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数学分式计算公式 初二数学分
式知识点总结(大全9篇)

每一分钟的流逝都意味着时间的减少，因此我们要珍惜每一
分钟，活出精彩的人生。如何用一分钟的时间给自己注入动
力和激情？接下来是一些乐于分享的人士在一分钟总结方面
的经验分享，供大家参考学习。

初中数学分式计算公式篇一

1.一般地,如果一个正数x的平方等于a,即x2=a,那么这个正
数x叫做a的算术平方根.a叫做被开方数.

2.一般地,如果一个数的平方等于a,那么这个数叫做a的平方
根或二次方根,求一个数a的平方根的运算,叫做开平方.

3.一般地,如果一个数的立方等于a,那么这个数叫做a的立方
根或三次方根.求一个数的立方根的运算,叫做开立方.

4.任何一个有理数都可以写成有限小数或无限循环小数的形
式.任何有限小数或无限循环小数也都是有理数.

5.无限不循环小数又叫无理数.

6.有理数和无理数统称实数.

7.数轴上的点与实数一一对应.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与有序实数
对之间也是一一对应的.

1.平方与开平方互为逆运算.

2.正数的平方根有两个,它们互为相反数,其中正的平方根就
是这个数的算术平方根.



3.当被开方数的小数点向右每移动两位,它的算术平方根的小
数点就向右移动一位.

4.当被平方数小数点每向右移动三位,它的立方根小数点向右
移动一位.

5.数a的相反数是-a[a为任意实数],一个正实数的绝对值是它
本身,一个负实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0的绝对值是0.

1.被开方数一定是非负数.

2.0,1的算术平方根是它本身;0的平方根是0,负数没有平方
根;正数的立方根是正数,负数的立方根是负数,0的立方根
是0.

3.带根号的无理数的整数倍或几分之几仍是无理数;带根号的
数若开之后是有理数则是有理数;任何一个有理数都能写成分
数的形式.

初中数学分式计算公式篇二

1、定义

把一个图形绕某一点o转动一个角度的图形变换叫做旋转，其
中o叫做旋转中心，转动的角叫做旋转角。

2、性质

（1）对应点到旋转中心的距离相等。

（2）对应点与旋转中心所连线段的夹角等于旋转角。

1、定义



把一个图形绕着某一个点旋转180°，如果旋转后的图形能够
和原来的图形互相重合，那么这个图形叫做中心对称图形，
这个点就是它的对称中心。

2、性质

（1）关于中心对称的两个图形是全等形。

（2）关于中心对称的两个图形，对称点连线都经过对称中心，
并且被对称中心平分。

（3）关于中心对称的两个图形，对应线段平行（或在同一直
线上）且相等。

3、判定

如果两个图形的对应点连线都经过某一点，并且被这一点平
分，那么这两个图形关于这一点对称。

4、中心对称图形

把一个图形绕某一个点旋转180°，如果旋转后的图形能够和
原来的图形互相重合，那么这个图形叫做中心对称图形，这
个店就是它的对称中心。

考点五、坐标系中对称点的特征（3分）

1、关于原点对称的点的特征

两个点关于原点对称时，它们的坐标的符号相反，即点p（x，y）
关于原点的对称点为p’（―x，―y）

2、关于x轴对称的点的特征



两个点关于x轴对称时，它们的坐标中，x相等，y的符号相反，
即点p（x，y）关于x轴的对称点为p’（x，―y）

3、关于y轴对称的点的特征

两个点关于y轴对称时，它们的坐标中，y相等，x的符号相反，
即点p（x，y）关于y轴的对称点为p’（―x，y）

大部分学生在学习中或多或少的都会积累一些问题，这些问
题平时我们可能不是很在意，那么到了初二后就会突显出来。
首先新生在学习数学的时候常遇到的就是对于知识点的理解
不到位，还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层次上面。有的学生在解答数
学题的时候始终不能把握解题技巧，也就是说学生缺乏对待
数学的举一反三能力。

还有的学生在解答数学题时效率太低，无法再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解题，对于初中的考试节奏还没办法适应。一些学生还
没有养成一个总结归纳的习惯，不会归纳知识点，不会归纳
错题。这些都是导致学生学不好数学的原因。

