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高考（上海卷）数学数列部分考前分析（原创） 

 

上海新东方优能中学数学教研组 仲翔 

高考的规律性： 

1、上海高考题中热门考点、邻省高考题的影响； 

2、三年一模、二模 60多套试卷的热门考点； 

3、“玄学”，如今年是 2018 年，结合数字 2018命题类型. 

 

往年高考辅导示例： 

笔者（叫我毛毛好啦~）在 2017 年 5月 20 日高考预测讲座中，曾阐明 17年高考题可能考察

三角函数有界性. 

 

【17年上海高考第 11题】 

 

【考题分析】 

在填空倒数第二题压轴题中，考察了𝑠𝑖𝑛 𝛼1 、 sin(2𝛼2)的范围为 [−1,1]，进而得2 +

𝑠𝑖𝑛 𝛼1 、2 + sin(2𝛼2)的范围为 [1,3]，倒数之和范围为 [
2

3
, 2]，而和值为 2，所以

𝑠𝑖𝑛 𝛼1 、 sin(2𝛼2)的值均为−1，然后进一步求解. 

 

【出题理由】 

1、15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13题：三角函数有界性（直白暗示考察） 

 

【考题分析】 

要使得𝑚取最小值，则每一个绝对值的值要尽可能大，所以应该使用𝑓(𝑥) = 𝑠𝑖𝑛𝑥的最值作差

作为绝对值内的数值，但此题想到三角函数有界性难度不大. 

 

2、16年黄浦区一模理科卷第 10题：三角函数有界性（隐晦暗示考察） 

 

【考题分析】 

机智的小伙伴已经发现cos(𝐴 + 2𝐶 − 𝐵)、sin(𝐵 + 𝐶 − 𝐴)均应该取边界值1，这种三角函数

有界性的隐晦暗示就是 17年上海高考题第 11题的考点！ 

 

命题来源 

三年“模考”：16年~18年上海一模、二模试卷 

五年“邻考”：13年~17年江苏、浙江省高考试卷 

十年“沪考”：08年~17年上海高考试卷 

 



 

 

 

18 年高考考前分析 

一、数列不定相邻关系 

【18年松江一模第 21题】 

 
【考点解读】 

引发数列的不定相邻关系可能性有以下类型：项数奇偶情况、项的数值大小、项的奇偶情况、

绝对值引发每段两种可能、差值不定、比值不定等；上海高考已经考过其中的项的数值大小、

比值不定的情况，笔者认为今年可能考察项数奇偶情况、绝对值引发每段两种可能、差值不

定引发不定相邻关系情况. 

 

二、几何中的数列型 

【17年闵行一模第 21题】 

 

【考点解读】 

数列与直角坐标系结合，借助几何为桥梁，落脚考察数列知识点.在高中所学章节中，含有

直角坐标系的章节均能与之结合，如函数、三角、解析几何、向量、复数，笔者倾向于今年

可能将数列与向量或复数结合考察. 

 

三、抽项、插项生成新数列 

【18年徐汇二模第 21题】 

 
【考点解读】 

第（2）问考察抽项生成新数列问题，抽项、插项构成新数列是新定义产生新数列问题中较

简单的类型，抽项问题需要关注两点：项如何产生；项如何排序；插项问题需要关注两点：

作图表示新数列如何构成；将问题转化到原数列中分析. 

 

四、不等式恒成立 

【18年徐汇一模第 21题】 



 

 

 

【考点解读】 

不等式恒成立在上海高考考察中有固定套路，在考前回顾复习一个变量、一个参量的两种套

路；两个变量、一个参量的五种形式与解题套路对本次高考很有帮助. 

 

五、等式存在性 

【17年普陀一模第 20题】 

 

【考点解读】 

第（3）问中根据三项成等比数列，写出等量关系，而研究的是等式存在性问题，一个变量

的等式存在性问题的难点落在运算；两个变量与三个变量的等式存在性问题的难点落在如何

找出、构造矛盾，这些问题背后有一套固定套路可以解决. 

 

六、数列表 

【17年徐汇二模第 21 题】 

 
【考点解读】 

数列表专题最大的特点是将数列的项的变化维度由原先的单一项数的维度拓宽到行、列的两

种维度.在高考数学中，多维度变化问题（如向量中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考点问题）都可以通

过控制其中一个维度不变，观察另一维度变化会对结果产生何种影响，然后再将不变的维度

加以变化并进行进一步观察，然后求解的方法进行解决. 

 

 



 

 

考前重点知识分析 

一、数列不定相邻关系 

【出题理由】 

1、上海高考：十年上海高考考察 4 次！最后一次考察在 15 年上海高考，离今年已经有 3

年，可能在今年考察； 

2、邻省高考：16年浙江高考题考察到相关问题，可能对今年高考题命题有影响； 

3、考点本身：本类问题是数列的基本形式的多方面衍生 

 

【08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21题】 

 

【考题解读】 

因为𝑎𝑛与3的大小关系引发不同的相邻关系. 

