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三角形的证明

§１　等腰三角形

第１课时

知识点１　　　　　　　　　　　　　　的两个三角形全等．(AAS)
知识点２　全等三角形的　　　　　　相等、　　　　　　相等．
知识点３　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　　　　　．(简称　　　　　　　)．
知识点４　推论:等腰三角形的　　　　　　　、　　　　　　　及　　　　　　　互相重合．

　　　　 　　　　　　　　　　　　目标１　全等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

典型例题１
如 图 所 示,已 知 ∠CAB ＝ ∠DBA,∠CBD ＝
∠DAC．求证:BC＝AD．

跟踪变式１
１．如图所示,△ABC≌△BAD．若AB＝６,AC＝４,

BC＝５,则AD 的长为 (　　)
A．４ B．５ C．６　　 D．以上都不对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若能用 AAS来判定△ACD≌△ABE,
则需要添加的条件是 (　　)
A．∠ADC＝∠AEB,∠C＝∠B
B．∠ADC＝∠AEB,CD＝BE
C．AC＝AB,AD＝AE
D．AC＝AB,∠C＝∠B

核心强化１
１．如图所示,△ABC≌△A′B′C′,其中∠A＝３６°,

∠C′＝２４°,则∠B＝　　　　．

２．如图所示,已知点 A,F,E,C 在同一直线上,
AB∥CD,∠ABE＝∠CDF,AF＝CE．
(１)从图中任找两组全等三角形;
(２)从(１)中任选一组进行证明．

目标２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

典型例题２
在△ABC 中,AB＝AC,AD 平分∠BAC．求证: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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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变式２
在△ABC中,AB＝AC．
①若∠A＝５０°,则∠B＝　　　,∠C＝ 　;
②若∠B＝４５°,则∠A＝　　　,∠C＝ 　;
③若∠C＝４５°,则∠A＝　　　,∠B＝ 　．

核心强化２
１．如图１是一把园林剪刀,把它抽象为图２,其中

OA＝OB．若剪刀张开的角为３０°,
则∠A＝　　　　度．

２．如图所示,在△ABC中,AB＝AC,AD⊥BC于点D．
若AB＝６,CD＝４,则△ABC的周长是　　　　．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点B,E,C,F 在同一条直线上,AB＝
DE,BE＝FC,∠B＝∠DEC,下列结论错误的是

(　　)
A．△ABC≌△DEF B．∠F＝∠ACB
C．AC＝DF D．EC＝CF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 所 示,在 △ABC 中,AB＝AC,BD＝CE,
AF⊥BC于点F,则图中全等三角形有 (　　)
A．５对　　 B．４对

C．３对　　　 D．２对

３．如图所示,在 △ABC 中,AD⊥BC,垂足为 D,
AD＝BD＝CD,则下列结论错误的是 (　　)

A．AB＝AC B．AD 平分∠BAC
C．AB＝BC D．∠BAC＝９０°

二、填空题

４．在△ABC 中,AB＝AC,AD⊥BC 于点D．已知

∠B＝７０°,BC＝４cm,则∠C＝　　　　,BD＝
　　　　cm．

５．(２０１７怀化)如图所示,AC＝DC,BC＝EC,请你

添加一个适当的条件,使得△ABC≌△DEC,这
个条件可以是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如图所示,∠BAD＝ ∠CAE,∠B＝ ∠D,BC＝

DE．求证:AB＝AD．

７．如图所示,在△ABC 中,AB＝AC,点 D,E 在边

BC 上,且AD＝AE,那么BE 与CD 相等吗? 请

说明理由．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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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已知∠１＝∠２,则不一定能使△ABD≌
△ACD 的条件是 (　　)
A．AB＝AC B．BD＝CD
C．∠B＝∠C D．∠BDA＝∠CDA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２０１６泰安)如图所示,在△PAB 中,PA＝PB,
M,N,K 分别是PA,PB,AB 上的点,且 AM＝
BK,BN＝AK．若∠MKN＝４４°,则∠P 的度数为

(　　)
A．４４°　　　B．６６°　　　C．８８°　　　D．９２°

二、填空题

３．在等腰△ABC 中,若顶角是底角的３倍,则底角
的度数是　　　　．

４．如果等腰三角形的一条边长为３,另一条边长为

５,则它的周长为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５．(２０１７黄冈)如图所示,∠BAC＝∠DAM,AB＝

AN,AD＝AM．求证:∠B＝∠ANM．

６．如图所示,在△ABC中,AB＝AC,AD⊥BC,CE⊥
AB,AE＝CE．
(１)求证:△AEF≌△CEB．
(２)求证:AF＝２CD．

用时: 分钟

评价:
































































第２课时

知识点１　等腰三角形相关线段的性质．
知识点２　等边三角形的三个内角都　　　　　,并且每个内角都　　　　　．

　　　　 　　　　　　　　　　　　目标１　等腰三角形相关线段的性质

典型例题１
如图所示,在锐角△ABC中,AB＝AC,BD和CE是

△ABC两腰上的高．求证:BD＝CE．

核心强化１
１．在△ABC 中,AB＝AC,BD,CE 分别为边AC,

AB 上的中线．若BD＝５,则CE＝　　　　．
２．如图所示,在△ABC中,AB＝AC,

BD和CE是△ABC两腰上的中线．
求证:BD＝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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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２　等边三角形的性质

典型例题２
如图所示,l∥m,等边△ABC 的顶点B 在直线m
上,延长AC,交直线 m 于点D．若∠１＝２０°,求

∠２的度数．

跟踪变式２
如图所示,△ABC 为等边三角形,AC∥BD,则

∠CBD＝　　　　．

核心强化２
１．如图所示,在等边△ABC 中,AD 为高,若AB＝

６,则CD 的长度为　　　　．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等边△ABC的边长如图所示,则y＝　　　　．
３．如图所示,△ABC 为等边三角形,点 M 是线段

BC 上任意一点,点N 是线段CA 上任意一点,且

BM＝CN,BN 与AM 相交于点Q．
(１)求证:AM＝BN;
(２)求∠BQM 的度数．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命题正确的是 (　　)

A．一腰相等的两个等腰三角形全等

B．等腰三角形底边上的任意一点到两腰的距离

之和都大于一腰上的高

C．有一角相等且底边相等的两个等腰三角形全等

D．等腰三角形的角平分线、中线和高共７条或３条

２．(２０１７南充)如图所示,等边△OAB 的边长为

２,则点B 的坐标为 (　　)

A．(１,１) B．(３,１)

C．(３,３) D．(１,３)

第２题图

　　

第３题图

３．如图所示,在△ABC 中,已知AB＝AC,BC＝BD,

AD＝DE＝EB,则∠A的度数是 (　　)

A．３０° B．３６°
C．４５° D．５４°

二、填空题

４．在△ABC 中,若∠A＝∠B＝１
２∠C,则△ABC 是

　　　　　　　三角形．
５．如图所示,P 是等边△ABC 内一点,将△ABP 绕

着点B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６０°,得到△CBP′．若
PB＝３,则PP′＝　　　．

６．等腰三角形一腰上的高与另一腰的夹角为３０°,
则其顶角的度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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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７．如图所示,△ABC和△BDE 都是等边三角形．求
证:AE＝CD．

