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推荐目录》推荐教辅图书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纶学典: RJ 版．精讲精练．数学．1－1: 选修 / 李朝东

主编．－－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544－0161－3

Ⅰ． ①经… Ⅱ． ①李… Ⅲ． ①中学数学课—高中—
教学参考资料 Ⅳ． ① G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4504 号

李朝东主编

精讲精练———数学 选修 1－1( 人教版) 陈常洪编写

责任编辑 孙 莹 王 宁

封面设计 杭永鸿

责任印制 殷 戈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 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锦绣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 /16 印 张 11．5 字 数 17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 宁) 0011320 印 数 3081 册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4－0161－3 /G·2027

定 价 13．59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书书

!"

摇 摇 !"#$%摇 摇

!"#$%：

&’！()&*+《,-./·0102》！

3456789:;<，=>&?@*+A:#BCD(E，FGHIJKLM。!"#$%&’

()*+，,-./0)12，.345678)9*。

$

%

N

O

P摇 Q R摇 S TUVW

XY.Z [\K]

^_‘a
（Ｈ）： （Ｏ）：

bc： Ｅ － ｍａｉｌ：

A : d e .f gA Vh

&iA:jk#lm：

１ nop.：

qr 摇 摇 摇 5qr

２ stuv：

5wxy 摇 摇 z’

{|xy

３ }~��：

� 摇 摇 z’ 摇 摇 ~

４ /���：

�� 摇 摇 5��

５ 7��2：

~ 摇 摇 �v 摇 摇 �

&iA:B��a#lm：

１ jk��：

{� 摇 �� 摇 {摇 �

２ ��：

{� 摇 z’ 摇 {摇 �

３ ga：

�� 摇 �� 摇 5��

４ ��：

�� 摇 �� 摇 5��

&#���3：

１ &��A:#��：

�摇 摇   摇 ¡¢£¤

¥¦�� 摇 .Z§���

¨©�� 摇 ª.£¤

２ &��A:#«r¬（®�

¯）：

� °± 摇 ²³�a

´摇 摇 µ 摇 9:m¶

���· 摇 :摇 摇 Q

&iA:#¸¹º»：

摇
:;’<：ｗｗｗ． ｊｉｎｇｌｕｎ． ｃｎ

=>?@：ABCDEFGHIJK（ABLMN １６ － ０２＃>O）摇 摇 摇 摇 PQ：２１００１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第一章 常用逻辑用语

1．1 命题及其关系 001…………………………………………………………………………………………………

1．1．1 命题 001……………………………………………………………………………………………………

1．1．2 四种命题 005………………………………………………………………………………………………

1．1．3 四种命题间的相互关系 009………………………………………………………………………………

1．2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012…………………………………………………………………………………………

1．2．1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012…………………………………………………………………………………

1．2．2 充要条件 015………………………………………………………………………………………………

1. 3 简单的逻辑联结词 018……………………………………………………………………………………………

1．3．1 且( and) 018………………………………………………………………………………………………

1．3．2 或( or) 021…………………………………………………………………………………………………

1．3．3 非( not) 024…………………………………………………………………………………………………

1. 4 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027…………………………………………………………………………………………

1．4．1 全称量词 027………………………………………………………………………………………………

1．4．2 存在量词 027………………………………………………………………………………………………

1．4．3 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的否定 031…………………………………………………………………………

单元知识整合 034………………………………………………………………………………………………………

第二章 圆锥曲线与方程

2．1 椭圆 038……………………………………………………………………………………………………………

2．1．1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 038……………………………………………………………………………………

2．1．2 椭圆的简单几何性质 042…………………………………………………………………………………

第一课时 椭圆的简单几何性质 042………………………………………………………………………

第二课时 椭圆的方程及其性质的应用 045………………………………………………………………



2．2 双曲线 049…………………………………………………………………………………………………………

2．2．1 双曲线及其标准方程 049…………………………………………………………………………………

2．2．2 双曲线的简单几何性质 052………………………………………………………………………………

2．3 抛物线 056…………………………………………………………………………………………………………

2．3．1 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 056…………………………………………………………………………………

