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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回归知识必备
*1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

Ａ={ 1 2 3, , na a a aK } 元素特点：互异性、无序性、确定性。
概念

一组对象的全体. ,x A x A 
子集

真子集

Ａ的子集有 2n
个，        真子集有 2 1n  个，

非空真子集有 2 2n  个,    非空子集有 2 1n  个，关系

相等 ,A B B A A B   

A  ；

,A B B C A C   

交集  | ,x xB x BA A I 且

并集  | ,x xB x BA A U 或

集

合

运算

补集  |U x x UC A x A 且

【提醒】：数轴和韦恩图是进行交、并、补运

算的有力工具.
在具体计算时不要忘了集合本身和空集

这两种特殊情况，补集思想常运用于解决否

定型或正面较复杂有关问题。

概念 能够判断真假的语句。

原命题：

若 p ，则 q
逆命题：

若 q ，则 p
否命题：

若 p ，则 q

命题 四种

命题

逆否命题：

若 q ，则 p

充分条件 p q ， p 是 q 的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 p q ， q 是 p 的必要条件充要

条件
充要条件 p q ， ,p q互为充要条件

若命题 p 对应集合 A，命题 q 对应集合 B ，则

p q 等价于 A B ， p q 等价于 A B 。

或命题 p q ， ,p q有一为真即为真， ,p q均为假时才为假。 类比集合的并

且命题 p q ， ,p q均为真时才为真， ,p q有一为假即为假。 类比集合的交逻辑

连接词
非命题 p 和 p 为一真一假两个互为对立的命题。 类比集合的补

全称量词 ，含全称量词的命题叫全称命题，其否定为特称命题。

常

用

逻

辑

用

语

量词
存在量词 ，含存在量词的命题叫特称命题，其否定为全称命题。

集

合

与

常

用

逻

辑

用

语

命题的否定与否命题

*1.命题 p q 的否定与它的否命题的区别：

命题 p q 的否定是 p q  ,        否命题是 p q   .
命题“ p 或 q ”的否定是“ p 且 q ”,    “ p 且 q ”的否定是“ p 或 q ”.

*2.常考模式： 
全称命题 p： , ( )x M p x  ；     全称命题 p 的否定 p： , ( )x M p x   .
特称命题 p： , ( )x M p x  ；     特称命题 p 的否定 p： , ( )x M p x   .

【自我反思】

1．你知道集合中的元素互异性吗？研究集合一定要首先看清什么？研究集合交、并、补运算时，你注意到两种极

端情况了吗？你会用补集的思想以及借助于数轴或韦恩图进行解决有关问题吗？ 
2．存在性命题和全称命题是什么？如何否定？ 命题的否定和否命题一样吗？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的

概念记住了吗？如何判断？反证法证题的三部曲你还记得吗？  

互　　　　否

　　为　逆

　为　　　逆

互　　　　　否

互　

否

互　

否

互　逆

原命题

若 p 则

q

互　逆 逆命题

若 q 则

p

逆否命题

若 q 则 p

逆否命题

若 q 则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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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 “若 a 和b 都是偶数，则 ba  是偶数”的否命题是“若 a 和b 不都是偶数，则 ba  是奇数”

否定是“若 a 和b 都是偶数，则 ba  是奇数”

若 2x  ，则 2x  ；真命题

*2.复数与统计与统计案例 概率

虚数单位
规定：

2 1i   ；实数可以与它进行四则运算，并且运算时原有的加、乘运算律仍

成立。   4 4 1 4 2 4 31, , 1, ( )k k k ki i i i i i k         Z 。

复数
形如 ( , )a bi a b  R 的数叫做复数， a 叫做复数的实部，

b 叫做复数的虚部。 0b  时叫虚数、 0, 0a b  时叫纯虚数。

复数相等 ( , , , ) ,a bi c di a b c d a c b d      R

概念

共轭复数 实部相等，虚部互为相反数。即 z a bi  ，则 z a bi  。

加减法 ( ) ( ) ( ) ( )a bi c di a c b d i       ， ( , , , )a b c d  R 。

乘法 ( )( ) ( ) ( )a bi c di ac bd bc ad i      ， ( , , , )a b c d  R
运算

除法 2 2 2 2 , , ,( ) ( ) ( 0, )a b c dac bd bc daa bi c di i c di
c d c d


       
 

R

复数

的概

念和

运算

几 何

意义

复数 z a bi  一一对应
复平面内的点 ( , )Z a b 一一对应

向量OZ
uuur

向量OZ
uuur

的模叫做复数的模，
2 2z a b 

复

数 主

要

性

质

复数

运算

*1.运算律：⑴ m n m nz z z   ；  ⑵ ( )m n mnz z ；  ⑶ 1 2 1 2( ) ( , )m m mz z z z m n N   .
【提示】注意复数、向量、导数、三角等运算率的适用范围.

*2.模的性质：⑴ 1 2 1 2| | | || |z z z z ；  ⑵ 1 1

2 2

| || |
| |

z z
z z

 ；  ⑶
nnz z .

*3.重要结论：    
22

1 2z z z z   ；    21 2i i   ；  
1
1

i i
i


 


，

1
1

i i
i





；

i 性质：T=4； 1,,1, 4342414   nnnn iiiiii .

