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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第一讲第一讲第一讲 代数式及其运算代数式及其运算代数式及其运算代数式及其运算

第第第第1111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绝对值和乘法公式绝对值和乘法公式绝对值和乘法公式绝对值和乘法公式

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
1.1.1.1.绝对值：

绝对值的代数意义：正数的绝对值是它的本身，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零

的绝对值仍是零．即

, 0,
| | 0, 0,

, 0.

a a
a a

a a

>⎧
⎪= =⎨
⎪− <⎩

绝对值的几何意义：一个数的绝对值，是数轴上表示这个数的点到原点的距离．

两个数的差的绝对值的几何意义： ba − 表示在数轴上，数 a和数b对应的点之间

的距离．

两个绝对值不等式： axaaax <<−⇔>< )0(|| ;

axaxaax >−<⇔>> 或)0(||
2.乘法公式：

我们在初中已经学习过了下列一些乘法公式：

（1）平方差公式 2 2( )( )a b a b a b+ − = − ；

（2）完全平方公式 2 2 2( ) 2a b a ab b± = ± + ．

我们还可以通过证明得到下列一些乘法公式：

（1）立方和公式 2 2 3 3( )( )a b a ab b a b+ − + = + ；

（2）立方差公式 2 2 3 3( )( )a b a ab b a b− + + = − ；

（3）三数和平方公式 2 2 2 2( ) 2( )a b c a b c ab bc ac+ + = + + + + + ；

（4）两数和立方公式 3 3 2 2 3( ) 3 3a b a a b ab b+ = + + + ；

（5）两数差立方公式 3 3 2 2 3( ) 3 3a b a a b ab b− = − + − ．

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

1.已知 5x = ，则 x=____________；若 1 2c− = ，则 c=____________

2.若(a-1)2+|b+2|＝0，则 a + b＝ .

3.已知 a,b,c代表的数在数轴上的位置如图示，化简 a b c a b c c b a+ + + − − + − −

4.若 2 1
2

x mx k+ + 是一个完全平方式，则 k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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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m B． 21

4
m C． 21

3
m D．

21
16
m

5.若 a－b＝1，ab＝2，则(a＋1)(b－1)＝
6.已知 x＋y＝7，xy＝12，则(x－y)2=_____ ____。

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

例例例例 1111：：：：解方程：|x－2|=2x+1
解： 2 2=2 1 = 3x x x x≥ − + −当 时，原方程可化为 ，所以 ，不符合题意，舍去。

12 2 =2 1 =
3

x x x x< − − +当 时，原方程可化为 ( ） ，所以

例 2222：解不等式 1x <

解： 1 1 1x x< ⇔ − < <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为 1 1x− < < ．

例例例例 3333：：：： 计算：
2 2( 1)( 1)( 1)( 1)x x x x x x+ − − + + + ．

解法 1：原式= 2 2 2 2( 1) ( 1)x x x⎡ ⎤− + −⎣ ⎦ = 2 4 2( 1)( 1)x x x− + + = 6 1x − ．

解法 2：原式= 2 2( 1)( 1)( 1)( 1)x x x x x x+ − + − + + = 3 3( 1)( 1)x x+ − = 6 1x − ．

例例例例 4444：：：：已知
1 4x
x

+ = ，求下列各式的值：(1) 2
2

1x
x

+ ; (2)
2

4 2 1
x

x x+ +

解：（1）原式= 142421212 2
2

2
2 =−=−⎟

⎠
⎞

⎜
⎝
⎛ +=−++

x
x

x
x

（2）原式=
15
1

114
1

11

1
1

2
2

2

24

2

2

=
+

=
++

=
++

x
x

x
xx
x
x

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

1.当 a＜3 时，|a -3|-(3-a)的值为 ( )

A．6-2a B．0 C．2a-6 D．-2a

2.解不等式： 5 3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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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知 x＋y＝－5，xy＝6，则 x2＋y2 的值为 ( )
A．1 B．13 C．17 D．25
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

1．填空：如果 5=+ ba ，且 1−=a ，则 b＝________

2．选择题：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若 a b= ，则 a b= B．若 a b> ，则a b>

C．若 a b< ，则 a b< D．若 a b= ，则 a b= ±
3．已知 x＞5，求方程的实数根： |x－5|－|2x－13|=0。

4.填空：

（1） 2 21 1 1 1( )
9 4 2 3
a b b a− = + （ ）；

（2） (4m+ 2 2) 16 4 (m m= + + ) ；

(3 ) 2 2 2 2( 2 ) 4 (a b c a b c+ − = + + + ) ．

5．选择题：不论 a，b为何实数，
2 2 2 4 8a b a b+ − − + 的值（ ）

A．总是正数 B．总是负数

C．可以是零 D．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

6.已知 x＋y＝3，xy＝2，则 x3+y3=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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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222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二次根式和分式二次根式和分式二次根式和分式二次根式和分式

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

1.平方根、立方根

平方根：如果一个数 x的平方等于 a，即 2x a= ，那么这个数 x就叫做 a的平方根，

记为 a± ，其中正的平方根 a叫做 a的算术平方根。一个正数的平方根有两个，且

它们互为相反数，0 的平方根是它本身，负数没有平方根。

立方根：如果一个数 x的立方等于 a，即 3x a= ，那么这个数 x就叫做 a的立方根，

任意一个数都有立方根，正数立方根是正值，负数的立方根是负值，0 的立方根是本身。

2.二次根式：

一般地，形如 ( 0)a a ≥ 的代数式叫做二次根式．根号下含有字母、且不能够开得

尽方的式子称为无理式. 例如
23 2a a b b+ + + ，

2 2a b+ 等是无理式，而

2 22 1
2

x x+ + ，
2 22x xy y+ + ，

2a 等是有理式．

3.分母（子）有理化

把分母（子）中的根号化去，叫做分母（子）有理化．为了进行分母（子）有理化，

需要引入有理化因式的概念．两个含有二次根式的代数式相乘，如果它们的积不含有二

次根式，我们就说这两个代数式互为有理化因式，例如 2 与 2 ， 3 6+ 与

3 6− 。

分母有理化的方法是分母和分子都乘以分母的有理化因式，化去分母中的根号的过

程；而分子有理化则是分母和分子都乘以分子的有理化因式，化去分子中的根号的过程

在二次根式的化简与运算过程中，二次根式的乘法可参照多项式乘法进行，运算中

要运用公式 ( 0, 0)a b ab a b= ≥ ≥ ；而对于二次根式的除法，通常先写成分式的

形式，然后通过分母有理化进行运算；二次根式的加减法与多项式的加减法类似，应在

化简的基础上去括号与合并同类二次根式．

二次根式
2a 的意义：

2a a= =
, 0,

, 0.
a a
a a

≥⎧
⎨− <⎩

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

1. 2( 3)− =_________

2.下列计算正确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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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2A. 8 2 2                           B. 9 4 1
3

