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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

回归基础!查漏补缺

!"#$

年高考复习正在紧张进行中!为了帮助大家做好基础知识的再回顾工作!我们按照教材内容

的顺序!以问题加跟进练习的形式将整个高中阶段的数学内容串联!在临近高考时为高三学生提供一

次知识的梳理!以帮助同学们对高考数学复习查漏补缺
!

第一章
!

集
!!

合

#%

子集!交集!并集三者之间的关系"

"

"

#&"

#

"

$

#

#

"

%

#&#!

!%

或!且!非#

&

$

'

$

(

%的真假性判断&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的否定
!

#

#

%

&

命题"一真则真$全假才假&

'

命题"一假则假$全真才真&

(

$

与
$

的真假性相反
!

#

!

%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互为否定
!

'%

四种命题及其关系中要注意原命题与逆否命题同真假$充要条件判定时首先分清条件与结论$

再进行推理
!

#!

集合中元素!必须具备的性质特征"#特别是互异性$

!

!

!

集合
"&

"

%

!

&

!

'

#中的三个元素分别表示某一个三角形的三边长度!那么这个三角形一定不

是$

!!

%

!

(%

等腰三角形
)%

锐角三角形
*%

直角三角形
+%

钝角三角形

变式
!

!

已知集合
"&

"

"

!

#

!

!

#!则集合
#&

"

(

)

(&),

*

!

)

*

"

!

*

*

"

#中元素的个数是$

!!

%

!

(%# )%' *%- +%.

!!

集合中元素的属性

!

"

!

集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式
!

!

设全集
-&

"$

)

!

*

%

)

)

!

*

*

#

#!集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那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空集%对任意集合
"

有%

/$

"

&

/"

"&

/

&

/%

"&"!

当一个集合中元素的个数不确定时&应想到

空集

!

$

!

设
"&

"

)

)

)

!

/),0&"

#!

#&

"

)

)

/)/#&"

#!且
"

%

#&"

!则实数
/

的取值范围

是
!

变式
!

!

已知集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若
#

$

"

!求实数
$

的取值

范围
!



$!

在由不等式构成集合或抽象集合的子集'交集'并集'补集的问题中&常采用画数轴或
1233

图的方

法处理
!

运用数形结合的思想解题&往往会化抽象为具体&化复杂为简单&将集合的交'并'补的关系

直观'形象地表示而有利于运算

!

%

!

设集合
0& )

))

),!

)0

" #

'

!

1&

"

)

)

%

,

)

,

%/4

#!

0

%

1&#

!则
%

的取值范围是$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5

%

+%

$

,

5

!

,'

%

%

$

,#

!

/

5

%

变式
!

!

已知全集
2

!

"

$

#

!那么下列结论中可能不成立的是$

!!

%

!

(%"

"

#&" )%"

%

#&# *%

.

2

$ %

"

"

#

-/

+%

.

2

$ %

#

"

"&

/

变式
"

!

如图
#3#

所示!

-

是全集!

"

!

#

!

4

是
-

的子集!则阴影部分表示的集合是$

!!

%

!

(!

$

"

"

#

%

"

4 )!"

".

-

$ %

#

"

4 *%

$

"

"

#

%

"

$

.

-

4

%

+%

.

-

#

%

%

$

"

"

4

图
!3!

变式
$

!

如图
#3!

所示!

-

是全集!

"

!

#

!

4

是
-

的子集!分别表示下列各图中阴影部分的集合
!

图
!3"

-!

求满足某个条件下的参数时&有时所求的参数并不满足该条件&原因是求解时&只用条件的局部&这

就要对所求参数代回条件进行检验

!

&

!

已知集合
"&

"

%

!

!

%/#

!

,'

#!

#&

"

%,'

!

!%,#

!

%

!

/#

#!若
"

"

#&

"

,'

#!求
%

的值
!

变式
!

!

已知集合
"&

#

!

'

!槡" #

/

!

#&

"

#

!

/

#!若
"

%

#&"

!则
/&

$

!!

%

!

(%"

或槡' )%"

或
' *%#

或槡' +%#

或
'

0!

充分必要条件的考查在高考中通常作为载体来考查相关知识的逻辑关系

!

'

!

在
1

"#4

中!(

233

"#

)

233

#4

0

"

*是(

1

"#4

是钝角三角形*的$

!!

%

!

(%

充分不必要条件
)%

必要不充分条件

*%

充要条件
+%

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变式
!

!

设
!

!

"

为向量!则(

)

!

)

"

)

&

)

!

)

)

)

"

)

*是(

!

4

"

*的$

!!

%

!

(%

充分不必要条件
)%

必要不充分条件

*%

充要条件
+%

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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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含简单逻辑联结词的命题的真值表

!

(

!

已知命题
$

+所有有理数都是实数,命题
5

+正数的对数都是负数!则下列命题为真命题的

是$

!!

%

!

(%

$

(

$

%

&

5

)%

$

'

5

*%

$

(

$

%

'

$

(

5

%

+%

$

(

$

%

&

$

(

5

%

变式
!

