

（ｘ＋２ ）

—

４ 

＝
２ （ ｊｒ＋ ２ ） （ 々 ｅ

ｒ

—

１ ） （ ｊｔ＾

— ２ ）
〇

由 题设可取特 殊值 去缩小参数 范 围 ， 故

ｆ Ｆ （ ０ ）＾ ０
，

可取 ｊｒ
＝

０ 和 ｉ
＝—

２ ， 得
＜＝＞

Ｉ
Ｆ （
—

２ ） ＾０

［

＾＞ １
，

＞^
ｌ＜ Ａ ＜ ｅ

２

。 则 Ｆ （ ｊ ） ＞ ０ 成立 的 必
Ｕ＜ ｅ

２

要条件是 ｌ＜ Ａ＜ ｅ
２

。

下 面 证 明 ： １＜Ａ＜ｅ
２

符 合 题 意 。 令

Ｆ
＇

（ ｊｒ ）

＝

０得 ，

＝
—

Ｉ ｎｋ＜， ｊｃ
２


＝—

２
，
此时 ， 类

比二次 函 数根 的分布进行分类 讨论解答 。
因

为
—

 ２
，所 以ｊ： ＋ ２＞ ０ 。 又１＜灸

＜ｅ
２

， 故０

＾ ｌ
ｎｋ

＾ ２
？



—

２＾〇
＊

！

＝
—

Ｉ
ｎ

①若Ａ 
＝

ｅ
２

，
即 一

２
，
贝ｌ

ｊ ＿

Ｆ
’

