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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陕西省中考数学试题内容形式稳中求进!稳中有新"紧扣课标要求"引导学生打牢基础"突

出#四基$"强调应用"指向能力"融入地域文化"彰显育人价值% 从题型来看"选择题!填空题所占分值

为 #$ 分"解答题所占分值为 %& 分&从内容来看"选择题!填空题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解答题

注重考查数学能力'几何直观!推理能力!运算能力!数据观念!抽象能力!应用意识等("同时在题目中

渗透了分类讨论!数学建模!转化化归等数学思想方法% 题目难度有梯度"体现了中考数学的选拔功

能% 整卷起点低"落点高"跨度大"考查全面%

具体来看"!"!# 年陕西省中考数学试题具有以下特点)

&'稳中求进!指向"四基#$

选择题!填空题继续以考查实数的运算!整式的运算!多边形的性质!三角形综合!平行四边形及

特殊平行四边形的性质!圆的性质!一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和性质!二次函数的图

像和性质等为重点"解答题以考查主干的基调基本不变%

!'稳中有新!凸显能力$

与 !"!! 年试题相比"!"!# 年试题的结构没有改变"从整体上来说"稳中有变"难度略有提高% 选

择题中考查数与代数内容的有 ( 道试题"分别是第 & 题!第 ( 题!第 ) 题!第 % 题"考查的是有理数运

算!整式运算!一次函数与二次函数有关性质% 考查图形与几何内容的有 ( 道试题"分别是第 ! 题!第

# 题!第 * 题!第 + 题"考查的是轴对称与中心对称的概念!平行线的性质和判定!中位线性质定理及相

似三角形性质!垂径定理等知识"其中第 + 题改变了以往考查圆的问题的模式"以传统地域文化#陕西

老碗$为背景命题% 解答题第 &+ 题在考查常规作图基础上稍有变化"第 !" 题考查一元一次方程的应

用% 第 !& 题!第 !! 题!第 !# 题!第 !) 题在阅读量'含图像!表格!图形信息(和运算难度上有所增加"

注重考查学生读!写!算的基本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以及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 !( 题

有关圆的解答题避开了与切线相关的问题"体现出考查方式的变化与创新% 第 !* 题聚焦核心素养"突

出对#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考查%

#'素养导向!全面育人$

试题中第 !& 题!第 !! 题!第 !# 题!第 !) 题!第 !* 题以真实新颖的实际问题为背景"基于测量景

观灯的高度!胸径与树高的函数建构!校园农场中西红柿成长的统计分析!学校图书楼拱门设计!工业

新区修路设计等问题"选材源于现实生活"引导学生用数学语言来表达!求解和解释实际问题"学生在

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数学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

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提升学以致用的能力%



在 !"!( 年的复习备考中"应注重以下几点)

&'注重能力立意!培养数学学习能力$

注重以知识为载体对学生的抽象能力!推理能力!几何直观!运算能力!数据观念!模型观念等数

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重视数学运算%

初中数学运算包括对数字的计算!估值和近似计算"对式子恒等变形"对特殊几何图形的计算等%

历年来数学中考试题注重结合具体的解题过程"考查数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算理% 这些试题删繁就

简"不堆砌技巧"突出了对数学的理解!把握和灵活应用% 运算看似很简单"但需要对运算有深刻的理

解"并提高运算能力"这样有助于学生数学能力的形成"也有助于学生在解题中领悟数学的本质%

'!(通过图形变换与几何证明"展现直观想象%

空间观念是从经验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的生活经验是他们发展空间观念的基础% 因此应注

重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观察是空间观念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操作是发展空间观念的重要办法%

'#(通过论证与推断猜测类试题"培养逻辑推理能力%

推理能力既包括合情推理"如归纳!类比!统计推理等"又包括演绎推理% 因此"在平时的学习和

备考中"应重视能全面展现演绎推理和合情推断或猜测的试题%

'((利用统计图表和统计量"锻炼数据分析与处理意识%

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数据对描述信息作出推断"发展统计观念"提高由数据引发思考!推测可能的

结果以及自觉想到运用统计的方法解决有关问题的意识% 重视通过创设现实问题情境锻炼学生对数

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能力%

!'关注数学思想的渗透$

作为策略性知识的数学思想是数学知识在更高层次上的抽象与概括"它不仅蕴涵在数学知识形

成!发展和应用的过程中"而且渗透在数学教与学的过程中% 在备考中"既应重视考查抽象!推理!数

学模型的试题"也要重视考查数形结合!方程与函数!分类讨论等数学思想的试题%

#'提高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学知识不仅源于数学内部系统还来源于社会生活实际"同时又被应用于实践% 关注数学与现

实生活的联系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

增进学生对数学的理解与认识% 因此"应逐步提高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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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多边形与平行四边形 !",&"

!!!!!!!!!!!!!!!!!!!

第 %, 讲!矩形#菱形和正方形 !"","

!!!!!!!!!!!!!!!!!!!

第 %" 讲!图形的变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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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图形的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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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投影与视图 !"%("

!!!!!!!!!!!!!!!!!!!!!!!

第 %$ 讲!圆的有关概念与性质 !"'$"

!!!!!!!!!!!!!!!!!!!

第 %) 讲!与圆有关的位置关系 !"'("

!!!!!!!!!!!!!!!!!!!

第 %& 讲!与圆有关的计算 !"$*"

!!!!!!!!!!!!!!!!!!!!!

第 %* 讲!尺规作图 !")""

!!!!!!!!!!!!!!!!!!!!!!!!

第 %+ 讲!统计 !"))"

!!!!!!!!!!!!!!!!!!!!!!!!!!

第 %( 讲!概率 !"&'"

!!!!!!!!!!!!!!!!!!!!!!!!!!

第三部分!方法培优

第 " 讲!化归与模型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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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分类讨论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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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础知识

第 " 讲!实数及其运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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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整式及因式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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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分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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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二次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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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一次方程!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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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分式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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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一元二次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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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不等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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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平面直角坐标系与函数概念 !"""

!!!!!!!!!!!!!!!

第 "* 讲!一次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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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投影与视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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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与圆有关的位置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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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实数及其运算

知识点 ! ""实数的分类

!!按定义分

实

数

有

理

数

整数

正整数

"#"{
负整数

分数
正分数{





























负分数

有限小数

或无限循

环小数

无理数
正无理数{ }负无理数

无限不循













环小数

$!按正负分

实数

正实数
正有理数

正整数{正分数{
正无理数

"#"

负实数
负有理数

负整数{负分数{



















负无理数

知识点 $ ""实数的相关概念

名称 定义 性质

数

轴

规定了

!

原点"!

"

"正方

向"和
#

"单位长

度"的直

线 叫 作

数轴

"!#数轴上两个点表示的

数$右边的总比左边的

$

"大"%"$#数轴上的点

与实数具有
%

"一一对应

"的关系%"%#数轴上位于

原点两侧$到原点距离相等

的点表示的数
&

"互为相

反 数 "$ 这 两 个 数 的

'

"绝对值"相等

相

反

数

只有
(

符

号不同的

两个数互

为相反数

"!#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 "$

#表示&" &

)

" '#"%" (#

&

*

"#"%

"$## 的相反数是
+,-

"#"

倒

数

如果两个

数的
+,.

"

乘积为 !

"$ 那 么

称这两个

数 互 为

倒数

"!#

+,/

"#"没有倒数%"$#

一个非零数 " 的倒数为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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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定义 性质

绝

对

值

数轴上表

示实数 "

的点到原

点的
+,1

距

离叫作实

数 " 的绝

对值$记作

)")

)")&

""" *##$

#"" &##$

'""" +#

{
#$

注意&绝对值具有非负性

知识点 % ""实数的大小比较

!!数轴上两个点表示的数!右边的总

比左边的"大""

$!正数大于 #!负数小于 #!正数大于

一切负数!两个负数中绝对值大的反而

"小""

知识点 , ""科学记数法

!!科学记数法的表示形式#" " -

!#

$

""

$!"和 $的确定

$!%"的确定#" 是整数位只有一位的

数!即 !

"

)")+!#"

$$%$的确定#当一个数的绝对值大于

!# 时!$是正整数!其值等于原数的整数位

数"减 !"!或等于原数变为 "时!小数点

向左移动的位数&当一个数的绝对值小于

! 时!$是负整数!$ 的绝对值等于原数左

起第一个非零数字前"所有零的个数"

$包括"小数点前的零"%!或等于原数变

为 "时!小数点向右移动的位数"

知识点 . ""平方根!算术平方根和

立方根

!!平方根'算术平方根和立方根

名称 含义 表示 性质

平

方

根

如果一个

数 %的平

方 等 于

"$那么这

个数 %叫

作 " 的
!

" 平 方

根"

实数 "

""

#

##

的平方

根表示

为
"

"

/槡""

"!#一个正数有

两个平方根$它

们
#

"互为相反

数"%# 的平方根

是
$

"#"%负数

没有平方根%

"$#平方根等于

它本身的数是
%

"#"

算术

平方

根

如果一个

正数 %的

平方等于

"$那么这

个正数 %

叫作 " 的

&

"算术

平方根"

实 数 "

""

#

##

的算术

平方根

表示为

'

"

槡""

"!#一个正数有

一个正的算术平

方根 "双重非负

性#%# 的算术平

方根是
(

"#"%

负数没有算术平

方根%

"$#算术平方根

等于它本身的数

是
)

"# 和 !"

立

方

根

如果一个

数 %的立

方 等 于

"$那么这

个数 %叫

作 " 的
*

" 立 方

根"

实数 "

的立方

根表示

为
+,-

"

%

槡""

"!#所有的数都

有一个立方根$

且与原数同号%

"$#立方根等于

它本身的数是
+,.

"# 和/!"

""$!开方

$!%求一个数 " 的平方根的运算!叫

作开平方!其中 "叫作被开方数&

$$%求一个数 " 的立方根的运算!叫

作开立方!其中 "叫作被开方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识点 0 ""实数的运算

!!加法#$!%同号两数相加!取相同的

符号!并把"绝对值相加"&

$$%异号两数相加!绝对值相等时和

为 #&绝对值不相等时!取绝对值较大的加

数的符号!并用较大的绝对值"减去"较

小的绝对值"

$!减法#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

的"相反数"!即 " '#&" ("$ '#%""

%!乘法#两数相乘!同号得正!异号得

负!并把绝对值相乘!即 " -#&"#!" -

$ '#% &'"#" $注意#任何数与 # 相乘!

积仍为 #%

,!除法#除以一个不等于 # 的数!等于

乘这个数的倒数!即 " 1#&" -"

!

#

"$#

$

#%" $注意## 除以任何不等于 # 的数!

