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学业水平复习知识点

第一章 集合与简易逻辑

1、 集合

〔1〕、定义：某些指定的对象集在一起叫集合；集合中的每个对象叫集合的元素。 

集合中的元素具有确定性、互异性和无序性；表示一个集合要用{ }。

〔2〕、集合的表示法：列举法〔〕、描述法〔〕、图示法〔〕；

〔3〕、集合的分类：有限集、无限集和空集〔记作φ , φ 是任何集合的子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 

〔4〕、元素 a 和集合 A 之间的关系：a∈A，或 a∈A；

〔5〕、常用数集：自然数集：N ；正整数集：N；整数集：Z ；整数：Z；有理数集：Q；实数集：R。

2、子集

〔1〕、定义：A 中的任何元素都属于 B，那么 A 叫 B 的子集 ；记作：A二 B， 

注意：A二 B 时，A 有两种情况：A=φ与 A≠φ

〔2〕、性质：①、 A 二 A, φ  二 A ；②、假设 A 二 B, B 二 C ，那么 A 二 C ；③、假设 A 二 B, B 二 A 那

么 A=B ；

3、真子集

〔1〕、定义：A 是 B 的子集 ，且 B 中至少有一个元素不属于 A；记作： A  B ； 

〔2〕、性质：①、 A ≠ φ , φ 二 A ；②、假设A 二 B, B 二 C ，那么 A 二 C ；

4、补集

①、定义：记作： C  A = {x | x ∈U , 且x ∈ A}； 
U

②、性质： A ∩ C  A = φ , AU C  A = U，C（C  A）= A ； 
U                                    U                           U        U

5、交集与并集

〔1〕、交集： A ∩ B = {x | x ∈ A且x ∈ B}

性质：①、 A ∩ A = A, A ∩φ = φ     ②、假设A ∩ B = B ，那么B 二 A 

〔2〕、并集： A UB = {x | x ∈ A或x ∈ B}

性质：①、 AU A = A, AUφ = A     ②、假设A UB = B ，那么A 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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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二次函数、二次方程、二次不等式三者之间的关系〕

判别式：△=b2-4ac

二次函数

f (x) = ax 2  + bx + c(a > 0)

的图象

O

一元二次方程

ax 2  + bx + c = 0(a > 0) 的根

一元二次不等式

ax 2  + bx + c > 0(a > 0) 的解集

一元二次不等式

有两相异实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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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 2  + bx + c < 0(a > 0) 的解集      “＜〞取中间

不等式解集的边界值是相应方程的解

含参数的不等式 ax 2 ＋bx＋c>0 恒成立问题今 含参不等式 ax 2 ＋bx＋c>0 的解集是 R； 

其解答分 a ＝0(验证 bx＋c>0 是否恒成立)、a≠0〔a<0 且△<0〕两种情况。

7、绝对值不等式的解法： 〔“＞〞取两边，“＜〞取中间〕

〔1〕、当 a > 0 时，| x |> a 的解集是{x | x < 一a, x > a} ，| x |< a 的解集是{x | 一a < x < a}

〔2〕、当c > 0 时，| ax + b |> c 今 ax + b < 一c, ax + b > c ， | ax + b |< c 今 一c < ax + b < c

〔3〕、含两个绝对值的不等式：零点分段讨论法：例： | x 一 3| + | 2x +1|> 2

8、简易逻辑：

〔1〕命题：可以判断真假的语句；逻辑联结词：或、且、非；

简单命题：不含逻辑联结词的命题； 复合命题：由简单命题与逻辑联结词构成的命题；

三种形式：p 或 q、p 且 q、非 p； 

判断复合命题真假：

[1]、思路：①、确定复合命题的结构，

②、判断构成复合命题的简单命题的真假，

③、利用真值表判断复合命题的真假；

[2]、真值表：p 或q，同假为假，否那么为真；

p 且 q，同真为真；非 p ，真假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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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种命题：