2．3．2 抛物线的简单几何性质 060………………………………………………………………………………

第一课时 抛物线的简单几何性质 060……………………………………………………………………

第二课时 抛物线的方程及其性质的应用 063……………………………………………………………

单元知识整合 066………………………………………………………………………………………………………

第三章 导数及其应用

3．1 变化率与导数 072…………………………………………………………………………………………………

3．1．1 变化率问题 072……………………………………………………………………………………………

3．1．2 导数的概念 075……………………………………………………………………………………………

3．1．3 导数的几何意义 078………………………………………………………………………………………

3．2 导数的计算 081……………………………………………………………………………………………………

3．2．1 几个常用函数的导数 081…………………………………………………………………………………

3．2．2 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及导数的运算法则 084………………………………………………………

3．3 导数在研究函数中的应用 088……………………………………………………………………………………

3．3．1 函数的单调性与导数 088…………………………………………………………………………………

3．3．2 函数的极值与导数 091……………………………………………………………………………………

3．3．3 函数的最大( 小) 值与导数 094……………………………………………………………………………

3．4 生活中的优化问题举例 098………………………………………………………………………………………

单元知识整合 102………………………………………………………………………………………………………

《巩固训练》 《单元测试卷》 《答案解析》单独成册



书书书

Di Yi Zhɑng

第一章

第一章 常用逻辑用语

1．1 命题及其关系

1．1．1 命 题

课标导学

课标要求

1. 能初步理解命题的概念及命题的构成．

2. 会判断一个语句是否是命题．

3. 能够指出一个命题的条件和结论．

4. 会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













重难点提示

1. 重点: 命题概念的理解及真假命题

的判断．

2. 难点: 正确地把一个命题改写成“若 p，则

q”的形成．

基础梳理

1. 命题

一般地，在数学中我们把用语言、符号或式

子表达的，可以判断 的 句叫

做命题．

2. 命题的分类

判断为 的命题叫做真命题; 判断为













的命题叫做假命题．

3. 命题的基本形式

在数学中，“若 p，则 q”是命题的基本形式，其中 p

叫做命题的 ，q 叫做命题的 ．

典 型 例 题

题型一 命题的判断———定义法

方法规律 判断一个语句是否为命题的步骤:

( 1) 判断是否为陈述句，只有陈述句才有可能是命

题，而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都不是命题．

( 2) 是否能够判断真假．

例题 1 给出下列语句:

①垂直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平行吗?

②一个数不是正数就是负数;

③若 x，y 都是无理数，则 x+y 也是无理数;

④请把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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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若直线 l 不在平面 α 内，则直线 l 与平面 α 平行．

其中是命题的是 ．

听课记录

总 结 对于“命题的判断”，这一类题常用的方法是

利用命题的定义进行判断．另外需注意的是容易把假

命题误认为不是命题．

变式训练 1 试判断下列语句，哪些是命题，哪些不是

命题．

①二次函数的抛物线太美了!

②一个数的平方根有两个，它们互为相反数;

③读完试卷后，请完成前面 3 道题;

④x2－3x－2= 0;

⑤当 x= 4 时，2x+1＞0;

⑥4 是集合{ 1，3，5，7} 的元素．

题型二 命题真假的判断

方法规律 判断命题真假的方法:

( 1) 根据学过的定义、公理、定理、性质直接判断命题

的真假．

( 2) 判断一个命题为假命题，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即可

( 即举反例法) ，而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命题，一般

要进行严格的逻辑推证，根据已知的条件得出正

确的结论，即通过正确地推理所得到的命题是真

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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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2 下面有五个命题:

①函数 y=sin4 x－cos4 x 的最小正周期是 π;

②终边在 y 轴上的角的集合是 α α=
kπ
2
，k∈Z{ } ;

③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函数 y = sin x 的图象和

函数 y= x 的图象有三个公共点;

④把函数 y = 3sin 2x+π
3( ) 的图象向右平移

π
6 个单位

长度，得到函数 y= 3sin 2x 的图象;

⑤函数 y= 3sin x－π
2( ) 在［0，π］上是减函数．

其中真命题的序号是 ． ( 写出所有真命题的

序号)

听课记录

总 结 命题真假性的判断，对真命题的判断需严格

推证，对假命题只需举一个反例即可，解决这类问题的

难点是对相关知识的正确理解与掌握．如本题中掌握三

角函数知识是解本题的关键．

变式训练 2 已知直线 m，n，平面 α，β，给出下列命题:

①若 m⊥α，n⊥β，且 m⊥n，则 α⊥β;

