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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第一章　集合与简易逻辑

第１课时　集　　合

１．集合的基本概念
（１）集合的概念： 　；
（２）集合中元素的三个特性： 　；
（３）集合的三种表示方法： 　．

２．集合的运算
（１）子集：若 　，则ＡＢ；
真子集：若ＡＢ，且　　　　，则ＡＢ；

是　　　　集合的子集，是　　　　集合的真子集；
（２）交集：Ａ∩Ｂ＝　　　　　　　　；
（３）并集：Ａ∪Ｂ＝　　　　　　　　；
（４）补集：若Ｕ 为全集，ＡＵ，则瓓ＵＡ＝ 　．

３．集合的常用运算性质
（１）Ａ∩＝；Ａ∩Ａ＝　　　　；
（２）Ａ∪＝Ａ；Ａ∪Ａ＝　　　　；
（３）Ａ∩（瓓ＵＡ）＝　　　　；Ａ∪（瓓ＵＡ）＝　　　　；

瓓Ｕ（瓓ＵＡ）＝　　　　；
（４）ＡＢＡ∩Ｂ＝　　　　Ａ∪Ｂ＝　　　　；
（５）瓓Ｕ（Ａ∩Ｂ）＝　　　　　　　　；

瓓Ｕ（Ａ∪Ｂ）＝　　　　　　　　；

图１．１－１

（６）如图１．１－１所示，用集合Ａ、Ｂ表
示图中Ⅰ、Ⅱ、Ⅲ、Ⅳ四个部分所表示的集
合分别是　　　　；　　　　；　　　　；

　　　　　　　　．
（７）ｃａｒｄ（Ａ∪Ｂ）＝ｃａｒｄ（Ａ）＋ｃａｒｄ（Ｂ）－　　　　．

１．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打“√”或“×”）．
（１）集合｛ｘ∈Ｎ｜ｘ３＝ｘ｝，用列举法表示为｛－１，０，１｝．
（２）已知集合Ａ＝｛ｘ｜ｙ＝ｘ２｝，Ｂ＝｛ｙ｜ｙ＝ｘ２｝，Ｃ＝｛（ｘ，ｙ）

｜ｙ＝ｘ２｝，则Ａ＝Ｂ＝Ｃ．

（３）方程 ｘ槡 －２　０１５＋（ｙ＋２　０１６）２＝０的解集为｛２　０１５，

－２　０１６｝．
（４）若５∈｛１，ｍ＋２，ｍ２＋４｝，则ｍ 的取值集合为｛１，－１，

３｝．
（５）若Ｐ∩Ｍ＝Ｐ∩Ｎ＝Ａ，则ＡＭ∩Ｎ．

２．（课本习题改编）已知Ａ＝｛ｘ｜ｘ＝３ｋ＋２，ｋ∈Ｚ｝，Ｂ＝｛ｘ｜ｘ＝

６ｍ－１，ｍ∈Ｚ｝，用适当的符号填空：－４　　Ａ；－４　　
Ｂ；Ａ　　　　Ｂ．

３．（２０１４·北京理）已知集合Ａ＝｛ｘ｜ｘ２－２ｘ＝０｝，Ｂ＝｛０，１，

２｝，则Ａ∩Ｂ＝ （　　）

Ａ．｛０｝　　　　　　　　　　Ｂ．｛０，１｝

Ｃ．｛０，２｝ Ｄ．｛０，１，２｝

４．（２０１５·皖南八校联考）已知集合Ｐ＝｛ｘ｜ｘ２－４＜０｝，Ｑ＝
｛ｘ｜ｘ＝２ｋ＋１，ｋ∈Ｚ｝，则Ｐ∩Ｑ＝ （　　）

Ａ．｛－１，１｝ Ｂ．［－１，１］

Ｃ．｛－１，－３，１，３｝ Ｄ．｛－３，３｝

５．（２０１４·辽宁）已知全集Ｕ＝Ｒ，Ａ＝｛ｘ｜ｘ≤０｝，Ｂ＝｛ｘ｜ｘ≥
１｝，则集合瓓Ｕ（Ａ∪Ｂ）＝ （　　）

Ａ．｛ｘ｜ｘ≥０｝ Ｂ．｛ｘ｜ｘ≤１｝

Ｃ．｛ｘ｜０≤ｘ≤１｝ Ｄ．｛ｘ｜０＜ｘ＜１










































｝

题型一　集合的基本概念

　　例１　（１）已知集合Ａ＝｛ｘ｜ｘ＝２ｎ＋１３
，ｎ∈Ｚ｝，Ｂ＝｛ｘ｜

ｘ＝２ｎ３＋１
，ｎ∈Ｚ｝，则集合Ａ与Ｂ 的关系是　　　　．

（２）（２０１５·衡水调研卷）设集合Ｍ＝｛ｙ｜ｙ＝２ｓｉｎｘ，ｘ∈
［－５，５］｝，Ｎ＝｛ｘ｜ｙ＝ｌｏｇ２（ｘ－１）｝，则Ｍ∩Ｎ＝ （　　）

Ａ．｛ｘ｜１＜ｘ≤５｝　　　　　Ｂ．｛ｘ｜－１＜ｘ≤０｝

Ｃ．｛ｘ｜－２≤ｘ≤０｝ Ｄ．｛ｘ｜１＜ｘ≤２｝
（３）已知集合 Ａ＝｛ａ＋２　０１６，ａ２－２　０１５ａ＋２　０１６，

２　０１５｝，且２　０１６∈Ａ，则实数ａ的取值集合为　　　　．

［听课记录］










　

　

　

　

　
探究１　由本例讲透集合的基础知识：
（１）由例（１）讲清：列举法与描述法及它们之间的相互

转换．
通过此题使学生深刻理解元素与集合，















 集合与集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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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间的关系，并共同总结此类题的解法．
（２）例（２）的难点是对集合Ｍ，Ｎ 的识别：Ｍ 是函数ｙ＝

２ｓｉｎｘ的值域，Ｎ 是函数ｙ＝ｌｏｇ２（ｘ－１）的定义域．
（３）由例（３）深刻理解集合中元素的互异性的应用．

思考题１　（１）给出以下三个命题：

①｛（ｘ，ｙ）｜ｘ＝１或ｙ＝２｝＝｛１，２｝；

②｛ｘ｜ｘ＝３ｋ＋１，ｋ∈Ｚ｝＝｛ｘ｜ｘ＝３ｋ－２，ｋ∈Ｚ｝；

③由英文单词“ａｐｐｌｅ”中的所有字母组成的集合有１５
个真子集．

其中正确的命题是　　　　．

（２）设２　０１６∈｛ｘ， ｘ槡 ２，ｘ２｝，则满足条件的所有ｘ组成
的集合的真子集的个数为　　　　．

题型二　集合的基本关系

　　例２　（１）已知集合Ａ＝｛１，３，槡ｍ｝，Ｂ＝｛１，ｍ｝，Ａ∪Ｂ＝Ａ，
则ｍ＝ （　　）

Ａ．０或槡３ Ｂ．０或３

Ｃ．１或槡３ Ｄ．１或３
（２）设Ａ＝｛ｘ｜ｘ２－８ｘ＋１５＝０｝，Ｂ＝｛ｘ｜ａｘ－１＝０｝．

①若ａ＝１５
，试判定集合Ａ与Ｂ 的关系；

②若ＢＡ，求实数ａ组成的集合Ｃ．
［听课记录］











　

　

　

　

