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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考 情 分 析

京 考 探 究

现场学习型的构造注重着眼学生数学思考的过程及不同

认知阶段特征的表现．其内部逻辑构造呈现出比较严谨、整体

性强的特点．其问题模型可以表示为阅读材料、研究对象、给

出条件、需要完成认识．而规律探究、方法运用、学习策略等

则是“条件”隐形存在的“魂”．这种现场学习型虽然在构造

方式上“五花八门”，但是经过整理也能发现它们存在着一定

的规律．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在北京今年的模拟试题和中考的第 25 题，这种现场

学习型是中考考试的一大新的亮点和趋势．“现场学习

型”问题从题型上看，有展示全貌，留空不缺的；有说

明解题理由的；有要求归纳规律再解决问题的；有理解

新概念再解决新问题的，等等．这类试题不来源于课本

却高于课本，但是结构独特．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热考一   先学习后归纳

热 考 京 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例 1 [2014·西城一模] 定义 1：在△ABC 中，若顶点

A，B，C 按逆时针方向排列，则规定它的面积为“有向

面积”；若顶点 A，B，C 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则规定它

的面积的相反数为△ABC 的“有向面积”．“有向面

积”用 S 表示，例如图 Z9－1①中，S△ABC＝S△ABC，图②

中，S△ABC＝－S△ABC.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定义 2：在平面内任取一个△ABC 和点 P(点 P 不在△ABC 的三边所在

直线上)，称有序数组(S△PBC，S△PCA，S△PAB)为点 P 关于△ABC 的“面积坐

标”，记作 P(S△PBC，S△PCA，S△PAB)，例如图 Z9－1③中，菱形 ABCD 的边

长为 2，∠ABC＝60°，则 S△ABC＝ 3，点 D 关于△ABC 的“面积坐标”D(S

△DBC，S△DCA，S△DAB)为 D( 3，－ 3， 3)．在图中，我们知道 S△ABC＝S△DBC

＋S△DAB－S△DCA，利用“有向面积”，我们也可以把上式表示为：S△ABC＝S
△DBC＋S△DAB＋S△DCA.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应用新知：(1)如图④，正方形 ABCD 的边长为 1，则 S△ABC

＝________，点 D 关于△ABC 的“面积坐标”是____________； 
探究发现：(2)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 中，点 A(0，2)，B(－1，

0)． 
①若点 P 是第二象限内任意一点(不在直线 AB 上)，设点 P 关

于△ABO 的“面积坐标”为 P(m，n，k)，试探究 m＋n＋k 与 S△

ABO之间有怎样的数量关系，并说明理由； 
②若点 P(x，y)是第四象限内任意一点，请直接写出点 P 关于

△ABO 的“面积坐标”(用 x，y 表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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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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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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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2)①m＋n＋k＝S△ABO. 
分两种情况： 
(ⅰ)当点 P 在△ABO 的内部时，m＋n＋k＝S△PBO＋S△POA＋S△PAB＝S△PBO＋S△POA

＋S△PAB＝S△ABO＝S△ABO. 
   

 

 
 
(ⅱ)当点 P 在△ABO 的外部时， 
m＋n＋k＝S△PBO＋S△POA＋S△PAB＝S△PBO＋S△POA－S△PAB＝S△ABO＝S△ABO. 
综上，m＋n＋k＝S△ABO. 

 

②根据面积公式得：点 P 关于△ABO 的“面积坐标”为






y

2，－x，1＋x－
y
2 .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方法点析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先学习后归纳往往将规律隐藏在几个特例中，要求考生通过

对有限个特例的阅读、观察、分析、探索、猜想，发现其规

律，然后将这个数学思路推广到一般，并加以应用．此题考

查了“有向面积”“面积坐标”的知识，以及在坐标系中三

角形面积的求法等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热考二  先学习后运用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例 2  [2014·海淀一模] 对于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 中的点 P(a，b)，

若点 P′的坐标为(a＋
b
k，ka＋b)(其中 k为常数，且 k≠0)，则称点 P′为点 P

的“k属派生点”． 

例如：P(1，4)的“2 属派生点”为 P′(1＋
4
2，2×1＋4)，即 P′(3，6)． 

(1)①点 P(－1，－2)的“2 属派生点”P′的坐标为________； 
②若点 P 的“k 属派生点”P′的坐标为(3，3)，请写出一个符合条件

的点 P 的坐标________．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2)若点 P 在 x轴的正半轴上，点 P 的“k属派生点”为

