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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 安徽 · 13 · 5 分) 

已知直线 y = a 交抛物线 y = x2于 A、B 两点.若该抛物线上存 

在点 C，使得∠ACB 为直角，则 a 的取值范围为___________.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取值范围的题目向来难度非常大，下面 Nspire 图形计算器进行研

究。 

S_1 绘制两函数，此时因为参数 a 不定，所以图象上没有显现出

来（真实情况是定义了的） 

 

S_2 任对参数 a 赋值 

 

S_3 使用交点工具计算两交点 

 

S_4 由于存在点 C，使得∠ACB 为直角，于是以 AB 为直径作圆，

直径对的圆周角是直角。 

已知直径作圆的技巧是，先计算出中点，然后找到半径以作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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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_5 下面计算圆与抛物线的交点 

 

S_6 下面我们对参数 a 插入游标 

 

S_7 拖动游标，观察交点情况，如果有不少于 3 个交点，则交点

（不含直径端点）即是符合题意的点 

 

 

发现当a ≥ 1时，符合题意，于是 a 的范围为,1,∞) 

 

■ 换个思路继续研究下去，如果 a=1，那么是否存在一个系数 

k，使得圆与抛物线只有一个交点？于是采用如下操作步骤。 

S_1 代入表达式，作差，观察根的个数。 

 

S_2 发现 k 值增大，总是没有交点，我们要研究当 k 无限增大时

函数的最小值。于是求导算出最小值，然后计算当 k 无限增大时，

最小值的极限。算出极限为 0。于是可以知道，无论 k 取什么值，

总是有 3 个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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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抛物线前面的系数给定，圆的半径改变，是否仍 

然总有 3 个交点？于是不妨设系数 k 为 1，研究圆的半径 r。 

S_1 同理作差，对变量 r 插入游标研究。 

 

S_2 调整游标，发现 r=0.5 是使得方程只有一个根的最大值。 

S_3 事实上，曲率的倒数就是曲率半径。平面曲线的曲率就是针

对曲线上某个点的切线方向角对弧长的转动率，通过微分来定义，

表明曲线偏离直线的程度。曲率半径主要是用来描述曲线上某处

曲线弯曲变化的程度。特殊的如：圆上各个地方的弯曲程度都是

一样的。而曲率半径就是它自己的半径；直线不弯曲 ，所以曲

率 0，0 没有倒数,所以直线没有曲率半径。圆形越大，弯曲程度

就越小，也就越近似一条直线。所以说，圆越大曲率越小，曲率

越小，曲率半径也就越大。如果在某条曲线上的某个点可以找到

一个相对的圆形跟他有相等的曲率，那么曲线上这个点的曲率半

径就是该圆形的半径。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把那一段曲线尽可

能的微分，直到最后近似一个圆弧，这个圆弧对应的半径即曲线

上这个点的曲率半径。 

S_4 下面证明曲率半径公式。 

ds = d(∫√1 + (
𝑑𝑦

𝑑𝑥
)
2

dx) 

dθ = d (arctan
𝑑𝑦

𝑑𝑥
) =

d (
dy
dx

)

1 + (
dy
dx

)
2 

𝑝 =
𝑑𝑠

𝑑𝜃
=

(1 +
𝑑𝑦
𝑑𝑥

2

)

3
2

𝑑2𝑦
𝑑𝑥2

 

S_5 回到原本我们研究的这个题，y = x2,那么直接就可以由上面

的公式得出曲率半径为
1

2
  

  



 
6 

2.（2013 新课标 II·10·5 分） 

已知函数f(x) = x3 + 𝑎 𝑥2 + 𝑏 𝑥 + 𝑐，下面结论错误的是（     ） 

A.∃x0 ∈ 𝑅, 𝑓(𝑥0) = 0 

B.函数 y=f(x)是中心对称的图形 

C.若x0是 f(x)的极小值点，则 f(x)在区间(-∞,x0)单调递减 

D.若x0是 f(x)的极值点，则 f’(x0)=0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A 选项显然正确。对于 B 选项，若 a=0，由奇函数与平移可知显

然成立，若 a 不为 0 呢？  

S_1 由于探究二次项是否影响中心对称的影响，不妨设 b=c=1，

插入游标。 

 

