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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晚 数

一、实数的分类

1.奇数和偶数：整数中，能被 2整除的数叫做偶数（0也是偶数），其他不是 2的倍数

的数叫做奇数。

奇数与偶数的运算性质：

（i）奇数奇数=偶数；偶数偶数=偶数；

奇数偶数=奇数；偶数奇数=奇数。

（ii）奇数奇数=奇数；偶数偶数=偶数；奇数偶数=偶数；

（iii）多个数相加减时，结果的奇偶性由奇数的个数决定：奇数个奇数之和为奇数，

偶数个奇数和为偶数。

（iv）多个数相乘时，结果的奇偶性由偶数决定：只要有偶数，结果必为偶数。

【例 1】三个连续的奇数，如果中间一个用 a表示，那么另两个表示为（ ）。

A.a-1和 a+1 B.a-2 和 a+2

C.a+1和 a+3 D.a+2和 a+4

【例 2】一试卷有 50道判断题，规定每做对一题得 3分，不做或做错一题扣 1分。某

学生共得分 82分，问做对的题与不做或做错的题相差几道题？（ ）

A.15题 B.16题

C.17题 D.18题

【例 3】一个人到书店买了一本书和一本杂志，在付钱时，他把书的定价中的个位上的

数字和十位上的看反了，准备付 21 元取货，售货员说：“您应该付 39元才对。”请问书

比杂志贵多少钱？（ ）

A.20 B.21

C.23 D.24

2.质数和合数：

一个数，如果只有 1和它本身两个因数，这样的数叫做质数（或素数），比如 2、3、5

等都是质数。其中 2为最小的质数。一个数，如果除了 1和它本身还有别的因数，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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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叫做合数，比如 4、6、8等都是合数。其中 4是最小的合数。（0和 1既不是质数也不是

合数；自然数中除了 0和 1外，其他的数不是质数就是合数。）

【例 1】在 1 ，1，2，4四个数中，既是自然数也是质数（素数）的是（ ）。

A. 1 B.1

C.2 D.4

【例 2】方程 px＋q＝99的解为 x为奇数，p、q均为质数，则 p×q的值为（ ）。

A.194 B.197

C.135 D.155

3.分数

①把单位“1”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这样的一份或几份的数叫分数。分数中间的一条

线叫做分数线，分数线上面的数叫做分子，分数线下面的数叫做分母。

②分数单位：把单位“1”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其中一份的数叫做分数单位。例如：

2
4
的分数单位是

1
4
；
1
2
的分数单位是

1
2
。

③分数和除法的关系： =
被除数

被除数 除数
除数

。

④分数的基本性质

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或除以同一个数（0除外），分数的大小不变。

⑤分数的分类

真分数：分子比分母小的分数；

假分数：分子比分母大或者分子和分母相等的分数，即假分数大于或者等于 1；

带分数：把假分数写成整数和真分数的形式。

【例 1】分数单位是
24
1

的分数中，大于
3
1
且小于

2
1
的最简分数的个数是（ ）。

A.0 B.1

C.2 D.3

【例 2】一盒牛奶，第一天喝去它
5
1
，第二天喝去剩下的

5
1
，则一共喝了牛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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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5
9

B.
5
2

C.
5
3

D.
25
16

【例 3】下面分数中不能化成有限小数的是（ ）。

A.
65
52

B.
25
19

C.
35
21

D.
12
5

二、实数的表示

1.有效数字

一个近似数四舍五入到哪一位，就说它精确到哪一位，这时，从左边第一个不是零的

数字起到右边精确的数位止的所有数字，都叫做这个数的有效数字。

2.科学记数法

把一个数写做 10 (1 10)na a   ＜ 的形式，其中 n是整数，这种记数法叫做科学记数

法。

【例 1】0.0036800有几位有效数字？

【例 2】“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于 2004年 5月 26日在上海开幕，从会上获知，我

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1.69万亿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其中 11.69万亿用科

学计数法表示为（ ）。

A. 141069.11  B. 1410169.1 

C. 1310169.1  D. 14101169.0 

【随堂练习】

1.若
7
x
是真分数，x的值有（ ）种可能。

A.3 B.4

C.5 D.6

2.某电视台报道，截止到 2010年 5月 5日，慈善会已接受支援玉树地震灾区的指标

15510000元，将 15510000用科学计数法，表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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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551×108 B．1551×104

C．1.551×107 D．15.51×106

3.已知甲数是乙数的
3
2
，乙数是丙数的

5
4
，甲乙丙三数的最简比为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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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晚 代数式

一、整式的有关概念

（一）代数式

用运算符号把数或表示数的字母连接而成的式子叫做代数式，单独的一个数或一个字

母也是代数式。

（二）单项式

只含有数字与字母的积的代数式叫做单项式。

【注意】单项式是由系数、字母、字母的指数构成的，其中系数不能用带分数表示，

如 ba 2

3
14 ，这种表示就是错误的，应写成 ba 2

3
13

 一个单项式中，所有字母的指数的和

叫做这个单项式的次数。如 cba 235 是 6次单项式。

（三）多项式

几个单项式的和叫做多项式.其中每个单项式叫做这个多项式的项.多项式中不含字母

的项叫做常数项.多项式中次数最高的项的次数，叫做这个多项式的次数.

单项式和多项式统称整式.

用数值代替代数式中的字母，按照代数式指明的运算，计算出结果，叫做代数式的值.

【注意】

1.求代数式的值，一般是先将代数式化简，然后再将字母的取值代入.

2.求代数式的值，有时求不出其字母的值，需要利用技巧，“整体”代入.

二、整式的计算

（一）同类项

所有字母相同，并且相同字母的指数也分别相同的项叫做同类项.常数项也是同类项.

【例 1】下列不是同类项的是（ ）。

A. 3 4x y 和 3 42x y B. 23xy 和 21
2
yx C.5ab和 2ba D. 3a和 a

（二）去括号法则

1.括号前是“+”，把括号和它前面的“+”号一起去掉，括号里各项都不变号.



成师 30晚 教师事业部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6

2.括号前是“-”，把括号和它前面的“-”号一起去掉，括号里各项都变号.

（三）整式的运算法则

整式的加减法：（1）去括号；（2）合并同类项.

整式的乘法：

)( 都是正整数，nmaaa mnmn  )()( 都是正整数，nmaa nmmn 

)()( 是正整数nbaab nnn  22))(( bababa 

222 2)( bababa  222 2)( bababa 

整式的除法： )0,,(   anmaaa nmnm 都是正整数

三、因式分解

（一）因式分解

把一个多项式化成几个整式的积的形式，叫做把这个多项式因式分解，也叫做把这个

多项式分解因式.

（二）因式分解的常用方法

1.如果多项式的各项有公因式，那么先提取公因式： ( )ab ac a b c  

2.在各项提出公因式以后或各项没有公因式的情况下，观察多项式的项数：可以尝试运

用公式法分解因式： 222 )(2 bababa  222 )(2 bababa 

3.运用十字相乘法分解因式；

4.运用求根公式分解因式。

【注意】分解因式必须分解到每一个因式都不能再分解为止.

【例 2】在实数范围内分解
22 3 1x x   的结果是（ ）。

A.
3 17 3 17( )( )

4 4
x x 
  B.

3 17 3 172( )( )
4 4

x x 
  

C.
3 17 3 17( )( )

4 4
x x 

   D.
3 17 3 172( )( )

4 4
x x 

  

四、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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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式的概念

一般地，用 A、B表示两个整式，A÷B就可以表示成
B
A
的形式，如果 B中含有字母，

式子
B
A
就叫做分式.其中，A叫做分式的分子，B叫做分式的分母.分式和整式通称为有理式.

（二）分式的性质

1.分式的基本性质：分式的分子和分母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不等于零的整式，分

式的值不变.

2.分式的变号法则：分式的分子、分母与分式本身的符号，改变其中任何两个，分式的

值不变.

（三）分式的运算法则

;;
bc
ad

c
d

b
a

d
c

b
a

bd
ac

d
c

b
a

 );()( 为整数n
b
a

b
a

n

n
n 

;
c
ba

c
b

c
a 


bd
bcad

d
c

b
a 



五、二次根式

（一）二次根式

式子 )0( aa 叫做二次根式，二次根式必须满足：含有二次根号“ ”；被开方数 a

必须是非负数.

（二）最简二次根式

若二次根式满足：被开方数的因数是整数，因式是整式；被开方数中不含能开得尽方

的因数或因式，这样的二次根式叫做最简二次根式.

化二次根式为最简二次根式的方法和步骤：

1.如果被开方数是分数（包括小数）或分式，先利用商的算数平方根的性质把它写成分

式的形式，然后利用分母有理化进行化简.

2.如果被开方数是整数或整式，先将他们分解因数或因式，然后把能开得尽方的因数或

因式开出来.

（三）同类二次根式



成师 30晚 教师事业部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8

几个二次根式化成最简二次根式以后，如果被开方数相同，这几个二次根式叫做同类

二次根式.

（四）二次根式的性质

1. )0()( 2  aaa

2.  aa2

3. )0,0(  babaab 4. )0,0(  ba
b
a

b
a

（五）二次根式混合运算

二次根式的混合运算与实数中的运算顺序一样，先乘方，再乘除，最后加减，有括号

的先算括号里的（或先去括号）.

