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 初一历
史知识点总结梳理(模板8篇)

教师总结是教育工作者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和归纳的一种
重要方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考试总结的范例，
或许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写出自己的总结。

初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一

逗号

1、不要在不该停顿时用逗号。

例14：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嘛。使句子支离破碎。

2、该用句号作结时不要用成逗号。

例15：中国领导人决心防止“非典”的再次爆发，卫生部长
吴仪表示愿意改革中国的卫生保健体系，这给国际卫生官员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会使文章一逗到底。这是作文书写
中的常见毛病。

3、逗号不要和顿号、分号、冒号混淆。

例2/6/7/8/9/10/11/12/13/16/17/18/22/26/28：(略)详见顿
号、分号、冒号的用法。

4、逗号和标号同时使用时位置要得当。

例28：(略)详见引号、括号。

分号



1、并列复句的分句间和非并列关系的多重复句的第一个层次
间一般用分号。

例16：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例17：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
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多重复句辨别第
一层次位置是关键，也是难点。

2、并列分句中没用逗号，不能径直使用分号。

例18：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只要有一个分句内用了
逗号，分句间就可以用分号。

3、分条陈述时，每一条不管是词、短语还是句子，每条内部
不管有没有逗号，之间都可用分号。

例19：农民对一个好的农村干部的要求是：一、办事公道;二、
自己不要吃得太饱;三、有经济头脑。

例24：(略)分条陈述后有“等等”“其他……”之类表列举
未尽的成分时，此类成分的语法作用也相当于列举一项，之
前用分号，之后用句号。

七年级语文知识点归纳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1、“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中“无为”的意思是：不要。
诗句表达了诗人乐观豁达的思想感情。

2、“风烟望五津”的“望”会使人产生怎样的联想?“望”
的深层含义是什么?

“望”把所在地和赴任地联系起来，创造出天地辽阔，地域



广远的意境，表现出诗人视线被风烟所遮，流露出惜别的情
感。

含义：望，远远地看见。表明作者时刻关注着友人所达的目
的地，说明诗人对友人极为关切。

3、简述你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蕴含哲理的理解。

诚挚的友谊可以超越时空，缩短距离。

4、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表达对赴任友人的宽慰和劝勉，也表达了诗人对友情的豁达
态度。

5、说说这首诗为什么在古代送别诗中别具一格?

它一洗以往送别诗中伤感低沉的酸楚情调，表现出开朗、乐
观、豪放的情怀，能给朋友以安慰和鼓励。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1、诗的首联，作者通过“凄凉地”和“弃置身”这些富有感
情色彩的字句渲染，表达出诗人被贬后的愤懑不平。

2、这首诗感情浓郁，但前后基调不同，前四句低沉愤懑，后
四句高昂乐观，前后形成对比。

3、诗的颔联中借两个典故，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闻笛赋：表达作者对故乡亲友的怀念和痛悼之情。

烂柯人：暗示被贬时间之久，表达对岁月流逝，人事变迁的
无限怅惘之情。



4、描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句所展现的
画面，并说说你对诗的理解。

描述画面：大江之上，沉舟之侧，千帆兑发;自然中，病树的
前头，万木争春。

情感：作者以“沉舟”“病树”自喻，表达诗人豁达、乐观
的情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哲理：揭示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说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
物。

5、作者说“暂凭杯酒长精神”，作者果真是靠“杯酒”长精
神吗?谈谈你的看法。

不是，意思是在朋友的关怀下，振作精神，重新投入到生活
中。以此收尾，收到了言尽情未了的艺术效果。

6、全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试作简要分析。

主要表达了作者乐观，豁达的情怀。作者虽以“凄凉
地”“弃置身”“闻笛赋”“料柯人”“沉舟”“病树”表
明内心的凄苦，但更以“千帆过”“万木春”表现乐观豁达
的情怀。

初一语文基础知识之知识重点：修辞手法

1、比喻：使语言形象生动，增加语言色彩。化平淡为生动，
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形象。

2、拟人：把事物当人写，使语言形象生动。给物赋予人的形
态情感(指拟人)，描写生动形象，表意丰富。

3、排比：增强语言气势，加强表达效果。叙事透辟，条分缕
析;长于抒情。



4、夸张：突出某一事物或强调某一感受。烘托气氛，增强感
染力，增强联想;创造气氛，揭示本质，给人以启示。

5、反问：起强调作用，增强肯定(否定)语气。

6、设问：自问自答，提出问题，引发读者的注意、思考。

7、对偶：使语言简练工整、有音乐感;抒情酣畅;便于吟诵，
易于记忆。

8、反复：多次强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写景抒情感染力强;
承上启下，分清层次。

注：上面只是简要给出各种修辞手法(方法)的作用，在回答
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内容具体来回答，避免空洞。

初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二

2.轴对称图形的性质：把一个图形沿着某一条直线折叠，如
果它能够与另一个图形重合，那么就说这两个图形关于这条
直线对称，这条直线叫做对称轴，折叠后重合的点是对应点。
轴对称和轴对称图形的特性是相同的，对应点到对称轴的距
离都是相等的。

