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 高中
高考数学知识点总结(汇总18篇)

军训总结是对军事训练的效果和质量进行评估和总结的一种
方式。通过阅读以下范文，你可以对知识点总结有更深入的
认识，为自己的学习提供参考和借鉴。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一

一忌“多而不精，顾此失彼”

许多同学(更多的是家长)为了在高考中领先于其它人，总是
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比别人学得多，这无疑是件好事。但他
们最后所采用的方法却往往是对他们最为不利的，那就是：
购买和选择大量的复习资料和讲义，花去比别人多得多的时
间，没日没夜的做，他们的精神非常可贵，他们的毅力非常
惊人，其效果却让他们自己都非常伤心失望。有些家长甚至
说：“我的小孩已经尽力了，还是没有进步，一定是太笨
了”。其实，他们犯了很多科学性的错误，却不自知。

1.高中阶段所学的知识具有一定的范围，再多的复习资料、
讲义，也只不过是这一范围内的知识的重复和变形。你所做
的很多题目都代表相同的知识点，代表相同的方法，对于那
些你已经掌握的知识、方法，做再多的题目还是于事无补，
简单无聊的重复除了使你身陷题海，不能自拔，耗尽了你的
精力不算，还使你失去了信心，因为你比别人努力，却没有
得到相应的回报。

2.每一套复习资料都经过编纂人员的反复推敲，仔细研究，
都很系统地将相应的知识点按照一定的规律和方法融会于其
中。所以同学只要研究好一两套具有代表性的复习资料，你
该学的一定都能学到，该会的都能学会。



3.“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能太贪心，
这本资料也好，那本资料也不错，好的资料太多了，同学们
的精力是有限的，而题目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精力去做无限
的题目，永远没有尽头，必然导致你对每一套资料都没有很
好的完成，都没有系统地研究，反而会因为各种资料的风格、
体系的不同，而使你的学习失去全面性、系统性，多而不精，
顾此失彼，是高三复习的大敌。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二

将各用电器串联起来组成的电路叫串联电路。

·开关在任何位置控制整个电路，即其作用与所在的位置无
关。电流只有一条通路，经过一盏灯的电流一定经过另一盏
灯。如果熄灭一盏灯，另一盏灯一定熄灭。

·优点：在一个电路中，若想控制所有电器，即可使用串联
的电路;

·缺点：只要有某一处断开，整个电路就成为断路。即所相
串联的电子元件不能正常工作。

串联电路中总电阻等于各电子元件的电阻和，各处电流相等，
总电压等于各处电压之和。

并联电路

并联电路是使在构成并联的电路元件间电流有一条以上的相
互独立通路，为电路组成二种基本的方式之一。例如，一个
包含两个电灯泡和一个9v电池的简单电路。若两个电灯泡分
别由两组导线分开地连接到电池，则两灯泡为并联。

特点：用电器之间互不影响。一条支路上的用电器损坏，其
他支路不受影响。



并联电路中，总电阻1/r=1/r1+1/r2+1/r3+...+1/rn，各处电
压相等。

高中物理知识点总结(重点)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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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三

高考政治必背知识点(常用)

关于核心的说法：

1.绿色消费的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

2.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

3.“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是――坚持党的先进性。

4.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5.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矛盾的观点(也是唯物辩证



法的根本观点)

关于(产生)生存和发展的说法：

人类社会产生和存在(或说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
的生产方式

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文化多样性

关于关键的说法：

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
这个机制(一靠民主，二靠法制)

人们解决矛盾(问题)的关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属性的说法：

1.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又叫商品的二因素或二重性)――使
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可说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还可
以说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共有属性、特有属性、社会属性)

2.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又叫二重性)――同一性和斗争性。

3.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区别物质的特性是客观实在
性)。

关于特点的说法：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实行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注重实际运用，具有实用性和



整体性。

关于前提、基础的说法：

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必须始
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决策机关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是――拓宽民意反映渠道。

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是――公民享有对涉及公众
利益的决策的知情权。

我国政党制度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文化多样性。(也是世界文化的基本
特征)

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标志的说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国内生产总值即gdp。

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基础和标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可
以说是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