1、一个图形的面积等于它的各部分面积的和；

2、两个全等图形的面积相等；

5、相似三角形的面积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

7、任何一条曲线都可以用一个函数y=f（x）来表示，那么，这
条曲线所围成的面积就是对x求积分。

初中数学分式计算公式篇三

相关的角：

1、对顶角：一个角的'两边分别是另一个角的两边的反向延



长线，这两个角叫做对顶角。

2、互为补角：如果两个角的'和是一个平角，这两个角做互
为补角。

3、互为余角：如果两个角的和是一个直角，这两个角叫做互
为余角。

4、邻补角：有公共顶点，一条公共边，另两条边互为反向延
长线的两个角做互为邻补角。

注意：互余、互补是指两个角的数量关系，与两个角的位置
无关，而互为邻补角则要求两个角有特殊的位置关系。

角的性质

1、对顶角相等。

2、同角或等角的余角相等。

3、同角或等角的补角相等。

初中数学分式计算公式篇四

1.定义：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叫平行四边形

2.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1）平行四边形的对边平行且相等；

（2）平行四边形的邻角互补，对角相等；

（3）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互相平分；

3.平行四边形的判定



平行四边形是几何中一个重要内容，如何根据平行四边形的
性质，判定一个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是个重点，下面就对平
行四边形的五种判定方法，进行划分：

（1）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2）两组对边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3）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4）两组对角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5）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常见考法

（1）利用平行四边形的性质，求角度、线段长、周长；

（2）求平行四边形某边的取值范围；

（3）考查一些综合计算问题；

（4）利用平行四边形性质证明角相等、线段相等和直线平行；

（5）利用判定定理证明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1）平行四边形的性质较多，易把对角线互相平分，错记成
对角线相等；

（2）“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错记
成“一组对边平行，一组对边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后者不是平行四边形的判定定理，它只是个等腰梯形。



初中数学分式计算公式篇五

对于教学方面,我主要从以下六点入手,第一点:总体驾驭教学
要点,如该学年,该学期有哪些知识点,重点是什么,难点是什
么,如许在平常教学中才有目标。初中数学教学总结第二点:
注意和门生一起探究种种题型,我发现门生都有探求未知的特
点,只要勾起他们的求知欲与兴趣,学习干劲就下去了,如每节
课后若偶然间,我都出几题有新意,又不难的相关题型,与门生
一起研究。

一、酷爱西席事情,思想前进,团结同志,每天早来晚走,无私
奉献,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诲目标,以党员的要求严酷要求本身,
仔细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和事情,严酷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
度,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请病、事假,实事求是地实行学校
的各项要求。

二、积极参加种种学习培训,努力进步本身的教诲教学水平

一学期的事情又将结束了,可以说告急繁忙而收获多多。回顾
这学期的事情,我执教初(一)、初一(二)的数学学科,事情中
有收获和高兴,也有不尽善尽美的地方,为了更好地总结履历,
汲取教导,使当前的事情能够有效、有序地举行,现事情总结
如下:

三、教学事情和科研事情

如许复习时才有的放矢,复习中什么要多抓多练,什么可临时
纰漏,这一点很重要,会间接影响复习结果与结果。固然,要做
到这一点,并驾驭得准,必需要有相称永劫间的履历积聚与总
结,乃至挫折,不然不可。而我仍在不停探究中,但我相信,只
要肯下工夫,就会有所意会。

第三点:,每节新课后注意反应,主要作业与小测中发现门生掌
握知识的不足之处,及时加以订正。第四点:要举行一定数目



的练习,我阻挡题海战术,但用相称数目标题举行练习倒是需
要的,练习时要有目标,抓基础与重难点,渗透数学思维,强调
一点是老师在练习要注重门生数学思维的构成与锻炼,有了一
定的思维能力与打好基础,可以做到用一把钥匙开多道门。第
五点:就是考前复习中要仔细研究与整理出考试要考的知识点,
重难点,要重点复习的标题范例,难度,深度。

[初中数学知识点总结]