6 2C. (2+ 5)(2- 5) 1                     D. 3 2  
2

−
− = = − =

−
= =

3.下列计算正确的是（ ）

A. 8 3 2 3 =16 3                    B. (-4) (-9)= -4  -9

C. 5 3 5 2=25 6                       D. 4 3 2 2 6 5

× × ×

× × =

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

例 1：将下列式子化为最简二次根式：

（1） 12b； （2）
2 ( 0)a b a ≥ ； （3）

64 ( 0)x y x < ．

解： （1） 12 2 3b b= ；

（2）
2 ( 0)a b a b a b a= = ≥ ；

（3）
6 3 34 2 2 ( 0)x y x y x y x= = − < ．

例 2：计算

（1）
3

2 3+
（2）

2 2(1 ) (2 )   ( 1)x x x− + − ≥

解：（1） 336)32(3
34

)32(3
)32)(32(

)32(3
−=−=

−
−

=
−+

−
=原式

（2）原式=
( 1) ( 2) 2 3  ( 2)

| 1| | 2 |
( 1) ( 2) 1 (1 x 2)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 ≤⎩

例 3 ：化简： 2004 2005( 3 2) ( 3 2)+ ⋅ − ．

解：
2004 2005( 3 2) ( 3 2)+ ⋅ − ＝

2004 2004( 3 2) ( 3 2) ( 3 2)+ ⋅ − ⋅ −

＝
2004

( 3 2) ( 3 2) ( 3 2)⎡ ⎤+ ⋅ − ⋅ −⎣ ⎦ ＝ 20041 ( 3 2)⋅ − ＝ 3 2− ．

例 4： 设
1 1,

3 2 3 2
x y= =

− +
，求代数式

1
x，

x
y ，

2 2x xy y
x y
+ +
+

的值

解： 32
)23)(23(
)23()23(

23
1

23
1

−=
+−
−++

=
+

+
−

=+ y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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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

1
23

1
−=

+
⋅

−
=xy

所以：

1 3 2 3 2 ( 3 2)
1( 3 2)( 3 2)x

+ +
= = = − +

−+ −
2

21 ( 3 2)( 3 2) ( 3 2) (9 4 3)
( 3 2) ( 3 2)( 3 2)

x
y

+
= + = = − + = − +

− + −
 

2
21 ( 3 2)( 3 2) ( 3 2) (9 4 3)

( 3 2) ( 3 2)( 3 2)
x
y

+
= + = = − + = − +

− + −
 (7 4 3)− +

2 2 2 2( ) ( 2 3) 1 13 3
62 3

x xy y x y xy
x y x y
+ + + − − +

= = = −
+ + −

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

1.函数
12

3
y x

x
= − +

−
中自变量 x的取值范围是（ ）

A． x≤2 B． x=3 C． x＜2 且 x≠3 D． x≤2 且 x≠3

2.已知 2 5 5 2 3y x x= − + − − ，则 2xy的值为 ( )

A．－1 5 B．15 C．－
15
2

D．
15
2

3.比较大小： 12 11− 11 10− （填“＞”，或“＜”）．

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
1．填空：

（1）
1 3
1 3
−
+

＝ ；

（2）若
2(5 )( 3) ( 3) 5x x x x− − = − − ，则 x的取值范围是 ；

（3） 4 24 6 54 3 96 2 150− + − = ；

2．选择题：

（1）等式
2 2
x x

x x
=

− −
成立的条件是（ ）

A． 2x ≠ B． 0x > C． 2x > D． 0 2x< <

（2）若
2 2

3
x y
x y
−

=
+

，则
x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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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１ B．
5
4

C．
4
5

D．
6
5

3．比较大小：2－ 3 5－ 4（填“＞”，或“＜”）．

4．若
2 21 1

1
a ab

a
− + −

=
+

，求 a b+ 的值．

5.化简：
2

2

1 2(0 1)x x
x

+ − < < ．

6．计算
1 1 1 1...

1 2 2 3 3 4 99 10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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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第二讲第二讲第二讲 因式分解因式分解因式分解因式分解

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

因式分解是中学数学中最重要的恒等变形之一，初中数学教材中主要介绍了提取公

因式法、运用公式．而在高中学习过程中还需用到待定系数法，十字相乘法等。

1.多项式因式分解的方法

（1）提公因式法 ： )( cbammcmbma ++=++

（2）运用公式法

①平方差公式：. −2a 2b ＝（ ))( baba −+
②完全平方公式：

22 2 baba +± ＝ 2)( ba ±
③立方和公式：

33 ba + ＝ ))(( 22 bababa +−+
④立方差公式：

33 ba − ＝ ))(( 22 bababa ++−
（3）分组分解法

（4）十字相乘法

① pqxqpx +++ )(2 型的式子的因式分解

这类二次三项式的特点是：二次项的系数是 1；常数项是两个数的积；一次项系数是常

数项的两个因数的和.因此，可以直接将某些二次项的系数是 1 的二次三项式因式分解：

))(()(2 qxpxpqxqpx ++=+++

② nmxkx ++2
型的式子的因式分解

如果能够分解成 k＝ac，n＝bd，且有 ad＋bc＝m 时，即：

a b

c d

bc + ad

那么： ))((2 dcxbaxnmxkx ++=++

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

分解因式：

（1） ))(())(( xynmyxnm −−+−+ （2） 22 9124 yxy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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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62 +− xx （4） 13 +a （5） )1(2 +−+ aaxx

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

例例例例 1111：：：：分解因式： )1()1( −−− yyxx

解： 原式= yyxx +−− 22
= )()( 22 yxyx −−− = )())(( yxyxyx −−−+

= )1)(( −+− yxyx

例 2：分解因式： 10113 2 +− xx

分析： 1 -2

3 -5

（-6）+（-5）= -11

解： 10113 2 +− xx = )53)(2( −− xx

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

分解因式：（1） 252 2 +− xx （2） 1222 −++ aaxx （3） 893 +− xx

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

一、选择题

1.下列多项式能分解因式的是 ( )

A. ba −2
； B. 12 +a ； C.

22 baba ++ ； D.

442 +− 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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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项式
22 152 yxyx −− 的一个因式（ ）

A． yx 52 − B. yx 3− C. yx 3+ D. yx 5−

3.下列各式的分解因式：

① ( )( )2 2100 25 10 5 10 5p q p q p q− = + − ②

( )( )2 24 2 2m n m n m n− − = − + −

③ ( )( )2 6 3 2x x x− = + − ④

2
2 1 1

4 2
x x x⎛ ⎞− − + = − −⎜ ⎟

⎝ ⎠

其中正确的个数有( )

A. 0 B. 1 C. 2 D. 3

二、填空题：

1.
22 )()( mnnmm −−− =(__________)(__________)

2.
22 4715 yxyx −+ =(__________)(__________)

3. )()( 3 baba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分解因式：

（1） 1522 −− xx

（2）
22 )( abyxybax ++−

（3）
22 5 3x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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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第三讲第三讲第三讲 方程方程方程方程

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

1.1.1.1.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

一般地，对于一元二次方程 2 0( 0)ax bx c a+ + = ≠ ，当 2 4 0b ac− ≥ 时，它的

根是： 1,2x =
2 2

1 2
- - -4 - + -4= =

2 2
b b ac b b ac cx x

a a a
  ；当 2 4 0b ac− < 时，方程无实数解。由此可知，一元二

次方程 2 0( 0)ax bx c a+ + = ≠ 的根的情况可以由 2 4b ac− 来判定，所以，我们把

2 4b ac− 叫做一元二次方程， 2 0( 0)ax bx c a+ + = ≠ 的根的判别式，通常用符号

“∆”来表示。

综上所述，对于一元二次方程 2 0( 0)ax bx c a+ + = ≠ ，

①当 >0∆ 时，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1,2x =
2 2

1 2
- - -4 - + -4= =

2 2
b b ac b b ac cx x

a a a
  ;

