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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法”在高中数学选择题解题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丁春艳

（曲靖市第二中学，云南 曲靖 655000）

0 引言
在高考试卷当中，选择题所考察的内容主要为基

础知识，同时所占分数比例相对较大，也是试卷当中的

重要题型，是学生能够取得较高分数的关键。选择题所

考察的知识虽然难度不高，但涉及的知识范围较广，除

考查学生所掌握的基础知识以外，还会对学生的思维

能力进行考察，因此在高中数学选择题的解题过程中，

掌握解题技巧十分重要，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提高解

题的速度以及正确率。

1 “排除法”在高中数学选择题解题过程中的作用
1.1 节约学生解题时间
“排除法”在高中数学题的解题过程中的应用相对

比较广泛，是通过将问题答案中的错误选项排除，最终

留下正确的选项，进而解答问题。对于选择题当中有许

多计算复杂的问题，学生如果正常求解需要进行大量

计算，耗费解题的时间，学生如果通过对问题进行分

析，找到与问题明显不相符合的答案，并对其进行逐一

排除，使最终剩下唯一正确的答案。通过对“排除法”的

运用能够很好的节约学生的解题时间，由于高考试卷

的整体试题排列方式多为先易后难，学生在做简单的

试题时能够快速找到问题的答案，这样能够节约考试

时间，为学生在对后面较为复杂的问题进行解答时，留

有充足的解题时间，从而提高学生的数学分数[1]。
1.2 提高选择题解题的正确率

高中学生在对数学习题进行解答的过程中，由于

数学学科知识体系相对比较复杂，涉及的考察范围比

较广，学生在解题时很容易无法记起所学的知识，或由

于对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导致对数学问题无从入手的

情况发生。但在选择题的解题过程中，由于其具有 4个
选项，只需从中选择出正确答案即可，对于其中的解题

过程以及解题思路等不做考察，所以学生可以对问题

的选项进行分析，通过对错误的选项进行排除，最终剩

下的选项即为正确答案，即使不对问题进行逐步计算，

也能够正确的解答问题[2]。与此同时，有部分问题由于
相对复杂，学生无法对其进行正确解答，又无法将错误

答案全部排出，但学生可以对问题进行分析，从中排除

部分错误答案，使得问题变成从 2~3个答案当中选择
出正确答案，同样也能够增加答对问题的概率。因此，

学生在高中数学题的解答过程中，利用“排除法”能够

有效的提高解题的正确率。

2 高中数学选择题解题步骤
学生在做高中数学选择题时，主要分为以下 3个

步骤。首先，学生要对问题进行审题，通过对数学问题

进行仔细阅读，尤其要注重题目中所包含的数字符号

以及图形等，如果对其辨认错误将会导致所选答案与

问题出现偏差，并理解题目中的条件，找出问题所要考

察的内容[3]。其次，要注重解题方法的运用与时间的安
排，如果该选择题相对比较简单，则要通过对答案进行

浏览，然后快速给出答案，以节约解题时间，如果问题

相对复杂，则需要利用相关的解题方法，或是从问题的

答案入手，对错误答案进行逐一排除。最后，遇到相对

复杂的问题时，可以通过对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排除，或

是通过特殊值代入等办法对问题进行解决，从而缩小

正确答案的所在范围，提高解答问题的正确率，如果无

法找出答案，要先将问题搁置，对下一个问题进行解

答，不要在一个问题上浪费过多的时间，以免导致后面

问题的解答时间不足，影响考试成绩。

3 “排除法”在高中数学选择题中解题的方法
选择题的解题思路就是从所给出的 4个选项中找

出正确的答案，至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则不做任何要

求，所以利用排除法通过观察和推理题目中提供的选

项，将所给出的选项中错误的选项逐一排除，能够使解

摘 要：在高考数学试卷中，选择题占据其中很大的比重，所以将选择题做好对学生而言至关
重要，因此，本文通过对高中数学题的解题过程进行研究，重点探索“排除法”在高中数学选择题解
题过程中的应用，通过具体的例题对“排除法”进行详细阐述，并总结相关解题经验，希望能够为学
生在解答数学选择题实际问题时提供一定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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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更加方便快捷。但排除法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多

