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二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 高二数学
上学期知识点总结(优质10篇)

学期总结是对自己学习过程的一次审视和总结，也是对自己
未来学习目标的规划和定位。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军训
总结参考文摘，希望能够给大家写作过程中提供一些好的思
路和素材。

高二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一

数位……千亿位百亿位十亿位亿

位千万位百万位十万位万

位千

位百

位十

位个

位

计数单位……千亿百亿十亿亿千万百万十万万千百十个

2、十进制计数法。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是十。

3、数数。能一万一万地数，十万十万地数，一百万一百万地
数……

亿以内数的读法、写法知识点:

1、亿以内数的读数方法。



含有个级、万级和亿级的数，必须先读亿级，再读万级，最
后读个级。(即从高位读起)亿级或万级的.数都按个级读数的
方法，在后面要加上亿或万。在级末尾的零不读，在级中间
的零必须读。中间不管连续有几个零，只读一个零。

2、亿以内数的写数方法。

从高位写起，按照数位的顺序写，中间或末尾哪一位上一个
单位也没有，就在那一位上写0。

3、比较数大小的方法。

多位数比较大小，如果位数不同，那么位数多的这个数就大，
位数少的这个数就小。如果位数相同，从左起第一位开始比
起，哪个数字大，哪个数就大。如果左起第一位上的数相同，
就开始比第二位……直到比出大小为止。

高二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二

(1)线线、面面、线面垂直的定义

两条异面直线的垂直：如果两条异面直线所成的角是直角,就
说这两条异面直线互相垂直.

线面垂直：如果一条直线和一个平面内的任何一条直线垂直,
就说这条直线和这个平面垂直.

平面和平面垂直：如果两个平面相交,所成的二面角(从一条
直线出发的两个半平面所组成的图形)是直二面角(平面角是
直角),就说这两个平面垂直.

(2)垂直关系的判定和性质定理

线面垂直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



判定定理：如果一条直线和一个平面内的两条相交直线都垂
直,那么这条直线垂直这个平面.

性质定理：如果两条直线同垂直于一个平面,那么这两条直线
平行.

面面垂直的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

判定定理：如果一个平面经过另一个平面的一条垂线,那么这
两个平面互相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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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交线的直线垂直于另一个平面.

空间角问题

(1)直线与直线所成的角

两平行直线所成的角：规定为.

两条相交直线所成的角：两条直线相交其中不大于直角的角,
叫这两条直线所成的角.

两条异面直线所成的角：过空间任意一点o,分别作与两条异
面直线a,b平行的直线,形成两条相交直线,这两条相交直线所
成的不大于直角的角叫做两条异面直线所成的角.

(2)直线和平面所成的角

平面的平行线与平面所成的角：规定为.平面的垂线与平面所
成的角：规定为.

平面的斜线与平面所成的角：平面的一条斜线和它在平面内
的射影所成的锐角,叫做这条直线和这个平面所成的角.



求斜线与平面所成角的思路类似于求异面直线所成角：“一
作,二证,三计算”.

在“作角”时依定义关键作射影,由射影定义知关键在于斜线
上一点到面的垂线,

在解题时,注意挖掘题设中主要信息：

(1)斜线上一点到面的垂线;

(2)过斜线上的一点或过斜线的平面与已知面垂直,由面面垂
直性质易得垂线.

(3)二面角和二面角的平面角

二面角的定义：从一条直线出发的'两个半平面所组成的图形
叫做二面角,这条直线叫做二面角的棱,这两个半平面叫做二
面角的面.

二面角的平面角：以二面角的棱上任意一点为顶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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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角
的平面角.

直二面角：平面角是直角的二面角叫直二面角.

求二面角的方法

定义法：在棱上选择有关点,过这个点分别在两个面内作垂直
于棱的射线得到平面角

高二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三

解不等式的途径，利用函数的`性质。对指无理不等式，化为
有理不等式。



高次向着低次代，步步转化要等价。数形之间互转化，帮助
解答作用大。

证不等式的方法，实数性质威力大。求差与0比大小，作商
和1争高下。

直接困难分析好，思路清晰综合法。非负常用基本式，正面
难则反证法。

还有重要不等式，以及数学归纳法。图形函数来帮助，画图
建模构造法。

点线面三位一体，柱锥台球为代表。距离都从点出发，角度
皆为线线成。

垂直平行是重点，证明须弄清概念。线线线面和面面、三对
之间循环现。

方程思想整体求，化归意识动割补。计算之前须证明，画好
移出的图形。

立体几何辅助线，常用垂线和平面。射影概念很重要，对于
解题最关键。

异面直线二面角，体积射影公式活。公理性质三垂线，解决
问题一大片。

高二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四

考试必考题。诱导公式和基本三角函数图像的一些性质只要
记住会画图就行，难度在于三角函数形函数的振幅、频率、
周期、相位、初相，及根据最值计算a、b的值和周期，及等变
化时图像及性质的变化，这一知识点内容较多，需要多花时