②当 0∆ = 时，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1 2 2
bx x
a

= = − ;

③当 0∆ < 时，方程没有实数根。

2.2.2.2.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

若一元二次方程 2 0( 0)ax bx c a+ + = ≠ 有两个实数根

2 2

1 2
- - -4 - + -4= =

2 2
b b ac b b ac cx x

a a a
  ，则有：

2 2

1 2
- - -4 - + -4+ = + =-

2 2
b b ac b b ac bx x

a a a
， 1 2x x = (

2 2

1 2
- - -4 - + -4= =

2 2
b b ac b b ac cx x

a a a
  )(

2 2

1 2
- - -4 - + -4= =

2 2
b b ac b b ac cx x

a a a
  )

c
a

= ，

所以，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之间存在下列关系：

当 0∆ ≥ 时，如果 2 0( 0)ax bx c a+ + = ≠ 的两根分别是 1 2,x x ，那么 1 2+ =- bx x
a
，

1 2
cx x
a

= ，此关系又称为韦达定理。所以，以 1 2,x x 为根的方程可以表示为：

2
1 2 1 2( ) 0x x x x x x− + + =

由根与系数的关系可以得到一些两根简单组合与系数的关系，比如一元二次方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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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根之差的绝对值就是一个重要的量：
2

2
1 2 1 2 1 2 2

4( ) 4 b acx x x x x x
a a
−

− = + − = =
 

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

1.下列方程中，有两个实根的是（ ）

A．
2 4 0x + = B． 24 4 1 0x x− + =

C． 2 3 0x x+ + = D．
2 2 1 0x x+ − =

2.解方程：（1） 2 3 10 0x x− − = （2） 22 4 3 0x x+ − =

3.若方程方程 22 5 1 0x x+ − = 的两根分别为 1x 和 2x ，求
1 2

1 1
x x
+ ，

2 2
1 2x x+ ，

2 1

1 2

x x
x x
+ ，

1 2x x− 的值。

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

例 1111 已知方程 25 6 0x kx+ − = 的一个根是 2，求它的另一个根及 k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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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由于已知方程的一个根，可以直接将这一根代入求出 k的值，再由方程解出

另一个根。但由于我们学习了韦达定理，可以用韦达定理来解题，即由于已知方程的一

个根及方程的二次项系数和常数项，于是可以利用两根之积求出方程的另一个跟，再由

根之和求出 k的值。

解：方法 1：因为 2 是方程的一个根，所以 25 2 2 6 0k× + × − = ，所以 7k = − 。

所以方程为 25 7 6 0x x− − = ，解得 1 2
32,
5

x x= = −

所以方程的另一个根是
3
5

− ，且 7k = − 。

方法 2：设方程的另一个根是 1x ，则 1
62
5

x = − ，所以 1
3
5

x = −

由
3( ) 2
5 5

k
− + = − 得 7k = −

例 2 已知关于 x的方程 x2＋2(m－2)x＋m2＋4＝0 有两个实数根，并且这两个实数根的

平方和比两个根的积大 21，求 m的值．

分析：本题可以利用韦达定理，由实数根的平方和比两个根的积大 21 得到关于 m
的方程，从而解得 m的值．但在解题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所给的方程有两个实

数根，因此，其根的判别式应大于零．

解：设 x1，x2 是方程的两根，由韦达定理，得

x1＋x2＝－2(m－2)，x1·x2＝m2＋4．
∵x12＋x22－x1·x2＝21，
∴(x1＋x2)2－3 x1·x2＝21，

即 [－2(m－2)]2－3(m2＋4)＝21，
化简，得 m2－16m－17＝0，
解得 m＝－1，或 m＝17．

当 m＝－1 时，方程为 x2＋6x＋5＝0，Δ＞0，满足题意；

当 m＝17 时，方程为 x2＋30x＋293＝0，Δ＝302－4×1×293＜0，不合题意，舍去．

综上，m＝17．

例 3 已知两个数的和为 4，积为－12，求这两个数．

分析：我们可以设出这两个数分别为 x，y，利用二元方程求解出这两个数．也可

以利用韦达定理转化出一元二次方程来求解．

解法一：设这两个数分别是 x，y，
则 x＋y＝4， ①

xy＝－12． ②

由①，得 y＝4－x， 代入②，得

x(4－x)＝－12，
即 x2－4x－12＝0，∴x1＝－2，x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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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6,

x
y
= −⎧

⎨ =⎩
或

2

2

6,
2.

x
y
=⎧

⎨ = −⎩
因此，这两个数是－2 和 6．
解法二：由韦达定理可知，这两个数是方程 x2－4x－12＝0 的两个根．

解这个方程，得 x1＝－2，x2＝6．
所以，这两个数是－2 和 6．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从上面的两种解法我们不难发现，解法二（直接利用韦达定理来解题）要比

解法一简捷．

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

1.已知一个关于 x的方程 2 2 0x kx+ − = 的一个根是 1，则它的另一个根是 .

2.以－3 和 1 为根的一元二次方程是 ．

3.若 1 2,x x 是方程 2 2 0x kx+ − = 的两根，且 1 2 3x x− = ，求 k。

4．求一个一元二次方程，使它的两根分别是方程 x2－7x－1＝0 两根的相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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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

1.关于 x的一元二次方程 ( ) 2 21 1 0a x x a− + + − = 的一个根是 0，则 a值为（ ）

A.1 B. 1− C.1或 1− D.
1
2

2.若关于 x的方程 x2＋(k2－1) x＋k＋1＝0 的两根互为相反数，则 k的值为（ ）

A.1 或－1 B.1 C.－1 D.0
3.如果方程 ax2＋2x＋1＝0 有两个不等的实根，则实数 a 的取值范围是 ( )

A．a<1 B．a<1 且 a≠0 C．a≤1 D．a≤1 且 a≠0

4.已知两数的积是 13,这两数的和是 11, 以这两数为根的一个一元二次方程是__

_____.

5.已知方程 x2－3x－1＝0 的两根为 x1 和 x2，则(x1－3)( x2－3)的值是___________.

6.已知不为 0 的实数 a,b 分别满足 2a 2 2 0a+ − = ， 2 2 2 0b b+ − = ；则 2 2a b+ =

，
1 1
a b
+ = 。

7.已知关于 x的方程 x2－kx－2＝0．
（1）求证：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2）设方程的两根为 x1和 x2，如果 2(x1＋x2)＞x1x2，求实数 k的取值范围．

8．关于 x的方程 x2＋4x＋m＝0 的两根为 x1，x2 满足| x1－x2|＝2，求实数 m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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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第四讲第四讲第四讲 二次函数二次函数二次函数二次函数

第第第第1111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图象及表示法图象及表示法图象及表示法图象及表示法

