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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几何中选择、填空压轴题选讲 

【使用说明】 

纵观多年的北京高考和北京各区模拟题，以解析几何做为选择、填空压轴题的情况非常多，

可见解析几何中选择、填空压轴题的专题训练还是很必要、很重要的. 

这些压轴题涉及到的知识比较综合，方法也比较灵活多样.我们有些同学可能擅长代数运算，

有些同学擅长几何图形转化.做为选择题、填空题，有些同学可能比较擅长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

特殊点法、例举（正例或者反例）法、代入选项排除法、极限法等等）.有些同学可能对这部分题

目还有一些害怕，不知道如何下手.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本节课的探索和学习，帮助大家打消畏难

情绪，讲解中的知识和方法能够对同学们有一些启发和帮助.可以让同学们对于这部分问题有更系

统的认识，可以大胆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部分问题. 

【学法指导】 

同学们可以通过教师的讲解、图形的展示、数学教学软件的帮助来理解和掌握本节课的教学

内容. 

【学习目标】 

1、同学们通过第一题的探索，争取能够掌握方程和函数之间的转化应用.也可以尝试使用特殊点法

去解决这道题目； 

2、同学们通过第二题的探索，争取能够在比较复杂的题目中进行知识的综合应用（重要不等式的

应用），也可以尝试使用特殊点法去解决这道题目； 

3、同学们通过第三题、第四题的探索，争取能够在运动变化中寻找规律，从而解决问题； 

4、同学们通过完成作业和扩展练习，争取加深对于本节课所学内容的理解； 

5、同学们通过这一个专题的努力探索，争取能够对于知识之间的横向、纵向联系有一定的把握. 

【学习重点】 

1、方程、函数之间的转化应用； 

2、数形结合解决问题. 

【学习难点】 

知识之间的关联和综合应用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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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 

1.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中，动点 到两坐标轴的距离之和等于它到定点 的距离，

记点 的轨迹为 .给出下面四个结论： 

①曲线 关于原点对称；          ②曲线 关于直线 对称； 

③点 在曲线 上； 

④在第一象限内，曲线 与 轴的非负半轴、 轴的非负半轴围成的封闭图形的面积小于 .  

其中所有正确结论的序号是     . 

 

 

2. 数学中有许多形状优美、寓意美好的曲线，曲线 2 2: 1 | |C x y x y   就是其中之一（如图）．给

出下列三个结论： 

① 曲线C 恰好经过 6 个整点（即横、纵坐标均为整数的点）； 

② 曲线C 上任意一点到原点的距离都不超过 2 ； 

③ 曲线C 所围成的“心形”区域的面积小于 3． 

其中，所有正确结论的序号是 

（A）① （B）② 

（C）① ② （D）① ② ③ 

 

 

3. 已知椭圆 G：  的两个焦点分别为 和 ，短轴的两个端点分别为 和

，点 P在椭圆 G 上，且满足 . 当 变化时，给出下列三个命题： 

①点 P 的轨迹关于 轴对称； 

②存在 使得椭圆 上满足条件的点 仅有两个； 

③ 的最小值为 ， 

其中，所有正确命题的序号是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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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知点 在曲线 上， 过原点 ，且与 轴的另一个交点为 .若线段

, 和曲线 上分别存在点 、点 和点 ，使得四边形 （点 顺时

针排列）是正方形，则称点 为曲线 的“完美点”. 那么下列结论中正确的是（     ） 

A．曲线 上不存在“完美点” 

B．曲线 上只存在一个“完美点”，其横坐标大于 1 

C．曲线 上只存在一个“完美点”，其横坐标大于 且小于 1 

D．曲线 上存在两个“完美点”，其横坐标均大于  

 

【小结】 

处理解析几何综合题，可以从代数角度入手进行处理，也可以从几何图形的角度入手进行处

理.如果得到的方程无法做出对应的轨迹，也可以从函数的角度思考，可以说我们研究函数的经验

和方法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可以想办法得到函数图象从而解决问题. 

关于动点的问题，同学们也可以通过分析（可以是严谨的代数推理、图形分析，也可以通过

特殊点判断，也可以通过选项分析等等）找到动点的变化规律，从而解决问题. 

因为这是选择、填空压轴题的位置，所以在这整个研究探索过程中会涉及到知识、方法的综

合应用.在这样一个探索过程中，相信同学们解决问题的综合数学素养一定会有所提高.本节课就上

到这里，谢谢同学们观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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