初中数学分式计算公式篇六

直角三角形的判定方法：

判定1：定义，有一个角为90°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判定2：判定定理：以a、b、c为边的三角形是以c为斜边的直角
三角形。如果三角形的三边a，b，c满足a2+b2=c2，那么这个
三角形就是直角三角形。（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判定3：若一个三角形30°内角所对的边是某一边的一半，则
这个三角形是以这条长边为斜边的直角三角形。

判定4：两个锐角互为余角（两角相加等于90°）的三角形是
直角三角形。

判定5：若两直线相交且它们的斜率之积互为负倒数，则两直
线互相垂直。那么

判定6：若在一个三角形中一边上的中线等于其所在边的一半，
那么这个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

判定7：一个三角形30°角所对的边等于这个三角形斜边的一
半，则这个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与判定3不同，此定理用
于已知斜边的三角形。）



初中数学分式计算公式篇七

1. 预 习 : 在课前把老师即将教授的单元内容浏览一次，并
留意不了解的部份。

2. 专心听讲:

(1)新的课程开始有很多新的名词定义或新的观念想法，老师
的说明讲解绝对比同学们自己看书更清楚，务必用心听，切
勿自作聪明而自误。

若老师讲到你早先预习时不了解的那部份，你就要特别注意。

有些同学听老师讲解的内容较简单，便以为他全会了，然后
分心去做别的事，殊不知漏听了最精彩最重要的几句话，那
几句话或许便是日后测验时答错的关键所在。

(2)上课时一面听讲就要一面把重点背下来。定义、定理、公
式等重点，上课时就要用心记忆，如此，当老师举例时才听
得懂老师要阐述的要义。

待回家后只需花很短的时间，便能将今日所教的课程复习完
毕。事半而功倍。只可惜大多数同学上课像看电影一般，轻
松地欣赏老师表演，下了课什麼都不记得，白白浪费一节课，
真可惜。

3. 课后练习 :

(1) 整理重点

有数学课的当天晚上，要把当天教的内容整理完毕，定义、
定理、公式该背的一定要背熟，有些同学以为数学著重推理，
不必死背，所以什麼都不背，这观念并不正确。一般所谓不
死背，指的是不死背解法，但是基本的定义、定理、公式是



我们解题的工具，没有记住这些，解题时将不能活用他们，
好比医师若不将所有的医学知识、用药知识熟记心中，如何
在第一时间救人。很多同学数学考不好，就是没有把定义认
识清楚，也没有把一些重要定理、公式”完整地〃背熟。

(2) 适当练习

重点整理完后，要适当练习。先将老师上课时讲解过的例题
做一次，然后做课本习题，行有余力，再做参考书或任课老
师所发的补充试题。遇有难题一时解不出，可先略过，以免
浪费时间，待闲暇时再作挑战，若仍解不出再与同学或老师
讨论。

(3) 练习时一定要亲自动手演算。很多同学常会在考试时解
题解到一半，就接不下去，分析其原因就是他做练习时是用
看的，很多关键步骤忽略掉了。

4. 测验 :

(1) 考前要把考试范围内的重点再整理一次，老师特别提示
的重要题型一定要注意。

(2) 考试时，会做的题目一定要做对，常计算错误的同学，
尽量把计算速度放慢， 移项以及加减乘除都要小心处理，少
使用“心算” 。

(3) 考试时，我们的目的是要得高分，而不是作学术研究，
所以遇到较难的题目不要 硬干，可先跳过，等到试卷中会做
的题目都做完后，再利用剩下的时间挑战难题，如此便能将
实力完全表现出来，达到最完美的演出。

初中数学分式计算公式篇八

1、定义：顶点在圆上，角的两边都与圆相交的角。(两条件



缺一不可)

2、定理：在同圆或等圆中，同弧或等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
都等于这条弧所对的圆心角的一半。

3、推论：1)在同圆或等圆中，相等的圆周角所对的弧相等。

2)直径(半圆)所对的圆周角是直角;900的圆周角所对的弦为
直径

4、圆内接四边形的性质定理：圆内接四边形的对角互
补。(任意一个外角等于它的内对角)

补充：1、两条平行弦所夹的弧相等。

2、圆的两条弦1)在圆外相交时，所夹角等于它所对的两条弧
度数差的一半。2)在圆内相交时，所夹的角等于它所夹两条
弧度数和的一半。

3、同弧所对的(在弧的同侧)圆内部角其次是圆周角，最小的
是圆外角。

1.数据13,10,12,8,7的平均数是10.

