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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1　投影与视图

考点一　由立体图形到视图

1．视图：当我们从某一角度观察一个物体时，所看到的图象叫做物体的一个视图．一个物体在三个投

影面内同时进行正投影，在正面内得到的由前向后观察物体的视图，叫做主视图；在水平面内得到的由上

向下观察物体的视图，叫做俯视图；在侧面内得到由左向右观察物体的视图，叫做左视图．

2．常见几何体的三种视图：             

几何体 主视图 左视图 俯视图

圆柱 长方形 长方形 圆

圆锥 三角形 三角形 圆和圆心

球 圆 圆 圆

3．三视图的画法：

(1)长对正；(2)高平齐；(3)宽相等．

考点二　由视图到立体图形

由视图想象实物图形时不像由实物到视图那样唯一确定，由一个视图往往可以想象出多种物体．

由视图描述实物时，需了解简单的、常见的、规则物体的视图，能区分类似的物体视图的联系与区

别．如主视图是长方形，可想象出是四棱柱、三棱柱、圆柱等．俯视图是圆的可以是球、圆柱等．

考点三　物体的投影

1．平行投影：太阳光线可以看成平行光线，像这样的光线所形成的投影称为平行投影．

平行投影与视图之间的关系：当投影线与投影面垂直时，这种投影叫做正投影．物体的正投影称为物

体的视图．物体的三视图实际上就是该物体在某一平行光线(垂直于投影面的平行光线)下的平行投影．

2．中心投影：探照灯、手电筒、路灯和台灯的光线可以看成是从一点出发的光线，像这样的光线所形

成的投影称为中心投影．

聚焦 2　图形的轴对称与中心对称

考点一　图形的轴对称

1．定义：

(1)轴对称：把一个图形沿着某一条直线对折后，如果能与另一个图形重合，那么就说这两个图形成轴

对称，这条直线就是对称轴，两个图形中的对应点叫做对称点．

(2)轴对称图形：把一个图形沿某条直线对折，如果直线两旁的部分能够互相重合，那么这个图形叫做

轴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就是它的对称轴．



2．性质：

(1)对称点的连线被对称轴垂直平分；

(2)对应线段相等，对应角相等；

(3)成轴对称的两个图形是全等图形．               

考点二　图形的中心对称

1．定义：                 

(1)中心对称：把一个图形绕着一点旋转 180°后，如果与另一个图形重合，那么这两个图形叫做关于这

一点成中心对称，这个点叫做对称中心，旋转前后的点叫做对称点．

(2)中心对称图形：把一个图形绕着某一点旋转 180°后，能与原来位置的图形重合，这个图形叫做中心

对称图形，这个点叫做对称中心．

2．性质：

(1)关于某点成中心对称的两个图形是全等图形；

(2)关于某点成中心对称的两个图形，对称点的连线都经过对称中心，并且被对称中心平分．

考点三　图形折叠问题

折叠问题是轴对称变换，折痕所在直线就是轴对称问题中的对称轴；应用时注意折叠所对应的图形，

抓住它们之间的不变关系及其性质，寻找相等的量．

聚焦 3　图形的平移和旋转

考点一　图形的平移

1．定义：

在平面内，将一个图形沿某个方向移动一定的距离，图形的这种变换，叫做平移变换，简称平移．确

定一个平移变换的条件是平移的方向和距离．

2．性质：

(1)平移不改变图形的形状与大小，即平移前后的两个图形是全等图形；

(2)连接各组对应点的线段平行(或共线)且相等；

(3)对应线段平行(或共线)且相等；

(4)对应角相等．

考点二　图形的旋转

1．定义：

在平面内，把一个平面图形绕着一个定点沿着某个方向旋转一定的角度，图形的这种变换，叫做旋转

变换．这个定点叫做旋转中心，这个角度叫旋转角．图形的旋转由旋转方向和旋转角所决定．



2．性质：

(1)图形上的每一点都绕着旋转中心沿着相同的方向旋转了同样大小的角度；

(2)旋转后的图形与原来的图形的形状和大小都没有发生变化，即它们是全等的；        

(3)旋转前后两个图形的对应点到旋转中心的距离相等；