②若 m∥α，n∥β，且 m∥n，则 α∥β;

③若 m⊥α，n∥β，且 m∥n，则 α⊥β;

④若 m⊥α，n∥β，且 m∥n，则 α∥β．

其中正确的命题是 ( )

A. ①③ B. ②④ C. ③④ D. ①

题型三 命题的结构形式

方法规律 把一个命题改写成“若 p，则 q”的形式应注

意:①确定命题的条件和结论，若条件和结论不明显

要补充完整;②命题中有大前提时，大前提不参与改

写;③改写时写法不唯一;④改写前后的真假性不变．

例题 3 把下列命题改写成“若 p，则 q”的形式．

( 1) 末位是 0 的整数，可以被 5 整除;

( 2) 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到这条线段两个端点的

距离相等;

( 3) 等式两边都乘以同一个数，所得结果仍是等式;

( 4) 到圆心的距离不等于半径的直线不是圆的切线;

( 5) 已知 x，y 为正整数，当 y= x+1 时，y= 3，x= 2;

( 6) 实数的平方是正数．

听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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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①解此类问题的关键就是分清命题的条件

和结论，对条件和结论不明显的命题应认真加以分

析，再改写成“若 p，则 q”或“如果 p，那么 q”或“只要

p，就有 q”的形式．②如果命题中含有大前提，不能把

它写在条件中，应写在前面，仍作为命题的大前提，如

本例( 5) ; 当有些命题用文字语言不易表达时可改用

数学语言来表述，如本例( 6) 可改写为“若 a∈R，则

a2＞0”．

变式训练 3 把下列命题改写成“若 p，则 q”的形式，并

指出条件与结论:

( 1) 等边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相等;

( 2) 当 a＜0 时，函数 y = ax+b 的值随着 x 的值的增加

而增加;

( 3) 菱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























随 堂 演 练

下列语句中不是命题的是 ( )

A.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B. 三角形内角和为 180°

C. 小明是高中生

D. 连接 A、B 两点

若 M、N 是两个集合，则下列命题中为真命题的是

( )

A. 如果 MN，那么 M∩N=M

B. 如果 M∩N=N，那么 MN

C. 如果 MN，那么 M∪N=M

D. 如果 M∪N=N，那么 NN

命题“函数 y = 2x+1 是增函数”的条件是“

”，结论是“ ”．

有下列命题:

①若 a⊥b，则 a·b= 0;

②若 | a | = | b |，则 a=b;

③若 ac2＞bc2，则 a＞b;

④x2+1＞0( x∈R) ;

⑤22 340 能被 3 或 5 整除;

⑥不存在 x∈R，使得 x2+x+1＜0．

其中假命题有 ．

将下列命题改写成“若 p，则 q”的形式并判断

真假．

( 1) 能被 6 整除的数一定能被 3 整除;

( 2) 二次函数的图象一定是抛物线;

( 3) 等底等高的两个三角形是全等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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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四 种 命 题

课标导学

课标要求

1. 了解原命题的逆命题、否命题和逆否命题的定

义，会写出一个命题的逆命题、否命题和逆否命题．

2. 能够判断四种命题的真假．











重难点提示

1. 重点: 了解四种命题的定义．

2. 难点: 判断四种命题的真假和对一些常

见词语的否定的正确应用．

基础梳理

1. 逆命题

一般地，对于两个命题，如果一个命题的条

件和结论分别是另一个命题的 和

，那么我们把这样的两个命题叫做互逆命

题．其中一个命题叫做原命题，另一个叫做原命

题的 ．即原命题为“若 p，则 q”，那么它

的逆命题为“ ”．

2. 否命题

对于两个命题，如果其中一个命题的条件

和结论恰好是另一个命题的 和

，那么我们把这























样的两个命题叫做互否命题．其中的一个命题叫做原命

题，另一个叫做的原命题的 ．即原命题为“若

p，则 q”，那么它的否命题为“ ”．

3. 逆否命题

对于两个命题，如果其中一个命题的 恰好

是另一个命题的 ，那么我们把

这样的两个命题叫做互为逆否命题．如果把其中的一个

命题叫做原命题，那么另一个叫做原命题的 ．

即原命题为“若 p，则 q”，那么它的逆否命题为

“ ”．

典 型 例 题

题型一 互逆命题真假的判断

方法规律 ( 1) 首先确定原命题的条件和结论; 其次将

原命题的条件和结论交换得到原命题的逆命题．

( 2) 由命题的条件推出结论，则命题为真，否则为假．

( 3) 逆命题的真假判断还可利用原命题判断: 由原命

题的结论推出条件，则逆命题为真，否则为假．

例题 1 写出下列命题的逆命题，并判断原命题和逆

命题的真假．

( 1) 当 x= 2 时，x2+x－6= 0;