仍得 #%

.!乘方#"

$

&"("()(      "
$个"

!表示 $ 个

"相乘" $注意#$(" &" (" () (      "
$个"

!表示

$个 "相加%

0!实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先算乘

方!再算乘除!最后算加减!有括号的先算

括号里面的&同级运算要按照从左到右的

顺序依次进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讲"整式及因式分解

知识点 ! ""整式的相关概念

!!代数式#用运算符号把数和字母连

接而成的式子"

$!单项式#$!%定义#由数或字母的积

所组成的代数式叫作单项式" $单独一个

数或字母也是单项式%

$$%系数#单项式中的"数字因数""

$%%次数#单项式中"所有字母"指

数的和"

%!多项式#$!%定义#几个单项式的和

叫作多项式"

$$%项#多项式中的每个"单项式""

$%%次数#多项式中"次数最高的项

的次数""

,!整式#"单项式"和"多项式"统

称为整式"

知识点 $ ""整式的运算

!!整式的加减运算

$!%同类项#所含"字母"相同!并且

"相同字母的指数"也相同的项"

$$%合并同类项#把同类项合并成

一项"

$%%合并同类项法则#把同类项的系

数相加!字母和字母的"指数"不变" 如

$%&

$

(%&

$

&"%%&

$

""

$,%去括号#括号前是* (+号!去括号

后!括号内各项都不变号!如 " ($#('% &

" " ("#" ("'&括号前是* '+号!去

括号后!括号内各项都变号!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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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式加减的步骤#先去括号!再合

并同类项"

$!幂的运算$(!$为正整数%

$!%同底数幂的乘法#底数不变!指数

相加!"

(

("

$

&""

(($

"&

$$%同底数幂的除法#"底数不变!指

数相减"!"

(

1"

$

&""

('$

" $"

$

#%&

$%%幂的乘方#"底数不变!指数相

乘!$"

(

%

$

&""

($

"&

$,%积的乘方#把积中的每一个因式

分别乘方!再把所得的幂相乘!$"#%

$

&"

"

$

#

$

""

%!整式的乘除运算

$!%单项式乘单项式#把它们的系数'

同底数幂分别相乘!对于只在一个单项式

里含有的字母!则连同它的指数作为积的

一个因式!如 $"

$

#("#

$

&"$"

%

#

%

""

$$%单项式乘多项式#根据乘法分配

律用单项式去乘多项式的每一项!再把所

得的积相加!如 ($" (#('% &"(" ((#

(('""

$%%多项式乘多项式#先用一个多项

式的每一项乘另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再

把所得的积相加!如$(($% $" (#% &("

((#($" ($#"

$,%乘法公式

完全平方公式#"$" /#%

$

&"

$

/$"#

(#

$

"&

平方差公式#"$" (#%$" '#% &"

$

'

#

$

""

$.%单项式除以单项式#把系数与同

底数幂分别相除作为商的因式!对于只在

被除式里含有的字母!则连同它的指数作

为商的一个因式"

$0%多项式除以单项式#先把这个多

项式的每一项除以这个单项式!再把所得

的商相加"

,!整式的运算顺序#先算乘方!再算乘

除!最后算加减!有括号的先算括号里面

的&同级运算要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

进行"

知识点 % ""因式分解

!!定义#把一个多项式化成几个整式

的积的形式!这种变形叫作这个多项式的

因式分解!也叫把这个多项式分解因式"

$!因式分解的方法

$!%提公因式法#

公因式

的确定

系数&取各项系数的"最大

公因数"

字母&取各项相同的"字母

或因式"

次数&取各项相同字母或因式

的"最低次数

















"

$$%公式法

完全平方公式#"

$

($"#(#

$

&"$" (

#%

$

"!"

$

'$"#(#

$

&"$" '#%

$

"&

平方差公式#"

$

'#

$

&"$" (#% $" '

#%"&

立方和$差%公式#"

%

/#

%

&$" /#%(

$"

$

%

"#(#

$

%"

%!因式分解的一般步骤

温馨提示"因式分解时一定要分解到

每个因式都不能再分解为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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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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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第 % 讲"分式

知识点 ! ""分式的概念及性质

!!分式#一般地!用 )!*表示两个整

式!)1*可以表示成
)

*

的形式!如果 *中

含有"字母"!那么称
)

*

为分式"

$!分式
)

*

有意义的条件#"*

$

#""

%!分式
)

*

值为 # 的条件#")&# 且 *

$

#""

,!分式的基本性质#分式的分子与分

母都乘$或除以%同一个不等于零的整式!

分式的值"不变""

.!符号法则#分式中!分式本身'分子'

分母三者中有两者同时改变符号!分式的

值"不变""

0!最简分式#分式的分子和分母中没

有"公因式"的分式"

知识点 $ ""分式的运算

!!分式的乘法#两个分式相乘!把分子

相乘的积作为积的分子!把分母相乘的积

作为积的分母!即
#

"

(

+

'

&"

#(+

"('

"$"

$

#!'

$

#%"

$!分式的除法#两个分式相除!把除式

的分子和分母颠倒位置后再与被除式相

乘!即
#

"

1

+

'

&"

#('

"(+

"$"

$

#!'

$

#!+

$

#%"

%!分式的乘方#分式的乘方要把分子'

分母分别乘方!即
#( )
"

$

&

#

$

"

$

$$ 为正整数!

"

$

#%"

,!分式的加减法

$!%同分母的分式相加减!"分母"

不变!把"分子"相加减&

$$%异分母的分式相加减!先通分!化

为同分母的分式!然后再按同分母分式的

加减法法则进行计算&

$%%整式与分式相加减!可以把整式

看作分母为 ! 的分式!通分后再加减"

.!分式运算的顺序

$!%分式的混合运算!先算乘方!再算

乘除!最后算加减!如果有括号先算括号里

边的&

$$%分式的化简求值题!要先化简!再

代入字母的值进行求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讲"二次根式

知识点 ! ""二次根式的相关概念

!!二次根式#形如槡"$"##%的式子"

$!二次根式槡"有意义的条件#""

#

#"

!

!

!

"



'""""

%!最简二次根式满足的条件

$!%被开方数不含"分母"&$$%被开

方数中不含能"开得尽方"的因数或

因式"

知识点 $ ""二次根式的性质

!!槡"具有双重非负性!即
"

#

#!

槡"##

{
&

$!$槡"%
$

&"""$"

#

#%&

%! "槡
$

&)")&

"$"

#

#%!

" '""$" +#

{
%&

,!积的算术平方根#槡"#&槡"(槡#$"

#

#!#

#

#%&

.!商的算术平方根#

"

槡#

&

槡"

槡#
$"

#

#!#

*#%"

知识点 % ""二次根式的运算

!!二次根式的加减#先将二次根式化

为最简二次根式!再将被开方数相同的二

次根式合并&

$!二次根式的乘法#槡"(槡#&槡"#$"

#

#!#

#

#%&

%!二次根式的除法#

槡"

槡#
&

"

槡#

$"

#

#!#

*#%"

知识点 , ""二次根式的估算"夹逼法#

二次根式估算的一般步骤#

$!%对二次根式进行平方!如$槡2%
$

&2&

$$%找出与平方后所得数字相邻的两

个开平方能开得尽的整数!如 , +2 +3&

$%%对以上两个整数求算术平方根!

如槡, &$!槡3 &%&

$,%确定这个二次根式值的范围!如

$ +槡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讲"一次方程!组"

知识点 ! ""等式的基本性质

性质 !#等式两边加$或减%同一个数

$或式子%!结果仍相等"

如果 " &#!那么 " /'&"#/'""

$对应解方程的移项%

性质 $#等式两边乘同一个数!或除以

同一个不为 # 的数!结果仍相等"

如果 " &#!那么""'" &#'& $对应解

方程的去分母%

如果 " &#$'

$

#%!那么"

"

'

" &

#

'

"

$对应解方程的系数化为 !%

知识点 $ " 一元一次方程及其解法

!!一元一次方程#只含有"一"个未

知数!并且未知数的次数都是"!"!等号

两边都是整式的方程"

$!一般形式#"%(#&#$"

$

#%"

%!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步骤

$!%去分母#

!

!

!

!

!

!

!

!

!

!

!

!

!

!

!

!

!

!

方程中未知数系数为分



(""""

数!去分母时!在方程两边都乘各分母的"

最小公倍数"&

$$%去括号#注意括号外的符号!若是

负号!则去括号后!括号内的每一项都要"

变号"&

$%%移项#把含有未知数的项移到方

程的一边!其他各项都移到方程的另一边!

注意移项要"变号"&

$,%合并同类项#注意找准同类项!合

并时!系数相加减!字母及其指数"不

变"&

$.%系数化为 !#等号两边同时除以未

知数的系数"

知识点 % ""二元一次方程"组#及其解法

!!相关概念

$!%二元一次方程#含有"两"个未

知数!并且含有未知数的项的次数都是"!

"的方程"

$$%二元一次方程的解#使二元一次

方程等号两边的值相等的两个未知数

的值"

$%%二元一次方程组#共含有两个未

知数的两个一次方程所组成的一组方程"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二元一次

方程组的两个方程的公共解"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

$!%思路#二元一次方程组
消元
&''

转化
一元

一次方程"

""$$%常用消元方法

!

代入消元法

一变#选取一个方程!用其中一个未知

数表示另一个未知数&二代#将所得的式子

代入另一个方程中!消元转化为一元一次

方程&三解#解所得的一元一次方程&四回

代#将一元一次方程的解代入方程组中求

出另一个未知数"

"

加减消元法

当方程组中同一个未知数的系数"相

同或互为相反数"时!利用相减或相加即

可达到消元的目的!化为一元一次方程求

解即可" 当系数不同也不互为相反数时!

可通过找同一未知数系数的最小公倍数!

将系数变成相同或互为相反数!再用此方

法求解"

知识点 , ""一次方程"组#的实际应用

列一次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的一

般步骤#

$!%审#审清题意!分清已知量'未

知量&

$$%设#一般用%表示一个未知数!其

他未知数用含%的代数式或&来表示&

$%%列#根据"等量关系"列方程

$组%!注意量的单位要统一&

$,% 解#解方程 $组%!求出未知数

的值&

$.%验#检验所得的结果是否符合

实际&

$0%答#规范作答!注意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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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 讲"分式方程

知识点 ! ""分式方程及其解法

!!定义#分母中含有"未知数"的"

方程"叫作分式方程"

$!解分式方程的一般步骤#

一 化# 分 式 方 程

去分母

给方程两边同乘$"最简公分母"

&'''''''''''''''

%

整 式

方程&

二解#解"整式方程"&

三检验#将整式方程的根%&"代入"

最简公分母"!若不为 #!则 %&" 是分式

方程的根&若为 #!则 %&" 是分式方程的

增根&

四写根#%&"是原分式方程的根或原

分式方程无解"

%!增根#去分母后的整式方程的根!使

得原分式方程的分母为"#"的根"

知识点 $ ""分式方程的实际应用

列分式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

步骤#

$!%审#"审清题目中的等量关系"&

$$%设#"设未知数"&

$%%列#"列分式方程"&

$,%解#"解分式方程"&

$.%验#"检验所得解是否是分式方

程的解以及是否符合实际"&

$0%答#"写出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讲"一元二次方程

知识点 ! " 一元二次方程及其解法

!!一元二次方程#只含有"一个"未

知数!并且未知数的最高次数是"$"的整

式方程"

$!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形式是""%

$

(#%('&#"$"!#!'为常数!"

$

#%"

%!关于%的一元二次方程 "%

$

(#%('

&#$ "

$

#%的根的判别式为"

!

&#

$

'

,"'""

#

$

',"'*#

(

一元二次方程有"两个

不相等"的实数根"

"#

$

',"'&#"

(

一元二次方程有两

个相等的实数根"

"#

$

',"'+#"

(

一元二次方程没有

实数根"

,!直接开平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概念#如果 %

$

&,!那么 %&/槡,!

即%&/$!像这种根据"平方根"的意义

直接开方求一元二次方程解的方法叫作直

接开平方法"

$$%直接开平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的

一般步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将方程转化为%

$

&,或$(%($%

$

&

,$(

$

#%的形式&

"

分情况求解#当,*# 时!"%&/槡,

或%&

'$ /槡,

(

"&当,&# 时!"%

!