(4)对应点到旋转中心的连线所成的角相等，并且等于旋转角．

考点三　简单的平移作图与旋转作图

1．平移作图的步骤：

(1)首先找出原图形中的关键点，如多边形的顶点，圆的圆心；

(2)根据平移的距离与方向，画出特殊点的对应点；

(3)顺次连接各对应点，就得到原图形平移后的图形．

2．旋转作图的步骤：

(1)找出旋转中心与旋转角；

(2)找出构成图形的关键点；

(3)作出这些关键点旋转后的对应点；

(4)顺次连接各对应点．

聚焦 4　尺规作图

考点一　尺规作图

1．定义：只用没有刻度的直尺和圆规作图叫做尺规作图．

2．步骤：               

(1)根据给出的条件和求作的图形，写出已知和求作部分；

(2)分析作图的方法和过程；(3)用直尺和圆规进行作图；(4)写出作法步骤，即作法．

考点二　五种基本作图

1．作一线段等于已知线段；2．作一个角等于已知角；3．作已知角的平分线；

4．过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5．作已知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考点三　基本作图的应用

1．利用基本作图作三角形

(1)已知三边作三角形；(2)已知两边及其夹角作三角形；(3)已知两角及其夹边作三角形；

(4)已知底边及底边上的高作等腰三角形；(5)已知一直角边和斜边作直角三角形．

2．与圆有关的尺规作图

(1)过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点作圆(即三角形的外接圆)．          (2)作三角形的内切圆．



85.对称翻折

【例题1】 （2022•安阳县一模）如图，将矩形 ABCD 沿 EF 折叠，使顶点C 恰好落在 AB 边的中点C¢ 上，

若 4AB = ， 8BC = ，则 tan BFCÐ ¢的值为 (　　 )

A．
3
4

B． 8
15

C． 8
17

D．
15
17

【分析】先求出 BC ，再由图形折叠特性知，C F CF¢ = ，在 Rt △C BF¢ 中，运用勾股定理 2 2 2BF BC C F¢ ¢+ =

求出 x 的值，然后利用锐角三角函数即可解决问题．

【解答】解：设 BF x= ，则 8CF BC BF x= - = - ，

由折叠可得 8CF CF x¢ = = - ，

C¢Q 是 AB 的中点，

1 1 4 2
2 2

BC AB¢\ = = ´ = ，

Q四边形 ABCD 是矩形，

90B\Ð = ° ，

2 2 2BC BF C F¢\ ¢ + = ，

2 2 22 (8 )x x\ + = - ，

解得：
15
4

x = ，

15 178
4 4

C F¢\ = - = ，

2 8tan 17 17
4

BCBFC
BF

¢
\ Ð ¢ = = = ．

故选：C ．

【点评】本题考查了折叠问题，矩形的性质，解直角三角形，勾股定理，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同时也考查



了列方程求解的能力．解题的关键是找出线段的关系，利用勾股定理求解．

【例题2】 （2021•毕节市）如图，在矩形纸片 ABCD 中， 7AB = ， 9BC = ， M 是 BC 上的点，且

2CM = ．将矩形纸片 ABCD 沿过点 M 的直线折叠，使点 D 落在 AB 上的点 P 处，点C 落在点C¢处，折痕

为 MN ，则线段 PA 的长是 (　　 )

A．4 B．5 C．6 D． 2 5

【分析】连接 PM ，设 AP x= ，可得出 7PB x= - ， 7BM = ，根据折叠的性质可得 7CD PC= ¢ = ，

2CM C M= ¢ = ，在 Rt PBMD 中和 Rt △ PC M¢ 中，根据勾股定理 2 2 2PB BM PM+ = ， 2 2 2(7 ) 7PM x= - + ，

2 2 2C P C M PM¢ + ¢ = ， 2 2 27 2PM = + ，因为 PM 是公共边，所以可得 PM PM= ，即 2 2 2 2(7 ) 7 7 2x- + = + ，