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

1.二次函数 )0(2 ≠++= acbxaxy 具有下列性质

（1）当 a＞0，函数 cbxaxy ++= 2 的图象开口向上；顶点坐标 )
4

4,
2

(
2

a
bac

a
b −

− ，对称轴

为直线
a
bx
2

−= ；当 x＜ a
b

2
− 时，y 随着 x 的增大而减少；当 x＞ a

b
2

− 时，y 随着 x的增

大而增大；当 x =
a
b

2
− 时，函数取最小值

a
bac

4
4 2−

（2）当 a＜0，函数 cbxaxy ++= 2 的图象开口向下；顶点坐标 )
4

4,
2

(
2

a
bac

a
b −

− ，对称轴

为直线
a
bx
2

−= ；当 x＜ a
b

2
− 时，y 随着 x 的增大而增大；当 x＞ a

b
2

− 时，y 随着 x 的增

大而减少；当 x =
a
b
2

− 时，函数取最大值
a
bac

4
4 2−

2.二次函数三种表示形式

（1）一般式： )0(2 ≠++= acbxaxy
（2）顶点式： )0()( 2 ≠+−= akhxay ，其中顶点坐标是 ( , )h k

（3）交点式： )0)()(( 21 ≠−−= axxxxay ，其中 x1，x2是二次图象与 x 轴的交点的

横坐标

3.抛物线 )0(2 ≠++= acbxaxy 与x轴的交点个数与根的判别式△= acb 42 − 的关系

（1）当△＞0 时，抛物线与 x 轴有两个交点；反过来，若抛物线与 x 轴有两个交点，

则△＞0也成立

（2）当△=0 时，抛物线与 x 轴只有一个交点（即抛物线的顶点）；反过来，若抛物线

与 x轴只有一个交点，则△=0 也成立

（3）当△＜0 时，抛物线与 x 轴没有交点；反过来，若抛物线与 x 轴没有交点，则△

＜0也成立

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

1.函数 2)1(
2
1 2 ++−= xy 的顶点坐标是（ ）

A．（1,2） B．（1，—2） C．（—1,2） 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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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函数 12 −+= xxy 的图象与 x 轴的交点个数是（ ）

A．0 B．1 C．2 D．无法确定

3.函数 642 ++= xxy 的最值情况是（ ）

A．有最小值 2 B．有最大值—2 C．有最大值 6 D．有最小值—6

4.函数 22 2 += xy 的图象是将函数 22xy = 的图象（ ）

A．向上平移 2 个单位长度得到的 B．向下平移 2 个单位长度得到的

C．向左平移 2 个单位长度得到的 D．向右平移 2 个单位长度得到的

5.已知函数 cbxxy ++= 2 的图象过两点（1,1），（—1，1），则函数的表达式是

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

例 1 求 2 2 3y x x= + + 的对称轴，顶点坐标，并画出图象。

解：将函数右边配方得： 2 22 3 ( 1) 2y x x x= + + = + +

所以对称轴为直线 1x = − ，顶点坐标 ( 1,2)− ，

图象先画对称轴，再确定顶点位置，开口向上，再用描点法找出几个特殊点

( 2,3)(0,3),(1,6),( 3,6)− − ，最后用圆滑的曲线画出函数图象的草图。图象略。

例 2 （1）函数 2y x= 的图象经过怎样的平移得到函数 2 4 5y x x= + − 的图象？

（2）函数 2 2 3y x x= − + + 的图象经过怎样的平移得到函数 2y x= − 的图象？

分析：二次函数图象的平移可以用顶点的平移来衡量。

解：（ 1）函数 2y x= 图象的顶点坐标为 (0,0) ， 2 4 5y x x= + − 右边配方得到

2 24 5 ( 2) 9y x x x= + − = + − ，所以函数图象的顶点是 ( 2, 9)− − ，所以原图像先向左平

移 2 个单位，再向下平移 9 个单位即可得到所求函数的图象。

（2） 2 22 3 ( 1) 4y x x x= − + + = − − + ，所以原函数图象的顶点是 (1,4)，函数 2y x= −

的图象顶点是 (0,0) ，所以原函数先向左平移一个单位，再向下平移 4 个单位即可得到

所求函数的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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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根据下列条件，求二次函数的解析式

（1）图象经过点（1，-2），（0，-3），（-1，-6）；
（2）当 x=3 时，函数有最小值 5，且经过点（1,11）；

（3）函数图象与 x 轴交于两点 ），（ 02-1 和 ），（ 021+ ，并与 y 轴交于点（0，-2）.

解：（1）设函数 )0(2 ≠++= acbxaxy ，则有

⎪
⎩

⎪
⎨

⎧

+−=−
++=−
++=

cba
c
cba

6
003

2- ，得

⎪
⎩

⎪
⎨

⎧

−=
=
−=

3
2

1

c
b
a

故函数解析式是 322 −+−= xxy .

（2）设函数 )0(5)3( 2 ≠+−= axay ，则 5)31(11 2 +−= a ，得
2
3

=a

故函数解析式是 5)3(
2
3 2 +−= xy .

（ 3 ） 设 函 数 )0)(21)(21( ≠−−+−= axxay ， 则

)210)(210(2 −−+−=− a ， 得 a=2 ， 故 函 数 解 析 式 是

)21)(21(2 −−+−= xxy .

例 4 已知函数 2
2
332 ++−= mmxxy .

（1）若它的图像与 x轴只有一个交点，求m的值。

（2）若它的图像与 x轴两个交点坐标分别是 )0,( 1x ， )0,( 2x ，且 1x ， 2x 互为负倒数，

求 1x + 2x 的值。

解：（1） 0869 2 =−−=∆ mm ，得
3
4

3
2

=−= mm 或

（2）
2

1
1
x

x −= ，则 12
2
3

21 −=+= mxx ，得 m=—2 故 162 −+= xxy ，

621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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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

1.函数 2y x= 的图象向左平移一个单位，再向下平移一个单位，得到的图象用函数表

示为

2.二次函数 cbxxy ++= 2 的图像向左平移 2个单位，再向上平移 3个单位，得到的图

象的函数解析式为 122 +−= xxy ，则 b与 c的值分别为 和 。

3.抛物线与 x轴的两个交点间的距离是 3，且过 )2,0( − 和 )0,2( ，求二次函数解析式。

4.已知抛物线 12)1( 2 −++−= mmxxmy ，问m为何值时，抛物线与 x轴没有交点？

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

1.若二次函数 322 +−= xxy 的顶点坐标为（a，b），则 ab 的值为（ ）

A．3 B．2 C．1 D．-2

2.抛物线 42 −= xy 与 x轴交于 B，C 两点，顶点为 A，则 ABC∆ 的面积是（ ）

A.16 B.8 C.4 D.2



佛山市第四中学◆初高中衔接教材 第四讲 二次函

数

- 21 -

3.已知二次函数的图像与 y轴交点坐标为 ),0( a ，与 x轴两个交点坐标分别是 )0,(b 和

)0,( b− ，若a大于 0，则函数解析式为（ ）

A. ax
b
ay += 2

2 B. ax
b
ay +−= 2

2 C. ax
b
ay −−= 2

2 D.

ax
b
ay −= 2

2

4.当m = 时，函数 142 ++= mxxy 的最小值为—3。

5.函数 22
2
1 2 −+= xxy 的图象向 平移 个单位，再向 平移

个单位，可以得到函数 2

2
1 xy = 的图象。

6.抛物线的对称轴是 3=x ，与 y轴交点的纵坐标是
2
5

− ，且过点 )6,1( − ，求二次函数

解析式。

7.当 a 为何实数时，关于 x 的方程 03)2(2 =−+−+ axax 的两个实数根 m，n的平方

和取得最小值？最小值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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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222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一元二次不等式图解法一元二次不等式图解法一元二次不等式图解法一元二次不等式图解法