　
探究２　（１）判断两集合的关系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化

简集合，从表达式中寻找两集合间的关系；二是用列举法表
示各集合，从元素中寻找关系．

（２）已知两集合间的关系求参数时，关键是将两集合间
的关系转化为元素间的关系，进而转化为参数满足的关系．
解决这类问题常常是合理利用数轴、Ｖｅｎｎ图来帮助分析．

（３）Ｂ为Ａ 的子集，不要漏掉Ｂ＝时的情况．

思考题２　（１）已知集合Ａ＝｛ｘ｜ｘ２－３ｘ＋２＝０，

ｘ∈Ｒ｝，Ｂ＝｛ｘ｜０＜ｘ＜５，ｘ∈Ｎ｝，则满足条件ＡＣＢ的集
合Ｃ的个数为 （　　）

Ａ．１ Ｂ．２
Ｃ．３ Ｄ．４
（２）设Ａ＝｛ｘ｜ｘ２＋４ｘ＝０｝，Ｂ＝｛ｘ｜ｘ２＋２（ａ＋１）ｘ＋

ａ２－１＝０｝，

①若ＢＡ，求实数ａ的值；

②若ＡＢ，求实数ａ的值．

题型三　集合的基本运算

　　例３　（１）（２０１４·大纲全国理改编）设集合Ｍ＝｛ｘ｜ｘ２－
３ｘ－４＜０｝，Ｎ＝｛ｘ｜０≤ｘ≤５｝，则Ｍ∩（瓓ＲＮ）＝ （　　）

Ａ．（０，４］ Ｂ．［０，４）

Ｃ．［－１，０） Ｄ．（－１，０）

图１．１－２

（２）（２０１５·上海四区联考）全集Ｕ
＝Ｒ，集合Ａ＝｛ｘ∈Ｚ｜ｘ２－２ｘ≤０｝，Ｂ
＝｛ｙ｜ｙ＝ｃｏｓｘ，ｘ∈Ｒ｝，则如图１．１－２
中阴影部分表示的集合为　　　　．

（３）若Ａ，Ｂ，Ｃ为三个集合，且Ａ∪
Ｂ＝Ｂ∩Ｃ，则一定有 （　　）

Ａ．ＡＣ　 Ｂ．ＣＡ
Ｃ．Ａ≠Ｃ　 Ｄ．Ａ＝
［听课记录］









　

　

　

　
探究３　（１）高考对集合的考查，多是考查具体集合（给

出或可以求出集合的具体元素）的交、并、补运算，如２０１４年
的１９份高考卷中有１３份是此类题，预测明年对于集合的考
查仍以此类题为主．

（２）例３（３）是考查抽象集合（没有给出具体元素的集
合）间的关系判断和运算的问题．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有二：

一是利用特例法将抽象集合具体化；
二是利用韦恩图化抽象为直观．

思考题３　（１）（２０１４·江西文）设全集为Ｒ，集合

Ａ＝｛ｘ｜ｘ２－９＜０｝，Ｂ＝｛ｘ｜－１＜ｘ≤５｝，则Ａ∩（瓓ＲＢ）＝
（　　）

Ａ．（－３，０） Ｂ．（－３，－１）

Ｃ．（－３，－１］ Ｄ．（－３，３）
（２）（２０１５·福州模拟）已知集合Ａ＝｛３，ａ２｝，Ｂ＝｛０，ｂ，

１－ａ｝，且Ａ∩Ｂ＝｛１｝，则Ａ∪Ｂ＝ （　　）

Ａ．｛０，１，３｝ Ｂ．｛１，２，４｝

Ｃ．｛０，１，２，３｝ Ｄ．｛０，１，２，３，４｝
（３）（２０１５·郑州质检）已知Ｍ，Ｎ 为集合Ｉ的非空真子

集，且Ｍ，Ｎ 不相等，若Ｎ∩（瓓ＩＭ）＝，则Ｍ∪Ｎ＝（　　）

Ａ．Ｍ Ｂ．Ｎ
Ｃ．Ｉ Ｄ．

１．通过例１～例３的讲解使学生对集合的表示及子、
交、并、补运算等基础知识再一次巩固并系统化，体现本书：
以“基础知识”为根本、以“通性通法”为重点的宗旨．
２．通过例３树立学生“数形结合”的思想意识：

①在深刻理解集合的交、并、补概念的基础上，用韦恩
图解有关集合问题，可化难为易．

②两个集合都是不等式的解集时，求它们的交、并、补
通常用数轴直观显示，但要注意区间的开与闭．
３．注意五个等价关系式．
ＡＢＡ∩Ｂ＝ＡＡ∪Ｂ＝Ｂ瓓ＵＡ瓓ＵＢＡ∩瓓Ｕ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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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设Ｍ＝｛ｘ｜ｘ≤２１１｝，ａ＝２　０１６，则下列关系中正确的是
（　　）

Ａ．ａＭ　　　　　　　　　Ｂ．ａＭ
Ｃ．｛ａ｝Ｍ　 Ｄ．｛ａ｝Ｍ

２．设ｆ：ｘｘ２ 是集合Ａ到集合Ｂ 的映射，如果Ｂ＝｛１，２｝，
那么Ａ∩Ｂ等于 （　　）

Ａ． Ｂ．｛１｝

Ｃ．或｛２｝ Ｄ．或｛１｝

３．设全集Ｕ＝Ｚ，集合Ｐ＝｛ｘ｜ｘ＝２ｎ，ｎ∈Ｚ｝，Ｑ＝｛ｘ｜ｘ＝４ｍ，

ｍ∈Ｚ｝，则Ｕ 等于 （　　）

Ａ．Ｐ∪Ｑ　 Ｂ．（瓓ＵＰ）∪Ｑ

Ｃ．Ｐ∪（瓓ＵＱ） Ｄ．（瓓ＵＰ）∪（瓓ＵＱ）

４．若Ｐ＝｛ｘ｜ｘ＜１｝，Ｑ＝｛ｘ｜ｘ＞－１｜，则 （　　）

Ａ．ＰＱ　 Ｂ．ＱＰ
Ｃ．瓓ＲＰＱ　 Ｄ．Ｑ瓓ＲＰ

５．（２０１４·重庆理）设全集Ｕ＝｛ｎ∈Ｎ｜１≤ｎ≤１０｝，Ａ＝｛１，２，

３，５，８｝，Ｂ＝｛１，３，５，７，９｝，则 瓓Ｕ（ ）Ａ ∩Ｂ＝　　　　．
６．设全集为Ｕ，在下列条件中，是ＢＡ的充要条件的有

　　　　．
①Ａ∪Ｂ＝Ａ；②（瓓ＵＡ）∩Ｂ＝；

③瓓ＵＡ瓓ＵＢ；④Ａ∪（瓓ＵＢ）＝Ｕ

















．

集合中的创新性问题
在知识交汇点处命题的信息迁移题是近几年（以及明

年）高考中的热点题型，解决此类问题，既要有扎实的基本
功，又要有创新意识，要迅速阅读理解题意准确把握新的信
息，敢于下笔计算．

例１　设有限集合Ａ＝｛ａ１，ａ２，…，ａｎ｝，则∑
ｎ

ｉ＝１
ａｉ叫做集合

Ａ 的和，记作ＳＡ．若集合Ｐ＝｛ｘ｜ｘ＝２ｎ－１，ｎ∈Ｎ＊，ｎ≤４｝，
集合Ｐ的含有３个元素的全体子集分别为Ｐ１，Ｐ２，…，Ｐｋ，

则∑
ｋ

ｉ＝１
ＳＰｉ＝　　　　．
【解析】　由题意知集合Ｐ＝｛１，３，５，７｝，其三元素子集

为：｛１，３，５｝，｛１，３，７｝，｛１，５，７｝，｛３，５，７｝，故∑
ｋ

ｉ＝１
ＳＰｉ＝３（１＋

３＋５＋７）＝４８．
【答案】　４８
例２　（２０１５·《高考调研》原创题）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ｘＯｙ中，Ω是一个平面点集，若存在非零平面向量ａ，对于任
意Ｐ∈Ω，均有Ｑ∈Ω，使得 →ＯＱ＝ →ＯＰ＋ａ，则称ａ为平面点集
Ω 的一个向量周期．现有以下四个命题：

