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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数学·知识点总结归纳

【初二数学新课】八上数学·知识点总结归纳

苏教版八年级数学上册

(义务教育教科书)

知识点总结

第一章 三角形全等

一、全等三角形的定义

1、全等三角形：

能够完全重合的两个三角形叫做全等三角形。

2、理解：

（1）全等三角形形状与大小完全相等，与位置无关；

（2）一个三角形经过平移、翻折、旋转后得到的三角形，与原三角形仍然全等；

（3）三角形全等不因位置发生变化而改变。

二、全等三角形的性质

1、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相等、对应角相等。

理解：

（1）长边对长边，短边对短边；最大角对最大角，最小角对最小角；

（2）对应角的对边为对应边，对应边对的角为对应角。

2、全等三角形的周长相等、面积相等。

3、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上的对应中线、角平分线、高线分别相等。

三、全等三角形的判定

1、边角边公理(SAS) 有两边和它们的夹角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2、角边角公理(ASA) 有两角和它们的夹边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3、推论(AAS) 有两角和其中一角的对边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4、边边边公理(SSS) 有三边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5、斜边、直角边公理(HL) 有斜边和一条直角边对应相等的两个直角三角形全等。

四、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的基本思路

1、已知两边：

（1）找第三边（SSS）；

（2）找夹角（SAS）；

（3）找是否有直角（HL）。

2、已知一边一角：

（1）找一角（AAS或ASA）；

（2）找夹边（SAS）。

3、已知两角：

（1）找夹边（ASA）；

（2）找其它边（AAS）。

第二章 轴对称

一、 轴对称图形

相对一个图形的对称而言；轴对称是关于直线对称的两个图形而言。

二、 轴对称的性质

1、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是任何一对对应点所连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2、如果两个图形关于某条直线对称，那么对称轴是任何一对对应点所连的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三、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1、性质定理：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到线段两个端点的距离相等。

2、判定定理：到线段两个端点距离相等的点在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

3、拓展：三角形三条边的垂直平分线的交点到三个顶点的距离相等。

四、角的角平分线

1、性质定理：角平分线上的点到角两边的距离相等。

2、判定定理：到角两个边距离相等的点在这个角的角平分线上。

3、拓展：三角形三个角的角平分线的交点到三条边的距离相等。

五、等腰三角形

1、性质定理：

（1）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等边对等角）。

（2）等腰三角形的顶角平分线、底边上的中线、底边上的高线互相重合（三线合一）。

2、判断定理：

一个三角形的两个相等的角所对的边也相等。（等角对等边）。

六、等边三角形

1、性质定理：

（1）等边三角形的三条边都相等。

（2）等边三角形的三个内角都相等，都等于60°。

2、拓展：等边三角形每条边都能运用三线合一这性质。

3、判断定理：

（1）三条边都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2）三个角都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3）有两个角是60°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4）有一个角是60°的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七、直角三角形推论

1、直角三角形中，如果有一个锐角是30°，那么它所对的直角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2、直角三角形中，斜边上的中线等于斜边的一半。

3、拓展：直角三角形常用面积法求斜边上的高。

第三章 勾股定理

一、基本定义

1、勾：直角三角形较短的直角边

2、股：直角三角形较长的直角边

3、弦：斜边

二、勾股定理

1、定理：

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a，b的平方和等于斜边c的平方，即a2＋b2＝c2。

三、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1、定理：

如果三角形的三边长a，b，c有关系a2＋b2＝c2，那么这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三、勾股数

1、定义：

满足a2＋b2＝c2的三个正整数，称为勾股数。

2、常见勾股数：

3,4,5；6,8,10；9,12,15；5,12,13。

四、简单运用

1、勾股定理——常用于求边长、周长、面积:

理解：

（1）已知直角三角形的两边求第三边，并能求出周长、面积。

（2）用于证明线段平方关系的问题。

（3）利用勾股定理，作出长为

的线段。

2、勾股定理的逆定理——常用于判断三角形的形状:

理解：

（1）确定最大边（不妨设为c）。

（2)若c2＝a2＋b2，则△ABC是以∠C为直角的三角形。

（3)若a2＋b2＜c2，则此三角形为钝角三角形（其中c为最大边）。

（4）若a2＋b2＞c2，则此三角形为锐角三角形（其中c为最大边）。

(5)难点：运用勾股定理立方程解决问题。

第四章 实数

一、平方根

1、定义：一般地，如果x2=a(a≥0)，那么这个数x就叫做a的平方根（或二次方根）。

2、表示方法：正数a的平方根记做

，读作“正、负根号a”。

3、性质：

（1）一个正数有两个平方根，它们互为相反数。

（2）零的平方根是零。

（3）负数没有平方根。

二、开平方

1、定义：求一个数a的平方根的运算，叫做开平方。

三、算术平方根

1、定义：

一般地，如果x2=a(a≥0)，那么这个正数x就叫做a的算术平方根。特别地，0的算术平方根是0。

2、表示方法：

记作，读作“根号a”。

3、性质：

①一个正数只有一个算术平方根。

②零的算术平方根是零。

③负数没有算术平方根。

4、注意

的双重非负性：

四、立方根

1、定义：

一般地，如果x3=a那么这个数x就叫做a 的立方根（或三次方根）。

2、表示方法：

记作，读作“三次根号a”。

3、性质：

（1）一个正数有一个正的立方根。

（2）一个负数有一个负的立方根。

（3）零的立方根是零。

4、注意：

，这说明三次根号内的负号可以移到根号外面。

5、

五、开立方

1、定义：

求一个数a的立方根的运算，叫做开立方。

六、实数定义与分类

1、无理数：无限不循环小数叫做无理数。

理解：常见类型有三类

（1)开方开不尽的数：如

等。

(2)有特定意义的数：如圆周率π，或化简后含有π的数，如π+8等。

(3)有特定结构的数：如0.1010010001……等；(注意省略号)。

2、实数：

有理数和无理数统称为实数。

3、实数的分类：

（1）按定义来分

（2）按符号性质来分

七、实数比较大小法理解

1、正数大于零，负数小于零，正数大于一切负数。

2、数轴比较：数轴上的两个点所表示的数，右边的总比左边的大。

3、绝对值比较法：两个负数，绝对值大的反而小。

4、平方法：a、b是两负实数，若a2＞b2，则a＜b。

八、实数的运算

1、六种运算：加、减、乘、除、乘方、开方。

2、实数的运算顺序：

先算乘方和开方，再算乘除，最后算加减，如果有括号，就先算括号里面的。

3、实数的运算律：

加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 、乘法交换律、乘法结合律 、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律。

九、近似数

1、定义：

由于实际中常常不需要用精确的数描述一个量，甚至在更多情况下不可能得到精确的数，用以描述所研究的量，这样的数就叫近似数。

2、四舍五入法：

取近似值的方法——四舍五入法。

十、科学记数法

1、定义：

把一个数记为科学计数法。

十一、实数和数轴

1、每一个实数都可以用数轴上的点来表示；反过来，数轴上每一个点都表示一个实数。

2、实数与数轴上的点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第五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一、在平面内，确定物体的位置一般需要两个数据。

二、平面直角坐标系及有关概念

1、平面直角坐标系：

（1）定义：在平面内，两条互相垂直且有公共原点的数轴，组成平面直角坐标系。

（2）坐标轴：其中，水平的数轴叫做x轴或横轴，取向右为正方向；铅直的数轴叫做y轴或纵轴，取向上为正方向；x轴和y轴统称坐标轴。

（3）原点：它们的公共原点O称为直角坐标系的原点。

（4）坐标平面：建立了直角坐标系的平面，叫做坐标平面。

2、象限：

（1）定义：为了便于描述坐标平面内点的位置，把坐标平面被x轴和y轴分割而成的四个部分，分别叫做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

（2）注意：x轴和y轴上的点（坐标轴上的点），不属于任何一个象限。

3、点的坐标的概念：

（1）对于平面内任意一点P,过点P分别x轴、y轴向作垂线，垂足在上x轴、y轴对应的数a，b分别叫做点P的横坐标、纵坐标，有序数对（a，b）叫做点P的坐标。

（2）点的坐标用（a，b）表示，其顺序是横坐标在前，纵坐标在后，中间有“，”分开，横、纵坐标的位置不能颠倒。

（3）平面内点的坐标是有序实数对，当a≠b时，(a，b)和(b，a)是两个不同点的坐标。

（4）平面内点的与有序实数对(坐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4、不同位置的点的坐标的特征:

（1）各象限内点的坐标的特征：

①点P(x,y)在第一象限：x>0,y>0； 点P(x,y)在第二象限：x<0,y>0。

②点P(x,y)在第三象限：x<0,y<0； 点P(x,y)在第四象限：x>0,y<0。

（2）坐标轴上的点的特征：

①点P(x,y)在x轴上：y=0，x为任意实数。

②点P(x,y)在y轴上：x=0，y为任意实数。

③点P(x,y)既在x轴上，又在y轴上：即是原点坐标为（0，0）。

（3）两条坐标轴夹角平分线上点的坐标的特征：

①点P(x,y)在第一、三象限夹角平分线（直线y=x）上：x与y相等。

②点P(x,y)在第二、四象限夹角平分线（直线y=-x）上：x与y互为相反数。

（4）和坐标轴平行的直线上点的坐标的特征：

①位于平行于x轴的直线上的各点的纵坐标相同。

②位于平行于y轴的直线上的各点的横坐标相同。

（5）关于x轴、y轴或原点对称的点的坐标的特征：

①点P与点p’关于x轴对称：横坐标相等，纵坐标互为相反数，即点P（x，y）关于x轴的对称点为P’（x，-y）。

②点P与点p’关于y轴对称：纵坐标相等，横坐标互为相反数，即点P（x，y）关于y轴的对称点为P’（-x，y）。

③点P与点p’关于原点对称：横、纵坐标均互为相反数，即点P（x，y）关于原点的对称点为P’（-x，-y）。

（6）点P(x,y)到坐标轴及原点的距离：

①点P(x,y)到x轴的距离等于|y|。

②点P(x,y)到y轴的距离等于|x|。

③点P(x,y)到原点的距离等于

。

第六章 一次函数

一、函数

一般地，在某一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变量x与y，如果给定一个x值，相应地就确定了一个y值，那么我们称y是x的函数，其中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

二、自变量取值范围

使函数有意义的自变量的取值的全体，叫做自变量的取值范围。一般从整式（取全体实数），分式（分母不为0）、二次根式（被开方数为非负数）、实际意义几方面考虑。

三、函数的三种表示法

1、关系式（解析）法：

两个变量间的函数关系，有时可以用一个含有这两个变量及数字运算符号的等式表示，这种表示法叫做关系式（解析）法。

2、列表法：

把自变量x的一系列值和函数y的对应值列成一个表来表示函数关系，这种表示法叫做列表法。

3、图象法：

用图象表示函数关系的方法叫做图象法。

四、由函数关系式画其图像的一般步骤

1、列表：

列表给出自变量与函数的一些对应值。

2、描点：

以表中每对对应值为坐标，在坐标平面内描出相应的点。

3、连线：

按照自变量由小到大的顺序，把所描各点用平滑的曲线连接起来。

五、正比例函数和一次函数概念与性质

1、正比例函数和一次函数的概念：

（1）一般地，若两个变量x，y间的关系可以表示成y=kx+b（k，b为常数，k0）的形式，则称y是x的一次函数（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

（2）特别地，当一次函数y=kx+b中的b=0时（即）（k为常数，k0），称y是x的正比例函数。

（3）正比例函数是特殊的一次函数。

2、一次函数的图像:

所有一次函数的图像都是一条直线。

3、一次函数、正比例函数图像的主要特征：

（1）一次函数y=kx+b的图像是经过点（0，b）的直线。

（2）正比例函数y=kx的图像是经过原点（0，0）的直线。

4、正比例函数的性质：

一般地，正比例函数y=kx有下列性质：

（1）当k>0时，图像经过第一、三象限，y随x的增大而增大。

（2）当k<0时，图像经过第二、四象限，y随x的增大而减小。

5、一次函数的性质：

一般地，一次函数y=kx+b有下列性质：

（1）当k>0时，y随x的增大而增大。

（2）当k<0时，y随x的增大而减小。

六、正比例函数和一次函数解析式的确定

1、确定一个正比例函数，就是要确定正比例函数y=kx（k≠0）中的常数k。

2、确定一个一次函数，需要确定一次函数y=kx+b(k≠0)中的常数k和b。

3、解这类问题的一般方法是待定系数法。

4、具体方法：过点必代，交点必联。

七、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的关系

1、任何一个一元一次方程都可转化为：kx+b=0（k、b为常数，k≠0）的形式．而一次函数解析式形式正是y=kx+b（k、b为常数，k≠0）．当函数(y)值为0时，即kx+b=0就与一元一次方程完全相同。

2、由于任何一元一次方程都可转化为kx+b=0（k、b为常数，k≠0）的形式．所以解一元一次方程可以转化为：当一次函数值为0时，求相应的自变量的值。

3、从图象上看，这相当于已知直线y=kx+b确定它与x轴交点的横坐标值。

如何高效学好数学？

一、我的数学学习历程及遇到的困难

1、我的数学学习历程

我个人的数学学习历程比较曲折，在大一的时候挂过数学分析。我本人是学力学的，所以我们大一的数学课跟数学系的课程几乎是一致的。

大二的时候还挂过高等代数。

两次考研，第一次考研没考上，第二次考研成功了，我考上了理想的学校，理想的专业，选择了理想的导师，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录取，包括专业课的成绩也是第一名。