数是与其他解题方法共同运用，很少有单纯运用排除

法这一种解题方法去解决问题的，因此，下面从排除法

与逻辑分析法、特殊值代入法、估算法这 3种方式的结
合入手，分析排除法在高中数学选择题具体解题过程

当中的运用。

3.1 运用逻辑分析法进行排除
在高中数学题选择题的解题过程中，“排除法”的

运用非常常见，很多高中教师也会在教学的过程中对

“排除法”进行深入教学，通过对排除法运用过程中的

相应技巧进行讲解，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解答问题。逻

辑分析法属于在对错误选项进行排除时常用的方法，

是通过对问题进行仔细阅读，然后找出问题与答案之

间存在的联系，利用思维逻辑对错误答案进行排除，从

而能够快速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下面以一道数学选

择题为例，对逻辑分析法进行深入研究，以及探索其在

解题过程中的应用[4]。
例 1.（2021年高考理科数学考试全国甲卷的真题）

等比数列{an}的公比为 q，前 n项和为 Sn。设甲：1>0，乙：
{Sn}是递增数列，则（）。

A.甲是乙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B.甲是乙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C.甲是乙的充要条件
D.甲既不是乙的充分条件也不是乙的必要条件
在解这个题时，首先假设如果 q=1，则 Sn=na1。
当 a1>0时，则{Sn}单调递增；当 a1<0时，则{Sn}单调

递减。所以甲并不是乙的充分条件。由此可以排除选项

A和选项 C，让学生能够缩小正确答案的范围。接下来
如果{Sw}单调递增，则 Sn+1>Sn恒成立，an+1>0是 a1qn>0的
充分条件恒成立，所以 a1>0，q>0，甲是乙的必要条件。

以此题为例，如果按照常规的解题思路，按照从头

到尾的解题方法是最正确的，但很多学生可能由于基

础知识不牢、或是对该方面问题学习不够透彻，所以并

不能按照常规思路去解题。因此考生在遇到这种选择

题时，可以对自己会的部分进行求解，尽最大可能去缩

小正确答案的范围，然后再从中进行二选一，一般这类

题型，只要能够求出题目的一半，就能够对所给答案进

行排除。虽然这样无法完全得到问题的正确答案，但利

用所学知识进行缩小范围，可以有效提高问题的正确

率，在学生对选择题涉及的知识一知半解时，不能完全

对题目进行解答，这种办法可以说是学生最好的选择。

3.2 运用特殊值代入法进行排除
学生在具体运用排除法进行解题的过程中，要做

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问题形式，利用不同

的方法对选项进行一一排除，从而剩下正确的答案[5]。
在看到问题后，可以通过对答案与问题进行对照，将选

项中一定是错误的答案先进行排除，这样就能够排除

选项中的干扰项，使答案存在于剩下的 2~3个选项当
中，学生也就无须对干扰项进行计算，从而耽误解题的

时间。而在学生对剩下的选项进行分析时，可以采用特

殊值代入法对答案进行最后的筛选，所谓特殊值代入

法就是对问题进行阅读分析，根据所给的答案对文中

的字符进行假设，给其赋予一个特殊值，从而提高解题

的效率。

例 2.如在下列的问题中，就能够利用特殊值代入
法进行解决：已知 y=loga（2-ax）在[0，1]上是减函数，则 a
的取值范围是（）。

A.（0，1） B.（1，2） C.（0，2） D.[2，+∞）
从题中能够看出，函数 y在[0，1]上是减函数，所以

a的取值范围就能够确定为 a>1，如果 a≤1的话，则 y
函数为减函数的题意将会不成立。然后根据推断出来

的结论对 4个选项进行分析，其中选项 A和 C明显不
满足 a>1的推论，所以对其进行排除。这时再利用特殊
值代入法对该问题进行解决，在给 a附一个特殊值情
况下，从剩下的两个选项中进行分析，给 a附值为让 a=
2，这时根据相关定义就可以得到 2-ax>0的结论，对这
个不等式进行求解，能够得出 x<1，当 x<1时与题中所
给的函数 y在[0，1]上是减函数相冲突，所以能够将选
项 D排除，此题的正确答案为选项 B。
例 3.已知实数 a，b，c，（）。
A.若|a2+b+c|+|a+b2+c|≤1，则 a2+b2+c2<100
B.若|a2+b+c|+|a2+b-c|≤1，则 a2+b2+c2<100
C.若|a+b+c2|+|a+b-c2|≤1，则 a2+b2+c2<100
D.若|a2+b+c|+|a+b2-c|≤1，则 a2+b2+c2<100
本题主要考查不等式的综合知识，意在考查转化

与化归等数学思想，考查学生的创新意识、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取 a=10，b=10，c=-110，可排除选项
A；取 a=10，b=-100，c=0，可排除选项 B；取 a=10，b=-
10，c=0，可排除选项 C。故选 D。