点 P′，且△OPP′为等腰直角三角形，则 k的值为________． 

(3)如图 Z9－2，点 Q 的坐标为(0，4 3)，点 A 在函数 y

＝－
4 3

x (x<0)的图象上，且点A是点B的“－ 3属派生点”，

当线段 BQ最短时，求点 B 的坐标．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解：(1)①(－2，－4) 
②答案不唯一，只需横、纵坐标之和为 3即可，如(1，2) 
(2)±1 

 
(3)设 B(a，b)． 

∵B 的“－ 3属派生点”是 A， 

∴A(a－
b
3
，－ 3a＋b)． 

∵点 A 在反比例函数 y＝－
4 3

x 的图象上， 

∴(a－
b
3
)(－ 3a＋b)＝－4 3. 

∴(b－ 3a)2＝12. 

∵b－ 3a>0，∴b－ 3a＝2 3. 

∴b＝ 3a＋2 3. 

∴点 B 在直线 y＝ 3x＋2 3上．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过点 Q 作直线 y＝ 3x＋2 3的垂线 QB1，

垂足为 B1， 

∵Q(0，4 3)，且线段 BQ最短， 

∴B1即为所求的 B 点， 

∴易求得 B(
3
2，

7
2 3)．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热考三  先学习后模仿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例 3 [2014·门头沟二模] 小明在学习二次根式后，发现一

些含根号的式子可以写成另一个式子的平方，如 3＋2 2＝(1＋

2)2.善于思考的小明进行了以下探索： 

设 a＋b 2＝(m＋n 2)2(其中 a，b，m，n均为整数)，则有

a＋b 2＝m2＋2n2＋2mn 2.∴a＝m2＋2n2，b＝2mn.这样小明就

找到了一种把类似 a＋b 2的式子化为平方式的方法．请你仿照

小明的方法探索并解决下列问题：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1)当 a，b，m，n 均为正整数时，若 a＋b 3＝(m＋n 3)2 用含

m，n的式子分别表示 a，b，则 a＝__________，b＝__________； 
(2)利用探索的结论，找一组正整数 a，b，m，n 填空：______

＋______ 3＝(______＋______ 3)2； 

(3)若 a＋4 3＝(m＋n 3)2且 a，m，n均为正整数，求 a的值． 

m2＋3n2
 2mn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2)答案不唯一．如 4 2 1 1 
(3)由题意，得 a＝m2＋3n2，b＝2mn. 
∵4＝2mn，且 m，n为正整数， 
∴m＝2，n＝1或者 m＝1，n＝2， 
∴a＝22＋3×12＝7或 a＝12＋3×22＝13.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方法点析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先学习后模仿是近几年中考数学试卷中出现的一种新题

型．它不但考查了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而且考查学生灵活创

造地运用新知识的能力，因而备受命题者的关注．要准确、规

范地解好这类试题，虽无捷径可走，但只要仔细分析、研究，

还是有规可循的．它不但要“理”，而且要模仿去“解”． 要

注重：(1)例题所用的数学思想方法；(2)例题中所运用的知识点；

(3)例题所运用的主要解题辅助手段；等等．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该题型由例题解答和习题两部分构成．例题一般是在学生

现有知识基础上，介绍一种新的解题方法，这种方法比学生平

时要求要高、难度要大、技巧要强，但学生通过阅读又能够理

解．习题部分跟例题所涉及的内容是统一的，例如同是方程问

题、函数问题或几何证明等，但出现的形式有时不一定完全一

样，所以模仿解题时，不是死搬硬套地机械性模仿，而要创造

性地运用．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热考四   先学习后判断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例 4 [2014·北京] 对某一个函数给出如下定义：若存

在实数 M>0，对于任意的函数值 y，都满足－M≤y≤M，

则称这个函数是有界函数，在所有满足条件的 M 中，其

最小值称为这个函数的边界值．例如，图 Z9－3 中的函

数是有界函数，其边界值是 1.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1)分别判断函数 y＝
1
x(x>0)和 y＝x＋1(－4<x≤2)是不是有界