求出 x 的值即可得出答案．

【解答】解法一：解：连接 PM ，如图，

设 AP x= ，

7AB =Q ， 2CM = ，

7PB x\ = - ， 7BM BC CM= - = ，

由折叠性质可知，

7CD PC= ¢ = ， 2CM C M= ¢ = ，

在Rt PBMD 中，

2 2 2PB BM PM+ = ，

2 2 2(7 ) 7PM x= - + ，

在 Rt △ PC M¢ 中，

2 2 2C P C M PM¢ + ¢ = ，

2 2 27 2PM = + ，

2 2 2 2(7 ) 7 7 2x\ - + = + ，



解得： 1 5x = ， 2 9x = （舍去），

5AP\ = ．

解法二：解：连接 PM ，如图，

7AB =Q ， 2CM = ，

7BM BC CM\ = - = ，

由折叠性质得， 7CD PC= ¢ = ， 90C PC M PBMÐ = Ð ¢ = Ð = ° ， 2C M CM¢ = = ，

在Rt PBMD 和 Rt △ MC P¢ 中，

PM PM
BM PC

=ì
í = ¢î

，

Rt PBM Rt\ D @ △ ( )MC P HL¢ ，

2PB C M\ = ¢ = ，

5PA AB PB\ = - = ．

故选： B ．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翻折变化、矩形的性质及勾股定理，熟练应用翻折变化的性质及矩形的性质进行

计算是解决本题的关键．

【例题3】 （2021•海拉尔区模拟）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长为 3 的线段CD（点 D 在点C 右侧）在 x 轴

上移动， (0,2)A ， (0,4)B ，连接 AC ， BD，则 AC BD+ 的最小值为 (　　 )

A． 2 5 B． 2 10 C． 6 2 D．3 5

【分析】平移CD使点 D 落在点 B 处，连接 B C¢ ，则点C 的对应点为 B¢，即 B C BD¢ = ，进而得出 ( 3,4)B¢ - ，



再作点 A关于 x 轴的对称点 A¢，则 (0, 2)A¢ - ，进而得出 AC BD+ 的最小值为 A B¢ ¢ ，即可求解答案．

【解答】解：如图，平移CD使点 D 落在点 B 处，连接 B C¢ ，

则点C 的对应点为 B¢，即 B C BD¢ = ，

3CD =Q ， (0,4)B ，

\点 ( 3,4)B¢ - ，

作点 A关于 x 轴的对称点 A¢，此时点 A¢，C ， B¢在同一条线上时， AC BD+ 最小，

(0,2)AQ ，

(0, 2)A¢\ - ，

连接 A B¢ ¢ ，则 AC BD+ 的最小值为 2 2( 3) (4 2) 3 5A B¢ ¢ = - + + = ，

故选： D ．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对称的性质，平移的性质，将 AC BD+ 的最小值转化为 A B¢ ¢ 是解本题的关键．

【例题4】 （2021•宿迁）如图，折叠矩形纸片 ABCD ，使点 B 落在点 D 处，折痕为 MN ，已知 8AB = ，

4AD = ，则 MN 的长是 (　　 )