区别有与无政府的根本标志是――政府的管理是否被人民自
觉地认可和服从。

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文化遗产。

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科学技术。(中国古代
的科技成就长期处于世界前列。)



1.传媒真正开始面向大众传递信息的标志――印刷媒体的推
广。

2.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传统建筑(也被称为凝固
的艺术)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文字的发明。(区别：汉字是中
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汉字和史书典籍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
见证。)

关于实质的说法：

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
国力的较量。

文化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文化创新

发展的实质――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
物的灭亡。

关于决定的说法：

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

决定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是――国家性质和
国家利益。

辩证法的精神实质――革命的、批判的、创新的。

高考政治必背知识点(必背)

关于宗旨的说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宗旨是――人民当家作主



我国政府的工作宗旨――为人民服务。

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政府的宗旨)

联合国的宗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
展。

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维护我国的独立的主权(这也是我国
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于本质的说法：

1.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

2.纸币的本质是价值符号。

3.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关于灵魂的说法：

一个国家的生命和灵魂是――主权(还可说是国家统一而不可
分割的权力)

1.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民族精神(还可说是维系中华种族人
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
柱，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于根本的说法：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
安定的根本性措施。

关于主题的说法：



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

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
国统一。

关于绝对、无条件的观点：

运动永恒、绝对、无条件的

矛盾双方的对立是绝对、无条件的

关于相对、具体、有条件的：

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静止是暂时、相对、有条件的

矛盾双方的统一是相对、有条件的(包括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
和相互转化，都是相对、有条件的)

真理是相对、有条件的

关于“三个代表”的说法：

如何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关键是与时俱进。核心保持党的先
进性。本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
之基、力量之源。

关于出发的说法：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唯物主义世界观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
把意识性的东西做为出发点，如真理、科学理论、马克思主
义、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思想等)

关于精神火炬的说法：

民族精神的火炬――传统文艺(或说文学艺术)

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火炬――中华民族精神。

高考政治必背知识点(重点)

关于原则的说法：

wto的基本原则――有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互惠原则
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与国
民待遇原则。

我国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对人民负责。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的原则(最重要特
点)――民主集中制。

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
共同繁荣三原则。(注意区分民族区域自治是基本的民族政策，
是基本的政治制度。)

发展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必须遵循的原则――弘扬
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关于方针的说法：

发展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要坚持的方针――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



关于战略的说法：

我国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基本战略――坚持“引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

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关于治本之策的说法：

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在全社会形成以道德为支撑，
以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

关于政治制度的说法：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称“政
体”)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我国政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解决民
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关于基本要求的说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基本要求是――依
法行政

关于集中表现的说法：

人类社会的物质性集中表现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物质
性上。

关于基本国策、(政策)的说法：



促进社会统一的基本国策――一国两制

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

我国的基本宗教政策――宗教信仰自由

我国的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对
外开放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四

【读者按}数学总结分：概率、立体几何、三角函数、解析几
何、数列、函数。。

直线与平面的平行与垂直，平面与平面的平行与垂直；

统计的分布估计与特征值估计；

概率模型与对立事件；

三角函数的定义，同角三角函数基本关系式，诱导公式，三
角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两角和与差的.三角函数，二倍角公式；

等差(比)数列的通项公式与前n项和公式及其应用；

合情推理（归纳推理、类比）；

复数的基本概念，复数的四则运算，得数的几何意义。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五

简便计算(默写或自己举例子)

一、连续减法简便运算例子：

528—65—35528—89—128528—(150+128)

=528—(65+35)=528—128—89=528—128—150

=528—100=400—89=400—150

=428=311=250

二、连续除法简便运算例子：

3200÷25÷4

=3200÷(25×4)

=3200÷100

=32

三、其它简便运算例子：

256—58+44250÷8×4

=256+44—58=250×4÷8

=300—58=1000÷8

=242=125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六

图形初步认识的知识点

1、我们把实物中抽象的各种图形统称为几何图
形(geometricfigure)。

2、有些几何图形(如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圆锥、球等)的
各部分不都在同一平面内，它们是立体图形(solidfigure)。