间，首先要记忆，其次要多做题强化练习，只要能踏踏实实
去做，也不难掌握，毕竟不存在理解上的难度。

个人觉得这一章难度较大，这也是我掌握最差的一章。向量
的运算性质及三角形法则平行四边形法则难度都不大，只要
在计算的时候记住要同起点的向量。向量共线和垂直的数学
表达，这是计算当中经常要用的公式。向量的共线定理、基
本定理、数量积公式。难点在于分点坐标公式，首先要准确
记忆。向量在考试过程一般不会单独出现，常常是作为解题
要用的工具出现，用向量时要首先找出合适的向量，个人认
为这个比较难，常常找不对。有同样情况的同学建议多看有
关题的图形。

这一章公式特别多。和差倍半角公式都是会用到的公式，所
以必须要记牢。由于量比较大，记忆难度大，所以建议用纸
写之后贴在桌子上，天天都要看。而且的三角函数变换都有
一定的规律，记忆的时候可以结合起来去记。除此之外，就
是多练习。要从多练习中找到变换的规律，比如一般都要化
等等。这一章也是考试必考，所以一定要重点掌握。

高二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五

1、集合；

2、子集；

3、补集；

4、交集；

5、并集；

6、逻辑连结词；



7、四种命题；

8、充要条件。

1、映射；

2、函数；

3、函数的单调性；

4、反函数；

5、互为反函数的函数图象间的关系；

6、指数概念的扩充；

7、有理指数幂的运算；

8、指数函数；

9、对数；

10、对数的运算性质；

11、对数函数。

12、函数的应用举例。

1、数列；

2、等差数列及其通项公式；

3、等差数列前n项和公式；

4、等比数列及其通顶公式；



5、等比数列前n项和公式。

1、角的概念的推广；

2、弧度制；

3、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4、单位圆中的三角函数线；

5、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

6、正弦、余弦的诱导公式；

7、两角和与差的正弦、余弦、正切；

8、二倍角的正弦、余弦、正切；

9、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10、周期函数；

11、函数的奇偶性；

12、函数的图象；

13、正切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14、已知三角函数值求角；

15、正弦定理；

16、余弦定理；

17、斜三角形解法举例。



1、向量；

2、向量的加法与减法；

3、实数与向量的积；

4、平面向量的坐标表示；

5、线段的定比分点；

6、平面向量的数量积；

7、平面两点间的距离；

8、平移。

1、不等式；

2、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3、不等式的证明；

4、不等式的解法；

5、含绝对值的不等式。

1、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

2、直线方程的点斜式和两点式；

3、直线方程的一般式；

4、两条直线平行与垂直的条件；

5、两条直线的交角；



6、点到直线的距离；

7、用二元一次不等式表示平面区域；

8、简单线性规划问题；

9、曲线与方程的概念；

10、由已知条件列出曲线方程；

11、圆的标准方程和一般方程；

12、圆的参数方程。

高二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六

1、集合；2.子集；3.补集；4.交集；5.并集；6.逻辑连结词；
7.四种命题；8.充要条件。

1、映射；2.函数；3.函数的单调性；4.反函数；5.互为反函
数的函数图象间的关系；6.指数概念的扩充；7.有理指数幂
的运算；8.指数函数；9.对数；10.对数的运算性质；11.对
数函数。12.函数的应用举例。

1、数列；2.等差数列及其通项公式；3.等差数列前n项和公
式；4.等比数列及其通顶公式；5.等比数列前n项和公式。

1、角的概念的推广；2.弧度制；3.任意角的三角函数；4.单
位圆中的三角函数线；5.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6.正
弦、余弦的诱导公式；7.两角和与差的正弦、余弦、正
切；8.二倍角的正弦、余弦、正切；9.正弦函数、余弦函数
的图象和性质；10.周期函数；11.函数的奇偶性；12.函数的
图象；13.正切函数的图象和性质；14.已知三角函数值求角；
15.正弦定理；16.余弦定理；17.斜三角形解法举例。