原命题：假设 p 那么q； 逆命题：假设 q 那么p；

否命题：假设一 p 那么一 q；  逆否命题：假设一 q 那么一 p； 

互为逆否的两个命题是等价的。

原命题与它的逆否命题是等价命题。

〔3〕、反证法步骤：假设结论不成立 →推出矛盾→否认假设。 

〔4〕、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假设 p → q ，那么 p 叫 q 的充分条件； 

假设 p ← q ，那么 p 叫 q 的必要条件； 

假设 p 今 q ，那么 p 叫 q 的充要条件；

第二章 函数

1、映射：按照某种对应法那么f ，集合 A 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在 B 中都有唯一确定的元素和它对应， 

记作f：A →B，假设a ∈ A, b ∈ B ，且元素 a 和元素 b 对应，那么b 叫 a 的象，a 叫 b 的原象。

2、函数： 〔1〕、定义：设 A，B 是非空数集，假设按某种确定的对应关系f，对于集合 A 中的任意一个 

数 x，集合 B 中都有唯一确定的数f〔x〕和它对应，就称f：A →B 为集合 A 到集合 B 的一个函数，记作 

y=f〔x〕，

〔2〕、函数的三要素：定义域，值域，对应法那么；自变量x 的取值范围叫函数的定义域，函数值f〔x〕 

的范围叫函数的值域，定义域和值域都要用集合或区间表示；

〔3〕、函数的表示法常用：解析法，列表法，图象法〔画图象的三个步骤：列表、描点、连线〕；

〔4〕、区间：满足不等式a ≤ x ≤ b 的实数x 的集合叫闭区间，表示为：[a  ，b] 

满足不等式a < x < b 的实数x 的集合叫开区间，表示为：〔a  ，b〕

满足不等式a ≤ x < b 或a < x ≤ b 的实数x 的集合叫半开半闭区间，分别表示为： [a  ，b〕或〔a  ，b]； 

〔5〕、求定义域的一般方法：①、整式：全体实数，例一次函数、二次函数的定义域为R；

②、分式：分母≠ 0 ，0 次幂：底数≠ 0 ，例： y = 

③、偶次根式：被开方式≥ 0 ，例： y =   25 一 x2

④、对数：真数> 0 ，例： y = log
a 

〔6〕、求值域的一般方法：①、图象观察法： y = 0.2|x|

②、单调函数：代入求值法： y = log 
2 

.



③、二次函数：配方法： y = x 2  — 4x, x ∈[1,5) ， y =   — x2 + 2x + 2

④、“一次〞分式：反函数法 

⑤、“对称〞分式：别离常数法 

⑥、换元法： y = x +   1 — 2x

〔7〕、求f〔x〕的一般方法：

①、待定系数法：一次函数f〔x〕，且满足3f (x+ 1) — 2f (x —1) = 2x+ 17 ，求f〔x〕

②、配凑法  = x2  + 

③、换元法： f (  x + 1) = x + 2   x ，求f〔x〕

④、解方程〔方程组〕：定义在〔-1，0〕∪〔0，1〕的函数  满足2f

3、函数的单调性：

〔1〕、定义：区间 D 上任意两个值x , x  ，假设 x  < x  时有 f (x ) < f (x  ) ，称 f (x) 为 D 上增函数；
1        2                      1           2                       1                    2

假设x
1  

< x
2  
时有 f (x

1 
) > f (x

2 
) ，称 f (x) 为 D 上减函数。〔一致为增，不同为减〕 

〔2〕、区间 D 叫函数 f (x) 的单调区间，单调区间二 定义域；

〔3〕、判断单调性的一般步骤：①、设，②、作差，③、变形，④、下结论 

〔4〕、复合函数 y = f [h(x)]的单调性：内外一致为增，内外不同为减；

4、反函数：函数 y = f (x) 的反函数为 y = f —1(x) ；函数 y = f (x) 和 y = f —1(x) 互为反函数；

反函数的求法：①、由 y = f (x) ，解出x = f —1(y) ，②、x, y 互换，写成 y = f —1(x) ，③、写出y = f —1(x) 

的定义域〔即原函数的值域〕；

反函数的性质：函数 y = f (x) 的定义域、值域分别是其反函数y = f —1(x) 的值域、定义域；

函数 y = f (x) 的图象和它的反函数y = f —1(x) 的图象关于直线 y = x 对称； 

点〔a，b〕关于直线 y = x 的对称点为〔b，a〕；

5、指数及其运算性质： 〔1〕、如果一个数的 n 次方根等于a〔 n > 1, n ∈ N *  〕，那么这个数叫 a 的 n 次

方根；

n a 叫根式，当 n 为奇数时， n  an   = a ；当 n 为偶数时，  =| a |= 

.