简单抽样 从总体中逐个抽取且不放回抽取样本的方法。

分层抽样 将总体分层，按照比例从各层中独立抽取样本的方法。随机

抽样
系统抽样 将总体均匀分段，每段抽取一个样本的方法。

等概率抽样。

众数 样本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据。

中位数 从小到大排序后，中间的数或者中间两数的平均数。

平均数 1 2, , , nx x xL 的平均数是 1 2
1 ( )nx x x x
n

   L 。

统

计

与

统

计

案

例

统

计
样本

估计

总体

方差 1 2, , , nx x xL 的平均数为 x ， 2 2

1

1 ( )
n

i
i

s x x
n 

  。

标准差
2

1

1 ( )
n

i
i

s x x
n 

 

定义

如果随机事件 A在 n 次试验中发生了m 次，当试验的次数 n 很大时，我们可以将发生的频率
m
n

作为事件 A发生的概率的近似值，即   mP A
n

 。

互斥事件 事件 A和事件 B 在任何一次实验中不会同时发生事件

关系 对立事件 事件 A和事件 B ，在任何一次实验中有且只有一个发生。

基本性质 0 ( ) 1P A  ， ( ) 0P   ， ( ) 1P   。 
性质

互斥事件 事件 ,A B 互斥，则 ( ) ( ) ( )P A B P A P B   。

类比集合关系。

概

率

特征 基本事件发生等可能性和基本事件的个数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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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

概型 计算公式 ( ) mP A
n

 ， n 基本事件的个数、m 事件 A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

特征 基本事件个数的无限性每个基本事件发生的等可能性。
几何

概型
计算公式 ( ) AP A 

构成事件 的测度

试验全部结果所构成的测度

3.平面向量
向量 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表示向量的有向线段的长度叫做该向量的模。

0
r
向量 长度为0 ，方向任意的向量。【0

r
与任一非零向量共线】

平行向量 方向相同或者相反的两个非零向量叫做平行向量，也叫共线向量。

向量的模
22 2 2 2 2| | , | |a x y a a x y    

r r r

两点间的距离 若    1 1 2 2, , ,A x y B x y ，则    2 2
2 1 2 1| |AB x x y y   

向量夹角

起点放在一点的两向量所成的角，范围是 0, 。   ,a b
r r

的夹角记为 ,a b 
r r

。

,a b 
r r

锐角 0a b  
r r

, ,a b
r r

不同向；    ,a b 
r r

为直角 0a b  
r r

；    ,a b 
r r

钝角 0a b  
r r

, ,a b
r r

不反向.
向量的夹角带有方向性：向量是有方向的，向量间的夹角表示两个向量正方向的夹角

重

要

概

念

投影 ,a b  
r r

， cosb 
r

叫做b
r
在 a

r
方向上的投影。【注意：投影是数量】

基本定理
1 2,e e

r r
不共线，存在唯一的实数对 ( , )  ，使 1 2a e e  

r r r
。若 1 2,e e

r r
为 ,x y 轴上的单位正

交向量， ( , )  就是向量 a
r
的坐标。

一般表示 坐标表示

共线条件 / /a b
r r

（ 0b 
r r

共线 存在唯一实数 ， a b
r r

1 2 1 2x y y x  ＝0

重

要

法

则

定

理 垂直条件 0a b a b  
r r r r

g 。 1 1 2 2 0x y x y  。

法则

设 ,AB a BC b 
uuur r uuur r

， 那 么 向 量 AC
uuur

叫 做 a
r
与 b

r
的 和 ， 即

a b AB BC AC   
r r uuur uuur uuur

；向量加法的三角形法则可推广至多个向量相

加： A B B C C D  
uuur uuur uuur

PQ QR 
uuur uuur

L AR
uuur

，但这时必须“首尾相

连”。

1 2 1 2( , )a b x x y y   
r r

。加法

运算

算律 交换律 a b b a  
r r r r

，结合律 ( ) ( )a b c a b c    
r r r r r r

减法

运算
法则

用“三角形法则”：设 , ,AB a AC b 
uuur r uuur r

a b
r r

那么

AB AC CA  
uuur uuur uuur

，由减向量的终点指向被减向量的终点。

注意：此处减向量与被减向量的起点相同。
1 2 1 2( , )a b x x y y   

r r

概念
a 
r
为向量， 0  与 a

r
方向相同，

0  与 a
r
方向相反， a a 

r r
。

( , )a x y  
r

数乘

运算

算律
分配律 aa )()(   ， aaa   )( ，

分配律 baba   )(
与数乘运算有同样的坐标表示。

概念 cos ,a b a b a b   
r r r r r r
g 1 2 1 2a b x x y y 

r r
g 。

主要

性质

2
a a a
r r r
g ，|a·b|≤|a||b|

22 2 2 2 2| | , | |a x y a a x y    
r r r

平

面

向

量

数量

积运

算
算律 a b b a

r r r r
g g ，分配律 ( )a b c a c b c  

r r r r r r
g g g ， ( ) ( ) ( )a b a b a b   

r r r r r r
g g g 。

各

种

运

算

算律

向量运算和实数运算有类似的地方也有区别：

对于一个向量等式，可以移项，两边平方、两边同乘以一个实数，两边同时取模，两边同乘以一个向量，但不能两

边同除以一个向量，即两边不能约去一个向量，切记两向量不能相除(相约)；      （2） ( ) ( )a b c a b c  
r r r r r r



高中数学考前回归基础知识必备

4

几何表示法 用带箭头的有向线段表示，如 AB
uuur

，注意起点在前，终点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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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表示法 用一个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如 a
r
， b

r
， c

r
等；

向

量

的

表

示

方

法

坐标表示法

在平面内建立直角坐标系，以与 x 轴、 y 轴方向相同的两个单位向量 i
r
， j

r
为基底，则平面内的任一向

量 a
r
可表示为  ,a xi y j x y  

r r r
，称  ,x y 为向量 a

r
的坐标， a ＝  ,x y 叫做向量 a 的坐标表示。如果向

量的起点在原点，那么向量的坐标与向量的终点坐标相同。

三角形的四个“心”

重心：三角形三条中线交点.                外心：三角形三边垂直平分线相交于一点.

内心：三角形三内角的平分线相交于一点.    垂心：三角形三边上的高相交于一点.