1、向量；2.向量的加法与减法；3.实数与向量的积；4.平面
向量的坐标表示；5.线段的定比分点；6.平面向量的数量积；
7.平面两点间的距离；8.平移。

1、不等式；2.不等式的基本性质；3.不等式的证明；4.不等
式的解法；5.含绝对值的不等式。

1、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2.直线方程的点斜式和两点式；3.
直线方程的一般式；4.两条直线平行与垂直的条件；5.两条
直线的交角；6.点到直线的距离；7.用二元一次不等式表示
平面区域；8.简单线性规划问题；9.曲线与方程的概念；10.
由已知条件列出曲线方程；11.圆的标准方程和一般方
程；12.圆的参数方程。

1、椭圆及其标准方程；2.椭圆的简单几何性质；3.椭圆的参
数方程；4.双曲线及其标准方程；5.双曲线的简单几何性质；
6.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7.抛物线的简单几何性质。

1、平面及基本性质；2.平面图形直观图的画法；3.平面直线；
4.直线和平面平行的判定与性质；5.直线和平面垂直的判定
与性质；6.三垂线定理及其逆定理；7.两个平面的位置关系；
8.空间向量及其加法、减法与数乘；9.空间向量的坐标表示；
10.空间向量的数量积；11.直线的方向向量；12.异面直线所
成的角；13.异面直线的公垂线；14.异面直线的距离；15.直
线和平面垂直的性质；16.平面的法向量；17.点到平面的距
离；18.直线和平面所成的角；19.向量在平面内的射影；20.
平面与平面平行的性质；21.平行平面间的距离；22.二面角
及其平面角；23.两个平面垂直的判定和性质；24.多面
体；25.棱柱；26.棱锥；27.正多面体；28.球。

1、分类计数原理与分步计数原理；2.排列；3.排列数公
式；4.组合；5.组合数公式；6.组合数的两个性质；7.二项
式定理；8.二项展开式的性质。



1、随机事件的概率；2.等可能事件的概率；3.互斥事件有一
个发生的概率；4.相互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5.独立重
复试验。

1、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2.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期望值和
方差；3.抽样方法；4.总体分布的估计；5.正态分布；6.线
性回归。

1、数学归纳法；2.数学归纳法应用举例；3.数列的极限；4.
函数的极限；5.极限的四则运算；6.函数的连续性。

1、导数的概念；2.导数的几何意义；3.几种常见函数的导数；
4.两个函数的和、差、积、商的导数；5.复合函数的导
数；6.基本导数公式；7.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单调性和极值；
8.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1、复数的概念；2.复数的加法和减法；3.复数的乘法和除法；
4.复数的一元二次方程和二项方程的解法。

高二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七

【内容解读】了解向量的实际背景，掌握向量、零向量、平
行向量、共线向量、单位向量、相等向量等概念，理解向量
的几何表示，掌握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

注意对向量概念的理解，向量是可以自由移动的，平移后所
得向量与原向量相同；两个向量无法比较大小，它们的模可
比较大小。

【内容解读】向量的运算要求掌握向量的加减法运算，会用
平行四边形法则、三角形法则进行向量的加减运算；掌握实
数与向量的积运算，理解两个向量共线的含义，会判断两个
向量的平行关系；掌握向量的数量积的运算，体会平面向量
的数量积与向量投影的关系，并理解其几何意义，掌握数量



积的坐标表达式，会进行平面向量积的运算，能运用数量积
表示两个向量的夹角，会用向量积判断两个平面向量的垂直
关系。

【命题规律】命题形式主要以选择、填空题型出现，难度不
大，考查重点为模和向量夹角的定义、夹角公式、向量的坐
标运算，有时也会与其它内容相结合。

【内容解读】掌握线段的定比分点和中点坐标公式，并能熟
练应用，求点分有向线段所成比时，可借助图形来帮助理解。

【命题规律】重点考查定义和公式，主要以选择题或填空题
型出现，难度一般。由于向量应用的广泛性，经常也会与三
角函数，解析几何一并考查，若出现在解答题中，难度以中
档题为主，偶尔也以难度略高的题目。

