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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研究】

一题两空题的结构特点与命题途径
黄翠云

　　【摘　要】“一题两空”题的两空得分模式有利于提高低水平考生的得分，有利于区分出高水平的考生，同
时能够更加精确地发挥数学学科考试的区分选拔功能．文章从“一题两空”题的结构、特点及命题实践等三个
方面阐述研究者的思考和认识．
　　【关键词】一题两空；结构特点；命题途径

　　“一题两空”题是填空题的一种，是近年出现在
高考或各地模拟试题中的一种新题型，相对于单空

题，“一题两空”题的两空得分模式有利于提高低水

平考生的得分，有利于区分出高水平的考生，同时能

够更加精确地发挥数学科考试的区分选拔功能，因

而深受广大师生的关注和欢迎．因此，重视对“一题
两空”题这一题型的研究很有必要．

一、“一题两空”题的结构

“一题两空”题是将４个填空题中的一个，由原
来的一个空改为了两个空，一般安排在填空题的压

轴或次压轴题的位置．“一题两空”题的分值仍为５
分，两个空一个２分一个３分，题后括号内的注释语
为“第一空２分，第二空３分．”

二、“一题两空”题的特点

“一题两空”题设置的两个空，一般前一个空较

简单，后一个空要难于前一个空，无论是哪一个空答

对都能得到相应的分数，不像单空题那样答错即失

去全部分数，因而“一题两空”题相对于单空题有更

高的得分率，增进考生对数学学习的获得感，也更精

准地测试和区分了不同层次考生的数学能力水平，

增强考试的信度和效度．
三、“一题两空”题的命题途径

近期笔者多次参与了数学原创卷的命题和审题

工作，在命题实践中认识到“一题两空”题主要有下

面几种命题途径．
（一）一题多答命题

这一类型的“一题两空”题就是设置同一个问题

的不同结果分别填在两个空中，其本质是将单空题

的一个空拆分为两个空，但相比单空题将结果填在

一个空中，增加了考生的得分机会．这在多空题的命
题中极少出现的一种类型．

例１　已知抛物线 Ｅ：ｙ２＝８ｘ的焦点为 Ｆ，过 Ｆ

的直线ｌ与Ｅ交于Ａ，Ｂ两点，若→ＡＢ＝３→ＦＢ，则ｌ的方
程为 或 ．（每条横线上只写一个可能
结果）

解析　依题意可知Ｆ（２，０），ｌ的斜率ｋ存在．
设ｌ的方程为ｙ＝ｋ（ｘ－２），分别过 Ａ，Ｂ两点作

抛物线准线ｌ′的垂线，垂足为Ｍ，Ｎ．
设 ＦＢ ＝ｔ，则 ＦＡ ＝２ｔ，ＡＢ ＝３ｔ．
由抛物线的定义得｜ＡＭ｜＝ ＦＡ ＝２ｔ，｜ＢＮ｜＝

ＦＢ ＝ｔ．
在 直 角 梯 形 ＡＭＮＢ 中，ｃｏｓ∠ＭＡＢ ＝

ＡＭ － ＢＮ
ＡＢ ＝２ｔ－ｔ３ｔ＝

１
３，从而 ｔａｎ∠ＭＡＢ 槡＝２２，即

为ｌ的斜率．而由对称性可知， 槡－２２也是 ｌ的斜率，

故ｌ的方程为ｙ 槡＝２２（ｘ－２）和ｙ 槡＝－２２（ｘ－２），故

填 槡２２ｘ－ｙ 槡－４２＝０；槡２２ｘ＋ｙ 槡－４２＝０．
点评　本题填写的其实是一个题的两个不同结

果，如果是单空题，漏写一个结果就不能得分，而作

为“一题两空”题，一是暗示了题目的结论有两个结

果，二是即使只想到一个结果，填对的话也能至少得

２分．
（二）并列分答命题

这一类型的“一题两空”题就是在同样题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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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设置有同样解题思路和过程，解答不同结论

要求的问题，两空分答，将解答结果分别填在两个

空中．这在“一题两空”题的命题中较少出现的一
种类型．　

例２　某校体育节 １０名旗手的身高分别为：
１７５．０，１７８．０，１７６．０，１８０．０，１７９．０，１７５．０，１７６．０，
１７８．０，１８０．０，１７９．０，则这组数据的中位数为