 

【13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23题】 

 

【考题解读】 

因为绝对值而引发𝑎𝑛与−𝑐 − 4、 − c的大小关系分类，产生不同的相邻关系. 

 

【14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23题】 

 

【考题解读】 

由等比数列定义衍生出比值在范围里任意取值的新数列相邻关系. 

 

【15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22题】 

 



 

 

【考题解读】 

𝑎𝑛的相邻关系用𝑏𝑛的关系式表示，随之变化，产生不同的相邻关系. 

 

【16年浙江高考题理科卷第 20题】 

 

【考题解读】 

由绝对值引发不同的相邻关系，且每一段相邻关系的可能性都是两种. 

 

【18年杨浦一模第 21题】 

 

【考题解读】 

由等差数列定义衍生出差值满足不等关系的新数列相邻关系. 

 

【17年松江一模第 12题】 

 

【考题解读】 

条件形式是每段都有两种可能性的相邻关系，但单调性筛选出可能性每段只有一种. 

 

【17年奉贤一模第 21题】 

 

【考题解读】 

与【14 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23题】相近. 

 

【17年虹口一模第 21题】 

 

【考题解读】 

与【13 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23题】相近. 



 

 

 

 

 

二、几何中的数列型 

【出题理由】 

1、上海高考： 

考频统计：10 年高考 3次考察！10年第 11题、11年第 14题、15年第 18题； 

年份暗示：最后一次考察为 15年上海高考，时隔 3年，考察机会较大； 

题型演变：题号后移，18 年上海高考可能考察大题；考察结合情况由面积到长度到坐标，

后面可能与向量、复数、函数、解析几何等有直角坐标系的章节相结合考察综合内容. 

2、邻省高考：16年浙江高考第 6题考察长度、面积与数列结合； 

3、考点本身：跨章节综合考点、数形结合数学思想都让本类问题成为高考考察的热门问题. 

 

【考点示例】 

【10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11题】——面积+极限 

 

 

【11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14题】——长度+极限 

 

 

【15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18题】——坐标+极限 

 

 

【16年浙江高考第 6题】——面积、长度+等差数列 



 

 

 

 

【18年虹口一模第 11题】 

 

 

【17年青浦一模第 20题】 

 

 

 

 

三、抽项、插项生成新数列 

【出题理由】 

1、上海高考：11年上海高考第 22题； 

2、邻省高考：16年江苏高考第 20题； 

3、模考情况：今年模考热点问题. 

 

【考点示例】 

【11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22题】 

 

 

【16年江苏高考第 20题】 



 

 

 

 

【18年长宁、嘉定一模第 21题】 

 

 

【18年徐汇一模第 21题】 

 
 

【18年长宁、嘉定二模第 21题】 

 

 

【17年普陀一模第 20题】 

 

 

【17年金山一模第 21题】 



 

 

 
 

 

 

 

四、不等式恒成立 

【出题理由】 

虽然在高考中考频不高，但却是模考中大热的考点. 

 

【考点示例】 

【16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17题】 

 
 

【18年青浦一模第 20题】 

 
 

【18年长宁、嘉定二模第 21题】 

 

 

【17年宝山一模第 21题】 



 

 

 

 

【17年奉贤一模第 10题】 

 

 

 

 

五、等式存在性 

【出题理由】 

1、上海高考：10年高考考察 2次；09年第 23题、17 年第 15题； 

2、邻省高考：15年江苏高考第 20题可能对高考有相关影响. 

3、考点本身：等式存在性方程的背后本质是不定方程，其中会涉及到部分数论的相关内容

来构造相应的矛盾，是数列章节的巅峰难点. 

 

【考点示例】 

【09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23题】 

 

 

【17年上海高考第 15题】 

 

 

【15年江苏高考第 20题】 

 
 

 

 



 

 

六：数列表 

【出题理由】 

将一维层面（项数）的数列通项公式衍生到二维层面（行数、列数），甚至可以衍生到三维

层面（长、宽、高），这样的考点能较综合地考察学生的知识延展性. 

 

【考点示例】 

【10年上海高考理科卷第 10题】 

 

 

【17年金山一模第 11题】 

 

 

毛毛在本文中就 18 年上海高考数学的数列章节考察内容进行大胆猜想、小心考证，本

文中出现的数列考点的解题套路、18 年上海高考其余章节考点解读都可以加毛毛的联系方

式~毛毛拉你进群，然后在群内进行讲解，助力高考~ 

微信号：yufanmaomm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