由形态上好像是具有对称中心一样，似乎是在两极值坐标点的中

点。若按导函数有两个零点、有一个零点、没有零点来分治讨论

的话，过于繁琐。注意到似乎在对称中心的位置导函数取到最小

值。于是重新研究，f ′(x) = 3x2 + 2ax + b，开口向上 

当x = −
a

3
时取到最小值。 

S_2 做直线x = −
a

3
，移动游标观察。 

 

 

注意到无论 k 取什么值，两图线交点似乎总是对称中心。 

S_3 计算出这个交点。 

 

于是猜想(−
a

3
,
2a3;9ab:27c

27
)就是其对称中心。 

由对称中心的定义，若(a, b)是对称中心， 
f(a;x):f(a:x)

2
= b恒成立 

S_4 验证等式是否恒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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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从而(−
a

3
,
2a3;9ab:27c

27
)就是其对称中心。选项 B 正确。 

对于 C 选项，数形结合显然不成立。 

 

对于 D 选项，因为函数连续，所以一定成立。 

综上，选 C 选项。 

 

■ 换个角度思考下去，任意三次函数都有对称中心吗？ 

S_1 对于任意三次函数f(x) = ax3 + bx2 + cx + d，令t = x +
b

3a
 

 

最后 f(t)关于 t 的二次项立刻消失，所以是可以得出，任意三次函

数的图线均是中心对称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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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3 新课标 II·20·12 分） 

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 中，过椭圆 M：
x2

𝑎2
+

𝑦2

𝑏2
= 1, (𝑎 > 𝑏 > 0)右焦

点的直线x + y − √3 = 0交 M 于 AB 两点，P 为 AB 中点，且 OP

的斜率为
1

2
 

（I）求 M 的方程 

（II）C、D 为 M 上的两点，若四边形 ACBD 对角线 CD⊥AB，求

四边形 ACBD 面积的最大值。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这道题作为新课标 II 的解析几何大题，有相当大的运算量，难度

非常大。下面使用 Nspire 图形计算器进行研究。 

S_1 首先第一问直接判断 c=√3，联立两直线即可求出 P 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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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_2 由c2 = 3 = a2 − b2  , 不妨设方程为
x2

a2
+

𝑦2

𝑎2;3
= 1，联立

x + y − √3 = 0，需满足两根和的一半为
2√3

3
。 

 

S_3 由韦达定理。 

 

于是得到 M 方程为
x2

6
+

y2

3
= 1。 

第二问运算量相当大，由于垂直，所以 CD 斜率为 AB 的负倒数，

也就是 1。不妨设 CD 方程为y = x + m,下面我们利用 Nspire 强大

的图形功能进行研究。 

S_4 插入游标，使用求交点功能做出 A、B、C、D 四点，并且使

用多边形功能做出四边形。 

 

S_5 使用面积测量工具，测量这个多边形的面积，将测量结果存

入变量 s 中，新建统计的 app，动态捕捉变量 s 与 m。 

 

S_6 将游标来回拖动，获取一系列的面积 s 值与与之对应的 m值。

但需要注意题意，CD 为对角线，不可超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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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_7 使用快速绘图功能，作出这一系列离散点的图线。 

 

S_8 发现存在最大值，在 m=0 时取到。计算此时面积最大值。 

 

可得当 m=0 时，面积最大为
8√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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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3 新课标 I·16·5 分） 

若函数f(x) = (1 − x2)(x2 + ax + b)的图象关于直线 x=-2 对称，

则 f(x)的最大值为____________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放在了填空题最后一题的位置，难度非常大。下面用 Nspire

图形计算器强大的符号运算功能进行研究。 

S_1 要研究函数性质，第一步显然要先定义函数 f(x) 

 

S_2 由对称性。 

 

我们需要图中的表达式恒为 0，则系数必然均为 0，则显然 a=8， 

b=15 

S_3 下面绘图。 

 

S_4 最大值使用图线分析工具。 

 

答案竟然就是此题的题号。所以最大值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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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思路继续研究下去，四次函数是否都有一条对称轴？ 