①若平面点集Ω存在向量周期ａ，则ｋａ（ｋ∈Ｚ，ｋ≠０）也
是Ω的向量周期；

②若平面点集Ω形成的平面图形的面积是一个非零常
数，则Ω不存向量周期；

③若平面点集Ω＝｛（ｘ，ｙ）｜ｘ＞０，ｙ＞０｝，则ｂ＝（１，２）为

Ω的一个向量周期；

④若平面点集Ω＝｛（ｘ，ｙ）｜［ｙ］－［ｘ］＝０｝（［ｍ］表示不
大于ｍ的最大整数），则ｃ＝（１，１）为Ω的一个向量周期．

其中真命题是　　　　．（写出所有真命题的序号）
【解析】　对于①，取Ω＝｛（ｘ，ｙ）｜ｘ＞０，ｙ＞０｝，ａ＝（１，

０），则ａ为Ω 的向量周期，但－ａ＝（－１，０）不是Ω的向量周
期，故①是假命题；

易知②是真命题；
对于③，任取点Ｐ（ｘＰ，ｙＰ）∈Ω，则存在点Ｑ（ｘＰ＋１，

ｙＰ＋２）∈Ω，所以ｂ是Ω 的一个向量周期，故③是真命题；
对于④，任取点Ｐ（ｘＰ，ｙＰ）∈Ω，则［ｙＰ］－［ｘＰ］＝０，存在点

Ｑ（ｘＰ＋１，ｙＰ＋１），所以［ｙＰ＋１］－［ｘＰ＋１］＝［ｙＰ］＋１－（［ｘＰ］

＋１）＝０，所以Ｑ∈Ω，所以ｃ是Ω的一个向量周期．故④是真
命题．

综上，真命题为②③④．
【答案】　②③④
【讲评】　破解此类问题的突破口是：①能读懂新定义

的意义，如本题，读懂新定义的向量周期的意义，并将其运
用到新的情境中；②区分点集与数集，适时运用数形结合思
想，通过画草图，举反例，排除假命题的选项．

检验能力的提高·见证水平的攀升

　　　　　　 完成题组层级快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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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课时　命题及其关系、充要条件

１．命题
用语言、符号或式子表达的，可以　　　　的陈述句叫

做命题．

２．四种命题及其关系
（１）原命题为“若ｐ则ｑ”，则它的逆命题为　　　　；否

命题为　　　　；逆否命题为　　　　．
（２）原命题与它的　　　　等价；逆命题与它的　　　

等价．

３．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１）若　　　　，则ｐ是ｑ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２）若　　　　，则ｐ是ｑ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３）若　　　　，则ｐ是ｑ的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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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若　　　　，则ｐ是ｑ的非充分非必要条件．

１．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打“√”或“×”）．
（１）语句“２ａ＋１＞０”是命题．
（２）语句“２　０１６≥２　０１５”是真命题．
（３）命题“三角形的内角和是１８０°”的否命题是“三角形的
内角和不是１８０°”．
（４）已知集合Ａ，Ｂ，则Ａ∪Ｂ＝Ａ∩Ｂ的充要条件是Ａ＝Ｂ．
（５）ｐ是ｑ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等价于瓙ｑ是瓙ｐ的充分不
必要条件．

２．（课本改编题）命题“若ａ＜０，则一元二次方程ｘ２＋ｘ＋ａ＝０
有实根”与其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中真命题的个数是

（　　）

Ａ．０　　　　　　　　　　Ｂ．２
Ｃ．４ Ｄ．不确定

３．“ａ＞０”是“｜ａ｜＞０”的 （　　）

Ａ．充分不必要条件 Ｂ．必要不充分条件

Ｃ．充要条件 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４．（２０１４·安徽理）“ｘ＜０”是“ｌｎ（ｘ＋１）＜０”的 （　　）

Ａ．充分不必要条件 Ｂ．必要不充分条件

Ｃ．充分必要条件 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５．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形式和否命题：
（１）若ｘｙ＝０，则ｘ，ｙ中至少有一个为零；
（２）若ａ＋ｂ＝０，则ａ，ｂ中最多有一个大于零；
（３）若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则其相邻两个内角相等；
（４）有理数都能写成分数





















．

题型一　四种命题及其真假的判定

　　例１　分别写出下列命题的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
并判断它们的真假．

（１）面积相等的两个三角形是全等三角形；
（２）若ｑ＜１，则方程ｘ２＋２ｘ＋ｑ＝０有实根；
（３）若ｘ２＋ｙ２＝０，则实数ｘ，ｙ全为零．
［听课记录］













　

　

　

　

　

　
探究１　（１）此类题应先把原命题改写成“若ｐ，则ｑ“的

形式，然后再写出其他命题．对于含有大前提的命题，在改
写命题形式时，大前提不要动．

（２）若说明命题为真，必须证明．若说明为假，只需举出
一个反例即可．

（３）否命题是难点，注意量词和逻辑联结词．

思考题１　以下命题：

①“若ｆ（ｘ）是奇函数，则ｆ（－ｘ）也是奇函数”的逆
命题；

②“若ｘ，ｙ是偶数，则ｘ＋ｙ也是偶数”的否命题；

③“正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均为６０°”的否命题；

④“若ａ＋ｂ＋ｃ＝３，则ａ２＋ｂ２＋ｃ２≥３”的逆否命题．
其中真命题的序号是　　　　．

题型二　充要条件的判定

　　例２　判断下列各题中，ｐ是ｑ的什么条件？
（１）ｐ：ａ＞ｂ，ｑ：ａ＞ｂ－１；
（２）ｐ：ａ＞ｂ，ｑ：ｌｇａ＞ｌｇｂ；
（３）ｐ：ａ＞ｂ，ｑ：２ａ＞２ｂ；
（４）ｐ：ａ＞ｂ，ｑ：ａ２＞ｂ２．
［听课记录］

　









　

　

　

　
探究２　判定充要条件应注意：
（１）弄清条件ｐ和结论ｑ分别是什么？
（２）尝试ｐｑ，ｑｐ．
（３）一定要熟悉命题内容涉及到的知识．

思考题２　判断下列各题中ｐ是ｑ的什么条件？
（１）ｐ：ｘ２－２ｘ－３≥０，ｑ：ｘ≤１或ｘ≥２；

（２）在△ＡＢＣ中，ｐ：∠Ａ≠６０°，ｑ：ｓｉｎＡ≠槡３２
；

（３）在△ＡＢＣ中，ｐ：∠Ａ＝∠Ｂ，ｑ：ｓｉｎＡ＝ｓｉｎＢ；
（４）非空集合Ａ，Ｂ中，ｐ：ｘ∈Ａ∪Ｂ，ｑ：ｘ∈Ｂ；
（５）对于实数ｘ，ｙ，ｐ：ｘ＋ｙ≠８，ｑ：ｘ≠２或ｙ≠６．

题型三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应用

　　例３　已知ｐ：－２≤ｘ≤１０，ｑ：ｘ２－２ｘ＋１－ｍ２≤０（ｍ＞
０），且瓙ｐ是瓙ｑ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求实数ｍ 的取值
范围．

［听课记录］










　

　

　

　

　
探究３　（１）充要条件可以熔入到数学各个分支题型灵

活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紧扣定义，结合其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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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可迎刃而解．
（２）本例涉及参数问题，直接解决较为困难，先用等价