【例 3】下列运算中，正确的是（ ）。

A. 5 3 22 3x x x   B. 2 3 2 2 5 

C.    6 3 5 3 2 53 9 3 3a x ax ax x a     D.    5 2 10x x x   

【随堂练习】

1.从左到右是因式分解的是（ ）。

A.  2 6 1 6a a a a     B.   2 4 21 3 7a a a a    

C.    22 3 6a a a a     D.  22 4 21 2 25a a a    

2.若 2xa  ， 3ya  ，则 2x ya  的值为（ ）。

A. 4
3

B. 4
3

 C. 3
4

D. 3
4



3.已知 3x y  ，则代数式
2( 1) 2 ( 2 )x x y y x    的值为 。

4.已知
2 1 0x x   ，则

3 2 1x x  的值为 。

)0( aa

)0(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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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知 0a b
a b
  ，则

ab
ab

的值为 。

6.已知 2005 +2004x a ， 2005 +2005y a ， 2005 +2006z a ，则 2 2 2+x y z xy yz xz   

的值为（ ）。

A.2 B.3

C.4 D.5

7.已知三角形三边为：1，k，3，化简 212+ 4 36 81 2 3 =k k k    （ ）。

A.18 B.6

C.4k D.19 4k

8.已知 311


yx
，则代数式

yxyx
yxyx




2
2142

的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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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晚 方程

一、一元一次方程

1.方程：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叫做方程。

2.方程的解：能使方程两边相等的未知数的值叫做方程的解。

3.等式的性质

（1）等式的两边都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或同一个整式，所得结果仍是等式。

（2）等式的两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数（除数不能是零），所得结果仍是等式。

4.一元一次方程

只含有一个未知数，并且未知数的最高次数是 1的整式方程叫做一元一次方程，其中

方程 0 bax （ x为未知数， 0a ）叫做一元一次方程的标准形式，a是未知数 x的系

数，b是常数项。

【例 1】若关于 x的方程 03)2( 2  mxm 是一元一次方程，则 m的值是（ ）。

A.3 B. 3

C.-3 D.都不对

二、二元一次方程（组）

1.二元一次方程

含有两个未知数，并且未知项的最高次数是 1 的整式方程叫做二元一次方程，也叫不

定方程，它的一般形式是 0 cbyax ，且 a、b不等于 0。

2.二元一次方程的解

使二元一次方程左右两边的值相等的一对未知数的值，叫做二元一次方程的一个解，

一般用因子分析法或者奇偶数的特点得出整数解。

因子分析法：不定方程 0 cbyax 若其中两项都含有某因子，则剩余的一项必有

该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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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元一次方程组

两个（或两个以上）二元一次方程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4.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使二元一次方程组的两个方程左右两边的值都相等的两个未知数的值，叫做二元一次

方程组的解。

5.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

（1）代入消元法 （2）加减消元法

【例 2】 1532  yx 有 组正整数解。

【例 3】设 a，b均为正整数，且有等式 11a+7b=132成立，则 a的值为 。

三、一元二次方程

1.一元二次方程

含有一个未知数，并且未知数的最高次数是 2的整式方程叫做一元二次方程。

2.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形式

)0(02  acbxax ，它的特征是：等式左边是一个关于未知数 x的二次多项式，

等式右边是零，其中
2ax 叫做二次项，a叫做二次项系数；bx叫做一次项，b叫做一次项

系数； c叫做常数项。

3.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

（1）直接开平方法

利用平方根的定义直接开平方求一元二次方程的解的方法叫做直接开平方法。直接开

平方法适用于解形如 bax  2)( 的一元二次方程。根据平方根的定义可知， ax  是b的

平方根，当 0b 时， bax  ， bax  ，当 0b 时，方程没有实数根。

（2）配方法

配方法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方法，它不仅在解一元二次方程上有所应用，而且在数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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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配方法的理论根据是完全平方公式
222 )(2 bababa  ，

把公式中的a看作未知数 x，并用 x代替，则有
222 )(2 bxbbxx  。

（3）公式法（万能法）

公式法是用求根公式解一元二次方程的解的方法，它是解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方法。

一元二次方程 )0(02  acbxax 的求根公式：

)04(
2

4 2
2




 acb
a

acbbx

（4）因式分解法

因式分解法就是利用因式分解的手段，求出方程的解的方法，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是

解一元二次方程最常用的方法。

四、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

一 元 二 次 方 程 )0(02  acbxax 中 ， acb 42  叫 做 一 元 二 次 方 程

)0(02  acbxax 的根的判别式，通常用“ ”来表示，即 2 4b ac   ，当 0 时，

方程有 2个不等的实根；当 0 时，方程有 2个相等的实根；当 0 时，方程无实数根。

五、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

如果方程 )0(02  acbxax 的两个实数根是 1x 和 2x ，那么
a
bxx  21 ，

a
cxx 21

【例 4】已知一元二次方程 ² 0ax bx c   ，其中 0 0 0a b c  ， ， ，求方程式的根的

情况为（ ）。

A.有两个正根

B.有两个负根

C.有一正根，一负根且正根的绝对值大于负根的绝对值

D.有一正根，一负根且正根的绝对值小于负根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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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练习】

1.若关于 x的方程 06)3( 122

  mxxm mm 是一元二次方程，则它的一次项系数是

（ ）。

A.1 B.-1 C.3 D.3或-1

2.在实数范围内把 842 2  xx 分解因式为（ ）。

A. )1)(3(2  xx B. )51)(51(2  xx

C. )51)(51(  xx D. )51)(51(2  xx

3.已知关于 x的方程 02  mmxx 的两根的平方和是 3，则m的值是（ ）。

A.-1 B. 1 C. 3 D. -1 或 3

4.某种商品因换季准备打折出售，如果按定价的七五折出售将赔 25元，而按定价的九

折出售将赚 20元，问这种商品的定价是多少？设定价是 x，则下列方程中正确的是（ ）。

A. 25
10
920

100
75

 xx B. 25
10
920

100
75

 xx

C. 20
10
925

100
75

 xx D. 20
10
925

100
75

 xx

5.甲、乙二人从M 地同时出发去 N 地，甲用一半时间以每小时 a千米的速度行走，另

一半时间以每小时 b千米的速度行走；乙以每小时 a千米的速度行走一半路程，另一半路程

以每小时 b千米的速度行走，若 a b ，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二人同时到达 N地

B.甲先到达 N地

C.乙先到达 N地

D.若 a b ，甲先到达 N地；若 a b ，乙先到达 N地

6.学生合唱队里，男生比女生一半少 9人，女生比男生 3倍多 3人，唱队共有几人？（ ）

A.63 B.56

C.60 D.72

7.小明和小亮有邮票若干，小明对小亮说“你的邮票数是我的
3
4
”，小亮对小明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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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给我你的
1
6
，我就比你多两张”，小明有邮票多少_______张.

8.甲乙丙丁四人共有 48本书，若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做如下变动：甲增加 3本，乙减

少 3本，丙增加到原来的 3倍，丁减少为原来的 1/3，则四人的书一样多，则原来有书本最

多的人有多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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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晚 三角函数

一、三角函数的计算

（一）锐角三角函数

Rt ABC 中，设 90C  ，  为 Rt ABC 的一个锐角，则：

 的正弦 sin  


的对边

斜边
；

 的余弦 cos  


的邻边

斜边
；

 的正切 tan 






的对边

的邻边
。

（二）求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1.任意角

第一象限角： 2 2 ,
2

n n n Z    
    

 

第二象限角： 2 2 ,
2

n n n Z     
     

 

第三象限角：
32 2 ,
2

n n n Z     
     

 

第四象限角：
32 2 2 ,
2

n n n Z     
     

 

2.弧度制

①正角的弧度数是正数，负角的弧度数是负数，零角的弧度数是 0。

②角的弧度数的绝对值 | | l
r

  （ l为弧长， r为半径）。

③角度制与弧度制之间的转换：
180
n   （ 为弧度制， n为角度制）。

④常见的角度、弧度间的关系：1 =
180

rad
，

1801rad


   
 



， 30
6
r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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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
rad

  ，60
3
rad

  ，90
2
rad

  ，180 rad  ，360 2 rad  。

【通常在用弧度制表示角时，弧度（rad）可省略】

3.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设 为任意一个角，  ,P x y 是 的终边上的任意一点（异于原点），它与原点的距离

是 2 2 0r x y   ，则

角 正弦： sin y
r

  ；

角 余弦： cos x
r

  ；

角 正切：  tan 0y x
x

   ；

角 余切：  cot 0x y
y

   ；

角 正割： sec ( 0)r x
x

   ；

角 余割： csc ( 0)r y
y

   。

注意：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只与角的大小有关，而与终边上点 P的位置无关。

角度

 0 0

 360 2 30
6
 
 
 
 45

4
 
 
 
 60

3
 
 
 
 90

2
 
 
 
  180  3270

2
 

 
 


sin 0
1
2

2
2

3
2

1 0 -1

cos 1 3
2

2
2

1
2

0 -1 0

tan 0 3
3

1 3 不存在 0 不存在

4.三角函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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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为任意一个角，圆心在原点的单位圆与角 的终边相交于点  ,P x y ，与 x轴正半