A．
5 5
3

B． 2 5 C． 7 5
3

D． 4 5

【分析】由折叠的性质可得 BM MD= ， BN DN= ， DMN BMNÐ = Ð ，可证四边形 BMDN 是菱形，在

Rt ADMD 中，利用勾股定理可求 BM 的长，由菱形的面积公式可求解．

【解答】解：如图，连接 BD， BN ，



Q折叠矩形纸片 ABCD ，使点 B 落在点 D 处，

BM MD\ = ， BN DN= ， DMN BMNÐ = Ð ，

/ /AB CDQ ，

BMN DNM\Ð = Ð ，

DMN DNM\Ð = Ð ，

DM DN\ = ，

DN DM BM BN\ = = = ，

\四边形 BMDN 是菱形，

2 2 2AD AM DM+ =Q ，

2 216 (8 )AM AM\ + = - ，

3AM\ = ，

5DM BM\ = = ，

8AB =Q ， 4AD = ，

2 2 64 16 4 5BD AD AB\ = + = + = ，

1
2BMDNS BD MN BM AD= ´ ´ = ´Q

菱形
，

4 5 2 5 4MN\ ´ = ´ ´ ，

2 5MN\ = ，

故选： B ．

【点评】本题考查了翻折变换，矩形的性质，菱形判定和性质，勾股定理，求出 BM 的长是解题的关键．

【例题5】 （2021•涡阳县模拟）如图， ABCD 中， 10AB AC= = ， 45AÐ = °， BD是 ABCD 的边 AC 上的

高，点 P 是 BD上动点，则
2

2
BP CP+ 的最小值是 (　　 )



A．
5 2

2
B．5 2 C．10 D．10 2

【分析】过点 P 作 PE AB^ 于点 E ，由勾股定理得
2

2
PE BP= ．继而证明当 C 、 P 、 E 三点共线且

CE ^ ，
2

2
BP PC PE PC+ = + 的值最小为CE ．由由等腰三角形腰上的高相等，解出 BD的长，即为CE

的长．

【解答】解： 45AÐ = °Q ， BD AC^ ，

45ABD\Ð = °．

过点 P 作 PE AB^ 于点 E ，由勾股定理得
2

2
PE BP= ．

\
2

2
BP PC PE PC+ = + ．

当C 、 P 、 E 三点共线，且CE ^ 时，

2
2

BP PC PE PC+ = + 的值最小为CE ．

ABCDQ 中， 10AB AC= = ， BD AC^ ，CE AB^ ，

由等腰三角形腰上的高相等，

BD CE\ = ，

在Rt ABDD 中，
10 5 2

2 2
ABBD CE= = = = ．

故
2 5 2

2
BP PC PE PC CE+ = + = = ．

故选： B ．

【点评】本题考查垂线段最短（此题也是胡不归模型），涉及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勾股定理等知识，属于常

考内容，掌握
2

2
BP PC+ 转化为 PE PC+ 是解题关键．



86.平移

【例题6】 （2022•重庆模拟）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将点 ( ,1 )A a a- 先向左平移 3 个单位得点 1A ，再将 1A

向上平移 1 个单位得点 2A ，若点 2A 落在第三象限，则 a的取值范围是 (　　 )

A． 2 3a< < B． 3a < C． 2a > D． 2a < 或 3a >

【分析】根据点的平移规律可得 2 ( 3,1 1)A a a- - + ，再根据第三象限内点的坐标符号可得．

【解答】解：点 ( ,1 )A a a- 先向左平移 3 个单位得点 1A ，再将 1A 向上平移 1 个单位得点 2 ( 3,1 1)A a a- - + ，

Q点 A¢位于第三象限，

\
3 0

1 1 0
a

a
- <ì

í - + <î
，

解得： 2 3a< < ，

故选： A．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坐标与图形变化 - 平移，关键是横坐标，右移加，左移减；纵坐标，上移加，下移

减．

【例题7】 （2021•绵阳）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 /AB DC ， AC BC^ ， 5CD AD= = ， 6AC = ，

将四边形 ABCD 向左平移m 个单位后，点 B 恰好和原点O重合，则m 的值是 (　　 )

A．11.4 B．11.6 C．12.4 D．12.6

【分析】如图，过点 D 作 DT AC^ 交 AC 于 J ，交 AB 于T ，连接CT ．想办法求出OB 的长即可．

【解答】解：如图，过点 D 作 DT AC^ 交 AC 于 J ，交 AB 于T ，连接CT ．

5AD DC= =Q ， DJ AC^ ，



3AJ JC\ = = ，

2 2 2 25 3 4DJ AD AJ\ = - = - = ，

/ /CD ATQ ．

DCJ TAJ\Ð = Ð ，

DJC TJAÐ = ÐQ ，

( )DCJ TAJ ASA\D @ D ，

5CD AT\ = = ， 4DJ JT= = ，

90AJT ACBÐ = Ð = °Q ，

/ /JT BC\ ，

AJ JC=Q ，

5AT TB\ = = ，

设OA x= ， 2 2 2 2 2OD AD OA DT OT= - = -Q ，

2 2 2 25 8 ( 5)x x\ - = - + ，

解得 1.4x = ，

1.4 10 11.4OB OA AB\ = + = + = ，

Q将四边形 ABCD 向左平移m 个单位后，点 B 恰好和原点O重合，

11.4m OB\ = = ，

故选： A．

【点评】本题考查坐标与图形的性质，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和性质，勾股定理等知识，解题的关键是学会添