3、有些几何图形(如线段、角、三角形、长方形、圆等)的各
部分都在同一平面内，它们是平面图形(planefigure)。

4、将由平面图形围成的立体图形表面适当剪开，可以展开成
平面图形，这样的平面图形称为相应立体图形的展开图(net)。

5、几何体简称为体(solid)。

6、包围着体的是面(surface)，面有平的面和曲的面两种。

7、面与面相交的.地方形成线(line)，线和线相交的地方是
点(point)。

8、点动成面，面动成线，线动成体。

9、经过探究可以得到一个基本事实:经过两点有一条直线，
并且只有一条直线。

简述为:两点确定一条直线(公理)。

10、当两条不同的直线有一个公共点时，我们就称这两条直
线相交(intersection)，这个公共点叫做它们的交
点(pointofintersection)。



多姿多彩的图形

1.从实物中抽象出的各种图形统称为几何图形。

2.点、线、面、体

a.点：线和线相交的地方。

b.线：面和面相交的地方，线可分为直线、射线、线段

c.体：正方体、长方体、圆柱、球等都是几何体，几何体简
称体。

d.面：包围着体的是面，面可分为平的面、曲的面。

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

长方体、正方体、球、圆柱、圆锥等都是立体图形。此外棱
柱、棱锥也是常见的立体图形。

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圆等都是平面图形。

许多立体图形是由一些平面图形围成的，将它们适当地剪开，
就可以展开成平面图形。

线、面、体

几何体也简称体。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圆锥、球、棱柱、
棱锥等都是几何体。

包围着体的是面。面有平的面和曲的面两种。

面和面相交的地方形成线。



线和线相交的地方是点。

几何图形都是由点、线、面、体组成的，点是构成图形的基
本元素。

直线、射线、线段

经过两点有一条直线，并且只有一条直线。

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点c线段ab分成相等的两条线段am与mb，点m叫做线段ab的
中点。类似的还有线段的三等分点、四等分点等。

直线桑一点和它一旁的部分叫做射线。

两点的所有连线中，线段最短。简单说成：两点之间，线段
最短。

合数的概念

合数指自然数中除了能被1和本身整除外，还能被其他数(0除
外)整除的数。与之相对的是质数，而1既不属于质dao数也不
属于合数。最小的合数是4。其中，完全数与相亲数是以它为
基础的。

自然数的性质和特点

1、有序性。自然数的有序性是指，自然数可以从0开始，不
重复也不遗漏地排成一个数列：0，1，2，3，…这个数列叫
自然数列。

2、无限性。自然数集是一个无穷集合，自然数列可以无止境
地写下去。



3、传递性：设n1，n2，n3都是自然数，若n1n2，n2n3，那
么n1n3。

5、最小数原理：自然数集合的任一非空子集中必有最小的数。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七

1、综合法：即我们正常的证明过程，由条件一直往下推。

例如，1菠萝的重量=4苹果重量，1苹果重量=20葡萄重量，证
明：2菠萝重量=160葡萄重量。

证明：因为1菠萝的重量=4苹果重量，1苹果重量=20葡萄重量

____________所以1菠萝的重量=4*20葡萄重量=80葡萄重量

____________所以2菠萝重量=160葡萄重量。

2、分析法：由结论推出等价结论，去证明这个等价结论成立。

同样上面的例子的证明：要证明2菠萝重量=160葡萄重量，即
证明2*1菠萝重量=2*80葡萄重量，即证明1菠萝重量=80葡萄
重量。

因为1菠萝的重量=4苹果重量，1苹果重量=20葡萄重量

所以1菠萝的重量=4*20葡萄重量=80葡萄重量，原式即证。

3、反证法：先假设结论相反，然后根据已知推导，最后发现
和已知不符，收!这是一个战胜自己的过程!