!

在一次跳伞训练中!甲-乙两位学员各跳一次!设命题
$

是(甲降落在指定范围*!命题
5

是(乙

降落在指定范围*!则命题(至少有一位学员没有降落在指定范围*可表示为$

!!

%

!

(%

$

(

$

%

&

$

(

5

%

)%

$

&

$

(

5

%

*%

$

(

$

%

'

$

(

5

%

+%

$

&

5

第二章
!

函数概念与基本初等函数

#%

函数解析式的求法主要有换元法和待定系数法等
!

利用函数的解析式研究问题时要特别注意

分析自变量
)

与函数值
*

的关系$尤其要注意分段函数各段的自变量所对应的解析式
!

已知函数解析式$计算有限个函数值的和
!

此类问题一般都具有明显的规律$或者函数具有周期

性$或者函数具有对称性#自变量具有某种关系$其函数值和为定值%

!

如
6

#

)

%

&

$

)

!/$

)

$求
6

#

#

!"#-

%

/

6

#

!

!"#-

%

/

'

/

6

#

!"#$

!"#-

%的值#这里
6

#

)

%

/

6

#

#,)

%

&

#

!

%

!

!!

确定函数定义域的基本原则
!

#

#

%分式函数
*

&

6

#

)

%

7

#

)

%

中$满足分母
7

#

)

%

-

"!

#

!

%偶次根式
*

&

!8

6

#

)槡 %

8

*"

$ %

5 中$满足被开方式
6

#

)

%

6

"!

#

'

%对数函数
*

&78

9

6

#

)

%

7

#

)

%中$满足
7

#

)

%

0

"

6

#

)

%

0

"

"

且
6

#

)

%

-

#!

#

$

%幂函数
*

&

6

#

)

& '

%

" 中$满足
6

#

)

%

-

"!

#

-

%正切函数
*

&:;3)

中$满足
)

-

9

!

/

!

!

9

*

$ %

) !

#

0

%在实际问题中考虑自变量的实际意义
!

'!

函数值域#最值%的求法
!

#

#

%二次型函数(((配方法
!

#

!

%双曲函数(((均值不等式法
!

#

'

%利用换元法转化为二次型函数或双曲函数
!

#

$

%函数单调性法
!

#

-

%导数法
!

对于不等式恒成立!存在性问题也要通过求函数最值的方法去解决
!

$!

判断函数单调性的方法
!

#

#

%定义法"一般地$设函数
*

&

6

#

)

%的定义域为
"

$区间
,

$

"

$

7

)

#

$

)

!

*

,

$

#

)

#

,)

!

%

6

#

)

#

%

,

6

#

)

!

& '

%

0

"

#

6

#

)

#

%

,

6

#

)

!

%

)

#

,)

!

0

"

#

6

#

)

%在区间
,

上是增函数&若
6

#

)

%在区间
,

上为增函数$

)

#

$

)

!

*

,

$则有
)

#

,

)

!

#

6

#

)

#

%

,

6

#

)

!

%$减函数有类似结论#注意"在涉及不等式的求

解!证明等有关问题时可以考虑构造函数$利用函数单调性求解%

!

$

第一篇
!

回归基础#查漏补缺
!!!!!!!!!!!!!



#

!

%用已知函数单调性判断#下列函数都在公共单调区间上%"

"

增函数
/

增函数
&

增函数&

#

减函数
/

减函数
&

减函数&

$

复合函数单调性&

%

奇#偶%函数在对称区间上的单调性相同#相反%

!

#

'

%借助图像判断函数单调性
!

#

$

%导数法"对可导函数
6

#

)

%$

)

*

#

%

$

&

%$

6

:

#

)

%

6

"

#

6

#

)

%在#

%

$

&

%上是增函数&

6

:

#

)

%

+

"

#

6

#

)

%

在#

%

$

&

%上是减函数#其中导致导数为
"

的点是孤立的%

!

-!

函数的奇偶性
!

#

#

%判定函数奇偶性的方法"函数具有奇偶性的必要条件是定义域为关于原点对称的区间
!

判断函数奇偶性首先确定函数定义域
!

"

定义法"

7

)

*

;

6

$

,)

*

;

6

$且
6

#

)

%

<

6

#

,)

%

&"

&

#

用已知函数奇偶性判定#下列函数都在公共定义域内%"

#

=

%奇函数
<

奇函数
&

奇函数&偶函数
<

偶函数
&

偶函数&奇函数
<

偶函数
&

非奇非偶#非零函数%

函数&

奇函数
>

偶函数
&

奇函数&奇函数
>

奇函数
&

偶函数&偶函数
>

偶函数
&

偶函数
!

#

==

%复合函数奇偶性$内偶则偶$两奇为奇
!

$

借助图像确定奇偶性
!

#

!

%奇偶函数的性质
!