轴相交于点 A。过点 P作 x轴垂线，垂足为M ，过点  1,0A 作单位圆的切线与OP的延长

线（反向延长线）交于点T。

则MP为正弦线，OM 为余弦线， AT为正切线。

5.三角函数的符号

① sin 在一二象限是正，三四象限为负；

② cos在一四象限为正，二三象限为负；

③正余切函数在一三象限为正，二四象限为负。

符号口诀：“一全二正弦，三切四余弦”。

【例 1】若 0cossin  ，则 在（ ）。

A.第一、二象限 B.第一、三象限

C.第一、四象限 D.第二、四象限

三、常用公式

（一）基本函数关系

2sin +cos 2 =1 tan =



cos
sin  cottan =1

（二）诱导公式

     
     
     

sin sin cos cos tan tan

sin sin cos cos tan tan

sin sin cos cos tan tan

sin cos cos sin
2 2

sin cos cos sin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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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角和与差公式

 sinsincoscos)cos( 

 sinsincoscos)cos( 

 sincoscossin)sin( 

 sincoscossin)sin( 





tantan1
tantan)tan(










tantan1
tantan)tan(






（四）倍角公式

 cossin22sin 

 2222 sin211cos2sincos2cos 


 2tan1

tan22tan




【例 2】若
5
3)

4
cos( 

，则 2sin （ ）。

A.
25
7

 B.
5
1

C.
5
1

 D.
25
7

（五）仰角俯角

【例 3】如题 24图所示，截拍无人机在 A处测得一栋建筑物项部 B的仰角为 45。测

得底部 C得俯角为50，此时接拍无人机与建筑物得水平距离 AD=100m，求该建筑物得高

度（精确到 1m）。（参考数据： sin 50 0.766 ,cos50 0.462 , tan 50 1.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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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晚 奥数（1）

一、工程问题

工程应用题中的工作(或工作)一般不给出具体数量.解题时首先要将全部工程看作单位

“1”，再求出一个单位时间的工作量占总工作量的几分之几，即工作效率。

一般要用到下面三个关系式：工作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量÷工作效

率，工作效率=工作量÷工作时间。

【例 1】要制作一个工件，若甲单独制作要半个小时完成，乙单独制作需要 45分钟完

成.若两人一起制作，需要（ ）分钟完成。

A.15 B.16 C.18 D.20

【例 2】一个浴缸放满水需要 30分钟，排光一浴缸水需要 50分钟，假如忘记关上出水

口，将这个浴缸放满水需要（ ）分钟。

A.50 B.60 C.75 D.80

【例 3】甲乙两个工程队合作一项工程 16天完成，现在两个队合作 9天，甲队被调走，

乙队又单独做 21天才完成，问乙队单独做，需几天完成？（ ）

A.36 B.40 C.48 D.56

【例 4】某工程队正在修建一条水渠，1月份修建了全长的 30%，2月份比 1月份少修

建了 10km，此时整个水渠还有一半未修，求：

（1）该工程已完工的部分占总长的百分比；

（2）1月份比 2月份多修建的部分占总长度的百分比；

（3）水渠总长度。

二、行程问题

行程问题是专门讲物体运动速度.时间和路程三者关系的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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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量关系是：路程＝速度×时间。

1.相遇追及问题

相向而行：相遇时间＝距离÷速度和

相背而行：相背距离＝速度和×时间

“迫及问题”：一般指两个物体同方向运动，由于各自的速度不同后者追上前者的问题。

此类问题的基本数量关系是：速度差×迫及时间＝迫及路程。

解答此类问题，一定动的运动快的物体之所以能追上运动慢的物体，是因为两者间的

速度差。可借助线段图帮助分析。

【例 1】某宣讲团甲宣传员骑摩托车从红星村出发以 20公里/小时的速度去相距 60公

里的八一村，1小时后由于路面湿滑，速度减少一半，在甲出发 1小时后，乙宣传员以 50

公里/小时的速度开车从红星村出发追甲，当乙追上甲时，他们与八一村的距离为（ ）。

A.25公里 B.40公里

C.35公里 D.30公里

【例 2】甲以 6 千米/小时步行从 A地往 B地，在甲出发 90分钟时，乙发现甲落下重

要物品，立即骑自行车以 12千米/小时追甲，在 11点追上，甲出发的时间为上午（ ）点。

A.7 B.8

C.9 D.10

【例 3】甲乙两人相距 50千米，同时出发相向而行，甲的前进速度为 6千米/小时，乙

的前进速度为 8千米/小时。在途中，甲休息了 1小时再继续前进。则甲、乙在出发（ ）

小时后相遇。

A.2 B.3

C.3.5 D.4

2.火车问题

①火车过桥（或隧道）所用的时间＝（桥或隧道长+火车身长）÷火车速度；

②两列火车相向而行，从相遇到相离所用的时间＝两火车车身长度和÷两车速度和；

③两车同向而行，快车从追上到超过慢车所用的时间＝两火车车身长度和÷两车速度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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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一列火车途经两个隧道和一座桥梁，第一个隧道长 600米，火车通过用时 18

秒；第二个隧道长 480米，火车通过用时 15秒；桥梁长 800米，火车通过时速度为原来的

一半，则火车通过桥梁所需的时间为（ ）。

A.20秒 B.25秒

C.40秒 D.46秒

3.流水行船问题

船速＝（顺流船速＋逆流船速）÷2；

水速＝（顺流船速－逆流船速）÷2；

顺流船速＝船速＋水速；

逆流船速＝船速－水速；

顺流船速＝逆流船速＋水速×2；

逆流船速＝顺流船速－水速×2。

【例 5】一条客船往返于甲、乙两个沿海城市之间，由甲市到乙市是顺水航行，由乙市

到甲市是逆水航行。已知船在静水中的速度是每小时 25海里。由甲市到乙市用了 8小时，

由乙市到甲市所用的时间是由甲市到乙市所用时间的 1.5倍，则甲乙两个城市相距（ ）

海里。

A.240 B.260

C.270 D.280

4.环形问题

①两人同地背向运动，从第一次相遇到下次相遇共行一个全程；

②同地、同向运动时，甲追上乙时，甲比乙多行一个全程。

【例 6】甲乙两人绕着周长为 600米的环形跑道跑步，他们从相同的起点同时同向起跑。

已知甲的速度为每秒 5 米，乙的速度为每秒 3米，则当甲第一次与乙相遇时，乙距离起点

还有（ ）米。

A.100 B.150

C.300 D.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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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甲车从 A地到 B地需行 6时，乙车从 B地到 A地需行 10时．现在甲乙两车

分别从 A，B两地同时出发，相向而行，相遇时甲车比乙车多行 90km，A，B两地相距（ ）

km。

A.900 B.540

C.360 D.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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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晚 奥数（2）

一、经济问题

销售问题中常出现的量有：进价（成本）、标价、折扣、售价、利润等

②有关关系式：

利润=售价-成本

总售价=单价×销量

总利润=单利润×销量=总收入-总成本=总成本×利润率

利润率=利润÷成本

【例 1】某超市店庆搞活动，某种台灯原价每个 x元，第一次降价打“八折”，第二次降

价每个又减 10元，经两次降价后售价为 90元，则得到方程（ ）。

A.0.8x − 10 = 90 B.0.08x − 10 = 90

C.90 − 0.8x = 10 D.x − 0.8x − 10 = 90

【例 2】某种商品每件的标价是 330 元，按标价的八折销售时，仍可获利 10%，则这

种商品每件的进价为（ ）。

A.200 元 B.240 元

C.250 元 D.300 元

【例 3】某种商品原价 25元，每半天可销售 20个。现知道每降价 1元，销量即增加 5

个。某日上午将该商品打八折，下午在上午价格的基础上再打八折出售，问其全天销售额

为（ ）元。

A.1760 B.1940

C.2160 D.2560

【例 4】某地居民用水价格分二级阶梯，户年用水量在 0—180（含）吨的水价 5元/吨；

180吨以上的水价 7元/吨。户内人口在 5人以上的，每多 1人，阶梯水量标准增加 30吨。

老张家 5人，老李家 6人，去年用水量都是 210吨。问老李家的人均水费比老张家少约（ ）

元。

A.12 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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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7 D.60

【例 5】某类商品按质量分为 8个档次，最低档次商品每件可获利 8元，每提高一个档

次，则每件商品的利润增加 2元。最低档次商品每天可产出 60件，每提高一个档次，则日

产量减少 5件。若只生产其中某一档次的商品，则每天能获得的最大利润是多少元。

二、牛吃草问题

核心公式：牛吃草总量＝原有量＋新增量

核心解法：方程法 y＝（N－x）×T

y代表原有量、N代表牛的头数、x代表增速、T代表时间

①隐含的假设：每头牛每天的消耗量为 1。

【例 6】牧场上有一片青草，牛每天吃草，草每天以均匀的速度生长。这片青草供给

10头牛可以吃 20天，供给 15头牛可以吃 10天。供给 25头牛可以吃多少天？

【例 7】有一个水池，池底不断有泉水涌出，且每小时涌出的水量相同。现要把水池里

的水抽干，若用 5台抽水机 40小时可以抽完，若用 10台抽水机 15小时可以抽完。现在用

14台抽水机，多少小时可以把水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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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某河段中的沉积河沙可供 80人连续开采 6个月或 60人连续开采 10个月。如

果要保证该河段河沙不被开采枯竭，问最多可供多少人进行连续不问断的开采？（假定该

河段河沙沉积的速度相对稳定）

【例 9】某游乐园的检票口在开园前已有一些人排队。检票开始后陆续有游客前来排队、

平均每分钟来 10人。一个检票口每分钟能让 25人检票进站，如果开放 2个检票口，刚好 3

分钟就没有人排队：如果只开放 1个检票口，那么检票开始后多少分钟没有人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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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晚 圆

一、圆的定义

在一个个平面内，线段 OA绕它固定的一个端点 O旋转一周，另一

个端点 A随之旋转所形成的图形叫做圆，固定的端点 O叫做圆心，线段

OA叫做半径.