〔2〕、分数指数幂：正分数指数幂： a 
m
n = n  am   ；负分数指数幂 

m
an

0 的正分数指数幂等于 1，0 的负分数指数幂没有意义〔0 的负数指数幂没有意义〕；

1

〔3〕、运算性质：当 a > 0, b > 0, r, s ∈ Q 时：ar  . as  = ar +s , (ar )s  = ars , (ab)r  = a rbr  ， r   a = ar ；

6、对数及其运算性质：〔1〕、定义：如果ab  = N (a > 0, a ≠ 1) ，数 b 叫以 a 为底 N 的对数，记作log
a  

N = b ， 

其中 a 叫底数，N 叫真数，以 10 为底叫常用对数：记为 lgN…为底叫自然对数：记为 lnN

〔2〕、性质：①：负数和零没有对数，②、1 的对数等于 0：log
a 

1 = 0 ，③、底的对数等于 1：log
a  
a = 1，

④、积的对数： log
a 
(MN) = log 

a  
M + log

a  
N ， 

幂的对数： log
a 

M n  = nlog
a 

M ，

7、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图象性质

函数 

定义

a>1                               0<a<1

y=ax
y                            y=ax            y

〔非奇非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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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x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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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 

上是减函数

〔< 1 x > 0

 a 0  = 1, : 过定点〔0，1〕 

 a x  > 0, :  图象在 x 轴上方

〔0，+ ∞〕

〔-∞, + ∞〕 

在〔0，+ ∞〕 

上是增函数

〔> 0 x > 1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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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减函数

〔< 0 x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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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
a 

1 = 0, :  过定点〔 1，0〕 

 x > 0, :  图象在 y 轴右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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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特征

图象 

关系

y = a x 的图象与 y = log
a  

x 的图象关于直线 y = x 对称

第三章 数列

〔一〕、数列：〔1〕、定义：按一定次序排列的一列数叫数列；每个数都叫数列的项；

数列是特殊的函数：定义域：正整数集N * 〔或它的有限子集{1，2，3，…，n}〕， 

值域：数列本身，对应法那么：数列的通项公式；

〔2〕、通项公式：数列{a
n 

}的第 n 项a
n 
与 n 之间的函数关系式；例：数列 1 ，2，… ，n 的通项公式a

n 
=

n

1 ，-1，1 ，-1，…，的通项公式a
n 

= (-1)n-1    ；   0，1，0，1 ，0 ，…，的通项公式 

〔3〕、递推公式：数列{a
n 

}的第一项，且任一项a
n 
与它的前一项an-1 〔或前几项〕间的关系用一个公式

表示，这个公式叫递推公式；例：数列 ： a
1  

= 1 ， a
n  

= 1 +   求数列{  a
n     

}的各项。

〔4〕、数列的前 n 项和： S
n  

= a1 + a2  + a3 +    + a
n  
； 数列前 n 项和与通项的关系：a

n   
= 

〔二〕、等差数列 ：〔1〕、定义：如果一个数列从第2 项起，每一项与它的前一项的差等于同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数列就叫做等差数列，这个常数叫做等差数列的公差，公差通常用字母d 表示。

〔2〕、通项公式： a
n  

= a
1  
+ (n -1)d  〔其中首项是 a 

1 
，公差是d ；整理后是关于 n 的一次函数〕，

 、前 n 项和：1 ．S
n  

= 2.  S  
n

= na
1  
+ d 〔整理后是关于 n 的没有常数项的二次函数〕

〔4〕、等差中项：如果a ，A ，b 成等差数列，那么 A 叫做a 与b 的等差中项。即：A = 或2A = a + b

[说明]：在一个等差数列中，从第 2 项起，每一项〔有穷等差数列的末项除外〕都是它的前一项与后一项 

的等差中项；事实上等差数列中某一项为哪一项与其等距离的前后两项的等差中项。

〔5〕、等差数列的判定方法：

①、定义法：对于数列 {a
n 
}，假设 a

n+1  
- a

n  
= d (常数)，那么数列 {a

n  
}是等差数列。

②、等差中项：对于数列 {a  }，假设2a     = a   + a    ，那么数列 {a  }是等差数列。
n                             n+1            n          n+2                                   n