；第８０百分位数为 ．
解析　把１０个样本数据按从小到大排序，可得

１７５．０，１７５．０，１７６．０，１７６．０，１７８．０，１７８．０，１７９．０，

１７９．０，１８０．０，１８０．０，所以中位数为１７８．０＋１７８．０２ ＝

１７８．０．
由８０％×１０＝８，可知样本数据的第８０百分位

数为
１７９．０＋１８０．０

２ ＝１７９．５．

点评　该题在同一个统计背景下命制，考查样
本数据的中位数和第８０百分位数是并列的两个结
论，作答后分别填空即可．

例３　平面四边形ＡＢＣＤ中，ＡＢ⊥ＢＣ，ＡＢ＝３，ＡＤ＝

ＢＣ＝４，ＣＤ 槡＝ ４１，将△ＤＡＣ沿 ＡＣ折起到△ＰＡＣ的
位置，使得平面ＰＡＣ⊥平面 ＡＢＣ，则此时三棱锥 Ｐ－
ＡＢＣ的体积为 ；三棱锥 Ｐ－ＡＢＣ的外接球的
表面积为 ．

解析　由ＡＢ⊥ＢＣ，ＡＢ＝３，ＢＣ＝４，解得 ＡＣ＝５．

又ＡＤ＝４，ＣＤ 槡＝ ４１，所以 ＡＣ２ ＋ＡＤ２ ＝ＣＤ２，即
ＡＣ⊥ＡＤ．如图１，故折起后，ＰＡ⊥ＡＣ．

图１

又平面ＰＡＣ⊥平面ＡＢＣ，平面ＰＡＣ∩平面ＡＢＣ＝
ＡＣ，所以ＰＡ⊥平面ＡＢＣ，ＰＣ为外接球的直径．

所以三棱锥Ｐ－ＡＢＣ的体积为１３·Ｓ△ＡＢＣ·ＰＡ＝

１
３×

１
２×３×４×４＝８．　

外接球的表面积为４π· 槡４１( )２

２

＝４１π．

点评　本题是以四边形的折叠为背景命制并列
结论的立体几何问题，旨在考查空间的直线与直线、

直线与平面、平面与平面的位置关系，也考查二面角

的概念及运算，考查运算求解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

逻辑推理能力．
（三）拓展同答命题

这一类型的“一题两空”题就是设置同样题设背

景，两个空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第二空是第一空的

推广与拓展．解答时按第二空的一般情形进行作答，
得到结论后取第二空中的特殊情况即得到第一空的

答案．
例４　一块三棱锥形状的余料 Ｐ－ＡＢＣ，其三条

侧棱 ＰＡ，ＰＢ，ＰＣ两两垂直．现需将其切割成直三棱
柱，使得直三棱柱的侧棱与原三棱锥的一条侧棱平

行或重合．若ＰＡ＝４，ＰＢ＝４，ＰＣ＝４，则切割得到的直
三棱柱的最大体积为 ；不失一般性，若 ＰＡ＝
ａ，ＰＢ＝ｂ，ＰＣ＝ｃ，则切割得到的直三棱柱的最大体
积为 ．（结果用ａ，ｂ，ｃ表示，其中ａ，ｂ，ｃ为正实
数，第一空２分，第二空３分）

解析　先考虑顶点位置，如图 ２，若直三棱柱
ＥＪＧ－ＰＫＩ上底面的顶点 Ｊ没有落在棱 ＡＢ上，总可
以将ＥＪ延长交棱ＡＢ于点Ｆ，过点Ｆ作ＰＡ的平行线
交ＰＢ于点Ｈ，得到新的三棱柱ＥＦＧ－ＰＨＩ，新三棱柱
ＥＦＧ－ＰＨＩ的体积比原三棱柱 ＥＪＧ－ＰＫＩ的体积大，
其他上底面顶点同理．若要直三棱柱的体积最大，则
上底面三个顶点均落在相应的棱上．

图２
因为底面 ＥＦＧ∥ 底面 ＰＢＣ，所以 △ＥＦＧ∽

△ＰＢＣ．　

设
ＥＦ
ＰＢ＝ｘ，则

ＥＧ
ＰＣ＝ｘ，

ＥＰ
ＰＡ＝１－ｘ，０＜ｘ＜１．

于是ＥＦ＝ｂｘ，ＥＧ＝ｃｘ，ＥＰ＝ａ（１－ｘ），故三棱柱

ＥＦＧ－ＰＨＩ的体积为 Ｖ＝１２ｂｘ·ｃｘ·ａ（１－ｘ）＝

ａｂｃ
２（－ｘ

３＋ｘ２）．　

设ｆ（ｘ）＝－ｘ３＋ｘ２，０＜ｘ＜１，则ｆ′（ｘ）＝－３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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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ｘ＝ｘ（２－３ｘ）．