（ ｊｔ ）

＞ ０
， 即 Ｆ （ ？ｒ ）在 ［

―

２ ， ＋ 〇〇
） 上单调递增 。 又

Ｆ （

—

２ ）
＝ ０

， 故 当ａ＞ 

—

２时 ，
Ｆ （ ｉ ）Ｘ） ， 即

／ （ 了 ）＜ ／＾ （了 ）恒成立 。 ②若 ｌ＜Ａ ＜ ｅ
２

时 ， 即

—

Ｉ ｎ々〉
一

２ 。 当 ｊｔ Ｇ ［ 

—

２ ， 

一

Ｉｎ左 ］时 ，
Ｆ

＇

（ ｊｒ ）

＜ ０
； 当 了 乏 ［

—

１
１１ 々 ， ＋〇〇

）时 ， ＾
＇ ／

（ ＞２
＇

）＞ ０
。 则

厂 （ ：１

￣

）在 ［
一

２ ，
一

 Ｉ ｎＡ ］上单 调递 减 ， Ｆ （ ｊｔ ） 在

［
―

Ｉ
ｎ々 ， ＋ 〇〇 ） 上 单 调 递 增 ， Ｆ （ ｘ ） ＞

Ｆ （ 

—

ｌ
ｎ 々 ）

＝

 ｌ
ｎＡ

（
２
＿

ｌ
ｎ Ａ ）＞ ０ ， 所 以 当

—

２
时 ， ＦＯ ）＞０ ， 即／ （ ｊｃ ）＜Ａ

ｇ （ ：ｒ ）恒成立 。

综上 ， 々 的取值范围是 ［ １
，
ｅ

＂＊

］ 。

制 （ ２ ０ １ ９ 年 全 国 Ｉ 卷 文科 第 ２ ０

题 ） 已 知 函 数／ （ ＊ｒ ）
＝

２ ｓ ｉ ｎｘ
—

．ｒ ｃｏ ｓｊｃ
—

ｊｃ ．

ｆ
＇

Ｕ ）为 ｆ （ ｉ ） 的导数 。

（ １ ）证明 ：广 （ ＊ｒ ）在 区 间 （ ０ ， ７Ｔ ） 内 存在 唯

一

零点 ；

（ ２ ）若ｒ ｅ［ ０
，

７Ｔ ］时 ， ／ （ ？！
？

）＞？ 〇
？

， 求ｄ

的取值范 围 。

解 析 ： （ １ ） 设 片 （ 了 ）
＝

／
＇

（ 了 ） ， 则 尺 （了 ）

＝

ｃｏ ｓ＋ｘ ｓ ｉｎｘ

—

Ｉ ｊ
＇

Ｃ ｊＯ ＾ ＾ｔ ｃｏ ｓ ｘ
。 当ｊｔＧ

３６



总 复 习篇 名师 专题讲座

高二使用２０ ２ ０ 年 ７ ８ 月 十孝生羞理化

（

〇
，｜ ）

时 ， 《
＇

＇

（ ＇：｜： ） 〉 ０
； 当 工 ６

（｜
， 兀

）

时 ，

Ｋ

＇

（ ＿ｒ ）＜ ０ 。 所 以 ｇ （ ＿ｒ ） 在 上 单 调 递

增 ， 在
（

＂

｜
，

７ｒ

）

上 单 调 递 减 。 又 ＆ （ 〇 ）

＝

〇 ，

尺
ｄ ）

＞ ０ ， 尺 （ ３Ｔ ）
＝
—

２ ， 故 尺 （ ＿ｒ ） 在 （ ０ ， ７
Ｔ ） 内 存

在 唯
一

零点 。 所 以 ／
＇

〇 ） 在 （ ０ ， ７ Ｔ ） 内 存在 唯

－

零点 。

（ ２ ）
［
丨

１ 题设可取特殊 值 去缩小参数 范 围 ．

故 可取 ．ｒ
＝

７Ｔ得 ．／ （ ７ｒ ）
＝

０＞ Ｕ ７ Ｔ ， 所 以Ｕ＜ 

〇
。

故 ／ （ ：ｒ ） 彡Ｍ 成立 的 必要 条 件是 《 ＜ ０
。 下

面证明 ： ａ ＜ ０ 符合题 意 。 由 （ １ ） 知 ， ／
＇

（ ｘ ） 在

（ ０ ， ７１ ） 内 只有一个零点 ， 设 为 ＾
。

，且当 〇： ６ （ ０ ，

■Ｔ
， ， ）时 ， ／

＇

（ ＿ｒ ） ＞ ０
； 当 ■ｒ Ｇ ［Ｊ：

１

）

， ７ｔ ］时 ， 广 （ ＿ｒ ）＜

〇 ？ 所以 ／ （ 了 ） 在 （ ０ ，
ｚ 。 ） 上 单调递增 ？在 （ ｘ

０
，

７
Ｔ ）上单调递 减 。 又 ／ （ ０ ）

＝

０ ， ／ （ ｔｔ ）
＝

０ ，所以 ，

当１ £ ［ 〇 ，
冗 ］时 ， ／ （ ＿ ｒ ） ＞ ０ 。 又 当ａ ＜ ０ ，

＿ｒ ｅ

［０ ，
７ｔ ］时 ，

ｕ ＿ｒ＜ ０ ， 故／ （ Ｊ： ）。

因 此 ， 《 的 取值范 围是 （

一 °°
， 〇 〕 。

必耍探路 ． 先猜 后证 ，特值合 理推导 不 仅

７辞要综 合我 们在 基 本点 、 交汇点 上 的经验 ， 还

需要 直觉 、 估算 、 转换 视 角 等 思 维 方式 的 参

与 ，把问 题 丨 歼 到 ｒ

一定 髙度 ， 是最 见 数学功

力 、 Ｍ能体 现同 学们 能 力 的地 方 。

２ ． 端 点效应 ， 合情推 理

仰丨
作（ ２ ０ １ ０ 年新 Ｌ果标 卷第 ２ １ 题 ） 设

函 数／ 

（ 』
？

）
ｉ

ｅ
’一

＼ 
￣

ｊｔ 

—

。

（ １ ） 若 求 ／ （ ＾ ） 的单凋 区间 ；

（ ２ ）当 １彡０ 时 ，／ （ ．／ ）＞０
，求 《 的取值范 围 。

解析 ： （ １） 若“〇 ， ／
（ 了 ）

＝
ｅ

，

１
—

 ＊ｒ ，

＝

＆
—

１ 。 当 （
—

〇〇
， ０ ） 时 ，／

’

（ ： ） ＜

０ ； 当 ．ｒ ｅ （ ０ ， ＋〇〇
） 时 ， ／

’

（ｘ ）〉 〇 。 所 以／ （ 工 ）

在 （

一 °°
， 〇 ） 上单调 递减 ， 在 （ 〇 ， ＋ °°

） 上单 调

递增 。

１
—

２“ｘ ， 由 （ １ ） 知

＋ 
＊ｒ

， 当且 仅 当 １
＝

０ 时等 号 成立 ， 故 ／
＇

（ ｘ ）

＾■

ｘ

—

２ｕ ｊｔ
＝

 （１
一

２ “ ）ｘ
。 从 而 当１ 

—

２ａ ＞ ０
，

即 《＜
＋ 

时 ， ／
’