〔6〕、等差数列的性质：

①、等差数列任意两项间的关系：如果a
n 
是等差数列的第n 项，a

m 
是等差数列的第m 项，且m ≤ n ，公

a   = a   + (n - m)d

.

差为d ，那么有 n           m



②、等差数列 {a
n 
}，假设 n + m = p + q ，那么 a

n  
+ a

m

也就是： a
1 

+ a
n  

= a
2  

+ an-1  = a
3  

+ an-2  = …… ，如下图：

③、假设数列 {a  }是等差数列，S  是其前 n 项的和，k
n                                             n

= a  + a  。
p          q

—                a n                        一
a

1 
, a
一2

, a
3 
, …一,a

n-2 
, an一-1 

, a
n

a
2 
+an-1

∈ N * ，那么 S  ，S    - S  ， S    - S   成等差数
k            2k           k            3k           2k

列。如下列图所示：

—                                                                一
a
一1

+ a
2  
+  + … +  + a

一k
+一… + a  + a

一2k+1  +一… + a
S

k                                                
S

2k 
-S

k                                 
S

3k 
-S

2 k

④、设数列
{a

n 
}
是等差数列，

S
是奇数项的和，

S
偶是偶数项项的和， 是前 n 项的和，

S    - S     = n d
当 n 为偶数时， 偶     奇    2    ，其中 d 为公差；

n + 1                      n -1
S
奇 

=   
2   

a
中 ，

S
偶 

=   
2   

a
中 〔其中 

a
中 是等差数列的中间一项〕。

⑤、等差数列{a
n 
}的前2n -1 项的和为S

2n-1 
，等差数列 {b

n 
}的前2n -1 项的和为S 

2
'n-1 ，那么 a

b
n
n 

=  S
S

2
2' 

n
n

 -- 1
1  

。

〔三〕、等比数列：〔1〕、定义：如果一个数列从第 2 项起，每一项与它的前一项的比等于同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数列就叫做等比数列，这个常数叫做等比数列的公比，公比通常用字母 q 表示〔 q ≠ 0 〕。

〔2〕、通项公式： a
n  

= a
1 
qn-1 〔其中：首项是 a 

1 ，公比是q 〕

 、前 n 项和]  S
n  

=  推导方法：乘公比，错位相减〕

说明：① S
n

= 
 a

1 
(1 - qn )  (q ≠ 1)
1 - q

○2 S   =  a1 
- a

n 
q  (q ≠ 1) 

n           1 - q

○3当q = 1 时为常数列， S
n  

= na
1 
，非 0 的常数列既是等差数列，也是等比数列

〔4〕、等比中项：

如果在a 与b 之间插入一个数G ，使 a ， G ，b 成等比数列，那么G 叫做a 与b 的等比中项。

也就是，如果是的等比中项，那么 
G = b 

，即G 2  = ab 〔或G = ±  ab ，等比中项有两个〕 
a     G

〔5〕、等比数列的判定方法：

①、定义法：对于数列 {a
n 
}，假设 +

n
1  = q(q ≠ 0) ，那么数列 {a

n  
}是等比数列。

②、等比中项：对于数列 {a
n 
}，假设 a

n 
a

n+2  
= a 2n+1 

，那么数列 {a
n 
}是等比数列。

〔6〕、等比数列的性质：

①、等比数列任意两项间的关系：如果a
n 
是等比数列的第n 项，a

m 
是等比数列的第m 项，且m ≤ n ，

.

