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正式更
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我省再添一所以
大学命名的高校。昨天，水利部人事司
副司长孙高振出席该校新校名揭牌仪
式，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贾连朝、
省教育厅厅长朱清孟等为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揭牌。

昨日上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新校名启
用仪式在该校龙子湖校区举行。河南省高
校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张亚伟在仪
式上宣读了《教育部关于同意华北水利水电
学院更名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函》，华北
水利水电大学新校名正式启用。

据了解，该校建校 62年来，形成了以水

利电力为特色、以工科为主干，理、工、农、经、
管、文、法相互渗透、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
性大学。学校现有博士授权一级学科3个，硕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72个，全日制本科专业60个，全日制在校本科
生、研究生2万多名。今年，该校不仅更名大
学，也成为博士授权单位，是学校发展史上新

的里程碑。
至此，我省共有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

南农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 9所以大学命
名的高校。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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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再添一所以大学命名的高校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更名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高考数学如何备考？热点是啥？
易丢分环节有哪些？不会做的题咋得分？

高中名师一一为你点拨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张勤

北方工业大学
在河南计划招81人

今年，北方工业大学计划在河南
招81名本科生。其中，文科10人，理
科58人，艺术13人。

北方工业大学建筑学、城乡规
划、风景园林专业要求报考考生有
一定的美术基础。入校以后，需加
试美术，不合格者，学校将视情况
将其调剂到建筑工程学院所属的
其他专业学习。今年，该校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理工科实验
班）、电子信息工程（理工科实验
班）两个专业，要求考生的高考总
分（不含政策性加分）超出当地一本
线 50分。

全年，该校在我省录取文科最低
565 分，高出一本线 8 分；理科最低
567分，高出一本线27分。

长江师范学院
在河南计划招90人

今年，长江师范学院面向全国
计划招生 4108 人，招生规模比去年
略有下降。今年，该校在河南计划
招 90 人，包括文科 16 人，理科 47
人，文理兼收27人。

去年，该校参加我省本科二批录
取，文科录取最低 521 分，比二本线
低1分；理科录取最低531分，超出二
本线50分。

主讲人：李小斌，郑州市第十一中学数学老师

高考数学，要重视知识的交汇点

首先，对于三角函数与平面向
量，三角函数的平面向量内容，高考
大题中，一般是和数列大题轮流考
查，如果不出大题，小题一般是 3~4
个，会有一个向量的小题，单纯考向
量的题目比较简单，但有时会把向
量和其他知识结合起来。

其次，对于数列内容，如果没有
大题，小题一般是两个，其中一个是
关于通项公式和求和公式的计算问
题，题目比较简单。还有一个是性
质的应用和推理问题的题目，比较
新颖但难度较大。

概率与统计，理科小题一般是
两个。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古典
概型、独立事件概率、几何概型等都
是轮番考查。文科小题一般是1个，
涉及求概率、几何概型、线性回归。

立体几何，小题在高考中一般
有两个。其中一个是三视图，比较
简单，另一个会考查球的问题，可能
是球与棱柱、棱锥的组合题，这个题
目应在试卷靠后的位置。

解析几何，小题一般是两个，
直线与圆一般有 1 个，圆锥曲线即
椭圆、双曲线、抛物线这三种都有
可能，难度基本上是中等。解析几
何大题要注意，椭圆与抛物线的结
合，与圆的结合，题目固定在第 20
题的位置，难度不是很大，但很有
新意。

不等式、函数与导数，对于这一
块知识，小题一般是 3~4 个，涉及定
义域、简单的值域、函数的单调性、
奇偶性、周期性、图像等常规的性
质，一般在选择、填空靠后的位置。

根据往年阅卷经验，同学们需
要注意以下几点：

1.填空题必须化简，因为答案错
误、多写、少写都不给分。不等式解
题的取值范围，一定要写成区间或
集合，直线与方程要写成一般式。

2.数列大题中，没出现过的字母，
应该先设后用。此外，做题时必须先
把公式写上，然后再代数得结果。

3.三角大题中，必须先把定理写
上，然后再代数得结果，尤其是正弦
定理、余弦定理，一定要先写定理，
再代数值。

4.立体几何大题中，可以利用逻
辑的方法，即一做二证三求，也可以
用向量的方法，建立坐标系，每一步
都需简要写明理由。证明平行与垂
直，要严格按照定理，最后要总结写
出答案。

5.概率统计大题中，必须有必要
的文字说明、运算公式，最后要有答
案和总结。其中，理科分布列必须
要有表格，求期望时要有对列相乘，
再相加的过程，不要直接写出结果。

6.解析几何大题中，直线方程与
圆锥曲线方程联立后，要注意判别
式，有时需要谈论直线的斜率是否
存在，求轨迹时，要说清楚是怎样的
曲线，求轨迹方程时，要注意把适合
的点添上。

7.函数导数大题中，一定要在定
义域内研究问题，讨论时分类标准
要恰当，要做到不重不漏。求极值
或单调区间时，最好先列表然后回
答，取值范围最好写成区间形式。

8.在高考时间分配上，建议选择题
用43分钟，填空题用15分钟，解答题用
62分钟，这样刚好符合黄金分割率。

◆不会做的题咋得分？
技巧一，猜。在猜里面有一

个很重要方法——估算法。
技巧二，跳步解答。
技巧三，特殊化。
技巧四，写几个公式。如果

实在不会做，可以写出几何体
体积公式、三角公式、数列的通
项公式和前 n 项和公式、直线
和圆锥曲线联立的方程组、导
数公式等，只要写上公式，就可
以得分。

◆几个备考小建议
突出重点，整合知识体系，

做到科学有效地备考。在前面
复习的同时，必须抓住数学的
主干知识，突出重点内容，不可
平均用力，时间分配应当有所
侧重。

在复习中，要高度重视知识
的交汇点。如函数、方程、不等
式、导数的交汇，三角函数与平
面向量的交汇，解析几何与平
面向量的交汇，立体几何与空
间向量的交汇，算法与数列的交
汇等。

回归课本，夯实基础。课本
是高考命题的基本依据，是高考
中低档试题的直接来源，学生应
当能完整地叙述课本上重要的
定义、法则、定理，能独立完成课
本上常用公式的推导和重要定
理的证明，能独立完成每一道例
题、习题的求解和证明，特别是B
组复习题，而且要尽可能地对典
型例题、习题进行辨识、引申和
推证。

◆常考的热点有哪些？

◆容易丢分的环节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