（１ ） ＞ ０ （１ ＞ ０ ） 。
而 ／ （ ０ ）

＝
０

，

于 进 当时 ， ／ （ 了 ）＞ 〇 。 由ｅ
ｒ

〉 ｌ ＋ ｊ
＊

（ ｊｒ

关 ０ ） ， 可 得 ｅ
｜

〉 １

—

ｊｔ （ ｘ 关 ０ ） 。 从 而 、

与 “ 〉

■

＾
时＾ ＣｉＸ ｅ

』
—

ｌ＋ ２ａ （ ｅ

－ｘ—
ｌ ）

＝

ｅ
ｒ

（ ｅ
＇

—

ｌ ） （ ｅ
』
一

２ ａ ）
，故 当ｉ６（ 〇 ， ｌ

ｎ２ａ ） 时 ， ／
＇

（ ｊｔ ）

＜ ０ 。 而／ （ 〇 ）
＝

〇 ， 于是 当了 £ （ 〇 ，
Ｉ
ｎ２ａ ） 时 ，

／ （ ■ｒ ）＜ ０ ， 与题意矛 盾 。

综上 ，
ａ 的取值 范 围 为

（

一

〇〇
， ＋

。

高 考这样 的解答是 如何想到 的 呢 ？ 这 里

的 问题是凭什么
“

由 ＾ ＞ １ ＋工 （ 了 关 ０ ） 可得

ｅ
７

＞ １

—

ｉ （ ：ｒ 关 ０ ）

”

呢 ？ 又 凭什 么想 到 当 ａ

时 ， 对 ／
＇

（ １ ）
＝ ＾

—

１
—

２ａ ：ｒ 作 如此 的变

Ｊｇ
“

／
’

（ ｊｒ ） ＜ ｅ
Ｊ—

 ｌ ＋２ａ （ ｅ
＇—

ｌ ）
＝

ｅ
，

（ ｅ
７—

１ ） （ ＆
一

２ ａ ）

”

呢 ？ 很 多 同 学 无法理解这
一

参

考答案 。

一定要这么 解 吗 ？ 有 没有 其他的解

法呢 ？ 我们再 审视 问 题 ：

“

当 ＾ ＞ ０ 时 ， ／〇 ）

彡 〇
”

其 实可 以 转化 为 ：

“

当 ｘ ＞ ０ 时 ， ／ （ ： ｒ ） ｍｍ

＞０
”

， 如此
一

来 ， 我们就 可 以 猜想 出 ｕ 的 值

了 。 注 意观 察 发 现端 点 ／ （ 〇 ）
＝ 〇 ， 于是问 题

等价于 ：

“

当时 ， ／０ ） ＿＞０
＝

／ （０ ）

”

，
Ｂ
Ｐ

猜想 ／ （ ＊ ｒ ） 应该在 ［ 〇 ， ＋ °°
） 上单 调 递增 。 故

／
＇

（ ？Ｔ ）

＝

ｅ
ｒ—

 １
—

２盯＞ ０对 ＪＴ ｅ［ ０ ，＋ 〇〇 ） 恒

成立 。 同样地 ， 发现端点 ．广 （ 〇 ）
＝

〇 ， 故 ／
＇

（ ＊ｒ ）

应该在 ［ 〇 ， ＋
００ ） 上单 调 递 增 。 令 兒 （ 工 ）

／
’

（ ？ｒ ）
＝

ｅ
＇—

１

—

２“ ｊｔ
， 则 片

’

（ ｊｒ ）
＝

ｅ
ｒ—

２“ ＞ ０

在 ＊ｒ ６ ［ ０ ， ＋ 〇〇 ） 上 恒成立 。 因 为 ＃
＇

（ ｉ ）
＝

ｅ
Ｔ

—

２“ 单 凋递增 ，所 以 ， （ ａ
．

）
ｍｍ
＝， （ ０ ）

＝
 １

２ａ ＞ 〇 ， 解 得 有 ｒ 这 个猜想 ． 我们 只

要证明 ： ①当 ＋ 时
， ／〇

■

） 彡 〇 对 Ｉｅ［ 〇 ，

＋ 
°°

）恒成立 ；② 当
？

时 ， ／ （ ＿ｒ ） ＞ ０ 对 了

云 ［ ０ ，
＋〇〇

）不恒成立即 可 。

证 明过程 如 下 ： 因 为 ／ （ １ ）
＝

￥
—

１
—

ｘ

ａ ａ
＊ ２

，所 以／
’

（ Ｊ ｒ ）
＝

ｅ
ｒ—

１
—

２ａｊｒ
。 令 只 （ 〇

？

）

／ 

＾

（ 〇
？

）
－

ｅ

ｒ
—

１
—

２ ａ ｊｒ ， 则 只

’

