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学数学知识点全总结(大全8篇)
军训总结是对军训经历、训练成果、个人成长等进行总结和
概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帮助我们回顾在军训期间的所
学所感，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有所启示。下面是一些优秀教
师总结的案例分享，欢迎大家阅读和思考。

大学数学知识点全总结篇一

按一定次序排列的一列数叫做数列，数列中的每一个数都叫
做数列的项。

(1)从数列定义可以看出，数列的数是按一定次序排列的，如
果组成数列的数相同而排列次序不同，那么它们就不是同一
数列，例如数列1，2，3，4，5与数列5，4，3，2，1是不同
的数列。

(2)在数列的定义中并没有规定数列中的数必须不同，因此，
在同一数列中可以出现多个相同的数字，如：-1的1次幂，2
次幂，3次幂，4次幂，…构成数列：-1，1，-1，1，….

(4)数列的项与它的项数是不同的，数列的项是指这个数列中
的某一个确定的数，是一个函数值，也就是相当于f(n)，而项
数是指这个数在数列中的位置序号，它是自变量的值，相当
于f(n)中的n.

(5)次序对于数列来讲是十分重要的，有几个相同的数，由于
它们的排列次序不同，构成的数列就不是一个相同的数列，
显然数列与数集有本质的区别。如：2，3，4，5，6这5个数
按不同的次序排列时，就会得到不同的数列，而{2，3，4，5，
6}中元素不论按怎样的次序排列都是同一个集合。

(1)根据数列的项数多少可以对数列进行分类，分为有穷数列



和无穷数列。在写数列时，对于有穷数列，要把末项写出，
例如数列1，3，5，7，9，…，2n-1表示有穷数列，如果把数列写
成1，3，5，7，9，…或1，3，5，7，9，…，2n-1，…，它就表示无
穷数列。

(2)按照项与项之间的大小关系或数列的增减性可以分为以下
几类：递增数列、递减数列、摆动数列、常数列。

大学数学知识点全总结篇二

《考试说明》中要求“高考数学考查中学的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的掌握程度”，在“考查基础知识的同时，注重考查能
力”。“试题设计力求情境熟、入口宽、方法多、有层
次。”

高考试题很大部分是简单题与中档题，所以，学生如果基础
知识不掌握，那么还谈什么能力呢？因此建议：老师们一定
要引导考生在最后一个学期，加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的巩
固，保证简单题全拿分、中档题少失分。

对于难题，则要鼓励考生切不可放弃，第一小题要拿下，最
后小题多角度地思考努力寻找恰当方法，尽可能多拿分，平
时一定要养成不会做的难题拿步骤分的习惯。

《考试说明》指出，试题要“注重通性通法”、“常规方
法”。根据此，老师们要做的是：

首先，引导考生反思归纳，寻找“通性通法”“常规方法”。

数学需要一定的训练量，几天不练就会感觉手生，但题海战
术并不可取，因为题海战术会挤占反思的时间。因此平时在
做练习模拟卷时，做完题目，除了订正，还应该反思。

《考试说明》中关于空间想象能力是这样叙述的：“能根据



条件作出正确的图形，根据图形想象出直观形象；能正确地
分析出图形中基本元素及其相互关系；能对图形进行分解、
组合；会运用图形与图表等手段形象地揭示问题的本质。”

其次，引导考生反思命题人为什么出这个题，想考查什么？

比如立体几何解答题为什么是这样出题的'?显而易见，要考
查空间想象能力。因此做完立体几何解答题后，要再审视一
下，这个几何体是怎样构成的，几何元素间有哪些关系。再
比如，对于很多考生而言，解析几何难于计算，为什么难？
因为不会“寻找与设计合理、简捷的运算途径”！

解析几何解答题没有过关的学生，引导他们反思下自己的运
算求解能力，平时遇到计算时，不可畏难退却，认认真真地
做透几个解析几何解答题，体会其中的基本技巧，运算求解
能力也就培养起来了。