"

定义域含
"

的奇函数图像必过原点&

#

奇函数若存在最大值和最小值$则它们的和为
"

&

$

6

#

)

%是偶函数$则有
6

#

,)

%

&

6

#

)

%

&

6

)

)

$ %

)

&

%

既奇又偶的函数的解析式必为
6

#

)

%

&"

&

&

对于奇#偶%函数$已知
*

轴一侧的图像!解析式!单调性$能够确定出
*

轴另一侧的图像!解析

式!单调性
!

题目中出现
)

与
,)

的函数值问题$需考虑函数的奇偶性
!

#

'

%奇偶函数性质推广#对称性问题%

!

已知函数
6

#

)

%$

)

*

;!

"

满足
6

#

%/)

%

&

6

#

&,)

%

#

6

#

)

%关于直线
)&

%/&

!

对称$

特别地$

6

#

,)

%

&

6

#

)

%

#

6

#

)

%关于
*

轴对称&

#

满足
6

#

%/)

%

&,

6

#

&,)

%

#

6

#

)

%关于点 %/&

!

$

$ %

"

对称$

特别地$

6

#

,)

%

&,

6

#

)

%

#

6

#

)

%关于原点#

"

$

"

%中心对称&

$

函数
*

&

6

#

)

%与
*

&

6

#

,)

%的图像关于
*

轴对称&

%

函数
*

&

6

#

)

%与
*

&,

6

#

)

%的图像关于
)

轴对称&

&

函数
*

&

6

#

%/)

%与
*

&

6

#

&,)

%的图像关于
)&

&,%

!

对称
!

0!

函数的周期性
!

#

#

%已知函数
*

&

6

#

)

%$

)

*

;

$若对任意
)

*

;

$存在非零正常数
1

$满足"

"

6

#

)/1

%

&

6

#

)

%$周期为
1

&

#

6

#

)/1

%

&,

6

#

)

%$周期为
!1

&

6

#

)/1

%

/

6

#

)

%

&'

$周期为
!1

&

$

6

#

)/1

%

&<

#

6

#

)

%

$周期为
!1

&

6

#

)/1

%)

6

#

)

%

&'

#

'

-

"

%$周期为
!1

&

%

6

#

)/1

%

&,

6

#

),1

%$周期为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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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1

%

/

6

#

),1

%

&

6

#

)

%$周期为
01!

#

!

%对称性与周期性关系"函数
6

#

)

%若具有两个对称性#中心对称!轴对称%及周期性三个性质中

的两个$则必定具有第三个性质
!

"

若
6

#

)

%的图像关于直线
)&%

和
)&&

对称#

%

-

&

%$则
6

#

)

%是周期为
!

)

%,&

)

的周期函数&

#

若
6

#

)

%的图像关于点#

%

$

"

%和#

&

$

"

%对称#

%

-

&

%$则
6

#

)

%是周期为
!

)

%,&

)

的周期函数&

$

若
6

#

)

%的图像关于直线
)&%

及点#

&

$

"

%对称#

%

-

&

%$则
6

#

)

%是周期为
$

)

%,&

)

的周期函数
!

6!

三个二次#一元二次方程!二次不等式!二次函数%间的问题可相互转化
!

如二次函数零点是相

应二次方程的根$二次不等式的求解依赖于二次方程与二次函数的图像等
!

#

#

%一元二次方程
!

"

判别式$求根公式$根与系数关系&

#

根的分布问题$要由判别式!对称轴!端点值三者确定
!

例如"

#

=

%二次方程
%)

!

/&)/'&"

#

%

0

"

%的两根都大于
9

#

!6

"

,

&

!%

0

9

6

#

9

%

0

8

9

:

"

!

#

==

%一根大于
9

$一根小于
9

#

6

#

9

%

,

"!

#

!

%二次函数的三种表现形式"

*

&%)

!

/&)/'&%

#

),/

%

!

/8&%

#

),)

#

%#

),)

!

%#

%

-

"

%$其中

#

/

$

8

%是顶点$

)

#

$

)

!

为零点
!

对于限定区间上的二次函数最值要注意对称轴与区间的位置关系
!

#

'

%一元二次不等式解法依赖于相应方程与二次函数图像
!

#

$

%对于二次函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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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由图像特征研究函数性质$能用性质描绘函数图像$养成用图像!性质分析与思考问题$即数形

结合思想解题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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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与方程$函数零点%及函数与不等式问题可通过转化思想!利用函数图像与性质求解
!

图
!3%

!

+

!

关于
)

的方程$

),%

%$

),&

%

&!

$

%

,

&

%的两实根为
"

!

#

!且
",

#

!试比较
"

!

#

!

%

!

&

的大小
!

变式
!

!

已知函数
6

$

)

%

&

)

!

/$)

!

)

6

"

$),)

!

!

)

,

"

"

!若
6

$

!,%

!

%

0

6

$

%

%!则实数
%

的取值范围是$

!!

%

!

(%

$

,

5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5

%

'!

已知函数的解析式研究函数的性质

若给出函数的解析式!常常需要同学们能够有意识地通过函数的解析式来研究函数的性质!如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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