*4.不等式、线性规划
两个实数的顺序关系：

0a b a b   
0a b a b   

a b b c a c   ，
0 0a b c ac bc a b c ac bc       ， ； ， ；

a b c d a c b d     ，

 0 0a b c d ac bd     ，  
同

向

不

等

式

*0 1 n nn na b n n a b a b      N， ， ；
取倒数法则 0ab  ，

1 1a b
a b

    

最值

定理

① , 0, 2x y x y xy  ≥由 ，若积 ( )xy P 定值 ，则当 x y 时和 x y 有最小值 2 p ；

② , 0, 2x y x y xy  ≥由 ，若和 ( )x y S  定值 ，则当 x y 是积 xy有最大值 21
4

s .

【推广】：已知 Ryx , ，则有 xyyxyx 2)()( 22  .
（1）若积 xy是定值，则当 || yx  最大时， || yx  最大；当 || yx  最小时， || yx  最小.
（2）若和 || yx  是定值，则当 || yx  最大时， || xy 最小；当 || yx  最小时， || xy 最大

均值不

等式

平方平均≥算术平均≥几何平均≥调和平均      
2 2

2( )
2 2

a b a bab  
≤ ≤ ( , ,a b R 当且仅当 a b 取“  ”)

2 22 2 “ ”1 1 2 2
ab a b a bab a b

a b
a b

 
  


≤ ≤ ≤ （当且仅当 时取 ）

 

糖水的

浓度
0 0a b a m   ， ，则 b m b b m

a m a a m
 

 
 

.        【说明】： b b m
a a m





（ 0, 0a b m   ）.

基

本

不

等

式

“ 1 ”

的

代换

③已知 , , , Ra x b y  ，若 1ax by  ，则有： 21 1 1 1
( )( ) 2  ( )

by ax
ax by a b a b ab a b

x y x y x y
           ≥

④ , , , Ra x b y  ，若 1
a b
x y

  则有：   2( ) 2 ( )
ay bx

x y x y a b ab a b
x y

        

当 0A  时，若 0Ax By C   表示直线 l 的右边， 0Ax By C   表示直线 l 的左边.

当 0B  时，若 0Ax By C   表示直线 l 的上方， 0Ax By C   表示直线 l 的下方.

设曲线 1 1 1 2 2 2: ( )( ) 0C A x B y C A x B y C     （ 1 2 1 2 0A A B B  ），则 1 1 1 2 2 2( )( ) 0A x B y C A x B y C     或 0 所表示的平

面区域：两直线 1 1 1 0A x B y C   和
2 2 2 0A x B y C   所成对顶角区域（上下或左右两部分）.

线

性

规

划

平面

区域

点
0 0 0( , )P x y 与 ( ),f x y 位置关系：若 ( , )f x y 为封闭曲线（圆、椭圆、 | | | |x a y b m    等），则

0 0( ), 0f x y  ，

称点在曲线外部；若 ( , )f x y 为开放曲线（抛物线、双曲线等），则 0 0( ), 0f x y  ，称点亦在曲线“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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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
已知直线 : 0l Ax By C   ，目标函数 z Ax By  .

①当 0B  时，将直线 l 向上平移，则 z 的值越来越大；直线 l 向下平移，则 z 的值越来越小；

②当 0B  时，将直线 l 向上平移，则 z 的值越来越小；直线 l 向下平移，则 z 的值越来越大；

z ax by  若 0b  ，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越大，z 越大，若 0b  ，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越大，z 越小.

y m

x n



 （

s i n
c o s

x m
x n


 ）

表示过两点 ( , ), ( , )x y n m 的直线的斜率，特别 y

x
表示过原点和  ,n m 的直线的斜率

几何

意义

明

   2 2t x m y n       2 2t x m y n    表示区域内的点到（m,n）的距离的平方

*5.函数﹑基本初等函数 I 的概念、图像与性质

函数的

概念

函数用 f(x)来表示：即 x 按照对应法则 f 对应的函数值为 f(x)．函数有解析式和图像两种具体的表示形式。

定义域 A：x 取值范围组成集合。         值域 B：y 取值范围组成集合。对应法则 f：y 与 x 对应关系。

如：函数图像与 x轴的垂线至多有一个公共点,但与 y 轴垂线的公共点可能没有,也可能有任意个.

定义域

题型

(1) 具体函数：即有明确解析式的函数，定义域的考查有两种形式: 使函数解析式有意义

(如:分母 0 ;偶次根式被开方数非负; 零指数幂底数 0 ；实际问题有意义；对数真数 0 ,底数 0 且 1 ；

如 lg 1x 的解集： 0 10x  ； lny x 单调增区间 (0, )；如：不等式 lg | | 1x  的解集        { | 1 1 0}x x x   且

(2) 复合函数定义域求法：只要对应法则相同，括号里整体的取值范围就完全相同。

若 ( )f x 的定义域为 [ , ]a b ,其复合函数 [ ( )]f g x 的定义域可由不等式 ( )a g x b 解出；

若 [ ( )]f g x 的定义域为 [ , ]a b ,求 ( )f t 的定义域，相当于 [ , ]x a b 时,求 ( )t g x 的值域；

如若函数 2( 1)f x  的定义域为 [ 2,1) ，则 ( )f x 定义域为___（答：[1,5]）

函

数

概

念

及

其

表

示

区间

数轴上的一段数组成的集合可以用区间表示，区间分为开区间和闭区间，开区间用小括号表示，是大于或小于的意思；

闭区间用中括号表示，是大于等于或小于等于的意思；

（1）区间是集合的另类表示方式，区间就是集合，具有集合的一般性质。

（2）它是无限集，连续的实数。{ |1 2x x  或 4}x   表示成（1，2） { 4}U ，不能写成 (1,2) 4x  且 。

定义

如果 ( ) ( )f x f x  ,则 ( )f x 为偶函数；如果 ( ) ( )f x f x   ,则 ( )f x  为奇函数。

这两个式子有意义的前提条件是：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确定奇偶性方法有定义法、图像法等；

（1）若判断较为复杂解析式函数的奇偶性，应先化简再判断，如判断函数
2

2
lg(1 )( )

| 2 | 2
xf x

x



 