用《考试说明》引导学生查漏补缺，看看有哪些知识点考生
已经达到了考试要求，有哪些还没有达到。比如“会求一些
简单的函数的值域”，考生不仅要能够说出求值域的常用方
法——观察法、配方法、换元法、图象法、单调性法等，还
应该说得出与方法对应的经典例题。对于没有达到考试要求
的知识点，就需要重点加强、专项突破。

对于不知道的“数学概念、性质、法则、公式、公理、定
理”，需要认真地看教材，补上短板。比如“理解函数的最大
(小)值及其几何意义，并能求出函数的最大值”，如果说不
出最值的几何意义，就应该再看一遍教材上关于最大(小)的
定义。

通过研读考试说明，把考试说明先读厚再读薄，对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进行网络化的加工整理，发现知识内在的联系与规
律，形成脉络清晰、主线突出的知识体系，从而有利于快速
提取知识解决问题。



比如关于“恒成立问题”的知识网络构建，应该知道有四种
常见的解法，一是变量分离，二是转化为最值问题，三是图
象法，四是转换主元法，应该知道四种解法内在的联系与区
别是什么，除此之外，还应该知道“恒成立问题”与“存在
性问题”的区别。建议考生画出这张知识网络，在考试中遇到
“恒成立问题”，就可以根据这张网络快速探索合适的解题
方法。

数学对于文科生来说是个大难题，有些同学甚至“谈数学色
变”。其实只要掌握恰当的学习方法，文科生一样可以学好
数学并在高考中取得满意的分数。

首先对数学学习不要抱有放弃的想法。有些同学认为数学差
一点没关系，只要在其他三门文科上多用功就可以把总分补
回来，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我高三时的班主任曾经说过
一个“木桶原理”：一只木桶盛水量的多少取决于它最短的
一块木板。高考也是如此，只有各科全面发展才能取得好成
绩。其次是要杜绝负面的自我暗示。高三一年会有许许多多
的考试，不可能每一次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在失败的时
候不要有“我肯定没希望了”、“我是学不好了”这样的暗
示，相反的，要对自己始终充满信心，最终成功会到你的身
边。

高考数学试卷中大部分的题目都是基础题，只要把这些基础
题做好，分数便不会低了。要想做好基础题，平时上课时的
听课效率便显得格外重要。一般教高三的都是有着丰富经验
的老师，他们上课时的内容可谓是精华，认真听讲45分钟要
比自己在家复习2个小时还要有效。听课时可以适当地做些笔
记，但前提是不影响听课的效果。有些同学光顾着抄笔记却
忽略了老师解题的思路，这样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反而有些得不偿失。

要想学好数学，平时的练习必不可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进
行题海战术，做练习也要讲究科学性。在选择参考书方面可



以听一下老师的意见，一般来说老师会根据自己的教学方式
和进度给出一定的建议，数量基本在1—2本左右，不要太多。
在选好参考书以后要认真完整地做，每一本好的参考书都存
在着一个知识体系，有些同学这本书做一点，那本书做一点，
到最后做了许多本书但都没有做完，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知
识体系，效果反而不好。做题的时候要多做简单题，并且要
定好时间，这样可以提高解题速度。在高考前的冲刺阶段要
保证1—2天做一套试卷来保持状态。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做题
发现并解决自己已有的问题，总结出各类题目的解题方法并
且熟练掌握。在这里有两个小建议：一是在做填空选择题时
可以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一些解题过程以方便以后复习；二是
题目最好做两遍以上，可以加深印象。

