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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中见大　微中见强

为帮助师生更好地在中考基础知识复习之后,及时查找短板、把握重点、突破难点,我们对

近三年的全国中考数学试题进行考点归类分析,归纳整理成九大高频知识板块,提炼出６０个

微专题,按知识理解与建构、方法剖析与提炼、能力训练与拓展的学习流程,编写成«中考数学

复习微专题讲座»这本书.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地弥补盲点、强化重点、突破难点、纠正

易错点.
本书主要特色在于:
一是紧扣课标,精选例题.
我们有意识地收集一些内涵丰富的试题,或者改编一些试题来使用.选择例题时要求数

量少但思维容量大、知识综合性强但主题鲜明、教学耗时少但学生收获多,必须紧紧围绕教学

要求,不出现偏题、怪题,更不能影响到整个教学进度.全部例题的讲解采用易良斌老师独创

的“四解”训练法 (解答、解析、解法、解释),期望通过适当的训练,引领学生智慧地分析数学问

题,掌握数学解题的基本套路.
二是关注学情,难度适中.
我们挑选基础、综合、拓展的题目,难度都控制在大部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从宏观

上来说,讲解的例题难度可以稍高于学生的认知水平,但配套的练习要稍低于学生的平均水

平,这样,学生听课和训练都可以达到最佳效果.为帮助同学们自主学习,我们对每一组能力

训练与拓展题都给出了参考答案,而且在每一章学习结束后,我们给出中考高频考点强化训练

题一套,对全部试题都给出了详细的解析,期待同学们从中体会解题经验.
特别提醒:老师和同学们在使用过程中,可登陆“易良斌名师工作室Ｇ中国教育云Ｇ浙江教

育资源网Ｇyun．zjer．cnＧ名师课堂”,我们免费为大家提供了各个专题的教学 PPT 和学习微

视频.
最后,祝愿同学们在中考中取得理想成绩!

易良斌

(数学特级教师,易良斌中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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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数与式

第１讲　实数的运算

知识理解与建构

在实数范围内,加、减、乘(包括乘方)、除(除数不为０)运算都可以实施,就是说,两个实数经过以上运

算,其结果仍是实数,但对于开方运算则有限制,因为任何实数的平方(偶次方)都不是负数,所以在实数范围

内,负数不能开平方(开偶次方)．
实数的运算要理清运算顺序:有乘方或开方先算乘方或开方,再算乘除,最后算加减．一般地,有括号的

先进行括号里的运算,同级运算从左往右依次进行．如果在正确运用运算律的前提下能够达到简便运算,可
以打破一般运算顺序,这就是实数运算中的简便运算．

应用实数运算解决问题,要理清数量关系,列出正确的数学表达式．近年来,和实数有关的问题侧重于对

观察、猜想、归纳能力的考查,注重数学知识的综合运用．数的巧算、绝对值化简以及应用非负数的性质解题

等是难点．

方法剖析与提炼

例１　计算:(３＋２)(３－２)２．
【解答】解法一:

(３＋２)(３－２)２

＝２－ ３．

　　




 



按顺序运算:先运用完全平方公

式计算,再相乘．

　　解法二:

(３＋２)(３－２)２

＝２－ ３．

　　







 








找出运算中符合(a＋b)(a－b)型的

代数式,先运用平方差公式计算,再

相乘．

【解析】在实数运算中合理运用公式能达到简便运算的目的,有时可能需要打破原来一般的运算顺序,比
如解法一中先运用完全平方公式计算,就显得比较麻烦,解法二中先运用平方差公式运算就显得简便得多．

【解法】解法二是积的乘方的逆运算运用．在幂的运算中同指数幂相乘,为达到简便的目的,可将底数先

相乘再把获得的积进行乘方运算,即:anbn＝(ab)n．

　　【解释】这种解题策略可以推广到其他问题,如:

计算:(３＋２)２(３－２)３．
解:(３＋２)２(３－２)３

＝ ３－２．

　　







 








先找出运算中符合(a＋b)(a－b)
型的代数式,再运用整体思想a２b２

＝(ab)２ 简算．

１



例２　化简:|３－２２|＋|２＋ ３|－|２－ ３|．
【解答】

＝４２－ ３．

　　



 