于是我们借助Nspire图形计算器强大的代数运算功能，进行研究。 

S_1 首先定义一个一般的四次函数，假设对称轴为 x=t,作差。 

 

S_2 由此可见，这条对称轴即使有，也必须是−
b

4a
。令t = −

b

4a
,

代入，化简得△= 8a2d − 4abc + b3，当△=0 时，才有对称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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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3 四川·8·5 分） 

从 1、3、5、7、9 这五个数中，每次取出两个不同的数分别记为

a、b，共可得到lg 𝑎 − lg 𝑏的不同值的个数是(     ) 

A.9 

B.10 

C.18 

D.20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放在选择题的倒数第三题，需要仔细运算，若直接A5
2显然可

能出现重复。lg 𝑎 − lg 𝑏 = lg
𝑎

𝑏
,所以我们使用 Nspire 图形计算器的

编程功能进行研究。 

思路如下：将数字存入数组 List 中，并且选 2 个出来，计算lg
𝑎

𝑏
的

值，记为 z，每个值存入 List1 中，且新存入的值 z 不能与 List1

中的原有值重复。 

于是基于如上思路写出以下代码： 

 

 

运行后： 

 

使用编程解决问题，具有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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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3 四川·10·5 分） 

设函数f(x) = √𝑒𝑥 + 𝑥 − 𝑎(𝑎 ∈ R，e 为自然对数的底数)，若曲线

y=sin x 上存在点(x0, 𝑦0)使得f(f(y0) = y0 ,则 a 的取值范围是

（     ） 

A. ,1, e- 

B. ,e;1 − 1,1- 

C. ,1, e + 1- 

D. ,e;1 − 1, 𝑒 + 1-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放在选择题最后一题的位置上，难度非常大。 

S_1 显然sin 𝑥 ∈ ,−1,1-,依题意得y0 ∈ ,0,1-，两端取反函数，即

f(y0) = f;1(y0)，同时绘制原函数于反函数，在 Nspire 图形计算

器中对变量 a 插入游标，观察。 

 

S_2 调节视图，做出y = 1, x = 1 作为参照线。 

 

S_3 下面调节游标，使得两函数交点在 x 轴，y 轴，x=1，y=1 围

成的小正方形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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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当a ∈ ,1, e-时符合，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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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3 四川·15·5 分） 

设P1, 𝑃2, … , 𝑃𝑛为平面α内的 n 个点，在平面α内的所有点钟，若

点 P 到点P1, 𝑃2, … , 𝑃𝑛的距离的和最小，则称点 P 为P1, 𝑃2, … , 𝑃𝑛的

一个“中位点”，例如，线段 AB 上的任意点都是端点 A、B 的中

位点，现有下列命题： 

①若三个点 A、B、C 共线，C 在线段 AB 上，则 C 是 A、B、C 的

中位点 

②直角三角形斜边的中点是该直角三角形三个顶点的中微点 

③若四个点 A、B、C、D 共线，则它们的中位点存在且唯一 

④梯形对角线的交点是该梯形四个顶点的唯一中位点 

其中的真命题是________________（写出所有真命题的序号）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放在填空题最后一题的位置上，难度非常大，下面对每个选

项分别分析。 

S_1 对于选项①，先作图。测出 PA,PB,PC 的距离与|AB|。 

 

 

S_2 得到了|AB|为 18.5cm，与|PA|+|PB|+|PC|，使用计算功能计

算|PA|+|PB|+|PC|。 

 

S_3 得到当前值 26.3cm，下面拖动点 P，比较两个值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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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越靠近点 C，就越小，当为点 C 的时候取到最小值。因此 C

就是中位点。①正确。 

S_4 对于②，作图、测量、计算（由于和①过程大同小异，此处

不演示制作过程）。 

 

发现此时 P 点位置的距离和（右下第一个数值）已经小于斜边中

点的距离和（右下第二个数值），所以斜边中点不是直角三角形

的中位点，②错误。 

S_5 对于③，作图、测量、计算（由于和①过程大同小异，此处

不演示制作过程） 

 

S_6 拖动动点，发现在 BC 线段上取到最小。 

 