&%

$

&#

或%&'

$

(

"&当 ,+# 时!"方程无实数

根 ""

.!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概念#将 "%

$

(#%('&# 配成"$%

((%

$

&,"的形式来解一元二次方程的

方法叫作配方法"

$$%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

$

(#%

('&#$"

$

#%的一般步骤#

!

将二次项系数化为 !!得"%

$

(

#

"

%

(

'

"

&#"&

"

将常数项移到方程右边!即"%

$

(

#

"

%&'

'

"

"&

#

方程两边都加上一次项系数一半的

平方!即"%

$

(

#

"

%(

#

$

( )
"

$

&'

'

"

(

#

$

( )
"

$

"!配成完全平方式!即"

%(

#

$

( )
"

$

&

#

$

',"'

,"

$

"&

$

当等号右边为非负数!方程两边同

时开平方!得"%&

'#/ #

$

',槡 "'

$"

""

0!公式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概念#对于一元二次方程 "%

$

(#%

('&#$"

$

#%!如果#

$

',"'

#

#!那么方程

有两个根为"%&

'#/ #

$

',槡 "'

$"

"!这个

公式叫作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

利用"求根公式"!可以由一元二次方程

的系数 "!#!'的值直接求方程的解!这种

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方法叫作公式法"

$$%公式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

步骤#

!

将方程化为"一般"形式!并确定

"!#!'的值&

"

求出判别式
!

&#

$

',"'的值!判断

"根的情况"&

#

当"

!#

#"时!把 "!#!'的值代入

求根公式求解&当"

!

+#"时!方程无实

数根"

2!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概念#将方程化为一般形式后对

左边先"因式分解"!使方程化为两个一

次因式的乘积等于"#"的形式!再使这两

个一次因式分别等于 #!从而实现"降次

"!这种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方法叫作因式

分解法"

$$%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的一

般步骤#

!

移项!将方程右边化为"#"&

"

化积!把方程左边分解为"两个一

次因式的乘积"&

#

转化!令两个一次因式分别为 #!转

化成两个"一元一次方程"&

$

求解!解这两个"一元一次方程"!

它们的解就是原方程的解"

4!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若

一元二次方程 "%

$

(#%('&#$"

$

#%的两

个根为%

!

和%

$

!则方程的两个根 %

!

!%

$

和

系数 "!#!'的关系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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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 ""一元二次方程的实际应用

列一元二次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步

骤#$!%审#审清题意找等量关系&$$%设#

设定未知数&$%%列#列出一元二次方程&

$,%解#解一元二次方程&$.%验#检验所得

解是否为原方程的解!是否符合题意&

$0%答#写出答案!回答题目中的问题

!

!

!

!

!

!

!

"

第 4 讲"不等式!组"

知识点 ! ""不等式的性质

性质 !!不等式两边加$或减%同一个

数$或式子%!不等号的方向"不变"!即

如果 " *#!那么 " /'*#/'"

性质 $!不等式两边乘$或除以%同一

个正数!不等号的方向"不变"!即如果 "

*#!'*#!那么 "'*#'

或
"

'

*

#( )
'

"

性质 %!不等式两边乘$或除以%同一

个负数!不等号的方向"改变"!即如果 "

*#!'+#!那么 "'+#'

或
"

'

+

#( )
'

"

知识点 $ ""一元一次不等式

!!一元一次不等式#含有"一个"未

知数!并且未知数的次数是"!"的不

等式"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一般步骤

步骤 具体做法 变形依据

去分母

不等式两边同乘

各分母的"最小

公倍数"

同乘正数$则依据

不等式的性质 $

同乘负数$则依据

不等式的性质 %

去括号
括号前的数乘括

号内的每一项

乘法分配律或去

括号法则

续表

步骤 具体做法 变形依据

移项

把含有未知数的

项移到不等式的

一边$常数项移

到另一边

"不等式的性质

!"

合并同

类项

把不等式化成

")%**或)%+

*")

$

# # "的

形式

合并同类项法则

系数化

为 !

不等式两边同除

以"未知数的系

数"$得到不等

式的解集

当未知数的系数

为正数时$依据

不等式的性质 $%

当未知数的系数

为负数时$依据

不等式的性质 %

知识点 %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相关概念

把几个含有相同未知数的"一元一次

不等式"合起来!就组成一个一元一次不

等式组" 一般地!几个一元一次不等式的

解集的公共部分叫作由它们组成的一元一

次不等式组的解集"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一般步骤#

$!%分别求出不等式组中各不等式的"解

集"&$$%将各不等式的解集在"数轴"上

表示出来&$%%在数轴上找出各不等式的解

集的公共部分!这个公共部分就是不等式

组的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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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整数解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整数解是指

不等式组的解集中的整数&

$$%求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整数解的

一般步骤#先求出不等式组的解集!再从解

集中找出所有的"整数解""

知识点 ,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实际

应用

列一元一次不等式$组%解决实际问

题的一般步骤#$!%审题&$$%设未知数&

$%%列不等式$组%&$,%解不等式$组%&

$.%检验并写出答案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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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讲"平面直角坐标系与函数概念

知识点 ! ""平面直角坐标系

!!有序数对的概念

用两个数来表示一个确定的位置!其

中两个数各自表示不同的含义!我们把这

种"有顺序" 的两个数 " 与 #组成的数

对!叫作有序数对!记作$"!#%"

$!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有关概念

有关

概念
具体内容 示意图

平面

直角

坐标

系

在同一平面内画

两条互相"垂直

"且有公共"原

点"的数轴组成

平面直角坐标系

两轴

"水平"的数轴

称为 %轴或横

轴$习惯上取向

右为正方向%"

竖直"的数轴称

为 &轴或纵轴$

取向上为正方向

原点

两数轴的交点为

平面直角坐标系

的原点

坐标

平面

坐标系所在的

平面

""%!象限

建立了平面直角坐标系后!坐标平面

就被%轴和 &轴分成
2

!

3

!

4

!

5

四个部

分$如图 !-3-!%!每个部分称为象限!依次

叫作"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

象限"和"第四象限"" $注意#坐标轴

上的点和原点不在象限内%

图 !-3-!

,!点的坐标

$!%概念#如图 !-3-$!对于坐标平面内

任意一点)!由点)分别向 %轴'&轴作垂

线!若垂足在%轴'&轴上对应的数分别为

"!#!则 "!#分别叫作点)的"横坐标和纵

坐标"!有序数对$"!#%叫作点 )的"坐

标"!记作)$"!#%"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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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何意义#如图 !-3-$!点)到%轴

的距离为"纵坐标"的绝对值!即)#)&点

)到&轴的距离为"横坐标"的绝对值!

即)")&点)到原点的距离为 "

$

(#槡
$

"

$%%坐标平面上的点与有序数对是一

一对应的"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的坐标特征

$!%各象限内的点#

点.$%!&%在第一象限
)''

特
&''

征
"$ (!

(%"&

点.$%!&%在第二象限
)''

特
&''

征
"$ '!

(%"&

点.$%!&%在第三象限
)''

特
&''

征
"$ '!

'%"&

点.$%!&%在第四象限
)''

特
&''

征
"$ (!

'%""

$$%坐标轴上点的坐标特征#

!

点.$"!#%在%轴上
(

"#&#"&

"

点.$"!#%在&轴上
(

"" &#"&

#

点 .$ "!#%在原点
(

"" &#!#&

#""

$%%两坐标轴夹角平分线上点的坐标

特征#

!

第一'三象限两坐标轴夹角平分线

上的点
(

横'纵坐标分别"相等"&

"

第二'四象限两坐标轴夹角平分线

上的点
(

横'纵坐标互为"相反数""

$,%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上点的坐标

特征#

!

平行于%轴的直线上的点
(

"纵坐

标" 相等&

"

平行于&轴的直线上的点
(

"横坐

标" 相等"

0!用坐标表示地理位置

利用平面直角坐标系绘制区域内一些

地点分布情况平面图的一般过程#

$!%建立坐标系!选择一个适当的

"参照点"为原点!确定 %轴'&轴的正

方向&

$$ % 根据具体问题确定"单位长

度"&

$%%在坐标平面内画出这些点!写出

各点的"坐标"和各个地点的"名称""

2!点的平移与对称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将点.$%!

&%向右$或向左%平移 " 个单位长度!可以

得到对应点"$%("!&%或$%'"!&%"&

$$%将点.$%!&%向上$或向下%平移#

个单位长度!可以得到对应点"$%!&(#%

或$%!&'#%"&

$%% .$ "!#%

关于%

&''''''

轴对称
"./$ "!

'#%"&

$,%.$"!#%

关于&

&''''''

轴对称
"./$ '"!

#%"&

$.%.$"!#%

&''''''

关于原点对称
" ./$ '"!

'#%""

知识点 $ ""变量与函数

!!常量与变量

$!%常量#在某一变化过程中!数值始

终"不变"的量为常量"

$$%变量#在某一变化过程中!数值发

生"变化"的量为变量"

$!函数

$!%概念#一般地!在一个变化过程

中!如果有两个变量%与&!并且对于%的

每一个确定的值!&都有"唯一确定的值

"与其对应!那么我们就说 %是自变量!&

是%的函数" 如果当%&"时!&&#!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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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作当自变量的值为 "时的函数值"

$$%函数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

函数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是指使函数

有意义的自变量的取值的"全体""

"

函数自变量取值范围的确定

类型 举例 自变量取值范围

整式型 &&%'! "全体实数"

分式型 &&

!

%'!

分母不为 #$

即"%

$

!"

二次根式

型
&& %槡 (!

被开方数大于或等

于 #$即"%

#

'!"

分式(

根式型
&&

"

槡%

需要同时满足&被开

方数大于或等于 #$分

母不为 #$即"%*#"

负整数指数

幂或零指数

幂型

&&%

'!或

&&%

#

底数不为 #$即"%

$

#"

""$%%函数的解析式

用关于"自变量"的数学式子表示函

数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描述函数的常用

方法" 这种式子叫作函数的解析式" 例

如#&&.# '#!!%"

知识点 % ""函数的图像

!!函数的图像

$!%概念#一般地!对于一个函数!如

果把自变量与函数的每对对应值分别作为

点的"横'纵坐标"!那么坐标平面内由这

些点组成的图形!就是这个函数的图像"

$$%描点法画函数图像的一般步骤#

!

列表#列表给出一些自变量的值及

其对应的"函数值"&

"

描点#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以自变

量的值为"横坐标"!相应的函数值为

"纵坐标"!描出表格中数值对应的各点&

#

连线#按照横坐标由小到大的顺序!

把所描出的各点用平滑曲线连接起来"

$!函数的表示方法#解析式法'列表

法'图像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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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一次函数

知识点 ! ""正比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正比例函数#一般地!形如"&&0%

$0是常数!0

$

#%"的函数!叫作正比例函

数!其中"0"叫作比例系数"

$!正比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函数
&&0%"0是常数$0

$

##

0*# 0+#

大致

图像

续表

图像

特征
图像是经过原点的一条

!