圆的几何表示：以点 O为圆心的圆记作“⊙O”，读作“圆 O”

二、弦、弧等与圆有关的定义

（1）弦：连接圆上任意两点的线段叫做弦.（如图中的 AB）

（2）直径：经过圆心的弦叫做直径.（如图中的 CD）

直径等于半径的 2倍.

（3）半圆：圆的任意一条直径的两个端点分圆成两条弧，每一条弧都叫做半圆.

（4）弧、优弧、劣弧：圆上任意两点间的部分叫做圆弧，简称弧.

弧用符号“⌒”表示，以 A，B为端点的弧记作“ ”，读作“圆弧 AB”或“弧 AB”.

大于半圆的弧叫做优弧（多用三个字母表示）；小于半圆的弧叫做劣弧（多用两个字

母表示）

【例 1】.如下列命题中正确的有（ ）。

①直径是圆内最长的弦；②弦是半圆；③过圆心的直线是直径；④半圆是圆弧.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三、垂径定理及其推论

垂径定理：垂直于弦的直径平分这条弦，并且平分弦所对的弧.

【推论 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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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弦的垂直平分线经过圆心，并且平分弦所对的两条弧.

（3）平分弦所对的一条弧的直径垂直平分弦，并且平分弦所对的另一条弧.

【推论 2】圆的两条平行弦所夹的弧相等.

【例 2】下列命题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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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过弦的中点的直径平分弦所对的弧

B.过弦的中点的直线必过圆心

C.弦所对的两条弧的中点连线垂直平分弦且过圆心

D.弦的垂线平分弦所对的弧

四、圆的对称性

（1）圆的轴对称性

圆是轴对称图形，经过圆心的每一条直线都是它的对称轴.

（2）圆的中心对称性

圆是以圆心为对称中心的中心对称图形.

五、弧、弦、弦心距、圆心角之间的关系定理

（1）圆心角：顶点在圆心的角叫做圆心角.

（2）弦心距：从圆心到弦的距离叫做弦心距.

（3）弧、弦、弦心距、圆心角之间的关系定理：在同圆或等圆中，相等的圆心角所对

的弧相等，所对的弦相等，所对的弦的弦心距相等.

推论：在同圆或等圆中，如果两个圆的圆心角、两条弧、两条弦或两条弦的弦心距中

有一组量相等，那么它们所对应的其余各组量都分别相等.

六、圆周角定理及其推论

（1）圆周角：顶点在圆上，并且两边都和圆相交的角叫做圆周角.

（2）圆周角定理：一条弧所对的圆周角等于它所对的圆心角的一半.

推论 1：同弧或等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同圆或等圆中，相等的圆周角所对的弧也相等.

推论 2：半圆（或直径）所对的圆周角是直角；90°的圆周角所对的弦是直径.

推论 3：如果三角形一边上的中线等于这边的一半，那么这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例 3】⊙O1，⊙O2相交于 A、B两点，两圆半径分别为 cm6

和 cm8 ，两圆的连心线 O1O2的长为 cm10 ，则弦 AB的长为（ ）。

A.4.8cm B.9.6cm

C.5.6cm D.9.4cm

七、点和圆的位置关系

设⊙O的半径是 r，点 P到圆心 O的距离为 d，则有：



成师 30晚 教师事业部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29

①d<r点 P在⊙O内； ②d=r点 P在⊙O上； ③d>r点 P在⊙O外.

八、过三点的圆

（1）过三点的圆：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个点确定一个圆.

（2）三角形的外接圆：经过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的圆叫做三角形的外接圆.

（3）圆内接四边形性质（四点共圆的判定条件）：圆内接四边形对角互补.

九、弧长和扇形面积

（1）弧长公式

n°的圆心角所对的弧长 l的计算公式为
180
Rnl 



（2）扇形面积公式

lRRnS
2
1

360
2  扇

，
其中 n是扇形的圆心角度数，R是扇形半径， l是扇形的弧长.

（3）圆锥的侧面积

1 2
2

S l r r l    其中 l是圆锥的母线长，r是圆锥底面圆的半径

【例 4】一个形如圆锥冰淇淋纸筒，其底面直径为 6cm，母线长为 10cm，围成这样的

冰淇淋纸筒所需纸的面积是（ ）平方厘米。

A.60π B.30π C.28π D.15π

【随堂练习】

1.如右图，圆 O 为 ABC 的外接圆，其中 D 点在 上，且

ACOD  ，已知 036A ， 060C ，则 BOD 为（ ）。

A.132° B.144° C.156° D.168°

2.如图，已知 AB 是圆 O的直径，点 P 在 BA 的延长线上，PD 切 O 于点 D，过点 B

作 PD的垂线交 PD的延长线于点 C，若圆 O的半径为 2，BC=3，则 PA的长度为（ ）。

A.1 B.2 C.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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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知圆 O半径等于 5，点 P在直线 L上，且 OP=5，直线 L与圆 O的位置关系是（ ）。

A.相切 B.相交 C.相离 D.相切或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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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晚 直线与圆

一、直线方程

（一）倾斜角与斜率

1.倾斜角：直线的倾斜角为直线与水平轴的正方向所成的角。

2.斜率：
2 1

2 1

tan y yk
x x

 
 


，这时是斜率存在的时候，当斜率不存在时，倾斜角是90，

直线是 0x x 。

（二）直线方程的三种形式

名称 方程 常数的几何含义 适用范围

点斜式 0 0( )y y k x x   0 0( , )x y 是直线上一定点，k为斜率
不能表示垂直于 X

轴的直线

斜截式 y kx b  k表示斜率，b表示在 y轴的截距
不能表示垂直于 X

轴的直线

两点式
1 1

2 1 2 1

y y x x
y y x x
 


  1 1 2 2( , ), ( , )x y x y 是直线上两定点

不能表示垂直于坐标

轴的直线

截距式 1x y
a b
 

a表示在 x上的截距，

b表示在 y轴上的截距

不能表示垂直于坐标

轴和经过原点的直线

一般式 0Ax By C  

当 0A  且 0B  时，

斜率为
A
B

 ；

在 x轴上的截距为
C
B



在 y轴上的截距为
C
A



任意直线

（三）点到直线的距离

已知点  0 0,x y 与直线 0Ax By C   ，则点到直线的距离为
0 0

2 2

Ax By C
d

A B

 



。

【例 1】在平面直角坐标中，点（2，2）到直线 x+2y-2=0的距离为_______。

二、圆的方程

1.标准方程：    2 2 2x a y b r    ，  ,a b ——圆心， r——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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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方程： 2 2 0x y Dx Ey F     ，（ 2 2 4 0D E F   ）

,
2 2
D E   

 
——圆心，

2 2 4
2

D E Fr  
 ——半径。

【例 2】方程 2 2 4 6 0x y x y f     表示圆的充要条件是（ ）。

A. 0f  B. 52f  C. 13f  D. 5f 

【例 3】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经过三点（0，0）（2，2）(3, 3)的圆的方程为_______。

三、直线与圆位置关系

直线 0Ax By C   与圆  2 2 2( )x a y b r    的位置关系有三种：

若
2 2

Aa Bb C
d

A B

 



，

d r 相离 0   ；

d r 相切 0   ；

d r 相交 0   ；

【例 4】直线 2 0ax y a   与圆 2 2 9x y  的位置关系是（ ）。

A.相离 B.相交 C.相切 D.不确定

【例 5】圆 2 2 1x y  上的点到直线3 4 25 0x y   的距离的最小值是（ ）。

A.6 B.4 C.5 D.1

【随堂练习】

1.已知直线 l过点（-2，0），当直线 l与圆 2 2 2x y x  有两个交点时，其斜率 k的取

值范围是 。

2.以点（2，-1）为圆心且与直线 3x-4y+5=0相切的圆的方程为（ ）。

3)1()2.( 22  yxA 3)1()2.( 22  yxB

9)1()2.( 22  yxC 3)1()2.( 22  y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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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晚 统计与概率