其中位点不唯一，所以③错误。 

S_7  对于④，可以作图如法炮制。但注意到①的结论。对于 AC

两点，中位点位于线段 AC 上，对于 BD 两点，中位点位于 BD 线

段上。因此对于 ABCD 四点而言，中位点即为 AC 与 BD 的交点。

④正确。 

因此选①④。 

 

■ 换个角度继续思考下去，由④可知，在梯形中，分别以梯形 

斜边的两端点为两焦点并且过对角线交点的两椭圆必然总是相

切。下面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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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图形距离和大的地方用浅色表示，距离和小的地方用 

深色表示，以④为例，我们可以做出类似密度分布的图。编写如

下程序： 

 

图中坐标最左上为（0,0），最右下约为（318,210），可进行调整，

注意最后一个坐标要和第一个坐标相同： 

 

返回后点击屏幕即可刷机，按 Ctrl+s 可以保存。 

图中颜色越深的部位，表示距离和越小。可以看出，调节坐标后，

距离和最小值均是在对角线中点的位置取到。 

  



 
19 

8.（2013 福建·18·12 分） 

如图，在正方形 OABC 中，O 为坐标原点，点 A 的坐标为(10,0),

点 C 的坐标为(0,10).分别将线段 OA 和 AB 十等分，分点分别记为

A1, 𝐴2, … , 𝐴9和B1, 𝐵2, … , 𝐵9. 

连接OBi，过Ai 作 x 轴的垂线与OBi交于点Pi(𝑖 ∈ N∗, 1 ≤ 𝑖 ≤ 9).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S_1 第一问首先要做出一系列离散的轨迹，于是先作 y=10与 x=10,

并且对变量 i 插入游标，把游标的范围设置为[1,9]，步长 step 为

1。 

 

S_2 作 y=i，计算交点后，连接交点与原点。再计算与 x=i 的交点。 

 

S_3 隐藏无关元素后，使用几何追踪，然后拖动游标，得到轨迹。

同时，绘制y = x2。 

 

S_4 使用 Nspire 独有的动态抓-移功能，拖动函数，改变开口，

并且找到一个合适的系数，使得抛物线很好地重合在前面绘制的

轨迹上。 



 
20 

 

可以看出这个系数大概是 0.1，于是得到标准方程：10y = x2  

S_5 对于第二问，调节视图，使用直线工具绘制过 C 点的直 

线，计算出交点，面积比为 4:1,也就是 CM 和 CN 的长度比为 4:1。

由于没说 M 和 N 的顺序，最后肯定有两个互为相反数的斜率值。 

 

S_6 测量斜率 k 与两段的长度，计算两段长度的比值 m，统计里

面动态捕捉 斜率-比值 图象。 

 

 

S_7 此后拖动直线，改变其斜率，得到一组离散的点，发现当

k=-1.5 时，m(比值)为 4： 

 

同理，k=1.5 时，比值为 0.25。因此斜率即为±
3

2
 

所以方程为 3x − 2y + 20 = 0,3x + 2y − 20 = 0  

 

■ 换个思路继续研究下去，如果 i 不是离散的，而是连续的， 

是否也符合抛物线方程呢？ 

S_1 于是擦出几何追踪，更改游标的步长 step 为 0.02，这个步长

在当前精度下，可以认为就是连续的，重新绘制轨迹。 

 

发现如果变量 i 是连续的也符合方程。 

 

  



 
21 

9.（2013 江西·10·5 分） 

如图，半径为 1 的半圆 O 与等边三角形 ABC 夹在两平行线

l1, 𝑙2之间，l ∥ l1, 𝑙与半圆相交于 

F，G 两点，与三角形 ABC 两边相交于 E, D 两点，设弧𝐹�̂�长 

为 x(0 < x < π)，y = EB + BC + CD,若 l 从l1平行 

移动到l2,则函数 y = f(x)的图象大致是（    ）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探究 

此题综合度非常高，非常难。 

S_1 大致作图，并且测量计算有关值与表达式。 

 

S_2 下面隐藏无关元件，并且动态捕捉 x 与 y 的值： 

 

S_3 拖动红色的直线，得到一组离散的点。 

 

S_4 使用快速绘图功能，做出图线。 

 

因此选择选项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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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3 江西·16·12 分） 

在 △ ABC 中，角 A，B，C 所对的边分别为 a, b, c，已知 cos 𝐶 +

(cos𝐴 − √3 sin 𝐴) cos 𝐵 = 0.  

