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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

在学习的过程中，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

———当老师布置了一些预习的内容之后，勤奋好学的你捧起课本便看了

起来，可由于教材内容的高度概括性，有些知识你难以理解。

———课堂上你感觉已经听得很明白了的一些内容，课后你在巩固与迁移

运用时，有些知识却怎么也不听调遣。

———因为课堂内容的不断增加，你所学知识容易零散化，善于学习的你

想系统地归纳所学内容，但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刚刚学过的知识需要及时巩固，但浩如烟海的练习缺乏针对性，很

少有与教材内容完全同步的习题，更少有切合你的学习需求的辅助资料。

这些时候，你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位“导师”和“帮手”，给你指点迷津、解惑

答疑，帮你归纳要点或梳理知识、总结方法啊……

随着高中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高中学生迫切需要从被动接受向主动

学习转变。宁夏育才中学经过近十年的研究与实践，针对较为特殊的生源特

点，借助“学生发展指导”课题的深入开展，在学生学习指导方面积累了宝贵

的成功经验，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满足我校学生学习的实际

需求，我们本着“授人以渔”的原则，特意为同学们编写了《育才学案》系列

丛书。

丛书遵循“学生在学习中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的基本思路，在课

标解读、目标导航、探索研究、要点归纳、基础巩固、好题推荐、拓展提高等诸

多方面，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习题模式，努力成为一种学习资源汇编和学习

方法指引相结合的综合性较强的辅助资料。

这是一套你自己能够看得懂、学得会，能用于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适合

自学和训练巩固的教材辅导书，是为你的学习精心构筑的一个互动平台，有

了它，相信你的诸多学习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天道酬勤，汗水凝金。”真诚地希望本丛书能成为你学习的良师益友，

帮助你解答学习中的疑难问题，点燃你的学习热情，激发你的学习动力，为你

的持续进步助力。

杨 静

二茵一五年八月

编
者
寄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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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空间几何体

1.1 空间几何体的结构

1.1.1 柱、锥、台、球的结构特征

第 1课时 棱柱、棱锥、棱台的结构特征

学习目标

1. 了解空间几何体的分类及相关概念.
2. 了解棱柱、棱锥、棱台的定义，知道这三种几何体的结构特征，能够识别和区分这些几何体.
预习检测

1. 空间几何体.
概 念 定 义

空间几何体
在我们周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物体，它们都占据着空间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些物体的 和

而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由这些物体抽象出来的空间图形就叫做空间几何体

多面体
一般地，我们把由若干个 围成的几何体叫做多面体，围成多面体的各个多边形叫做多面体的 ，

相邻两个面的 叫做多面体的棱，棱与棱的 叫做多面体的顶点

旋转体
我们把由一个平面图形绕它所在平面内的一条定 旋转所形成的 叫做旋转体，这条定直线叫

做旋转体的

2. 棱柱.