"直线"

经过

象限
第一!三象限 第二!四象限

增减性
&随 %的增大

而
"

"增大"

&随%的增大而
#

"

减小"

""%!正比例函数图像的画法

$!%确定正比例函数 &&0%$0

$

#%上

除原点外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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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该点与原点画一条直线!这条

直线即为正比例函数&&0%的图像"

知识点 $ "一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一次函数#一般地!形如 &&0%(#

$0!#是常数!0

$

#%的函数!叫作一次函

数" 特别地!当一次函数 &&0%(#中的

"#&#"时!&&0%为正比例函数!所以说

正比例函数是一种特殊的一次函数"

$!一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函数

&&0%(#"0$#是常数$0

$

# #

0*# 0+#

#*# #+# #*# #+#

大致

图像
与 &轴

交于正

半轴

与 &轴

交于负

半轴

与 &轴

交于正

半轴

与&轴交于

负半轴

经过

的

象限

第一!

二!三

象限

第一!

三!四

象限

第一!

二!四

象限

第二!三!

四象限

增减

性

&随 %的增大而

!

"增大"

&随%的增大而
"

"

减小"

与坐

标轴

的交

点坐

标

与%轴的交点坐标是
#

"

'

#

0

$( )# "%

与&轴的交点坐标是
$

""#$##"

""%!一次函数图像的画法

$!%两点法#选取满足一次函数解析

式的两点!过这两点画一条"直线"&

$$%平移法#一次函数 &&0%(#的图

像是由正比例函数&&0%的图像向上$#*

#%或向下$#+#%平移")#)"个单位长度

得到的"

知识点 % ""一次函数解析式的确定

!!利用待定系数法确定一次函数解析

式的一般步骤#

$!%设一次函数的解析式为"&&0%(#

$0

$

#%"&

$$%找到图像上的点)$%

!

!&

!

%!*$%

$

!

&

$

%!将坐标代入函数解析式!得到关于 0!

#的二元一次方程组
&

!

&0%

!

(#!

&

$

&0%

$

(#

{
&

$%%解方程组可得0!#的值&

$,%将求得的0!#的值代入所设的解

析式"

$!平移法确定一次函数的解析式

平移前 平移方式"(*## 平移后

&&0%(#

"0

$

##

向左平移 (个

单位长度
"&&0"%((# (#"

向右平移 (个

单位长度
"&&0"%'(# (#"

向上平移 (个

单位长度
"&&0%(#(("

向下平移 (个

单位长度
"&&0%(#'("

知识点 , ""一次函数与方程"组#!不

等式的关系

!!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

$!%任何一个以 %为未知数的一元一

次方程都可以变形为 "%(#&#$"

$

#%的

形式!所以解一元一次方程相当于在一次

函数&&"%(#$"

$

#%的函数值为"#"

时!求自变量%的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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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像上看!解一元一次方程 "%

(#&#$"

$

#%相当于确定一次函数&&"%

(#$"

$

#%的图像与"%轴"交点横坐标

的值" 例如#如图 !-!#-!!点 .的坐标$%!

#%中%的值即为方程 "%(#&# 的解"

图 !-!#-!

$!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组

$!%从*数+的角度看#解二元一次方

程组相当于考虑自变量为何值时!相应的

两个函数的"函数值"相等!并求出这个

"函数值"&

$$%从*形+的角度看#解二元一次方

程组相当于确定两条相应直线交点的"横

坐标与纵坐标"" 一般地!如果一个二元

一次方程组有唯一解!那么这个解就是方

程组对应的两条直线的交点坐标" 例如#

如图 !-!#-$!点 .的横坐标 %和纵坐标 &

的值即为方程组
&

!

&0

!

%(#

!

!

&

$

&0

$

%(#

{
$

的解"

图 !-!#-$

%!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不等式

$!%从*数+的角度看#

!

不等式 "%(#*# 的解集是在一次

函数&&"%(#中!当 &*# 时!%的"取值

范围"&

"

不等式 "%(#+# 的解集是在一次

函数&&"%(#中!当 &+# 时!%的"取值

范围"&

$$%从*形+的角度看#

!

不等式 "%(#*# 的解集是一次函

数&&"%(#的图像位于"%轴上方"的

部分对应的点的横坐标的值&

"

不等式 "%(#+# 的解集是一次函

数&&"%(#的图像位于"%轴下方"的

部分对应的点的横坐标的值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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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一次函数的应用

知识点""一次函数的实际应用

利用一次函数解决实际应用的步骤#

$!%审题!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

$$%明确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根据题意确定"自变量"的取值

范围&

$,%根据数量关系确定"一次函数"

的解析式&

$.%根据"一次函数的性质"解决相

应问题&

$0%对答案进行"检验"!符合题意

后作答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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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反比例函数

知识点 ! ""反比例函数的定义

一般地!形如"&&

0

%

"$0是常数!0

$

#%的函数叫作反比例函数!其他表示形

式有"&&0%

'!

"或"%&&0""

知识点 $ ""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及其性质

解析式 &&

0

%

"0是常数$0

$

##

0值 0*# 0+#

图像

所在

象限

第
!

"一!三"

象限

第
"

" 二! 四 "

象限

增减

性

在每一象限内$&

随 % 的 增 大

而
#

"减小"

在每一象限内$ &

随%的增大而
$

"

增大"

取值

范围

%的取值范围是
%

"%

$

#"%&的取值

范围是
&

"&

$

#"

图像

特点

两个分支都
'

"无限接近"于坐标

轴$但是永远不与%轴!&轴相交

对称

性

中心对称图形&图像关于
(

"坐标原

点"中心对称

轴对称图形&图像关于直线
)

"&&%

"对称$也关于直线
*

"&&'%"

对称

知识点 % ""确定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

!!利用待定系数法确定反比例函数解

析式

$!%设所求反比例函数解析式为 &&

0

%

$0

$

#%&

$$%找出图像上一点$ "!#%!代入 &

&

0

%

&

$%%确定反比例函数解析式&&

"#

%

"

$!利用定义确定反比例函数解析式

利用定义求反比例函数解析式时!令

自变量%的指数等于'!!并且注意反比例

函数解析式中0

$

#" 例#若函数&&$('

!%%

(($是反比例函数!则(($ &'! 且 (

'!

$

#"

%!利用面积确定反比例函数解析式

已知面积时可考虑反比例函数中0的

几何意义!由面积得)0)!再结合图像所在

象限判断0的符号!从而得到0的值!代入

解析式即可"

知识点 , ""反比例函数0的几何意义

在&&

0

%

$0

$

#%的图像上任意一点

.$%!&%!过这一点分别作%轴'&轴的垂线

.)!.*!两垂线与坐标轴围成的矩形.)1*

的面积为)0)"

如图 !-!$-!

!

和
"

!2矩形.)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同理可得 2

*

1.)

&2

*

1.*

&"

!

$

)0)""

图 !-!$-!

知识点 . "反比例函数的综合应用

!!反比例函数的实际应用

$!%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反比例函数

模型&

$$%利用待定系数法或跨学科公式确

定函数解析式&

$%%根据反比例函数的性质解决实际

问题"

温馨提示"实际问题中的反比例函

数"一般自变量的取值范围会因实际情况

受到限制"这时反比例函数图像可能是双

曲线的一支或一段"因此要注意自变量和

函数的取值范围!

$!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的综合

$!%确定交点坐标#联立两个函数解

析式求解&

$$%确定函数解析式#先确定交点坐

标!再利用待定系数法求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讲"二次函数

知识点 ! ""二次函数的定义

一般地!形如 &&"%

$

(#%('$ "!#!'

是常数且 "

$

#%的函数叫作二次函数"

知识点 $ "二次函数的图像及性质

!!二次函数的性质#$!%二次函数&&

"%

$

(#%('的图像是对称轴平行于$包括

重合%&轴的抛物线"

$$%对于二次函数 &&"%

$

(#%('!当

" *# 时
(

抛物线开口向上
(

顶点为抛物

线最低点&当 " +# 时
(

抛物线开口向下
(

顶点为抛物线最高点"

$%%抛物线 &&"%

$

(#%('的顶点坐

标为"

'

#

$"

!

,"''#

$

,

( )
"

"!抛物线 &&"$%

'3%

$

(0的顶点坐标为"$3!0%"" 二次

函数&&"%

$

(#%('用配方法可化为&&"

$%'3%

$

(0的形式!其中 3 &" '

#

$"

"!0

&"

,"''#

$

,"

""

$,%抛物线 &&"%

$

(#%('的对称轴

为直线%&'

#

$"

" 因为抛物线是以对称轴

为轴的轴对称图形!所以抛物线上对称点

的连线的垂直平分线是抛物线的对称轴!

对称轴与抛物线的交点是抛物线的顶点"

若抛物线上有两点)$(!$%!*$,!$%的纵

坐标相等!则抛物线的对称轴为直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增减性#二次函数 &&"%

$

(#%('

的图像的增减性分对称轴左右两侧描述

$数形结合理解二次函数图像的增减性%"

若 " *#!当 %" *'

#

$"

"时$在对称

轴"右"侧%!&随 %的增大而增大!当 %

" +'

#

$"

"时$在对称轴"左"侧%!&随

%的增大而减小&若 " +#!当%" +'

#

$"

"

时$在对称轴"左"侧%!&随 %的增大而

增大!当%" *'

#

$"

"时$在对称轴"右"

侧%!&随%的增大而减小"

$0%最大$小%值#

!

若二次函数 &&

"%

$

(#%('图像的顶点横坐标在自变量的

取值范围内!当 " *# 时!函数有最"小"

值!且当 %&" '

#

$"

"时!&最"小"值 &"

,"''#

$

,"

"&

当 " +# 时!函数有最"大"值!且当

%&" '

#

$"

"时!&最"大"值 &"

,"''#

$

,"

"&

"

若顶点横坐标不在自变量的取值范

围内!则考虑在端点处是否取得最值"

$!二次函数图像的画法#$!%列表&

$$%描点&$%%连线"

知识点 % " "二次函数&&"%

$

(#%('

""

$

##的图像与 "$#$'的关系

!!"决定抛物线开口方向及大小#" "

*"#

(

抛物线开口向上&" " +"#

(

抛

物线开口向下&)")越大!抛物线开口"越

小"&)")越小!抛物线开口"越大"&

$!"!#决定抛物线对称轴的位置# 当

#&# 时!对称轴为&轴&当 "#*# 时!对称

轴在&轴的左侧&当 "#+# 时!对称轴在 &

轴的"右侧"&

%!'决定抛物线与 &轴交点的位置#'

" *"#

(

交点在&轴的正半轴&'" +"

#

(

交点在 &轴的负半轴&'" &"#

(

交

点在原点&

,!由%&! 时的点的位置决定 " (#('

的符号&由%&'! 时的点的位置决定 " '

#('的符号"

点$!!" (#('%在%轴上方
(

" (#('

" *"#&

点$!!" (#('%在%轴下方
(

" (#('

" +"#&

点$ '!!" '#('%在 %轴上方
(

" '#

('" *"#&

点$ '!!" '#('%在 %轴下方
(

" '#

('" +"#&

.!由 '

#

$"

与 ! 的大小关系确定#($"

的符号&由'

#

$"

与'! 的大小关系确定#'

$"或 $" '#的符号&

0!由#

$

',"'的符号决定抛物线与 %

轴的交点个数##

$

',"'*#!抛物线与 %轴

有两个交点&#

$

',"'&#!抛物线与 %轴只

有一个交点&#

$

',"'+#!抛物线与 %轴无

交点"

知识点 , ""二次函数的解析式

二次函数解析式的三种形式

$!%一般式#&&"%

$

(#%('$"!#!'是

常数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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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式#&&"$%'3%

$

(0$"!3!0

是常数且 "

$

#%&

$%%两点式 &&"$%'%

!