一、统计量

（一）平均数

1.平均数：一般地，如果有 n个数 1 2, ,... nx x x ，那么， 1 2
1 ... )nx x x x
n

   （ 叫做这 n

个数的平均数， x读作“ x拔”。

2.加权平均数：如果 n个数中， 1x 出现 1f 次， 2x 出现 2f 次，…， kx 出现 kf 次（这里

1 2 ... kf f f n    ），那么，根据平均数的定义，这 n个数的平均数可以表示为

1 1 2 2 ... k kx f x f x fx
n

 
 ，这样求得的平均数 x叫做加权平均数，其中 1 2, ,... kf f f 叫做权。

当一组数据中有数据多次重复出现时，用加权平均数公式计算更加简便，其中相同数

据 kx 的个数即为权 kf ，这里“权”含有所占分量轻重的意思。

（二）众数

1.定义：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据叫做这组数据的众数。

2.特点：

①众数着眼于对各数据出现频数的考查，只与部分数据有关，代表数据的一般水平。

②众数不受极端数据的影响，但可靠性较差；

③众数可以不存在，也可以有多个；

④当一组数据中有较多的重复数据时，众数往往能较好的反映其集中趋势。

（三）中位数

1.定义：将一组数据按大小顺序依次排列，处在最中间位置的一个数据（或最中间两个

数据的平均数）叫做这组数据的中位数。

2.中位数的算法：设样本有 n个数据，按大小顺序依次排列后，

① n为奇数，第
1

2
n 

个数据为中位数；

② n为偶数，第
2
n
与 1
2
n
 个数据的平均数为中位数。

【例 1】“中国梦”文艺汇演中合唱队共有 30名小演员，他们的身高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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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cm) 146 147 150 151 153 155

人数 3 3 6 6 9 3

根据以上信息，回答下列问题：求合唱队小演员身高的众数，中位数，平均数。

【例 2】小强在八年级进行的六次数学测验成绩如下（单位：分）： 、 、 、 、

、 ，则这六次数学测验成绩的众数和中位数分别为（ ）。

A. 、 B. 、 C. 、 D. 、

【例 3】某小组 5名同学在一周内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间如下表:

劳动时间（小时） 2 3 4 5

人数 1 1 2 1

那么关于“劳动时间”的这组数据，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中位数是 2 B.中位数是 3 C.中位数是 4 D.中位数是 5

二、随机事件

（一）确定事件和随机事件

1.确定事件

必然事件：在一定的条件下重复进行试验时，在每次试验中必然会发生的事件。

不可能事件：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不会发生的事件叫做不可能事件。

2.随机事件

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件，称为随机事件。

3.基本事件

试验中不能再分的最简单的“单位”随机事件，称为基本事件。试验前基本事件是确

定的，但是试验的具体结果是随机的。试验中的任意随机事件都可以用基本事件或其和的

形式来表示，同时任意两个基本事件是互斥的。

【例 4】下列事件：

①在足球赛中，弱队战胜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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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抛掷 1枚硬币，硬币落地时正面朝上．

③任取两个正整数，其和大于 1

④长为 3cm，5cm，9cm的三条线段不能围成一个三角形．

其中确定事件有（ ）个。

A.1 B.2 C.3 D.4

（二）概率的定义与表示方法

1.频率

在相同的条件 S下重复 n次试验，观察某一事件 A是否出现，称 n次试验中事件 A出

现的次数 An 为事件 A出现的频数，称事件 A出现的比例 ( ) A
n

nf A
n

 为事件 A出现的频率。

2.概率

对于给定的随机事件 A，如果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事件 A发生的频率 ( )nf A 稳定在

某个常数上，把这个常数记作 ( )P A ，称为事件 A的概率，简称为 A的概率，所有事件发

生的概率之和为 1。

【例 5】不透明袋子中有 2个红球，3个蓝球和 5个黄球。这些球除颜色以外没有任何

区别，从中随机取出 1个球，则该球是红球的概率为（ ）。

A.
10
1

B.
1
5

C.
1
2

D.
4
5

【随堂练习】

1.小明和小英玩“石头、剪子、布”的游戏。若随机出手一次，则小明获胜的概率是

____________。

2.四张扑克牌的点数分别是 2、3、4、6，将它们洗匀后背面朝上放在桌面上，从中随

机抽取一张牌，这张牌是偶数的概率是_______。

3.一个盒子里装有大小形状都相同的 6个球，其中 1个红色，2个绿色，3个白色，小

明摸到白球的概率是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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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晚 极限

一、求极限（收敛）

（一）数列极限

设数列 nx 与常数a有如下关系：对任意给定的正数，总存在正整数 N ，当n N 时，

有 nx a   成立，则称数列 nx 收敛于a，记作 lim nn
x a


 .

描述语言：当n充分大时，数列一般项 nx 无限趋于（无限接近，充分接近）某个确定

的常数a，则称a就是数列 nx 的极限.

（二）函数极限

设数列 nx 与常数a有如下关系：对任意给定的正数，总存在正整数 N ，当n N 时，

有 nx a   成立，则称数列 nx 收敛于a，记作 axlim nn



.

描述语言：当n充分大时，数列一般项 xn无限趋于（无限接近，充分接近）某个确定

的常数a，则称a就是数列{ nx }的极限.

“ε-N”语言： ,,0 N ε>0， N ，当 n N 时，有| nx -a|<ε对任意给定的正数ε，总

存在正数δ，当 0<|x-x0|<δ时，|f(x)-A|<ε成立，则称 f(x)当 x→x0时以 A为极限，记作

Axf 


)(lim
0xx

.

描述语言：当 x→x0时，f(X)无限趋近（接近）于某个常数 A.

“ N  ”语言： 0  ， 0  ，对任意的 )(x 0xU


 ，有|f(x)-A|<ε.

（三）左极限（右极限）

0x
lim ( )

x
f x A


 或 0( )f x A  （

0x
lim ( )

x
f x A


 或 0( )f x A  ）

描述语言：当 x从 0x 左（右）侧趋于 0x 时，f(x)无限趋近于某个常数 A.

“ N  ”语言： 0 ， 0 ，对任意的 0 0( , )x x x 
或 0 0( , )x x x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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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A  
.

二、求极限的方法

1.代入法

极限的运算法则：若 ， ，那么

；

【例 1】
14
235lim 25

35

1 


 xx
xx

x
等于（ ）。

A.
4
5

B.
4
3

C.2 D.5

2.约公因子法

当分式的分子、分母部分有可约公因式时，可以先约去该项公因式。

【例 2】 



 3
9lim

2

3 x
x

x
。

【例 3】 


 2

21lim
n

n
x


。

3.最高次幂法

【例 4】
3
12lim




 n
n

n
等于（ ）。

A.1 B.
3
4

C.2 D.
3
2

4.两个重要极限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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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x

wx
x

sinlim
0

。

【例 6】 


x
x

x
1

0
)21lim（ 。

【例 7】 x

x
x

3

0
)21(lim 


= 。

5.等价无穷小替换

（1）无穷小与无穷大的概念

若 ，则称在 过程中， 是无穷小量；

若 ，则称在 过程中， 是无穷大量；

结论：有界函数与无穷小的乘积是无穷小.

【例 8】 
 x

x
x

sinlim 。

【例 9】 
 x
x

x

1sinlim 2

0
。

（2）常用等价无穷小

当 0x 时的等价无穷小量

sin ~x x； tan ~x x；

xx ~arcsin ； xx ~tanarc ；
211

2
cos ~x x ； 1 ~xe x ； 1ln( ) ~x x ；

xx 2~11 2  ）（ ； )0(ln~1  xaxa x

.

6.洛必达法则

0
0
型、




型：上下同时求导

【例 10】 



 1
1lim 2

5

1 x
x

x
。

【例 11】 


 x
x

x sin
1coslim

0
。

【随堂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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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12(531lim



 nn

n
x


= 。

2.
4
23lim 2

2

1 


 x
xx

x
= 。

3.
xx
xx

x sin
sinlim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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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晚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前言

数学是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数学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随着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学更加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数学作

为对于客观现象抽象概括而逐渐形成的科学语言与工具，不仅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

础，而且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 20世纪中叶以来，数学

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在许多方面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素养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

养。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教育既要使学生掌握现代生活和学

习中所需要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更要发挥数学在培养人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

【例 1】《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提出，数学是研究 的

科学。

一、课程性质

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是培养公民素质的基础课程，具有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性。

数学课程能使学生掌握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义务教育

的数学课程能为学生未来生活、工作和学习奠定重要的基础。

二、课程基本理念

1、数学课程应致力于实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要面向全体学生，适应学生个性

发展的需要，使得：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2、课程内容要反映社会的需要、数学的特点，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它不仅包括数

学的结果，也包括数学结果的形成过程和蕴涵的数学思想方法。课程内容的选择要贴近学

生的实际，有利于学生体验与理解、思考与探索。课程内容的组织要重视过程，处理好过

程与结果的关系；要重视直观，处理好直观与抽象的关系；要重视直接经验，处理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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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课程内容的呈现应注意层次性和多样性。

3、教学活动是师生积极参与、交往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有效的教学活动是学生学

与教师教的统一，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

数学教学活动，特别是课堂教学应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发学生的数学

思考，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使学生掌握恰当的

数学学习方法。

学生学习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认真听讲、积极思考、

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等，都是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学生应当有足够的时间和

空间经历观察、实验、猜测、计算、推理、验证等活动过程。

教师教学应该以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启发

式和因材施教。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处理好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的关系，引导学生独立