转化思想，将复杂、生疏的问题化归为简单、熟悉的问题来
解决．一般地，在涉及字母参数的取值范围的充要关系问题
中，常常要利用集合的包含、相等关系来考虑，这是破解此
类问题的关键．

思考题３　（１）（２０１５·延安质检）函数ｆ（ｘ）＝
ｌｏｇ２ｘ，ｘ＞０，

－２ｘ＋ａ，ｘ≤｛ ０
有且只有一个零点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是

（　　）

Ａ．ａ＜０　　　　　　　　Ｂ．０＜ａ＜１２

Ｃ．１２＜ａ＜１ Ｄ．ａ≤０或ａ＞１

（２）已知ｐ：１２≤ｘ≤１
，ｑ：（ｘ－ａ）（ｘ－ａ－１）＞０，若ｐ是

瓙ｑ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则实数ａ的取值范围是　　　　．

１．命题真假的判断．
（１）对于一些简单命题，若判断其为真命题需推理证

明．若判断其为假命题只需举出一个反例．
（２）对于复合命题的真假判断应利用真值表．
（３）也可以利用“互为逆否命题”的等价性，判断其逆否

命题的真假．
２．充分、必要条件的判定方法．
（１）定义法．
（２）传递法．
（３）集合法：若ｐ以集合Ａ 的形式出现，ｑ以集合Ｂ 的

形式出现，即Ａ＝｛ｘ｜ｐ（ｘ）｝，Ｂ＝｛ｘ｜ｑ（ｘ）｝，则

①若ＡＢ，则ｐ是ｑ的充分条件；

②若ＢＡ，则ｐ是ｑ的必要条件；

③若Ａ＝Ｂ，则ｐ是ｑ的充要条件．
（４）等价命题法：利用原命题和逆否命题是等价的这个

结论，有时可以准确快捷地得出结果，是反证法的理论基础


























 ．

１．（２０１４·陕西理）原命题为“若ｚ１，ｚ２ 互为共轭复数，则

｜ｚ１｜＝｜ｚ２｜”，关于其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真假性的
判断依次如下，正确的是 （　　）

Ａ．真，假，真　　　　　　　Ｂ．假，假，真

Ｃ．真，真，假 Ｄ．假，假，假

２．命题“若ｘ２＜１，则－１＜ｘ＜１”的逆否命题是 （　　）

Ａ．若ｘ２≥１，则ｘ≥１或ｘ≤－１
Ｂ．若－１＜ｘ＜１，则ｘ２＜１
Ｃ．若ｘ＞１或ｘ＜－１，则ｘ２＞１
Ｄ．若ｘ≥１或ｘ≤－１，则ｘ２≥１

３．设ｘ，ｙ∈Ｒ，则“ｘ≥２且ｙ≥２”是“ｘ２＋ｙ２≥４”的 （　　）

Ａ．充分不必要条件 Ｂ．必要不充分条件

Ｃ．充要条件 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４．设命题ｐ：ｘ＜－２　０１５，或ｘ＞２　０１５；命题ｑ：ｘ＜－２　０１６，
或ｘ＞２　０１６，则瓙ｐ是瓙ｑ的 （　　）

Ａ．充分不必要条件 Ｂ．必要不充分条件

Ｃ．充要条件 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５．（２０１４·湖北理）设Ｕ 为全集，Ａ，Ｂ是集合，则“存在集合

Ｃ使得ＡＣ，Ｂ瓓ＵＣ”是“Ａ∩Ｂ＝”的 （　　）

Ａ．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Ｂ．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Ｃ．充要条件 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检验能力的提高·见证水平的攀升

　　　　　　 完成题组层级快练（二




















）

第３课时　逻辑联结词与量词

１．命题ｐ∧ｑ，ｐ∨ｑ，瓙ｐ的真假判断

ｐ　 ｑ　 ｐ∧ｑ　 ｐ∨ｑ 瓙ｐ
真 真 　　 　　 　　
真 假 　　 　　 　　
假 真 　　 　　 　　
假 假 　　 　　 　　

２．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
（１）全称量词有：　　　　，　　　　，　　　　，用符

号“　　　　”表示．
存在量词有：　　　　，　　　　，　　　　，用符号

“　　　　”表示．
（２）含有全称量词的命题，叫做　　　　；“对Ｍ 中任意

一个ｘ，有ｐ（ｘ）成立”可用符号简记为：　　　　，读作：
“　　　　　　　　”．

（３）含有存在量词的命题，叫做特称命题（存在性命
题）；“存在Ｍ 中的元素ｘ０，使ｐ（ｘ０）成立”可用符号简记为：

　　　　　　　　，读作：“　　　　　　　　　　”．

３．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的否定

命题 命题的否定

ｘ∈Ｍ，ｐ（ｘ） ｘ０∈Ｍ，瓙ｐ（ｘ０）

ｘ０∈Ｍ，ｐ（ｘ０） ｘ∈Ｍ，瓙ｐ（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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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课本习题改编）命题“所有奇数的立方都是奇数”的否定
是 （　　）

Ａ．所有奇数的立方都不是奇数

Ｂ．不存在一个奇数，它的立方是偶数

Ｃ．存在一个奇数，它的立方是偶数

Ｄ．不存在一个奇数，它的立方是奇数

２．（２０１４·湖南理）已知命题ｐ：若ｘ＞ｙ，则－ｘ＜－ｙ；命题ｑ：若

ｘ＞ｙ，则ｘ２＞ｙ２．在命题①ｐ∧ｑ；②ｐ∨ｐ；③ｐ∧（瓙ｑ）；

④（瓙ｐ）∨ｑ中，真命题是 （　　）

Ａ．①③　　　　　　　　　Ｂ．①④
Ｃ．②③ Ｄ．②④

３．命题“ｘ∈Ｒ，（１３
）ｘ＞０”的否定是 （　　）

Ａ．ｘ０∈Ｒ，（
１
３
）ｘ０＜０ Ｂ．ｘ０∈Ｒ，（

１
３
）ｘ≤０

Ｃ．ｘ０∈Ｒ，（
１
３
）ｘ＜０ Ｄ．ｘ０∈Ｒ，（

１
３
）ｘ０≤０

４．（２０１４·天津文）已知命题ｐ：ｘ＞０，总有（ｘ＋１）ｅｘ＞１，
则瓙ｐ为 （　　）

Ａ．ｘ０≤０，使得（ｘ０＋１）ｅ
ｘ０≤１

Ｂ．ｘ０＞０，使得（ｘ０＋１）ｅ
ｘ０≤１

Ｃ．ｘ＞０，总有（ｘ＋１）ｅｘ≤１
Ｄ．ｘ≤０，总有（ｘ＋１）ｅｘ≤１

５．已知ａ＞０，函数ｆ（ｘ）＝ａｘ２＋ｂｘ＋ｃ．若ｘ０ 满足关于ｘ的
方程２ａｘ＋ｂ＝０，则下列选项的命题中为假命题的是

（　　）

Ａ．ｘ∈Ｒ，ｆ（ｘ）≤ｆ（ｘ０）　　Ｂ．ｘ∈Ｒ，ｆ（ｘ）≥ｆ（ｘ０）

Ｃ．ｘ∈Ｒ，ｆ（ｘ）≤ｆ（ｘ０） Ｄ．ｘ∈Ｒ，ｆ（ｘ）≥ｆ（ｘ０




















 ）

题型一　含逻辑联结词的命题及真假

　　例１　写出由下列各组命题构成的“ｐ∧ｑ”，“ｐ∨ｑ”，
“瓙ｐ”形式的复合命题，并判断真假．

（１）ｐ：１是素数；ｑ：１是方程ｘ２＋２ｘ－３＝０的根；
（２）ｐ：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相等；ｑ：平行四边形的对角