８．如图所示,△ABC和△ADE是等边三角形,AD 是

BC边上的中线．求证:BE＝BD．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
①等边三角形的每一个内角都等于６０°　②等边

三角形三条边上的高都相等　③等腰三角形两

底角的平分线相等　④等边三角形任意一边上

的高与这条边上的中线互相重合　⑤等腰三角

形一腰上的高与这条腰上的中线互相重合

A．１个 B．２个 C．３个 D．４个

２．如图所示,△ABC 是等边三角形,AD⊥BC,垂足

为D,E 是AC 上一点,且AD＝AE,则∠CDE 的

度数为 (　　)

A．３０°　 B．２０° C．１５°　 D．１０°
二、填空题

３．如图所示,D 是等边△ABC 的边AC 上一点,以
BD 为边作等边△BDE．若BC＝１０,BD＝８,则三

角形ADE 的周长为　　　　．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４．如图所示,已知等边△ABC 纸片,点E 在AC 边

上,点F 在AB 边上,沿EF 折叠,使点 A 落在

BC 边上的点D 的位置,且ED⊥BC,则∠EFD＝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５．如图所示,在等边△ABC 中,D 是BC 边上的一

点,延长AD 至点E,使AE＝AC,∠BAE 的平分

线交△ABC的高BF 于点O,求∠E 的度数．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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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课时

知识点１　等腰三角形的判定定理:　　　　　　　　　　　是等腰三角形(简述　　　　　)．
知识点２　在证明时,先　　　　　　　　　,然后推导出与　　　　　和　　　　　　的结果,从而

证明　　　　　　　　,这种证明方法称为反证法．

　　　　 　　　　　　　　　　　　目标１　等腰三角形的判定

典型例题１
如图所示,在等边△ABC 中,BD 平分∠ABC,延
长BC到E,使CE＝CD,连接DE．
(１)小逸同学说:BD＝DE．她说得对吗? 请你说

明理由．
(２)小敏同学说:把“BD 平分∠ABC”改成其他条

件,也能得到同样的结论,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呢?

跟踪变式１
１．如图所示,在△ABC 中,AD 平分外角∠EAC,且

AD∥BC,则△ABC一定是 (　　)

A．任意三角形 　　 B．等边三角形

C．等腰三角形 　 D．直角三角形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AC,BD 相交于点O,∠A＝∠D,如果

请你再补充一个条件,使得△BOC 是等腰三角

形,那么你补充的条件不能是 (　　)

A．OA＝OD B．AB＝CD
C．∠ABO＝∠DCO　 D．∠ABC＝∠DCB

核心强化１
１．如 图 所 示,在 △ABC 中,

AD⊥BC 于D,若添加下列

条件中的一个:①BD＝CD;

②AD平分∠BAC;③AD＝
BD．其中,能使△ABC 成为

等腰三角形的有　　　　．
２．已 知:如 图 所 示,AB＝BC,DE∥AC,求 证:

△DBE 是等腰三角形．

目标２　反证法

典型例题２
用反证法证明:等腰三角形的底角必定是锐角．
已知:等腰△ABC,AB＝AC．
求证:∠B,∠C必定是锐角．
证明:①假设等腰三角形的底角∠B,∠C 都是直

角,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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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A＋∠B＋∠C＝１８０°＋∠A＞　　　　,
这与　　　　　　　　　　　　　矛盾．
②假设等腰三角形的底角∠B,∠C 都是钝角,即

　　　　　　　　　,
则∠A＋∠B＋∠C＞　　　　,
这与　　　　　　　　　　　　　矛盾．
综上所述,假设①,②错误,
所以∠B,∠C只能为　　　　　．
故等腰三角形的底角必定为锐角．

核心强化２
１．用反证法证明命题“一个三角形中不能有两个角

是直角”．第一步应假设　　　　　 　　．

２．用反证法证明:已知直线a∥c,b∥c,求证:a∥b．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能判定△ABC为等腰三角形的是 (　　)

A．∠A＝３０°,∠B＝６０°
B．∠A＝５０°,∠B＝８０°
C．AB＝AC＝２,BC＝４
D．AB＝３,BC＝７,周长为１０

２．如图所示,在△ABC 中,AB＝AC,∠A＝３６°,BD
是AC 边上的高,则∠DBC的度数是 (　　)

A．１８°　 B．２４°　 C．３０°　 D．３６°
３．等腰三角形周长是２９,其中一边长是７,则等腰三

角形的底边长是 (　　)

A．１５　　　 B．１５或７
C．７　　　 D．１

二、填空题

４．等腰三角形的一个角为４０°,则它的底角度数是

　　　　　　　　　．
５．如图所示,已知 OC 平分 ∠AOB,CD∥OB．若

OD＝３cm,则CD＝　　　　cm．

６．等腰三角形的底边长为６cm,一腰上的中线把这

个三角形的周长分为两部分,这两部分之差是

３cm,则这个等腰三角形的腰长为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７．如图所示,上午 ８ 时,一条船从 A 处出发,以

１５海里/时的速度向正北方向航行,１０ 时到达

B处．从A,B处望灯塔C,测得∠A＝４２°,∠NBC＝
８４°,求从B 处到灯塔C 的距离．

用时: 分钟

评价:


























































































７



　　　　 　　　　　　　　　　　　一、单项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郑州)如图所示,在

△ABC 中,OB 和OC 分别

平分 ∠ABC 和 ∠ACB,过

点O 作DE∥BC,分别交

AB,AC于点D,E．若BD＋CE＝５,则线段 DE
的长为 (　　)

A．５ B．６ C．７ D．８

２．若实数x,y满足|x－５|＋ y－１０＝０,则以x,y
的值为边长的等腰三角形的周长为　　　　．

二、填空题

３．如图所示,在一张长方形纸条上任意画一条截线

AB,将纸条沿截线AB 折叠,所得到△ABC 的形

状一定是　　　　三角形．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４．某轮船由西向东航行,在A 处测得小岛P 的方位

是北偏东７０°,又继续航行７海里后,在B 处测得

小岛P 的方位是北偏东５０°,则此时轮船与小岛

P 的距离BP＝　　　　海里．
５．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A,B 的坐标分别为

A(３,０),B(８,０)．若点P 在y 轴上,且△PAB 是

等腰三角形,则点P 的坐标为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２０１７内江)如图所示,AD 平分∠BAC,AD⊥
BD,垂足为D,DE∥AC．求证:△BDE 是等腰三

角形．

用时: 分钟

评价:









































































第４课时

知识点１　　　　　　　　　　　　　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知识点２　　　　　　　　　　　　　的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知识点３　在直角三角形中,如果一个锐角等于３０°,那么它所对的直角边　　　　　　　 　．

　　　　 　　　　　　　　　　　　目标１　等边三角形的判定

典型例题１
如图 所 示,点 D,E 在 线 段 BC 上,BD ＝CE,

∠B＝∠C,∠ADB＝１２０°．求证:△ADE 为等边

三角形．


















８



跟踪变式１
１．如图所示,在△ABC 中,AB＝BC＝６,∠B＝６０°,

则AC等于 (　　)
A．４　 B．６　 C．８ D．１０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将两个完全相同的含有３０°角的三角