S
奇 n

那么有：前 n 项的和

当 n 为奇数时，那么

S  = S   + S
n           奇      偶 ，

S
奇 

- S
偶 

= a
中，



公比为q ，那么有

②、对于等比数列

a
n  

= a
m 

q n—m

{a
n 
}，假设n + m = u + v ，那么 a

n  
. a

m  
= a

u  
. a

v

—————a←1
.an————一

也就是： a1 . an  =

③、假设数列{a
n

a2  . an — 1 = a3  . an — 2  = …… 。如下图：

}是等比数列， S
n 
是其前 n 项的和，

a
1 
, a
一2

, a
3 
, …一,a

2 
, an一1 

,
a2 .an — 1

k ∈ N * ，那么 Sk  
， S2k  — Sk

a
n

, S    — S
3k         2k

成等比数列。

—                                                                一
a
一1

+ a
2  
+ + … + + a

一k
+一… + a  + a

一2k
+1  +一… + a

S
k                                                    

S
2k 

— S
k                                    

S
3k 

— S
2 k

〔7〕、求数列的前 n 项和的常用方法：分析通项，寻求解法

1 + 2 + 3+ … + n =   ，1 + 3 + 5 + … +  = n 2 ，12  + 22  + 32  + … + n2  = 

①公式法：“差比之和〞的数列： (2 — 3 × 5—1) + (2 — 3 × 5—2) +… + (2 — 3 × 5—n) =

②、并项法： 1 — 2 + 3 — 4 + … + (—1)n—1n =

③、裂项相消法 

④、到序相加法：

⑤、错位相减法：“差比之积〞的数列： 1 + 2x + 3x2  + … + nx n—1  =

第四章 三角函数

1、角：〔1〕、正角、负角、零角：逆时针方向旋转正角，顺时针方向旋转负角，不做任何旋转零角； 

〔2〕、与α 终边相同的角，连同角α 在内，都可以表示为集合{β | β = α + k . 360。, k ∈ Z }

〔3〕、象限的角：在直角坐标系内，顶点与原点重合，始边与 x 轴的非负半轴重合，角的终边落在第几 

象限，就是第几象限的角；角的终边落在坐标轴上，这个角不属于任何象限。

2、弧度制：〔1〕、定义：等于半径的弧所对的圆心角叫做 1 弧度的角，用弧度做单位叫弧度制。

〔2〕、度数与弧度数的换算： 180。= 兀  弧度，1 弧度= ( )。 ≈ 57。18'

兀                                         y
P〔x，y〕

〔3〕、弧长公式： l =| α  | r  〔 α 是角的弧度数〕

扇形面积 lr ==  | α  | r 2                                         r =   x2  + y 2   > 0  
r            

α

0

.

如下列图所示：

180

x



3、三角函数 〔1〕、定义：〔如图〕         〔2〕、各象限的符号：

sinα = 

cosα =
+ 

cosα

150o
5兀

α 的弧度
6
1
2

—   3 
2

—   3 
3

4、同角三角函数基本关系式

〔1〕平方关系：

sin 2 α + cos2 α = 1 

1 + tan 2 α = sec2 α 

1 + cot 2 α = csc2 α

〔2〕商数关系： 〔3〕倒数关系： 

tanα cotα = 1

sinα cscα = 1

cosα secα = 1

sinα            cos α

tanα                1                   cot α

secα          cscα

〔4〕同角三角函数的常见变形：〔活用“1〞〕

①、 sin 2 α = 1 — cos2 α ,   sinα = ±  1 — cos2 α ; cos2 α = 1 — sin 2 α ,   cosα = ±  1 — sin2 α ;

③(sinα ± cosα)2 = 1 ± 2 sinα cosα = 1 ± sin 2α ,        1 ± sin 2α  =| sinα ± cosα |

5、诱导公式： 〔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公式一： sin(α + k . 360o) = sinα    cos(α + k . 360o) = cosα     tan(α + k . 360o) = tanα

公式二：                  公式三：               公式四：            公式五：

.