奇偶性  偶函数；

（2）奇函数在对称的单调区间内有相同的单调性；偶函数在对称的单调区间内有相反单调性；

（3）若 ( )f x 是偶函数,那么 ( ) ( ) (| |)f x f x f x   ；定义域含零的奇函数必过原点( (0) 0f  )；

判断

定义法判断：⑴定义域是关于原点对称的；       （2）计算 ( ) ( ) 0f x f x   或
( ) 1( ( ) 0)
( )

f x f x
f x


   ； 

若函数 2( )
1 2

x

x
kf x

k


 
（a 为常数）在定义域上为奇函数，则 k= 1

奇

偶

性

利用

(1).利用公式：f(-x)=- f(x)，f(-x)= f(x)，计算或求解析式； (2).利用复合函数奇偶性结论：F(x)=f(x)g(x)，奇奇得偶，

偶偶得偶，奇偶得奇；(3).F(x)=f(x)+g(x)，当 f(x)为奇，g(x)为偶时，代入-x 得：F(-x)=-f(x)+g(x),两式相加可以消去

f(x),两式相减可以消去 g(x),从而解决问题；（4）奇偶函数图像的对称性

周

期

性

对定义域内任意 x ，存在非零常数T ， ( ) ( )f x T f x  ，T 为 ( )f x 周期

⑴若 ( )y f x 对x R 时 ( ) ( )f x a f x a   恒成立,则 ( )f x 的周期为2 | |a ；

⑵若 ( )y f x 是偶函数,其图像又关于直线 x a 对称,则 ( )f x 的周期为 2 | |a ；

⑶ ( ) ( )f x a f x   ， 1( )
( )

f x a
f x

   或 ( ) ( )f x a f x k  或 ( ) ( )f x a f x k   T 为 2 | |a ；

定义 定义域内一区间 I ， 1 2 1 2, , ,x x I x x  增 1 2 1 2( ) ( )x x f x f x   ；减 1 2 1 2( ) ( )x x f x f x  

性

质

单

调

性 求单调

区间

定义法、导数法、图像法和特值法(用于小题)等（提醒：求单调区间时注意定义域）

导数法：i 求定义域：ii 求 ( )f x ；iii ( ) 0f x  的解构成增区间；注意：区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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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函数 1
2

2log ( 2 )y x x   的单调递增区间是     .( (1,2) )；函数 1y x
x

  单调增区间是  .( ( ,0) 和 (0, ) )

证明

定义法、导数法。判断单调性：小题首选复合函数法，其次求导数；大题首选求导数，其次用定义。

（1）定义法：i 取值 1 2x x ii 作差变形判断 1 2( ) ( )f x f x 符号；

（2）导数法：i 求 ( )f x ；ii 判断 ( )f x 符号；

利用

(1).求值域：利用单调性画出图像趋势，定区间，断。

(2).比较函数值的大小：画图看(3)解不等式：增 1 2 1 2( ) ( )x x f x f x   或 1 2 1 2( ) ( )f x f x x x   ；

减 1 2 1 2( ) ( )x x f x f x   或 1 2 1 2( ) ( )f x f x x x   (4).求系数：利用常规函数单调性结论，根据单调性求系数。

3log 1
5a  ，则 a 范围是

31 0
5

a a  或 ；

已知   log ( 0, 1)af x x a a   为 R 上增，则 ( 1) 0f x   的实数 x 的取值范围。 (0,1) (1,2)U

复合函

数

由“同增异减”判定：①分解为基本函数：内函数 ( )u g x 与外函数 ( )y f u
；    

②分别研究内、外函数在各自

定义域内的单调性        ③根据“同性则增，异性则减”来判断原函数在其定义域内单调性.

已知复合函数单调性，求字母范围：i 分解出内外层函数；ii 研究内外层函数的单调性的关系；

iii 兼顾函数的定义域；     如：若 y=log a (2-ax)在［0，1］上是 x 的减函数，则 a 的取值范围是    (1，2)

*6.函数﹑基本初等函数 I 的图像与性质

待定系数法

基本步骤

①确定所求问题含有待定系数的解析式；二次函数解析式的三种形式：

 一 般 式 ： 2( ) ( 0)f x ax bx c a    ；  顶 点 式 ： 2( ) ( ) ( 0)f x a x h k a    ；   零 点 式 ：

1 2( ) ( )( )( 0)f x a x x x x a    .

②根据恒等的条件，列出一组含待定系数的方程； 
③解方程组或者消去待定系数，从而使问题得到解决。

如一元二次不等式 ( ) 1f x x  解集是 (-1, )2 ,可设        ( )- +1=a(x+1)(x-2)f x x

配凑法 若 2
2

1 1( )f x x
x x

   ，则函数 ( 1)f x  =_____（答： 2 2 3x x  ）

坐标转移
函数 ( )y f x 关于函数 ln 1y x  图形关于直线 y x 对称，则 ( )f x      2 2xe 

函数 ( )y f x 与             的图像关于原点成中心对称； ( )y f x  

求

函

数

解

析

式

的

常

用

方

法
方程的思想

对已知等式进行赋值，从而得到关于 ( )f x 及另外一个函数的方程组；

函数 ( )f x 是一个偶函数， ( )g x 是一个奇函数，且
1( ) ( )

1
f x g x

x
 


，则 ( )f x 等于     2

1
1x 
；

若函数 ( ), ( )f x g x 分别是R 上的奇函数、偶函数，且满足 ( ) ( ) xf x g x e  ，则有 ( )f x =     
2

x xe e

对称

变换

①函数 ( )y f x 与 ( )y f x   的图像关于原点成中心对称

②函数 ( )y f x 与 ( )y f x  图像关于直线 0x ( y 轴)对称； 

③函数 ( )y f x 对 x R ， ( ) ( )f a x f a x   或 ( ) (2 )f x f a x  恒成立,图像关于 x a 对称；

④若 ( )y f x 对 x R 时, ( ) ( )f a x f b x   恒成立,则 ( )y f x 图像关于
2

a bx 
 对称；

函数 ( )y f a x  , ( )y f b x  的图像关于直线
2

b ax 
 对称(由 a x b x   确定)；

⑤函数  y f ax ( 0)a  的图象是把函数  y f x 的图象沿 x 轴伸缩为原来的
1
a
得到的。

如若函数 (2 1)y f x  是偶函数，则函数 (2 )y f x 的对称轴方程是_______(答：
1
2

x   )．

平移变换 左右平移----“左加右减”（针对 x而言）；上下平移----“上加下减”(针对 y 而言)