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

1.画出函数 y＝x2－x－6 的图象，并根据图象求出满足下列条件的 x 的取值：

（1）y＝0；
（2）y＞0；
（3）y＜0。

新知讲解新知讲解新知讲解新知讲解

画出函数 2= 2 +3y x x− + 图象，指出其图象与 x 轴的交点坐标 ，并求出当 0y ≤ 时，

x 的范围。

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

例例例例 1111 解不等式：

（1）x2＋2x－3 ≤ 0； （2）x－x2＋6＜0；
（3）4x2＋4x＋1 ≥ 0； （4）x2－6x＋9 ≤ 0；
（5）－4＋x－x2 ＜0．

解：（1）因为Δ=16＞0，方程 x2＋2x－3＝0 的解是 x1＝－3，x2＝1．
由图象知：不等式的解为

－3≤ x ≤1．

（2）整理，得 x2－x－6＞0．
因为Δ=25＞0，方程 x2－x－6=0 的解为

x1＝－2，x2＝3．
由图象知：原不等式的解为

2 >3x < − 或x ．

（3）整理，得 (2x＋1)2 ≥ 0.
由于上式对任意实数 x都成立，

由图象知：原不等式的解为一切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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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理，得 (x－3)2≤ 0.
由于当 x＝3 时，(x－3)2＝0 成立；而对任意的实数 x，(x－3)2＜0 都不成立，

由图象知：原不等式的解为

x＝3．
（5）整理，得

x2－x＋4＞0．
因为Δ= -15＜0，所以，由图象知：原不等式的解为一切实数．

例 2222 若0 <1a< ，求不等式
1( )( - ) 0x a x
a

− < 的解。

分析：比较 a与
1
a
的大小，写出答案

解：因为0 <1a< 所以
1<a
a
，解应当在两根之间，得

1<x<a
a
。

例 3333 若 ax2＋bx－1＜0 的解为－1＜x＜2，则 a＝________，b＝________．

分析 根据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公式可知，－1 和 2 是方程 ax2＋bx－1＝0 的两个

根，考虑韦达定理．

解 根据题意，－1，2 应为方程 ax2＋bx－1＝0 的两根，则由韦达定理知

− = − + =

− = − = −

⎧

⎨
⎪⎪

⎩
⎪
⎪

b
a

a

( )

( )

1 2 1

1
1 2 2×

得 a b= = −
1
2

1
2

， ．

小结：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我们可以分下列三种情况讨论对应的一元二次不等式

ax2＋bx＋c＞0（a＞0）与 ax2＋bx＋c＜0（a＞0）的解．

（1）当Δ＞0 时，抛物线 y＝ax2＋bx＋c（a＞0）与 x轴有两个公共点(x1，0)和(x2，0)，
方程 ax2＋bx＋c＝0 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x1 和 x2(x1＜x2)，由上图①可知

不等式 ax2＋bx＋c＞0 的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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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1，或 x＞x2；

不等式 ax2＋bx＋c＜0 的解为

x1＜x＜x2．

（2）当Δ＝0 时，抛物线 y＝ax2＋bx＋c（a＞0）与 x轴有且仅有一个公共点，方程 ax2

＋bx＋c＝0 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x1＝x2＝－
b

2a
，由上图②可知

不等式 ax2＋bx＋c＞0 的解为

x≠－ b
2a

；

（3）当Δ<0 时，抛物线 y＝ax2＋bx＋c（a＞0）与 x轴没有公共点，方程 ax2＋bx＋c＝
0 没有实数根，由上图③可知

不等式 ax2＋bx＋c＞0 的解为全体实数。

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

1.解不等式

（1）
2x x 1 0+ + > (2)

22x 3x 4 0+ + <

（3） 0232 2 >−− xx ； （4） 0144 2 >+− xx ；

2.不等式 ax2+bx+2＞0 的解是
1 1< <
2 3
x− , 则 a+b= .

3.求不等式 022 <+−− aaxx 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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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

1．设一元二次不等式
2 1 0ax bx+ + > 的解为－1≤x≤

3
1
，则 ab 的值是（ ）

A.－6 B．－5 C．6 D．5

2．不等式 ( )(x 2) 1 x 0+ >－ 的解是（ ）

A．{ 1 <-2}x x x> 或 B．{ >2 <-1}x x或

C．{ 2 1}x x− < < D．{ 1 2}x x− < <

3．不等式 ax2＋5x＋c＞0 的解为
1 1{ <x< }
3 2

x ，则 a，c的值为( )

A．a＝6，c＝1 B．a＝－6，c＝－1

C．a＝1，c＝1 D．a＝－1，c＝－6

4．若二次函数 )(2 Rxcbxaxy ∈++= 的部分对应值如下表：

x －3 －2 －1 0 1 2 3 4

y 6 0 －4 －6 －6 －4 0 6

则不等式 2 0ax bx c+ + > 的解是 。

5．关于 x 的方程 2 2+ + -1=0x ax a 有一正根和一负根，则 a 的取值范围是 ．

6．不等式 32)2( 2 −−− xxx ≥0的解为________________．

7．求下列不等式的解：

(1)2x2＋7x＋3＞0； (2)－x2＋8x－3＞0；

(3)x2－4x－5≤0; (4)－1
2
x2＋3x－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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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第五讲第五讲第五讲 平面几何知识选讲平面几何知识选讲平面几何知识选讲平面几何知识选讲

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知识点回顾

1.1.1.1.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

三条平行线截两条直线，所得对应线段成比例。

如图，

AD   //  BE  //  CF
AB DE AB DE BC EF =  , = , = . 
BC EF AC DF AC DF

∴

Q

（注意：其特殊情况为相似三角形对应边的比、三角形的中位线，梯形中位线的性

质）

2.2.2.2. 三角形的三角形的三角形的三角形的““““四心四心四心四心””””和射影定理和射影定理和射影定理和射影定理

（1）三角形的重心是三角形三条中线的交点。

（2）三角形的外心是三角形三条垂直平分线的交点(或三角形外接圆的圆心)。

（3）三角形的内心是三角形三条内角平分线的交点(或内切圆的圆心)。

（4）三角形的垂心是三角形三边上的高的交点(通常用 H 表示)。

（5）所谓射影，就是正投影。

直角三角形射影定理：直角三角形中，斜边上的高的平方是两直角边在斜边

上射影的比例中项。每一条直角边是这条直角边在斜边上的射影和斜边的比例中

项。

公式：如图，在 Rt△ABC 中,∠BAC=90°,AD 是斜边 BC 上高,则有射影定理如

下：

3.3.3.3. 圆的相关定理圆的相关定理圆的相关定理圆的相关定理

（1）垂径定理：垂直于弦的直径平分这条弦,并且平分这条弦所对的两条弧。

（2）相交弦定理：圆内的两条相交弦，被交点分成的两条线段长的积相等。

（3）切割线定理：从圆外一点引圆的切线和割线，切线长是这点到割线与圆交点

的两条线段长的比例中项。

（4）弦切角定理：弦切角的度数等于它所夹的弧的圆心角的度数的一半.