_         +
O

+       _ 
tan α

sin α

cos α

tanα

270o

3兀 
2

—1

tanα = 

cotα =

secα =

cscα =

〔3〕、  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30o

兀
6
1
2

135o

3兀 
4

360o

2兀

2

—      3

45o

兀
4

60o

兀
3

90o      120oα 的角度

2

—1

0o

0

sinα

y 
r 
x

2
1
2

2兀 
32

1

2

1

180o

x 
x

x 
r

—1

y y

y

x xx

+++

O O

00

000

0

00

r

r

2
2

2
2

2
2

2

2

3

3

3

33

11 1

yy y

3

兀兀

_

_

_

—

— —



sin(180o —α) = sin α
cos(180o —α) = —cosα 
tan(180o —α) = — tanα

sin(180o +α) = —sinα  
cos(180o +α) = —cosα 
tan(180o +α) = tan α

sin(—α) = —sinα 
cos(—α) = cosα  
tan(—α) = —tanα

sin(360o —α) = —sinα 
cos(360o —α) = cosα  
tan(360o —α) = — tanα

sin( 兀 
—α) = cosα 

2
补充：cos( 兀 —α) = sin α

2

tan(    —α) = cot α 
2

sin(    +α) = cosα 
2

cos(兀 +α) = —sinα 
2

tan(   +α) = —cotα 
2

sin(     —α) = —cosα 
2

cos(     —α) = —sinα
2

tan(     —α) = cot α
2

sin(     +α) = —cosα 
2

cos(     +α) = sin α
2

tan(     +α) = —cotα 
2

6、两角和与差的正弦、余弦、正切

S
(α + β )  

： sin(α + β ) = sin α cos β + cosα sin β     S
(
α — β )  ： sin(α — β ) = sin α cos β — cosα sin β 

C
(α+β ) 

： cos(a + β ) = cosα cos β — sinα sinβ     C
(
α — β ) ：cos(a — β ) = cosα cos β + sin α sinβ

T
(α +β )  

的整式形式为： tan α + tanβ = tan(α + β ) .(1— tanα tanβ )

例：假设A + B = 45o ，那么(1+ tanA)(1+ tan B) = 2 ．〔反之不一定成立〕

7、辅助角公式： a sin x + bcos x = 

=   a2  + b2 (sin x . cosφ + cos x .sinφ) =   a2  + b2  .sin(x +φ)

〔其中φ 称为辅助角， φ 的终边过点(a, b) ， tan φ  = b 
〕 〔多用于研究性质〕

a

8、二倍角公式：〔1〕、 S    ：  sin 2α = 2sinα cosα
2α

C   ：  cos2α = cos2 α — sin 2 α
2α

= 1— 2sin 2 α = 2cos2 α —1

〔2〕、降次公式：〔多用于研究性质〕

sin 2α
2

sin 2 α =               = —   cos2α +
2             2              2

1+ cos2α     1              1
cos2 α =               =    cos2α +

2          2              2

〔3〕、二倍角公式的常用变形：①、  1— cos 2α =   2 | sin α | ，    1+ cos 2α =    2 | cosα | ；

②、  =| sinα | ，    =| cosα |

③、 sin 4 α + cos4 α = 1— 2sin 2 α cos2 α = 1 —  sin 2 2α  
;      cos4 α — sin 4 α = cos 2α ; 

2

.

3兀

3兀

3兀

3兀

3兀3兀兀 兀

兀

1— cos2α        1              1

sin α cosα =

T    ： 
2α

1



7+ 2kπ |

9、三角函数的图象性质

〔1〕、函数的周期性：①、定义：对于函数f〔x〕，假设存在一个非零常数T，当 x 取定义域内的每一个 

值时，都有：f〔x+T〕=f〔x〕，那么函数f〔x〕叫周期函数，非零常数 T 叫这个函数的周期；

②、如果函数f〔x〕的所有周期中存在一个最小的正数，这个最小的正数叫f〔x〕的最小正周期。 

〔2〕、函数的奇偶性：①、定义：对于函数f〔x〕的定义域内的任意一个x，

都有：f〔-x〕= -f〔x〕，那么称f〔x〕是奇函数，f〔-x〕=   f〔x〕，那么称f〔x〕是偶函数

②、奇函数的图象关于原点对称，偶函数的图象关于y 轴对称；

③、奇函数，偶函数的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 

〔3〕、正弦、余弦、正切函数的性质〔k ∈ Z 〕

定义域

y = sin x
」

y = cos x

y = tan x     {x | x ≠ π2 
+ kπ }     〔-∞,+∞〕   T = π         奇函数   

y = sin x 图象的五个关键点：〔0，0〕，〔  ，1〕，〔 π , 0〕，〔  ，-1〕，〔 2π , 0〕； 
2                                      2