线互相垂直；
（３）ｐ：方程ｘ２＋ｘ－１＝０的两实根符号相同；ｑ：方程

ｘ２＋ｘ－１＝０的两实根的绝对值相等．
［听课记录］











　

　

　

　

　
探究１　（１）判断一个复合命题的真假往往用真值表，

一般先确定复合命题的构成形式，然后根据简单命题的真
假和真值表得出结论．

（２）ｐ且ｑ形式是“一假必假，全真才真”，ｐ或ｑ形式是
“一真必真，全假才假”，非ｐ则是“与ｐ的真假相反”．

思考题１　已知命题ｐ：若ｔ≠３且ｔ≠－３，则ｔ２≠
９；命题ｑ：ｘ２－３ｘ＋２＜０的解集是｛ｘ｜１＜ｘ＜２｝，下列结论：

①命题“ｐ∧ｑ”是真命题；②命题“ｐ∧（瓙ｑ）”是假命题；

③命题“（瓙ｐ）∨ｑ”是真命题；④命题“（瓙ｐ）∨（瓙ｑ）”是假
命题．其中正确的是 （　　）

Ａ．②③　　　　　　　　Ｂ．①②④
Ｃ．①③④ Ｄ．①②③④

题型二　全（特）称命题及真假判断

　　例２　指出下列命题中，哪些是全称命题，哪些是特称
命题，并判断真假．

（１）若ａ＞０，且ａ≠１，则对任意实数ｘ，ａｘ＞０；
（２）对任意实数ｘ１，ｘ２，若ｘ１＜ｘ２，则ｔａｎｘ１＜ｔａｎｘ２；
（３）Ｔ∈Ｒ，使｜ｓｉｎ（ｘ＋Ｔ）｜＝｜ｓｉｎｘ｜；
（４）ｘ∈Ｒ，使ｘ２＋１＜０．

［听课记录］










　

　

　

　

　
探究２　要判定一个全称命题是真命题，必须对限定集

合Ｍ 中的每个元素ｘ验证ｐ（ｘ）成立；但要判定全称命题是
假命题，只要能举出集合Ｍ 中的一个ｘ＝ｘ０，使得ｐ（ｘ０）不
成立即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举出一个反例”）．

要判定一个特称命题是真命题，只要在限定集合Ｍ 中，
至少能找到一个ｘ＝ｘ０，使ｐ（ｘ０）成立即可；否则，这一特称
命题就是假命题．

思考题２　试判断以下命题的真假．
（１）ｘ∈Ｒ，ｘ２＋２＞０；
（２）ｘ∈Ｎ，ｘ４≥１；
（３）ｘ∈Ｚ，ｘ３＜１；
（４）ｘ∈Ｑ，ｘ２＝３；
（５）ｘ∈Ｒ，ｘ２－３ｘ＋２＞０；
（６）ｘ∈Ｒ，ｘ２＋１＝０．

题型三　含量词命题的否定

　　例３　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并判断其真假．

（１）ｐ：ｘ∈Ｒ，ｘ２－ｘ＋１４≥０
；

（２）ｑ：所有的正方形都是矩形；
（３）ｒ：ｘ∈Ｒ，ｘ２＋２ｘ＋２≤０；
（４）ｓ：至少有一个实数ｘ，使ｘ３＋１＝０．
［听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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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探究３　（１）全（特）称命题的否定与命题的否定有着一

定的区别，全（特）称命题的否定是将其全称量词改为存在

量词（或存在量词改为全称量词），并把结论否定；而命题的

否定则是直接否定结论即可．
（２）常见词语的否定形式有：

原语

句
是 都是 ＞

至少有

一个

至多有

一个

对任意ｘ∈Ａ使

ｐ（ｘ）真

否定

形式
不是 不都是 ≤

一个也

没有

至少有

两个

存在ｘ０∈Ａ使

ｐ（ｘ０）假

　　 思考题３　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并判断真假．
（１）ｐ：所有末位数字是０或５的整数都能被５整除；

（２）ｐ：每一个非负数的平方都是正数；

（３）ｐ：存在一个三角形，它的内角和大于１８０°；

（４）ｐ：有的四边形没有外接圆．

题型四　应用问题

　　例４　已知命题ｐ：“ｘ∈［１，２］，ｘ２－ａ≥０”命题ｑ：

“ｘ０∈Ｒ，ｘ
２
０＋２ａｘ０＋２－ａ＝０”，若命题“ｐ∧ｑ”是真命题，

求实数ａ的取值范围．
［听课记录］





　

　







　

　

　
探究４　（１）含有逻辑联结词的命题要先确定构成命题

的（一个或两个）命题的真假，求出此时参数成立的条件，再

求出含逻辑联结词的命题成立的条件．
（２）对全称命题可转化为恒成立问题．

思考题４　已知命题ｐ：ｘ２＋２ｘ－３＞０；命题

ｑ：１３－ｘ＞１
，若瓙ｑ且ｐ为真，则ｘ的取值范围是　　　　．

１．命题的否定与否命题的区别：

否命题是既否定其条件，又否定结论；而命题ｐ的否定

即非ｐ，是只否结论不否条件．

２．命题的否定与原命题的真假总是相对立的，即一真

一假；而否命题与原命题的真假无必然联系．

３．含一个量词的命题的否定，既要否定量词，又要否定

结论






































．

１．下列命题的否定是真命题的是 （　　）

Ａ．有些实数的绝对值是正数

Ｂ．所有平行四边形都不是菱形

Ｃ．任意两个等边三角形都是相似的

Ｄ．３是方程ｘ２－９＝０的一个根

２．若ｐ是真命题，ｑ是假命题，则 （　　）

Ａ．ｐ∧ｑ是真命题　　　　　Ｂ．ｐ∨ｑ是假命题

Ｃ．瓙ｐ是真命题 Ｄ．瓙ｑ是真命题

３．（２０１５·梅州质检）下列命题中的假命题是 （　　）

Ａ．ｘ∈Ｒ，２ｘ－１＞０ Ｂ．ｘ∈Ｎ＊，（ｘ－１）２＞０

Ｃ．ｘ∈Ｒ，ｌｎｘ＜１ Ｄ．ｘ∈Ｒ，ｔａｎｘ＝２

４．（２０１４·安徽文）命题“ｘ∈Ｒ，｜ｘ｜＋ｘ２≥０”的否定是
（　　）

Ａ．ｘ∈Ｒ，｜ｘ｜＋ｘ２＜０ Ｂ．ｘ∈Ｒ，｜ｘ｜＋ｘ２≤０

Ｃ．ｘ０∈Ｒ，｜ｘ０｜＋ｘ
２
０＜０ Ｄ．ｘ０∈Ｒ，｜ｘ０｜＋ｘ

２
０≥０

５．在一次驾照考试中，甲、乙两位学员各试驾一次．设命题ｐ
是“甲试驾成功”，ｑ是“乙试驾成功”，则命题“至少有一位

学员没有试驾成功”可表示为 （　　）

Ａ．（瓙ｐ）∨（瓙ｑ） Ｂ．ｐ∨（瓙ｑ）

Ｃ．（瓙ｐ）∧（瓙ｑ） Ｄ．ｐ∨ｑ

６．已知命题ｐ：ｘ∈［０，π２
］，ｃｏｓ２ｘ＋ｃｏｓｘ－ｍ＝０为真命

题，则实数ｍ的取值范围是　　　　．

检验能力的提高·见证水平的攀升

　　　　　　 完成题组层级快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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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第二章　函数与基本初等函数