加常用辅助线，构造全等三角形解决问题，学会利用参数，构建方程解决问题．

【例题8】 （2022•祁阳县校级模拟）点 (2, 3)P - 先向左平移 4 个单位，再向上平移 5 个单位，所得点的

坐标是　 ( 2,2)- 　．

【分析】根据平移中点的变化规律是：横坐标右移加，左移减；纵坐标上移加，下移减．即可得出平移后

点的坐标．

【解答】解：由题意可得，平移后点的横坐标为 2 4 2- = - ；纵坐标为 3 5 2- + = ，

\所得点的坐标为 ( 2,2)-

故答案为 ( 2,2)- ．

【点评】本题考查了点的平移及平移特征，掌握平移中点的变化规律是关键．



87.旋转

【例题9】 （2022•芜湖一模）如图，将 ABCD 绕顶点C 顺时针旋转35°得到 DECD ，点 A、 B 的对应点

分别是点 D 和点 E ．设边 ED， AC 相交于点 F ．若 30AÐ = ° ，则 EFCÐ 的度数为 (　　 )

A． 60° B． 65° C． 72.5° D．115°

【分析】由旋转的性质可得 30A DÐ = Ð = °， 35ACDÐ = ° ，即可求解．

【解答】解：Q将 ABCD 绕顶点C 顺时针旋转35°得到 DECD ，

30A D\Ð = Ð = ° ， 35ACDÐ = ° ，

65EFC D ACD\Ð = Ð + Ð = °，

故选： B ．

【点评】本题考查了旋转的性质，三角形的外角性质，掌握旋转的性质是解题的关键．

【例题10】 （2022•山西模拟）中国传统纹饰图案不但蕴含了丰富的文化，而且大多数图案还具有对称

美．下列纹饰图案中是中心对称图形的是 (　　 )

A． B．

C． D．

【分析】根据中心对称图形的定义进行判断，即可得出答案．把一个图形绕某一点旋转180° ，如果旋转后

的图形能够与原来的图形重合，那么这个图形就叫做中心对称图形，这个点叫做对称中心．

【解答】解： A．不是中心对称图形，故本选项不合题意；

B ．不是中心对称图形，故本选项不合题意；

C ．不是中心对称图形，故本选项不合题意；



D ．是中心对称图形，故本选项符合题意．

故选： D ．

【点评】本题考查了中心对称图形的概念，判断中心对称图形是要寻找对称中心，旋转 180 度后与原图重

合．

【例题11】 （2022•泸县一模）如图， ABCD 绕点C 旋转，点 B 转到点 E 的位置，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点 B 与点 D 是对应点 B． BCDÐ 等于旋转角

C．点 A与点 E 是对应点 D． ABC DECD @ D

【分析】直接利用旋转的性质可求解．

【解答】解： ABCDQ 绕点C 旋转，点 B 转到点 E 的位置，

ABC DEC\D @ D ，点 B 与点 E 是对应点，点 A与点 D 是对应点， ACDÐ 与 BCEÐ 是旋转角，

故选： D ．

【点评】本题考查了旋转的性质，全等三角形的判定，掌握旋转的性质是解题的关键．

【例题12】 （2022•钟山县校级模拟）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对于平面内任意一点 ( , )x y ，若规定以下两

种变换：① (f x， ) (y y= ， )x ．如 (3f ， 4) (4= ， 3) ；② (g x， ) (y y= - ， )x- ．如 (3g ， 4) ( 4= - ，

3)- ．按照以上变换有： ( (3f g ， 4)) ( 3= - ， 4)- ，那么 ( ( 4,5))g f - 等于 (　　 )

A． (5, 4)- B． ( 4,5)- C． (4, 5)- D． ( 5,4)-

【分析】根据变换 f 、 g 的变换方法解答即可．

【解答】解： ( ( 4g f - ，5)) (5g= ， 4) (4- = ， 5)- ．

故选：C ．

【点评】本题考查了点的坐标，读懂题目信息，理解变换 f 、 g 的变换方法是解题的关键．

【例题13】 （2021•武进区模拟）如图，在 ABCD 中， 4AB AC= = ， 120BACÐ = °，点 P 是 ABCD 的中线 AD

上一点，将点 B 绕点 P 逆时针旋转 60°，点 B 的对应点是点 E ，则 AE 的取值范围是 (　　 )