图

象

几

种

常

见

变

换

翻折变换 ( ) | ( ) |f x f x ； ( ) (| |)f x f x .注意翻折时机和翻折的本质：如 | 3|2 xy  由 | |2 xy  向右平移 3 单位

配方法

二次函数（二次函数在给出区间上的最值有两类：一是求闭区间 [ , ]m n 上的最值；

二是求区间定（动），对称轴动（定）的最值问题。      求二次函数的最值问题，勿忘数形结合，注意“两看”：

一看开口方向；二看对称轴与所给区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如求函数 2 2 5, [ 1,2]y x x x     的值域（答：[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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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元法 通过换元把一个较复杂的函

数变为简单易求值域的函数，其函数特征是函数解析式含有根式或三角函数公式模型，如 2 1 1y x x    的值域为

_____（答： (3, ) ）（令 1x t  ， 0t  。运用换元法时，要特别要注意新元 t 的范围）；

有界性 利用已学过函数的有界性，确定值域，最常用的就是三角函数的有界性，如
2sin 1
1 sin

y 






1( , ]
2



单调性 利用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等函数的单调性，如求 2
2

9sin
1 sin

y x
x

 


；
11[ ,9]
2

；

数形结合

函数解析式具有明显的某种几何意义，如两点的距离、直线斜率、等等，如已知点 ( , )P x y 在圆 2 2 1x y  上，求
2

y
x 

的取值范围（答：
3 3[ , ]

3 3
 ）；求 2 2( 2) ( 8)y x x    的值域（答： [10, ) ）； 

判别式 求 21
xy
x




的值域（答：
1 1[ , ]
2 2

 ）；

不等式
利用基本不等式 2 ( , )a b ab a b R    求函数的最值，其题型特征解析式是和式时要求积为定值，解析式是积时要

求和为定值，不过有时须要用到拆项、添项和两边平方等技巧。

求

函

数

值

域

（

最

值）

的

方

法

导数法
一般适用于高次多项式函数，如求函数 3 2( ) 2 4 40f x x x x   ， [ 3,3]x   的最小值。（答：－48）

提醒：求函数的定义域、值域时，你按要求写成集合包括区间形式了吗？

*7. 函数与方程﹑函数模型及其应用
定义域 R 值域 (0, )

0 1a 
( , )  单调递减，

0x  时 1y  ， 0x  时0 1y 指数函数

( 0, 1)xy a a a  且

 
1a 

( , )  单 调 递 增 ， 0x  时

0 1y  ， 0x  时 1y 

函数的定义域为 (0, )

函数的值域为 R；函数 11( )
2

xy  的值域是__．（0，＋∞）；

0 1a 
在 (0, ) 单 调 递 减 ， 0 1x  时

0y  ， 1x  时 0y 

对 数 函 数 ： 函 数

log ( 0,ay x a 

1)a 且 ；
2( 3 3) xy a a a    是

指 数 函 数 ， 则 有

（ 2.a  ） 1a 
在 (0, ) 单调递增，

0 1x  时 0y  ， 1x  时 0y 

0  幂函数的图象通过原点，并且在区间 ),0[ 
上是增函数

1 幂函数的图象下凸

10   幂函数的图象上凸

基本

初等

函数

Ⅰ

幂函数
一 般 地 ， 形 如  
y x ( )a R  的函

数称为幂函数，其中

 为常数． 0 

幂函数的图象在区间 ),0(  上是减函数．在

第一象限内，当 x 从右边趋向原点时，图象在

y 轴右方无限地逼近 y 轴正半轴，当 x 趋于

 时，图象在 x 轴上方无限地逼近 x 轴正

半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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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函数

对数

函数

对数与对数性质：

⑴ log log n
n

a a
b b ( 0, 1, 0, 0)a a b n    ；  ⑵对数恒等式

log ( 0, 1, 0)a Na N a a N   

⑶ log ( ) log log ;log log log ;log logn
a a a a a a a a

MM N M N M N M n M
N

      ； 1log logn
a aM

n
M ；

⑷对数换底公式
loglog
loga

b

b

NN
a

 ( 0, 1, 0, 1)a a b b     

概念

函数 ( )y f x 的零点就是方程 ( ) 0f x  实数根，亦即函数 ( )y f x 的图象与 x 轴交点的横坐标．即：方程 ( ) 0f x  有

实数根 函数 ( )y f x 的图象与 x 轴有交点 函数 ( )y f x 有零点；如：函数 ( ) | lg |f x x x  在定义域上零点个

数为 1函数

零点
存在

定理
图象在[ , ]a b 上连续不断，若 ( ) ( ) 0f a f b  ，则 ( )y f x 在 ( , )a b 内存在零点。

方法
对于在区间 a[ ， ]b 上连续不断，且满足 ( )f a · ( )f b 0 的函数 ( )y f x ，通过不断地把函数 ( )f x 的零点所在区间

一分为二，使区间两个端点逐步逼近零点，进而得到零点近似值的方法叫做二分法．

第一步 确定区间 ,a b ，验证 ( ) ( ) 0f a f b  ，给定精确度 。

第二步 求区间 ,a b 的中点 c；

步骤

第三步

计算  f c ：（1）若   0f c  ，则 c就是函数的零点；（2）若     0f a f c  ，则令b c

（此时零点  0 ,x a c ）；（3）若     0f c f b  ，则令 a c （此时零点  0 ,x c b ）．（4）
判断是否达到精确度 : 即若 a b   ，则得到零点近似值 a（或 b ）；否则重复（2）～

（4）．

二

分

法

函数
2( ) ln( 1)f x x
x

   的零点所在的大致区间是（0，1）或 (1 , 2) （画图
2ln( 1)x
x

  ；注意： ( ) 0f x  只能说明函数在

( 1,0),(0, )  分别增，不是在定义域内增，不能误认为零点只有一个（错））

*8. 导数及其应用

概念 ( )f x 在点 0x 处的导数 0 0

0 0( ) lim
( ) ( )

x
f x

f x x f x
x 

 
  


如当 0,x 

sin( ) sin
3 3

x

x

 
  




        .