【内容解读】向量与三角函数的综合问题是高考经常出现的
问题，考查了向量的知识，三角函数的知识，达到了高考中
试题的覆盖面的要求。

【命题规律】命题以三角函数作为坐标，以向量的坐标运算
或向量与解三角形的内容相结合，也有向量与三角函数图象
平移结合的问题，属中档偏易题。

【内容解读】平面向量与函数交汇的问题，主要是向量与二
次函数结合的问题为主，要注意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命题规律】命题多以解答题为主，属中档题。

【内容解读】向量的坐标表示实际上就是向量的代数表示。
在引入向量的坐标表示后，使向量之间的运算代数化，这样
就可以将“形”和“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许多平
面几何问题中较难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转化为大家熟悉的代
数运算的论证。也就是把平面几何图形放到适当的坐标系中，



赋予几何图形有关点与平面向量具体的坐标，这样将有关平
面几何问题转化为相应的代数运算和向量运算，从而使问题
得到解决。

【命题规律】命题多以解答题为主，属中等偏难的试题。

高二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八

（2）不可能事件：在条件s下，一定不会发生的事件，叫相
对于条件s的不可能事件；

（3）确定事件：必然事件和不可能事件统称为相对于条件s
的确定事件；

（4）随机事件：在条件s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件，
叫相对于条件s的随机事件；

（5）频数与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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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为事件a出
现的频数；称事件a出现的比例fn(a)=nna为事件a出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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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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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频率与概率的区别与联系：随机事件的频率，指此事件
发生的次数na与试验总次数n的比值nna，它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总在某个常数附近摆动，且随着试验次数的不断增多，
这种摆动幅度越来越小。我们把这个常数叫做随机事件的概
率，概率从数量上反映了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频
率在大量重复试验的前提下可以近似地作为这个事件的概率。