第１课时　函数及其表示

１．函数与映射的概念

函数 映射

两集合Ａ，Ｂ
设 Ａ，Ｂ 是 两 个 　 　

　　

设 Ａ，Ｂ 是 两 个 　 　

　　

对应关系

ｆ：Ａ→Ｂ

如果按照某种确定的对

应关系ｆ，使对于集合

Ａ中的　　一个数ｘ，

在集合Ｂ 中有　　的
数ｆ（ｘ）和它对应

如果按某一个确定的对

应关系ｆ，使对于集合

Ａ中的　　一个元素ｘ
在集合Ｂ 中有　　的
元素ｙ与之对应

名称
称　　　　为从集合Ａ
到集合Ｂ 的一个函数

称对应　　　　为从集

合Ａ 到集合Ｂ 的一个
映射

记法 ｙ＝ｆ（ｘ），ｘ∈Ａ
对应 ｆ：Ａ →Ｂ 是 一

个映射

２．函数
（１）函数实质上是从一个非空数集到另一个非空数集

的映射．
（２）函数的三要素： 　．
（３）函数的表示法： 　．
（４）两个函数只有当　　　　　　　　都分别相同时，

这两个函数才相同．

３．分段函数
在一个函数的定义域中，对于自变量ｘ的不同取值范

围，有着不同的对应关系，这样的函数叫分段函数，分段函
数是一个函数而不是几个函数．

１．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打“√”或“×”）．
（１）Ａ＝Ｎ，Ｂ＝Ｎ，ｆ：ｘ→ｙ＝｜ｘ－１｜，表示从集合Ａ到集合

Ｂ 的映射（也是函数）．

（２）Ａ＝Ｒ，Ｂ＝Ｒ，ｆ：ｘ→ｙ＝１ｘ
，表示从集合Ａ到集合Ｂ 的

映射（也是函数）．

（３）ｆ（ｘ）＝ ｘ槡 －３＋ ２－槡 ｘ是一个函数．
（４）ｙ＝２ｘ（ｘ∈Ｎ）的图像是一条直线．
（５）ｙ＝ｌｇｘ２与ｙ＝２ｌｇｘ表示同一函数．

（６）ｙ＝ｘ与ｙ＝ ｘ槡 ２表示同一函数．
２．２０１６年是闰年，假设月份的集合Ａ，每月的天数构成集合

Ｂ，ｆ是月份与天数的对应关系，其对应如下：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天数 ３１　２９　３１　３０　３１　３０　３１　３１　３０　３１　３０　３１

对照课本中的函数概念上述从Ａ 到Ｂ 的对应是函数吗？
又从Ｂ到Ａ 的对应是函数吗？

３．已知ｆ（ｘ
５）＝ｌｇｘ，则ｆ（２）等于 （　　）

Ａ．ｌｇ２　　　　　　　　　　Ｂ．ｌｇ３２

Ｃ．ｌｇ１３２ Ｄ．１５ｌｇ２

图２．１－１

４．函数ｙ＝ｆ（ｘ）的图像如图

２．１－１所示，那么，ｆ（ｘ）的定
义域是 　 　 　 　；值域是

　　　　；其中只与ｘ 的一
个值 对 应 的 ｙ 值 的 范 围
是　　　　．

５．（２０１５·梅州质检）已知函数

ｆ（ｘ）＝
ｘ＋１（ｘ≤０），

２ｘ－１（ｘ＞０｛ ），
则ｆ（ｆ（０））的值为　　　　
















































．

题型一　函数与映射的概念

　　例１　下列对应是否是从集合Ａ 到Ｂ 的映射，能否构
成函数？

（１）Ａ＝Ｎ，Ｂ＝Ｎ，ｆ：ｘ→ｙ＝（ｘ－１）２；

（２）Ａ＝Ｎ，Ｂ＝Ｒ，ｆ：ｘ→ｙ＝±槡ｘ；

（３）Ａ＝Ｎ，Ｂ＝Ｑ，ｆ：ｘ→ｙ＝ １
ｘ－１

；

（４）Ａ＝｛衡中高三·一班的同学｝，Ｂ＝［０，１５０］，ｆ：每个
同学与其高考数学的分数相对应．

［听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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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探究１　（１）映射只要求第一个集合Ａ中的每个元素在

第二个集合Ｂ 中有且只有一个元素与之对应；至于Ｂ中的
元素有无原象、有几个原象却无所谓．

（２）函数是特殊的映射：当映射ｆ：Ａ→Ｂ中的Ａ，Ｂ为非
空数集时，即成为函数．

（３）高考对映射的考查往往结合其他知识，只有深刻理
解映射的概念才能在解决此类问题时游刃有余．

思考题１　（１）如图２．１－２中建立了集合Ｐ中元
素与集合Ｍ 中元素的对应ｆ．其中为映射的对应是　　
　　．

图２．１－２
（２）集合Ａ＝｛ｘ｜０≤ｘ≤４｝，Ｂ＝｛ｙ｜０≤ｙ≤２｝，下列不表

示从Ａ到Ｂ 的函数的是 （　　）

Ａ．ｆ：ｘ→ｙ＝１２ｘ　　　Ｂ．ｆ
：ｘ→ｙ＝１３ｘ

Ｃ．ｆ：ｘ→ｙ＝２３ｘ　 Ｄ．ｆ：ｘ→ｙ＝槡ｘ

例２　以下给出的同组函数中，是否表示同一函数？为
什么？

（１）ｆ１：ｙ＝
ｘ
ｘ
；ｆ２：ｙ＝１；ｆ３：ｙ＝ｘ

０．

（２）ｆ１：ｙ＝ ｘ槡 ２；ｆ２：ｙ＝（槡ｘ）２；ｆ３：ｙ＝
ｘ，
－ｘ｛ ，　

ｘ＞０，
ｘ＜０．

（３）ｆ１：ｙ＝
１，　ｘ≤１，
２，　１＜ｘ＜２，
３，　ｘ≥２
烅
烄

烆 ．

ｆ２：
ｘ　 ｘ≤１　 １＜ｘ＜２　 ｘ≥２

ｙ　 １　 ２　 ３

ｆ３：如图２．１－３

图２．１－３
［听课记录］









　

　

　

　

探究２　（１）构成函数的三要素中，定义域和对应法则
相同，则值域一定相同．

（２）两个函数当且仅当定义域和对应法则相同时，是相
同函数．

思考题２　下列函数中一定是同一函数的是

　　　　．
（１）ｙ＝ｘ与ｙ＝ａ

ｌｏｇａｘ；
（２）ｙ＝２

ｘ＋１－２ｘ与ｙ＝２
ｘ；

（３）ｆ（ｕ）＝ １＋ｕ
１－槡ｕ

，ｆ（ｖ）＝ １＋ｖ
１－槡ｖ

；

（４）ｙ＝ｆ（ｘ）与ｙ＝ｆ（ｘ＋１）．

题型二　函数的解析式

　　例３　（１）已知ｆ（槡ｘ＋１）＝ｘ＋２槡ｘ，求ｆ（ｘ）的解
析式．

（２）已知ｆ（ｘ）是一次函数，并且ｆ［ｆ（ｘ）］＝４ｘ＋３，
求ｆ（ｘ）．

（３）２ｆ（ｘ）－ｆ（－ｘ）＝ｌｇ（ｘ＋１），ｘ∈（－１，１），求ｆ（ｘ）．
［听课记录］











　

　

　

　