例 4.已知函数 f（x）=mx2＋（m-3）x＋1的图象与 x轴
的交点至少有一个在原点右侧，则实数 m的取值范围
是（）。

A.（0，1） B.（0，1] C.（-∞，1） D.（-∞，1]
本题可以带入特殊数值若令 m=0，由 f（x）=0得 x=

1/2设值成立，直接选择 D项，排除 A、B。若令 m=1，由 f
（x）=0得 x=1适合，排除 C。

由此可见，通过特殊数值的带入，可以更快地找到

答案，提高做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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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利用估算法对选项进行排除
选择题当中会有许多计算过程相对复杂的问题，

这时如果按部就班的对问题进行求解时，需要有很大

的计算量，从而影响学生的做题效率。所以在遇到需要

复杂运算的选择题时，通常很少会花费大量时间去进

行计算，这时则可以根据题中所给出的固定条件进行

分析，通过对题中的取值范围进行大概计算，然后与所

给出的选项进行一一对比，从而选出正确的答案，这种

估算法在高中数学选择题解题时经常能够使用到，对

学生的做题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例 5.南水北调工程缓解了北方一些地区水资源短
缺问题，其中一部分水蓄入某水库，已知该水库水位为

海拔 148.5m时，相应水面的面积为 140km2，水位为海
拔 157.5m时，相应水面的面积为 180km2。将该水库在
这两个水位间的形状看作一个棱台，则该水库水位从

海拔 148.5m上升到 157.5m时，增加的水量约为（）。
A.0.6×109m3 B.1.0×109m3

C.1.4×109m3 D.1.8×109m3

由题意可以得出来 S1=140km2，S2=180km2，所以能
够求得 h=（157.5-148.5）m=9m，代入棱台体积公式可
得：V=1.4×109m3。所以此题答案选 C。

由此题能够看出，这个题利用常规的解题办法，计

算量还是蛮大的，因此可以从答案入手，对问题进行估

计，将 h=9m求出以后，带入相关公式，通过初步计算就
能够排除 A和 D选项，因为其数值太小和太大了，再进
行第二步计算时，既可以排除选项 B，并不用求出确切
结果，可以通过对结果的估计对错误选项进行排除，或

是直接选出正确选项。

例 6. 已知三棱锥 S-ABC的所有顶点都在球 O的
球面上，△ABC是边长为 1的正三角形，SC为球 O的
直径，且 SC=2，则此棱锥的体积为（）。

A. 2√6 B. 3√6 C. 2√3 D. 2√2
根据阅读很容易就能得出△ABC的面积是 3√4 ，

而通过题干不难发现三棱锥的高一定小于球的直径 2，
所以 V＜ 13 × 3√4 ×2= 3√6 ，由此观察选项，可直接排

除 B、C、D，项，而选择 A项。
利用这种估算法对问题进行粗略计算，进而将不

符合题意的选项排除，能够减少学生在做题过程中的

计算量，进而提高做题的效率。在利用估算法进行排除

时，代入数值不要按照题中所给出的数据顺序进行代

入，从中选取数据或是采用从后往前的方式进行带入

估算，能够先遇到正确答案的概率更大。

4 “排除法”在高中数学选择题解题过程中的
经验总结

在运用“排除法”进行解决高中数学问题时，由于

高中数学题涉及的知识比较繁杂，所运用到的知识理

论也相对较多，因此学生在解题的过程中就要对基础

知识有足够的了解，同时要提高计算能力以及计算的

准确度，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运用排除法解决问题。从排

除法本身的功能来看，其在解决问题时具有一定的规

律可循，所以并不是选择题当中的所有问题都能够利

用排除法进行解决，有的问题需要对答案进行计算时，

一定要按照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按部就班的计算，不要

对答案进行盲目的排除。并且在做题的过程中要对问

题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问题有更好的解决办

法，例如运用数形结合法、直接计算法、选项特征法等

能够对问题进行更好的解决，一定要优先采用最适合

的解题方法。

在利用排除法进行对问题求解时，要对问题进行

细致分析，要通过题意了解其想要考察的具体知识点，

尤其是很多选择题的题目过于烦琐，在很长的一大段

题目当中，有效的信息可能仅为几个数据，所以需要学

生在做题时仔细分析，找到题目中有价值的线索。

5 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数学的选择题有多种方法和技巧，

本文主要阐述的是排除法的具体运用，而且在论述的

过程中也选取了具体的实例来加以说明，通过对排除

法与逻辑分析法、特殊值代入法、估值法等解题方法的

结合，探究排除法在解决实际问题是的应用，并在最后

对利用排除法解决数学选择题问题的经验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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