(I)求角 B 的大小  

(II)若 a + c = 1,求 b 的取值范围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下面着重探讨第二问。由第一问 B 为 60°，那么，a+c=1 这个条

件的计算器解读就至关重要。 

S_1 以原点为点 B，作y = √3𝑥 

 

S_2 调节视图，在其中一条射线上适当取一点，测量出一边的长

度，由于 a+c=1，再用文本计算功能计算出另外一边的长度： 

 

S_3 从原点沿y = √3𝑥的单调递增方向作一个向量，使用测量值

传递功能，找到另外一点。 

 

S_4 连接两点，封三角形，而连接的这两点的距离，就是 b 的值，

测量出其长度为 b，由于对称，记其中一边长度为 a，使用动态

捕捉功能捕捉点(a,b)，使用快速绘图功能绘制 a-b 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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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a-b 图线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 

观察图线，b 的范围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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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3 江西·20·13 分） 

如图，椭圆 C: 
x2

𝑎2
+

𝑦2

𝑏2
= 1，(a>b>0)经过点 P.1,

3

2
/，离心率 e=

1

2
，,

直线 l 的方程为 x=4 

 

(I)求椭圆 C 的方程 

(II)AB 是经过右焦点 F 的任一弦（不经过点 P），设直线 AB 与直线

l 相交于点 M，记 PA，PB，PM 的斜率分别为k1, 𝑘2, 𝑘3，问：是否

存在常数λ，使得k1 + 𝑘2 = 𝜆𝑘3？若存在，求出λ的值；若不存

在，说明理由。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非常难，下面研究第二问。 

S_1 先做出椭圆，焦点，直线： 

  

S_2 下面测量三个斜率，由于λ =
k1:k2

k3
,直接代入测量数据计算： 

  

发现值为 2，拖动点 B，改变直线，发现任然为 2。 

所以存在λ，λ为 2 

 

■ 换个思路研究下去，如果 AB 不过焦点 F，而是过 x 轴上的其 

他点，这个比值是否仍然为定值呢？ 

S_1 如法炮制，只不过把 F 点换成任一 x 轴上的对象点 

S_2 拖动 A 点，观察测量值是否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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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得原题结论不能推广，当且仅当是过焦点时才有比值不变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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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3 北京·8·5 分） 

设关于 x, y 的不等式组 {
2𝑥 − 𝑦 + 1 > 0

𝑥 + 𝑚 < 0
𝑦 − 𝑚 > 0

表示的平面区域内存在点 P(x0, y0)，满足x0 −

2𝑦0 = 2.求得 m 的取值范围是(            )  

A. .−∞,
4

3
/  

B. .−∞,
1

3
/  

C. .−∞,−
2

3
/  

D. (−∞,−
5

3
)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作为北京卷的选择题压轴题，难度非常大。 

S_1 绘制不等式组，插入游标。 

 

S_2 下面绘制方程x0 − 2𝑦0 = 2。 

 

S_3 下面要完成的一项任务就是，拖动游标，使得直线方程能够

“穿过”中间的深蓝色区域。 

 

 

大致判断出，在 m 小于-0.66 的时候符合题意。 

于是选 C 

 

13.（2013 北京·19·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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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 A，B，C 是椭圆 W:
x2

4
+ 𝑦2 = 1上的三个点，O 是坐标原点. 

(I)当 B 是 W 的右顶点，且四边形 OABC 为菱形时，求此菱形的面

积； 

(II)当点 B 不是 W 的顶点时，判断四边形 OABC 是否可能为菱形，

并说明理由.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作为北京地区的全卷压轴题，难度相当大。下面研究第二问。

由于要求是菱形，则充要条件是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 

S_1 于是作出 OB 的中垂线，绘制图形。 

 

S_1 如图，AC 则为 OB 的中垂线，下面需要使用测量，文本计算

工具，计算 AP 与 PC 的差值的绝对值，存入变量 m，而由对称性，

不妨以 OB 斜率 k 为自变量，作出 k-m 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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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当 k=0 时，即 B 为长轴顶点时，m=0，当 k 不为 0 时，m 恒