（ 《ｒ ）
＝

ｅ

ｆ
—

２ａ 。 ①

当＋时 ， 只

＇

（ ａ）
＝

ｅ

：
—

２ａ ＞ ０对 了６［ ０ ，

＋ 

〇〇 ）恒成 立 ， 只 （ ｒ ）
＝

／
’

（ ａ
．

） １
—

２义／

－

在 ［ ０ ， ＋〇〇 ） 上单凋 递增 ， ／
＇

（ 了 ） 彡／
＇

（ 〇 ）
＝

〇 ，

／ （ｚ ）在 ［
０

，＋ 〇〇 ） 上单调 递增 ， ／ （ １ ） ＞／ （ ０ ）

（ ） 对 ？ 切的 ．
，

，

６［ 〇 ， ＋？

） ｔｓ成立 ， 则ｕｊ

３７



总 复 习 篇 名师 专题 ｉ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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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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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题意 ；② 当ａ ＞ ＾
■ 时 ， 令 只

’

（ ＞ｒ ）
＝

ｅ
Ｊ
－

２ ｃｉ（
―

１
， ＋ 〇〇 ） ， ／

’

（ 〇
？

）
＝
ｅ

Ｔ
＾ 。 因 为

乙 ＪＴ 十 １

＝

０
＝＞

ａ
．＝

 ｌ
ｎ （ ）

， 则 当 ｊｃＧ （
０

， Ｉ
ｎ （）

） 时 ，

Ｃ ｊｔ ） 

＝
ｅ

Ｊ—
２ａ

＜
Ｃ 〇

＊ ＾ （ ｊ： ）
＝

／
，

（ ｊｃ ）
＝

ｅ
Ｊ ｒ—

１ 

—

在 （ ０ ，
ｌ
ｎ （ ２ａ ） ） 上 单 调递减 。 又 ／

＇

（ ０ ）
＝

〇 ， 故 当Ｇ （〇 ，
ｌ ｎ （ ２“ ） ） 时 ， ／

’

（ ｊｔ
）＜ ．／

＂

（ ０ ） 
＝

０

恒成 立 ， ／ （ ＊ ｒ ） 在 （ 〇
，Ｉ

ｎ（ ２ａ） ） 上 单 调 递 减 ．

？／ 
（ ： ）＜／ （ ０ ）

＝

０对
？

ｘ６（ 〇 ，Ｉ ｎ （ ２ａ ） ） 恒成立 ，

这与 当 ＞ｒ
＞０ 时 ／

（ｉ ）＞ ０ 矛盾 ，
ｗ

■ 不 符题

意 ， 故 舍去 。

综上所述 ，
ａ 的 取值范围 为

（

一

〇〇
，

＋
。

相 比 髙 考提供的 参 考矜 案 ， 这 样 的 解答

显得 自 然 而且通俗易 懂 。

本题 中 的 端点 效应 、 合情 推理 起到 了 决

定性作用 ， 有 了这
一猜想 ， 我们才能产生解题

的思路 。 反 过来 ，我 们回顾 高 考 的标 准答案 ，

就可 以理解 高 考标 准答案 为 何以
“

ａ＜
ｊ 

”

和

■

”

为 分类标准 ， 又为什 么要配 出 当 《 〉

■

＾
时 ， ，

’