A． 4 5x„ „ B． 2 3 5x„ „ C． 2 3 2 7x„ „ D． 4 2 7x„ „

【分析】当点 P 与点 A重合时， AE 有最小值，当点 P 与点 D 重合时， AE 有最大值，由旋转的性质和等边

三角形的性质可求解．

【解答】解： 4AB AC= =Q ， 120BACÐ = °， AD 是中线，

30ABC ACB\Ð = Ð = °， BD CD= ，

2AD\ = ， 2 3BD = ，

当点 P 与点 A重合时， AE 有最小值，如图，

Q将点 B 绕点 P 逆时针旋转 60°，

BP BE\ = ， 60PBEÐ = ° ，

PBE\D 是等边三角形，

4PE AB AE\ = = = ，

当点 P 与点 D 重合时， AE 有最大值，如图，

Q将点 B 绕点 P 逆时针旋转 60°，

BP BE\ = ， 60PBEÐ = ° ，

PBE\D 是等边三角形，

2 3BP BE\ = = ，

90ABE ABC PBE\Ð = Ð + Ð = °，

2 2 2 2 16 12 2 7AE AB BE AB BE\ = + = + = + = ，



AE\ 的取值范围是 4 2 7AE„ „ ，

故选： D ．

【点评】本题考查了旋转的性质，等边三角形的判定和性质，勾股定理，利用特殊位置求解是解题的关

键．

【例题14】 （2021•和平区二模）如图，以点C 为旋转中心，把 ABCD 顺时针旋转得 DECD ，记旋转角为

a ，连接 AE ， AEDÐ 为 b ，则 BAEÐ 的度数为 (　　 )

A．a b- B．
2
a b+ C．

2
b D．

2
ba -

【 分 析 】 根 据 旋 转 的 性 质 得 到 D BACÐ = Ð ， ACD aÐ = ， 根 据 三 角 形 的 内 角 和 定 理 得 到

D AED CAE ACDÐ + Ð = Ð + Ð ，得到 BAC CAE a bÐ - Ð = - ，于是得到结论．

【解答】解：Q把 ABCD 顺时针旋转得 DECD ，记旋转角为a ，

D BAC\Ð = Ð ， ACD aÐ = ，

D AED CAE ACDÐ + Ð = Ð + ÐQ ，

BAC CAEb a\Ð + = Ð + ，

BAC CAE a b\Ð - Ð = - ，

BAE BAC CAEÐ = Ð - ÐQ ，

BAE a b\Ð = - ，

故选： A．

【点评】本题考查了旋转的性质，三角形等你结婚定理，熟练掌握旋转的性质是解题的关键．

【例题15】 （2022•平凉模拟）如图，在四边形 ABCD 中， 30ABCÐ = °，将 DCBD 绕点C 顺时针旋转 60°

后，点 D 的对应点恰好与点 A重合，得到 ACED ， 5AB = ， 9BC = ，则 BD = 　 106 　．



【分析】连接 BE ，如图，根据旋转的性质得 60BCEÐ = °，CB CE= ， BD AE= ，再判断 BCED 为等边三

角形得到 9BE BC= = ， 60CBEÐ = °，从而有 90ABEÐ = °，然后利用勾股定理计算出 AE 即可．

【解答】解：连接 BE ，如图，

DCBDQ 绕点C 顺时针旋转 60°后，点 D 的对应点恰好与点 A重合，得到 ACED ，

60BCE\Ð = ° ，CB CE= ， BD AE= ，

BCE\D 为等边三角形，

9BE BC\ = = ， 60CBEÐ = °，

30ABCÐ = °Q ，

90ABE\Ð = ° ，

在Rt ABED 中， 2 2 2 25 9 106AE AB BE= + = + = ，

106BD\ = ．

故答案为： 106 ．

【点评】本题考查了旋转的性质：对应点到旋转中心的距离相等；对应点与旋转中心所连线段的夹角等于

旋转角；旋转前、后的图形全等．

【例题16】 （2022•灞桥区校级一模）如图， D 是等边三角形 ABC 外一点， 3AD = ， 2CD = ，当 BD长

最大时， ABCD 的面积为　
19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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