对于大部分数学基础不是很扎实的同学来说，放弃最后两题
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高考数学试卷的最后两题对于
能力的要求较高，数学较弱的同学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上面，
而应把精力放在前面的基础题上，这样成绩反而会有所提高。
高考的大题目都是按过程给分的，所以万一遇到不会的题也
不要空着，应根据题意尽量多写一些步骤。在对待粗心这个
常见问题上，我有两个建议：一是少打草稿，把步骤都写在
试卷上；二是规范草稿，让草稿一目了然，这样便不太会出
现看错或抄错的现象了。考试中有时可以用代数字、特殊情
况和计算器等方法来提高解题速度解决难题，但在考试过后
一定要把题目正规的解题思路了解清楚。每一次考试的试卷
和高考前各区的模拟卷都是珍贵的复习资料，一定要妥善保
存。

大学数学知识点全总结篇三

理科学习重在平日功夫，不适于突击复习。平日学习最重要
的是课堂45分钟，听讲要聚精会神，思维紧跟老师。同时要
说明一点，许多同学容易忽略老师所讲的数学思想、数学方
法，而注重题目的解答，其实诸如“化归”、“数形结合”
等思想方法远远重要于某道题目的解答。



二、高质量完成作业

所谓高质量是指高正确率和高速度。写作业时，有时同一类
型的题重复练习，这时就要有意识的考查速度和准确率，并
且在每做完一次时能够对此类题目有更深层的思考，诸如它
考查的内容，运用的数学思想方法，解题的规律、技巧等。
另外对于老师布置的思考题，也要认真完成。如果不会决不
能轻易放弃，要发扬“钉子”精神，一有空就静心思考，灵
感总是突然来到你身边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次挑战自我
的机会。成功会带来自信，而自信对于学习理科十分重要；
即使失败，这道题也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勤思考，多提问

首先对于老师给出的规律、定理，不仅要知“其然”还
要“知其所以然”，做到刨根问底，这便是理解的最佳途径。
其次，学习任何学科都应抱着怀疑的态度，尤其是理科。对
于老师的讲解，课本的内容，有疑问应尽管提出，与老师讨
论。总之，思考、提问是清除学习隐患的最佳途径。

四、总结比较，理清思绪

(1)知识点的总结比较。每学完一章都应将本章内容做一个框
架图或在脑中过一遍，整理出它们的关系。对于相似易混淆
的知识点应分项归纳比较，有时可用联想法将其区分开。

(2)题目的总结比较。同学们可以建立自己的题库。我就有两
本题集。一本是错题，一本是精题。对于平时作业，考试出
现的错题，有选择地记下来，并用红笔在一侧批注注意事项，
考试前只需翻看红笔写的内容即可。我还把见到的一些极其
巧妙或难度高的题记下来，也用红笔批注此题所用方法和思
想。时间长了，自己就可总结出一些类型的解题规律，也用
红笔记下这些规律。最终它们会成为你宝贵的财富，对你的
数学学习有极大的帮助。



五、有选择地做课外练习

课余时间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是十分珍贵的，所以在做课外练
习时要少而精，只要每天做两三道题，天长日久，你的思路
就会开阔许多。

大学数学知识点全总结篇四

把()平均分成()份，这样的()份用()表示。

分数的意义：

一个物体、一些物体等都可以看作一个整体，把这个整体平
均分成若干份，这样的一份或几份都可以用分数来表示。

例如

一个整体可以用自然数1表示，通常把它叫单位“1”。

把看成单位“1”，每个是的1/4。

练习

每个茶杯是(这套茶杯)的()分之()。

每袋粽子是()的()分之()。

每种颜色的跳棋是()的()分之()。

阴影的方格是()的()分之()。

二分数单位

把单位“1”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其中一份的数叫分数单位。
例如()的分数单位是(),()的分数单位是()，()的分数单位



是()。

三分数与除法

思考

1、把三个苹果平均分给2个人，每个人分几个？

2、把1个苹果平均分给2个人，每个人分几个？

3、把3块饼平均分给5个小朋友，每人分得多少块？

3÷5=(块)

四分数的分类(真分数与假分数)

()()()

这些分数比1大还是小？

分子比分母小的分数叫真分数。真分数小于1。

()()

()