（ ：ｒ
 ）

＜Ｃ ｅ
Ｊ—

 １４
－

２ａ（
ｅ

—

１） 
＝

ｅ

一 了—
 １

＋ ２ ａ （ ｅ
＇—

ｌ ）
＝

ｅ
ｆ

（ ｅ
＇ —

ｌ ） （ ｅ
ｒ
—

２？ ）
， 故 当Ｉ

６（ 〇 ， ｌ
ｎ （ ２“ ） ）时 ， ／

＇

（ ｊｔ ）＜０
。 这 样

一反思 ， 我

们 才能发现命题者其实是有一个 《 以
＾为 最

大值的 期望 。 事 实上 ，在解恒成立 、有 解问 题

时 ， 有时很难将参数分离 出 来 ，或者 即 使将参

数分离 出 来 ？ 也很难将运算 进行下去时 ， 怎 么

办 ？ 这就需要 对参 数进行预 测 ， 只 有这 样我

们才能顺 利解决问 题 。

３ ． 隐 零点 反 代

制 Ｗ（ ２０ １ ３ 年新课标 １ 丨 卷理科第 ２ １

题 ） 已知 函数／ （ ＿ｒ ）
＝

ｅ

＇
—

ｌ ｎ （ ＿ｒ＋ ｍ ） 。

（ １ ） 设 尤
＝ ０ 为

：
ｙ
＝

／ （ ｊ ＞ 的极 值点 ， 求

的值 ，并 讨论 ／〇 ） 的单调性 ；

（ ２ ） 当 ＂丨＜２
时 ， 证明 ： ／ （ ＿ｒ ） ＞ ０ 。

解 析 ：
（ １ ）

ｆ

＇

（ ＿ｒ ）

＝
ｙ——

＾
―

。 因 为ｘ
＝

ｒ十 ， ／２

〇 为 ｙ

＝

／ （ ．ｒ ） 的极值点 ，所 以 ／
＇

（ ０ ）
＝

０ ， 解得

ｍ
＝

 １ ？／
（ ｊ

．

）＝ｅ
． ＇

—

Ｉ ｎ（ ＿ｒ＋ １ ） ， 定 义 域 为

／
／，

（ ｊ
－

）

＝

ｅ
ｉ ＋ －￣

所 以 ／
＇

（了 ）
＝

＃
－

（ 十 １） 

＿

Ｌ ，

在 （
—

１ ， ＋ 〇〇
）上单 调 递增 ， 且 ／

＇

（ ０ ）

＝

ＪＴ 十 １

０ 。 因 此 ， 当ａ
．

６（ 
—

１
，
０ ） 时 ， ／

＇

（ ０ ）＜ ０
； 当Ｘ

ｅ（ ０ ， ＋ 〇〇 ） 时 ， ／

＂

（ 〇 ） 〉 〇 。 所 以／（ Ｊ
．

） 在

（
一

 １
，
０ ） 上 单 调递 减 ， 在 （ ０ ， ＋ 

〇〇
 ） 上 单 调 递

增 。

（ ２） 当 ＜ ２时 ，
Ｘｅ（

—

Ｗ
， ＋〇〇） 时 ，

１ 

ｎ （
ｊｔ 十 ｍ

Ｘ Ｉ
ｎ

 （ ．ｒ＋
２

 ） ， 故 只需 证 明 当 ｍ 
＝

２

时 ， ／
（ 

？ｒ）＞
０即 可 。 当ｍ

＝
２时 ， ／

’

（）
＝

ｅ
＂
——＾ 在 （

一

２ ， ＋ 〇
〇

 ） 上 单 调 递 增 。 又
ＪＴ 十 Ｚ

／
＇

 （

—

 １ ）

＝ 丄＿１＜ ０
， ／

＇

（０ ）
＝ 冬＞０ ， 故

ｅｚ

尸 （ ｘ ）

＝ ０ 在 （

一

２
， ＋〇

〇
） 上有 唯

一

实根 ． ｚ
－

， ，

，

且 ？Ｔ
ｏ Ｇ Ｃ

—

 １ ， 〇 ）
。 所 以 ， 当

—

２
，
ｊｔ 。 ）时 ，

／
＇

（ 了 ）＜０
； 当 １ ６ （ １ 。 ，

＋ 〇〇 ） 时 ， ／
／

〇 ） ＞ ０ ，

从而 当 ＊ｒ
＝

： ｒ ｆ， 时 ， ／ （ 〇
？

） 取 得最 小 值 。 由

／
’