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课前练习

1.1.1.1.已知如图，AB∥CD，AD 与 BC 相交于点 O，则下列比例式中正确的是（ ）

A．
AD
OA

CD
AB

= B．
BC
OB

OD
OA

= C．
OC
OB

CD
AB

= D．
OD
OB

AD
BC

=

2 2

2

(1 )A D = B D (2)A B = B D

(3)A C = C D B C     (4 )A B A C = B C A D

DC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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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如图，在△ABC 中，AD＝DF＝FB，AE＝EG＝GC，FG＝4，则（ ）

A．DE＝1，BC＝7 B．DE＝2，BC＝6
C．DE＝3，BC＝5 D．DE＝2，BC＝8

选择第 1 题图 

O

DC

BA

选择第 2 题图 

E

F G

D

CB

A

第 1题图 第 2题图

3.3.3.3. 若△ABC的面积为 S，且三边长分别为 a b c、 、 ，则三角形的内切圆的半

径是  ___________;
4. 如图，AB是⊙O的直径，C，D是半圆的三等分点，则∠C＋∠E＋∠D＝( )
A．135° B．110° C．145° D．120°
5.5.5.5. 如图，以等腰三角形的腰为直径作圆，交底边于 D，连结 AD，那么 ( )
A．∠BAD＋∠CAD＝90° B．∠BAD＞∠CAD C.∠BAD＝∠CAD D．∠BAD＜∠

CAD

第 4题图 第 5 题图

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典型例题

例例例例 1111：：：：如图，在△ABC 中，P 为中线 AM 上任一点，CP 的延长线交 AB 于 D，BP
的延长线交 AC 于 E，连结 DE。
（1）求证：DE∥BC；
（2）如图，在△ABC 中，DE∥BC，DC、BE 交于 P，连结 AP 并延长交 BC 于 M，

试问：M 是否为 BC 的中点？

解析：（1）延长 AM 至 Q，使 MQ＝MP
∵BM＝MC，∴四边形 BPCQ 是平行四边形

∴CD∥BQ，BE∥QC

∴
EC
AE

PQ
AP

DB
AD

== ∴DE∥BC

（2）过 B 作 BQ∥CD 交 AM 的延长线于 Q

例 3 图 
Q

M

P
ED

CB

A

http://www.czs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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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C，∴
EC
AE

PQ
AP

DB
AD

==

∴
EC
AE

PQ
AP

= ，∴BE∥QC

∴四边形 BPCQ 是平行四边形 ∴M 是 BC 的中点

例例例例 2222：：：：如图， 已知 ABCV 的三边长分别为 , ,BC a AC b AB c= = = ，I 为

ABCV 的内心，且 I 在 ABCV 的边BC AC AB、 、 上的射影分别为D E F、 、 ，

求证：
2

b c aAE AF + -
= = .

证明： 作 ABCV 的内切圆，则D E F、 、 分别为内切圆在

三边上的切点，

,AE AFQ 为圆的从同一点作的两条切线，

AE AF\ = ，

同理，BD=BF，CD=CE.

2 2
b c a AF BF AE CE BD CD
AF AE AF AE

\ + - = + + + - -

= + = =

即
2

b c aAE AF + -
= = .

例例例例3333：：：： △ABC内接于圆 O，∠BAC的平分线交⊙O于 D点，交⊙O的切线 BE于

F，连结 BD，CD． 求证：(1)BD平分∠CBE；(2)AB·BF＝AF·DC．

【分析】可根据同弧所对的圆周角及弦切角的关系推出．由条件及(1)的结论，可

知 BD＝CD，因此欲求 AB·BF＝AF·DC，可求
BF
BD

AF
AB

= ，因此只须求△ABF∽△

BDF即可．

证明：(1)∵∠CAD＝∠BAD＝∠FBD，∠CAD＝∠CBD，
∴∠CBD＝∠FBD，∴BD平分∠CBE．
(2)在△DBF与△BAF中，

∵∠FBD＝∠FAB，∠F＝∠F，∴△ABF∽△BDF，，

BF
BD

AF
AB

= ∴AB·BF＝BD·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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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BD＝CD，
∴AB·BF＝CD·AF．

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

1. 已知如图，AD＝DE＝EC，且 AB∥DF∥EH，AH 交 DF 于 K，求
KF
DK 的值。

2. 若直角三角形的三边长分别为 a b c、 、 （其中 c为斜边长），则三角形的内切圆

的半径是  ___________.

3. 在 Rt△ABC中，∠BAC＝90°，AD⊥BC于 D，AB＝2，DB＝1，则 DC＝______，

AD＝______．

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课后练习

一、选择题：一、选择题：一、选择题：一、选择题：

1. 三角形三边长分别是 6、8、10，那么它最短边上的高为（ ）

A．6 B．4.5 C．2.4 D．8
2. 在△ABC中，∠A∶∠B∶∠C＝1∶2∶3，CD⊥AB于 D，AB＝a，则 DB＝（ ）

A．
4
a

B．
3
a

C．
2
a

D．
4

3a

3．如图，AD是△ABC高线，DE⊥AB于 E，DF⊥AC于 F，
则(1)AD2＝BD·CD(2)AD2＝AE·AB

解答第 1 题图 

K

HF

E

D

CB

A



佛山市第四中学◆初高中衔接教材 第二讲 因式分解

- 30 -

(3)AD2＝AF·AC(4)AD2＝AC2－AC·CF中正确的有( )
A．1 个 B．2 个 C．3 个 D．4 个

选择第 3题图

二、填空题：二、填空题：二、填空题：二、填空题：

1.在 Rt△ABC中，AD为斜边上的高，S△ABC＝4S△ABD，则 AB∶BC＝______．

2.如图，AB是⊙O的直径，CB切⊙O与 B，CD切⊙O与 D，交 BA的延长线于 E．若

AB＝3，ED＝2，则 BC的长为______．

填空第 1题图 填空第 2题图

三、解答题：三、解答题：三、解答题：三、解答题：

如图，□ABCD 中，EF 交 AB 的延长线于 E，交 BC 于 M，交 AC 于 P，交 AD 于 N，交 CD

的延长线于 F。求证： PNPFPMPE ⋅=⋅ 。

解答图
解答第 2 题图 

P

N

M

F

E

D

C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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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复习题总复习题总复习题总复习题

1.化简： 1325 −−− xx （ 5>x ）

2.已知 4=++ cba ， 4=++ acbcab ，求
222 cba ++ 的因式分解。

3.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 652 x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2） =+− 652 x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3） =++ 652 x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4） =−− 652 x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5） ( ) =++− axax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 18112 x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7） =++ 276 2 x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8） =+− 9124 2 m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9） =−+ 2675 x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10） =−+ 22 612 yxy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选择题:
若关于 x的方程 x2＋(k2－1) x＋k＋1＝0 的两根互为相反数，则 k的值为（ ）

A.1 或-1 B.1 C.-1 D.0

5.填空:
（1）若 m，n是方程 x2＋2005x－1＝0 的两个实数根，则 m2n＋mn2－mn的值等于

。

（2）如果 a，b是方程 x2＋x－1＝0 的两个实数根，那么代数式 a3＋a2b＋ab2＋b3 的

值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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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已知关于 x的方程 x2－kx－2＝0．
（1）求证：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2）设方程的两根为 x1和 x2，如果 2(x1＋x2)＞x1x2，求实数 k的取值范围．

7.已知 x1，x2 是关于 x的一元二次方程 4kx2－4kx＋k＋1＝0 的两个实数根．

（1）是否存在实数 k，使(2x1－x2)( x1－2 x2)＝－
3
2
成立？若存在，求出 k的值；若

不存在，说明理由；

（2）求使 1 2

2 1

x x
x x
+ －2 的值为整数的实数 k的整数值；

（3）若 k＝－2， 1

2

x
x

λ = ，试求λ的值．

8.已知函数 322 +−−= xxy ，当自变量 x在下列取值范围内时，分别求函数的最大值

或最小值，并求当函数取最大（小）值时所对应的自变量 x的值：（1） 2−≤x ；（2） 2≤x ；

（3） 12 ≤≤− x ；（4） 30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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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下列条件，求二次函数的解析式。

（1）图象经过点（1，-2），（0，-3），（-1，-6）；
（2）当 x=3时，函数有最小值 5，且经过点（1,11）；

（3）函数图象与 x轴交于两点（ 21− ，0）和（ )0,21+ ，并与 y 轴交于（0,-2）。

10.求证：若三角形的垂心和重心重合，求证：该三角形为正三角形.