这些分数比1大，还是比1小？

分子比分母大或分子和分母相等的分数叫做假分数。假分数
大于1或等于1。

练习

1.下面的分数哪些是真分数，哪些是假分数？



3/51/66/63/413/62/71

真分数假分数

2、

3、(1)写出分母是7的所有真分数。

(2)写出分子是7的所有假分数。

4、下面的说法对吗？为什么？

(1)昨天妈妈买了1个西瓜，我一口气吃了5/4个。

(2)爷爷把菜地的2/5种了西红柿，3/5种了茄子，1/5种了辣
椒。

(3)这块巧克力我吃了1/6，表哥吃了5/6。

大学数学知识点全总结篇五

精耕细作的古代农业：

1、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的农业耕作方式的变革：

(1)原始农业：刀耕火种(火耕)

(2)我国农业进入了“耜耕”或“石器锄耕”阶段的标志：松
土工具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

(3)商周时期，出现青铜农具。春秋时期，小件铁农具问世。
牛耕是我国农用动力上的一次革命。战国时，牛耕初步推广。
此后，铁犁牛耕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2、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

(1)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
结合，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
是一种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精耕细作，是中国封
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2)中国封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3)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自然经济
的牢固存在。

世界的古代手工业

了解古代中国在冶金术、制瓷业、丝织业等手工业部门取得
的主要成就

1.商朝的司母戊鼎世界稀有。

2.东汉杜诗发明水排，用水利鼓风冶铁。

3.魏晋南北朝发明灌钢法。

4.唐代制瓷形成南青北白两大系统。

5.宋代江西的景德镇，到元代发展为全国制瓷中心，明清时
是全国的瓷都。

6.明朝在青花瓷的基础上，烧制出彩瓷；清代还发明了珐琅
彩。

7.明清时苏州、杭州是着名的丝织业中心，使用花楼机机构
复杂精密。

古代商业的发展



1、了解“市”的形成和发展：

(1)西汉：每个城市都设专供贸易的“市”与住宅区严格分开，
长安城东西有市。设官员管理(市长或市令)，按时开市闭市。

(2)隋唐：长安城有市和坊，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
市闭市。

(3)宋朝：市与坊的界限逐渐打破，店铺随处可设，且早晚都
可经营

2、知道主要的商业城市和着名的商帮：

(4)西汉：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着名商业中心

(5)隋唐黄河流域长安、洛阳；长江流域扬州、益州，成为繁
华的商业城市；广州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设市舶使。

(6)宋代开封、临安；益州发行“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7)元的大都、杭州。世界第一大港泉州

(8)明清：出现商帮。如，徽商、晋商(两者相同之处：都从
经营盐业起家；商业活动都涉及金融领域(徽商经营典当业，
晋商兴办票号);活动范围都涉及国外，都积累起巨额财富)

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基本含义极其影响

(1)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政策：“重农抑商”政策

首倡“重农抑商”政策的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

“重农抑商”得以长久实行的根本原因：适应了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的需要。

其目的：维护自然经济，确保赋役征派和地租征收，维护政
治稳定，巩固封建统治。

积极作用：保护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封建社会初期巩固新兴地主政权。

明清重农抑商的表现：农本商末的思想，专卖制度，关卡重
税，歧视商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

消极后果：强化自然经济，阻碍工商业发展，阻碍资本主义
萌芽的发展。

(2)明代“海禁”是防倭寇之患，但并未禁止官方对外贸易；
清代是因为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两者都是为维护
封建统治秩序。

(3)清代一直实行的“闭关锁国”的含义：严格限制对外交往。

清代只开一处对外通商是在：广州(由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管
理对外贸易)

闭关锁国的后果：妨碍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资本的原始积
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使中国与世隔绝，没能及时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发展生产力，使中国
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大学数学知识点全总结篇六

求n个相同因数的积的运算，叫乘方，其中，n为自然数，乘方
的结果叫幂。

一般地，a·a·...·a(n个a)记作an,其中a叫底数，n叫指数，读作a



的n次方或a的n次罪。指数为1时，可省略不写，底数是分数
或负数的应添括号。

应用乘方的定义时，要注意分清底数、指数，如(-3)2与-32
中，前者底数是-3,后者底数为3;前者指数对负数起作用，后
者指数“管不住”负号，这两个幂不相等，是互为相反数。

注意(1)任何数的偶次幂都是非负数。

(2)-1的偶次幂得1,-1的奇次幂为-1.

