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选修一数学知识点总结(精选5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相信许多人会觉
得总结很难写？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
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高中选修一数学知识点总结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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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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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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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选修一数学知识点总结篇二

定义：

从平面解析几何的角度来看，平面上的直线就是由平面直角
坐标系中的一个二元一次方程所表示的图形。求两条直线的
交点，只需把这两个二元一次方程联立求解，当这个联立方



程组无解时，两直线平行；有无穷多解时，两直线重合；只
有一解时，两直线相交于一点。常用直线向上方向与x轴正向
的夹角(叫直线的倾斜角)或该角的正切(称直线的斜率)来表
示平面上直线(对于x轴)的倾斜程度。可以通过斜率来判断两
条直线是否互相平行或互相垂直，也可计算它们的交角。直
线与某个坐标轴的交点在该坐标轴上的坐标，称为直线在该
坐标轴上的截距。直线在平面上的位置，由它的斜率和一个
截距完全确定。在空间，两个平面相交时，交线为一条直线。
因此，在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用两个表示平面的三元一次方
程联立，作为它们相交所得直线的方程。

表达式：

斜截式：y=kx+b

两点式：(y-y1)/(y1-y2)=(x-x1)/(x1-x2)

点斜式：y-y1=k(x-x1)

截距式：(x/a)+(y/b)=0

补充一下：最基本的标准方程不要忘了，ax+by+c=0,

因为，上面的四种直线方程不包含斜率k不存在的情况，
如x=3,这条直线就不能用上面的四种形式表示，解题过程中
尤其要注意，k不存在的情况。

高中选修一数学知识点总结篇三

重视新增内容考查，新课标高考对新增内容的考查比例远远
超出它们在教材中占有的比例。例如：三视图、茎叶图、定
积分、正态分布、统计案例等。



立足基础，强调通性通法，增大覆盖面。从历年高考试题看，
高考数学命题都把重点放在高中数学课程中最基础、最核心
的内容上，即关注学生在学习数学和应用数学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最为重要的、必须掌握的核心观念、思想方法、基本概
念和常用技能，紧紧地围绕“双基”对数学的核心内容与基
本能力进行重点考查。

突出新课程理念，关注应用，倡导“学以致用”。新课程倡
导积极主动、勇于探索的学习方式，注重提高学生的数学思
维能力，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加强应用意识的培养与
考查是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作为工具学科的数学学科特点
的体现。有意训练每年高考试题中都出现的高频考点。

高中选修一数学知识点总结篇四

1.学习的心态。

多数中等生的数学成绩是很有希望提升。一方面是目前具备
了一定基础，加上努力认真，这种学生态度没有问题，只是
缺少方向和适合的方法而已。另一方面，备考时间还算充足，
还有时间进行调整和优化。所以平日里多给自己一些积极的
心里暗示，坚持不断地实践合适自己的学习方法。

2.备考的方向。

什么是备考方向?所谓备考方向就是考试方向。在平时做题的
时候，要弄明白，你面前的题是哪个知识框架下，那种类型
的题型，做这样类型的题有什么样的方法，这一类的题型有
哪些?等等。

题型和知识点都是有限的，只要我们根据常考的题型，寻找
解题思路并合理的训练，那么很容易提升自己的数学成绩。

3.训练的方式。



每个人实际的情况不一样，训练的方式也不不同，考试中取
得的好成绩都是考前合理训练的结果。很多学生抱怨时间不
足，每天做完作业以后，身心疲惫。面对一堆题目，特别是
数学题，可以注重以下几个角度：

(2)制定目标。如果应付老师来做题无疑导致做题质量不高，
那么在做题之前应该制定一定目标，如上面说的那样，你通
过哪些题目来训练正确率?通过哪些题目来练习速度?通过哪
些题目来完善步骤等等。有了目标，更好的实现目标，在这
个过程中，你肯定有很多收获。

高中选修一数学知识点总结篇五

有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常轻视课本中基础知识、基
本技能和基本方法的学习与训练，经常是知道怎么做就算了，
而不去认真演算书写，但对难题很感兴趣，以显示自己
的“水平”，好高骛远，重“量”轻“质”，陷入题海，到
正规作业或考试中不是演算出错就是中途“卡壳”。因此，
同学们应从高一开始，增强自己从课本入手进行研究的意识。
可以把每条定理、每道例题都当作习题，认真地重证、重解，
并适当加些批注，特别是通过对典型例题的讲解分析，最后
要抽象出解决这类问题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并做好书面的解
题后的反思，总结出解题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便推广
和灵活运用。另外，学生要尽可能独立解题，因为求解过程，
也是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过程，同时更是一
个研究过程。

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好的听课习惯是很重要的。当然听
是主要的，听能使注意力集中，要把老师讲的关键性部分听
懂、听会。听的时候注意思考、分析问题，但是光听不记，
或光记不听必然顾此失彼，课堂效益低下，因此应适当地有
目的性的记好笔记，领会课上老师的主要精神与意图。科学
的记笔记可以提高45分钟课堂效益。



其次，要提高数学能力，当然是通过课堂来提高，要充分利
用好课堂这块阵地，学习数学的过程是活的，老师教学的对
象也是活的，都在随着教学过程的发展而变化，尤其是当老
师注重能力教学的时候，教材是反映不出来的。数学能力是
随着知识的发生而同时形成的，无论是形成一个概念，掌握
一条法则，会做一个习题，都应该从不同的能力角度来培养
和提高。课堂上通过老师的教学，理解所学内容在教材中的
地位，弄清与前后知识的联系等，只有把握住教材，才能掌
握学习的主动。

最后，在数学课堂中，老师一般少不了提问与板演，有时还
伴随着问题讨论，因此可以听到许多的信息，这些问题是很
有价值的。对于那些典型问题，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都必须及
时解决，不能把问题的结症遗留下来，甚至沉淀下来，有价
值的问题要及时抓住，遗留问题要有针对性地补，注重实效。

一个人不断接受新知识，不断遭遇挫折产生疑问，不断地总
结，才有不断地提高。"不会总结的同学，他的能力就不会提
高，挫折经验是成功的基石。"自然界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过
程便是最好的例证。学习要经常总结规律，目的就是为了更
一步的发展。通过与老师、同学平时的接触交流，逐步总结
出一般性的学习步骤，它包括：制定计划、课前自学、专心
上课、及时复习、独立作业、解决疑难、系统小结和课外学
习几个方面，简单概括为四个环节(预习、上课、整理、作
业)和一个步骤(复习总结)。每一个环节都有较深刻的内容，
带有较强的目的性、针对性，要落实到位。坚持“两先两后
一小结”(先预习后听课，先复习后做作业，写好每个单元的
总结)的学习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