2.数据3,4,2,4,4的众数是4.

3.数据1，2，3，4，5的中位数是3.

1.大于0的数叫做正数。

2.在正数前面加上负号“-”的数叫做负数。

3.整数和分数统称为有理数。

4.人们通常用一条直线上的点表示数，这条直线叫做数轴。



5.在直线上任取一个点表示数0，这个点叫做原点。

6.一般的，数轴上表示数a的点与原点的距离叫做数a的绝对
值。

7.由绝对值的定义可知：

一个正数的绝对值是它本身;

一个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

0的绝对值是0。

8.正数大于0，0大于负数，正数大于负数。

9.两个负数，绝对值大的反而小。

10.有理数加法法则：

(1)同号两数相加，取相同的符号，并把绝对值相加。

(2)绝对值不相等的异号两数相加，取绝对值较大的加数的负
号，并用较大的绝对值减去较小的绝对值，互为相反数的两
个数相加得0。

(3)一个数同0相加，仍得这个数。

11.有理数的加法中，两个数相加，交换交换加数的位置，和
不变。

12.有理数的加法中，三个数相加，先把前两个数相加，或者
先把后两个数相加，和不变。

13.有理数减法法则：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



14.有理数乘法法则：两数相乘，同号得正，异号得负，并把
绝对值向乘。任何数同0相乘，都得0。

15.有理数中仍然有：乘积是1的两个数互为倒数。

16.一般的，有理数乘法中，两个数相乘，交换因数的位置，
积相等。

17.三个数相乘，先把前两个数相乘，或者先把后两个数相乘，
积相等。

18.一般地，一个数同两个数的和相乘，等于把这个数分别同
这两个数相乘，再把积相加。

19.有理数除法法则：除以一个不等于0的数，等于乘这个数
的倒数。

20.两数相除，同号得正，异号得负，并把绝对值相除。0除
以任何一个不等于0的数，都得0。

初中数学分式计算公式篇九

(1)正数：比0大的数叫做正数;

负数：比0小的数叫做负数;

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2)正数和负数表示相反意义的量。

(1)数轴的三要素：原点、正方向、单位长度。数轴是一条直
线。

(2)所有有理数都可以用数轴上的点来表示，但数轴上的点不



一定都是有理数。

(3)数轴上，右边的数总比左边的数大;表示正数的点在原点
的右侧，表示负数的点在原点的左侧。

(2)相反数：符号不同、绝对值相等的两个数互为相反数。

若a、b互为相反数，则a+b=0;

相反数是本身的是0，正数的相反数是负数，负数的相反数是
正数。

(3)绝对值最小的数是0;绝对值是本身的数是非负数。

最小的正整数是1，最大的负整数是-1。

两个正数比较：绝对值大的那个数大;

两个负数比较：先算出它们的绝对值，绝对值大的反而小。

(1)符号相同的两数相加：和的符号与两个加数的符号一致，
和的绝对值等于两个加数绝对值之和.

(2)符号相反的两数相加：当两个加数绝对值不等时，和的符
号与绝对值较大的加数的符号相同，和的绝对值等于加数中
较大的绝对值减去较小的绝对值;当两个加数绝对值相等时，
两个加数互为相反数，和为零.

(3)一个数同零相加，仍得这个数.

加法的交换律：a+b=b+a

加法的结合律：(a+b)+c=a+(b+c)



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

例如：14+12+(-25)+(-17)可以写成省略括号的形式：14+12
-25-17，可以读作“正14加12减25减17”，也可以读
作“正14、正12、负25、负17的和.”

两个数相乘，同号得正，异号得负，再把绝对值相乘;任何数
与0相乘都得0。

第一步：确定积的符号第二步：绝对值相乘

当负因数有偶数个时，积为正。几个有理数相乘，有一个因
数为零，积就为零。

乘积为1的两个数互为倒数，0没有倒数。

正数的倒数是正数，负数的倒数是负数。(互为倒数的两个数
符号一定相同)

倒数是本身的只有1和-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