4、数学归纳法：

解题过程：



a.命题在n=1(或n0)时成立，这是递推的基础;

b.假设在n=k时命题成立;

c.证明n=k+1时命题也成立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八

1、《三国演义》中忠义的化身是(关羽)，我们所熟知的他忠、
义、勇、谋、傲的事情分别有：千里走(单骑)、华容道义
释(曹操)、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败走(麦城)。

2、《三国演义》中智者的化身当属军师诸葛亮，他未出茅庐，
便知天下三分之事，书中记叙了有关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事
迹，如火烧(赤壁)、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空城计智
退(司马懿)、挥泪斩(马谡)等。

3、《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三弟兄分别是双股剑的(刘
备)，使丈八蛇矛枪的(张飞)和使(青龙偃月刀)的关羽。

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
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
演义》)的开篇词。

5、写出两个与“三国”故事有关的成语或俗语：(三顾茅庐)、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6、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请写出小说中有关
诸葛亮的两个故事的名称。例如：舌战群儒，(草船借
箭)，(空城计)。

7、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是根据《三国演义》(战役)中
“周瑜定计火攻曹操”的故事深化而来的。请再写出源于
《三国演义》的两个成语，并写出相应的人物及故事。



成语：三顾茅庐故事：刘备三请诸葛亮

成语：身在曹营心在汉故事：徐庶人在曹营不献一策

8、“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将闻雷来掩饰，
随机应变信如神。”这首诗说的是《三国演义》中刘备和曹
操的一段故事。这个故事是(煮酒论英雄)。

9、下面的一幅对联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功绩。参考示例，从
列出的六项中任意选出两项，写出具体所指。

8、人物性格

刘备：白帝城托孤、三顾茅庐

性格：唯才是用，心胸宽广，求贤若渴，有仁有义、仁德爱
人，心怀天下;善于投机，长于观人;重情重义，冲动自大。

诸葛亮：七擒孟获，赤壁之战，草船借箭

性格：忠心耿耿，为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谋有略等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

张飞：张益得大闹长板桥

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

性格：阴险狡诈，喜怒不形于色，求贤若渴，心胸宽广

周瑜：火烧赤壁

性格：心眼小，神机妙算，足智多谋;羽扇纶巾，一代帅才;
英年早逝，可怜无辜



赵云：长板坡赵云救阿斗

性格：忠心不二，武艺高强，有仁有义;三国力我最喜欢赵云
赵子龙乐!

蒋干：太过老实，自作聪明;自恃聪明，轻浮易信人。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九

1.农业生产(1)农耕技术：作物种植形成多熟制，培育农作物
新品种，引进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2)农业著作：徐光启
编写的《农政全书》体现了当时农业科技的水平。(3)租佃关
系：进一步发展，这与人口增加、人地矛盾突出有关，佃农
对田主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减弱。

2.手工业生产(1)生产方式：明代中叶以后，私营手工业超过
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2)手工工场和雇佣劳动出现，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纺织业发达地区出现自由劳动力市场。

3.商业的发展(1)货币经济：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社会上大
量使用白银，商业资本日趋活跃，长途贩运贸易兴盛。(2)农
产品商品化：棉花、茶叶、甘蔗、染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扩大，大量进入市场。(3)工商业市镇：明朝中后期，在运河
沿岸、江南地区，工商业市镇大量涌现。与周边农村联系密
切，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社会分工。(4)商帮：区
域性商人群体壮大，长途贩运贸易长足发展，形成徽商、晋
商等商帮。(5)区域分工：地区性的商业中心的形成和出现;
各地市场联系密切，地域分工趋势显现。(6)对外贸易：在正
当的中外贸易中，中国对外贸易占优势地位。(7)赋役变革：
一是将赋和役合并起来征收，二是用货币税代替实物税。

4.经济政策(1)重农抑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推行的经济
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2)明朝“海禁”：明太
祖规定人民不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对外贸易只能在官方



主持下进行。(3)清朝闭关锁国：只开广州一处对外通商，由
政府特许的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对外贸易。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

1、条形统计图

复式条形统计图中表示不同项目的直条，要用不同的线条或
颜色区别开，并在制图日期下面注明图例。

制作条形统计图的一般步骤:

用一个单位长度表示一定的数量，根据数量的多少描出各点，
然后把各点用线段顺次连接起来。

优点：不但可以表示数量的多少，而且能够清楚地表示出数
量增减变化的情况。

注意：折线统计图的横轴表示不同的年份、月份等时间时，
不同时间之间的距离要根据年份或月份的间隔来确定。

制作折线统计图的一般步骤:

用整个圆的面积表示总数，用扇形面积表示各部分所占总数
的百分数。

优点：很清楚地表示出各部分同总数之间的关系。

制扇形统计图的一般步骤：

(1)先算出各部分数量占总量的百分之几。

(2)再算出表示各部分数量的扇形的圆心角度数。

(3)取适当的半径画一个圆，并按照上面算出的圆心角的度数，



在圆里画出各个扇形。

(4)在每个扇形中标明所表示的各部分数量名称和所占的百分
数，并用不同颜色或条纹把各个扇形区别开。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一

分数大小比较

1、会比较同分母分数或同分子分数的大小。

2、解决相关的简单的实际问题。

3、认识不同的分数可以表示相同的量。

4、认识等值分数;会找到相等的分数。

分数的加减计算

1、理解算理，会计算分母在20以内的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
算方法。

2、能正确计算20以内的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3、通过观察分数墙，会发现分数的有关知识，初步学习“观
察、发现、转化”等数学思想方法。

分数知识点

1、知道数射线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用一个数来表示。实
现“分数”概念从“过程”到“对象”的转变。

2、会在数射线上比较分数的大小。并能直接进行相同分母或
者相同分子分数的大小比较。



3、掌握相同分母分数的加减法计算。

q在数学中代表什么

数学中q表示有理数集，但q并不表示有理数，有理数集与有
理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理数集是元素为全体有理数的集
合，而有理数则为有理数集中的所有元素。

有理数的认识

有理数为整数(正整数、0、负整数)和分数的统称。正整数和
正分数合称为正有理数，负整数和负分数合称为负有理数。
因而有理数集的数可分为正有理数、负有理数和零。由于任
何一个整数或分数都可以化为十进制循环小数，反之，每一
个十进制循环小数也能化为整数或分数，因此，有理数也可
以定义为十进制循环小数。

有理数集是整数集的扩张。在有理数集内，加法、减法、乘
法、除法(除数不为零)4种运算通行无阻。

有理数集与整数集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有理数集是稠密的，
而整数集是密集的。将有理数依大小顺序排定后，任何两个
有理数之间必定还存在其他的有理数，这就是稠密性。整数
集没有这一特性，两个相邻的整数之间就没有其他的整数了。

有理数是实数的紧密子集：每个实数都有任意接近的有理数。
一个相关的性质是，仅有理数可化为有限连分数。依照它们
的序列，有理数具有一个序拓扑。有理数是实数的(稠密)子
集，因此它同时具有一个子空间拓扑。

学好数学的思维

转化思维



转化思维，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思维。转化思维，是指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遇到障碍时，通过改变问题的方向，从
不同的角度，把问题由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寻求最
佳方法，使问题变得更简单、清晰。

逻辑思维

逻辑是一切思考的基础。逻辑思维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
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
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思维过程。逻辑思维，
在解决逻辑推理问题时使用广泛。

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也叫求异思维，它是对司空见惯的似乎已成定论的
事物或观点反过来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敢于“反其道而思
之”，让思维向对立面的方向发展，从问题的相反面深入地
进行探索，树立新思想，创立新形象。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二

1、接近实际数目，但与实际数目还有差别的数叫做近似数。

2、精确度：一个近似数四舍五入到哪一位，就说精确到哪一
位。

3、从一个数的左边第一个非0数字起，到末位数字止，所有
数字都是这个数的有效数字。

4、对于用科学记数法表示的数a10n，规定它的有效数字就
是a中的有效数字。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三

必修课程由5个模块组成：

必修1：集合、函数概念与基本初等函数(指、对、幂函数)

必修2：立体几何初步、平面解析几何初步。

必修3：算法初步、统计、概率。

必修4：基本初等函数(三角函数)、平面向量、三角恒等变换。

必修5：解三角形、数列、不等式。

以上是每一个高中学生所必须学习的。

上述内容覆盖了高中阶段传统的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主要部分，其中包括集合、函数、数列、不等式、解三角形、
立体几何初步、平面解析几何初步等。不同的是在保证打好
基础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这些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实
际应用，而不在技巧与难度上做过高的要求。