思考、主动探索、合作交流，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体会和运用数学

思想和方法，获得基本的数学活动经验。

4、学习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学生数学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激励学生学习和

改进教师教学。应建立目标多元、方法多样的评价体系。评价既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

也要重视学习的过程；既要关注学生数学学习的水平，也要重视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所表现

出来的情感与态度，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

5、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数学教育的价值、目标、内容以及教学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数学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要注意信息技术与课程

内容的整合，注重实效。要充分考虑信息技术对数学学习内容和方式的影响，开发并向学

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学生学习数学和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有效

地改进教与学的方式，使学生乐意并有可能投入到现实的、探索性的数学活动中去。

三、课程设计思路

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的设计，充分考虑本阶段学生数学学习的特点，符合学生的认

知规律和心理特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数学思考；充分考虑数学本

身的特点，体现数学的实质；在呈现作为知识与技能的数学结果的同时，重视学生已有的

经验，使学生体验从实际背景中抽象出数学问题、构建数学模型、寻求结果、解决问题的

过程。



成师 30晚 教师事业部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42

按以上思路具体设计如下。

（一）学段划分

为了体现义务教育数学课程的整体性，本标准统筹考虑九年的课程内容。同时，根据

学生发展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将九年的学习时间划分为三个学段：第一学段（1~3年级）、

第二学段（4~6年级）、第三学段（7~9年级）。

（二）课程目标

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目标分为总目标和学段目标，从知识技能、数学思考、问题解

决、情感态度等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数学课程目标包括结果目标和过程目标。结果目标使用“了解、理解、掌握、运用”

等行为动词表述，过程目标使用“经历、体验、探索”等行为动词表述（行为动词解释见

附录 1）。

（三）课程内容

在各学段中，安排了四个部分的课程内容：“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

率”“综合与实践”。其中，“综合与实践”内容设置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有关

的知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积累学生的活

动经验，提高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简答）

“数与代数”的主要内容有：数的认识，数的表示，数的大小，数的运算，数量的估

计；字母表示数，代数式及其运算；方程、方程组、不等式、函数等。

“图形与几何”的主要内容有：空间和平面基本图形的认识，图形的性质、分类和度

量；图形的平移、旋转、轴对称、相似和投影；平面图形基本性质的证明；运用坐标描述

图形的位置和运动。

“统计与概率”的主要内容有：收集、整理和描述数据，包括简单抽样、整理调查数

据、绘制统计图表等；处理数据，包括计算平均数、中位数、众数、方差等；从数据中提

取信息并进行简单的推断；简单随机事件及其发生的概率。

“综合与实践”是一类以问题为载体、以学生自主参与为主的学习活动。在学习活动

中，学生将综合运用“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等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

“综合与实践”的教学活动应当保证每学期至少一次，可以在课堂上完成，也可以课内外

相结合。提倡把这种教学形式体现在日常教学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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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综合与实践”的教学活动应当保证至少（ ）一次，可以在课堂上完成，也

可以课内外相结合。

A.每周 B.每月

C.每学期 D.每年

在数学课程中，应当注重发展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数据分

析观念、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和模型思想。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数学课

程还要特别注重发展学生的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数感主要是指关于数与数量、数量关系、运算结果估计等方面的感悟。建立数感有助

于学生理解现实生活中数的意义，理解或表述具体情境中的数量关系。

符号意识主要是指能够理解并且运用符号表示数、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知道使用符

号可以进行运算和推理，得到的结论具有一般性。建立符号意识有助于学生理解符号的使

用是数学表达和进行数学思考的重要形式。

空间观念主要是指根据物体特征抽象出几何图形，根据几何图形想象出所描述的实际

物体；想象出物体的方位和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描述图形的运动和变化；依据语言的描

述画出图形等。

几何直观主要是指利用图形描述和分析问题。借助几何直观可以把复杂的数学问题变

得简明、形象，有助于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预测结果。几何直观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

解数学，在整个数学学习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据分析观念包括：了解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问题应当先做调查研究，收集数据，通

过分析作出判断，体会数据中蕴涵着信息；了解对于同样的数据可以有多种分析的方法，

需要根据问题的背景选择合适的方法；通过数据分析体验随机性，一方面对于同样的事情

每次收集到的数据可能不同，另一方面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就可能从中发现规律。数据分析

是统计的核心。

运算能力主要是指能够根据法则和运算律正确地进行运算的能力。培养运算能力有助

于学生理解运算的算理，寻求合理简洁的运算途径解决问题。

推理能力的发展应贯穿于整个数学学习过程中。推理是数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人

们学习和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思维方式。推理一般包括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合情推理是从

已有的事实出发，凭借经验和直觉，通过归纳和类比等推断某些结果；演绎推理是从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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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包括定义、公理、定理等）和确定的规则（包括运算的定义、法则、顺序等）出

发，按照逻辑推理的法则证明和计算。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两种推理功能不同，相辅相

成：合情推理用于探索思路，发现结论；演绎推理用于证明结论。

模型思想的建立是学生体会和理解数学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基本途径。建立和求解模型

的过程包括：从现实生活或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数学问题，用数学符号建立方程、不等式、

函数等表示数学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求出结果讨论结果的意义。这些内容的学

习有助于学生初步形成模型思想，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和应用意识。

应用意识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有意识利用数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解释现实

世界中的现象，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认识到现实生活中蕴涵着大量与数量

和图形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抽象成数学问题，用数学的方法予以解决。在整个数学

教育的过程中都应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综合实践活动是培养应用意识很好的载体。

创新意识的培养是现代数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应体现在数学教与学的过程之中。学生

自己发现和提出问题是创新的基础；独立思考、学会思考是创新的核心；归纳概括得到猜

想和规律，并加以验证，是创新的重要方法。创新意识的培养应该从义务教育阶段做起，

贯穿数学教育的始终。

【例 3】《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了数感、符号意识、空间意识

等 10个核心概念，以下不属于这 10个核心概念的是（ ）。

A.几何直观 B.推理能力

C.函数思想 D.应用意识

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

1、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

基本活动经验。

2、体会数学知识之间、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运用数学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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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进行思考，增强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了解数学的价值，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具有初步的创新意识和科学态度。

总目标从以下四个方面具体阐述：

知

知

识

技

能

●经历数与代数的抽象、运算与建模等过程，掌握数与代数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经历图形的抽象、分类、性质探讨、运动、位置确定等过程，掌握图形与几何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

●经历在实际问题中收集和处理数据、利用数据分析问题、获取信息的过程，掌握统计与

概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积累综合运用数学知识、技能和方法等解决简单问题的数学活动经

验。

数

数

学

思

考

●建立数感、符号意识和空间观念，初步形成几何直观和运算能力，发展形象思维与抽象

思维。

●体会统计方法的意义，发展数据分析观念，感受随机现象。

●在参与观察、实验、猜想、证明、综合实践等数学活动中，发展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能

力，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学会独立思考，体会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

问

问

题

解

决

●初步学会从数学的角度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综合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增强应用意识，提高实践能力。

●获得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体验解决问题方法的多样性，发展创新意识。

●学会与他人合作交流。

●初步形成评价与反思的意识。

情

情

感

态

度

●积极参与数学活动，对数学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在数学学习过程中，体验获得成功的乐趣，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建立自信心。

●体会数学的特点，了解数学的价值。

●养成认真勤奋、独立思考、合作交流、反思质疑等学习习惯。

●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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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标的这四个方面，不是相互独立和割裂的，而是一个密切联系、相互交融的有机

整体。在课程设计和教学活动组织中，应同时兼顾这四个方面的目标。这些目标的整体实

现，是学生受到良好数学教育的标志，它对学生的全面、持续、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数学思考、问题解决、情感态度的发展离不开知识技能的学习，知识技能的学习必须有利

于其他三个目标的实现。（总目标四个方面的联系）

【例 4 2020初中】在某教师设计“不等式的基本性质”的教学目标中，“通过探索不

等式的基本性质，分析比较不等式与等式的异同，体会类比的思想方法。”属于下列内容

中的（ ）。

A.知识技能 B.数学思考

C.问题解决 D.情感态度

【随堂练习】

1.教学活动是师生积极参与、 、共同发展的过程。

2.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是培养公民素质的基础课程 ,具有基础性、普及性

和 。

3.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 、引导者和合作者。

4. 在 义 务 教 育 的 各 学 段 ， 安 排 了 四 个 部 分 的 课 程 内

容： 、 、 、 。

5.数学课程应致力于实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要 ，适应学生个性发展

的需要。

6.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数学

的基础知识、 、基本思想、 。

7.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数学课程应致力于实现义务教育阶

段的培养目标，要面向全体学生，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使得：人人都能 ，

不同的人 。

8.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数 学 课 程 目 标 分 为 总 目 标 和 学 段 目 标 ， 从 知 识 技

能、 、 、 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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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课程内容的组织要重视过程，处理好过程与结果的关系；要重视直观，处理好直观与

抽象的关系；要重视直接经验，处理好 的关系。

10.课程内容要反映社会的需要、数学的特点，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它不仅包括数