根据绝对值|a|的意义,先确定a 的

符号,再去掉绝对值符号,最后计算．

【解析】将绝对值符号转化为括号,要牢记绝对值的结果是一个非负数,即:|a|＝
a　(a≥０),
－a　(a＜０)．{

【解法】利用绝对值的非负性,可判断所求绝对值的数或式的符号,如|３－２２|表示求 ３－２２的绝对

值,３－２２的结果是负数,则|３－２２|的结果是 ３－２２的相反数,即:|３－２２|＝－(３－２２)＝

２２－ ３．

　　【解释】此题利用绝对值的意义来解决问题,关键是确定绝对值符号里的数的正负性．在此对判断两数

差的符号问题,提供一些经验式的解决策略:首先确定两个实数的大小,然后以“大减小为正,小减大为负”

为判断依据,“大减小”的绝对值仍是“大减小”,“小减大”的绝对值是“大减小”．以本例中２２,３,２这几

个数的比较为例:

∵ ８＞ ３＞ ２,

∴２２＞ ３＞ ２．
也可以借助数轴进行比较:

得２２＞ ３＞ ２．
含绝对值符号的实数运算,切不可视去绝对值符号等同于去括号运算,要牢记任何实数的绝对值都为

非负数．

例３　(２０１６泰州)实数a,b满足 a＋１＋４a２＋４ab＋b２＝０,则ba 的值为(　　)

A．２ B．１２ C．－２ D．－１２
【解 答】∵ a＋１＋４a２ ＋４ab＋b２ ＝０,

∴ a＋１＋(２a＋b)２＝０,∵ ≥０,

≥０,∴ ,∴ba＝ ．

　　



 



根据两个非负数且又互为相反数可

得两个等式,进而求得a,b的值．

【解析】由已知４a２＋４ab＋b２ 与 a＋１的和为０,则两数必为相反数．∵４a２＋４ab＋b２＝(２a＋b)２ 为非负

数,a＋１也是非负数,∴４a２＋４ab＋b２ 和 a＋１只能都为零．
基于以上分析,此类问题我们俗称为“零加零等于零”的问题．
【解法】要学会利用平方(偶次方)数及算术平方根的非负性进行求解．

　　【解释】这个已知条件若换成 a＋１＋b２＝－４a２－４ab或 a＋１＋４a２＋b２＝－４ab,让我们求解ba 的

值,其本质都是一致的．

例４　当一个物体自由下落时,它所经过的距离h(米)和时间t(秒)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t＝ h
５

来

估计．假设物体从５米的高度自由下落,那么这个物体每经过１米需要多少时间(精确到０．０１)? 请把结果

填入下表．

距　离 第１米 第２米 第３米 第４米 第５米

时间(秒)

　　【解答】第１米经过的时间是 １
５

秒,第２米经过的时间是 ２
５－

１
５

æ

è
ç

ö

ø
÷ 秒,第３米经过的时间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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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２
５

æ

è
ç

ö

ø
÷秒,第４米经过的时间是 ４

５－
３
５

æ

è
ç

ö

ø
÷秒,第５米经过的时间是 １－ ４

５
æ

è
ç

ö

ø
÷秒．

【解析】求第n米所经过的时间,就是n米经过的时间减去(n－１)米经过的时间的差．
【解法】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问题来帮助理解:当一个物体自由下落时,它所经过的距离h(米)和时间t

(秒)之间的关系可以用h＝５t２ 来估计,假设物体自由下落,那么这个物体经过的时间t所对应的距离是多

少? 请把结果填入下表．

时　间 １秒 ２秒 ３秒 ４秒 ５秒

距离(米)

　　假设物体自由下落,那么这个物体每经过１秒下降的距离是多少? 请把结果填入下表．

时　间 第１秒 第２秒 第３秒 第４秒 第５秒

距离(米)

　　有以上问题作铺垫,再让学生去解决第n米所经过的时间,自然会理解为“第n米所经过的时间,就是n
米经过的时间减去(n－１)米经过的时间的差”．

　　【解释】求解此题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正确理解题目,若没有深入分析,求第１米、第２米、第３米、第４
米、第５米所对应的时间,有可能出现如下的解答:

距　离 第１米 第２米 第３米 第４米 第５米

时间(秒) １
５

２
５

３
５

４
５

１

　　能发现答案错在哪里吗? 主要是把第n米经过的时间错误理解为下落n 米所经过的时间．

能力训练与拓展

１．已知x＋１x＝ ７
,则x－１x

等于(　　)

A．３ B．－ ３ C．± ３ D．± ５

２．若把分数３７
１３

写成２＋ １

x＋ １

y＋１z

的形式,则(x,y,z)等于(　　)

A．(１１,２,５) B．(１,５,２) C．(５,２,１１) D．(１,２,５)

第３题图

３．(２０１６连云港)如图,在网格中(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均为１个单位)选取９个格点

(格线的交点称为格点)．如果以A 为圆心、r为半径画圆,选取的格点中除点A 外恰

好有３个在圆内,则r的取值范围为(　　)

A．２２＜r＜ １７ B．１７＜r＜３２

C．１７＜r＜５ D．５＜r＜ ２９
４．(２０１６扬州)如图,在矩形纸片ABCD 中,AB＝４,BC＝６．将该矩形纸片剪去３个等

第４题图

腰直角三角形,所有剪法中剩余部分面积的最小值是(　　)
A．６ B．３ C．２．５ D．２

５．如果３x－２和５x＋６是一个数的平方根,那么这个数是 ．
６．(２０１６宁波)下列图案是用长度相同的火柴棒按一定规律拼搭而成的,图案①需８根

火柴棒,图案②需１５根火柴棒按此规律,图案⑦需 根火柴棒．

３



７．计算下列各式:

(１)(π－１)０＋ －１２
æ

è
ç

ö

ø
÷

－２

－|５－ ３|－２３;　　　　　　　　　(２)(３＋２)２０１６(３－２)２０１７．

８．观察下列分母有理化运算:
１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３
＝－ ２＋ ３; １

３＋ ４
＝－ ３＋ ４;．

利用上面的规律计算:
１

１＋ ２
＋ １
２＋ ３

＋＋ １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æ

è
ç

ö

ø
÷(１＋ ２０１６)．

９．已知x是实数,且(x２－９x＋２０)x－３＝０,求x２＋x＋１的值．

１０．求证:存在正整数n,使得１＋１２＋
１
３＋

＋１n＞１００．

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数与式 　

第２讲　代数式的化简与求值

知识理解与建构

１．用数值代替代数式里的字母,按照代数式里指明的运算计算出的结果,就叫代数式的值．经常利用代

数式的值进行比较,可推断代数式所反映的规律．
２．求代数式的值的一般步骤:
(１)代入．用指定字母的数值代替代数式里的字母,代入数值时,必须将相应的字母换成数值,其他的运

算符号、原来的数字都不能改变,对原来省略的乘号应还原．
(２)计算．按照代数式指明的运算计算出结果,运算时,应分清运算种类及运算顺序,按照先乘除,后加

减,有括号的先算括号里的顺序进行．
３．求代数式的值的一般方法:
(１)直接代入求解．
(２)消元代入法:如果代数式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字母,且条件中没有给出这几个字母各自确定

的值,直接代入计算就会有一定的困难．但由于条件中已给出这几个字母的和差倍分关系,那么,可用其中一

个字母来表示其他字母,然后代入计算,这种求代数式的值的方法叫做消元代入法．
(３)整体代入法:将已知条件作为一个整体,代入经过化简整理后的代数式中,这种求代数式的值的方法

叫做整体代入法．
(４)比例系数法(设k法):对于比例式,可设定一个比例系数,并将比例式中各字母都转化为用比例系数

表示的代数式,再代入所求代数式中化简求值,这种方法叫做比例系数法．
(５)特殊值法:根据题目条件选择允许的特殊值代替字母,这种方法叫做特殊值法．
４．在求代数式的值时,我们经常先将代数式化简,再代入数值计算,从而达到简化计算的目的,在化简代

数式时常用到去括号法则、合并同类项法则、绝对值的意义及分类讨论的思想等,从中发展数感与符号感,提
升数、式运算与变形等方面技能,渗透转化、化归、数形结合、整体代换、分类讨论、方程与函数等数学思想方