11.（1） 若三角形 ABC的面积为 S，且三边长分别为 a b c、 、 ，则三角形的内切圆的

半径是  ___________;
（2）若直角三角形的三边长分别为 a b c、 、 （其中 c为斜边长），则三角形的内切

圆的半径是  ___________. 并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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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图 1，在△ABC 中，AD 是角 BAC 的平分线，AB=5cm，AC=4cm，BC=7cm，求

BD 的长。

图 1

13.如图 2，在△ABC 中，∠ＢＡＣ的外角平分线ＡＤ交ＢＣ的延长线于点Ｄ，求证：

DC
BD

AC
AB

= .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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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图 3，已知在 ABCRt∆ 中，
o90=∠C ，AC=5cm ,BC=12cm，以 C为圆心，CA 为

半径的圆交斜边于 D，求 AD。

图 3

15.如图 4，在⊙O 中，E是弦 AB 延长线上的一点，已知 OB=10cm，OE=12cm，∠OEB= °30 ，

求 AB。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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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第一讲第一讲第一讲第一讲 代数式及其运算代数式及其运算代数式及其运算代数式及其运算

第第第第 1111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课前练习

1、±5； 1− 或3
2、-1
3、b+3c-a
4、D
5、 0
6、 1
随堂练习

1、B
2、

3 3-
5 5

x x≥ ≤或

3、B

课后练习

1． 4± ；

2． D
3．6 或 8

4．（1）
1 1
3 2
a b− （2）

1 1,
2 4

（3） 4 2 4ab ac bc− −

5． A
6． 9

第第第第 2222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课前练习

1、3
2、A
3、C

随堂练习

1、A
2、 A
3、<

课后练习

1． （1） 3 2− （2）3 5x≤ ≤ （3）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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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C （2）B
3．＞

4．1

5.原式=
21( )x

x
−

1x
x

= − ，∵ 0 1x< < ，∴
1 1 x
x
> > ， 所以，原式＝

1 x
x
− ．

6.
99

100

第二讲第二讲第二讲第二讲 因式分解因式分解因式分解因式分解

课前练习

1 . )(2 yxn −
2.

2)32( yx −
3.（ 2−x ）（ 4−x ）

4. )1)(1( 2 +−+ aaa
5. ( 1)( 1)a x+ −

随堂练习

1. ))2)(12( −− xx
2. )1)(12( +−+ xax
3. )8)(1( 2 −+− xxx

课后练习

1．（1）D（2）B（3）B

2．（1） )1()( 2 −− mnm （2） )45)(3( yxyx +−
（3） )1)(1)(( −++++ bababa

3.（1） )3)(5( +− xx （2） ))(( byxayx −− （3） (2 1)( 3)x x− + −

第三讲第三讲第三讲第三讲 方程方程方程方程

课前练习

1.Ｄ；

2.（1）因式分解法， 1 25, 2x x= = − ；（2）求根公式法， 1
2 10

2
x − +
= ， 2

2 10
2

x − −
=

3.（1）5；（2）
29
4

；（3）
29
2

− ；（4） 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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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练习

1. 2− ；

2.x2＋2x－3＝0

3. 1± 解析： ( )2 2 2
1 2 1 2 1 29 ( ) 4 8x x x x x x k= − = + − = +

4．y2＋7y－1＝0 设已知方程的两根分别是 x1 和 x2，则所求的方程的两根分别是－x1

和－x2，∵x1＋x2＝7，x1x2＝－1，∴(－x1)＋(－x2)＝－7，(－x1)×(－x2)＝x1x2＝－1，

∴所求的方程为 y2＋7y－1＝0．

课后练习

1.B；
2.C 解析：由于 k=1 时，方程为 x2＋2＝0，没有实数根，所以 k＝－1．
3.B；

4. 2 11 13 0x x− + = ；

5．－1 解析：(x1－3)( x2－3)＝x1 x2－3(x1＋x2)＋9

6.8,1 解析:a,b 是方程 2 2 2 0x x+ − = 的两根。

7．解：（1）∵Δ＝(－k)2－4×1×(－2)＝k2＋8＞0，∴方程一定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2）∵x1＋x2＝k，x1x2＝－2，∴2k＞－2，即 k＞－1．

8．解：∵| x1－x2|＝ 16 4 2 4 2m m− = − = ，∴m＝3．把 m＝3 代入方程，Δ＞0，

满足题意，∴m＝3

第四讲第四讲第四讲第四讲 二次函数二次函数二次函数二次函数

第第第第1111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图象及表示法图象及表示法图象及表示法图象及表示法

课前练习

1、 C
2、 C
3、 A
4、 A
5、 2xy =

随堂练习

1、
2( 1) 1y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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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由 )27()4(3)2()2( 22 cbxbxcxbxy +++++=+++++=

得
⎩
⎨
⎧

=++
−=+

127
24
cb

b
，则

⎩
⎨
⎧

=
−=
6

6
c
b

2、解：抛物线与 x 轴的一个交点是（2,0），则另一个交点是（—1,0）或（5,0）

则设 )5)(2()1)(2( −−=+−= xxayxxay 或 ，将点（0，—2）代入

得
5
11 −== aa 或

故函数解析式是 )1)(2( +−= xxy 或 )5)(2(
5
1

−−−= xxy

3、解：由 01 ≠−m 且 048)1)(1(4)2( 2 <−=−−−=∆ mmmm

故 m＜
2
1

课后练习

1、B

2、B

3、B

4、 1±=m
5、右，2，上，4

6、

解 ： 设 )0(2 ≠++= acbxaxy ，

⎪
⎪
⎪

⎩

⎪
⎪
⎪

⎨

⎧

−=++

−=

=

6
2
5

3
2

-

cba

c

a
b

得

⎪
⎪
⎪

⎩

⎪
⎪
⎪

⎨

⎧

−=

−=

=

2
5
5
21

10
7

c

b

a

， 故

2
5

5
21

10
7 2 −−= xxy

7、解：
22 )4()3(14)2( −=−××−−=∆ aaa ≥0

1)3(106)3(2)]2([2)( 222222 +−=+−=−−−−=−+=+ aaaaamnnmnm

故当 a=3 是，所求最小值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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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222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一元二次不等式图解法一元二次不等式图解法一元二次不等式图解法一元二次不等式图解法

