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数学学习秘笈

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学好数学能对理化生的学习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里我不想

谈什么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一些笼统的话题。我会从实际出发，进行归纳总结，给大家带

来帮助。

必修一以函数为主。在这一模块的学习中，我们要掌握一些常见的函数类型，学习研究

函数特征的基本方法。尤其要掌握对简单函数的单调性进行判断。重点是形如

x
baxxf )( 的函数，它在高中函数题中经常出现。而对函数单调性判断的更高级的工具

是导数，具体内容在后文会着重讨论。必修二主要是立体几何，高考命题时常常结合选修

2-1 空间向量，这道题只要认真，做对是很容易的。后面的解析几何初步其实只是个开始，

到了选修 2-1，大家才会明白什么叫“解析”。必修三不是重点，高考很少命题，最多会出

一个程序框图的选择，认真算就行。必修四的三角函数部分公式很多，需要记忆。虽然和差

化积、积化和差高考不做要求，但是还是把那八个公式背下来为好。还有万能公式，书上没

提，但最好也掌握。必修五把解三角形、数列、不等式揉在了一本书里。解三角形部分基本

上用正余弦定理结合三角恒等变换就能搞定；数列部分需要大家掌握几种常见的递推类型，

考题也不会很难；教科书上不等式部分介绍的很少，最好自己加以拓展，可以参照《不等式

选讲》，这本书对不等式证明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当学到新的不等式时，别忘了把证明

弄懂。选修 2-1 的重点是圆锥曲线，这在高考中占据倒数第二道大题的位置。繁杂的计算让

每个人都深感头疼。解决圆锥曲线的基本方法是“设而不求”，但有时“设而不求”做不出

结果。这时候，就要“设而求”。但这也不是盲目地计算，通常采用将一个根用另一个根表

示的方法。同时，解决问题的捷径是平时多积累圆锥曲线的性质及证明（越简洁越好），考

试时便可以加以应用，大大地节约时间。建议大家学习书本上并未提到的第二定义，这对圆

锥曲线的学习大有裨益。

选修 2-3 的排列组合及统计会综合起来作为高考的一道大题，排列组合会单出一道选择。

做排列组合要思路清晰，合理分类、分步。统计大题基本上是送分题，认真即可。

接下来就要说最重要的选修 2-2 的导数部分了。导数一直是高中数学的难点，是高考的

压轴题。虽说题型变化多端，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1.分离变量



含参函数的讨论常常很复杂，但如果参数可分离，就会将原来含参的函数转化成已知的

函数。

例： 的取值范围。恒成立，求若 axaxxx 0ln 2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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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项构造

有些可分离变量的形式求导后发现取得最值的点处无定义，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形式。

例： 的取值范围。恒成立，求 aRxaxe x  1

本题只需考虑 0x 的情况，如采用分离变量，需分 0x 和 0x 讨论

这种问题）中会用洛必达法则解决

无意义（高等数学时取得最小值，而事实上，右式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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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时我们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充分利用分数线上下

都为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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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巧妙取值，将本题秒杀。

注意：当定义域在取值点x两侧不连续时，不能等价成 0)(' xf 。

例： 的取值范围。恒成立，求 axaxxx )1,0(0)1ln()1ln( 

本题中左边函数有零点 0x ，但因为函数在此处不连续，不能使导数等于零。

20)0(
),0(0)()1ln()1ln()(

' 



af
fxfaxxxxf ，设

以上步骤得出了一个必要条件，下面证明必要条件是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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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先求出必要条件，再进一步证明的方法通常可以大大简化运算，节省时间。

3.熟练掌握常用不等式

如 Rxex x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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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形如 xcbxaxxf ln)( 2  的函数，常见题设为：已知该函数的两个极值

点 21 xx  ，求 )( 1xf （或 )( 2xf ）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5.等价转化

当讨论函数零点或符号时，将已知符号部分提出，构造出熟悉形式。一般来说，形如

edxcxbxxaxf  32ln)( 的函数是我们喜欢的，因为求导之后可以将其转化为三次

及以下函数问题。另外，同时遇到较为复杂的指数式时常常将其转化为对数式。

6.不等式问题比较通项

导 数 题 最 后 一 问 的 设 问 常 为 下 列 形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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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种问题常用办法是考虑左右的通项，即证明 )1()()(  ngngnf ，通常要用

到前几问的结论。难题是右边是常数。这时通常考虑将左侧放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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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缩、列项构造出常数。

7.不会做的题认真体会，总结规律

说了这么多，不是让大家现在就完全掌握，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慢慢体会。愿大家能够游

刃有余的玩转高中数学，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的正负。的正负从而得知的正负可判断结合

，非常简单，而且根据我们发现化简后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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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问题的一般方法的最值为例，揭示解决下面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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