不为 0。而 B 不为顶点。 

于是四边形 OABC 不可能为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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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3 陕西·10·5 分） 

设,x-表示不大于 x 的最大整数，则对任意实数 x, y，有(            ) 

A. ,−x- = −,x- 

B. ,2x- = 2,x- 

C. ,x + y- ≤ ,x- + ,y- 

D. ,x − y- ≤ ,x- − ,y-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难。对于 A，B 选项，可以作差后作图观察是否恒为 0 即可。

依题意知[x]即为 Nspire 图形计算器内置的 floor()函数。 

S_1 于是对于 C 选项直接 RHS-LHS 作图。 

 

发现不恒大于等于 0，于是错误。 

S_2 对于 D 如法炮制。 

 

发现恒大于等于 0，成立。于是选 D 选项。 

使用 TI-Nspire 计算器的 3D 绘图功能，甚至再引入游标，可以很

方便的研究二元函数乃至多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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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3 陕西·10·13 分） 

已知动圆过定点 A(4,0)，且在 y 轴上截得弦 MN 的长为 8. 

(I)求动圆圆心的轨迹 C 的方程; 

(II)已知点 B(-1,0)，设不垂直于 x 轴的直线 l 与轨迹 C 交于不同的

两点 P，Q，若 x 轴是∠PBQ 的角平分线，证明直线 l 过定点.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难。下面研究第二问。 

S_1 先做出抛物线。由于两直线关于 x 轴对称，所以斜率互为相

反数，对斜率 k 插入游标，作图，计算交点，调节视图。 

 

S_2 使用几何追踪功能，移动游标，查看追踪结果。 

 

发现这一簇直线们都不约而同地经过了 x 轴上的(1,0) 

所以过定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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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3 大纲·11·5 分） 

已知抛物线 C:y2 = 8𝑥与点 M(-2,2)，过 C 的焦点且斜率为 k 的直

线与 C 交于 A，B 两点，若𝑀𝐴⃗⃗⃗⃗ ⃗⃗  · 𝑀𝐵⃗⃗ ⃗⃗ ⃗⃗ = 0，则 k=（        ） 

A.
1

2
 

B.
√2

2
 

C. √2 

D. 2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难。下面先作出抛物线与抛物线的焦点，再作出 M 点： 

 

S_2 焦点为（2,0），由此以斜率为 k 作直线，由于 k 没有定义，

所以暂时无法看见，代入 k 值，测量角度。 

 

 

四个选项的 k 值分别代入后，发现 D 选项正确，所以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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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3 江苏·17·14 分） 

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 中，点 A(0,3),直线 l: y = 2x − 4. 

设圆 C 的半径为 1, 圆心在 l 上。  

(I)若圆心 C 也在直线 y=x-1 上，过点 A 作圆 C 的切线，求切线的

方程； 

(II)若圆 C 上存在点 M，使 MA=2MO，求圆心 C 的横坐标 a 的取

值范围.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这道题非常难。下面研究第二问， 

S_1 已知 A(0,3)，那么 M 点的轨迹是怎样的呢？取特殊点，(0,1)

显然符合，于是作出三点，然后测量两个距离，计算得出显然比

值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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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_2 对于计算结果 2，使用属性，锁定状态设置为对象已锁定。 

 

S_3 于是使用几何跟踪跟踪 M 点。 

 

S_4 得到了 M 点的轨迹，于是依题意得圆 C 需要与 M 点轨迹有

交点。可以进一步绘制圆 C，拖动分析。但此时我们注意到 M 点

的轨迹为以(0,-1)为圆心，2 为半径的圆。而 C 的圆心为(a,2a-4) 

于是由两圆心距离小于等于两半径和，大于等于两半径差构造不

等式。 

 

于是 a 的取值范围是,0,
1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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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3 山东·22·13 分） 

椭圆 C:
x2

𝑎2
+

𝑦2

𝑏2
= 1(𝑎 > 𝑏 > 0)的左,右焦点分别是F1, F2,离心率为

√3

2
,过F1 且垂直于 x 轴的直线被椭圆 C 截得的线段长为 1.   

