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数学知识点考点归纳总结(通用8篇)
军训总结是对参加军训活动的整体经历进行总结和概括的一
种书面材料。考试总结的范文中体现着不同同学的不同思考
方式和写作风格。

高二数学知识点考点归纳总结篇一

1.用导数研究函数的最值

确定函数在其确定的定义域内可导(通常为开区间)，求出导
函数在定义域内的零点，研究在零点左、右的函数的单调性，
若左增，右减，则在该零点处，函数去极大值;若左边减少，
右边增加，则该零点处函数取极小值。学习了如何用导数研
究函数的最值之后，可以做一个有关导数和函数的综合题来
检验下学习成果。

2.生活中常见的函数优化问题

1)费用、成本最省问题

2)利润、收益最大问题

3)面积、体积最(大)问题

1.归纳推理：归纳推理是高二数学的一个重点内容，其难点
就是有部分结论得到一般结论，破解的方法是充分考虑部分
结论提供的信息，从中发现一般规律;类比推理的难点是发现
两类对象的相似特征，由其中一类对象的特征得出另一类对
象的特征，破解的方法是利用已经掌握的数学知识，分析两
类对象之间的关系，通过两类对象已知的相似特征得出所需
要的相似特征。

2.类比推理：由两类对象具有某些类似特征和其中一类对象



的某些已知特征，推出另一类对象也具有这些特征的推理称
为类比推理，简而言之，类比推理是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

对于含有参数的一元二次不等式解的讨论

1)二次项系数：如果二次项系数含有字母，要分二次项系数
是正数、零和负数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2)不等式对应方程的根：如果一元二次不等式对应的方程的
根能够通过因式分解的方法求出来，则根据这两个根的大小
进行分类讨论，这时，两个根的大小关系就是分类标准，如
果一元二次不等式对应的方程根不能通过因式分解的方法求
出来，则根据方程的判别式进行分类讨论。通过不等式练习
题能够帮助你更加熟练的运用不等式的知识点，例如用放缩
法证明不等式这种技巧以及利用均值不等式求最值的九种技
巧这样的解题思路需要再做题的'过程中总结出来。

高二数学知识点考点归纳总结篇二

1、圆的定义：平面内到一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集合叫
圆,定点为圆心,定长为圆的半径.

2、圆的方程

(1)标准方程,圆心,半径为r;

(2)一般方程

当时,方程表示圆,此时圆心为,半径为

当时,表示一个点;当时,方程不表示任何图形.

(3)求圆方程的方法：



一般都采用待定系数法：先设后求.确定一个圆需要三个独立
条件,若利用圆的标准方程,

需求出a,b,r;若利用一般方程,需要求出d,e,f;

另外要注意多利用圆的几何性质：如弦的中垂线必经过原点,
以此来确定圆心的位置.

3、高中数学必修二知识点总结：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有相离,相切,相交三种情况：

(1)设直线,圆,圆心到l的距离为,则有;;

高二数学知识点考点归纳总结篇三

学生一定要明确，现在正做着的题，一定不是考试的题目。
而是要运用现在正做着的题目的解题思路与方法。因此，要
把自己做过的每道题加以反思，总结一下自己的收获。

二、主动复习与总结提高

（1）要把课本，笔记，区单元测验试卷，校周末测验试卷，
都从头到尾阅读一遍。要一边读，一边做标记，标明哪些是
过一会儿要摘录的。要养成一个习惯，在读材料时随时做标
记，告诉自己下次再读这份材料时的阅读重点。长期保持这
个习惯，学生就能由博反约，把厚书读成薄书。积累起自己
的独特的，也就是最适合自己进行复习的材料。这样积累起
来的资料才有活力，才能用的上。

（2）把本章节的内容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基础知识，一部分
是典型问题。要把对技能的要求（对“锯，斧，凿子…”的
使用总结），列进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不要遗漏。



（3）在基础知识的疏理中，要罗列出所学的所有定义，定理，
法则，公式。要做到三会两用。即：会代字表述，会图象符
号表述，会推导证明。同时能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应用。

（4）把重要的，典型的各种问题进行编队。（怎样做“板凳，
椅子，书架…”）要尽量地把他们分类，找出它们之间的位
置关系，总结出问题间的来龙去脉。就象我们欣赏一场团体
操表演，我们不能只盯住一个人看，看他从哪跑到哪，都做
了些什么动作。我们一定要居高临下地看，看全场的结构和
变化。不然的话，陷入题海，徒劳无益。这一点，是提高高
中数学水平的关键所在。

（5）总结那些尚未归类的问题，作为备注进行补充说明。

（6）找一份适当的测验试卷。一定要计时测验。然后再对照
答案，查漏补缺。

三、重视改错，错不重犯

一定要重视改错工作，做到错不再犯。高中数学课没有那么
多时间，除了少数几种典型错，其它错误，不能一一顾及。
如果能及时改错，那么错误就可能转变为财富，成为不再犯
这种错误的预防针。但是，如果不能及时改错，这个错误就
将形成一处隐患，一处“地雷”，迟早要惹祸。有的学生认
为，自己考试成绩上不去，是因为自己做题太粗心。而且，
自己特爱粗心。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学习开汽车。右脚下
面，往左踩，是踩刹车。往右踩，是踩油门。其机械原理，
设计原因，操作规程都可以讲的清清楚楚。如果新司机真正
掌握了这一套，请问，可以同意他开车上街吗？恐怕他自己
也知道自己还缺乏练习。一两次能正确地完成任务，并不能
说明永远不出错。

四、图是高中数学的生命线



图是初等数学的生命线，能不能用图支撑思维活动是能否学
好初等数学的关键。无论是几何还是代数，拿到题的第一件
事都应该是画图。有的时候，一些简单题只要把图画出来，
答案就直接出来了。遇到难题时就更应该画图，图可以清楚
地呈现出已知条件。而且解难题时至少一问画一个图，这样
看起来清晰，做题的时候也好捋顺思路。

高二数学知识点考点归纳总结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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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数学知识点考点归纳总结篇五

第一章：解三角形。掌握正弦余弦公式及其变式和推论和三
角面积公式即可。

第二章：数列。考试必考。等差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前n项
和及一些性质。这一章属于学起来很容易，但做题却不会做
的类型。考试题中，一般都是要求通项公式、前n项和，所以
拿到题目之后要带有目的的去推导。

第三章：不等式。这一章一般用线性规划的形式来考察。这
种题一般是和实际问题联系的，所以要会读题，从题中找不
等式，画出线性规划图。然后再根据实际问题的限制要求求
最值。

选修中的简单逻辑用语、圆锥曲线和导数：逻辑用语只要弄
懂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到底指的是前者还是后者，四种命题
的真假性关系，逻辑连接词，及否命题和命题的否定的区别，
考试一般会用选择题考这一知识点，难度不大;圆锥曲线一般
作为考试的压轴题出现。而且有多问，一般第一问较简单，
是求曲线方程，只要记住圆锥曲线的表达式难度就不大。后
面两到三问难打一般会很大，而且较费时间。所以不建议做。

这一章属于学的比较难，考试也比较难，但是考试要求不高



的内容;导数，导数公式、运算法则、用导数求极值和最值的
方法。一般会考察用导数求最值，会用导数公式就难度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