板拼接在一起,则拼接后的△ABD 的形状是　　
　　　　　．

核心强化１
１．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有两个角分别为６０°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B．顶角为６０°的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C．底角为６０°的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D．有一个角为６０°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２．如图所示,已知OA＝a,P 是射线ON 上一动点,
∠AON＝６０°,当OP＝　　　　时,△AOP 为等

边三角形．

目标２　含３０°角的直角三角形的性质

典型例题２
如图所示,在△ABC中,∠ACB＝９０°,∠A＝３０°,

CD⊥AB 于点D,BC＝８cm,求AD 的长．

跟踪变式２
如图 所 示,在 △ABC 中,∠C＝９０°,BE 平 分

∠ABC,ED⊥AB 于点D．如果∠A＝３０°,AE＝
６cm,那么CE 的长是 (　　)

A．１cm　 B．２cm C．３cm　　D．４cm

核心强化２
１．如图所示,∠C＝９０°,∠ABC＝７５°,∠CDB＝３０°．

若BC＝３cm,则AD＝　　　　cm．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铁路AC 与铁路AD 相交于车站A,B
区在∠CAD 的平分线上,且距车站 A 为２０千

米,∠DAC＝６０°,则 B 区距铁路AC 的距离为

　　　　千米．



































































































　　　　 　　　　　　　　　　　　一、单项选择题

１．在△ABC中,AB＝AC,∠A＝６０°,AC＝５,则BC
的长为 (　　)

A．５　　　 B．１５　　　C．１０　　　D．２．５
２．三角形的三边长分别为a,b,c,它们满足(a－b)２＋

|b－c|＝０,则该三角形是 (　　)

A．直角三角形 B．等腰三角形

C．等边三角形 D．等腰直角三角形

３．在 Rt△ABC 中,CD 是斜边AB 上的高,∠B＝

３０°,AD＝２cm,则AB 的长是 (　　)

A．２cm B．４cm
C．８cm D．１６cm

二、填空题

４．如图所示,AC＝BC＝１０cm,∠B＝１５°,AD⊥BC
于点D,则AD 的长为　　　　．

第４题图
　　　

第５题图































９



５．如图所示,已知AD 是等边△ABC 的角平分线,
过点D 作DE⊥AB 于点E．若AD＝８,则DE＝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如图所示,△ABC是等边三角形,BD 是AC 边上

的高,延长BC至点E,使CE＝CD,连接DE．
(１)求∠E 的度数．
(２)△DBE 是什么三角形? 为什么?

７．如 图 所 示,在 △ABC 中,AB＝AC,∠BAC＝
１２０°,AD 是BC 边的中线,E,F 分别是AB,AC
的中点,连接DE,DF．
(１)求证:△AED 是等边三角形．
(２)若AB＝２,求四边形AEDF 的周长．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已知∠AOB＝６０°,点P 在边OA 上,

OP＝１２,点 M,N 在边OB 上,PM ＝PN．若

MN＝２,则OM 的长为 (　　)

A．３　 　 　B．４　 　 　C．５　 　 　D．６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折叠直角三角形纸片的直角,使点C
落在斜边AB 上的点E 处．已知CD＝１,∠B＝
３０°,则BD 的长是 (　　)

A．１ B．２ C．３ D．２ ３
二、填空题

３．(２０１６泰州)如图所示,已知直线l１∥l２,将等边

三角形按如图所示的方式放置．若∠α＝４０°,则
∠β＝　　　　．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４．如图所示,这是某超市自动扶梯的示意图,大厅

两层之间的距离h＝６．５m,自动扶梯的倾角为

３０°．若自动扶梯的运行速度为v＝０．５m/s,则顾

客乘自动扶梯上一层楼的时间为　　　　s．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５．如图所示,在等边△ABC 中,点 D,E 分别在边

BC,AC上,DE∥AB,过点E 作EF⊥DE,交BC
的延长线于点F．
(１)求∠F 的度数．
(２)若CD＝２,求DF 的长．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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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直角三角形

第１课时

知识点１　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　　　　．有　　　　　　　　　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知识点２　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　　　　　．如果三角形　　　　　　　　等于第三

边的平方,那么这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知识点３　在两个命题中,如果一个命题的　　　　　分别是另一个命题的　　　　　　,那么这两个

命题称为互逆命题,其中一个命题称为另一个命题的　　　　．

　　　　 　　　　　　　　　　　　目标１　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及其判定

典型例题１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①在一个三角形中,如果一边上的中线等于这条

边的一半,那么这条边所对的角是直角

②命题“在一个三角形中,有一个角是３０°,那么

它所对的边是另一边的一半”的逆命题是真命题

③勾股定理的逆定理:如果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

等于斜边的平方,那么这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④△ABC的三边之比是１∶１∶ ２,则△ABC 是

直角三角形

跟踪变式１
下列命题中真命题有 (　　)

①直角三角形的最长边长为 ３,最短边长为１,则

另一条边长为 ２
②已知直角三角形的面积为２,两直角边的比为

１∶２,则它的斜边长为 １０
③在直角三角形中,若两条直角边长为n２－１和

２n,则斜边长为n２＋１
④等腰三角形的面积为１２,底边上的高为４,则腰

长为５
A．１个　 　B．２个　 　C．３个　 　D．４个

核心强化１
１．由下列条件不能判定△ABC是直角三角形的是

(　　)
A．∠A＝３７°,∠C＝５３°
B．∠A－∠C＝∠B

C．∠A∶∠B∶∠C＝３∶４∶５
D．∠A∶∠B∶∠C＝２∶３∶５

２．将直角三角板和直尺按如图所示方式放置．若
∠１＝２０°,则∠２的度数为 (　　)

A．６０°　 B．５０° C．４０°　　　D．３０°

目标２　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

典型例题２
如图所示,在△ABC 中,AB＝１３cm,
BC＝１０cm,BC 边 上 的 中 线 AD ＝
１２cm．则 AD 与BC 的位置关系是

　　　　．

跟踪变式２
１．在△ABC 中,∠BAC＝９０°,AD⊥BC 于点D．若

AB＝３,AC＝４,则AD＝　　　　．
２．如图所示,在 △ABC 中,∠A＝４５°,∠B＝３０°,

CD⊥AB,垂足为D,CD＝１,则AB的长为 (　　)

A．２　 B．２ ３ C．３
３＋１ D．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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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强化２

１．如图所示,数轴上点A 表示的实数是　　　　．

２．如图所示,在四边形ABCD 中,AB＝３,BC＝４,

CD＝１２,AD＝１３,AC⊥CD,求四边形ABCD 的

面积．

目标３　命题(逆命题)与定理(逆定理)

典型例题３
下列命题中,其逆命题成立的是　　　　．(只填

写序号)

①同旁内角互补,两直线平行;

②如果两个角是直角,那么它们相等;

③如果两个实数相等,那么它们的平方相等;

④如果三角形的三边长a,b,c(c为最长边)满足

a２＋b２＝c２,那么这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跟踪变式３
已知下列命题:

①若a＋b＝０,则|a|＝|b|;②等边三角形的三个

内角都相等;③底角相等的两个等腰三角形全

等．其中原命题与逆命题均为真命题的个数是

(　　)

A．１个　 B．２个 　 C．３个 D．０个

核心强化３
写出下列命题的逆命题,并判断它们是真命题还

是假命题．
(１)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２)如果a是偶数,b是偶数,那么a＋b是偶数．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各组数中,以它们为边长的线段能构成直角

三角形的是 (　　)

A．２,４,５　 B．６,８,１１

C．５,１２,１２　　 D．１,１,２
２．若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度数之比为１∶２∶３,则此

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对边的长度之比为 (　　)

A．１∶ ２∶ ３　　　　　B．１∶２∶３

C．１∶ ３∶２ D．３∶４∶５
二、填空题

３．一个直角三角形房梁如图所示,其中BC⊥AC,

∠A＝３０°,AB＝１０m,CB１⊥AB,B１C１⊥AC,垂足分

别为B１,C１,则BC＝　　　　,B１C１＝　　　　．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第５题图

４．如图所示,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A,B 的坐标

分别为(－６,０),(０,８)．以点A 为圆心,以AB 长

为半径画弧,交x轴正半轴于点C,则点C的坐标

为　　　　．

５．如图所示的图形由４个相同的直角三角形构

成．若图中大、小正方形的面积分别为５２cm２ 和

４cm２,则 直 角 三 角 形 的 两 条 直 角 边 的 和 是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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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如图所示,一架长２．５m 的梯子AB 斜靠在一竖

直的墙AC 上,这时梯足B 到墙底端C 的距离为

０．７m．如果梯子的顶端沿墙下滑０．４m,那么梯

足将向外移动的距离是多少?

７．如图所示,AD⊥CD,AB＝１０,BC＝２０,∠A＝
∠C＝３０°,求AD,CD 的长．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正方形网格中的△ABC,若小方格边

长为１,则△ABC的形状为 (　　)

A．直角三角形　 B．锐角三角形

C．钝角三角形　　 D．以上答案都不对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２０１７陕西)如图所示,将两个大小、形状完全相

同的△ABC和△A′B′C′拼在一起,其中点A′与点A
重合,点C′落在边AB 上,连接B′C．若∠ACB＝
∠AC′B′＝９０°,AC＝BC＝３,则B′C 的长为 (　　)

A．３ ３ B．６ C．３ ２ D． ２１
二、填空题

３．在△ABC中,AB＝１０,AC＝２ １０,BC 边上的高

AD＝６,则另一边BC等于　　　　．
４．如图所示,圆柱形容器高为

１８cm,底面周长为２４cm,
在杯内壁离杯底４cm 的点

B 处有一滴蜂蜜,此时一只

蚂蚁正好在杯外壁,离杯上

沿２cm 与蜂蜜相对的点A 处,则蚂蚁从外壁A
处到达内壁B 处的最短距离为　　　　cm．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５．如 图 所 示,在 △ABC 中,AB＝１５,BC＝１４,

AC＝１３,求△ABC的面积．
某学习小组经过合作交流,给出了下面的解题思

路,请你按照他们的解题思路完成解答过程．

作 AD⊥BC 于

点 D,设 BD＝
x,用 含 x 的 代

数式表示CD．

→

根 据 勾 股 定

理,利 用 AD
作 为 “桥 梁”,
建 立 方 程 模

型,求出x．

→

利用勾股定

理 求 出 AD
的 长,再 计

算三角形的

面积．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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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课时

知识点　斜边和一条直角边分别　　　　　的两个直角三角形　　　　　,简述为　　　　．

　　　　 　　　　　　　　　　　　目标１　用 HL判定直角三角形全等

典型例题１
如图所示,AD⊥BE 于点C,C 是BE 的中点,

AB＝DE,求证:AB∥DE．

跟踪变式１
１．如图所示,已知AD 是△ABC 的边BC 上的高,

下列能使△ABD≌△ACD 的条件是 (　　)

A．AB＝AC 　 B．∠BAC＝９０°
C．BD＝AC 　 D．∠B＝４５°

２．如 图 所 示,CD,C′D′ 分 别 是 Rt △ABC,

Rt△A′B′C′斜边上的高,且 CB＝C′B′,CD＝
C′D′．求证:△ABC≌△A′B′C′．

核心强化１
１．如图所示,∠B＝∠D＝９０°,BC＝CD,∠１＝４０°,

则∠２＝ (　　)

A．４０°　 B．５０° C．６０°　　 D．７５°
２．如图所示,已知∠ABC＝∠ADC＝９０°,E 是AC

上一点,AB＝AD．求证:EB＝ED．

目标２　证明直角三角形全等的其他方法应用

典型例题２
如图所示,在Rt△ABC中,∠ABC＝９０°,点D 在

边AB 上,使 DB＝BC,过点 D 作EF⊥AC,交

AC 于 点 E,交 CB 的 延 长 线 于 点 F．求 证:

AB＝FB．

跟踪变式２
下列条件不能判断两个直角三角形全等的是(　　)

A．两条直角边分别对应相等

B．斜边和一个锐角分别对应相等

C．两个锐角对应相等

D．斜边和一直角边分别对应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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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强化２
如图所示,AC⊥BC,AD⊥DB,要使△ABC ≌△BAD,
还需添加条件:　　　　　．(只需写出一种情况)

目标３　HL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典型例题３
如图所示,点C是路段AB 的中点,小明和小红两

人从C同时出发,以相同的速度分别沿两条直线

行走,并同时到达 D,E 两地,并且 DA⊥AB 于

A,EB⊥AB 于B．此时小明到路段AB 的距离是

５０米,则小红到路段AB 的距离是多少米?

核心强化３
如图所示,已知A,B,C,D 四个城镇(除B,C 外)
都有笔直的公路相接,公共汽车行驶于城镇之

间,公共汽车票价与路程成正比．已知各城镇间

公共汽车票价如下:

为了B,C间的交通方便,打算在B,C 之间建一

条笔直公路,请按上述标准预算出B,C 之间的公

共汽车票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O 是∠BAC内一点,且点O 到AB,AC
的距离相等,即OE＝OF,则△AEO≌△AFO 的

依据是 (　　)

A．HL　　 B．AAS　　C．SSS　　D．ASA

第１题图
　　　

第３题图

２．在Rt△ABC和Rt△A′B′C′中,∠C＝∠C′＝９０°,
那么下列条件中,不能使Rt△ABC≌Rt△A′B′C′
的是 (　　)

A．AB＝A′B′＝５,BC＝B′C′＝３
B．AB＝B′C′＝５,∠A＝∠B′＝４０°
C．AC＝A′C′＝５,BC＝B′C′＝３
D．AC＝A′C′＝５,∠A＝∠A′＝４０°

３．(２０１７平顶山)如图所示,在△ABC 中,∠A＝

４５°,∠B＝３０°,CD⊥AB,垂足为D．若CD＝１,则

AB 的长为 (　　)