　
探究３　函数解析式的求法：
（１）凑配法：由已知条件ｆ（ｇ（ｘ））＝Ｆ（ｘ），可将Ｆ（ｘ）改

写成关于ｇ（ｘ）的表达式，然后以ｘ替代ｇ（ｘ），便得ｆ（ｘ）的
表达式．

（２）待定系数法：若已知函数的类型（如一次函数、二次
函数）可用待定系数法．

（３）换元法：已知复合函数ｆ（ｇ（ｘ））的解析式，可用换元
法，此时要注意新元的取值范围．

（４）方程思想：已知关于ｆ（ｘ）与ｆ（１ｘ
）或ｆ（－ｘ）等的

表达式，可根据已知条件再构造出另外一个等式组成方程
组，通过解方程组求出ｆ（ｘ）．

思考题３　已知ｆ（ｘ）满足下列条件，分别求ｆ（ｘ）的
解析式．

（１）ｆ（槡ｘ－１）＝ｘ－２槡ｘ；
（２）设ｙ＝ｆ（ｘ）是二次函数，方程ｆ（ｘ）＝０有两个相等

实根，且ｆ′（ｘ）＝２ｘ＋２；

（３）函数ｆ（ｘ）满足方程２ｆ（ｘ）＋ｆ １（ ）ｘ ＝２ｘ，ｘ∈Ｒ且

ｘ≠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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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三　分段函数与复合函数

　　 例 ４　 （１）（２０１３· 福建文）已知 函数 ｆ（ｘ）＝

２ｘ３，ｘ＜０，

－ｔａｎｘ，０≤ｘ＜π２
烅
烄

烆
，
则ｆ（ｆ（π４

））＝　　　　．

（２）（２０１４·浙江理）设函数ｆ（ｘ）＝
ｘ２＋ｘ，ｘ＜０，

－ｘ２，ｘ≥０｛ ．
若

ｆ（ｆ（ａ））≤２，则实数ａ的取值范围是　　　　．
［听课记录］











　

　

　

　

　
探究４　分段函数、复合函数是高考热点，分段函数体

现在不同定义域的子集上，对应法则不同，因此注意选择法

则，而复合函数是把内层函数的函数值作为外层函数的自

变量，因此要注意复合函数定义域的变化．

思考题４　（１）（２０１４·江西理）已知函数ｆ（ｘ）＝

５｜ｘ｜，ｇ（ｘ）＝ａｘ２－ｘ（ａ∈Ｒ）．若ｆ［ｇ（１）］＝１，则ａ＝ （　　）

Ａ．１ Ｂ．２

Ｃ．３ Ｄ．－１

（２）已知函数ｆ（ｘ）＝
ｘ２＋２ｘ，ｘ＜０，

ｘ２－２ｘ，ｘ≥０｛ ．
若ｆ（－ａ）＋ｆ（ａ）

≤０，则实数ａ的取值范围是 （　　）

Ａ．［－１，１］ Ｂ．［－２，０］

Ｃ．［０，２］ Ｄ．［－２，２］

常用结论记心中，快速解题特轻松：

１．映射问题允许多对一，但不允许一对多！换句话说

就是允许三石一鸟，但不允许一石三鸟！

２．函数问题定义域优先！

３．抽象函数不要怕，赋值方法解决它！

４．分段函数分段算，然后并到一起保平安．
本课时主要涉及到三类题型：函数的三要素，分段函

数，函数的解析式．通过例题的讲解（有些题目直接源于教

材），一方面使学生掌握各类题型的解法；另一方面，也要教

给学生把握复习的尺度，教学大纲是高考命题的依据，而教

材是贯彻大纲的载体，研习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能力的重

要途径．
从近几年的新课标高考试题可以看到，高考试题严格

遵循教学大纲及《高考大纲》，有一定数量的试题直接源自

教材，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紧扣教材和大纲，全

面、系统地抓好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方法的

教学，对各模块的内容要注重全面，更要突出重点，对重点

内容、通解通法要讲清讲透










































．

１．已知ｆ（ｘ）＝ｋ（ｘ∈Ｒ），则ｆ（ｋ３）等于 （　　）

Ａ．ｋ３　　　　　　　　　　Ｂ．ｋ

Ｃ．
３

槡ｋ Ｄ．不确定

２．下列各图中，不可能表示函数ｙ＝ｆ（ｘ）的图像的是
（　　）

３．设ｆ，ｇ都是从Ａ 到Ａ 的映射（其中Ａ＝｛１，２，３｝），其对应

关系如下表：

ｘ　 １　 ２　 ３

ｆ　 ３　 １　 ２

ｇ　 ３　 ２　 １

则ｆ（ｇ（３））等于 （　　）

Ａ．１ Ｂ．２

Ｃ．３ Ｄ．不存在

４．已知Ａ＝｛ｘ｜ｘ＝ｎ２，ｎ∈Ｎ｝，给出下列关系式：①ｆ（ｘ）＝ｘ；

②ｆ（ｘ）＝ｘ２；③ｆ（ｘ）＝ｘ３；④ｆ（ｘ）＝ｘ４；⑤ｆ（ｘ）＝ｘ２＋１，其

中能够表示函数ｆ：Ａ→Ａ的个数是 （　　）

Ａ．２ Ｂ．３

Ｃ．４ Ｄ．５

５．（２０１５· 《高 考 调 研》原 创 题）已 知 函 数 ｆ（ｘ）＝

（１
２
）ｘ－２，ｘ≤０，

ｆ（ｘ－２）＋１，ｘ＞０
烅
烄

烆 ，
则ｆ（２　０１６）＝　　　　．

６．（２０１５·黄冈一模）如图２．１－４，已知四边形ＡＢＣＤ．若四

边形ＡＢＣＤ上的点在映射ｆ：（ｘ，ｙ）→（ｘ＋１，２ｙ）作用下

的象集为四边形Ａ１Ｂ１Ｃ１Ｄ１，且四边形Ａ１Ｂ１Ｃ１Ｄ１ 的面积

是１２，则四边形ＡＢＣＤ的面积是 （　　）

图２．１－４
Ａ．９ Ｂ．６

槡

































Ｃ．６　３ Ｄ．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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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函数