A 忆
E忆

B忆
C忆

D忆

E D

CA
B 顶点

侧面

侧棱
底面

定 义
一般地，有两个面互相 ，其余各面都是 ，并且每 两个公共边都互相 ，由这些

面围成的 叫做棱柱

有关概念
棱柱中两个互相 的面叫做棱柱的底面，简称底；其余各面叫做棱柱的侧面，相邻侧面的 叫做

棱柱的侧棱，侧棱与底面的 叫做棱柱的顶点

分 类 按底面多边形的 分为三棱柱，四棱柱，五棱柱等

图 形

表示法 用表示底面的各顶点的 表示棱柱，如上图中的棱柱可记为棱柱 ABCDE-A 忆B忆C忆D忆E忆

1



育才学案 高中数学·必修 2（人教版）

3. 棱锥.
定 义 一般地，有一个面是 ，其余各面都是 的三角形，由这些面所围成的多面体叫做棱锥

有关概念
多边形面叫做棱锥的底面；有 的各个三角形面叫做棱锥的侧面；各侧面的 叫做棱锥的顶点；相邻

侧面的 叫做棱锥的侧棱

分 类 按底面多边形的 分为三棱锥，四棱锥，五棱锥等；其中三棱锥又叫做

图 形

表示法 用表示顶点和底面的各顶点的 表示，如上图中的棱锥可记为

S

D

A B

C

顶点

侧面

侧棱

底面

4. 棱台.
定 义 用一个 棱锥底面的平面去截棱锥， 和 之间的部分叫做棱台

有关概念
原棱锥的底面和截面分别叫做棱台的 和 ；其他各面叫做棱台的 ；

相邻侧面的 叫做棱台的侧棱；底面与 的公共顶点叫做棱台的顶点

分 类 按底面多边形的 分为三棱台，四棱台，五棱台等

图 形

表示法 用表示底面各顶点的 表示棱台，如上图中的棱台可记为

S

A 忆 B忆
C忆

D C

BA

上底面
侧面

下底面

D忆

典例剖析

题型一：对多面体的识别与判断

例 1：根据下列关于多面体的描述，说出多面体的名称.
（1）由 6个平行四边形围成的多面体；
（2）由 7个面围成，其中一个面是六边形，其余六个面都是有一个公共顶点的三角形.
解：（1）只有棱柱的侧面是平行四边形，因此它是四棱柱
（2）侧面为三角形的多面体只有棱锥，因此它是六棱锥
点拨：识别和判断多面体时，要结合棱柱、棱锥、棱台的结构特征来确定，判断时要充分发挥空间想象力，必

要时做出几何模型进行判断.
变式 1：由 5个面围成的多面体，其中上、下两个面是相似三角形，其余三个面都是梯形，并且这些梯形的腰

延长后能交于一点，则该多面体是 .

2



题型二：棱柱的概念辨析

例2：讨论“有两个面平行，其余各面都是平行四边形的几何体是否是棱柱”.
解：棱柱的三个特征缺一不可（1）有两个面平行；（2）其余各面都是平行四边

形；（3）这些平行四边形面中，每相邻两个面的公共边互相平行.反例如图所示.
点拨：棱柱的定义中的“每相邻两个面的公共边互相平行”不可忽视.
变式 2：有两个面平行的多面体不可能是（ ）.

A. 棱柱 B. 棱锥
C. 棱台 D. 以上都不正确

限时训练 （时间：40分钟）
1. 棱柱的侧棱（ ）.

A. 相交于一点 B. 平行但不相等
C. 平行且相等 D. 可能平行也可能相交于一点

2. 八棱锥的侧面个数是（ ）.
A. 8 B. 9 C. 10 D. 11

3. 棱台不一定具有的性质是（ ）.
A. 两底面相似 B. 侧面都是梯形
C. 侧棱都相等 D. 侧棱延长后都交于一点

4. 用一个平面去截四棱锥，不可能得到（ ）.
A. 棱锥 B. 棱柱 C. 棱台 D. 四面体

5. 以三棱台的顶点为三棱锥的顶点，这样可以把一个三棱台分成三棱锥的个
数为（ ）.

A. 1 B. 2
C. 3 D. 4

6. 由五个面围成的多面体，其中上、下两个面是相似三角形，其余三个面都是梯形，并且这些梯形的腰延长
后能相交于一点，则该多面体是（ ）.

A. 三棱柱 B. 三棱台 C. 三棱锥 D. 四棱锥
7.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棱柱中两个互相平行的平面一定是棱柱的底面
B. 棱柱的面中，至少有两个面互相平行
C. 棱柱中一条侧棱的长叫棱柱的高
D. 棱柱的侧面是平行四边形，但它的底面一定不是平行四边形

8. 如图所示的几何体中，是棱柱的为 （填图序号）.

图（5）图（1） 图（2） 图（3） 图（4）

A 1

A

C1

B1

B

C

第一章 空间几何体

3



育才学案 高中数学·必修 2（人教版）

9. 从长方体的一个顶点出发的三条棱上各取一点 E，F，G，过此三点作长方体的截面，那么截去的几何体是
.

10. 一个棱柱有 10个顶点，所有的侧棱长的和为 60 cm，则每条侧棱长为 cm.
11. 用 12根火柴能组成 5个正方形吗？能组成 6个正方形吗？

尝试高考 &能力检测
按下列条件分割如图所示的三棱台 ABC-A 1B1C1（不需要画图，各写出一种分割方法即可）.
（1）一个三棱锥和一个四棱锥；
（2）三个三棱锥.

