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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星期六6 初中学考·辅导

代数综合题常见问题与解题突破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胡宝田

初中学考数学科目的代数综合试题就像一座“迷宫”，考生很容易就会在其中迷路。初中学考往往对考生能力

要求较高，不仅会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还涉及解题技巧、逻辑思维以及综合应用能力等。

数数学学

一、代数综合试题失误点分析

考生失误原因

概念理解不透彻

运算错误

忽视特殊情形

缺乏解题策略

具体内容分析

在解决方程组问题时，如果考生对消元法或代入法的基本原理
理解不够清晰，可能会错误地进行运算，导致解不出正确的解或
者得出不存在的解。

在复杂的代数运算中，如因式分解、配方法解二次方程等，考生
容易在乘除、加减等基本运算上出错，比如符号错误、漏项等。

解含有绝对值的方程时，考生未能考虑绝对值内部表达式的正
负情况，导致漏解或多解。

面对函数与方程结合的问题，考生可能直接尝试代入数值解题，
而没有先分析函数图象特征或利用函数性质简化问题。

二、解题痛点分析

解题痛点

综合应用能力不足

缺乏解题思路的灵活性

时间管理不当

阅读理解能力限制

具体内容分析

在处理涉及多个章节知识融合的题目时（如将一元二次
方程与函数、不等式结合），考生可能难以找到合适的切
入点，无法有效整合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对于需要变换变量、构造新函数或方程的题目，考生可
能固守一种解法，不懂得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导致解
题陷入僵局。

代数综合题通常耗时较长，考生若不能合理分配时间，
可能会在某一道难题上花费过多时间，影响其他题目的
解答，甚至来不及检查已做题目。

题目表述复杂或含蓄时，考生可能误解题意，特别是面
对应用题，未能准确提炼数学模型。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策略

初中学考试卷上代数综合试题通常涉及方程（包括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
程）、不等式、函数、因式分解、根的判别式、图形解析等多个知识点的综合运用，考查考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数学建模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这类题目往往难度较大，要求考
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多步骤的推理和计算。

（一）函数图象与不等式的综合

解题路径与方法：利用给定条件，理解条件的实际含义。根据图象过的具体点得
到相应结果。

（二）函数变换与图象识别

已知函数某的图象关于 y 轴对称，且经过点（1，3），如果将该函数图象向左平
移2个单位，再向上平移1个单位，得到的新函数图象对应的表达式是什么？

解题路径与方法：
1.原函数性质分析：由于原函数图象关于 y轴对称，可以推断出原函数可能为的形式。
2.利用给定点：代入点的坐标，写出具体函数表达式。
3.图象变换：根据平移变换或轴对称变换规则，调整函数表达式，确定最终表达

式，再结合前面步骤的具体计算结果，得出新函数的准确表达式。

（三）函数再认识

函数是数与代数板块的主干知识，是研究运动变化的数学模型，它来源于实际又
服务于实际，从实际中抽象出函数的有关概念，又运用函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函数
的图象与性质是函数的主体，从函数的数量特征和几何特征刻画每一类具体函数的性
质，充分体现了数形结合是研究每一类函数的基本方法。

近年来，北京初中学考数学试题26题以二次函数的相关知识为载体，考查学生综

合运用二次函数图象的对称性、函数的增减性等知识以及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解决问
题的能力。

解题路径与方法：
1.深挖式子，找到关于对称轴、开口方向、顶点坐标、与 x和 y轴的交点、过定点等信息；
2.选择合适方法，如代数法（因式分解、不等式基础要过关）、数形结合分类讨论（过

程要写好）；
3.动手画图，注意数形结合；
4.分类讨论时要有序讨论。

四、具体试题解析

（2024年北京初中学考真题）：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 中，已知抛物线 y = ax2 - 2a2x( )a≠0 .

（1）当 a = 1时，求抛物线的顶点坐标；

（2）已知 M( )x1,y1 和 N( )x2,y2 是抛物线上的两点.若对于 x1 = 3a ，3≤ x2 ≤ 4 ，都有
y1 < y2 ，求 a 的取值范围.

【解题分析】
（1）把 a = 1代入 y = ax2 - 2a2x ，转化成顶点式即可求解；
（2）分 a > 0 和 a < 0 两种情况，画出图形结合二次函数的性质即可求解；
本题考查了求二次函数的顶点式、二次函数的性质，以及考生运用分类讨论和数

形结合思想解题的能力。
【详解】

（1）解：把 a = 1代入 y = ax2 - 2a2x 得，y = x2 - 2x = ( )x - 1 2 - 1
∴抛物线的顶点坐标为（1，-1）；

（2）解：分两种情况：抛物线的对称轴是直线 x = --2a2

2a = a ；

①当 a > 0 时，如图1，此时 3a < 3，∴ a < 1，又∵ a > 0 ，∴０ < a < 1；

图1
②当 a < 0 时，如图，此时 -a > 4 ，解得 a < -4 ，又∵ a < 0 ，∴ a < -4 ；

图2

综上，当 0 < a < 1或 a < -4 ，都有 y1 < y2 .

五、反思与总结

近几年，北京初中学考的代数综合题中，几个小问题的设置都是由易到难，通常都
是考查一次函数和二次函数解析式的系数特征、图像与坐标轴交点的对应关系、二次
函数的对称轴与顶点等核心考点。此外，还会考查抛物线图像轴对称的性质、二次函
数二次项系数a的绝对值大小决定抛物线的开口大小等。除了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考查外，此类问题往往通过二次函数这个载体,在更高层次上考查考生对于数形结合
和分类讨论等数学思想的理解和掌握情况。因此，考生在备考期间，尤其要重视对数
学思想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