（1）“在”点 1 1( , )x y 处的切线：ⅰ斜率= 1( )k f x ⅱ切线 1 1 1( )( )y y f x x x  

曲线 ( )y f x 在点   0, 0P x f x 处的切线的斜率是  0f x ，相应地切线的方程是   0 0 0y y f x x x    。

（2）“过”点 1 1( , )x y 在曲线上 0 0( )y f x 切线： 

ⅰ设切点 0 0( , )x y ；ⅱ求切线方程；iii 列方程组：切点 0 0( , )x y 在曲线上 0 0( )y f x ；

切点在切线 1 0 1( )( )y y f x x x   上；iv 解方程组，得 0x ，求切线。

如 3( ) 3f x x x  ，过 (2, 6)P  作 ( )y f x 的切线，求此切线的方程（答：3 0x y  或24 54 0x y   ）。

如经过原点且与曲线 y= 9
5

x
x




相切的方程是      两个切点 A(－3，3)或 B(－15, 3
5

)x+y=0 或
25
x +y=0；

几何

意义

在求曲线的切线方程时，要注意区分所求切线是曲线上某点处的切线，还是过某点的切线：

曲线上某点处的切线只有一条，而过某点的切线不一定只有一条，即使此点在曲线上也不一定只有一条；

瞬时速度；V＝s/(t)　表示即时速度。a=v/(t)  表示加速度。

概

念

与

几

何

意

义

物理

意义 如一物体的运动方程是 21s t t   ，其中 s 的单位是米， t 的单位是秒，那么物体在 3t  时的瞬时速度为____
（5 米/秒）

导

数

及

其

应

用

运

算

基本

公式
⑤ 'C 0 ；   ② ' 1( )n nx nx  ； ③ '(sin ) cosx x ；   ④ '(cos ) sinx x  ； 2

1 1( ) '
x x

  ；
1(ln ) 'x
x



http://www.xjktyg.com/w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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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 ) lnx xa a a ；⑥ '( )x xe e ；    ⑦ ' 1(log )
lna x

x a
 ；  ⑧ ' 1(ln )x

x
 。

运算

法则

2( ) ; ( ) ; ( ) ;u u v uvu v u v uv u v uv
v v

             复合函数求导法则  ( ( )) ' '( ( )) '( )y f g x f g x g x 

如等比数列 na 中， 1 2a  ， 8a =4，函数   1 2 8( )( ) ( )f x x x a x a x a   L ，则  ' 0f    122

解：  ' '
1 2 8 1 2 81 [( )( ) ( )] [( )( ) ( )]f x x a x a x a x x a x a x a         L L 故 ' 4 12

1 2 3 8 1 8(0) ( ) 2f a a a a a a  L  
①若 ( ) 0f x  ,则 ( )f x 为增函数；若 ( ) 0f x  ,则 ( )f x 为减函数；

若 ( )f x 的符号不确定,则 ( )f x 不是单调函数。

②若函数 ( )y f x 在区间（ ,a b ）上单调递增，则 ( ) 0f x  ，反之等号不成立；若函数 ( )y f x 在区间（ ,a b ）

上单调递减，则 ( ) 0f x  ，反之等号不成立

如：已知 ( )f x 为减函数求字母取值范围,那么不等式 ( ) 0f x  恒成立。如：设 0a  函数 3( )f x x ax  在 [1, )
上单调函数，则实数 a 的取值范围______（答： 0 3a  ）；

已知函数 2 2( ) ln ( 0),f x x a x x
x

    若 ( )f x 在[1, ) 上单调递增，求 a 的取值范围： 0a  ；

如：若函数 y=－ 4
3

x3+bx 有三个单调区间，则 b 的取值范围是_____解析：y′=－4x2+b，若 y′值有正、有负，

则 b>0；如： 
1( )f x x
x

  的单调减区间：减区间 ( 1,0),(0,1) ，你会画图吗？

函数的

单调性

求函数的单调区间的具体步骤是：①确定 ( )f x 的定义域；②计算导数 / ( )f x ；③求出 / ( ) 0f x  的根；

④用 / ( ) 0f x  的根将 ( )f x 的定义域分成若干个区间,列表考察这若干个区间内 / ( )f x 的符号,进而确定 ( )f x 的单

调区间；

研

究

函

数

性

质

思考
1.导数有哪些应用？（求斜率，判断单调性与求单调区间，求极值与最值，证明不等式），导数

的几何意义是什么？物理意义呢？知道是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了微积分吗？

2．求导数的规则、公式你都记得吗？一共有多少个公式？有两个容易记错！导函数相同的两个

原函数一定也相同吗？请举例说明。

3．导数的定义还记得吗？它的几何意义和物理意义分别是什么？利用导数可解决哪些问题？具

体步骤还记得吗？求切线，求极值，求单调区间，求最值，

4 导数求曲线的切线步骤是什么？你能区别“在”一点处的切线和“过”一点的切线吗？ 

*9. 导数及其应用

函数的极值定义：设函数 ( )f x 在点 0x 附近有定义，如果对 0x 附近所有的点，都有 0( ) ( )f x f x ，就说是 0( )f x 函数

( )f x 的一个极大值。记作 y极大值 ＝ 0( )f x ，如果对 0x 附近所有的点，都有 0( ) ( )f x f x ，就说是 0( )f x 函数 ( )f x 的一