法,培养观察、猜想、归纳、类比、验证等数学思维,提高合情推理能力．

方法剖析与提炼

例１　已知A＝２x２＋３xy－２x－１,B＝－x２＋xy－１,且３A＋６B 的值与x 无关,求y的值．
【解答】∵３A＋６B＝

＝(１５y－６)x－９,
∴当y＝ 时,３A＋６B 的值与x 无关．

　　  先整体代入再化简．

【解析】由已知３A＋６B 与x 无关,可得出３A＋６B 中不含有x．
【解法】求３A＋６B 表示的代数式,可用整体代入法求得关于x,y的代数式１５xy－６x－９,因３A＋６B 与

x无关,问题就转化为:当y为何值时,１５xy－６x－９中不含有x?
∵当１５y－６＝０时,１５xy－６x－９中不含有x,

∴当y＝２５
时,３A＋６B 中不含有x．

　　【解释】(１)３A＋６B 所表式的式子是将A＝２x２＋３xy－２x－１与B＝－x２＋xy－１整体代入后化简的

结果．
(２)３A＋６B 与x 无关的问题转化为“式中不含有x”．如何让代数式１５xy－６x－９中不含有x呢? 可

以这样处理:把y作为常数,让字母x的系数为０即可．

５



例２　若２x＋３y＝２０１６,则代数式２(３x－２y)－(x－y)＋(－x＋９y)＝ ．
【解答】２(３x－２y)－(x－y)＋(－x＋９y)

＝４０３２．

　  先化简再整体代入．

【解析】首先化简代数式２(３x－２y)－(x－y)＋(－x＋９y),得４x＋６y,再观察４x＋６y与２x＋３y的关

系,若看不出来,也可对４x＋６y进行因式分解:４x＋６y＝２(２x＋３y),
可得４x＋６y是２x＋３y的２倍．
【解法】对代数式２(３x－２y)－(x－y)＋(－x＋９y)化简后得４x＋６y,再将２x＋３y＝２０１６整体代入求

解,为一般性解法．此题也可以用消元代入法:由２x＋３y＝２０１６得x＝１００８－３２y
,代入化简后的代数式４x

＋６y求值．

　　【解释】此类题常运用化简后的整体代入法或消元代入法,具有一般性,是常用方法,但也有些可能用

特殊值求解:满足２x＋３y＝２０１６这个方程的解有无数个,可以举一个特殊的整数解如
x＝０,

y＝６７２{ 代入代数式

２(３x－２y)－(x－y)＋(－x＋９y),求得值为４０３２．当然这种解法不具有一般性,尤其是有些问题中的整数

解不一定容易得到,且计算数据复杂,不提倡,只能当计算方法探究的预设方法之一．

例３　把黑色棋子按如图所示的规律摆放,那么第n个图应摆放的棋子数为 ．

【解答】第１个图形,即当n＝１时,图形摆放的棋子数为３．
第２个图形,即当n＝２时,图形摆放的棋子数为８＝３＋５．
第３个图形,即当n＝３时,图形摆放的棋子数为１５＝３＋５＋７．
第４个图形,即当n＝４时,图形摆放的棋子数为２４＝ ＋ ＋ ＋ ．
第n个图形摆放的棋子数为 ＝n２＋２n．
【解析】本题可从数的角度观察,也可从图形的角度观察、归纳．
第１个图形,正三角形每条边上有２个棋子,图形摆放的棋子数为:３×２－３＝３×(２－１)＝３,
也可以这样思考,正三角形每个顶点上有１个棋子,图形摆放的棋子数为:３×１＝３;
第２个图形,正方形每条边上有３个棋子,图形摆放的棋子数为: ＝８,
也可以这样思考,正方形每条边其中一个顶点上有１个棋子,边中间有１个棋子,图形摆放的棋子数为:

＝８;
第３个图形,正五边形每条边上有４个棋子,图形摆放的棋子数为: ＝１５,
也可以这样思考,正五边形每条边其中一个顶点上有１个棋子,边中间有２个棋子,图形摆放的棋子数

为: ＝１５;
第n个图形,正(n＋２)边形每条边上有(n＋１)个棋子,图形摆放的棋子数为: ＝n２＋２n,
也可以这样思考,正(n＋２)边形每条边其中一个顶点上有１个棋子,边中间有(n－１)个棋子,图形摆放