( 2) 在△ABC 中，若 sin A=sin B，则 A=B;

( 3) 正数的立方根不等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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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记录

总 结 ( 1) 原命题为真时，它的逆命题可能为真也

可能为假，即逆命题的真假与原命题的真假没

有关系．

( 2) 解此类题时一定要分清原命题的条件和结

论，若不易区分时，则可先改写为“若 p，则 q”的形式．

变式训练 1 写出下列命题的逆命题，并判断逆命题的

真假．

( 1) 若 a＞b，则 am2＞bm2 ;

( 2) 当 q＜1 时，方程 x2+2x+q= 0 有实根;

( 3) 相似三角形是全等三角形．

题型二 互否命题真假的判断

方法规律 ( 1) 写出一个命题的否命题的步骤:

①首先找出原命题的条件和结论;

②对原命题的条件和结论进行否定，作为新命题的

条件和结论;

③所得新命题即为原命题的否命题．

( 2) 一些常见词语的否定形式:

原词语 等于( = ) 大于( ＞) 小于( ＜) 是 都是
至多

有一个

否定词语
不等于

( ≠)
不大于

( ≤)
不小于

( ≥)
不是 不都是

至少

有两个

原词语 至多有 n 个 至少有一个 任意的 能 p 或 q

否定词语 至少有( n+1) 个 一个也没有 某个 不能 瓙 p 且瓙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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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2 把下列命题改写成“若 p，则 q”的形式，再写

出它的否命题，并判断命题的真假．

( 1) 正 n 边形( n≥3) 的 n 个内角全相等;

( 2) 当 k＞0 时，函数 y= kx+b 是增函数;

( 3) 零的平方等于零;

( 4) 垂直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平行．

听课记录

总 结 ( 1) 写出一个命题的否命题时关键是弄清命

题的条件和结论．当条件和结论不明显时可先化为

“若 p，则 q”的形式．

( 2) 写否命题时要将原命题的条件和结论都否

定，常出现的一类错误是只否定结论．

变式训练 2 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命题，并判断否命题的

真假．

( 1) 若 A∪B=B，则 AB;

( 2) 正弦函数是周期函数．

题型三 互为逆否命题的真假判断

方法规律 逆否命题的几种写法:

( 1) 定义法: 根据逆否命题的定义写出．

( 2) 先写出原命题的逆命题，再写出逆命题的否命题．

( 3) 先写出原命题的否命题，再写出否命题的逆命题．

例题 3 写出下列命题的逆否命题，并判断命题的

真假．

( 1) 若 a＞b，则 a2＞b2 ;

( 2) 若 ab
是无理数，则 a，b 是无理数;

( 3) 若 x+y 是有理数，叫 x，y 都是有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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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记录 变式训练 3 写出下列命题的逆命题、否命题和逆否

命题．

( 1) 若 a2+b2 = 0，则 a，b 都为 0;

( 2) 若 m≤0，n≤0，则 m+n≤0;

( 3) 已知 f( x) 是 R 上的减函数，若 a+b≥0( a，b∈R) ，

则 f( a) +f( b) ≥f( －a) +f( －b) ．
































随 堂 演 练

“若 x2＞1，则 x＞1”的否命题是 ( )

A. 若 x2 ＜ 1，则 x＜1 B. 若 x2 ＞ 1，则 x

≤1

C. 若 x2≤1，则 x≤1 D. 若 x2 ＞ 1，则 x

≤1

命题“两条对角线相等的四边形是矩形”是命题

“矩形是两条对角形相等的四边形”的 ( )

A. 逆命题 B. 否命题

C. 逆否命题 D. 以上都不对

命题“若 x＞－1，则 x＞－3”的逆否命题是“

”，是 ( 填“真”或“假”) 命题．

已知下列两个命题:

命题①: 若 a≤5，则 a≤1;

命题②: 若 a＞5，则 a＞1．

则命题①与命题②是一对 命题，其中命

题 ( 填序号) 是假命题．

若 a，b，c∈R，写出命题“若 ac≤0，则方程 ax2+bx+

c= 0 有两个实根”的逆命题、否命题和逆否命题，

并判断其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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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1．3 四种命题间的相互关系

课标导学

课标要求

1. 理解并掌握四种命题的相互关系．

2. 掌握四种命题真假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3. 初步掌握通过判断一个命题的逆否命题为真

命题来间接判断原命题为真命题的方法．













重难点提示

1. 重点:①理解四种命题的关系;

②掌握四种命题的真假关系及判定．

2. 难点: 等价命题的应用．

基础梳理

1. 四种命题间的关系

原命题的逆命题和原命题的 是一

对互为逆否命题．

原命题的否命题和原命题的逆否命题是一对

命题．













原命题的逆命题与原命题的 是一对互否

命题．

2. 等价命题

互为逆否命题也称 ，若两个命题互为逆否

命题，它们有 的真假性; 若两个命题为互逆命

题或互否命题，它们的真假性 ．

典 型 例 题

题型一 四种命题间的关系

方法规律 ( 1) 四种命题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 2) 命题之间相互关系的判断

①利用命题的结构形式判断．

②利用四种命题的关系图判断．

例题 1 若命题 a 的否命题与命题 b 的逆否命题是一

对互逆命题，则 a，b 的关系是 ( )

A. 互否命题 B. 互逆命题

C. 同一命题 D. 互为逆否命题

听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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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四种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类题通常有以

下两种判断方法: 一种是根据互逆命题、互否命题和

互为逆否命题的定义判断; 另一种是根据四种命题的

关系图来判断．

变式训练 1 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A. “若 p，则 q”与“若 q，则 p”是互逆命题

B. “若瓙 p，则瓙 q”与“若 q，则 p”是互否命题

C. “若瓙 p，则瓙 q”与“若 p，则 q”是互否命题

D. “若瓙 q，则瓙 p”与“若 p，则 q”是互为逆否命题

题型二 四种命题的真假关系

方法规律 ( 1) 判断四种命题的真假可以利用它们的

真假性关系:①互为逆命题、互为否命题的两个命

题的真假性没有必然联系; ②原命题与逆否命题

等价，逆命题与否命题等价，它们同真同假．

( 2) 当直接判断一个命题的真假有困难时，可转而判

断它的逆否命题的真假．

例题 2 给出以下四个命题:

①若 ab≤0，则 a≤0 或 b≤0;②若 a＞b，则 am2 ＞bm2 ;

③在△ABC 中，若 sin A＞sin B，则 A＞B;④在一元二次

方程 ax2+bx+c = 0 中，若 b2 －4ac＜0，则方程有实数根．

其中原命题、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都是真命题的是

( )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听课记录

总 结 判断四种命题的真假性需注意:

①根据互为逆否命题的等价性，只需判断两个命

题即可，如判断原命题和逆命题，通过原命题和逆命

题的真假可判断逆否命题及否命题的真假．

②当直接判断一个命题的真假有困难时，可转而

判断它的逆否命题的真假．

变式训练 2 判断下列命题的真假，并写出它们的逆命

题、否命题和逆否命题，同时，判断这些命题的真假．

( 1) 已知 a，b，c，d 是实数，若 a+b≠c+d，则 a≠c 或 b

≠d;

( 2) 当 x＞0 时，log2( x
2+3x+2) ＞1．

题型三 等价命题的应用

方法规律 等价转化法———等价命题的应用

( 1) 当证明一个命题的真假较困难时，利用等价命题

同真同假的性质，可转化为证明它的逆否命题的

真假，这种证题方法叫等价转化法．

( 2) 在写出一个命题的其他三种形式时，可使用等价

转化法，用它的逆否命题的真假来验证写的是否

正确．

例题 3 已知函数 f( x) 在( －∞，+∞ ) 上是增函数，a，b

∈R，有命题“若 a+b≥0，则 f( a) +f( b) ≥f( －a) +f( －

b) ”．

( 1) 写出它的逆命题，判断其真假，并证明你的结论;

( 2 ) 写出它的逆否命题，判断其真假，并证明你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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