由ｆ′（ｘ）＞０，得０＜ｘ＜２３；由ｆ′（ｘ）＜０，得ｘ＜０或

ｘ＞２３，故ｆ（ｘ）在
０，( )２３ 上单调递增，在 ２

３，( )１上单
调递减，所以当ｘ＝２３时，ｆ（ｘ）取得最大值，且最大值

为ｆ( )２３ ＝４２７．

从而体积最大值为
２ａｂｃ
２７．

若ａ＝ｂ＝ｃ＝４，则最大体积为１２８２７．

点评　本题将三棱锥切割成直三棱柱，通过这
一变换，设出变量，构造函数模型，利用导数求得体

积最大值．
（四）递进逐答命题

这一类型的“一题两空”题就是设置同样题设条

件，有密切联系的两个空，第二空的解答需要借助第

一个空的结果才能完成，第一空是基础和关键，这样

第一空解答完成且结果正确的情况下，第二空才能

顺势作答获取正确的结果．这是在“一题两空”题的
命题中出现最多的一种类型．

例５　已知函数 ｆ（ｘ）＝ｘｅｘ－ａｘ２，若曲线 ｙ＝
ｆ（ｘ）在点（－１，ｆ（－１））处的切线与直线２ｘ－ｙ－６＝
０平行，则实数ａ＝ ；函数ｇ（ｘ）＝ｆ（ｘ）＋ａｘ２的
极值点为 ．（第一空２分，第二空３分）

解析　因为ｆ（ｘ）＝ｘｅｘ－ａｘ２，所以ｆ′（ｘ）＝ｅｘ＋
ｘｅｘ－２ａｘ＝（ｘ＋１）ｅｘ－２ａｘ，所以ｆ′（－１）＝２ａ．

由题意，得２ａ＝２，所以ａ＝１．
ｇ（ｘ）＝ｘｅｘ，则ｇ′（ｘ）＝（ｘ＋１）ｅｘ．
令 ｇ′（ｘ）＜０，得 ｘ＜－１；令 ｇ′（ｘ）＞０，得 ｘ＞

－１．
故函数ｇ（ｘ）的单调递减区间为（－∞，－１），单

调递增区间为（－１，＋∞）．
又ｇ′（－１）＝０，所以函数 ｇ（ｘ）的极小值点为

ｘ＝－１，无极大值点．
故填：１，ｘ＝－１．
点评　本题递进型两空命制，考查导数的计算、

极值点的概念及导数在研究函数单调性中的应用，

考查导数几何意义的应用．该题若第一空做不出来
或解答错误，就会影响到第二空的解答和结果的正

确与否．
例６　已知函数 ｙ＝ ｘ２－２ｘ－１的图象与直线

ｙ＝ｍ（ｍ∈Ｒ）有四个交点，且这四个交点的横坐标
分别为ａ，ｂ，ｃ，ｄ且满足 ａ＜ｂ＜ｃ＜ｄ，则 ａ＋ｂ＋ｃ＋
ｄ＝ ；２（ｄ－ａ）＋（ｃ－ｂ）的最大值为 ．
（第一空２分，第二空３分）

解析　在同一直角坐标系内作出函数 ｙ＝｜ｘ２－
２ｘ－１｜与直线ｙ＝ｍ的图象，如图３．

图３

由图象并结合函数ｙ＝ ｘ２－２ｘ－１，易知ａ＋ｄ２ ＝

ｂ＋ｃ
２ ＝１，所以ａ＋ｄ＝ｂ＋ｃ＝２，故ａ＋ｂ＋ｃ＋ｄ＝４．

由题意，知ａ，ｄ是方程 ｘ２－２ｘ－１＝ｍ的两根，
ｂ，ｃ是方程ｘ２－２ｘ－１＝－ｍ的两根，由一元二次方

程的求根公式易得 ｄ－ａ＝２ ２＋槡 ｍ，ｃ－ｂ＝

２ ２－槡 ｍ，且 ０＜ｍ＜２，所以 ２（ｄ－ａ）＋（ｃ－ｂ）＝

２（２ ２＋槡 ｍ＋ ２－槡 ｍ），０＜ｍ＜２．

设φ（ｍ）＝２（２ ２＋槡 ｍ＋ ２－槡 ｍ），０＜ｍ＜２．

由 φ′（ｍ） ＝２ ２－槡 ｍ－ ２＋槡 ｍ
４－ｍ槡

２
＝０，解

得ｍ＝６５．

当０＜ｍ＜６５时，φ′（ｍ）＞０，当
６
５＜ｍ＜２时，

φ′（ｍ）＜０，所以函数φ（ｍ）在 ０，( )６５ 上单调递增，在
６
５，( )２上单调递减，所以当 ｍ＝６５时，φ（ｍ）取得最
大值，且最大值为 φ( )６５ 槡＝４５，故２（ｄ－ａ）＋（ｃ－