此外，基础内容还增加了向量、算法、概率、统计等内容。

2.重难点及考点：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四

（1）基本求导公式

（2）导数的四则运算

（3）复合函数的导数



设在点x处可导，y=在点处可导，则复合函数在点x处可导，
且即

1、数列的极限：

粗略地说，就是当数列的项n无限增大时，数列的项无限趋向
于a，这就是数列极限的描述性定义。记作：=a。如：

2、函数的极限：

1、在处的导数。

2、在的导数。

3、函数在点处的导数的几何意义：

函数在点处的导数是曲线在处的切线的斜率，

即k=，相应的切线方程是

注：函数的导函数在时的函数值，就是在处的导数。

例、若=2，则=（）a—1b—2c1d

（一）曲线的切线

函数y=f（x）在点处的`导数，就是曲线y=（x）在点处的切线的
斜率。由此，可以利用导数求曲线的切线方程。具体求法分
两步：

（1）求出函数y=f（x）在点处的导数，即曲线y=f（x）在点处
的切线的斜率k=

（2）在已知切点坐标和切线斜率的条件下，求得切线方程



为x。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五

一、平面的基本性质与推论

1、平面的基本性质：

公理1如果一条直线的两点在一个平面内，那么这条直线在这
个平面内;

公理2过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点，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公理3如果两个不重合的平面有一个公共点，那么它们有且只
有一条过该点的公共直线。

2、空间点、直线、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

直线与直线—平行、相交、异面;

直线与平面—平行、相交、直线属于该平面(线在面内，最易
忽视);

平面与平面—平行、相交。

3、异面直线：

平面外一点a与平面一点b的连线和平面内不经过点b的直线是
异面直线(判定);

所成的角范围(0，90)度(平移法，作平行线相交得到夹角或
其补角);

两条直线不是异面直线，则两条直线平行或相交(反证);



异面直线不同在任何一个平面内。

求异面直线所成的角：平移法，把异面问题转化为相交直线
的夹角

二、空间中的平行关系

1、直线与平面平行(核心)

定义：直线和平面没有公共点

判定：不在一个平面内的一条直线和平面内的一条直线平行，
则该直线平行于此平面(由线线平行得出)

2、平面与平面平行

定义：两个平面没有公共点

判定：一个平面内有两条相交直线平行于另一个平面，则这
两个平面平行

性质：两个平面平行，则其中一个平面内的直线平行于另一
个平面;如果两个平行平面同时与第三个平面相交，那么它们
的交线平行。

3、常利用三角形中位线、平行四边形对边、已知直线作一平
面找其交线

三、空间中的垂直关系

1、直线与平面垂直

定义：直线与平面内任意一条直线都垂直

判定：如果一条直线与一个平面内的两条相交的直线都垂直，



则该直线与此平面垂直

性质：垂直于同一直线的两平面平行

推论：如果在两条平行直线中，有一条垂直于一个平面，那
么另一条也垂直于这个平面

2、平面与平面垂直

定义：两个平面所成的二面角(从一条直线出发的两个半平面
所组成的图形)是直二面角(二面角的平面角：以二面角的棱
上任一点为端点，在两个半平面内分别作垂直于棱的两条射
线所成的角)

判定：一个平面过另一个平面的垂线，则这两个平面垂直

性质：两个平面垂直，则一个平面内垂直于交线的直线与另
一个平面垂直

学好高中数学的方法

1.首先，学生们最好每次上课之前对课本上的内容进行简短
地预习，这样对将要学习的知识点有个笼统的了解，标志出
自己预习时不懂不太理解的内容，便于在老师上课时学生进
行提问，有效解决学生学习问题。

2.其次，学生在上课时一定要勤于记笔记，对老师所讲内容
要具有针对性，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数学题
目的解法，有时不能光靠脑子，一定要经过周密的笔头计算
才能够发现其中的难点并且掌握化解方法，最终得到正确的
计算结果。

3.接着课后一定要对老师所讲的内容进行不断练习巩固，把
课堂把课堂例题反复演算几遍。加强课后练习，除了作业之



外，找一本好的参考书，尽量多做一下书上的练习题(尤其是
综合题和应用题)。熟能生巧，这样才能巩固课堂学习的效果，
使你的解题速度越来越快。

4.学习数学要善于总结归类，寻找不同的题型、不同的知识
点之间的共性和联系，把学过的知识系统化。举个具体的例
子：高一代数的函数部分，我们学习了指数函数、对数函数、
幂函数、三角函数等好几种不同类型的函数。但是把它们对
比着总结一下，你就会发现无论哪种函数，我们需要掌握的
都是它的表达式、图象形状、奇偶性、增减性和对称性。那
么你可以将这些函数的上述内容制作在一张大表格中，对比
着进行理解和记忆。在解题时注意函数表达式与图形结合使
用，必定会收到好得多的效果。