% $%'%

$

% $"

$

#!"!%

!

!%

$

是常数&%

!

%

$

是二次函数图像

与%轴交点的横坐标!两点式只限于二次

函数图像与%轴有交点的情形%"

知识点 . " 二次函数图像的平移与对称

对不同的二次函数!如果二次项系数

"相同!那么抛物线的形状大小完全相同!

只是位置不同" 反之!若几条抛物线的形

状大小相同!则二次项系数 " 的绝对值相

同" 抛物线的平移'对称'旋转过程中!)")

的值不变!一般是把二次函数的解析式化

为顶点式!抓住关键点$顶点%的变化!顶

点决定抛物线的位置"

其平移对称规律归纳如下#

$!%抛物线&&"%

$

(#%('向上平移 $

$$ *#%个单位长度后的解析式是"&&"%

$

(#%('($"&

抛物线&&"%

$

(#%('向下平移 $$$

*#%个单位长度后的解析式是"&&"%

$

(

#%(''$"&

$$%抛物线&&"%

$

(#%('向左平移 $

$$ *#%个单位长度后的解析式是"&&

"

%($ (

#

$

( )
"

$

(

,"''#

$

,"

"&

抛物线&&"%

$

(#%('向右平移 $$$

*#%个单位长度后的解析式是"&&

"

%'$ (

#

$

( )
"

$

(

,"''#

$

,"

"&

$%%抛物线 &&"%

$

(#%('关于 %轴

对称的抛物线解析式是"&&'"%

$

'#%'

'"&$方法是将原解析式中的"%"不变!

把"&"转换为" '&"!再整理得到变换

后的解析式%

$,%抛物线 &&"%

$

(#%('关于 &轴

对称的抛物线解析式是"&&"%

$

'#%('

"" $方法是将原解析式中的"&"不变!

把"%"转换为" '%"!再整理得到变换

后的解析式%

知识点 0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

的关系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关系

若二次函数&&"%

$

(#%('$"

$

#%的

图像与%轴有交点!则交点的横坐标就是

一元二次方程 "%

$

(#%('&# 的解" 反过

来!解一元二次方程 "%

$

(#%('&#$"

$

#%

也可以看成已知二次函数&&"%

$

(#%('!

当&&# 时!求自变量%的值!即二次函数&

&"%

$

(#%('的图像与 %轴交点的横

坐标"

一般地!已知二次函数&&"%

$

(#%('

的函数值&&0!求自变量%的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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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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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可看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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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二次方程 "%

$

(#%('&0&反过来!解

一元二次方程 "%

$

(#%('&0可看作已知

二次函数 &&"%

$

(#%('的函数值 &&0!

求自变量%的值"

$!直线与抛物线的交点问题

抛物线&&"%

$

(#%('$"

$

#%与一次

函数&&0%(#

!

$0

$

#%的交点问题实际上

是方程组
&&0%(#

!

!

&&"%

$

(#%(

{
'

的解的问题" 将

&&0%(#

!

代入&&"%

$

(#%('中!若
!

*#

(

抛物线与直线有两个交点&若
!

&#

(

抛物线与直线只有一个交点&若
!

+#

(

抛

物线与直线没有交点"

特别地!抛物线与 %轴的交点问题实

际上是抛物线与直线 &&#$%轴%的交点

问题"

!

*#

(

抛物线与 %轴有两个交点&

!

&#

(

抛物线与%轴只有一个交点&

!

+#

(

抛物线与%轴没有交点"

%!抛物线与%轴的两个交点之间的距

离公式#当
!

*# 时!设抛物线 &&"%

$

(#%

('与%轴两个交点为)$%

!

!#%!*$%

$

!#%!

则%

!

!%

$

是方程 "%

$

(#%('&# 的两个根!

由根与系数的关系得%

!

(%

$

&'

#

"

!%

!

(%

$

&

'

"

!所以 )*&)%

!

'%

$

)& $%

!

'%

$

%槡
$

&

$%

!

(%

$

%

$

',%

!

%槡 $

&

'

#( )
"

$

'

,'

槡 "

&

#

$

',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讲"二次函数的综合

知识点 ! ""二次函数的最值

!!若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是全体实数!

则二次函数&&"%

$

(#%('在顶点处取得

最大值$或最小值%!即当%&" '

#

$"

"时!

&最值 &"

,"''#

$

,"

""

$!若自变量的取值范围为%

!

"

%

"

%

$

!

则$!%对称轴在该范围内!最值分别在顶

点和一端点处取得&$$%对称轴不在该范

围内!最值在%&%

!

!%&%

$

处取得"

知识点 $ ""二次函数的应用问题

遇到二次函数的应用问题时!认真

审题!建立二次函数的数学模型!进而

利用二次函数的知识解决问题" 解决二

次函数应用问题的一般方法#

$!%理解问题&

$$%分析问题中的变量和常量以及它

们之间的关系&

$%% 用数学的方式表示出它们的

关系&

$,%求解&

$.%检查结果的合理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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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相交线与平行线

知识点 ! ""直线!线段

!!直线'线段的性质

$!%直线的基本性质#两点确定一条

"直线"&

$$%线段的基本性质#两点之间!"线

段"最短" $连接两点之间线段的长度!

叫作这两点之间的距离%

$!线段的中点

如图 !-!.-!!若4为线段)*的中点!

则有)4&"4*" &"

!

$

")*或者)*&

"$")4&"$"4*"

图 !-!.-!

%!线段的和与差

如图 !-!.-$!*是线段 )5上的一点!

则有 )*" ("*5&)5!)*&)5" '"

*5!*5&)5" '")*"

图 !-!.-$

知识点 $ ""角的相关概念及性质

!!角的定义#有公共端点的两条"射

线"组成的图形叫作角!角也可以看成是

由一条"射线"绕它的"端点"从一个位

置旋转到另一个位置所形成的图形"

$!角的分类#角按从大到小可分为#周

角'"平角"'"钝角"'"直角"'"锐角

"" 其中 ! 周角 &"%0#"6&"$"平角

&","直角"

%!角的换算#度'分'秒是常用的度量

单位#!6&"0#"/!!/&"0#"7" 度'分'

秒之间的进制是 0#"

,!余角和补角#$!%余角#如果两个角

的和是"3#6"!那么称这两个角互为余

角!简称互余!也可以说其中一个角是另一

个角的余角"

温馨提示"数学中互余的两个角都是

锐角"不能是直角#钝角或平角等! 余角是

不能单独出现的"只能说
+

)和
+

*互为

余角或者
+

)是
+

*的余角"但不能说
+

)

为余角!

$$%补角#如果两个角的和是"!4#6"!

那么称这两个角互为"补角""

$%%性质#同角$或等角%的余角"相

等"" 同角$或等角%的补角"相等""

一个角的补角比这个角的余角大"

.!角平分线#$!%定义#从一个角的顶

点出发!把这个角分成两个"相等"的角

的射线!叫作这个角的平分线"

$$%角平分线的性质定理#角平分线

上的点到角两边的距离"相等""

$%%角平分线的性质定理的逆定理#

角的内部到角两边距离相等的点在这个

"角的平分线"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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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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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 ""相交线

!!对顶角'邻补角

类别 图形 顶点 边的关系
大小

关系

对

顶

角

有

公

共

顶

点

+

! 的

两 边 与

+

$ 的

两 边 互

为 反 向

延长线

对顶 角 "

相等"$如

+

! &

+

$

邻

补

角

有

公

共

顶

点

+

% 与

+

, 有

一 条 公

共边$另

一 边 互

为 反 向

延长线

邻补 角 "

互补"$如

+

% (

+

,

&!4#6

""温馨提示"$!%对顶角是成对出现

的"对顶角是具有特殊位置关系的两个角&

$$%若
+"

与
+#

是对顶角"则一定有

+"

&

+#

&反之"若
+"

&

+#

"则
+"

与

+#

不一定是对顶角&

$%%若
+"

与
+#

互为邻补角"则一定

有
+"

(

+#

&!4#6&反之"若
+"

(

+#

&

!4#6"则
+"

与
+#

不一定是邻补角&

$,%两直线相交形成的四个角中"每

一个角的邻补角有两个"而对顶角只有

一个!

$!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平面内!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

形成八个角!它们构成了同位角'内错角与

同旁内角" 如图 !-!.-%!直线 "!#被直线8

所截"

$!%

+

! 与
+

. 在截线 8的同侧!同在

被截直线的上方!具有这种位置关系的
+

!

和
+

. 叫作"同位角"$位置相同%"

$$%

+

% 与
+

. 在截线 8的两旁$交

错%!在被截直线之间$内%!具有这种位置

关系的
+

% 和
+

. 叫作"内错角"$位置

在内且交错%"

$%%

+

, 与
+

. 在截线 8的同侧!在被

截直线之间$内%!具有这种位置关系的

+

, 和
+

. 叫作"同旁内角""

图 !-!.-%

%!垂线的有关概念及其性质

$!%定义#当两条直线相交所成的四

个角中!有一个角是直角时!就说这两条直

线"互相垂直"!其中的一条直线叫作另

一条直线的垂线!它们的交点叫作"垂

足""

如图 !-!.-,!直线 )*!59相互垂直!

记作)*

,

59!垂足为1"

图 !-!.-,

$$%垂线的性质#

!

在同一平面内!过

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

"垂直""

"

连接直线外一点与直线上各点的所

有线段中!"垂线段"最短" 简称#"垂线

段最短"" $尺规作图常用%

$%%点到直线的距离

直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垂线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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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叫作点到直线的距离"

$,%线段垂直平分线

!

定义#经过线段的"中点"!并且

"垂直"于这条线段的直线!叫作这条线

段的垂直平分线!简称*中垂线+" 中垂线

可以看成到线段两个端点距离相等的点的

集合!中垂线是线段的一条对称轴"

"

性质#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到线

段两端点的距离"相等""

#

逆定理#到线段两端点距离相等的

点在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

知识点 , ""平行线

!!平行线的定义#在同一平面内!不相

交的两条直线叫作平行线!直线 " 与直线

#互相平行!记作#"

-

#" $在同一平面内!

不重合的两条直线只有相交和平行两种位

置关系%

$!平行公理及推论

平行公理#经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

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

平行公理的推论#如果两条直线都与第

三条直线平行!那么这两条直线也互相平行!

即若 "

-

'!#

-

'!则有 "

-

#"

%!平行线的判定

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

等!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互补!两直线

平行"

,!平行线的性质

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

行!内错角相等&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

互补"

知识点 . ""命题

!!命题#"判断"一件事情的语句"

$!真命题#如果题设成立!那么"结论

"一定成立的命题"

%!假命题#如果题设成立时!"不能"

保证结论一定成立的命题"

,!互逆命题#在两个命题中!如果第一

个命题的"题设"是另一个命题的"结论

"!而第一个命题的结论是第二个命题的

题设!那么这两个命题叫作互逆命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0 讲"三角形与特殊三角形

知识点 ! ""三角形的分类!边角关系

!!三角形的分类

三角形$按边分%

三边都不相等的三角形

等腰

三角形

底和腰不相等的等腰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

三角形$按最大角分%

锐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钝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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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三边关系

文字语言
数学语言"

*

)*5三

边长为 "$#$'#

理论依据 应用

三角形两边的和

!