ｂ）的最大值为 槡４５．

故填：４，槡４５．
点评　本题以函数图象相交为背景命制的递进

型试题，综合考查函数图象、函数与方程的关系，一

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构造函数、求导、导数在研

究函数单调性的应用等知识．
（五）异问各答命题

这一类型的“一题两空”题相当于设置同样题设

条件的两道小填空题，两空之间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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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干扰，各自成题，是对多个知识点或某个知识点

的多个角度的考查，即使有一空答不出来，照样可以

完成另一空的作答．
例７　如图４，已知线段 ＡＢ的长度为１０，ＡＢ上

的两个定点Ｃ，Ｄ满足ＡＣ＝ＢＤ＝１．动点Ｐ从点Ｃ出
发，以每秒１个单位长度的速度沿着 ＡＢ向点 Ｄ移
动，到达点 Ｄ后停止移动．在点 Ｐ移动过程中作如
下操作：先以点 Ｐ为圆心，ＰＡ，ＰＢ的长为半径分别
作两个圆心角均为６０°的扇形，再将两个扇形分别
围成两个圆锥的侧面．若动点 Ｐ从点 Ｃ出发移动３
秒，左、右两个扇形的周长之比为 ；若设点 Ｐ
的移动时间为 ｔ（秒），两个圆锥的底面面积之和为
Ｓ，则 Ｓ的最小值为 ．（第一个空２分，第二个
空３分）

图４

解析　先解答第一空：当动点 Ｐ从点 Ｃ出发移
动３秒，此时ＰＡ＝４，ＰＢ＝６．

所以左侧扇形的弧长为
π
３×４＝

４π
３，所以左侧扇

形的周长为４＋４＋４π３＝８＋
４π
３．

右侧扇形的弧长为
π
３×６＝２π，所以右侧扇形的

周长为６＋６＋２π＝１２＋２π．

所以左、右两个扇形的周长之比为

８＋４π３
１２＋２π

＝

１
３（２４＋４π）

１２＋２π
＝２３．

再解答第二空：先用关于ｔ的式子表示出两个扇
形的半径，根据扇形的弧长等于底面圆的周长求出

两个圆锥底面圆的半径，最后列出两个圆锥底面积

之和关于ｔ的二次函数关系式，求得最小值．
因为ＡＢ＝１０，ＡＣ＝ＢＤ＝１，所以 ＣＤ＝１０－１－

１＝８．因为ＰＣ＝ｔ（０≤ｔ≤８），所以 ＰＡ＝ｔ＋１，ＰＢ＝

８－ｔ＋１＝９－ｔ．
设围成的左、右两个圆锥底面圆的半径分别为

ｒ，Ｒ，则
２πｒ＝π３（ｔ＋１），

２πＲ＝π３（９－ｔ
{ ），

解得 ｒ＝ｔ＋１６，Ｒ＝
９－ｔ
６，所

以Ｓ＝πｔ＋１( )６
２

＋π９－ｔ( )６
２

＝π３６（ｔ
２＋２ｔ＋１）＋π３６（ｔ

２－

１８ｔ＋８１）＝π１８（ｔ
２－８ｔ＋４１）．所以当ｔ＝４∈［０，８］时，

Ｓ有最小值，且最小值为２５π１８．

点评　试题以点的移动为背景，考查扇形的周
长、面积公式，圆锥的侧面展开图，圆锥的侧面积公

式、二次函数的最值等知识的应用．两空的解答各自
独立、互不影响．

四、结束语

１．数学多空题的引入，无疑对数学高考卷坚持
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考查要求，科学

把握试题的区分度，全面体现数学科高考的选拔性

功能等方面，都发挥积极、良好的导向作用．作为数
学教师，无论是新高考地区还是非新高考地区、无论

是起始年级还是毕业年级的，都应深入地研究这一

新题型在指导数学教与学所潜在的结构、功能和类

型特点，以发挥这一新题型更大的教学效益［１］．
２．参与多空题的命题实践，既能提高数学教师

的数学素养，促进专业发展，又能使教师很好地把握

题型特点和规律，更能有的放矢地指导学生复习备

考．因此，数学教师应多做一些命题实践工作，不断
提高个人的数学素养、专业发展和命题水平［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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