当然，数学学习的历程比较曲折，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个人兴趣的原因。在大学的时候，一进图书馆看到很多的学问，立刻就对各种各样的学问都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所以精力比较分散，这是一方面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大学的数学一直没有入门，大学的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数学分析还有概率统计等等这些课，跟高中的数学内容有很大的差别。我高中的数学成绩一直是非常好的，考的学校也是非常好的学校，可是在大学，数学却迟迟没入门。可以这么讲，今天看来，直到我大学二年级，甚至大学三、四年级，我的数学都没怎样入门。

那怎么入门呢？怎么学出数学的乐趣来，怎么能够快速的进步，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分享主题。

2、数学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在数学的学习过程中，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些都是我个人经历过的。

第一是数学内容抽象，看不懂。

第二是知识点太多，记不住。

第三是题目太难，遇到难题不会做。

第四是找不到人讨论，太枯燥。

因为大学的学习特点，不像高中，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然后按照同样的节奏在走，所以遇到同样的学科，还能讨论一下。可是大学呢，找人讨论都很困难，各忙各的，所以就显得这个学习过程很枯燥。

第五是战线太长，导致很难坚持。

什么叫战线太长？我们大学的数学一般会学两年。像我那时候学数学分析要学一年半，三个学期的课程，一旦不入门的话，那就很难坚持学下去，越学越难受。

第六是时间太短，压力大。

怎么时间又太短了呢？因为隔两个月就期中考试啊，再隔两个月就期末考试。等到复习的时候，准备考试的时候又觉得压力很大了。

有个朋友说，“眼睁睁看着老师把一道全是英文和希腊字母的题，最后解出的答案竟然是阿拉伯数字，直到现在还费解。”这些实际上是指高等数学比较抽象。

二、对数学学习的反思

1、令人费解的数学名言

在我大一、大二的时候也看了不少这样的类似的名言，感觉到写得非常的优美，但是几乎体验不到这里面说的任何一句话的含义。所以当时就觉得很着急，难道这么好的东西，我跟它无缘吗？

同样，另外一种情形，更让人无奈。就是这些所谓的学霸和大神们，我称之为令人绝望的人。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也是我师弟，我们在讨论数学的时候，经常我们在黑板上写一道微积题目在黑板上算，他站在远处，看了30秒钟，直接报一个答案。这样的人有时在我身边，有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当然就觉得不可理喻，这样的人难道说天生就具有数学头脑吗？我们就不行吗？我就不行吗？等等。在整个大一、大二，甚至大三都在这样的困惑中在啃着数学。

2、数学到底是什么？

本科时的这样一个经历，再加之后面的考研，让我重新再反思：

数学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数学？这个过程中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一个是去阅读那些数学的名著，看这些数学家们到底是怎么看数学，怎么看数学的学习的。

二是参加了我们学校BBS上面一个科学版的活动，在科学版上跟同学们讨论问题，而且还有线下的面对面的讨论，一个月有一次这样的活动。这两类活动给我很大的启发，关于什么是学问？学问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今天看来，那个时候得出的认识是这样的，学问的本质是人与知识，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对话，当我们进入了对话的进程，我们就入门了。大家看看这段话是不是有道理？

三、数学是什么？

要读懂高等数学，我们必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数学究竟是什么？以高等数学为例，大家在网上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所谓知识结构图。

在这副图里面，把高等数学比喻成一棵大树，函数是这棵大树的根，我们高中的数学里面都已经学过了，如反函数、奇偶函数的奇偶性、初等函数、复合函数等等；然后这棵大树的主干是函数的极限，也就是我们高等数学的第一章，函数的极限。

在左边，函数的极限生长出一个大的分支，叫做导数与微分。导数与微分首先涉及到中值定理，微分中值定理和中值定理的应用。然后它又导向了第二个分支，多元函数的微分学，而函数的极限又引出了另外一个大的分支，叫做不定积分，不定积分一方面，引向定积分与定积分的应用，另一方面又引向了常微分方程。这不是思维导图做的，这就是直接在这棵大树上面加上去的一些，用PPT就可以做出来。

像这样的图像对大家把握一门知识是有利的，但这样的图片也会造成一个误导。导致我们把数学仅仅当做知识来看待。因此产生了数学学习的巨大的困难和障碍。我称之为这就是把数学仅仅当做知识来看待，它是学习数学的第一个误区。