(3)1的任何欢幂都得1,0的任何次幂都为0.

2.科学记数法

一般地，一个大于10的数可以表示成a×10n的形式，其
中1≤a10,n是正整数，这种记数方法叫科学记数法。

用科学记数法表示一个大于10的数时，10的指数(即n的值)比
原数的整数位数少1.如原数有6位整数，n=5.

被表示的数若是负数时，用科学记数法表示一个数，不能改
变被表示数的大小，并按记数的要求书写，不要遗漏了负号。

3.有效数字

经四舍五人的近似数，从左边第一个不是0的数字起，到精确
的数位止，所有的数字，都叫这个近似数的有效数字。

4.精确度

精确度是近似数的精确程度，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

(1)精确到某一位



一个近似数四舍五入到哪一位，就称这个数精确到哪一位，
如近似数0.576精确到千分位，或称精确到0.001.

(2)保留若干个有效数字

一个近似数有几个有效数字，就称这个近似数保留几个有效
数字，如近似数0.324是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注意：给定一个近似数，要确定其精确度，主要是由该近似
数的最后一位有效数字在该数中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

5.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规则是：先算乘方，再算乘除，最后算加减；同级运算，按
照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有括号的先算括号内，计算过程中，
灵活运用运算律。

大学数学知识点全总结篇七

（1）两个平面互相平行的定义：空间两平面没有公共点

（2）两个平面的位置关系：

两个平面平行—————没有公共点；两个平面相
交—————有一条公共直线。

a、平行

两个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如果一个平面内有两条相交直线
都平行于另一个平面，那么这两个平面平行。

两个平面平行的性质定理：如果两个平行平面同时和第三个
平面相交，那么交线平行。



b、相交

二面角

（1）半平面：平面内的一条直线把这个平面分成两个部分，
其中每一个部分叫做半平面。

（3）二面角的棱：这一条直线叫做二面角的棱。

（4）二面角的面：这两个半平面叫做二面角的面。

（5）二面角的平面角：以二面角的棱上任意一点为端点，在
两个面内分别作垂直于棱的两条射线，这两条射线所成的角
叫做二面角的平面角。

（6）直二面角：平面角是直角的二面角叫做直二面角。

两平面垂直

两个平面垂直的性质定理：如果两个平面互相垂直，那么在
一个平面内垂直于交线的直线垂直于另一个平面。

大学数学知识点全总结篇八

一。解不等式的有关理论

（1）若两个不等式的解集相同，则称它们是同解不等式；

（3）解不等式时应进行同解变形；

（4）解不等式的结果，原则上要用集合表示。

二。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集

三。解一元二次不等式的基本步骤：



（1）整理系数，使次项的系数为正数；

（2）尝试用十字相乘法分解因式；

（3）计算

（4）结合二次函数的图象特征写出解集。

四。高次不等式解法：

尽可能进行因式分解，分解成一次因式后，再利用数轴标根
法求解

（注意每个因式的次项的系数要求为正数）

五。分式不等式的解法：

分子分母因式分解，转化为相异一次因式的积和商的形式，
再利用数轴标根法求解；

1、重点：从实际情境中抽象出一元二次不等式模型；熟练掌
握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3、重难点：掌握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利用不等式的性质
解简单的简单的分式不等式和高次不等式以及简单的含参数
的不等式，会解简单的指数不等式和对数不等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