个极小值。记作 y极小值 ＝ 0( )f x 。极大值和极小值统称为极值。

极值是一个局部概念 由定义，极值只是某个点的函数值与它附近点的函数值比较是最大或最小 并不意味着它在函数

的整个的定义域内最大或最小；函数的极值点一定出现在区间的内部，区间的端点不能成为极值点   而使函数取得

最大值、最小值的点可能在区间的内部，也可能在区间的端点

导

数

及

其

应

用

研

究

函

数

性

质

极

值
如：设 f（x）=x3－3ax2+2bx 在 x=1 处有极小值－1，试求 a、b 的值，并求出 f（x）的单调区间；

解 
3 6 2 0,
2 3 2 0.

a b
a b

  
   

a= 1
3

b=－ 1
2
此时 f（x）=x3－x2－x， f （x）=3x2－2x－1=3（x+ 1

3
）（x－1）

当 f （x）>0 时，x>1 或 x<－ 1
3
，当 f （x）<0 时，－

1
3

 <x<1∴单调增区间（－∞，－
1
3
）和（1，+∞），

减区间（－
1
3
，1）；

http://www.xjktyg.com/wxc/
http://www.xjktyg.com/w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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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函数 f(x)的极值的步骤: (1)确定函数的定义区间，求导数 f′(x) ；(2)求方程 f′(x)=0 的根；(3) 列表（分区

讨论单调性和极值点）：用函数的导数为 0 的点，顺次将函数的定义区间分成若干小开区间，并列成表格检查 f′(x)

在方程根左右的值的符号，如果左正右负，那么 f(x)在这个根处取得极大值；如果左负右正，那么 f(x)在这个根处

取得极小值；如果左右不改变符号即都为正或都为负，则 f(x)在这个根处无极值； 

提醒：给出函数极大(小)值的条件，一定要既考虑 0( ) 0f x  ，又要考虑检验“左正右负”(“左负右正”)的转化，

否则条件没有用完，这一点一定要切记！

  3 2 2 1f x x ax bx a x    在 处有极小值 10，则 a+b 的值为___－7； 3, 3a b   （舍）或 4, 11a b   ；

 ,a b 上的连续函数一定存在最大值和最小值，最大值和区间端点值和区间内的极大值中的最大者，

最小值和区间端点和区间内的极小值中的最小者。
最

值 在闭区间  ,a b 上连续的函数 ( )f x 在  ,a b 上必有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步骤：ⅰ讨论单调区间；ii。判断极值；ⅲ 极值

与闭区间端点的函数值比较,最大的为最大值,最小的是最小值。如：函数 3 22 3 12 5y x x x    在[0，3]上的最大值、

最小值分别是______（答：5；-15）

函数 )()()( xgxfxF  有零点或者方程 )()( xgxf  有解：

①（代数法）根据极值正负，画图观察函数 )()()( xgxfxF  图像与 X 轴交点情况；

②（几何法）作图要准确。方程 )()( xgxf  ，两个函数图像有交点。
零点

零点定理：设函数 ）（xf 在闭区间 ],[ ba 上连续，且 ( ) ( ) 0f a f b ＜ ．那么在开区间 ),( ba 内至少有函

数 )(xf 的一个零点，即至少有一点 （ a ＜ ＜ b ）使 0)( f ．

如：（1）若方程 22 1 0ax x   在（0，1）内恰有一解，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1a  ；

反

思

1．求极值，求单调区间，求最值？利用导数求函数单调区间时，一般由 / ( ) 0f x  解得的区间是单调

增区间；利用导数求函数最值的步骤你还清楚吗？最好是列表！ “函数在某点取得极值”你会灵

活应用吗？不仅表示在该点的导函数值为零，而且导函数在该点两侧函数值的符号相异的。

2．极值就是最值吗？极大值一定大于极小值吗？ 你记得极值的定义原文吗吗？使 f/（x）=0 的 x
的值就是极值点吗？求最值的根本方法是什么（单调性法）？其它方法呢？（均值不等式法），求

最值的口诀你记得吗？（不在极点处，便在端点处）；

对 f（x）=x3+bx2+cx+d，f/（x）大致图象是怎样？。

*10. 三角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三

角

函

数

的

图

象

与

性

质

基

本

问

题

角概念的推广

1. 终边与 终边相同 2 ( )k k Z      ；习惯上 x 轴正半轴作为角起始边，叫角的始边;
2. 象限角的概念：在直角坐标系中，使角的顶点与原点重合，角的始边与 x轴的非负半轴重合，角的终边

在第几象限，就说这个角是第几象限的角。如果角的终边在坐标轴上，就认为这个角不属于任何象限。

http://www.xjktyg.com/w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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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度制的定义 l R  ；弧长公式 | |l r ；  扇形面积公式： 21 1

2 2
| |S lr r 扇 形

；   1弧度(1rad )≈57.3 .

任意角的三角

函数定义

角 中边上任意一点 P 为 ( , )x y ，设 | |OP r 则： s in , c o s ,y x
r r

    t a n y
x

 

注意： tan15 cot 75 2 3     ； tan75 cot15 2 3    

同角三角

函数关系
2 2 sinsin cos 1, tan

cos
  


  

