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必修一 高一必
修三数学知识点总结(实用10篇)

在知识点总结中，要注意抓住重点和难点，深入理解核心概
念和关键思想。在这里，小编为大家推荐一些学习总结范文，
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高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必修一篇一

均匀随机数的产生：

我们常用的是[0，1]上的均匀随机数，如果试验的结果是区间
[0，1]内的任何一个数，而且出现任何一个实数是等可能的，
因此就可以用计算器来产生0～1之间的均匀随机数进行随机
模拟，我们常用随机模拟的方法来计算不规则图形的面积。

均匀随机函数：

均匀随机函数且只能产生[0，1]区间上均匀随机数。

产生[a,b]区间上均匀随机数：

产生[a,b]区间上均匀随机数，如果x是[0,1]区间上的均匀随
机数，则x(b-a)+a就是[a,b]区间上的均匀随机数。

计算机通过产生均匀随机数进行模拟实验的思路：

(2)根据总体对应的区域确定产生随机数的范围；

(3)根据事件a发生的条件确定随机数所应满足的关系式。



高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必修一篇二

定理总结公理1：如果一条直线上的两点在一个平面内，那么
这条直线上的所有的点都在这个平面内。公理2：如果两个平
面有一个公共点，那么它们有且只有一条通过这个点的公共
直线。公理3：过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有且只有一个
平面。

推论1:经过一条直线和这条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推论2：经过两条相交直线，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推论3：经过两条平行直线，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公理4：平行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等角定理：如果一个角的两边和另一个角的两边分别平行并
且方向相同，那么这两个角相等。

高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必修一篇三

集合的含义

集合的中元素的三个特性：

元素的确定性如：世界上的山

元素的互异性如：由happy的字母组成的集合{h，a，p，y}

元素的无序性：如：{a，b，c}和{a，c，b}是表示同一个集合

3。集合的表示：{…}如：{我校的篮球队员}，{太平洋，大
西洋，印度洋，北冰洋}



用拉丁字母表示集合：a={我校的篮球队
员}，b={1，2，3，4，5}

集合的表示方法：列举法与描述法。

注意：常用数集及其记法：

非负整数集（即自然数集）记作：n

正整数集n_n+整数集z有理数集q实数集r

列举法：{a，b，c……}

语言描述法：例：{不是直角三角形的三角形}

venn图：

4、集合的分类：

有限集含有有限个元素的集合

无限集含有无限个元素的集合

空集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例：{x|x2=—5｝

高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必修一篇四

1、阅读材料：概括材料意思（或有一个意思，或有几个意
思）；通过时间、人物等关键词联系课本知识，锁定课本相
关内容。

2、设问：看是“表明”“体现”“原因”“目的”“影响”
等。



3、多管齐下，尝试不同方法

筛选法：根据审题，搞清楚题目的基本要求，根据基本要求，
把四个选项一一过滤，直到找到正确的选项。

重点突破法：在审题中确定关键词后，如果对关键词相关的
史实了解清楚，那么可不用逐一考虑各个选项，而是直接确
定正确答案。

猜测法：如果对各个选项认识不清，无法确定正确的选项，
可用猜测法，猜测时有以下规律：一般情况下，选项如果超
出课本知识范围或超出课表范围，则为错误。

高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必修一篇五

本节知识包括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奇偶性、函数的周期性、
函数的最值、函数的对称性和函数的图象等知识点。函数的
单调性、函数的奇偶性、函数的周期性、函数的最值、函数
的对称性是学习函数的图象的基础，函数的图象是它们的综
合。所以理解了前面的几个知识点，函数的图象就迎刃而解
了。

1、函数单调性的定义

2、函数单调性的判断和证明：

(1)定义法

(2)复合函数分析法

(3)导数证明法

(4)图象法

1、函数的奇偶性和周期性的定义



2、函数的奇偶性的判定和证明方法

3、函数的周期性的判定方法

1、函数图象的作法

(1)描点法

(2)图象变换法

2、图象变换包括图象：平移变换、伸缩变换、对称变换、翻
折变换。

本节是段考和高考必不可少的考查内容，是段考和高考考查
的重点和难点。选择题、填空题和解答题都有，并且题目难
度较大。在解答题中，它可以和高中数学的每一章联合考查，
多属于拔高题。多考查函数的单调性、最值和图象等。