的棋子数为: ＝n２＋２n．
【解法】要找出一个代数式来表示数量变化规律,从数的角度入手探寻数量变化规律要有一个从起始角

度思考的策略,如３,８,１５,２４,,前后两数差为５,７,９,．如何用一个含n的代数式表示第n 个数呢? 通过

以上分析获得的信息,利用这些信息用含n的代数式表示数量变化规律还是有点难度的．若每个阶段的数都

能从“起始”角度思考列式,信息量就丰富很多,分析如下:
８＝３＋５,１５＝３＋５＋７,２４＝３＋５＋７＋９,

６



第一章　数与式 　

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理出,第n个数为３＋５＋７＋９＋＋(２n＋１)＝n
(２n＋４)
２ ＝n(n＋２)＝n２＋２n．

　　【解释】仅从数或形入手进行归纳获得的一般性规律,严格地讲在没有推理证明前是不严密的,结果是

有待于证明的,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在学习数学归纳法后,进一步领略数学的严密性．

例４　已知m２＋m－１＝０,求m３＋２m２＋２０１６的值．
【解答】∵m２＋m－１＝０,∴m２＝１－m,

m３＋２m２＋２０１６
＝m２m＋２m２＋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运用降次代入法,

用１－m 替换m２．

【解析】此题用降次代入法:用低次的代数式去代换高次代数式,降低所求式子的幂的次数．
【解法】除了用m２＝１－m 代入m３＋２m２＋２０１６求解外,也可以用m２＋m＝１代入求解:
m３＋２m２＋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降次代入法,也可称为整体代入

法,用m２＋m 替换１．

还可以这样做,用m２＋m－１＝０整体代入求解:
m３＋２m２＋２０１６
＝m(m２＋m－１)＋m２＋m－１＋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解释】(１)如想通过解方程m２＋m－１＝０得出m 的值,再代入m３＋２m２＋２０１６求值,显然是不适合

的,解决问题要找到正确的策略思想,解决此题要有整体代入的整体思想．
(２)变形已知式,用低次式整体代换高次式将所求式降次,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基本套路．如:用m２

＝１－m 代换是让一次换二次,或用m２＋m＝１代换是让零次换二次．

例５　(２０１６毕节)若a２＋５ab－b２＝０,则b
a－

a
b＝ ．

【解答】∵a２＋５ab－b２＝０,

∴a２－b２＝－５ab或ab＝１５
(b２－a２),

∴b
a－

a
b＝ ＝５

或

b
a－

a
b＝ ＝５．

　　



 



两 种 不 同 方 式 整

体代入求值．

【解析】先从已知条件入手,利用等式性质进行等式变形,使其成为“可代”式a２－b２＝－５ab或ab＝
１
５

(b２－a２),将a２－b２＝－５ab或ab＝１５
(b２－a２)代入b２－a２

ab
,成为“可约”式．此题还可以对已知式利用等式

性质进行等式变形:
∵a２＋５ab－b２＝０,
∴两边都除以ab得: ．

∴b
a－

a
b＝５．

７



【解法】此题运用整体代入思想求解代数式的值,要“两手抓”,“一手抓”等式的基本性质变形已知等式,
另“一手抓”分式的基本性质等值变形所求的代数式,探寻问题的解决策略．

　　【解释】(１)利用已知条件求代数式的值,若不能求出或确定各字母的值,可考虑用整体代入法求值．一
般从已知或所求出发,利用不同性质变形式子,获得“可约式”或“可代式”,有时先约后代,有时先代后约．

(２)有时已知条件中需要设参数字母后通过等式变形,再考虑消元代入法求值．如:

若 x
a－b＝

y
b－c＝

z
c－a

,求x＋y＋z的值．

解:设 x
a－b＝

y
b－c＝

z
c－a＝k

,则x＝k(a－b),y＝k(b－c),z＝k(c－a),

即x＝ka－kb,y＝kb－kc,z＝kc－ka,
∴x＋y＋z＝０．

能力训练与拓展

１．(２０１６济宁)已知x－２y＝３,那么代数式３－２x＋４y的值是(　　)
A．－３ B．０ C．６ D．９

２．若多项式x２－３kxy－３y２＋１３xy－８
中不含xy项,则k的值等于(　　)