3.轴对称的性质：经过线段中点并且垂直于这条线段的直线，
叫做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以下性质：

(1)如果两个图形关于某条直线对称，那么对称轴是任何一对
对应点所连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2)类似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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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的点与这条线段的两个端点的距离相



等。

(4)对称轴是到线段两端距离相等的点的集合。

4.轴对称图形的作用：

(1)可以通过对称轴的一边从而画出另一边;

(2)可以通过画对称轴得出的两个图形全等。

5.因数：整数b能整除整数a，a叫作b的倍数，b就叫做a的因数
或约数。在自然数的范围内例：在算式6÷2=3中，2、3就是6
的因数。

6.自然数的因数(举例)：

6的因数有：1和6，2和3.

10的因数有：1和10，2和5.

15的因数有：1和15，3和5.

25的因数有：1和25，5.

7.因数的分类：除法里，如果被除数除以除数，所得的商都
是自然数而没有余数，就说被除数是除数的倍数，除数和商
是被除数的因数。

我们将一个合数分成几个质数相乘的形式，这样的几个质数
叫做这个合数的质因数。

8.倍数：对于整数m，能被n整除(n/m)，那么m就是n的倍数。
如15能够被3或5整除，因此15是3的倍数，也是5的倍数。



初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三

1.三角形：由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条线段首尾顺次相接所组
成的图形叫做三角形。

2.三角形的分类

3.三角形的三边关系：三角形任意两边的和大于第三边，任
意两边的差小于第三边。

4.高：从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向它的对边所在直线作垂线，顶
点和垂足间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高。

5.中线：在三角形中，连接一个顶点和它的对边中点的线段
叫做三角形的中线。

6.角平分线：三角形的一个内角的平分线与这个角的对边相
交，这个角的顶点和交点之间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7.高线、中线、角平分线的意义和做法

8.三角形的稳定性：三角形的形状是固定的，三角形的这个
性质叫三角形的稳定性。

9.三角形内角和定理：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和等于180°

推论1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互余;

推论2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和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和;

推论3三角形的一个外角大于任何一个和它不相邻的内角;

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外角和的一半。

10.三角形的外角：三角形的一条边与另一条边延长线的夹角，



叫做三角形的外角。

初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四

1、同号两数相加，取相同的符号，并把绝对值相加；

2、异号两数相加，取绝对值较大的符号，并用较大的绝对值
减去较小的绝对值；

3、一个数与0相加，仍得这个数。

有理数加法的运算律

1、加法的交换律：a+b=b+a；

2、加法的结合律：（a+b）+c=a+（b+c）

有理数减法法则

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即a—b=a+（—b）

有理数乘法法则

1、两数相乘，同号为正，异号为负，并把绝对值相乘；

2、任何数同零相乘都得零；

3、几个数相乘，有一个因式为零，积为零；各个因式都不为
零，积的符号由负因式的个数决定。

初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五

(高中函数定义)设a，b是两个非空的数集，如果按某个确定的
对应关系f，使对于集合a中的任意一个数x，在集合b中都有唯



一确定的数f(x)和它对应，那么就称f：a--b为集合a到集合b的
一个函数，记作y=f(x)，x属于集合a。其中，x叫作自变量，x的
取值范围a叫作函数的定义域。

函数中，应变量的取值范围叫做这个函数的值域函数的值域，
在数学中是函数在定义域中应变量所有值的集合。

(1)化归法;

(2)图象法(数形结合),学习规律;

(3)函数单调性法;

(4)配方法;

(5)换元法;

(6)反函数法(逆求法);

(7)判别式法;

(8)复合函数法;

(9)三角代换法;

(10)基本不等式法等

定义域、对应法则、值域是函数构造的三个基本“元件”。
平时数学中，实行“定义域优先”的原则，无可置疑。然而
事物均具有二重性，在强化定义域问题的同时，往往就削弱
或谈化了，对值域问题的探究，造成了一手“硬”一
手“软”，使学生对函数的掌握时好时坏，事实上，定义域
与值域二者的位置是相当的，绝不能厚此薄皮，何况它们二
者随时处于互相转化之中(典型的例子是互为反函数定义域与



值域的相互转化)。如果函数的值域是无限集的话，那么求函
数值域不总是容易的，反靠不等式的运算性质有时并不能奏
效，还必须联系函数的奇偶性、单调性、有界性、周期性来
考虑函数的取值情况。才能获得正确答案，从这个角度来讲，
求值域的问题有时比求定义域问题难，实践证明，如果加强
了对值域求法的研究和讨论，有利于对定义域内函的理解，
从而深化对函数本质的认识。

“范围”与“值域”是我们在学习中经常遇到的两个概念，
许多同学常常将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值域”是所有函数值的集合(即集合中每一个元素都是这个
函数的取值)，而“范围”则只是满足某个条件的一些值所在
的集合(即集合中的元素不一定都满足这个条件)。也就是说：
“值域”是一个“范围”，而“范围”却不一定是“值域”。