学的结果，也包括 。

11.学生学习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义务教育数学课程

标（2011 年版）》指出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有 、 、 、

与 。

12.“综合与实践”是一类以问题为载体、以学生自主参与为主的学习活动。在学习活

动中，学生将综合运用 、 、 等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

13.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是 。

14.课程内容的选择要 ，有利于学生体验与理解、思考与探索。

15.课程内容的呈现应注意 和 。

16.学生应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验、猜测、计算、 、 等

活动过程。

17.教师的教学活动应该以学生的 和 为基础，面向全体学生，

注重启发式和因材施教。

18.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处理好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的关系，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主

动探索、合作交流，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

得 。

19.学 习评 价 的 主要 目 的 是为 了 全 面了 解 学 生数 学 学习 的 过 程和 结 果 ，

和 。

20.教学活动中评价要注意主体目标的 、方法的 。

21.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的设计，充分考虑本阶段学生数学学习的特点，符合学生的

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数学思考；充分考虑数学本身的

特点，体现数学的实质；在呈现作为知识与技能的数学结果的同时，重视学生已有的经验，

使学生体验从实际背景中 、 、 、 的过程。

22.推理一般包括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用于探索思路，

发现结论； 用于证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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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建立学生体会和理解数学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基本途径是 。

24. 的培养是现代数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应体现在数学教与学的过程之中。

25.创新意识的培养是现代数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应体现在数学教与学的过程之中。学

生自己 是创新的基础； 是创新的核心；归纳概括得到猜想和规律，并

加以验证，是创新的重要方法。

26.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体会数学知识之间、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

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增强 的能力、

的能力。

27.重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有效的数学教学活动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统一，

应体现 的理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8.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体，在积极参与学习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学生获得知

识，必须建立在自己思考的基础上，可以通过 的方式，也可以通过 等方式。

29.学生在获得知识技能的过程中，只有亲身参与教师精心设计的教学，才能在 、

和情感态度方面得到发展。

30.教师的“引导”作用要能关注 ，用不同层次的问题或教学手段，引导每一

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学习活动，提高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1.简答题：创新意识的培养是现代数学教育的基本任务，请简述如何有效地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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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晚 数学教学论

数学概念

数学概念是其所反映的事物在现实世界中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及其本质属性在思维

中的反映。数学概念的词语表达的一般形式是“（概念的本质属性）”……叫做……“(概

念的名字)”。

1、数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概念反映的所有对象的共同本质属性的总和，叫做这个概念的内涵，又称涵义。适合

于概念所指的对象的全体，叫做这个概念的外延，又称范围。如平行四边形的内涵就是平

行四边形所代表的所有对象的本质属性：有四条边，两组对边分别平行，对角线互相平分

等；平行四边形的外延包括了一般的平行四边形、长方形、菱形和正方形。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概念的内涵越大，外延越小；概念的内

涵越小，外延越大，呈反比关系。例如：在“长方形”概念的内涵中增加“一组邻边相等”

的属性时，就得到外延缩小了的“正方形”的概念；在“长方形”概念的内涵中去掉“有

一个角是直角”的属性，就得到外延扩大了的“平行四边形”的概念。

2、数学概念教学的意义

首先，数学概念是数学基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实际上

就是掌握概念并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过程。数学中的法则都是建立在一系列概念的

基础上的。事实证明，如果学生有了正确、清晰、完整的数学概念，就有助于掌握基础知

识，提高运算和解题技能。相反，如果一个学生概念不清，就无法掌握定律、法则和公式。

其次，数学概念是发展思维、培养数学能力的基础。概念是思维形式之一，也是判断

和推理的起点，所以概念教学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能起重要作用。没有正确的概念，就

不可能有正确的判断和推理，更谈不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在概念教学过程中，为了使学生顺利地获取有关概念，常常要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让

学生观察，在观察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的启发引导，对感性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最

后再抽象概括出概念的本质属性。通过一系列的判断、推理使概念得到巩固和运用。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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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的初步逻辑思维能力逐步得到提高。

3、学习概念的两种基本形式

概念学习实质上就是对一类对象关于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本质属性进行抽象概括的

过程，也是舍弃事物非本质属性的过程。表现为对同类对象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的区

分，对概念的肯定例证与否定例证的判别。学习概念主要有概念形成与概念同化两种基本

形式。

（1）概念形成

就人类认识来说，概念形成是一种发展过程，也就是在对事物感知和分析、比较、抽

象的基础上，概括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不断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的过程。在教学条件下，

是指从大量的具体例子出发，以学生的感性经验为基础，形成表象，进而以归纳方式抽象

出事物的本质属性，提出各种假设加以验证，从而获得初级概念，再把这一概念的本质属

性推广到同一类事物之中，并用符号表示。

如自然数的认识过程，基本上是重复人类数的形成的历史。以 4 的认识为例，先是认

识 4辆拖拉机、4根小棒、4颗珠子、4个小木块、4朵红花……这时的数和物之间呈现出

一一对应关系，然后排除形状、颜色、大小等非本质属性，仅仅从数量关系的角度，把数

“4”从这些具体的实物中抽象出来，还能自己举例说出许多其他用“4”表示的实物，并

能用符号“4”表示。

概念形成需要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条件，其内部条件是学生积极地对概念的正反例证

进行辨别，其外部条件是教师必须对学生提出的概念的本质属性的假设作出肯定或否定的

反应。学生就是通过对外界的肯定或否定反应所获得的反馈信息进行不断地选择，从而概

括出概念的本质属性的。

（2）概念同化

所谓概念同化，就是利用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原有的概念，以定义或描述的方式直接向

学习者揭示新概念的本质属性，进而使学习者获得概念的过程。也就是以间接经验为基础，

利用已掌握的概念去学习新概念的过程。

如“等腰三角形”是学习三角形之后学习的，是一个发展性概念。教学时可以只给一

些三角形模片或图形，让大家先量一量各边的长，然后把有“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放在

一起，于是引进“等腰三角形”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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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同化也需要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条件。外部条件是新学习的概念必须与学生原

有认知结构中的某些概念或表象有密切的联系，内部条件是学生有着有意义学习的意向。

如，学习公约数、最大公约数，学生必须主动将它们与自己认知结构中已有的约数概

念及有关知识联系起来思考，认识到约数是对一个数来说的，公约数是对两个或更多个数

来说，指的是它们都有的约数；由于一个数的约数个数是有限的，其中必有一个最大的约

数，所以几个数的公约数中，也必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这样使约数—公约数—最大公约

数三个概念精确分化，前后贯通，纳人到原有的整除概念系统中。沟通新概念与原认知结

构中有关概念的联系，明确它们的区别，使新概念与原概念得到精确分化和融会贯通。这

样，新概念被纳入原认知结构，形成了内容更为丰富也更为完善的新认知结构。

3、概念形成与概念同化的比较

首先从学习过程来看。概念形成主要依靠对具体事物的抽象，通过对正反例证的不断

辨析，提出假设，并进行检验，最后发现概念的本质属性；而概念同化主要依靠新旧知识

的联系，判别学习的概念与原有认知结构中有关概念的异同，并组成概念的网络系统。它

们所需的条件也不相同，概念形成的学习条件是学生必须辨别正反例证，同时外界要有反

馈信息，而概念同化的学习条件是学生认知结构中必须有同化新概念的有关概念，外界要

有新概念的定义或对概念特征的描述。相同的是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概念学习都需要学生进

行积极的有意义的学习活动。

其次从适用情况来看，概念的形成往往与人类自发形成的概念相近，它适用于低年级；

就学习内容而言，尤其适用于几何知识的学习。原始概念和一些层次较低的概念，一般采

用概念形成的方式，就是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和表象进行抽象。概念的同化则是具有一定

心理水平的学生学习概念的方式，比较适合中高年级。对于发展性概念，一般采用同化的

形式，因为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认知结构中的知识不断积累，智力不断发展，就应借助

学生已有的概念去认识新的概念。在课堂教学条件下，概念同化就逐渐成为他们获得新概

念的主要方式。在引入概念时，要充分复习学生的已有知识，使新概念在已有的概念中精

确深化，产生新的认识，即在旧概念的基础上引入新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由于小学生的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具体形象的支持，在以概念同化为主的学

习中，往往也结合着概念形成的过程。特别是在引入新概念时，除了复习有关的已有概念，

以促进概念同化外，还常常提供一些典型的例子，由具体到抽象地引人新概念。如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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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的概念的建立便是如此。教师一方面利用直观手段，让学生去摆小棒、小圆片等，

另一方面又复习有关“一个数里面有几个几”的知识。这样既符合学生由具体到抽象的认

识规律，又可以利用原有的概念进行迁移，在较短的时间内揭示本质属性。

4、概念间的关系

概念间的关系，指的是外延间的关系。根据概念有无重合之处，概念之间的关系分为：

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

1.相容关系

如果两个概念 A和 B的外延集合的交集非空，就称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为相容关系。相

容关系又可分为下面三种情形：

(1)同一关系。如果两个概念 A和 B的外延相等，那么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同一

关系。例如，无理数与无限不循环小数、正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两组概念中概念间的关系