"大于"第三边

在
*

)*5中$" (#*

'%#('*"%" ('*#

三角形两边的差

"

"小于"第三边

在
*

)*5中$" '#+

'%#''+"%" ''+#

#

" 两 点

之间$线段

最短"

"!#判断三条线段能否组成三角形%

注&判断三条线段能否构成三角形$应

将两条短线段的和与最长线段作

比较%

"$#已知三角形的两边$求第三边的

取值范围

""%!三角形角的关系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等于"!4#6""

$$%推论#

!

直角三角形两个锐角"互余"!两个锐角"互余"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

形&

"

三角形外角性质#三角形的任何一个外角等于与其"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

#

三角形的一个外角"大于"任何一个和它不相邻的内角"

温馨提示"同一个三角形中"等角对等边&等边对等角&大角对大边&大边对大角&等

角的补角相等&等角的余角相等!

,!三角形的稳定性#三角形具有稳定性!而四边形不具有稳定性" 三角形的稳定性具

有广泛的应用!例如#桥梁'起重机'*人+字形屋顶等"

知识点 $ ""三角形中的重要线段

名称 图示 性质 拓展

高线

)9是
*

)*5的高线

)9

,

*5$即
+

)9*&

+

)95&3#6

!

"垂心"&三角形三条高线所在直

线的交点

中线

)9是
*

)*5的中线

"!#*9&95&

!

$

*5%

"$ # 2

*

)*9

&2

*

)59

&

!

$

2

*

)*5

重心&三角形三条中线的交点%重心到

三角形顶点的距离等于它到顶点对边

中点距离的 $ 倍

角平

分线

)9是
*

)*5的角平分线

+

*)9&

+

5)9&

"

"

!

$

"

+

*)5

内心&三角形三条角平分线的交点%内

心到三角形三边距离相等$内心即三

角形内切圆的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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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图示 性质 拓展

中位

线

9;是
*

)*5的中位线

9;

-

*5且9;&

!

$

*5

求作三角形中位线时$既可以找到一边

中点"作垂直平分线找中点#$再作平行

"如图
!

#%也可以找到两边中点连接"如

图
"

#

知识点 %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

等

腰

三

角

形

性

质

"!#等腰三角形的两腰
!

"相等"%

"$#等腰三角形两底角
"

"相等"%

"%#等腰三角形的顶角的角平分线!

#

"底边上的高线"!

$

"底边上的中线"互相重

合"简称'三线合一(#%

",#等腰三角形是轴对称图形$有
%

"一条"对称轴

判

定

"!#"定义法#有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有两个角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简称'等角对等边(#

知识点 , ""等边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

等

边

三

角

形

性

质

"!#等边三角形的三边
!

"相等"%

"$#等边三角形的三个内角
"

"相等"$都等于
#

"0#6"%

"%#等边三角形是轴对称图形$且有
$

"%"条对称轴%

",#等边三角形任意一边上的高线!中线及其对角的角平分线互相重合"简称'三线合

一(#

判

定

"!#三条边都
%

"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三个内角都
&

"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
'

"0#6"的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面

积
2 &

!

$

"3 &

槡%

,

"

$

""是等边三角形的边长$3是任意一边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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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 ""直角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

直

角

三

角

形

性

质

"!#直角三角形的两锐角互余%

"$#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线等于
!

"斜边的一半"%

"%#%#6角所对的直角边等于
"

"斜边"的一半%

",#勾股定理"由形状得数量#&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
#

"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即 "

$

(#

$

&'

$

""$#为直角边$'为斜边#

判

定

"!#有一个角是 3#6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有两个角
$

"互余"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勾股定理逆定理"由数量得形状#&如果三角形三边长为 "$#$'满足
%

""

$

(#

$

&'

$

"$那么这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面

积
2 &

!

$

"#&

!

$

'3""$#为直角边$3是斜边'上的高#

第 !2 讲"全等三角形

知识点 ! ""全等三角形的定义及性质

!!全等形#能够完全重合的两个图形"

$!全等三角形#$!%定义#能够完全

"重合"的两个三角形叫作全等三角形"

把两个全等的三角形重合到一起!重合的

顶点叫作对应顶点!重合的边叫作对应边!

重合的角叫作对应角"

$$%表示方法#全等的符号为*

.

+!如

*

)*5

.*

9;<"

%!全等三角形的性质

$!%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相等!全等

三角形的对应角"相等"&

$$%全等三角形的周长'面积对应"

相等"&

$%%全等三角形对应的中线'高线'角

平分线'中位线都"相等""

知识点 $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

三角形全等的判定方法

$!%"三边"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

全等$简写成*边边边+或*555+%&

$$%"两边"和它们的"夹角"分别

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简写成*边角边+

或*565+%&

$%%"两角"和它们的"夹边"分别

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简写成*角边角+

或*656+%&

$,%"两角"分别相等且其中一组等

角的"对边"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简

写成*角角边+或*665+%&

$.%"斜边"和一条"直角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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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的两个直角三角形全等$简写成*斜 边'直角边+或*78

!

+%"

第 !4 讲"解直角三角形

知识点 ! ""锐角三角函数

锐角三角函数#在 9:

*

)*5中!

+

5

是直角!

+

)是
*

)*5的一个锐角!如图

!-!4-!!$!%

+

)的"对边"与"斜边"的

比叫作
+

)的正弦!记作 ;<= )!即 ;<= )&

"

+

)的对边

斜边
" &"

"

'

"&$$%

+

)的"邻

边"与"斜边"的比叫作
+

)的余弦!记作

>?;)!即>?;)&"

+

)的邻边

斜边
" &"

#

'

&

$%%

+

)的"对边"与
+

)的"邻边"的

比叫作
+

)的正切!记作 :@= )!即 :@= )&

"

+

)的对边

+

)的邻边
" &"

"

#

""

+

)的"正弦'

余弦'正切"都是
+

)的锐角三角函数"

图 !-!4-!

知识点 $ "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在9:

*

)*5中!

+

5&3#6!

+

)!

+

*!

+

5所对的边分别为 "!#!'"

$!%三边之间的关系#直角三角形

"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

方"&

$$%两锐角之间的关系#直角三角形

两锐角"互余"&

$%%边'角间的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知识点 % ""特殊角的锐角三角函数值

"

的

度数
%#6 ,.6 0#6

;<=

"

!

$

槡$

$

槡%

$

>?;

"

槡%

$

槡$

$

!

$

:@=

"

槡%

%

! 槡%

知识点 , ""仰角!俯角!坡角!方位角

!!仰角与俯角#在进行测量时!从下往

上看!"视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叫作仰角&

从上往下看!视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叫作俯

角!如图!-!4-$

!

"

$!坡角与坡度#坡面与"水平面"的

夹角叫作坡角!图 !-!4-$

"

中的
"

是坡角&

坡面的铅垂高度 3 和水平距离 (的比叫

作坡度!又叫作坡比!用=表示&坡度=与坡

角
"

之间的关系为=&:@=

"

&

3

(

"

%!方位角#平面上!过观测点 1作一

条水平线$向右为东%和一条铅垂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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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则从 1点出发的射线与方向标所

夹的小于 3#6的角就是方位角" 描述方位

角先说南北后说东西&东北方向是北偏东

,.6" 如图 !-!4-$

#

!点)在点1的"北偏

西"%.6方向上&点*在点1的"东北"方向

上&点5在点1的"南偏西"0#6方向上"

图 !-!4-$

!

!

!

!

!

!

!

!

!

!

第 !3 讲"多边形与平行四边形

知识点 ! ""多边形

!!多边形

$!%定义#在平面内!由一些线段"首

尾顺次相接"组成的封闭图形叫作多

边形"

$$%性质

!

内角和与外角和#$ 边形内角和等

于"$$ '$% -!4#6$$

#

%!$ 为整数%"&

外角和等于"%0#6"&

"

多边形的对角线#从 $ 边形的一个

顶点可引出"$$ '%%"条对角线!$ 边形

共有"

$$$ '%%

$

"条对角线&

#

$边形$$ *%%具有不稳定性&

$

多边形的内角中最多有"%"个

锐角"

$!正多边形

$!%定义#各个角都"相等"!各条边

都"相等"的多边形叫作正多边形"

$$%性质#

!

正 $ 边形每一个内角相

等!都等于"

$$ '$%(!4#6

$

"&正 $ 边形

每一个外角相等!都等于"

%0#6

$

"&

"

正 $边形有 $条对称轴&

#

对于正 $边形!当 $是"奇数"时!

是轴对称图形!不是中心对称图形&当 $是

"偶数"时!既是轴对称图形!又是中心对

称图形"

知识点 $ ""平行四边形

!!定义#"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

形"是平行四边形"

$!性质

$!%平行四边形的两组对边分别"平

行且相等"!两组对角"相等"!邻角"互

补"!对角线互相"平分"&

$$%平行四边形是"中心"对称图

形!它的对称中心是两条对角线的交点"

过"对称中心"的直线等分平行四边形的

周长和面积"

%!平行四边形的判定方法

$!%定义判定#"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从边判定#

!

"两组对边分别相

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

"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四边形是

平行四边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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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角判定#"两组对角分别相等

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从对角线判定#"对角线互相平

分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

!

!

"

第 $# 讲"矩形#菱形和正方形

知识点 ! ""矩形!菱形和正方形的性质与判定

!!矩形'菱形和正方形的性质

图形

矩形 菱形 正方形

性

质

边
两组对边分别

!

"平行"

且
"

"相等"

四条边都
#

"相等"%对

边
$

"平行"

四条边都
%

"相等"%两组

对边分别
&

"平行"

角 四个角都是
'

"直角" 两组对角分别
(

"相等" 四个角都是
)

"直角"

对角线
对角线互相平分且

*

"相

等"

对角线互相
+,-

"垂直且平

分"%每条对角线
+,.

"平

分"一组对角

对角线互相
+,/

"垂直平分

"且
+,0

"相等"%每条对角

线
+,1

"平分"一组对角

对称性

既是中心对称图形又是轴

对称图形$有
+,6

"$"条对

称轴

既是中心对称图形又是轴

对称图形$有
+,7

"$"条对

称轴

既是中心对称图形又是轴

对称图形$有
+,8

","条对

称轴

面积
2 &

+,9

")*)*5"答案不

唯一#"

2 &

+:;

"

!

$

)5)*9"答案

不唯一#"

2 &

+:-

" )*

$

"答案不唯

一#"

""$!矩形'菱形和正方形的判定

$!%矩形的判定

!

有三个角都是"直角"的四边形是

矩形"

"

有一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

是矩形"

#

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

矩形"

$$%菱形的判定

!

有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

是菱形"

"

对角线"互相垂直"的平行四边形

是菱形"

#

"四"条边都相等的四边形是

菱形"

$%%正方形的判定

!

四条边都"相等"!四个角都是

"直角"的四边形是正方形"

"

有一组邻边"相等"的矩形是正

方形"

#

有一个角是"直角"的菱形是正

方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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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的矩形是

正方形"

%

两条对角线"相等"的"菱形"是

正方形"

&

对角线互相"垂直"且"相等"的

平行四边形是正方形"

知识点 $ ""矩形!菱形和正方形之间的

关系

矩形'菱形和正方形都是特殊的平行

四边形!正方形既是特殊的矩形!也是特殊

的菱形!它们之间的包含关系如下#

知识点 % ""中点四边形

!!依次连接四边形各边中点所得到的

四边形称为中点四边形!中点四边形的形

状只与原四边形的对角线有关"

$!常见结论

$!%任意四边形
&'''''

中点四边形
平行四

边形

$$%对角线相等的四边形
&'''''

中点四边形

菱形

$% % 对角线互相垂直的四边形

&'''''

中点四边形
矩形

$,%对角线互相垂直且相等的四边形

&'''''

中点四边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方形

第 $! 讲"图形的变换

知识点 ! ""图形的平移

平移的定义

在平面内$把一个图形整体沿某一直线方向移动$会得到一个

新的图形$新图形与原图形的形状和大小
!