A．２ B．２ ３ C．３
３＋１ 　D．３＋１

二、填空题

４．如图所示,在 Rt△ABC 和 Rt△DCB 中,AB＝
DC,∠A＝∠D＝９０°,AC 与BD 交于点O,则有

△　　　≌△　　　,其判定依据是　　　　;
还有 △ 　　　　 ≌ △ 　 　 　 　,其 判 定 依 据

是　　　　．

第４题图
　　

第５题图

５．如图所示,点 D,A,E 在直线l 上,AB＝AC,

BD⊥l于点D,CE⊥l于点E,且BD＝AE．若

BD＝３,CE＝５,则DE＝　　　　．


























































５１



６．如图所示,过正方形ABCD 的顶点B 作直线a,
过点 A,C 作a 的垂线,垂足分别为点 E,F．若
AE＝１,CF＝３,则AB 的长度为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７．如图所示,在△ABC 中,AB＝CB,∠ABC＝９０°,F

为AB延长线上一点,点E在BC上,且AE＝CF．
(１)求证:Rt△ABE≌Rt△CBF;
(２)若∠CAE＝３０°,求∠ACF 的度数．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已知在 Rt△ABC 中,∠C＝９０°,∠B＝３０°,AB＝
４,则下列图中的直角三角形与 Rt△ABC 全等的
是 (　　)

２．如图所示,在△ABC 中,AB＝
AC,BD⊥AC于点D,CE⊥AB
于点E,BD 和CE交于点O,AO
的延长线交BC于点F,则图中
全等的直角三角形有 (　　)
A．３对 B．４对

C．５对 D．６对
二、填空题

３．如图所示,∠E＝∠F＝９０°,∠B＝∠C,AE＝AF,
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①∠１＝∠２ ②BE＝CF
③△ACN≌△ABM ④CD＝DN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４．如图所示,在 Rt△ABC 中,∠C＝９０°,AC＝１０,
BC＝５,线段PQ＝AB,P,Q 两点分别在AC 和过
点A 且垂直于AC 的射线AX 上运动,当AP＝
　　　　时,才能使△ABC与△PQA 全等．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５．在△ABC 中,AB＝AC,DE 是过点A 的直线,

BD⊥DE 于点D,CE⊥DE 于点E．

(１)若点 B,C 在DE 的同侧(如图甲所示),且

AD＝CE．求证:BA⊥AC．
(２)若点B,C 在DE 的两侧(如图乙所示),其他
条件不变,AB 与AC 仍垂直吗? 若是,请给出证
明;若不是,请说明理由．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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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第１课时

知识点１　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到　　　　　　　　　　　　　　　　　　　相等．
知识点２　到　　　　　　　　　　　　　　　　的点,在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

　　　　 　　　　　　　　　　　　目标１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典型例题１
如图所示,在Rt△ABC中,∠C＝９０°,AB 边的垂

直平分线DE 交BC 于点E,垂足为 D．求证:

∠CAB＝∠AED．

跟踪变式１
１．如图所示,线段AC 的垂直平分线交线段AB 于

点D,∠A＝５０°,则∠BDC＝ (　　)

A．５０°　 B．１００° C．１２０°　 D．１３０°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在△ABC 中,∠B＝３０°,ED 垂直平分

BC,ED＝３,则CE 的长为　　　　．
３．如 图 所 示,在 △ABC 中,

AB＋AC＝６cm,BC 的垂直

平分线l与AC 相交于点D,
则△ABD 的周长为　　　
　　cm．

核心强化１
１．如图所示,AB是CD的垂直平分线,若AC＝２．３cm,

BD＝１．６cm,则四边形ACBD 的周长是 (　　)

A．３．９cm B．７．８cm C．４cm D．４．６cm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在△ABC 中,AB＝AC,∠A＝１２０°,

BC＝６cm,AB 的垂直平分线交BC 于点M,交

AB 于点E,AC 的垂直平分线交BC 于点N,交

AC于点F,则MN 的长为 (　　)

A．４cm　　B．３cm　　C．２cm　　D．１cm

目标２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判定

典型例题２
如图所示,在△ABC中,∠C＝９０°,∠A＝３０°,BD
平分∠ABC,交AC 于点D．求证:点D 在AB 的

垂直平分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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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变式２
如图所示,AC＝AD,BC＝BD,则下列判断正确

的是 (　　)

A．AB 垂直平分CD
B．CD 垂直平分AB
C．AB 与CD 互相垂直平分

D．CD 平分∠ACB

核心强化２
１．如图所示,D 是△ABC 的边BC 的延长线上一

点,且BD＝BC＋AC,则点C 在线段　　　　的

垂直平分线上．

２．如图所示,E 是∠AOB 的平分线上一点,EC⊥
OB,ED⊥OA,C,D 是垂足,连接CD,交OE 于

点F．求证:OE 是CD 的垂直平分线．






















































　　　　 　　　　　　　　　　　　一、单项选择题

１．已知A 和B 两点在线段EF 的垂直平分线上,且

∠EAF＝１００°,∠EBF＝７０°,则∠AEB 的度数是

(　　)

A．９５°　　 B．１５°
C．９５°或１５°　 D．１７０°或３０°

２．如图所示,在△ABC中,BC＝８cm,AB 的垂直平

分线交AB 于点D,交AC于点E,△BCE 的周长

为１８cm,则AC的长是 (　　)

A．６cm　　　　 B．８cm
C．１０cm　　 D．１２cm

３．如图所示,在△ABC 中,∠A＝３６°,AB＝AC,AB
的垂直平分线OD 交AB 于点O,交AC 于点D,
连接BD,下列结论错误的是 (　　)

A．∠C＝２∠A
B．BD 平分∠ABC
C．S△BCD＝S△BOD

D．△BCD 的周长等于AB＋BC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４．如图所示,在四边形 ABCD 中,AC 垂直平分

BD,垂足为E,下列结论不一定成立的是 (　　)

A．BC＝CD　 B．AC平分∠BAD
C．AD＝BD　 D．△BEA≌△DEA

二、填空题

５．如 图 所 示,在 △ABC 中,AB＝BC,∠ABC＝
１１０°,AB 的垂直平分线DE 交AC 于点D,连接

BD,则∠ABD＝　　　　．

第５题图
　　　

第６题图

６．如图所示,在△ABC 中,边AB 的垂直平分线交

AC 于点E,△ABC 和△BEC 的周长分别是２４
和１４,则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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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如图所示,在 Rt△ABC 中,∠B＝９０°,分别以点

A,C为圆心,以大于１
２AC 长为半径画弧,两弧相

交于点 M,N,连接 MN,与AC,BC 分别交于点

D,E,连接AE．
(１)∠ADE＝　　　　．
(２)AE 　　　　EC．(选填“＝”“＞”或“＜”)
(３)当AB＝３,AC＝５时,△ABE 的周长为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８．如图所示,AB＝AC,∠A＝４０°,AB 的垂直平分

线MN 交AC 于点D,求∠DBC的度数．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在 Rt△ABC 中,∠C＝９０°,DE 是AB
的垂直平分线,∠CAD∶∠DAB＝２∶１,则∠B
的度数是 (　　)

A．２０° B．２２．５° C．２５° D．３０°
２．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已知 A(－１,３),B(－１,

－１)．下列四个点中,在线段AB 的垂直平分线上

的点是 (　　)
A．(０,２)　 B．(－３,１)　
C．(１,２)　 D．(１,０)