第 2课时 圆柱、圆锥、圆台、球的结构特征及简单组合体的结构特征

学习目标

1. 了解圆柱、圆锥、圆台、球的定义，知道这四种几何体的结构特征，能够识别和区分这些几何体.
2. 了解柱体、锥体、台体之间的关系.
3. 了解简单几何体的概念和基本形式；会用柱、锥、台、球的结构特征描述简单几何体的结构特征.
预习检测

1. 圆柱.
定 义 以 的一边所在直线为旋转轴，其余三边旋转形成的面所围成的 叫做圆柱

有关概念
旋转轴叫做圆柱的 ；垂直于轴的边旋转而成的 叫做圆柱的底面； 于轴的边旋转而成

的曲面叫做圆柱的侧面；无论旋转到什么位置， 于轴的边都叫做圆柱侧面的母线

规 定 和 统称为柱体

图 形

表示法 用表示它轴的字母，如上图中的圆柱可记为圆柱

母线

O忆
B忆

A 忆

A O
B

轴

侧面

底面

A 员 B员

C员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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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圆锥.
定 义 以 三角形的一条 所在直线为旋转轴，其余两边旋转形成的面所围成的旋转体叫做圆锥

图 形

规 定 和 统称为锥体

有关概念
如上图所示，轴为 ，底面为 ，SA 为母线，另外，S叫做圆锥的 ，OA 叫做底面圆 O的

表示法 圆锥用表示它的 的字母表示，如上图中的圆锥可记为圆锥

侧面

顶点

轴
母线

底面A O
B

S

3. 圆台.
定 义 用平行于 底面的平面去截圆锥， 和 之间的部分叫做圆台

图 形

规 定 与 统称为台体

有关概念
原圆锥的底面和截面分别叫做圆台的 和 ；圆台也有轴， ，母线，如上图所示，轴

为 ，AA 忆为母线
表示法 用表示轴的 表示，如上图中的圆台可记为圆台

S

A O
B

A 忆 O忆
B忆 上底面侧面 高、轴

下底面

4. 球.

轴

半径

球心

直径

A

B

O

C

定 义 以半圆的 所在的直线为旋转轴，半圆面旋转 形成的旋转体叫做球体，简称球

有关概念 半圆的 叫做球的球心；半圆的 叫做球的半径；半圆的 叫做球的直径

图 形

表示法 球常用表示 的字母表示，如上图中球可记作球

5. 简单组合体.
（1）概念：由 组合而成的几何体叫做简单几何体，常见的简单组合体大多是由具有柱、锥、台、

球等几何体的结构特征的物体组成的.

第一章 空间几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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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学案 高中数学·必修 2（人教版）

（2）基本形式：一种是由简单几何体 而成，另一种是由简单几何体 或 一

部分而成.
典例剖析

题型一：判断旋转体的形状

例 1：一个有 30度角的直角三角板绕其各条边所在直线旋转 360度所得几何体是圆锥吗？如果以斜边上的
高所在直线为轴旋转 180度得到什么几何体？

解：如图（1）和（2）所示，绕其直角边所在直线旋转 360度所得的几何体是圆锥，如图（3）所示，绕其斜边所
在直线旋转 360度所得的几何体是两个同底相对的圆锥，如图（4）所示，绕其斜边上的高所在直线旋转 180度
所得的几何体是两个半圆锥.

30毅
30毅30毅 30毅

图（4）图（1） 图（2） 图（3）

点拨：判断旋转体形状的步骤：（1）明确旋转轴 l；（2）确定平面图形中各边与 l的位置关系；（3）依据圆柱，圆
锥，圆台的定义来确定形状.

变式 1：正方形绕其一条对角线所在直线旋转一周所得几何体是什么？

题型二：有关几何体的计算问题

例 2：如图所示，用一个平行于 SO底面的平面截这个圆锥，截得圆台上下底面的面
积之比为 1颐16，截去的圆锥的母线是 3 cm，求圆台 O忆O的母线长.