(I)求椭圆 C 的方程；  

(II)点 P 是椭圆 C 上除长轴端点外的任一点，连接PF1, PF2 .设

∠F1PF2 的角平分线 PM 交 C 的长轴于点 M(m,0)，求 m 的取值

范围;  

(III)在(II)的条件下，过点 P 作斜率为 k 的直线 l，使得 l 与椭圆 C

有且只有一个公共点. 设直线PF1, PF2 的斜率分别为k1, k2，若 k

≠0,试 Pr:
1

kk1
 +

1

kk2
 为定值，并求出这个定值.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S_1 做出椭圆与焦点，于是任取一点，做出角平分线： 

 

S_2 P 在椭圆上运动，对点 M 使用几何跟踪，并且作出参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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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极限位置是在 x=
3

2
处，因此 m 的范围是(−

3

2
,
3

2
) 

S_3 对于第三问，使用切线功能作出切线，并且测量三个斜率。 

 

S_4 计算表达式。 

 

拖动点 P，发现值仍然为-8。于是定值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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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3 安徽·16·12 分） 

已知函数 f(x) = 4 cos𝑤𝑥 sin .𝑤𝑥 +
𝜋

4
/ (𝑤 > 0)的最小正周期为 π  

(I)求 w 的值  

(II)讨论 f(x)在区间 00,
π

2
1上的单调性.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较难，使用 tcollect()函数: 

 

于是 w=1 

对于第二问，令 w=1，即研究sin (2x +
π

4
)的单调性。 

显然00,
π

8
1单调递增，在 0

π

8
,
π

2
1单调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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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3 新课标 II·21·12 分） 

已知 f(x) = ex − ln(𝑥 + 𝑚)  

(I)设 x = 0 是 f(x)的极值点，求 m，并讨论 f(x)的单调性；  

(II)当 m ≤ 2 时，证明 f(x) > 0.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难，下面研究第二问： 

同常规解法，第一步可将 ln(𝑥 + 𝑚)放缩到  

ln(x + 2)，下面证明ex > ln(𝑥 + 2)  

S_1 由于直接求导可能比较麻烦，于是作图研究函数性质。 

 

我们以前做过题目，证明一个指数函数大于一次函数，或者一次

函数大于对数函数，这些是常见的，于是，我们能否从图象中，

找出一个这样的“中间桥梁”呢？ 

S_2 观察函数，于是猜想这样一个函数是 y=x+1,绘制。 

 

放大后发现确实成立，“中间桥梁”一旦找到，于是后面就可 

以简单地证明（此处略）。 

可惜我看了此题的标准答案，发现是直接作差求导的，反而过于

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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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13 湖南·8·5 分） 

在等腰直角三角形 ABC 中，AB=AC=4，点 P 是边 AB 上异于 A，B

的一点.光线从点 P 出发，经 BC，CA 反射后又回到点 P.若光线 QR

经过△ABC 的重心，则 AP等于（          ）  

 

A. 2    B. 1    C.
8

3
       D.

4

3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S_1 下面使用对称点功能绘制 RQ。 

 

S_2 然后作出重心。 

 

S_3 下面进行一项任务，就是设法移动 P 点，使得直线过重心： 

 

S_4 测量此时 P 离原点的距离。 

 

对照选项，于是选 D 

 

22.（2013 山东·20·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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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差数列*an+的前 n 项和为Sn,且S4 = 4𝑆2, 2an + 1  

(I)求数列*an+的通项公式；  

(II)设数列*bn+的前 n 项和为Tn ,且Tn +
𝑎𝑛:1

2𝑛 =

𝜆(𝜆为常数).令cn = 𝑏2𝑛(𝑛 ∈ N∗).求数列*cn+的前 n 项和Rn  

 

■ 某学生的解答投影 

 

 

■ 使用 TI-Nspire 技术的解答与研究 

此题难，下面研究第二问 

S_1 首先得出Tn = 𝜆 −
𝑛

2𝑛−1 , n ≥ 2 时bn =
𝑛;2

2𝑛−1 , cn = 𝑏2𝑛 =
2𝑛;2

22𝑛−1 

使用 Nspire 内置的求和功能。 

 

便可直接得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