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考真题完全解读(新高考Ⅱ卷)

适用省份：

辽宁 、 重庆 、 海南 、 云南 、 吉林 、 黑龙江 、 安徽 、 山西         

一、试卷总体情况分析

新高考Ⅱ卷函数与导数四个小题， 一个大题，共计32分；立体几何两个小题， 一个大题，共计22分； 

解析几何两个小题， 一个大题，共计22分；三角函数与解三角形两个小题， 一个大题，共计20分；统计概 

率两个小题， 一个大题，共计22分；数列一个小题， 一个大题，共计17分；集合，复数与平面向量，各占5

分。总体来看，数列比重有所增加。试卷整体上提升了对学生的数学运算和逻辑推理核心素养等的考查。

二、试题坚持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如新课标Ⅱ卷第3题，抽样了解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情况，第19题，要求合理平衡漏诊率和误诊 

率，制定检测标准，试题情境既有现实意义，也能很好地体现数学学科的应用价值。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反映新时代基础教育课程理念，落

实考试评价改革、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等相关要求.

三、试题依据课程标准命题，深化基础考查

如新课标Ⅱ卷第11题，其本质是根据一元二次方程根的性质判定方程系数之间的关系，题中函数 

经过求导以后，其既有极大值又有极小值的性质可以转化为一元二次方程有两个正根。深入考查直观 

想象素养，如新课标Ⅱ卷第9题以多选题的形式考查圆锥的内容，题目全面考查基础，四个选项设问 

逐次递进，前面的选项为后面的选项提供了条件，各选项分别考查圆锥的不同性质，互相联系，重点 

突出。扎实考查数学运算素养，要求考生理解运算对象，掌握运算法则，探究运算思路，求得运算结 

果。如新课标Ⅱ卷第10题设置了直线与抛物线相交的情境，通过直线方程与抛物线方程的联立考查计

算能力。

四 .试题突出素养和能力考查，甄别思维品质

如新课标Ⅱ卷第22题将导数与三角函数巧妙的结合起来，通过对导函数的分析，考查函数的单调 

性、极值等相关问题，通过导数、函数不等式等知识，深入考查了分类讨论的思想，化归与转化的思 

想。如新课标Ⅱ卷第15题是一道开放题，有多个答案，考查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点到直线距离及圆

内接三角形性质等知识内容。

试卷总评



题号  分值 题型 考查内容 命题点

1     5      单项选择      复数           复数的运算及几何意义

2     5      单项选择      集合           集合的包含关系

3     5      单项选择      计数原理       组合问题

4     5      单项选择      函数性质       函数的奇偶性

5     5      单项选择      圆锥曲线       直线与椭圆的位置关系，椭圆的性质

6     5      单项选择      导数           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单调性

7     5      单项选择      三角函数       三角恒等变换

8     5      单项选择      数列           等比数列和的性质，基本量运算

9     5      多项选择      立体几何       圆锥的表面积、体积

10    5      多项选择      圆锥曲线       直线与抛物线的位置关系，抛物线的性质

11    5      多项选择      导数           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极值

12    5      多项选择     概率           二项分布的概率

13    5      填空题        向量           向量的模

14    5 填空题        立体几何       四棱台的体积

15    5 填空题        解析几何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16    5      填空题        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17     10     解答题        解三角形       正弦定理、余弦定理

18     12     解答题        数列           等差数列通项，数列求和

19     12     解答题        统计与概率     频率分布直方图，概率，分段函数求最值

20    12     解答题        立体几何       线线垂直，二面角

21    12     解答题        解析几何        双曲线方程，直线与双曲线的位置关系，定直线问题



22     12    解答题        导数           利用导数证明不等式，利用导数研究极值



1、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扩大试题的开放性与灵活度，进一步降低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的得

分收益。

2、 学生应认识到低效的学习方式只会带来无效的压力和负担，讲究备考复习时效性，不断巩固阶段性复习

成果。

3、你做过的题， 一般不会再考——变化的是形式；高考考的题，你大部分都做过——不变的是本质；高考 

常换汤，偶尔换碗，永远不换的是药。数学复习过程中要重视一题多解和多题一解及变式训练，提升数学

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8小题，每小题5分，共4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

要求的。

1.在复平面内，(1+3i)(3-i) 对应的点位于(  )

A.  第一象限        B.  第二象限        C. 第三象限         D.   第四象限

【答案】A

【解析】(1+3i)(3-i)=3-i+9i+3=6+8i,   复数对应的点位于复平面内第一象限，故选A.

【方法总结】利用复数与点的对应关系解题的步骤

(1)找对应关系：复数的几何表示法即复数 z=a+bi(a,b       ∈R)可以用复平面内的点 Z(a,b) 来表示，是解决

此类问题的根据.

(2)列出方程：此类问题可建立复数的实部与虚部应满足的条件，通过解方程(组)或不等式(组)求解.

2. 设集合A={0,-a},B={1,a-2,2a-2},   若A∈B, 则a=(        ).

A.2                                  B.1                                  C.              D.-1

【答案】B

【解析】∵A∈B则a-2=0 且2a-2=-a, 此时a=2

或a-2=-a        且 2a-2=0,         则 a=1,      显然AαB,       故选B.

【解后反思】利用集合间的关系求参数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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