例１　设函数ｆ（ｘ）的定义域为Ｒ，对于任意实数ｘ１，ｘ２，

都有ｆ（ｘ１）＋ｆ（ｘ２）＝２ｆ（
ｘ１＋ｘ２
２

）ｆ（
ｘ１－ｘ２
２

），ｆ（π）＝－１，

则ｆ（０）＝　　　　．
【解析】　令ｘ１＝ｘ２＝π，

则ｆ（π）＋ｆ（π）＝２ｆ（π）ｆ（０），∴ｆ（０）＝１．
【答案】　１
例２　已知偶函数ｆ（ｘ），对任意的ｘ１，ｘ２∈Ｒ恒有

ｆ（ｘ１＋ｘ２）＝ｆ（ｘ１）＋ｆ（ｘ２）＋２ｘ１ｘ２＋１，则函数ｆ（ｘ）的解析

式为　　　　．
【解析】　取ｘ１＝ｘ２＝０，所以ｆ（０）＝２ｆ（０）＋１．

所以ｆ（０）＝－１．
因为ｆ［ｘ＋（－ｘ）］＝ｆ（ｘ）＋ｆ（－ｘ）＋２ｘ·（－ｘ）＋１，

又ｆ（－ｘ）＝ｆ（ｘ），所以ｆ（ｘ）＝ｘ２－１．
【答案】　ｆ（ｘ）＝ｘ２－１
【讲评】　抽象函数问题的处理一般有两种途径：

（１）看其性质符合哪类具体函数形式，用具体函数代替

抽象函数解决问题．
（２）利用特殊值代入寻求规律和解法．

检验能力的提高·见证水平的攀升

　　　　　　 完成题组层级快练（四




















）

第２课时　函数的定义域与值域

１．函数的定义域

（１）求定义域的步骤：

①写出使函数式有意义的不等式（组）；

②解不等式（组）；

③写出函数定义域．（注意用区间或集合的形式写出）

（２）基本初等函数的定义域：

①整式函数的定义域为Ｒ．

②分式函数中分母　　　　．

③偶次根式函数被开方式　　　　．

④一次函数、二次函数的定义域均为　　　　．

⑤函数ｆ（ｘ）＝ｘ０的定义域为　　　　．

⑥指数函数的定义域为　　　　．
对数函数的定义域为　　　　．

２．函数的值域

基本初等函数的值域：

（１）ｙ＝ｋｘ＋ｂ（ｋ≠０）的值域是　　　　．
（２）ｙ＝ａｘ２＋ｂｘ＋ｃ（ａ≠０）的值域是：当ａ＞０时，值域为

　　　　　　　　；当ａ＜０时，值域为　　　　　　　　．

（３）ｙ＝ｋｘ
（ｋ≠０）的值域是　　　　．

　　（４）ｙ＝ａｘ（ａ＞０且ａ≠１）的值域是　　　　．
（５）ｙ＝ｌｏｇａｘ（ａ＞０且ａ≠１）的值域是　　　　．

１．（２０１４·江西理）函数ｆ（ｘ）＝ｌｎ（ｘ２－ｘ）的定义域为
（　　）

Ａ．（０，１）　　　　　　　　Ｂ．［０，１］

Ｃ．（－∞，０）∪（１，＋∞） Ｄ．（－∞，０］∪［１，＋∞）

２．（课本习题改编）下表表示ｙ是ｘ 的函数，则函数的值域

是 （　　）

ｘ　０＜ｘ＜５　 ５≤ｘ＜１０　 １０≤ｘ＜１５　１５≤ｘ≤２０

ｙ　 ２　 ３　 ４　 ５

Ａ．［２，５］ Ｂ．Ｎ

Ｃ．（０，２０］ Ｄ．｛２，３，４，５｝

３．若函数ｙ＝ｆ（ｘ）的定义域是［０，２］，则函数ｇ（ｘ）＝ｆ
（２ｘ）
ｘ－１

的定义域是 （　　）

Ａ．［０，１］ Ｂ．［０，１）

Ｃ．［０，１）∪（１，４］ Ｄ．（０，１）

４．函数ｙ＝ｌｏｇ０．３（ｘ
２＋４ｘ＋５）的值域为　　　　．

５．函数ｙ＝ｘ
２＋ｘ＋１
ｘ＋１

的值域为　　　　




































．

题型一　函数的定义域

　 　 例 １　 （１）函 数 ｙ＝ １
ｌｏｇ０．５（ｘ－１槡 ）

的 定 义 域

为　　　　．

（２）函数ｙ＝ １
ｌｏｇａ（ｘ－１槡 ）

（ａ＞０且ａ≠１）的定义域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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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函数ｆ（ｘ）＝ ｘ＋２ｘ槡 ２

ｌｇ（｜ｘ｜－ｘ）
的定义域为　　　　．

［听课记录］










　

　

　

　

　
探究１　（１）给定函数的解析式，求函数的定义域的依

据是基本代数式的意义，如分式的分母不等于零，偶次根式
的被开方数为非负数，零指数幂的底数不为零，对数的真数
大于零且底数为不等于１的正数以及三角函数的定义等．

（２）求函数的定义域往往归结为解不等式组的问题．在
解不等式组时要细心，取交集时可借助数轴，并且要注意端
点值或边界值．

思考题１　求函数ｙ＝ ２５－ｘ槡 ２＋ｌｇｃｏｓｘ 的定
义域．

例２　（１）若函数ｆ（ｘ）的定义域为［０，１］，求ｆ（２ｘ－１）
的定义域．

（２）若函数ｆ（２ｘ－１）的定义域为［０，１］，求ｆ（ｘ）的定
义域．

［听课记录］










　

　

　

　

　
探究２　（１）若已知ｙ＝ｆ（ｘ）的定义域为［ａ，ｂ］，则ｙ＝

ｆ［ｇ（ｘ）］的定义域由ａ≤ｇ（ｘ）≤ｂ，解出．
（２）若已知ｙ＝ｆ［ｇ（ｘ）］的定义域为［ａ，ｂ］，则ｙ＝ｆ（ｘ）

的定义域即为ｇ（ｘ）的值域．

思考题２　（１）（２０１３·大纲全国理）已知函数ｆ（ｘ）
的定义域为（－１，０），则函数ｆ（２ｘ＋１）的定义域为

　　　　．
（２）若函数ｆ（２ｘ）的定义域是［－１，１］，求ｆ（ｌｏｇ２ｘ）的定

义域．

题型二　函数的值域

　　例３　求下列函数的值域：

（１）ｙ＝１－ｘ
２

１＋ｘ２
；

（２）ｙ＝ －２ｘ２＋ｘ槡 ＋３；

（３）ｙ＝ｘ＋１ｘ＋１
；

（４）ｙ＝ｘ－ １－２槡 ｘ；

（５）ｙ＝ｘ＋ ４－ｘ槡 ２；
（６）ｙ＝｜ｘ＋１｜＋｜ｘ－２｜．
［听课记录］











　

　

　

　

　
探究３　求函数值域的一般方法有：

①分离常数法；②反解法；③配方法；④不等式法；⑤单
调性法；⑥换元法；⑦数形结合法；⑧导数法．

思考题３　（１）下列函数中，值域为（０，＋∞）的是
（　　）

Ａ．ｙ＝ｘ２－ｘ＋１　　　　　Ｂ．ｙ＝ｘ＋１ｘ
（ｘ＞０）

Ｃ．ｙ＝ｅｓｉｎｘ　 Ｄ．ｙ＝（ｘ＋１）－
２
３

（２）函数ｙ＝ ｘ
２＋３
ｘ２槡 ＋２

的值域为　　　　．

求函数的值域与最值没有通性通法，只能根据函数解
析式的结构特征来选择对应的方法求解，因此，对函数解析
式结构特征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常见函数解析式的结构
模型与对应求解方法可归纳为：

１．二次函数ｙ＝ａｘ２＋ｂｘ＋ｃ（ａ≠０）及二次型函数ｙ＝
ａ［ｆ（ｘ）］２＋ｂ［ｆ（ｘ）］＋ｃ（ａ≠０）可用换元法．

２．形如ｙ＝
ａ１ｘ

２＋ｂ１ｘ＋ｃ１
ａ２ｘ

２＋ｂ２ｘ＋ｃ２
（其中ａ１，ａ２ 不全为０且ａ２ｘ

２

＋ｂ２ｘ＋ｃ２≠０）的函数可用判别式法．

３．形如ｙ＝ａｘ＋ｂ± ｃｘ＋槡 ｄ（ａ，ｂ，ｃ，ｄ为常数，ａｃ≠０）的
函数，可用换元法或配方法．

４．形如ｙ＝ａｘ＋ｂｃｘ＋ｄ
（ｃ≠０）或ｙ＝２

ｘ－１
２ｘ＋１

或ｙ＝ｓｉｎｘ－１ｓｉｎｘ＋２
的

函数，可用反函数法或分离常数法．

５．形如ｙ＝ｘ＋ｋｘ
（ｋ＞０，ｘ＞０）的函数可用图像法或均

值不等式法．
６．对于分段函数或含有绝对值符号的函数（如ｙ＝｜ｘ－

１｜＋｜ｘ＋４｜）可用分段求值域（最值）或数形结合法．
７．定义在闭区间上的连续函数可用导数法求函数的最

值，其解题程序为第一步求导，第二步求出极值及端点函数
值，第三步求最大、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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