然说难度比较大，我建议考生，采取分部得分整个试



高二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九

一、集合、简易逻辑（14课时，8个）

1、集合；

2、子集；

3、补集；

4、交集；

5、并集；

6、逻辑连结词；

7、四种命题；

8、充要条件。

二、函数（30课时，12个）

1、映射；

2、函数；

3、函数的单调性；

4、反函数；

5、互为反函数的函数图象间的关系；

6、指数概念的扩充；

7、有理指数幂的运算；



8、指数函数；

9、对数；

10、对数的运算性质；

11、对数函数。

12、函数的应用举例。

三、数列（12课时，5个）

1、数列；

2、等差数列及其通项公式；

3、等差数列前n项和公式；

4、等比数列及其通顶公式；

5、等比数列前n项和公式。

四、三角函数（46课时，17个）

1、角的概念的推广；

2、弧度制；

3、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4、单位圆中的三角函数线；

5、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

6、正弦、余弦的诱导公式；



7、两角和与差的正弦、余弦、正切；

8、二倍角的正弦、余弦、正切；

9、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10、周期函数；

11、函数的奇偶性；

12、函数的图象；

13、正切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14、已知三角函数值求角；

15、正弦定理；

16、余弦定理；

17、斜三角形解法举例。

五、平面向量（12课时，8个）

1、向量；

2、向量的加法与减法；

3、实数与向量的积；

4、平面向量的坐标表示；

5、线段的定比分点；

6、平面向量的数量积；



7、平面两点间的距离；

8、平移。

六、不等式（22课时，5个）

1、不等式；

2、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3、不等式的证明；

4、不等式的解法；

5、含绝对值的不等式。

七、直线和圆的方程（22课时，12个）

1、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

2、直线方程的点斜式和两点式；

3、直线方程的一般式；

4、两条直线平行与垂直的条件；

5、两条直线的交角；

6、点到直线的距离；

7、用二元一次不等式表示平面区域；

8、简单线性规划问题；

9、曲线与方程的概念；



10、由已知条件列出曲线方程；

11、圆的标准方程和一般方程；

12、圆的参数方程。

八、圆锥曲线（18课时，7个）

1、椭圆及其标准方程；

2、椭圆的简单几何性质；

3、椭圆的参数方程；

4、双曲线及其标准方程；

5、双曲线的简单几何性质；

6、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

7、抛物线的简单几何性质。

九、直线、平面、简单何体（36课时，28个）

1、平面及基本性质；

2、平面图形直观图的画法；

3、平面直线；

4、直线和平面平行的判定与性质；

5、直线和平面垂直的判定与性质；

6、三垂线定理及其逆定理；



7、两个平面的位置关系；

8、空间向量及其加法、减法与数乘；

9、空间向量的坐标表示；

10、空间向量的数量积；

11、直线的方向向量；

12、异面直线所成的角；

3、异面直线的公垂线；

14、异面直线的距离；

15、直线和平面垂直的性质；

16、平面的法向量；

17、点到平面的距离；

18、直线和平面所成的角；

19、向量在平面内的射影；

20、平面与平面平行的性质；

21、平行平面间的距离；

22、二面角及其平面角；

23、两个平面垂直的判定和性质；

24、多面体；



25、棱柱；

26、棱锥；

27、正多面体；

28、球。

十、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18课时，8个）

1、分类计数原理与分步计数原理；

2、排列；

3、排列数公式；

4、组合；

5、组合数公式；

6、组合数的。两个性质；

7、二项式定理；

8、二项展开式的性质。

十一、概率（12课时，5个）

1、随机事件的概率；

2、等可能事件的概率；

3、互斥事件有一个发生的概率；

4、相互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



5、独立重复试验。

十二、概率与统计（14课时，6个）

1、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

2、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期望值和方差；

3、抽样方法；

4、总体分布的估计；

5、正态分布；

6、线性回归。

十三、极限（12课时，6个）

1、数学归纳法；

2、数学归纳法应用举例；

3、数列的极限；

4、函数的极限；

5、极限的四则运算；

6、函数的连续性。

十四、导数（18课时，8个）

1、导数的概念；

2、导数的几何意义；



3、几种常见函数的导数；

4、两个函数的和、差、积、商的导数；

5、复合函数的导数；

6、基本导数公式；

7、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单调性和极值；

8、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十五、复数（4课时，4个）

1、复数的概念；

2、复数的加法和减法；

3、复数的乘法和除法；

4、复数的一元二次方程和二项方程的解法。

高二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十

在中国古代把数学叫算术，又称算学，最后才改为数学。数
学网为大家推荐了高二期末考试数学易错知识点，请大家仔
细阅读，希望你喜欢。

集合与简单逻辑

易错点遗忘空集致误

错因分析：由于空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因此，对于
集合b，就有b=a，b，b，三种情况，在解题中如果思维不够缜密
就有可能忽视了b这种情况，导致解题结果错误。尤其是在解



含有参数的集合问题时，更要充分注意当参数在某个范围内
取值时所给的集合可能是空集这种情况。空集是一个特殊的
集合，由于思维定式的原因，考生往往会在解题中遗忘了这
个集合，导致解题错误或是解题不全面。

易错点忽视集合元素的三性致误

错因分析：集合中的元素具有确定性、无序性、互异性，集
合元素的三性中互异性对解题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带有字母
参数的集合，实际上就隐含着对字母参数的一些要求。在解
题时也可以先确定字母参数的范围后，再具体解决问题。

易错点求函数定义域忽视细节致误

错因分析：函数的定义域是使函数有意义的自变量的取值范
围，因此要求定义域就要根据函数解析式把各种情况下的自
变量的限制条件找出来，列成不等式组，不等式组的解集就
是该函数的定义域。

在求一般函数定义域时要注意下面几点：

(1)分母不为0;

(2)偶次被开放式非负;

(3)真数大于0;

(4)0的0次幂没有意义。

函数的定义域是非空的数集，在解决函数定义域时不要忘记
了这点。对于复合函数，要注意外层函数的定义域是由内层
函数的值域决定的。

易错点带有绝对值的函数单调性判断错误



错因分析：带有绝对值的函数实质上就是分段函数，对于分
段函数的单调性，有两种基本的判断方法：

二是画出这个分段函数的图象，结合函数图象、性质进行直
观的判断。研究函数问题离不开函数图象，函数图象反应了
函数的所有性质，在研究函数问题时要时时刻刻想到函数的
图象，学会从函数图象上去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对于函数的几个不同的单调递增(减)区间，千万记住不要使
用并集，只要指明这几个区间是该函数的单调递增(减)区间
即可。