学好数学的窍门

学好数学的有效方法就是善于纠错，哪里错了就及时改正，
并做相关习题巩固训练。学数学最重要的就是解题能力。要
想会做数学题目，就要有大量的练习积累，知道各类型题目
的解题步骤与方法，题目做多了就有手感了，再拿出类似的
题目才会有解题思路。举一反三，举三反一，培养数学思维
的广度和深度。

简单的说就是一题多解、多题一解训练知识的纵横联系，为
建立自己的数学知识体系打下基础每天要规划出学习数学的
时间，只有时间保证了，才能提高学习成绩。不要自由散漫，
有时间就学，没有时间就不去碰，这要是学不好的。如果数
学还是学不会，可以再看一些数学学习经验、方法及笔记，
有现成的前辈总结的经验干嘛不用?做完题要学会总结。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六

在讲评试卷时,不应该也不必要平均使用力量,有些试题只要
点到为止,有些试题则需要仔细剖析,对那些涉及重难点知识



且能力要求比较高的试题要特别照顾;对于学生错误率较高的
试题,则要对症下药。为此教师必须认真批阅试卷,对每道题
的得分率应细致地进行统计,对每道题的错误原因准确地分析,
对每道题的评讲思路精心设计,只有做到评讲前心中有数,才
会做到评讲时有的放矢。

贵在方法,重在思维

方法是关键,思维是核心,渗透科学方法,培养思维能力是贯穿
数学教学全过程的首要任务。通过试卷的评讲过程,应该使学
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发展,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悟性得到提高,对
问题的化归意识得到加强训练:多题一解”和“一题多解”,
不在于方法的罗列,而在于思路的分析和解法的对比,从而揭
示最简或最佳的解法。

分类化归,集中讲评

涉及相同知识点的题,集中讲评;形异质同的题,集中评讲;形
似质异的题,集中评讲。综上所述,不管是高中数学还是其他
科目,只要我们能找对复习的方法,就一定能复习好这门功课。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七

在课本中能找到原型，有的是对课本原型进行加工、组合、
延伸和拓展.复习中要紧扣教材，夯实基础，同时关注新教材
中的新知识，对课本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形成知识网络，同
时对典型问题进行变式训练，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
的，做到以不变应万变，提高应变能力.

重视对基础知识的理解

基础知识即高中数学课程中所涉及的概念、公式、公理、定
理等.要求学生能揭示各知识点的内在联系，从知识结构的整
体出发去解决问题，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于一题.



针对热点，抓住弱点，开展难点知识专题复习.根据历年高考
试卷命题的特点，精心选择一些新颖的、有代表性的题型进
行专题训练.每年的高考数学会出现一两道难度较大、综合性
较强的数学问题，解决这类问题所用到的知识都是同学们学
过的基础知识，并不依赖于那些特别的、没有普遍性的答题
技巧，而主要是知识间的相互关系.

高中数学重点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八

第一，掌握公式概念。有的学生认为只要把公式定理记牢就
可以了，这样的想法往往就会导致数学没有学好，因为对概
念的理解只停在文字的表面，对公式就是死记硬背，没有深
入了解到，所以要多去细心观察。

第二，总结题型。数学的学习需要做大量的习题，因此，要
学会总结各种不同类型的题目，把它们分类开来，看看哪些
是自己能够解决的，哪些题是不会做的，这些题型的解题方
法是什么，这样才能将题目越做越少。

第三，错题本。一般有良好学习习惯的学生都会有一本错题
本，就是把平时中做错的题目收集起来，整理归纳在一起，
所以在做题时，不要只追求速度，也要保证做题的准确率。

第四，难题本。跟错题本一样，只是收集的内容不同，难题
本就是收集一些比较难做、奇妙的题目，看看这些题目的解
题思路，可以帮助自己拓展思维，总结一些解题规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