我们看看大数学家们是怎么看数学的。比如这本书叫做《什么是数学》，副标题是“对思想和方法的基本研究”，它的作者是柯朗。柯朗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美国有一个世界闻名的柯朗研究所。很多大科学家对这本书有高度的赞誉，比如爱因斯坦说，“本书是对整个数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及方法的透彻清晰的阐述”；爱因斯坦的好朋友，韦尔是20世纪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他称赞，“这是一本非常完美的著作，被数学家们视作科学的鲜血的一切基本思路和方法。在《什么是数学》这本书中，用最简单的例子，使之清晰明了，已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看到爱因斯坦和韦尔评价这本书的话，我们都很想去读一读这本书究竟在讲什么，但是如果大家去看这本书，多数人会感到失望，包括我在本科三、四年级的时候，去看这本书的时候，倍感失望。因为这本书里面讲的有三章的内容跟我们的高等数学的内容是一样的，里面有重合的部分，比如这里面涉及到极限，微分和积分。

为什么会失望呢？是因为这本书里面进的东西，我们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比我们教科书的内容还要简单一些。那为什么这样一本书会受到如此高度的赞誉？后来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琢磨，得到这么一个答案。实际上这本书看似内容并不复杂，但是它却告诉了我们一件事，那就是数学究竟是什么？它的答案就是：数学的本质是思维技能！

我们看一看，高等数学的所有部分都贯穿着同样的思维结构。

这个思维结构是什么？

就是从问题引入定义，这个定义一般会对应着几何直观；然后定义又引入定义的性质，比如导数的性质，极限的性质等，另外，定义包含着运算，比如导数，从导数的定义直接就可以推出运算法则。然后从定义和运算法则和性质，会推出一系列的定理，这些定理在各个复杂的数学情形中进行应用，乃至应用于其他的领域，包括物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等等。

大家注意，这里关键在于所有的数学分支都是这么同样的一个结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大家看看这个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高数的所有分支都是这样一个同样的结构。

如果我们把高等数学的本质当做思维技能来看待，我们立即能回答很多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平时做题不错，而考研成绩却不佳，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把数学仅仅当做知识来学，因为考研的时候，就它不会考同样的题目。题型还会变动，我们的记忆是会波动的，如果我们着眼于这个思维技能，我们就会发现，技能比知识的记忆要稳定得多，技能比知识的记忆要快得多，技能往往是一种自动化的东西，而知识需要想半天。

我们从一个正面的例子来看，有一位师弟，他在考研过程中感冒，前两科就感冒，考到数学的时候还感冒，结果他数学还是考了143分，考的是数学一，他用的参考书全是2013版的，本来是2014年考研，应该用2014年版的参考书，但是他用的2013版的。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数学在他大脑中，变成了这个思维的技能。

可能很多人仍然不理解：数学知识和数学的思维技能究竟有什么差别？

举一个例子，看过一万遍钢琴谱的人会弹钢琴吗？甚至弹过一万遍1234567的人，能弹好曲子吗？显然不一定啊。所以当我们去学数学的时候，我们看许多遍书，不一定有效。看许多遍视频，也不一定有效，即便是练过许多题目，也不一定有效，因为这么做的人多了，考的成绩不理想的。这么做的人，考的成绩不理想的人，比比皆是。

数学学习的逻辑思维

我们通常把初中试题分为基础题，中档题和压轴题。而数学知识的学习也可以按照这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个维度：学习基础知识，简历初中数学基础知识框架，并且能够熟练的运用这些基础知识。基本概念要清晰，遇到易错问题，能够注意并且避开易错点。

譬如说，填空题根号16的平方根，不少学生后写4或正负4，关键是自己检查还检查不出了，很多学生会忽略16自带根号，正确的做法是先运算16的算数平方根得4，再算4的平方根得正负2。

第二个维度：充分理解知识点，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熟练的运用这些知识点。对知识理解透彻，再加上训练达到灵活运用的程度，基本上中档题是很容易的。初中数学满分150分，经过复习中考数学过110分还是很容易的，但是要突破125分、130分就需要对知识融会贯通，不仅仅是刷题，还要做针对性的匹配练习与变式思考题。

第三个维度：拓展重难点，总结方法，变式训练逻辑思维。这个层次第一要点是拓展好同步课程的重难点。因为基础知识牢固以后，中档题也能拿满分，想争取135、140甚至更高的分数，压轴题就十分重要。解答压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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