函数？若是有界函数，求其边界值； 
(2)若函数 y＝－x＋1(a≤x≤b，b>a)的边界值是 2，且这个函

数的最大值也是 2，求 b的取值范围； 
(3)将函数 y＝x2(－1≤x≤m，m≥0)的图象向下平移 m个单位，

得到的函数的边界值是 t，当 m在什么范围时，满足 ≤t≤1?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解：(1)y＝
1
x(x>0)不是有界函数； 

y＝x＋1(－4<x≤2)是有界函数，边界值是 3. 
(2)对于函数 y＝－x＋1(a≤x≤b，b>a)， 
∵y随 x的增大而减小， 
∴y的最大值是－a＋1，y的最小值是－b＋1. 
∵函数的最大值是 2，∴a＝－1. 
又∵函数的边界值是 2，∴－b＋1≥－2. 
∴b≤3.∴－1<b≤3.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3)由题意，函数平移后的表达式为 y
＝x2－m(－1≤x≤m，m≥0)． 

当 x＝－1 时，y＝1－m；当 x＝0 时，

y＝－m； 
当 x＝m时，y＝m2－m. 
根据二次函数的对称性， 
当 0≤m≤1 时，1－m≥m2－m； 
当 m>1 时，1－m<m2－m.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①当 0≤m≤
1
2时，1－m≥m. 

由题意，边界值 t＝1－m. 

当
3
4≤t≤1 时，0≤m≤

1
4. 

∴0≤m≤
1
4. 

②当
1
2<m≤1 时，1－m<m. 

由题意，边界值 t＝m. 

当
3
4≤t≤1 时，

3
4≤m≤1. 

∴
3
4≤m≤1.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③当 m>1 时，由题意，边界值 t≥m， 

∴不存在满足
3
4≤t≤1 的 m值． 

综上所述，当 0≤m≤
1
4或

3
4≤m≤1 时，满

足
3
4≤t≤1.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热考五  先学习后操作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例 5 [2014·延庆一模] 四边形 ABCD 中，E 是边

AB 上一点(不与点 A，B 重合)，连接 ED，EC，则

将四边形 ABCD 分成三个三角形．若其中有两个三

角形相似，则把 E叫做四边形 ABCD 的边 AB 上的

相似点；若这三个三角形都相似，则把 E 叫做四边

形 ABCD 的边 AB 上的黄金相似点．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1)如图 Z9－4①，∠A＝∠B＝∠DEC＝60°，试判断

点 E 是否为四边形 ABCD 的边 AB 上的相似点，并说明理

由； 
(2)如图②，在(1)的条件下，若 E 是 AB 的中点，①判

断点 E 是否为四边形 ABCD 的边 AB 上的黄金相似点，并

说明理由；②若 AD·BC＝18，求 AB 的长；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3)在矩形 ABCD 中，AB＝10，BC＝3，且 A，B，
C，D 四点均在正方形网格(网格中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

为 1)的格点上，试在图③中画出矩形 ABCD 的边 AB 上

的一个黄金相似点 E.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解：(1)点 E 是四边形 ABCD 的边 AB 上的相似点． 
理由：∵∠A＝∠B＝∠DEC＝60°， 
∴∠ADE＋∠AED＝120°，∠BEC＋∠AED＝120°. 
∴∠ADE＝∠BEC， 
∴△ADE∽△BEC. 
∴点 E 是四边形 ABCD 的边 AB 上的相似点．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2)①点 E 是四边形 ABCD 的边 AB 上的黄金相似点． 
理由：由(1)可知：△ADE∽△BEC， 

∴
DE
EC＝

AE
BC. 

∵AE＝BE，∴
DE
EC＝

BE
BC. 

∵∠B＝∠DEC＝60°，∴△BEC ∽△EDC. 
∴△ADE∽△BEC ∽△EDC. 
∴点 E 是四边形 ABCD 的边 AB 上的黄金相似点．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②∵△ADE∽△BEC， 

∴
AD
BE＝

AE
BC， 

∴AD·BC＝AE·BE＝18. 
∵AE＝BE， 

∴AE＝3 2，∴AB＝2AE＝6 2. 

(3)如图所示： 
 
 
 

(只要画出一个即可)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方法点析

专题九┃北京中考现场学习型问题分析与预测

简单地说，这类问题是将课堂中动手操作、

合作交流的场景引入中考试题的一类问题． 

考情分析 热考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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