诱导公式
360 ,180     ，  ，90 ,270     ， “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周期 奇偶性 对称中心 对称轴

sin( )y A x  
2
| |

T 


 奇函数 ( , 0)( )k Zk 





( ( )
2

)x k Zk     

性

质

与

图

象
cos( )y A x  

2
| |

T 


 偶函数 ( , 0)( )
2

k Zk 
    ( )x k Zk   

上下平移 ( )y f x 图象平移 k 得 ( )y f x k  图象， 0k  向上， 0k  向下。
平移变换

左右平移 ( )y f x 图象平移  得 ( )y f x   图象， 0  向左， 0  向右。

x 轴方向 ( )y f x 图象各点把横坐标变为原来 倍得
1( )y f x


 的图象。
伸缩变换

y 轴方向 ( )y f x 图象各点纵坐标变为原来的 A倍得 ( )y Af x 的图象。

中心对称 ( )y f x 图象关于点 ( , )a b 对称图象的解析式是 2 (2 )y b f a x  

图

象

变

换

对称变换
轴对称 ( )y f x 图象关于直线 x a 对称图象的解析式是 (2 )y f a x  。

三

角

形

中

的

三

角

变

换

正

切

函

数

的

图

象

和

性

质

（1）定义域：{ | , }
2

x x k k Z    。遇到有关正切函数问题时，你注意到正切函数的定义域了吗？

（2）值域是 R，在上面定义域上无最大值也无最小值；

（3）周期性：是周期函数且周期是 ，它与直线 y a 的两个相邻交点之间的距离是一个周期 。绝对值或

平方对三角函数周期性的影响：一般说来，某一周期函数解析式加绝对值或平方，其周期性是：弦减半、切

不变．既为周期函数又是偶函数的函数自变量加绝对值，其周期性不变，其它不定。 

（4）奇偶性与对称性：是奇函数，对称中心是 ( ,0)
2

k  k Z ，特别提醒：正(余)切型函数的对称中心有

两类：一类是图象与 x 轴的交点，另一类是渐近线与 x 轴的交点，但无对称轴，这是与正弦、余弦函数的不

同之处。

（5）单调性：正切函数在开区间  ( , )
2 2

k k k Z      内都是增函数。但要注意在整个定义域上不具

有单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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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 (0, )
2

x 
 ，则 sin tanx x x  ；       (2) 若 (0, )

2
x 

 ，则1 sin cos 2x x  ≤ ；

(3) | sin | | cos | 1x x ≥ ；    (4)
x

xxf sin)(  在 ),0(  上是减函数；   （5）若 sin ,cos 1,x x  sin ,cos 1x x 

*11.  三角恒等变换
和差角公式 倍角公式

正弦 s i n ( )
s i n c o s c o s s i n

 
   


  sin 2 2sin cos  

余弦
c o s ( )

c o s c o s s i n s i n
 

   


 m

2 2

2 2

c o s 2 c o s s in
2 c o s 1 1 2 s in

  

 

 

   

变

换

公

式

正切
t a n t a nt a n ( )

1 t a n t a n
  

 


 
m 2

2 t a nt a n 2
1 t a n







2

2 tansin 2
1 tan







2

2

1 tancos 2
1 tan








2 1 cos 2sin

2
 



2 1 cos 2cos
2

 


三

角

恒

等

变

换

三角变换
指角(“配”与“凑”)、函数名(切割化弦)、次数(降与升) 、系数(常值“1”) 和 运算结构(和与积)
的变换，其核心是“角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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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技巧 角的拆变，公式变用，切割化弦，倍角降次，“1”的变幻，设元转化，引入辅角，平方消元等

角的变换 已知角与特殊角的变换、已知角与目标角的变换、角与其倍角的变换、两角与其和差角的变换.

角的“配”与
“凑”

掌握角的“和”、“差”、“倍”和“半”公式后，还应注意一些配凑变形技巧，如下：

2     ， 2
2
   ； 2

2
 

 


   ，    2 2 2
    

    ；

( ) ( ) 2 2 2 2       
          

        ；

2 2[( ) ] 2[( ) ] ( ) ( ) ( ) ( )                            ；

2 ( )        ， 2 ( )        ；

15 45 30 ,75 45 30         ；  4 2 4
       等.

“降幂”与
“升幂”

（次的变

化）

利用二倍角公式
2 2 2 2cos 2 cos sin 2cos 1 2sin1          和二倍角公式的等价变形

2 cos 2sin 1
2   ， 2 sin 2cos 1

2   ，可以进行“升”与“降”的变换，即“二次”与“一次”的

互化.
切割化名

的变化

利用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将不同名的三角函数化成同名的三角函数，

以便于解题.经常用的手段是“切化弦”和“弦化切”.

常值变换 常值 3 321 , , , ,1, 32 2 3 2
可作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来代换.此外，“1”常值

引入辅助

角

2 2

2 2 2 2
sin cos ( sin cos ) sin( )a ba b a b

a b a b
     

 
      ，

期中
2 2 2 2

cos ,sin , tana b b
aa b a b

  
 

   . 特别的， sin cos 2 sin( )
4

A A A  
 ;

sin 3 cos 2sin( )
3

x x x  
 ， 3 sin cos 2sin( )

6
x x x  

 等.

若方程 sin 3 cosx x c  有实数解，则 c的取值范围是__（答：[－2,2]）；

当函数 2 3y cos x sin x  取得最大值时， tan x 的值是______(答：
3
2

 )；

如果    sin 2cos( )f x x x     是奇函数，则 tan = (答：－2)；

特殊结构

的构造

构造对偶式，可以回避复杂三角代换，化繁为简.
举例： 2 2sin 20 cos 50 sin 20 cos50A       ， 2 2cos 20 sin 50 cos 20 sin 50B       

可以通过
12 sin 70 , sin 70
2

A B A B        两式和，作进一步化简.

三

角

变

换

整体代换
举例： sin cosx x m  22sin cos 1x x m    sin( ) m   ，

sin( ) n   ，可求出 sin cos ,cos sin    整体值，作为代换之用.

*12.  解三角形

定理 sin sin sin
a b c

A B C  。

变形 2 sin , 2 sin , 2 sina R A b R B c R C   （ R 外接圆半径）。

正

弦

定

理 类型 三角形两边和一边对角、三角形两角与一边。

射影定理：

cos cosa b C c B 
cos cosb a C c A 
cos cosc a B b A 

解

三

角

形 余

弦 定理 2 2 2 2 2 2 2 2 22 cos , 2 cos , 2 cosa b c bc A b a c ac B c a b ab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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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

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76044042045010143

https://d.book118.com/576044042045010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