A．０ B．１３ C．１９ D．－１９
３．若(x＋３)２＋|y＋１|＋z２＝０,则x２＋y２＋z２ 的值为 ．
４．(２０１６大庆)已知a＋b＝３,ab＝２,求代数式a３b＋２a２b２＋ab３ 的值．

５．已知a２－３a＋１＝０,求 a２
a４＋１

的值．

６．阅读下面题目的计算过程:
x－３
x２－１－

２
１＋x＝

x－３
(x＋１)(x－１)－

２(x－１)
(x＋１)(x－１)　①

＝x－３－２(x－１)　②
＝x－３－２x＋２　③
＝－x－１　④．
(１)上面计算过程从哪一步开始出现了错误? 请写出该步骤的代号;
(２)写出正确的解答过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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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已知x,y满足x２＋y２＋５４＝２x＋y
,求代数式 xy

x＋y
的值．

８．如果对于某一在特定范围内x的任意允许值,p＝|１－２x|＋|１－３x|＋＋|１－９x|＋|１－１０x|的

值均为常数,求此常数值．

９．令f(n)＝ １
１＋２＋３＋＋n

,

(１)求证:f(n)＝ ２
n(n＋１)

;

(２)求f(１)＋f(２)＋f(３)＋＋f(２０１６)＋f(２０１７)的值;

(３)求证:３
２＜

１
１２＋

１
２２＋

１
３２＋

＋ １
２０１７２＜２．

９



第３讲　因式分解的应用

知识理解与建构

把一个多项式化为几个最简整式的乘积的形式,这种变形叫做把这个多项式因式分解(也叫分解因式)．
它是中学数学中最重要的恒等变形之一,广泛地应用于初等数学之中,是我们解决许多数学问题的有力工

具．因式分解方法灵活,技巧性强,学习这些方法与技巧,不仅是掌握因式分解内容所必需的,而且对于培养

学生的解题技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都有着十分独特的作用．学习它,既可以复习整式的四则运算,又为

学习分式打好基础;学好它,既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思维发展性、运算能力,又可以提高学生综合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因式分解是初中数学重要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在代数恒等变形、化简、求值、证明以及解方程(组)、不

等式、整数问题甚至某些几何问题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因式分解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初中数学教材中主要

介绍了提取公因式法、运用公式法、分组分解法．而在竞赛中,又有拆项和添减项法、十字相乘法、待定系数

法、换元法等．

方法剖析与提炼

例１　(２０１５金华)已知a＋b＝３,a－b＝５,则代数式a２－b２＝ ．
【解答】

　　



 


先利用平方差公式分解所求代数

式,然后把已知条件整体代入．

【解析】(１)先将所求代数式变形为(a＋b)(a－b)．
(２)比较因式分解后的结果与已知条件,可将已知条件整体代入．
【解法】代入法．利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法．整体代入法．

　　【解释】(１)将一个多项式分解因式的一般步骤:首先看各项有没有公因式,若有公因式,则把它提取出

来,再观察是否符合完全平方公式或平方差公式,若是就考虑用公式法继续分解因式．
(２)此题若直接从已知条件出发,可通过解二元一次方程组求得a,b的值,然后把a,b直接代入便可解决．

例２　已知x－y＝２０１６,xy＝ １
２０１６

,求x３y－２x２y２＋xy３ 的值．

【解答】

　　



 



先对所求代数式进行因式分解,然

后整体代入．

原式＝xy(x－y)２＝ 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

２＝２０１６．

【解析】若从已知条件出发,直接解出x,y,涉及解一元二次方程的知识,由于数据烦琐,解决起来非常困

难,通过观察所求代数式,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因式分解的多项式,分解后各因式与所给的已知条件相同,于是

把已知条件x－y＝２０１６,xy＝ １
２０１６

整体代入因式分解后的代数式,即可求得结果．

【解法】提取公因式法．利用完全平方公式因式分解法．整体代入法．

　　【解释】(１)一般地,求一个代数式的值,若知道未知数的值,可通过直接代入得到答案,而此题由已知

条件求x,y的值显得有点困难,计算比较复杂．
(２)当正向思维遇到困难时,不妨从所求代数式入手,通过对所求代数式进行因式分解,发现结果非常

完美．有时“正难则反”的思维方式能给问题的解决带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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