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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小学基础专业知识

第一模块 数与代数

第一章 数

【考点 1】实数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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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数（ ，，，， ）
整数

负整数（ ， ， ， ）

有理数 正分数（ ，， ）

实数 分数

负分数（ ， ， ）

正无理数
无理数

负无理数

【考点 2】整除

1.若一个整数的末位是 0，2，4，6 或 8，则这个数能被 2 整除。

2.若一个整数的各位数字之和能被 3（9）整除，则这个整数能被 3（9）整除。

3.若一个整数的末尾两（三）位数能被 4（8）整除，则这个数能被 4（8）整除。

4.若一个整数的末位是 0 或 5，则这个数能被 5 整除。

5.若一个整数能被 2 和 3 同时整除，则这个数能被 6 整除。

6.若将一个整数的个位数字截去，再从余下的数中，减去个位数的 2 倍，如果差是 7 的倍数，则原数能

被 7 整除。如果差太大或心算不易看出是否是 7 的倍数，就需要继续上述截尾、倍大、相减、验差的过程，

直到能清楚判断为止。

7.一个数从右边向左边数，将奇位上的数字与偶位上的数字分别加起来，再求它们的差，如果这个差是

11 的倍数（包括 0），那么，原来这个数就一定能被 11 整除。

8.一个数末三位数字所表示的数与末三位以前的数字所表示的数的差（以大减小），能被 7，11，13 整

除，则这个数能被 7，11，13 整除。

第二章 复数

【考点 3】复数的重要概念

1. i 称为虚数单位，规定 2i 1  ，形如 ia b 的数称为复数，其中 a，b  R。a b， 分别叫做复数的实部

与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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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数 循环小数
实数

无理数 无限不循环小数
复数

纯虚数
虚数

非纯虚数

2.复数相等：设复数  1 1 1 2 2 2 1 1 2 2i iz a b z a b a b a b     R， ， ， ， ，那么 1 2z z 的充要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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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a a b b 且 。特别地， i 0 0z a b a b      。

3.共轭复数：实部相同，虚部相反的两个复数互为共轭复数，如果  iz a b a b   R， 的共轭复数为

 ia b a b  R， ，记为  iz a b a b  R， ，那么 z与 z对应复平面上的点关于实轴对称，且（1）

2 22 2 iz z a z z b zz a b     ， ， ；（2） z z z  R。

【考点 4】复数的运算

1.加法：        i i ia b c d a c b d       。

2.减法：        i i ia b c d a c b d       。

3.乘法：        i i ia b c d ac bd bc ad       。

4.除法：
   
    2 2 2 2

i ii i
i i i

a b c da b ac bd bc ad
c d c d c d c d c d

    
  

     
。

5.幂运算： 4 4 1 4 2 4 3i 1 i i i 1 i in n n n n         N， ， ， ， 。

第三章 代数式

【考点 5】整式的运算法则

1.整式的乘法

m n m na a a   （m n， 都是正整数）  nm mna a （m n， 都是正整数）

    2 2a b a b a b      2 2 22a b a ab b   

 2 2 22a b a ab b   

   2 2 3 3a b a ab b a b         2 2 3 3a b a ab b a b     

 3 3 2 2 33 3a b a a b ab b      3 3 2 2 33 3a b a a b ab b    

2.整式的除法

m n m na a a   （m n， 都是正整数， 0a  ）。

【考点 6】因式分解

1.因式分解的常用方法

（1）提公因式法：  ab ac a b c   。

（2）十字相乘法：    2kx mx n ax b cx d      ，其中 k ac ， n bd ，m ad bc  。

（3）公式法：  22 22a ab b a b    ，  22 22a ab b a b    ，    2 2a b a b a b     。

（4）求根公式法：令多项式   0f x  ，求出其根为 1 2 3 nx x x x， ， ， ， ，则多项式可因式分解为

       1 2 3 nf x x x x x x x x x     。

2.因式分解的一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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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多项式的各项有公因式，那么先提取公因式；

（2）在各项提出公因式以后或各项没有公因式的情况下，观察多项式的项数：①两项式可以尝试运用

公式法分解因式；②三项式可以尝试运用公式法、十字相乘法分解因式；

（3）分解因式必须分解到每一个因式都不能再分解为止。

【考点 7】分式

1.分式的概念

一般地，用 A B、 表示两个整式， A B 就可以表示成
A
B
的形式，如果 B中含有字母，式子

A
B
就叫做分

式。其中 A为分式的分子， B为分式的分母。

2.分式的运算法则

（1）分式的加减法：
a c a c
b b b


  ，

a c ad bc
b d bd


  ；

（2）分式的乘法：
a c ac
b d bd
  ；

（3）分式的乘方：
n n

n

a a
b b

   
 

（ n为整数）；

（4）分式的除法：
a c ad
b d bc
  。

【考点 8】二次根式

1.二次根式

把形如  0a a  的式子叫做二次根式，二次根式必须满足：

（1）含有二次根号“ ”；（2）被开方数 a必须是非负数。

2.最简二次根式

若二次根式满足：

（1）被开方数的因数是整数，因式是整式；

（2）被开方数中不含能开得尽方的因数或因式，这样的二次根式叫做最简二次根式。

3.同类二次根式

几个二次根式化成最简二次根式以后，如果被开方数相同，这几个二次根式叫做同类二次根式。

4.二次根式的性质

（1）    
2

0a a a 

（2）
 
 

2
0

0

a a
a a

a a

   
 

（3）  0 0ab a b a b   ，

（4）  0 0a a a b
b b
  ，

第四章 集合与简易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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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9】集合与集合的关系

1.相等：若集合 A、 B中的元素完全相同，则集合 A与集合 B相等，即 A B 。

2.子集：若集合 A中的元素都是 B中的元素，则集合 A是集合 B的子集，即 A B （或 B A ）。读作：

“ A含于 B”（或“ B包含 A”）。

3.真子集：若集合 A中的元素都是 B中的元素，且 A B ，则集合 A是集合 B的真子集，即 A BÜ （或

B AÝ ）。

4.空集是任何集合的子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

【考点 10】集合的运算

1.并集

由所有属于 A或属于 B的元素所组成的集合称为 A与 B的并集，记作 A B （或 B A ），读作“ A并

B”（或“ B并 A”），即  |A B x x A x B   ，或 。

2.交集

由属于集合 A且属于集合 B的所有元素组成的集合称为 A与 B的交集，记作 A B∩ （或 B A∩ ），读作

“ A交 B”（或“ B交 A”），即  |A B x x A x B  ∩ ，且 。

3.补集

对于一个集合 A，由全集U中不属于集合 A的所有元素组成的集合称为集合 A相对于全集U的补集，

简称为集合 A的补集，记作 U Að ，即  |U A x x U x A  ，且ð 。

【考点 11】四种命题

1.设命题（1）“若 p，则 q”是原命题，那么，

命题（2）“若 q，则 p”是原命题的逆命题；

命题（3）“若 p ，则 q ”是原命题的否命题；

命题（4）“若 q ，则 p ”是原命题的逆否命题。

2.四种命题之间的真假性

（1）原命题为真，它的逆命题不一定为真。

（2）原命题为真，它的否命题不一定为真。

（3）原命题为真，它的逆否命题一定为真。

【考点 12】四种条件

1.如果已知 P Q ，那么就说， P是Q的充分条件，Q是 P的必要条件；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9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9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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