二、填空题

３．(２０１６成都)如图所示,
在矩形ABCD 中,AB＝３,
对角线AC,BD 相交于点

O,AE 垂直平分OB,垂足
为E,则AD 的长为　　　　．

４．如图所示,AD⊥BC 于点D,D 为BC 的中点,连
接AB,∠ABC的平分线交AD 于点O,连接OC．
若∠AOC＝１２５°,则∠ABC＝　　　　．

第４题图
　　

第５题图

５．如图所示,在 Rt△ABC 中,∠BAC＝９０°,AD⊥
BC于点D,将AB 边沿AD 折叠,发现B 点的对

应点E 正好在AC 的垂直平分线上,则 ∠C＝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如图所示,在四边形 ABCD 中,AD∥BC,E 为

CD 的中点,连接AE,BE,BE⊥AE,延长AE 交

BC 的延长线于点F．
(１)求证:FC＝AD．
(２)求证:AB＝BC＋AD．

７．如图所示,在△ABC中,∠ACB＝９０°,D 是BC延长

线上一点,E 是BD 垂直平分线与AB 的交点,DE
交AC于点F．求证:点E在AF的垂直平分线上．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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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课时

知识点１　三角形三条边的垂直平分线相交于一点,并且这一点到　　　　　 　的距离相等．
知识点２　三角形三边垂直平分线的交点位置与三角形形状的关系．
知识点３　线段垂直平分线的作图应用．

　　　　 　　　　　　　　　　　　目标１　三角形三边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典型例题１
如图所示,在△ABC 中,∠B＝３２°,∠C＝４８°,AB
和AC 的垂直平分线分别交BC 于点D,E,BC＝
６cm,请计算出∠DAE 的度数和△ADE 的周长．

跟踪变式１
１．三角形纸片ABC 上有一点P,量得PA＝３cm,

PB＝３cm,则点P 一定 (　　)

A．是边AB 的中点 　　　
B．在边AB 的中线上

C．在边AB 的高上 　　　
D．在边AB 的垂直平分线上

２．如图所示,O 为△ABC 三边垂直平分线的交点,
点O 到顶点A 的距离为５cm,则 AO＋BO＋
CO＝　　　　cm．

核心强化１
１．在三角形的内部,有一个点到三角形三个顶点的

距离相等,则这个点一定是三角形 (　　)

A．三条中线的交点

B．三条角平分线的交点

C．三条边的垂直平分线的交点

D．三条高的交点

２．在△ABC中,AB,AC的垂直平分线相交于点P,
那么P 点必定在BC 的　　　　上,且 PA＝
　　　　＝　　　　．

目标２　作图

典型例题２
如图所示,已知线段a,b,求作等腰三角形,使高

为a,腰长为b(a＜b,尺规作图,保留作图痕迹)．

跟踪变式２
１．在同一平面内,过直线上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

线,能作 (　　)

A．１条 　　B．２条 C．３条 　　D．无数条

２．有特大城市A 及两座小城市B,C,这三座城市共

建一个污水处理厂,使得该厂到B,C 两城市的距

离相等,且使A 市到该厂的管线最短,试确定污

水处理厂的位置．

核心强化２
１．下列作图语句正确的是 (　　)

A．过点P 作线段AB 的中垂线

B．在线段AB 的延长线上取一点C,使A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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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过直线a 和直线b 外一点P 作直线 MN,使

MN∥a∥b
D．过点P 作直线AB 的垂线

２．如图所示,已知线段a,h,作等腰△ABC,使AB＝
AC,且BC＝a,BC边上的高AD＝h．张红的作法

是:①作线段BC＝a;②作线段BC的垂直平分线

MN,MN 与BC 相交于点D;③在直线 MN 上截

取线段h;④连接AB,AC,则△ABC 为所求的等

腰三角形．上述作法的四个步骤中,你认为有错

误的一步是 (　　)

A．①　 B．②　　 C．③　　 D．④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在周长为２０cm的平行四边形ABCD
中,AB≠AD,AC与BD 相交于点O,OE⊥BD 交

AD 于点E,则△ABE 的周长为 (　　)

A．４cm　　B．６cm　　C．８cm　　D．１０cm
２．在Rt△ABC中,∠C＝９０°,∠A＝１５°,AB 的垂直

平分线与AC 相交于点M,则BC与MB 的比为

(　　)

A．１∶３ B．１∶２ C．２∶３ D．３∶４
二、填空题

３．如图所示,在Rt△ABC中,∠C＝９０°,沿着过点B
的一条直线 BE 折叠△ABC,使点C 恰好落在

AB 边的中点D 处,则∠A＝　　　　．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第５题图

４．如图所示,在△ABC中,D 为AB 上的一点,连接

CD,AD＝CD,∠B＝１１５°,且∠ACD∶∠BCD＝
５∶３,则∠ACB＝　　　　．

５．如 图 所 示,在 锐 角 △ABC 中,AB ＝４ ２,

∠BAC＝４５°,∠BAC 的平分线交BC 于点D,

M,N 分别是AD 和AB 上的动点,则BM＋MN
的最小值是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如图所示,在△ABC 中,AB＝AC,∠A＝１２０°,

AB 的垂直平分线MN 分别交BC,AB 于点M,

N．求证:CM＝２BM．

７．如图所示,在△ABC 中,DM,EN 分别垂直平分

AC 和BC,交AB 于M,N 两点,DM 与EN 相交

于点F．
(１)若△CMN 的周长为１５cm,求AB 的长．
(２)若∠MFN＝７０°,求∠MCN 的度数．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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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项选择题

１．在平面内,到三点A,B,C距离相等的点 (　　)

A．只有一个

B．有两个

C．有三个或三个以上

D．有一个或没有

２．等腰三角形的底角为４０°,两腰的垂直平分线交

于点P,则 (　　)

A．点P 在三角形内

B．点P 在三角形外

C．点P 在三角形底边上

D．点P 的位置与三角形的边长有关

二、填空题

３．如图所示,已知点O 为△ABC三边垂直平分线的

交点,∠BAC＝８０°,则∠BOC＝　　　　．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４．如图所示,在△ABC 中,AB＝AC,∠BAC＝５４°,

∠BAC的平分线与AB 的垂直平分线交于点O．
将∠C沿EF(点E 在BC 上,点F 在AC 上)折
叠,点C与点O 恰好重合,则∠OEC＝　　　　．

５．如图所示,在△ABC 中,∠BAC＝７６°,EF,MN
分别是AB,AC 的垂直平分线,点 E,M 在BC
上,则∠EAM＝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如图所示,在△ABC中,AB＞AC,∠BAC的平分

线与BC 的垂直平分线相交于点D,过点 D 作

DE⊥AB 于点E,DF⊥AC于点F．
求证:BE＝CF．

用时: 分钟

评价:




















































