（ ？ｒ
。 ）

＝

０
，得 ／

＇

（ ｊｃ 。 ）
＝

ｅ
１

‘



ｘ＾

＝
〇 ＝＾ ｅ

＂

ｕ

工
〇
＋ ２

ｘ
０
＋ ２

ＪＳ ／（ ｊ： ）＾／ Ｃ ｊｃ
〇 ）

＝

．

？

，ｈ ２ 
＝


ｅ

ｎ

＝＞
Ｉ
ｎ（ ． ？

？

 ｉ２）
＝

（ Ｊ
Ｔ 〇


＋

１ ）

２

？ｒ
〇 
＋２

？

〇 ＋２
＞〇

ｃ

综 上 ， 当ｍ＜２时 ， ／ （ ：ｒ ）〉 ０ 。

导 函数的零点求不 出 ， 通常把隐零点反代

入原函数然后利用均值不等式或利用对 勾 函

数单调性解题是髙考 轴题中常用的方法 。

４ ． 数形 结合

制 ／ ６ （ ２０ １ ５ 年新课标 Ｉ 卷理科第 ２ １

题 ） 已 知 函 数／ 
（ ？ｒ ）

＝

ｘ
‘ ＜

＋ ａ ｊｒ＋

－

＾ ， ｇ （ ｊｒ ）
＝

４

—

Ｉ
ｎｊｔ 〇

（ １ ）当 《 为 何值时 ， 轴为 曲线
：ｙ

＝

／ （工 ）

的切线 ；

（ ２ ） 用 ｍ ｉｎ ｛ ｗ ， ｗ ｝表示 ／ｗ
，
ｗ 中 的最小值 ，

设函 数Ａ（ 
ｊｔ

）
＝

ｍ ｉ ｎ
｛

／
（ｊｔ ） ， 尽 （ ）｝ （ ：ｒ＞

０ ） ，

讨论 Ａ（ ＊ｒ ）零点的 个数 。

解 析 ： （ １ ） 设 曲线 ｙ

＝

／
（ 工 ） 与 ＪＴ 轴 相切

于点 （ 工 。
， ０ ） ， 则／ （ 工

。
）
：

。 ， ／
＇

。 。 ）
＾

。 。 即

３８



总复 习 篇 名 师专题讲座

高 二ｆ 用２ ０２ ０ 年 ７ 

—

８ 月 十教姐化

ｊ：
ｌ
＋ ａ ｊｒ

〇
Ｈ
－ ＿

ｒ
＝＝ 〇 ＊１３

４解得 文
。
＝

了
， 《

＝—

了
。

３ｘ
〇

－

ｆ

－

ａ
＝

０ 
？

因 此 ， 当 ａ 

＝—

｜
？

时 ，
ｘ 轴 为 曲线 ．ｙ

＝

／ （ ＊ｒ ） 的

切线 。

（ ２ ＞＃ （ ｊ ｔ ）在 （ ０
，
＋ 〇〇

） 上单 调 递减 ， 且 当

？ｒ
 £ ［ １

，
＋〇〇 ）时 ， 尺 （ １ ）＜ 〇 〇

／

’