解：设圆台的母线长为 l cm，由截得圆台上下底面的面积之比为 1颐16，可设截得圆
台上下底面的半径长分别为 r cm，4r cm，

过轴 SO作圆锥 SO的截面，如图所示
则吟SO忆A 忆易吟SOA，SA 忆=3 cm
r

4r
= 3

3+l
= 1

4 ，解得：l=9
故圆台 O忆O的母线长为 9 cm.
点拨：用平行于底面的平面去截柱、锥、台等几何体，注意抓住截面的性质（与底面

全等或相似），并结合旋转体中的经过旋转轴的截面的性质，利用相似三角形中的相似

比，以构设相关几何变量的方程组而得解.
变式 2：一个圆台的母线长为 12 cm ，两底面面积分别为 4仔 cm2和 25仔 cm2，求：

O忆

O

S

S

A 忆B忆
O忆

A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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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圆台的高；（2）截得此圆台的圆锥的母线长.

题型三：确定旋转体的结构特征

例 3：如图（1）（2）所示，绕虚线旋转一周后形成的旋转体是由哪些简单的组合体组成的.
解：如图（1）是由一个圆柱和两个圆台构成；图（2）是由一个圆锥，一个圆柱及一个圆台中挖去圆锥组成的

图（1） 图（2）

O1
O2

O3

O4

O1
O2

O3

O4O5
图（1） 图（2）

点拨：解决不规则的平面图形绕轴旋转的问题时，要先在原平面图形中作适当的辅助线，再根据圆柱，圆

锥，圆台的特征进行判断.
变式 3：如图，将阴影部分图形绕图示直线 l旋转一周，请说出所得几何体的结构特征.

限时训练 （时间：40分钟）
1. 圆锥的母线有（ ）.

A. 1条 B. 2条 C. 3条 D. 无数条
2. 圆柱的母线长为 10，则其高等于（ ）.

A. 5 B. 10 C. 20 D. 不确定
3. 圆台的母线（ ）.

A. 平行 B. 相等 C. 与高相等 D. 与底面平行
4. 下列命题中真命题的个数是（ ）.
淤圆锥的轴截面是所有过顶点的截面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于圆柱的所有平行于底面的截面都是圆面；盂圆

台的两个底面可以不平行.
A. 0 B. 1 C. 2 D. 3

5. 用一个平面去截一个几何体，得到的截面是圆面，这个几何体不可能是（ ）.
A. 圆锥 B. 圆柱 C. 球 D. 棱柱

l

第一章 空间几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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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学案 高中数学·必修 2（人教版）

6. 如图所示的平面图形中阴影部分绕中间轴旋转一周，形成的旋转体形状为（ ）.
A. 一个球体
B. 一个球体中挖去一个圆柱
C. 一个圆柱
D. 一个球体中挖去一个棱柱

7. 在圆柱、圆锥、圆台、球中，没有底面的几何体是 .
8. 有下列说法：
淤球的半径是球面上任意一点与球心的连线；
于球的直径是球面上任意两点间的连线.
其中正确说法的序号是 .

9. 直角梯形绕其较长底边所在直线旋转一周，所得旋转体的结构特征是 .
10. 在 Rt吟ABC中，AB=3，BC=4，蚁ABC=90毅，吟ABC绕直线 AB旋转一周所得几何体是 ，母

线长 l= .
11. 说出下列 7种几何体的名称.

（1） （2） （3）

（4） （5） （6） （7）

12. 已知圆锥 SO的底面半径为 2，求过圆锥的高 SO的中点且垂直于轴 SO的截面面积.

尝试高考 &能力检测
1. 有一根高为 10 cm，底面半径是 0.5 cm的圆柱形铁管，用一段铁丝在铁管上缠绕 8圈，并使铁丝的两个

端点落在圆柱的同一母线的两端，则铁丝的最短长度约为 cm.（精确到 0.01 cm）
2. 如图所示（单位：cm），四边形 ABCD是直角梯形，求图中阴影部分绕 AB旋转一周所成几何体的表面积.

5

2

4

A D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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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空间几何体的三视图和直观图

1.2.1 中心投影与平行投影

1.2.2 空间几何体的三视图

第 1课时 空间几何体的三视图

学习目标

1. 了解投影的定义及两种特殊的投影.
2. 能画出简单空间几何体（柱、锥、台、球及组合体）的三视图.
3. 能识别三视图所表示的立体模型.
预习检测

1. 投影.
定义

由于光的照射，在不透明物体后面的屏幕上可以留下这个物体的 ，这种现象叫做投影，其中，我们把光线叫

做 ，把留下物体影子的屏幕叫做

分类

中心投影 光由 向外散射形成的投影，叫做中心投影，中心投影的投影线交于

平行投影
在一束 光线照射下形成的投影，叫做平行投影，平行投影的投影线是 的，在平行投影

中，投影线 着投影面时，叫做正投影，否则叫做斜投影

2. 三视图.