"完全相同"$新

图形中的每一点$都是由原图形中的某一点移动后得到的$这

两个点是
"

"对应点"* 连接各组对应点的线段平行"或在

同一条直线上#且相等* 图形的这种移动叫作平移

平移的要素

"!#平移的方向&图形上某一点到平移后图形上的
#

"对应

点"的方向%

"$#平移的距离&图形上某一点到平移后图形上的
$

"对应

点"的距离

平移的性质

"!#图形平移前后$对应线段平行"或在同一直线上#且相等$

对应角
%

"相等"%

"$#图形平移前后$对应点所连的线段
&

"平行""或在同一

直线上#且
'

"相等"%

"%#平移前后的图形是
(

"全等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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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 ""图形的轴对称

名称 轴对称 轴对称图形

图示

定义

把一个图形沿着某一条直线折叠$如果它能

够与另一个图形
!

"重合"$那么就说这两

个图形关于这条直线成轴对称$这条直线叫

作
"

"对称轴"

如果一个平面图形沿一条直线折叠$直线两

旁的部分能够完全
#

"重合"$那么这个图

形叫作轴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就是它的
$

"

对称轴"

区别 轴对称是指两个图形间的位置关系 轴对称图形是指一个具有轴对称性质的图形

性质

"!#成轴对称的两个图形全等%

"$#如果两个图形关于某直线对称$那么对称轴是对应点连线的垂直平分线%

"%#两个图形关于某直线对称$如果它们的对应线段或延长线相交$那么交点在对称轴上

知识点 % ""图形的中心对称

名称 中心对称 中心对称图形

图示

定义

把一个图形绕着某一个点旋转
!

"!4#6"$

如果它能够与另一个图形
"

"重合"$那

么就说这两个图形关于这个点对称或中心

对称$这个点叫作
#

"对称中心"

把一个图形绕某个点旋转
$

"!4#6"$如果旋

转后的图形能够与原来的图形完全
%

"重合

"$那么这个图形叫作中心对称图形$这个点

就是它的
&

"对称中心"

区别 中心对称是针对两个图形的位置关系
中心对称图形是针对一个具有中心对称性质

的图形

性质

"!#关于中心对称的两个图形是
'

"全等图形"%

"$#关于中心对称的两个图形$对称点连线都经过
(

"对称中心"$并且被对称中心
)

"平

分"%

"%#关于中心对称的两个图形$对应线段平行"或在同一直线上#且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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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 ""图形的旋转

旋 转 的

定义

在平面内$把一个图形绕一个定点沿某个方向

!

"转动"某个角度$这样的图形运动叫作旋

转$其中定点叫作
"

"旋转中心"$转动的角叫

作
#

"旋转角"

旋转的三

要素

"!#旋转
$

"中心"%"$#旋转
%

"方向"%

"%#旋转
&

"角"

旋 转 的

性质

"!#旋转前!后的图形
'

"全等"%

"$#对应点到旋转中心的距离
(

"相等"%

"%#每一组对应点与旋转中心连线所成的夹角

都等于
)

"旋转角"

第 $$ 讲"图形的相似

知识点 ! ""比例线段

!!相关概念

$!%线段的比#如果用同一长度单位

量得两条线段)*!59的长度分别是(!$!

那么这两条线段的比就是它们长度的比!

即)*A59&(A$!或写成
)*

59

&

(

$

" 其中!

"线段)*!59"分别叫作这个线段比的

前项和后项"

$$%成比例线段#四条线段 "!#!'!+

中!如果 "与#的比等于'与 + 的比!即
"

#

&

'

+

!那么这四条线段 "!#!'!+ 叫作成比

例线段!简称比例线段"

$!比例的性质

性质 !$基本性质%#如果
"

#

&

'

+

!那么

"+ &"#'"$"#'+

$

#%"

性质 $ $合比'分比性质%#如果
"

#

&

'

+

!那么
" /#

#

&"

'/+

+

"$#+

$

#%"

性质 %$等比性质%#如果
"

#

&

'

+

&)

&

(

$

!那么
" ('() ((

#(+ () ($

&

(

$

$#(+ () ($

$

#%"

%!黄金分割

如图 !-$$-!!一般地!点 5把线段 )*

分成两条线段 )5和 *5$)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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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5

)5

!那么称线段 )*被点 5黄金分

割!点5叫作线段)*的黄金分割点!其中

)5与 )*的比叫作黄金分割比!即
)5

)*

&

槡. '!

$

/

#!0!4"

图 !-$$-!

,!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基本事实#两条直线被一组平行

线所截!所得的对应线段成比例" 如图

!-$$-$

!

!直线 "

-

#

-

'!则
)*

*5

&

)

!

*

!

*

!

5

!

!

)*

)5

&

)

!

*

!

)

!

5

!

"

图 !-$$-$

$$%推论#平行于三角形一边的直线

截其他两边$或两边的延长线%!所得的对

应线段成比例" 如图 !-$$-$

"

!在
*

)*5

中!9;

-

*5!则
)9

*9

&

);

5;

!

)9

)*

&

);

)5

&

9;

*5

"

如图 !-$$-$

#

!9;

-

*5!则
)9

)5

&

);

)*

&

9;

*5

"

知识点 $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性质 !#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

"!对应角相等"

性质$#相似三角形对应高的比'对应中

线的比与对应角平分线的比都等于"相似

比""

性质 %#相似三角形的周长比等于

"相似比"!相似三角形的面积比等于"

相似比的平方""

知识点 %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平行于三角

形一边的直线和其他两边相交!所构成的

三角形与原三角形相似"

$$%两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

相似"

$%%两边对应成比例且"夹角"相等

的两个三角形相似"

$,%三边对应成比例的两个三角形

相似"

$.%直角三角形相似的判定定理#

!

一个"锐角"对应相等的两个直角

三角形相似&

"

两组"直角边"对应成比例的两个

直角三角形相似&

#

斜边和一条直角边对应成比例的两

个直角三角形相似"

知识点 , ""相似多边形

!!相似多边形的定义#两个边数相同

的多边形!如果它们的角分别相等'边成比

例!那么这两个多边形叫作相似多边形"

$!相似多边形的性质#相似多边形的

对应角相等!对应边成比例" 相似多边形

的对应边的比'对应周长的比等于相似比!

对应面积的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

知识点 . ""位似

!!位似的定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两个图形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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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图形!且对应顶点的连线所在直

线相交于一点!并且这点与对应顶点所连

线段成比例!那么这样的两个图形叫作位

似图形!位似图形对应点连线所在直线的

交点叫作"位似中心"" 这时两个相似图

形的相似比又叫作位似比"

$!位似图形的性质#$!%位似图形一

定是相似图形!而相似图形不一定是位似

图形&$$%位似图形对应点的连线所在直

线相交于同一点&$%%位似图形的对应边

互相平行或在同一条直线上&$,%位似图

形上任意一对对应点到位似中心的距离之

比等于相似比"

%!作位似图形的步骤#$!%确定位似中

心&$$%确定原图形中的顶点关于位似中心

的对应点&$%%画出新图形

!

!

!

!

!

!

!

!

!

!

!

!

!

!

!

"

第 $% 讲"投影与视图

知识点 ! ""投影

!!投影#一般地!用光线照射物体!在

某个平面$地面'墙壁等%上得到的"影子

"叫作物体的投影"

$!投影的分类#一般根据投影光线的

不同分为平行投影与"中心投影"" 由

"平行光线"形成的投影是平行投影&由

"同一点$点光源%发出的光线 "形成的

投影叫作中心投影"

知识点 $ ""三视图

!!视图#从某一方向观察一个物体时!

所看到的"平面图形"叫作物体的一个

视图"

$!三视图#$!%主视图#在正面内得到

的"由前向后"观察物体的视图&

$ $ % 左 视 图# 在 侧 面 内 得 到 的

"由左向右"观察物体的视图&

$%%俯视图#在水平面内得到的"由

上向下"观察物体的视图"

%!常见立体图形的三视图#

知识点 % ""立体图形的展开与折叠

立体图体是由平面图形围成的!沿着

立体图形的一些棱剪开!可以展开成平面

图形!这个平面图形就是相应立体图形的

平面展开图" 同一个立体图形按不同的方

式展开!会得到不同的平面展开图"

一个立体图形能展开成平面图形!这个

平面图形就可以折叠成相应的立体图形!立

体图形的展开与折叠是一对互逆的过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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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圆的有关概念与性质

知识点 ! ""圆的有关概念与性质

!!圆#平面上!到"定点"的距离等于

"定长"的所有点组成的图形叫作圆" 圆

上各点到圆心的距离都等于"半径"" 圆

既是轴对称图形!又是中心对称图形"

$!同心圆与等圆#有相同"圆心"的

圆叫作同心圆&能够"重合"的两个圆叫

作等圆!半径相等的两个圆是等圆"

%!弦#连接圆上任意两点的"线段"

叫作弦!经过"圆心"的弦叫作直径"

,!弧#圆上任意两点间的"部分"叫

作圆弧!简称弧"

.!圆心角#顶点在"圆心"的角叫作

圆心角"

0!圆周角#顶点在"圆上"!并且两边

都与圆相交的角叫作圆周角"

知识点 $ ""垂径定理及其推论

定理#垂直于弦的直径平分弦!并且平

分弦所对的两条弧"

推论#平分弦$不是直径%的直径垂直

于弦!并且平分弦所对的两条弧"

知识点 % ""弧!弦!圆心角之间的关系

在同圆或等圆中!如果两个圆心角'两

条弧'两条弦中有一组量相等!那么它们所

对应的其余各组量都分别相等"

知识点 , ""圆周角定理及其推论

定理#一条弧所对的圆周角等于它所

对的"圆心角"的一半"

推论#$!%同弧或等弧所对的圆周角

"相等"&

$$%半圆$或直径%所对的圆周角是

"直角"&3#6的圆周角所对的弦是"直

径""

知识点 . ""三角形的外接圆

!!三角形的外接圆#经过三角形三个

顶点可以作一个圆!这个圆叫作三角形的

外接圆"

$!三角形外接圆的圆心#外心$三角

形三边"垂直平分线"的交点%"

%!性质#

!

三角形的外心到三角形的

"三个顶点"的距离相等"

"

锐角三角形的外心在三角形的内

部!直角三角形的外心是斜边的中点!钝角

三角形的外心在三角形的外部"

#

直角三角形外接圆的半径是斜边的

"一半""

知识点 0 ""圆内接多边形

!!定义#如果一个多边形的所有顶点

都在同一个圆上!那么这个多边形叫作圆

内接多边形!这个圆叫作这个多边形的外

接圆"

$!性质#圆内接四边形的对角"互补

"!圆内接四边形任意一个外角等于它的

"内对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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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讲"与圆有关的位置关系

知识点 ! ""点与圆的位置关系

设圆的半径为 >!平面内任一点到圆

心的距离为 +"

图 !-$.-!

$!%点在圆外
(

+ " *">!如图!-$.-!

中点)&

$$%点在圆上
(

+ " &">!如图!-$.-!

中点*&

$%%点在圆内
(

+ " +">!如图!-$.-!