（ 
ｊ： ）
＝

３ ：ｒ
２

＋

“ 。

（ Ｉ ） 当 时 ， ／
＇

（ Ｊ） 
＝

３ ｊｒ
２

＋ ａ ＞ ０
， 则

／ （ ？ｒ ） 在 （ ０ ， ＋ 〇〇
） 上 单 凋 递 增 ， 且 ／

（ 〇 ）
—

＋

＞ ０
。

如
丨冬丨

３ 所示 ， 函 数

在 （ ０
，
＋ 〇〇 ） 上只有 ｊｒ 

＝
ｌ 这

个零点 。

（ ｎ） 当 ａ＜０ 日寸 ， 令

／
＇

（
ａ： ） 
＝

３ａ：

２

＋ａ
＝

０ ，得Ｊ：

＝

（

〇 ，士 ｜ ）

时 ， ／
＇

（ ＿ｒ ）＜０ ； 当ｘｅ

（７ ｜ ，
＋ 〇〇

）

时 ， ／
＇

（ ＾ ） 〉 。
。 故／ （ ．ｒ ） 在

单 调递 减 ．在

一

｜ ，
＋ 

〇〇

）

上 中 ． 调 递 增 ， ｆｌ／
（ ．ｒ ） 的 极 小

②若 ．

厂
ｔｙ

－

１ ）

＝
０ ． 解得

“  ４
■

。 如 丨冬丨 ５ 所 示 ， 函 数 ／ｉ（Ｘ） 在 （ ０ ，

４

＋ 

〇〇 ） 上有 １


＝

＋
和 ；ｒ



＝
ｌ 这 个 两个零点 。

＞ｒ ，／）〇
？ 解 ⑴ ‘

‘Ｈ ＇
Ｊ ？

此时 ／ （ ｉ ）
＝

？ ＋ ￣

＾
。 因此 ：

１ ）若／ （
１ ）
＝

０ ． 解 得ａ
＝

－ ？

ｆ 。 如图 ６ 所示 ， 函数 ／ｉ （ｘ ）

４

在 （ ０ ， ＋ 〇〇
）上有两个零点 。图 ５

２ ） 若／ （ １ ） ＞ ０ ， 解得
一

＜ａ＜ 

—

４
＂

。
如 图 ７ 所示 ， 函数

４

／
！ （ 〇

？

）在 （ ０ ， ＋ 〇〇
） 上有 ３ 个 零

点 。

３ ） 若／ （ １ ） ＜ 〇 ， 解 得ａ ＜

－ 冬 时 。 如 图 ８ 所 示 ， 函 数
４

Ａ （ ａｒ ）在 （ ０ ， ＋ 〇〇 ） 上 只 有
一

个

零点 。

综 上 所 述 ， 当Ｕｅ

（

＿

°°
，

－

Ｔ ）ｕ

（

—

＋

， ＋ ｃｘ

＾

时 ， 函 数／ ｉ〇 ） 在

（ ０ ，＋ 〇〇
）上 只 有

一

个零 点 ； 当

５３Ｌ

ａ
＝ 

ｉ
？

３ｃｃｉ
＝ 

７
？

日寸 ，
／

！
（）

４４

在 （ （） ， ＋ 〇〇 ） 上 有 两个零点 ； 当

？ｅ（

—

＋

，

—

＋ ）

时 ， 闲 数

／／ （ ？ｒ ）在 （ ０ ， ＋ 〇〇 ）ｉｌ有３个零

点 。

丨

？

． 述 第二问 的解法 非常优樊 ， 使我们感

到 ： 用数形结合 思 想不但冋 避 ｒ 分类ｕ 论带

来 的麻烦 ， 而且思维更加 流 畅 、 更 容 《 接近 问

题 的本质 。 对近几 年 新课标全 国 卷 的 研究 ？

我们 可 以发现 ， 若 要用 常规思维方法解 决这

类问题 ，有 一定 的难度 ，但若能够渗 透数 形结

合的思想方法 ， 则 很 多 同 学都 容 易 接受 ．

， ｗ

此我们 在应引 导 同学们经历用 数形 结合 思想

解决数学问题的过 程 ， 积 累 这 方面 的妗验 ． 培

养数 形结合 的能 力 。

５ ． 不 等式 放 缩法

１＾１１ ７（ ２０ １ ４ 年 课 标 Ｉ 卷 理 科 第 ２ １

Ｉｊ Ｉ

题 ） 设 阑数／

＇

（ ．ｒ ＞
＝

？ ｅ
＇

Ｉ
ｎ ．ｒ Ｈ


， 丨

Ｉ Ｉ
Ｉ线ｖ

Ｊ
＇

３９



十摩生絲化
总复 习 篇

高二使 用

名 师专题讲座
２０ ２ ０年７ 

—

８月

／ （ ？２
＇

）在点 （ １
， ／ （ １ ） ） 处 的切线为 ７ 

＝
６ ＜＾

—

 １ ）

＋２

〇

（ １ ）求 ａ
，
／； 的值 ；

（ ２ ）证明 ： ／ （ ？ｒ ） 〉 ｌ
。

解 析 ： （ １ ） 已 知 函 数 的 定 义 域 为 （ 〇 ，

ｅ
ｘ

〉

） ， ／

＂ ＇

 （ｊｃ ）＝ａｅ
Ｊ

Ｉ ｎ工 十 
ｂ ｅ

１ 

—

ｂ ｅ
ｘ１

ｘ
°

依题意 可知 ／ （ ｌ
）
＝

２ ， ／
＇

（ ｌ ）

＝
ｅ ， 解得 ａ

＝
１ ， ６ 

＝
２

０

（ ２ ） 解法一 ： ／ （ ＿ｒ ） 
＝

ｅＭ ｎ工＋
＾ ＝

ｅ
． ，  １

Ｘ

？

（

ｅ ｌ ｎ ｉ＋
＋ ）

（ ＿ｒ ＞ ０ ） ， 由 指数放缩得

＋ １ ，所以ｅ
７１

。 设 片 （ ：
ｒ ）
＝

ｅ
ｌ
ｎ ＊ｒ＋ 

ｉ
（ ｊｃ

ＪＣ

０２０
—

２