初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六

1、同号两数相加，取相同的符号，并把绝对值相加；

2、异号两数相加，取绝对值较大的`符号，并用较大的绝对
值减去较小的绝对值；

3、一个数与0相加，仍得这个数。

有理数加法的运算律

1、加法的交换律：a+b=b+a；

2、加法的结合律：（a+b）+c=a+（b+c）

有理数减法法则

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即a—b=a+（—b）



有理数乘法法则

1、两数相乘，同号为正，异号为负，并把绝对值相乘；

2、任何数同零相乘都得零；

3、几个数相乘，有一个因式为零，积为零；各个因式都不为
零，积的符号由负因式的个数决定。

初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七

：正、负数的概念：我们把像3、2、+0.5、0.03%这样的数叫
做正数,它们都是比0大的数；像-3、-2、-0.5、-0.03%这样
数叫做负数。它们都是比0小的数。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我们可以用正数与负数表示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有理数的概念和分类：整数和分数统称有理数。有理数的
分类主要有两种：

注：有限小数和无限循环小数都可看作分数。

：数轴的概念：像下面这样规定了原点、正方向和单位长度
的直线叫做数轴。

：绝对值的概念：

（1）几何意义：数轴上表示a的点与原点的距离叫做数a的绝
对值，记作|a|；

（2）代数意义：一个正数的绝对值是它的本身；一个负数的
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零的绝对值是零。

注：任何一个数的绝对值均大于或等于0（即非负数）．



：相反数的概念：

（2）代数意义：符号不同但绝对值相等的两个数叫做互为相
反数。0的相反数是0。

：有理数大小的比较：

有理数大小比较的基本法则：正数都大于零，负数都小于零，
正数大于负数。

数轴上有理数大小的比较：在数轴上表示的两个数，右边的
数总比左边的大。

用绝对值进行有理数大小的比较：两个正数，绝对值大的正
数大；两个负数，绝对值大的负数反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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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个数与0相加，仍得这个数．

：有理数加法运算律：

加法交换律：两个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和不变。

加法结合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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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理数减法法则：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

：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根据有理数减法的法则，一切加法
和减法的运算，都可以统一成加法运算，然后省略括号和加
号，并运用加法法则、加法运算律进行计算。



初一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八

1、单项式：;单独的一个数或一个字母也是单项式

2、系数：;

3、单项式的次数：;

4、多项式：;

叫做多项式的项;的项叫做常数项。

5、多项式的次数：;

6、整式：;

7、同类项：;

8、把多项式中的同类项合并成一项，叫做合并同类项;

合并同类项后，所得项的系数是合并同前各同类项的系数的
和，且字母部分不变。

(2)如果括号外的因数是负数，去括号后原括号内各项的符号
与原来的符号相反

10、一般地，几个整式相加减，如果有括号就先去括号，然
后再合并同类项

第三章：一次方程(组)

一、方程的有关概念

1、方程的概念：



(1)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叫方程。

(2)在一个方程中，只含有一个未知数，并且未知数的指数
是1，系数不为0，这样的方程叫一元一次方程。

2、等式的基本性质：

(1)等式两边同时加上(或减去)同一个代数式，所得结果仍是
等式。若a=b，则a+c=b+c或a–c=b–c。

二、解方程

1、移项的有关概念：

把方程中的某一项改变符号后，从方程的一边移到另一边，
叫做移项。这个法则是根据等式的性质1推出来的，是解方程
的依据。把某一项从方程的左边移到右边或从右边移到左边，
移动的项一定要变号。

2、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步骤：

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步骤

主要依据

1、去分母

等式的性质2

2、去括号

去括号法则、乘法分配律

3、移项



等式的性质1

4、合并同类项

合并同类项法则

5、系数化为1

等式的性质2

6、检验

3、二元一次方程组

(1)将二元一次方程用含有一个未知数的代数式表示另一个未
知数;

(2)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指导思想是转化的思想;

(3)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方法有：加减消元法;代入消元法;

二、列方程解应用题

1、列方程解应用题的一般步骤：

(1)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

(2)分析问题中的已知量和未知量，找出等量关系;

(3)设未知数，列出方程;

(4)解方程;

(5)检验并作答。



2、一些实际问题中的规律和等量关系：

(1)几种常用的面积公式：

梯形面积公式：s=，a，b为上下底边长，h为梯形的高，s为梯形
面积;

圆形的面积公式：，r为圆的半径，s为圆的面积;

三角形面积公式：，a为三角形的一边长，h为这一边上的高，s为
三角形的面积。

(2)几种常用的周长公式：

长方形的周长：l=2(a+b)，a，b为长方形的长和宽，l为周长。

正方形的周长：l=4a，a为正方形的边长，l为周长。

圆：l=2πr，r为半径，l为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