§４　角平分线

第１课时

知识点１　角平分线的性质定理:角平分线上的点到　　　　　　的距离相等．
知识点２　角平分线的判定定理:在一个角的内部,到　　　　　　的点在这个角的平分线上．

２２



　　　　 　　　　　　　　　　　　目标１　角平分线的性质

典型例题１
如图所示,在 Rt△ABC 中,∠C＝９０°,AD 平分

∠CAB,DE⊥AB 于点E．若 AC＝６,BC＝８,

CD＝３．
(１)求DE 的长．
(２)求△ADB 的面积．

跟踪变式１
下列各图中,OP 是∠MON 的平分线,点E,F,G
分别在射线OM,ON,OP 上,则可以解释定理“角
平分线上的点到角的两边的距离相等”的图形是

(　　)

核心强化１
１．如 图 所 示,在 △ABC 中,∠C＝９０°,BE 平 分

∠ABC,DE⊥AB 于点 D．如果AC＝３cm,则

AE＋DE 为 (　　)

A．２cm　　B．３cm C．４cm　　D．５cm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OP 平分∠MON,PA⊥ON 于点A,Q
是射线OM 上的一个动点．若PA＝２,则PQ 的

最小值为 (　　)

A．１　　 B．２　 C．３　 D．４

目标２　角平分线的判定

典型例题２
如图所示,在四边形ABCD 中,∠B＝９０°,AB∥
CD,M 为BC 边上的一点,且AM 平分∠BAD,

DM 平分∠ADC．
(１)求证:AM⊥DM．
(２)若BC＝８,求点M 到AD 的距离．

跟踪变式２
１．在正方形网格中,∠AOB 的位置如图所示,到

∠AOB 两边距离相等的点应是 (　　)

A．M 点　 B．N 点　 C．P 点　　D．Q 点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P 是∠AOB 的平分线上一点,PD⊥
OB,垂足为D,PC∥OB交OA 于点C．若∠AOB＝
３０°,PD＝２cm,则PC＝　　　　cm．

核心强化２
１．如图所示,DA⊥AC,DE⊥BC,若 AD＝５cm,

DE＝５cm,∠ACD＝３０°,则∠DCE 为 (　　)

A．３０°　　　B．４０°　 C．５０°　　　　D．６０°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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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图所示,△ABC 是等边三角形,P 是∠ABC 的

平分线BD 上一点,PE⊥AB 于点E,线段BP 的

垂直平分线交BC 于点F,垂足为Q．若BF＝２,则

PE 的长为 (　　)

A．２　　　 B．２ ３　　　C．３　　　D．３
３．如 图 所 示,P 是 ∠BAC 内 的 一 点,PE⊥AB,

PF⊥AC,垂足分别为点E,F,AE＝AF．求证:
(１)PE＝PF．

(２)点P 在∠BAC的平分线上．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在 Rt△ABC 中,∠A
＝９０°,BD 平分 ∠ABC,交 AC
于点D,且AB＝４,BD＝５,则点

D 到BC 的距离是 (　　)

A．３ B．４
C．５ D．６

２．如图所示,OP 平分∠AOB,PA⊥OA,PB⊥OB,垂
足分别为A,B．下列结论不一定成立的是 (　　)

A．PA＝PB B．PO 平分∠APB
C．OA＝OB D．AB 垂直平分OP

第２题图
　　　

第３题图

３．如 图 所 示,在 △ABC 中,∠C＝９０°,BD 平 分

∠ABC,交AC于点D,DE 是AB 的垂直平分线,

DE＝１
２BD,且DE＝１．５cm,则AC的长为 (　　)

A．３cm B．７．５cm
C．６cm D．４．５cm

二、填空题

４．如 图 所 示,在 △ABC 中,∠C＝９０°,AD 平 分

∠BAC,交BC 于点D,BD∶DC＝２∶１,BC＝
７．８cm,则点D 到AB 的距离为　　　　cm．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５．如图所示,在△ABC 中,∠C＝９０°,AD 是∠CAB
的平分线,DE⊥AB 于点E,且BE＝４cm,BD＝
５cm,求AC的长．

６．(１)如图所示,CD⊥AB 于点D,BE⊥AC于点E,
且CD,BE 相交于点O,OB＝OC．求证:∠１＝
∠２．
(２)将第(１)题中的条件“OB＝OC”与结论“∠１＝
∠２”交换一下,你能证明吗?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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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 图 所 示,在 △ABC 中,∠C＝９０°,BE 平 分

∠ABC,ED⊥AB 于点D．如果∠A＝３０°,AE＝
６cm,那么CE 的长是 (　　)

A．３cm B．２cm C．３cm D．４cm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在△ABC 中,AB＝AC,AD 是角平分

线,DE⊥AB,DF⊥AC,E,F 为垂足,对于结论:

①DE＝DF;②BD＝CD;③AD 上任一点到AB,

AC的距离相等;④AD 上任一点到B,C 的距离

相等．其中正确的是 (　　)

A．仅①②　　 B．仅③④
C．仅①②③　 D．①②③④

二、填空题

３．如图所示,AD∥BC,∠ABC 的平分线BP 与

∠BAD 的平分线AP 相交于点P,作 PE⊥AB
于点E．若PE＝２,则两平行线AD 与BC 间的距

离为　　　　．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４．如图所示,AD 是 △ABC 中 ∠BAC 的平分线,

DE⊥AB 于点E,S△ABC ＝７,DE＝２,AB＝４,则

AC的长是　　　　．

５．如 图 所 示,在 △ABC 中,∠BAC＝６０°,AD 是

∠BAC的平分线,AC＝ ６．若P 是AD 上一动

点,且作PN⊥AC于点N,则PN＋PC的最小值

是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如图所示,锐角△ABC 的两条高BD,CE 相交于

点O,且OB＝OC．
(１)求证:△ABC是等腰三角形．
(２)判断点O 是否在∠BAC 的平分线上,并说明

理由．

用时: 分钟

评价:




































































































第２课时

知识点　三角形的三条角平分线交于一点,并且这一点到　　　　　　　的距离相等．

５２



　　　　 　　　　　　　　　　　　目标１　三角形的角平分线的性质

典型例题１
如图所示,△ABC 的内角∠ABC 的平分线BE
与外角∠ACD 的平分线CE 交于点E．
求证:点E 也在外角∠CAF 的平分线上．

跟踪变式１
如图所示,直线l,l′,l″表示三条相互交叉的公路,
现计划建一个加油站,要求它到三条公路的距离

相等,则可供选择的地址有 (　　)

A．一处　 B．两处 　 C．三处　　D．四处

核心强化１
１．如图所示,MP⊥NP,MQ 为△MNP 的角平分

线,MT＝MP,连接TQ,则下列结论不正确的是

(　　)
A．TQ＝PQ B．∠MQT＝∠MQP
C．∠QTN＝９０° D．∠NQT＝∠MQT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第３题图

２．如图所示是一块三角形的草坪,现要在草坪上建

一凉亭供大家休息,要使凉亭到草坪三条边的距

离相等,凉亭的位置应选在 (　　)
A．△ABC三条中线的交点

B．△ABC三边的中垂线的交点

C．△ABC三条角平分线的交点

D．△ABC三条高所在直线的交点

３．如图所示,在△ABC 中,AB＝AC,BD,CE 分别

是∠ABC和∠ACB 的平分线,且相交于点F,则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BF＝CF　
B．点F 到∠BAC两边的距离相等