〉 〇 ） ，所 以
／
ｓ

’
（ ＊ｒ ）

＝
ｒ
Ｌ 

＝

２

￣

（ 了〉 ０ ） 。

ＪＣＸＸ

／／ （ ■ｒ ）＞ ０
。 所 以 ／！ （ ＿ ｒ ） 在

）

上 单 调递

减 ， 在
（＋ ，＋ 〇〇

）

上 单 调 递 增 ， Ａ（ ＿ｒ ） ＞

Ａ
（

―

）

＝
一

－＾－

。 所 以／ （ 〇
？

）
＝

ｅ
＇

（ ＾ ！！Ｉ）＋

２ ｅ
广 丨

一

工
Ｗ

（

―

＋）

＋ ２ ｅ
Ｊ１—

工
＝

ｅ
＇ １—

ｘ 。

由 指数放缩得 ｆ ＞ｘ＋ ｌ ， 所以
１

彡 ：ｒ ， 两个

等号不能 同 时取到 ， 故 ｆＵｌｎｉ ） ＋ ２ ｅ
ｆ １—

Ｉ

＞ ０
， 即得证／ （ １ ）〉 １

。

放缩代换 ， 是把指数 和 对数换成 多项式 ，

把 复杂 的关 系式代换成 简单 的 关系式 ， 从而

便 于构造新函 数进行求导运算 。

总结
一些重 要 的 不等 式 放缩结论 ： ①ｙ

＋ １
； ②

１


＜ ｌ ｎ
—

１
； ③
一—

７
^

ＪＣＸ

十１

Ｉｎ ＪＴ
（ 

ＪＴ＞ １
 ） ； ④ １



—

ＪＣ
２

＾ ＣＯ ＳＪ：＾ ｌ


—

ＪＣ
２

（ 
Ｘ

因 此 ， 当 ：ｒ ｅ
（

０ ， 寻 ）
ｍ＊ｒ ） ＜ 〇

； 当ｅ［
〇

，
１
］ ）

；
⑤：ｃ 

—

＾
■

Ｘ
３

＜ ｓｉｎ工＜」

１ ２

‘

（

—

，
＋〇〇

）
时 ， 只

’

（ 〇
＊

） 〉 ０ 。 所 以ｇ （ ：ｒ ） 在

＿

ｈ单调 １ 递 减 ；

， 在
（｜

，
＋〇〇

）

上 单 调 Ｉ 递

增 ， 尽 （ 工 ）＞片
（

￣

＾ ）

＝
６ １ １１ ２〉 ０ 。 所 以 ／ （ ： １： ）

＝

ｅ ｌｎ
？ －

ｆ

—

）
^

ｘ／

ｊｃ （
ｅ ｌ ｎ

．４ ）

ｅｊｃ ｌｎ： （ １ ＞ ０ ） 〇设 ，ｊ （ ｘ ）
＝

ｅ： ｒＩｎｊ：
（ ｊｔ 〉０

） ，

则
／

２

’

（ ＊３： ）
＝

６ （ １ １
１ｘ＋ １ ）

。 当（

０
，

丄
）
时 ，

／
ｚ

＇

（ ＊ｒ ）
＜Ｃ ０

；
当ｊｃ Ｇ

（： ，
＋ 〇〇

）
时 ， ／

ｉ

’

（ ：？
： ） ＞ 〇 。

所 以 Ａ（ ＿ｒ） 在
（

０
，

＋
）

上 单 调 递 减 ， 在

（＋
， ＋ 〇〇

）

上单调递增
）

＝
—

１
。

分 析 可 知 ，

＿／

＇

（ Ｉ ）＞ 
ｊ

ｆ 

ｅ ｌｎｊ：＋
二

）

＝
２＋

ｅａ
．

 １ ｎｊｔ〉 ２

—

１
＝

１ 。

２ ｅ
ｊ ｌ

解法二 ： ／

？

（ ？！
？

）
＝

ｅ

ｒ

ｌ ｎ＊ｒ Ｈ


＞ １等 价
ＪＣ

证明 ｅ
ｆ

 （ ｊ ｔ Ｉ ｎ．ｒ） ＋２ ｅ
７ １—

ｊｔ〉 ０
。 设 ／ｉ（ｊ ｔ

）

＝＝

？ｒ
ｌ
ｎｘ

（
＊ｒ 〉 ０ ） ， 则Ａ

’

ＯＯ ｓ

ｌ
ｎｘ ＋ １

。 故 当ｘ Ｇ

（

０
，

－

＾
时 ，

／
？（ ？ｒ ）

＜Ｃ ０
；
当 ．ｒ Ｇ

（ 

—

， ＋

〇〇

）
时 ，

云 ［ 〇 ， １ ］ ； ？ 当 ６〉 “ ＞ ０时 ，
６＞ ＇ ／

“

＞

＋ 

ｂ

〉
ｂ
￣

ａ

Ｉｎｂ 

——

Ｉ ｎ

－＞Ｖａｂ 〉 ■ ＞ （

官方 提供导 数 压轴 题参 考答案 ， 是命题

专家经过反 复 考量 的 ，承 载着 改革 的理 念和

导 向 ，渗透着 创新精神 和 实践能 力 的培养 ， 体

现着高考改革 的发展趋 向 。 这 些精心命制 的

压轴题 具有思 维 跨 度 大 、 构 造 性强 ， 立 意新

颖 ， 抽 象程度高压轴题 ，
不仅蕴含着命题者全

面综合地考查同学们 的潜能 和进人 高校 的 后

继学习能 力 ，也 为高校 选 拔人 才起 个标 杆作

用 ， 同时也蕴含着命题者解题的 思维历程 ， 蕴

含着 其问 题的本质 。 因此 同 学们在研究这些

压轴题时 应该认 真思 考 ， 使 自 己 能 力 获得 提

升 ， 开 阔解 题视野 ， 多一份解 题收获 。

注 ： 本文 为 教 育部 福 建师 范 大 学 基 础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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