1、求函数的单调区间，必须先求函数的定义域，即遵循“函
数问题定义域优先的原则”。

2、单调区间必须用区间来表示，不能用集合或不等式，单调
区间一般写成开区间，不必考虑端点问题。

3、在多个单调区间之间不能用“或”和“ ”连接，只能用
逗号隔开。

4、判断函数的奇偶性，首先必须考虑函数的定义域，如果函
数的定义域不关于原点对称，则函数一定是非奇非偶函数。

5、作函数的图象，一般是首先化简解析式，然后确定用描点
法或图象变换法作函数的图象。



高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必修一篇六

对数函数的一般形式为，它实际上就是指数函数的反函数。
因此指数函数里对于a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对数函数。

对于不同大小a所表示的函数图形：

可以看到对数函数的图形只不过的指数函数的图形的关于直
线y=x的对称图形，因为它们互为反函数。

（1）对数函数的定义域为大于0的实数集合。

（2）对数函数的值域为全部实数集合。

（3）函数总是通过（1，0）这点。

（4）a大于1时，为单调递增函数，并且上凸；a小于1大于0时，
函数为单调递减函数，并且下凹。

（5）显然对数函数无界。

高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必修一篇七

一个东西是集合还是元素并不是绝对的，很多情况下是相对
的，集合是由元素组成的集合，元素是组成集合的元素。

例如：你所在的班级是一个集合，是由几十个和你同龄的同
学组成的集合，你相对于这个班级集合来说，是它的一个元
素；而整个学校又是由许许多多个班级组成的集合，你所在
的班级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是一个元素。

班级相对于你是集合，相对于学校是元素，参照物不同，得
到的结论也不同，可见，是集合还是元素，并不是绝对的。



解集合问题的关键

解集合问题的关键：弄清集合是由哪些元素所构成的，也就
是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形象化，将特征性质描述法表示的集
合用列举法来表示，或用韦恩图来表示抽象的集合，或用图
形来表示集合；比如用数轴来表示集合，或是集合的元素为
有序实数对时，可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图形表示相关的集
合等。

高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必修一篇八

对数函数的一般形式为，它实际上就是指数函数的反函数。
因此指数函数里对于a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对数函数。

右图给出对于不同大小a所表示的函数图形：

可以看到对数函数的图形只不过的指数函数的图形的关于直
线y=x的对称图形，因为它们互为反函数。

（1）对数函数的'定义域为大于0的实数集合。

（2）对数函数的值域为全部实数集合。

（3）函数总是通过（1，0）这点。

（4）a大于1时，为单调递增函数，并且上凸；a小于1大于0时，
函数为单调递减函数，并且下凹。

（5）显然对数函数。

高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必修一篇九

基本初等函数性质的考查，以导数知识为背景的函数问题；
以向量知识为背景的函数问题；从具体函数的考查转向抽象



函数考查；从重结果考查转向重过程考查；从熟悉情景的考
查转向新颖情景的考查。

向量具有数与形的双重性，高考中向量试题的命题趋向：考
查平面向量的基本概念和运算律；考查平面向量的坐标运算；
考查平面向量与几何、三角、代数等学科的综合性问题。

突出工具性，淡化独立性，突出解，是不等式命题的新取向。
高考中不等式试题的命题趋向：基本的线性规划问题为必考
内容，不等式的性质与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二
交函数等结合起来，考查不等式的性质、最值、函数的单调
性等；证明不等式的试题，多以函数、数列、解析几何等知
识为背景，在知识网络的交汇处命题，综合性强，能力要求
高；解不等式的试题，往往与公式、根式和参数的讨论联系
在一起。考查学生的等价转化能力和分类讨论能力；以当前
经济、社会生产、生活为背景与不等式综合的应用题仍将是
高考的热点，主要考查学生阅读理解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20xx年已经变得简单，20xx年难度依然不大，基本的三视图
的考查难点不大，以及球与几何体的组合体，涉及切，接的
问题，线面垂直、平行位置关系的考查，已经线面角，面面
角和几何体的体积计算等问题，都是重点考查内容。

小题主要涉及圆锥曲线方程，和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以及
圆锥曲线几何性质的考查，极坐标下的解析几何知识，解答
题主要考查直线和圆的知识，直线与圆锥曲线的知识，涉及
圆锥曲线方程，直线与圆锥曲线方程联立，定点，定值，范
围的考查，考试的难度降低。

导数的考查还是以理科19题，文科20题的形式给出，从常见
函数入手，导数工具作用（切线和单调性）的考查，综合性
强，能力要求高；往往与公式、导数往往与参数的讨论联系
在一起，考查转化与化归能力，但今年的难点整体偏低。



答案不，或是逻辑推理题，以及解答题中的开放型试题的考
查，都是重点，理科13，文科14题。

高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必修一篇十

元素与集合的关系有“属于”与“不属于”两种。

集合与集合之间的关系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为大家带来的8篇《人教版
数学高一知识点汇总》，希望可以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
作用，更多精彩的范文样本、模板格式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