分类

正视图 光线从几何体的 面向 面正投影，得到的投影图叫做几何体的正视图

侧视图 光线从几何体的 面向 面正投影，得到的投影图叫做几何体的侧视图

俯视图 光线从几何体的 面向 面正投影，得到的投影图叫做几何体的俯视图

说明 几何体的正视图、侧视图、俯视图统称为几何体的 ，三视图是 投影

特征 一个几何体的侧视图和正视图的 一样，俯视图与正视图 一样，侧视图和俯视图 一样

典例剖析

题型一：判断投影的形状

例 1：如图所示，正方体 ABCD-A 1B1C1D1中，E，F分别是 AA 1，C1D1的中点，G 是正方形 BCC1B1的中心，则四

边形 AGFE在该正方体的各个面上的正投影可能是图（1）（2）（3）（4）中的 .

A B
CD

E

A 1

FD1 C1

B1
G

图（1） 图（2） 图（3） 图（4）

第一章 空间几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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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要画四边形 AGFE在各个面上的正投影，只需画出四个顶点在各个面上的投影，然后顺次连接各投影
点即可，故选（1）（2）（3）.

点拨：画一个图形在一个平面上的正投影的关键是确定该图形的关键点，如顶点等.
变式 1：在正方体中 ABCD-A 1B1C1D1，M，N分别是 BB1，BC的中点，则图中阴影部分在平面 ADD1A 1上的正

投影为（ ）.

AB

C D
N

A 1

D1

B1

M

D1 A 1

D A

D1 A 1

D A

D1 A 1

D A

D1 A 1

D A

A B C D

C1

题型二：画简单组合体的三视图

例 2：画出如图所示的几何体的三视图.
点拨：画组合体三视图的步骤：（1）分析：分析组合

体的组合形式；（2）分解：把组合体分解成简单组合体；
（3）画图：画分解后的简单组合体的三视图；（4）拼合：将
各个三视图拼合成组合体的三视图.

另外，能看见的轮廓和棱用实线表示，看不见的轮

廓线用虚线表示.
变式 2：画出如图所示几何体的三视图.

题型三：由三视图讨论几何体的结构特征

例 1：某几何体的三视图如图所示，试分析该几何体的结构特征.

解：由正视图和侧视图可知该几何体上半部为锥体，下半部为柱体，又因俯视图为正六边形，故该几何体是

由一个正六棱柱和一个正六棱锥组合而成的，如右图所示.

俯视图

正视图 侧视图

正前方

俯视图正视图 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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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根据三视图想象空间几何体时，通常是根据俯视图判断是多面体还是旋转体，再结合正视图和侧视

图确定具体的几何结构特征，最后确定是简单几何体还是简单组合体.
变式 3：下图是一几何体的三视图，想象该几何体的几何结构特征，画出该几何体的形状.

限时训练 （时间：40分钟）
1. 下列各项不属于三视图的是（ ）.

A. 正视图 B. 侧视图 C. 后视图 D. 俯视图
2.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平行投影的投影线相交于一点，中心投影的投影线相交于一点
B. 平行投影的投影线相交于一点，中心投影的投影线互相平行
C. 平行投影的投影线互相平行，中心投影的投影线互相平行
D. 平行投影的投影线互相平行，中心投影的投影线相交于一点

3. 如图所示几何体的正视图和侧视图都正确的是（ ）.

侧视图正视图 侧视图正视图

侧视图正视图 侧视图正视图

A B

悦 阅
正视

4. 在棱长为 1的正方体 ABCD-A 1B1C1D1中，对角线 AC1在六个面上的正投影长度总和是（ ）.
A. 6 B. 6 2 姨 C. 6 3 姨 D. 3

5.（2012·湖南）某几何体的正视图和侧视图均如图所示，则该几何体的俯视图不可能是（ ）.

粤 月 悦 阅

俯视图

正视图 侧视图

第一章 空间几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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