y = sin x 的对称中心为〔 kπ ,0 〕；对称轴是直线x = kπ + 

y = cos x 的对称中心为〔 kπ +  ,0 〕；对称轴是直线 x = kπ  ; 
2

y = Asin(wx +φ) 的周期  ；

y = A cos(wx +φ) 的周期T =

.

y = cos x 图象的五个关键点：〔0，
y

1
π

- π        
2

0
2

-1

- π
π-- 2y

1
3π

- 2
2π    x

2
-1

π                                         3π
1〕，〔   ，0〕，〔 π ,  -1〕，〔    ，0〕，〔 2π ,  1〕； 

2                                       2

y = sin x

y = cos x
y = tan x

2π   x

3π
2

3π
2

3π
2

π
2- π

x
2

π

0

y

π

π

π

π

π

o

周期性

T = 2π

T = 2π

奇偶性

奇函数

偶函数

值域

[-1 ，1]

[-1 ，1] [2kπ , (2k +1)π ]

递增区间           递减区间

x ∈ R

x ∈ R

π                                3π

「π
|L 2 

+ 2kπ

函数

3π
2

,

2π
—  ; 
w

π



y = tan x 的对称中心为点〔 kπ ,0 〕和点〔 kπ + 
π 

,0 〕；         y = Atan(①x +φ) 的周期T = 
π  

; 
2                                                                   ①

(4)、函数 y = Asin(①x +φ)(A > 0, ① > 0) 的相关概念：

y = Asin(①x +φ) 的图象与 y = sin x 的关系：

当 A> 1 时，图象上各点的纵坐标伸长到原来的 A 倍
①振幅变换： y = sin x       当0 < A< 1 时，图象上各点的纵坐标缩短到原来的 A 倍 

y = Asinx
1

当 ①  > 1时，图象上各点的纵坐标缩短到原来的  倍
①

②周期变换： y = sin x         当0 < ① < 1时，图象上各点的纵坐标伸长到原来的 
1 

倍 
y = sin ① x

① 
当 φ > 0 时，图象上的各点向左平移φ 个单位倍

③相位变换： y = sin x         当 φ < 0 时，图象上的各点向右平移| φ  | 个单位倍      y = sin(x +φ)

φ
当 φ > 0 时，图象上的各点向左平移  个单位倍 ①

④平移变换： y = Asin ① x      
当 φ < 0 时，图象上的各点向右平移| 

φ 
| 个单位倍   

y = Asin(①x +φ)
①

常表达成 ： ①把 y = sin x 上的所有点向左〔  φ  > 0 时〕或向右〔  φ  < 0 时〕平移 | φ  | 个单位得 到 

y = sin(x +φ) ；

②再把 y = sin(x +φ) 的所有点的横坐标缩短〔 ① > 1〕或伸长〔0 < ① < 1〕到原来的
1
 倍〔纵坐标不变〕①

得到 y = sin(①x +φ) ；

③再把 y = sin(①x +φ) 的所有点的纵坐标伸长〔 A > 1〕或缩短〔0 < A < 1 〕到原来的A 倍〔横坐标不 

变〕得到 y = Asin(①x +φ) 的图象。

先平移后伸缩的表达方向： y = Asin(①x +φ)

先平移后伸缩的表达方向：  y = Asin(①x +φ) = Asin[① (x + 
φ 

)] 
①

10、反三角：

.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

8.com/876230144202011011

振幅    周期

A       T = 2π
①

函数

y = Asin(①x +φ)

频率

1     ① 
f =    =

T    2π

值域

[-A ，A]

定义域

x ∈ R

图象

五点法

相位

①x +φ

初相

φ

求角条件                 x 的值             x 的范围              当 x 为钝角时

https://d.book118.com/8762301442020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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