课前练习

1.二次函数 y＝x2
－x－6 的对应值表与图象如下：

x －3 －2 －1 0 1 2 3 4

y 6 0 －4 －6 －6 －4 0 6

由对应值表及函数图象(如右图)可知

当 x＝－2，或 x＝3 时，y＝0，即 x2－x＝6＝0；
当 x＜－2，或 x＞3 时，y＞0，即 x2－x－6＞0；
当－2＜x＜3 时，y＜0，即 x2－x－6＜0．

2．(-1,0),(3,0), 3 -1x x≥ ≤或

随堂练习

1.(1)R (2)φ (3)
1{x | x x }
2

＜2或 ＞- (4)
1{x | x
2

≠ }

2.-14

3.解：∵方程 2 2x -x-a +a=0 的两个根为 a 和 1-a，

∴当 a≥1-a，即 a≥
1
2
时，不等式的解为 x＜1-a,或 x＞a ；

当 a＜1-a，即 a＜
1
2
时，不等式的解为 x＜a 或 x＞1-a。

课后练习

1 ． C 解 析 ： 设 f(x)= ax2+bx+1 ， 则

f(-1)=f(
3
1

)=0∴a=-3,b=-2∴ab=6。

2．A

3．C 解析：所给不等式即 ( 2)( -1) 0x x+ < ∴－2＜x＜1

4. B

5． 2 >3x x< − 或 解析：两个根为 2，－3，由函数值变化可知 a>0∴ax2+bx+c>0 的

解是 2 >3x x< − 或 。

6．-1<a<1 解析：令 f(x)= x2+ax+a2-1,由题意得 f(0)<0 即 a2-1<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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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x≥3 或 x=2 或 x=-1 解析：等价于 x-2=0 或 x2-2x-3=0 或
⎩
⎨
⎧

≥−−
>−

032
02

2 xx
x

，

可得 x≥3 或 x=2 或 x=-1。
8. (1)因为Δ＝72－4×2×3＝25＞0，

所以方程 2x2＋7x＋3＝0 有两个不等实根 x1＝－3，x2＝－
1
2
.

又二次函数 y＝2x2＋7x＋3 的图象开口向上，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为
1{x | x>- x<-3}
2
或

(2)因为Δ＝82－4×(－1)×(－3)＝52＞0，

所以方程－x2＋8x－3＝0 有两个不等实根

x1＝4－ 13，x2＝4＋ 13.

又二次函数 y＝－x2＋8x－3 的图象开口向下，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为 4－ 13＜x＜4＋ 13．

(3)原不等式可化为(x－5)(x＋1)≤0，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为－1≤ x ≤5．

(4)原不等式可化为 x2－6x＋10＜0，

因为Δ＝62－40＝－4＜0，方程 x2－6x＋10＝0 无实数根，

所以原不等式的无实数解.

第五讲第五讲第五讲第五讲 平面几何知识选讲平面几何知识选讲平面几何知识选讲平面几何知识选讲

课前练习

1.C

2.B

3.
2S

a b c+ +
4.D

5.C

随堂练习

1.
3
1

提示：利用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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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a b c+ −

3. 3 3和

课后练习

一、选择题：

1. D

2. A

3．C

二、填空题：

1. 1:2 提示：利用射影定理。

2. 3 提示：利用切割线定理。

三、解答题：

证明
PM
PN

PF
PE

= 即可。

总复习题

1. 183 −x

8424)(2)(

4,4
)(2

222)(2)()(.2

22222

222

222222

=×−=++−++=++∴

=++=++
+++++=

+++++=++++=++

acbcabcbacba
acbcabcba
acbcabcba

cbcacbabacbacbacba

而

Q

)34)(23)(10(
)53)(12()9(

)32)(8(

)23)(12)(7(
)9)(2)(6(
))(1)(5(
)6(1)(4(
)3)(2)(3(
)3)(2)(2(
)6)(1)(1.(3

2

yxyx
xx

m
xx

xx
axx

xx
xx
xx
xx

+−
−+−

−

++
−−
−−
−+
++
−−
+−

）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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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6)1( 提示：

2006)12005(1)1(,1,2005 22 =−−×−=−+=−+∴−=−=+ nmmnmnmnnmmnnmQ

（2）-3 提示：

[ ] [ ] 3)1(2)1()1(2)()(

))(()()(,1,1
22

22223223

−=−×−−×−=−++=

++=+++=+++∴−=−=+

abbaba
babababbaababbaaabbaQ

6.

,08)2(14)(1 22 >+=−××−−=∆ kkQ）（ ∴所以方程一定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1,22,2,2 2121 −>−>∴−==+ kkxxkxx 即）（ Q

7.

.5-3-2-2-

0
1

4
1

)1(444
1

4

4)(22)(22)2(

.
2
3)2)(2

0,
5
9

2
7

4
)1(9

2
3

4
)1(929)(2

252)2)(2
4

1,1

0,016)1(1616,0

0144
2
3)2)(2,)1(

1

2

2

1

21

2
21

21

21
2

21

21

2
2

2
1

1

2

2

1

2121

21
2

21

2
221

2
12121

2121

2

2

2121

和，的整数值为的值为整数的实数要使

成立，使（所以，不存在实数

相矛盾，与，解得即

（

且

有两个实数根，一元一次方程

成立使（假设存在实数

k
x
x

x
x

k
kk

kk
k
k

xx
xx

xx
xxxx

xx
xx

x
x

x
x

xxxxk

kk
k
k

k
kxxxx

xxxxxxxx
k

kxxxx

kkkkkk
kkxkx

xxxx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

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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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0166182

8
112-3

2

1

2

2

12

2121

±=∴

=+−∴=+=++÷

==+=

λ

λλ
λ

λ ，，即②，得①

②，①时，）当（

x
x

x
x

xxxxk

.3,12,1,330)4(
;3,12,1,432-)3(

;1,42)2(
232)1(

)4,1(1
4)1(.8

minmax

minmax

max

min

2

=−===≤≤

=−=−==≤≤

−==≤

−==−≤∴

−−=∴

++−=

xyxyx
xyxyx

xyx
xyx

x
xy

此时此时时，当

此时此时时，当

此时时，当

；，此时时，当

，顶点坐标为对称轴为该函数图象开口向下，

Q

).21)(21(22,2

),2,0(),21)(21()3(

.5)3(
2
3

2
3,5411),11,1(),0(5)3()2(

.32

3,2,1

6
3
2-

).0()1.(9

2

2

2

2

−−+−=∴=−=−

−−−+−=

+−=∴

=+=>+−=

−+−=∴

−==−=

⎪
⎩

⎪
⎨

⎧

+−=−
=−

++=

≠++=

xxyaa

yxxay

xy

aaaxay

xxy
cba

cba
c

cba
acbxaxy

所求二次函数为解得则

轴交于点而在设该二次函数为

所求二次函数为

解得则而图象过设该二次函数为

所求二次函数为

解得

由题得

设该二次函数为

10.略。

11.
2

)2(;2)1( cba
cba

S −+
++

12. cmBD
DC
BD

AC
AB

9
35,

4
5

=∴==Q

13.

DC
BD

AC
ABCFACFACFAEAFC

DC
BD

CF
ABFADABCF =∴=∠=∠=∠= ,,// 得又，则于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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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作 cm133
13
10

13
60cm13 ===⊥ ADCMABMADCM ，，，于

15.AB 8c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