中点5"

知识点 $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设圆的半径为 >!圆心到直线的距离

为 +!如图 !-$.-$#

图 !-$.-$

$!%直线8和
0

1相离
(

+ " *">&

$$%直线8和
0

1相切
(

+ " &">&

$%%直线8和
0

1相交
(

+ " +">"

知识点 % ""切线的性质和判定

!!$!%切线的性质#位置关系#圆的切

线"垂直"于过切点的半径"

数量关系#圆心到切线的距离"等于

"半径"

$$%切线性质的推论#

!

经过圆心且

垂直于切线的直线必经过"切点"&

"

经

过切点且垂直于切线的直线必经过"圆

心""

$!切线的判定

判定方法 !#圆心到直线的距离等于

半径时!这条直线就是圆的切线&

判定方法 $#经过半径的外端并且垂

直于这条半径的直线是圆的切线&

判定方法 %$定义法%#与圆有唯一公

共点的直线是圆的切线"

知识点 , ""切线长定理

!!切线长#经过圆外一点作圆的切线!

这点和切点之间"线段的长"叫作这点到

圆的切线长"

$!切线长定理#从圆外一点可以引圆

的"两"条切线!它们的切线长"相等"!

且这一点和圆心的连线"平分"两条切线

的夹角"

图 !-$.-%

如图 !-$.-%!过
0

1外一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引两



$("""

条切线)*!)5!可得以下结论#

!

1*

,

)*!

15

,

)5&

"

)*&)5&

#+

% &

+

,&

$

)1

,

*5&

%

*9&59&

&

)

*;&

)

5;&

'+

! &

+

$"

知识点 . ""三角形的内切圆

!!三角形内切圆#与三角形各边都相

切的圆"

$!三角形的内心#三角形的内切圆圆

心是三角形三条"角平分线"的交点$尺

规作图常用%"

%!三角形内心的性质#三角形的内心

到三角形的"三条边"距离相等"

,!如图 !-$.-,

!

!点 1是
*

)*5的内

心!

+

*15和
+

)的角度关系#

+

*15&

"

!

$

+

)(3#6""

.!知识拓展#如图 !-$.-,

"

!9:

*

)*5内

切圆的半径#>&

"(#''

$

$其中 "!#分别为两

直角边长!'为斜边长%"

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0 讲"与圆有关的计算

知识点 ! "正 $多边形与圆

相关计算#$!%中心角
$

&"

%0#6

$

""

$$%边心距>&" ?

$

'

"( )
$槡

$

""

$%%正 $边形的周长5&"$"""

$,%正 $边形的面积 2 &"

!

$

$">""

$ . % 外 接 圆 的 半 径 ? & "

>

$

(

!

,

"

槡
$

""

图 !-$0-!

知识点 $ "扇形面积及弧长的计算

如图 !-$0-$!>为圆的半径!$6为

)

)*所

对的圆心角的度数!8是扇形)1*的弧长"

图 !-$0-$

$!%弧长公式#圆的周长 5&"$

<

>"

1

扇形的弧长8&"

$

<

>

!4#

""

$$%面积公式#2

0

1

&"

<

>

$

"

1

2扇形)1*

&"

$

<

>

$

%0#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识点 % ""应用扇形面积求阴影部分面积的方法

常用的基本思想#转化思想!即把所求的不规则图形的面积转化为规则图形的面积"

方法 图示

直接公式法

2阴影 &2扇形*)9

2阴影 &2扇形*19

间接和差法

2阴影 &2

*

)*5

'2扇形)*9

2阴影 &2正六边形)*59;<

'2扇形*)<

分割和差法

2阴影 &2

*

1*9

(2扇形519

2阴影 &2

*

195

'2扇形91;

等积变化法
"59

-

)*#

2阴影 &2扇形519

"*为

)

59的中点$;为1*的中点#

2阴影 &2扇形*15

第 $2 讲"尺规作图

知识点"" 五种基本作图以及常见应用

!!作一条线段等于已知线段$已知线段 "%"

图示

作法
"!#作射线1.%

"$#以点1为
!

"圆心"$"为
"

"半径"作弧$交射线1.于点)$1)即为所求作的线段



$*"""

续表

运用

已知三边作三角形&

作圆的内接正六边形&

""$!作一个角等于已知角$已知
+"

%"

图示

作法

"!#在
+"

上以点
!

"1"为圆心$适当长为半径作弧$分别交
+"

的两边于点.$@%

"$#作
"

"射线"1/)%

"%#以点
#

"1/"为圆心$

$

"1."长为半径作弧$交1/)于点4%

",#以点
%

"4"为圆心$

&

".@"长为半径作弧$交前弧于点A%

".#过点A作
'

"射线"1/*$

+

*1/)即为所求作的角

运用

已知两边及其夹角作三角形& 已知两角及其夹边作三角形&

""%!作已知角的平分线$已知
+

)1*%"

图示

作法

"!#以点1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作弧$分别交1)$1*于点A$4%

"$#分别以点4$A为
!

"圆心"$大于
"

"

!

$

4A"长为半径作弧$两弧相交于点.%

"%#作射线1.$1.即为所求作的角平分线

运用

作三角形的内切圆&



%+"""

"",!作已知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已知线段)*%"

图示 作法

"!#分别以点)$*为圆心$大于
!

$

)*长

为半径在 )*两侧作弧$两弧分别交于

点5$9%

"$#作直线59$直线 59即为所求作的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运用

已知底边及底边上的高

线作等腰三角形&

过不在同一条直线上

的三点作圆$即作三角

形的外接圆&

作圆的内接正方形&

"".!过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已知点.和直线8%"

类型 图示 作法 运用

点

在

直

线

上

"!#以点 .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

向点.两侧的直线 8上作弧$交直

线8于)$*两点%

"$#分别以点 )$*为圆心$大于

!

$

)*长为半径在直线 8两侧作弧$

两弧分别交于点4$A%

"%#连接4A$直线4A即为所求作

的垂线

已知一直角边 #和斜边 " 作直角三

角形&

点

在

直

线

外

"!#任意取点 4$使点 .和点 4在

直线8的两侧%

"$#以点
!

"."为圆心$

"

".4

"长为半径作弧$交直线 8于 )$*

两点%

"%#分别以 )$*为圆心$大于
!

$

)*

长为半径作弧$两弧交于点 4同侧

的点A%

",#连接 .A$则直线 .A即为所求

作的垂线

作
*

)*5中*5边上的高线&



%!"""

第 $4 讲"统计

知识点 ! ""全面调查与抽样调查

!!调查方式

$!%全面调查$普查%#为某一特定目

的而对所有考察对象进行的"全面调

查""

$$%抽样调查#为某一特定目的而对

部分考察对象进行的调查"

$!调查方式的选取#当受客观条件限

制!无法对所有个体进行全面调查时!往往

采用"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样本的选取#$!%抽样调

查的样本要有"代表性"&$$%抽样调查

的样本数目要"足够大 ""

知识点 $ ""总体!个体!样本和样本容量

总体#所要考察对象的"全体"&

个体#组成总体的每一个"考察对

象"&

样本#从总体中抽取的"部分个体"&

样本容量#样本中所包括的个体的"

数目""

知识点 % ""几种常见的统计图表

!!条形统计图#根据数量画出长短相

应成比例的直条!并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

的统计图"

特点#$!%能够显示每组中的"具体

数据"&$$%易于比较数据之间的差别"

$!折线统计图#根据数量描出各点!再

把各点用线段顺次连接!以折线上升或下

降表示统计数量的增减变化的统计图"

特点#易于显示数据的"变化趋势""

%!扇形统计图#用一个圆代表总体!圆

中的各个扇形分别代表总体中的不同部

分!扇形的大小反映部分在总体中"所占

百分比"的大小的统计图"

百分比的意义#在扇形统计图中!每部

分占总体的百分比等于该部分所对扇形的

圆心角的度数与 %0#6的比" 扇形的圆心

角度数&%0#6-部分占总体的百分比"

,!频数分布直方图

$!%在整理数据时!相同数据出现的

"次数"叫作频数&

$$%频数与"数据总数"的比$或者

百分比%叫作频率!频数和频率都能够反

映每个对象出现的"频繁程度"&

$%%频数分布表'频数分布直方图都

能直观'清楚地反映数据在各个小范围内

的"分布情况"&

$,%频数分布直方图的绘制步骤#

!

计算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

"

决定

组距与"组数"&

#

确定分点!常使分点比

数据多一位小数!并且把第一组的起点稍

微减小一点&

$

列频数分布表&

%

画频数分

布直方图#用横轴表示各分段数据!纵轴反

映各分段数据的频数!小长方形的高表示

频数!绘制频数分布直方图"

知识点 , ""平均数

!!平均数#一般地!对于 $个数%

!

!%

$

!

)!%

$

!把%&"

!

$

$%

!

(%

$

() (%

$

%"叫作

这 $个数的算术平均数!简称平均数"

$!加权平均数#一般地!若 $ 个数 %

!

!

%

$

!)!%

$

的权分别是 B

!

!B

$

!)!B

$

!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B

$

() (%

$

B

$

B

!

(B

$

() (B

$

"叫作这 $ 个数

的加权平均数"

知识点 . ""众数!中位数

!!众数#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

"的数据叫作众数"

$!中位数#将一组数据按由小到大$或

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处在最中间位

置的一个数据$或最中间两个数据的平均

数%叫作中位数"

知识点 0 ""方差!标准差!极差

!!方差#设有 $ 个数据 %

!

!%

$

!)!%

$

!

各数据与它们的平均数%的差的平方和的

平均数!叫作这组数据的方差" 通常用

*C

$

+表示!即 C

$

&"

!

$

,$%

!

'%%

$

($%

$

'

%%

$

() ($%

$

'%%

$

-""

$!标准差#把一组数据方差的算术平

方根叫作这组数据的标准差"

%!极差#一组数据中最大数据与最小

数据的差叫作极差"

温馨提示"一组数据的极差#方差或

标准差越小"这组数据就越稳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 讲"概率

知识点 ! ""事件的分类

!!必然事件#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发

生的事件!它发生的概率为"!""

$!不可能事件#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不

会发生的事件!它发生的概率为"#""

%!随机事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的事件!它发生的概率是

#.! 之间"

知识点 $ ""概率的计算与应用

!!概率的计算

$!%公式法#如果在一次试验中!有 $

种可能的结果!并且它们发生的可能性都

相等!事件 )包含其中的 (种结果!那么

事件)发生的概率.$)% &

(

$

"

$$%列举法#

!

列表法#当一次试验要涉

及两个因素!并且可能出现的结果数目较多

时!应"不重不漏"地列出所有可能的结果!

通常采用列表法求事件发生的概率"

"

画树状图法#当一次试验要涉及 %

个或"更多"的因素时!通常采用画树状

图来求事件发生的概率"

$%%用频率估计概率#一般地!在大量重

复试验中!如果事件)发生的频率"稳定"

于
(

$

!那么我们可以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

.$)% &"

(

$

"" 适用条件#当试验的所有可

能结果不是有限个!或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

性不相等时!我们一般要通过统计频率来"

估计"概率"

$,%几何概型#几何概型就是与几何

图形有关的概率问题!其计算方法的实质

就是求图形的长度比'面积比'体积比等"

$!概率的应用

概率是和"实际"结合非常紧密的数

学知识!可以对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作出评

判!如解释摸奖'评判游戏活动的"公平性

"'数学竞赛获奖的可能性等!还可以对某

些事件作出决策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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