是同一关系。

(2)交叉关系。如果概念 A和概念 B的外延仅有一部分互相重合，那么这两个概念的关

系叫做交叉关系，这两个概念叫做交叉概念。例如，“等腰三角形”和“锐角三角形”就

是具有交叉关系的概念。

(3)从属关系（种属关系）。如果概念 A的外延集合是概念 B的外延集合的真子集，那

么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外延较大的叫从属概念，或者上位概念；外延较小的叫

做种属概念，或下位概念。即外延较大的概念 B叫做概念 A的从属概念；概念 A叫做概念

B的种属概念。例如，有理数概念是实数概念的种属概念。而实数概念是有理数概念的从

属概念。需要注意的是，从属概念和种属概念是相对的，例如，“矩形”相对于“平行四

边形”来说是种属概念，而“矩形”相对于“正方形”来说是从属概念。同时还要注意一

个概念的从属概念是不唯一的，例如，“矩形”这个概念的从属概念有平行四边形、四边

形。我们把一个概念的从属概念中，内涵最多的概念称为这个概念的邻近的从属，给概念

下定义时常要找出其邻近的从属。上述平行四边形的概念就是概念“矩形”邻近的从属。

2．不相容关系

如果两个概念 A和 B是属于同一从属概念下的种属概念，并且它们的外延集合的交集

为空集，那么称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是不相容关系或全异关系。不相容关系又分成下面两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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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对关系。如果两个概念 A和 B的外延集合的交集是空集，它们的外延的并集是其

从属概念的外延的真子集，那么称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是反对关系(对立关系)。例如，“等

腰梯形”和“直角梯形”相对于它们的从属概念“梯形”而言是反对关系。

(2)矛盾关系。如果两个种概念 A和 B的外延集合的交集是空集，而它们外延集合的并

集与它们的种属概念的外延集合相等，那么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是矛盾关系。例如，实数

和虚数相对于复数而言是矛盾关系。

5、概念间的定义

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思想，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抽象概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要用词语表达出来，这就是给概念下定义。概念定义就是揭示概念的内涵或外延的逻辑方

法。揭示概念内涵的定义叫内涵定义，揭示概念外延的定义叫做外延定义。在中学里，大

多数概念的定义是内涵定义。

任何定义都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三部分组成。被定义项是需要明确的概念，

定义项是用来明确被定义项的概念，定义联项则是用来联接被定义项和定义项的。例如，

在定义“三边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等边三角形”中，“等边三角形”是被定义项，“三边相

等的三角形”是定义项，“叫做”是定义联项。

常见定义方法

1、原始概念在数学中总是力求对数学概念下定义，就是说用一些已知的概念来定义新

的概念，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概念体系，但是数学概念的个数是有限的，所以在在数学概念

体系中总有一些概念是不能引用其他概念来定义的，这就是不定义的原始概念。比如：代

数中的集合、元素、对应等，几何中的点、线、面等。

2、属加种差定义法。这种定义法是中学数学中最常用的定义方法，该法即按公式：“邻

近的属+种差=被定义概念”下定义，其中，种差是指被定义概念与同一属概念之下其他种

概念之间的差别，即被定义概念具有而它的属概念的其他种概念不具有的属性。例如，平

行四边形给出如下的定义方式：“一组对边平行并且相等的四边形叫做平行四边形”。其

中，平行四边形的概念邻近的属是四边形，平行四边形区别于四边形的其他种概念的属性

即种差是“一组对边平行并且相等”。

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有两种特殊形式：（1）发生式定义方法。它是以被定义概念所反

映的对象产生或形成的过程作为种差来下定义的。例如，“在平面内，一个动点与一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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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等距离运动所成的轨迹叫做圆”即是发生式定义。在其中，种差是描述圆的发生过程。

（2）关系定义法。它是以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对象与另一对象之间关系或它与另一对

象对第三者的关系作为种差的一种定义方式。例如，大于直角而小于平角的叫做钝角。

3、外延定义法。数学中有些概念，不易揭示其内涵，可直接指出概念的外延作为它的

概念的定义。通常就是通过列举“被定义概念所有互不相容的种概念”的方式下定义。例

如，整数和分数统称为有理数；正弦、余弦、正切和余切函数叫做三角函数；椭圆、双曲

线和抛物线叫做圆锥曲线；逻辑的和、非、积运算叫做逻辑运算等等，都是这种定义法。

外延定义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即采用约定的方法来揭示外延，这种外延定义也称为约

定式定义法。例如， 0 1( 0)a a  ，就是用约定式方法定义的概念。

4.词语定义法。用词语说明被定义项的含义的方式。例如：“∈”表示属于。

5.递归定义法。一般适用于自然数的性质有直接关系的对象。例如：用递推公式

1n na a d  定义等差数列。

【例 1】“无理数与“无限不循环小数”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是（ ）。

A.同一关系 B.从属关系 C.交叉关系 D.全异关系

【例 2】“负数”和“整数”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是（ ）。

A.同一关系 B.交叉关系 C.属种关系 D.对立关系

数学教学方法

1．数学教学中的常用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不同于教学工具或手段，它是教法与学法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体现了教学活

动的双边性。

讲授法

课堂上教师的主要活动是口头讲解、扼要板书，学生的主要活动是听讲、思考、重点

记录、做练习，这种教学方法叫讲解法。讲解法主要用于新单元的开始、新概念的引入、

新命题的得出、新知识的归纳总结以及学生提问的几种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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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法的基本要求：科学性、系统性、启发性、针对性、深刻性、语言要生动。

（1）优点：能保证教师传授知识的系统性、主动性与连贯性，易于控制课堂教学，充

分利用时间。

（2）缺点：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培养学生自学习惯和独立思考能力，容易变成

注入式、满堂灌。

谈话法

谈话法是使用谈话、回答的方式，由教师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认真思考的基础上给出

回答，从而使学生获得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

（1）优点：它在设计中就把师生的双边活动固定化了。

（2）缺点：由于学生对问题的提出是即席回答，缺少思想准备和一定的组织准备，会

耽误一定的时间。

讲练结合法

这是一种通过教师的讲、学生的练、讲讲练练、边讲边练、讲练结合的教学方法。

（1）优点：能够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紧密地联结起来，较好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2）缺点：讲与练的衔接不易控制，教师难以预料练习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自学辅导法

（1）优点：能够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养成认真钻研课本的好习惯。教材既是教师教

的蓝本，也是学生学习的范本，任何轻视教材的行为都是不可行的。

（2）缺点：时间不易掌握，运用不好会影响教学质量。

发现法

（1）优点：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可得到发挥，常处于主动进取的学习状态之中。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具有较高级的心理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和探究问题的习惯，

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自信心，使学生理解知识深刻而牢固。

有利于培养学生掌握探索问题的方法与研究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自学能力。

（2）缺点：

花费时间较多，不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知识，影响数学理论体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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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减少教学中数学知识容量，程度较差的学生可能较难适应。

小组教学法

小组教学法是指这样一种教学方法，学生通常被分成 4~6人一组，独立思考和合作交

流的方式展开学习活动，每名学生既作为认知个体，也作为社会个体加入学习活动。

探究性数学教学

由于在教学中提倡“创新意识的培养”，数学教学开始注重“探究性数学课题”的模

式。数学探究问题的涉及范围比较广，有时类似数学作文，学生有充分的自由思考余地。

探究性数学课题可以联系一些重要的数学概念和数学分支，对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有较大的

其他作用。这种探究性的课题，不是要学生凭空去做，而是由教师启发，追寻数学家创造

性数学活动的思想轨迹，体验数学家发现数学的历程。

情境教学法

教师为激发学生思考的积极性，创设特定的问题情境，以培养他们独立探求问题本领

的教学方法。一个生动的情境设置，可以引起学生的亲切感和新鲜感，从而调动大脑皮层

中的兴奋中心，提供想象和思维的前提，其后教师便利用学生感受后的兴奋状态，引导学

生对问题做层层深入的思考，挖掘学生大脑潜在的能力，使学生能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情境

中学习。

2.教学方法的选择

(1)教学方法的选择要考虑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目标来选择方法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①特定的目标往往要求特定的方法去实现。

②各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发挥最佳功效。

③扬长避短地选用各种方法。

（2）教学方法的选择要考虑教学内容特点

每节课的教学内容必定都有重点部分、难点部分和关键所在，教学方法的选择就要考

虑怎样选择适合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抓住关键的方法。

（3）教学方法的选择需要考虑教师自身特点

任何一种教学方法，只有适应教师自身的条件。能为教师理解和驾驭，才能更好地发

挥作用，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反之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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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方法的选择需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

教学活动的效果最终在学生身上得到体现，因此，在选择教学方法时，教师必须考虑

学生的自身情况，只有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需要和学习基础的教学方法才能真正

达到教学的高效率。

（5）教学方法的选择要考虑教学条件

我们国家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发达城市教学资源丰富，欠发达山区教学条件落后。教

学条件对教学方法功能的全面发挥也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特别是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充分

运用。

【例 3】下列描述的四种教学场景中，采用的教学方法为演示法的是（ ）。

A.课堂上老师运用实物、直观教具将教学内容生动形象地展示给学生

B.课堂上老师运用口头语音，辅以表情姿态，向学生传授知识

C.课堂上在老师指导下，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完成随堂练习题

D.课堂上老师向学生提出问题，并要求学生回答，以对话方式探讨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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