易错点求函数奇偶性的常见错误

错因分析：求函数奇偶性的常见错误有求错函数定义域或是
忽视函数定义域，对函数具有奇偶性的前提条件不清，对分
段函数奇偶性判断方法不当等。

判断函数的奇偶性，首先要考虑函数的定义域，一个函数具
备奇偶性的必要条件是这个函数的定义域区间关于原点对称，
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函数一定是非奇非偶的函数。

在定义域区间关于原点对称的前提下，再根据奇偶函数的定
义进行判断，在用定义进行判断时要注意自变量在定义域区
间内的任意性。

易错点抽象函数中推理不严密致误

错因分析：很多抽象函数问题都是以抽象出某一类函数的共
同特征而设计出来的，在解决问题时，可以通过类比这类函
数中一些具体函数的性质去解决抽象函数的性质。

解答抽象函数问题要注意特殊赋值法的应用，通过特殊赋值
可以找到函数的不变性质，这个不变性质往往是进一步解决



问题的突破口。

抽象函数性质的证明是一种代数推理，和几何推理证明一样，
要注意推理的严谨性，每一步推理都要有充分的条件，不可
漏掉一些条件，更不要臆造条件，推理过程要层次分明，书
写规范。

易错点函数零点定理使用不当致误

错因分析：如果函数y=f(x)在区间[a，b]上的图象是连续不断
的一条曲线，并且有f(a)f(b)0，那么，函数y=f(x)在区间(a，b)
内有零点，即存在c(a，b)，使得f(c)=0，这个c也是方程f(c)=0
的根，这个结论我们一般称之为函数的零点定理。

函数的零点有变号零点和不变号零点，对于不变号零点，函
数的零点定理是无能为力的，在解决函数的零点时要注意这
个问题。

数列

易错点用错基本公式致误

错因分析：等差数列的首项为a1、公差为d，则其通项公
式an=a1+(n-1)d，前n项和公
式sn=na1+n(n-1)d/2=(a1+an)d/2;等比数列的首项为a1、公
比为q，则其通项公式an=a1pn-1，当公比q1时，前n项和公
式sn=a1(1-pn)/(1-q)=(a1-anq)/(1-q)，当公比q=1时，前n项
和公式sn=na1。在数列的基础性试题中，等差数列、等比数
列的这几个公式是解题的根本，用错了公式，解题就失去了
方向。

易错点an，sn关系不清致误



错因分析：在数列问题中，数列的通项an与其前n项和sn之间
存在关系：

这个关系是对任意数列都成立的，但要注意的是这个关系式
是分段的，在n=1和n2时这个关系式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
式，这也是解题中经常出错的一个地方，在使用这个关系式
时要牢牢记住其分段的特点。

当题目中给出了数列{an}的an与sn之间的关系时，这两者之
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知道了an的具体表达式可以通过数列
求和的方法求出sn，知道了sn可以求出an，解题时要注意体会
这种转换的相互性。

易错点对等差、等比数列的性质理解错误

错因分析：等差数列的前n项和在公差不为0时是关于n的常数
项为0的二次函数。

一般地，有结论若数列{an}的前n项
和sn=an2+bn+c(a，b，cr)，则数列{an}为等差数列的充要条
件是c=0在等差数列中，sm，s2m-sm，s3m-s2m(mn*)是等差
数列。

解决这类题目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考虑问题要全面，把各
种可能性都考虑进去，认为正确的命题给以证明，认为不正
确的命题举出反例予以驳斥。在等比数列中公比等于-1时是
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在解决有关问题时要注意这个特殊情况。

易错点数列中的最值错误

错因分析：数列的通项公式、前n项和公式都是关于正整数的
函数，要善于从函数的观点认识和理解数列问题。



但是考生很容易忽视n为正整数的特点，或即使考虑了n为正
整数，但对于n取何值时，能够取到最值求解出错。在关于正
整数n的二次函数中其取最值的点要根据正整数距离二次函数
的对称轴远近而定。

易错点错位相减求和时项数处理不当致误

错因分析：错位相减求和法的适用环境是：数列是由一个等
差数列和一个等比数列对应项的乘积所组成的，求其前n项和。
基本方法是设这个和式为sn，在这个和式两端同时乘以等比数
列的公比得到另一个和式，这两个和式错一位相减，得到的
和式要分三个部分：

(1)原来数列的第一项;

(2)一个等比数列的前(n-1)项的和;

(3)原来数列的第n项乘以公比后在作差时出现的。在用错位
相减法求数列的和时一定要注意处理好这三个部分，否则就
会出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