C．CE＝BD　
D．点F 到点A,B,C三点的距离相等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ABC 的三边AB,BC,CA 的长分别

是２０,３０,４０,其三条角平分线将△ABC分为３个

三角形,则S△ABO∶S△BCO∶S△CAO等于 (　　)

A．１∶１∶１ B．１∶２∶３
C．２∶３∶４ D．３∶４∶５

２．如图所示,在△ABC 中,∠C＝９０°,AC＝BC,AD
平分∠CAB,交BC于点D,DE⊥AB,垂足为E,

且AB＝６cm,则△DEB 的周长为 (　　)
A．４cm B．６cm C．８cm D．１０cm

第２题图
　　

第３题图

３．如图所示,AB＝AC,AE＝AF,BE 与CF 交于点

D,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
①△ABE≌△ACF
②△BDF≌△CDE
③点D 在∠BAC的平分线上

A．① B．② C．①② D．①②③







































６２



二、填空题

４．如图所示,点O 在△ABC 内,且到三边的距离相

等．若∠BOC＝１２０°,则∠A 的度数为　　　　．

５．如图所示,DB⊥AE 于点B,DC⊥AF 于点C,且
DB ＝ DC,∠BAC ＝４０°,∠ADG ＝１３０°,则

∠DGF＝　　　　．

第５题图
　　　

第６题图

６．如图所示,在△ABC中,AD 为∠BAC 的平分线,
DE⊥AB 于点E,DF⊥AC 于点F,△ABC 的面

积是２８cm２．已知 AB＝２０cm,AC＝８cm,则

DE＝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７．如图所示,CE⊥AB 于点E,BD⊥AC 于点D,

BD,CE 交于点O,且BO＝CO．
求证:点O 在∠BAC的平分线上．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在△ABC 中,∠C＝９０°,O 为△ABC 三条角平分

线的交点,OD⊥BC 于点D,OE⊥AC 于点E,
OF⊥AB 于点F,且 AB＝１０cm,BC＝８cm,
AC＝６cm,则点O 到三边AB,AC,BC 的距离分

别为 (　　)
A．２cm,２cm,２cm B．３cm,３cm,３cm
C．４cm,４cm,４cm D．２cm,３cm,５cm

２．如图所示,在△ABC 中,AB＝AC,AD 是△ABC
的角平分线,DE⊥AB,DF⊥AC,垂足分别为E,
F．下列结论正确的有 (　　)
①AD 上任意一点到点C,B 的距离相等　②AD
上任意一点到边AB,AC 的距离相等　③BD＝
CD,AD⊥BC　④∠BDE＝∠CDF
A．１个 B．２个 C．３个 D．４个

第２题图
　　　

第３题图

３．(２０１６湖州)如图所示,已知AB∥CD,BP 和CP
分别平分∠ABC 和∠DCB,AD 过点P,且与AB

垂直．若AD＝８,则点P到BC的距离是 (　　)
A．８ B．６ C．４ D．２

二、填空题

４．如图所示,CD 为 Rt△ABC 斜边上的

高,∠BAC 的平分线分别交CD,CB
于点E,F,FG⊥AB,垂足为G,则图中

与CF 相等的线段是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５．如图所示,在 △ABC 中,PD⊥AC,PE⊥AB,

PF⊥BC,PD＝PE＝PF．求证:∠BPC＝９０°＋
１
２∠A．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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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课

　　　　 　　　　　　　　　　　　目标１　三角形全等

典型例题１
(２０１７苏州)如图所示,∠A＝∠B,AE＝BE,点

D 在AC 边上,∠１＝∠２,AE 和BD 相交于点O．
(１)求证:△AEC≌△BED．
(２)若∠１＝４２°,求∠BDE 的度数．

跟踪变式１
如图所示,在 △ABC 中,已知 ∠１＝ ∠２,BE＝
CD,AB＝５,AE＝２,则CE＝　　　　．

核心强化１

１．如图所示,△ABC≌△BAD,A 和B,C 和D 是对

应顶点．如果AB＝５,BD＝６,AD＝４,那么BC等

于 (　　)

A．４　 B．６ C．５　 D．无法确定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点 B,F,C,E 在一条直线上,已知

FB＝CE,AC∥DF,请你添加一个适当的条件

　　　　　　,使得△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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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如图所示,在△ABC 和△DFE 中,∠A＝∠D＝
９０°,AC＝DE,若要用“斜边、直角边(HL)”直接

证明 Rt△ABC≌Rt△DFE,则 还 需 补 充 条 件

　　　　　　　　．

目标２　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典型例题２
如图所示,在等边△ABC 中,∠ABC 与 ∠ACB
的平分线相交于点O,且OD∥AB,OE∥AC．
(１)求证:△ODE 是等边三角形．
(２)线段BD,DE,EC 三者有什么数量关系? 写

出你的判断过程．
(３)数学学习不但要能解决问题,还要善于提出

问题．结合本题,在现有的图形上,请提出两个与

“直角三角形”有关的问题．(只需要提出问题,不
需要解答)

跟踪变式２
１．如图所示,△ABC 和△DCE 都是边长为４的等

边三角形,点B,C,E 在同一条直线上,连接BD,
则BD 的长为　　　　．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在△ABC 中,∠A＝３６°,AB＝AC,BD
是△ABC 的角平分线．若在边AB 上截取BE＝
BC,连接DE,则图中等腰三角形共有 (　　)

A．２个　 B．３个 　　C．４个　　　D．５个

３．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A,B 的坐标分别为

A(３,０),B(８,０),若点P 在y 轴上,且△PAB 是

等腰三角形,则点P 的坐标为　　　　　　．

核心强化２
１．如图所示,在△ABC 中,AB＝AC,D 为BC 的中

点,∠BAD＝３５°,则∠C的度数为　　　　．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 图 所 示,△ABC 是 等 边 三 角 形,BD 平 分

∠ABC,点 E 在BC 的 延 长 线 上,且 CE＝１,

∠E＝３０°,则DC＝　　　　．

目标３　直角三角形

典型例题３
如图所示,在△ABC 和△DCB 中,∠A＝∠D＝
９０°,AC＝BD,AC与BD 相交于点O．
(１)求证:△ABC≌△DCB．
(２)△OBC是何种三角形? 证明你的结论．

跟踪变式３
１．若△ABC是直角三角形,且∠C＝９０°,则必有

(　　)

A．∠A＝２∠B＝３∠C 　B．∠A＝∠B＝∠C
C．∠A＝∠B＋∠C 　D．∠A＋∠B＝∠C

２．如图所示,在高３米、坡面线段距离AB 为５米的

楼梯表面铺地毯,则地毯长度至少需　　　　米．

第２题图
　　　

第３题图













































































































































９２



３．如图所示,在 Rt△ABE 中,∠B＝９０°,延长BE
到C,使EC＝AB,分别过点C,E 作BC,AE 的垂

线,两线相交于点D,连接AD．若AB＝３,DC＝
４,则AD 的长是 (　　)

A．５　 B．７　 C．５ ２　 D．无法确定

核心强化３
１．如图所示,BD 平分∠ABC,CD⊥BD,D 为垂足,

∠C＝５５°,则∠ABC的度数是 (　　)

A．３５°　　　B．５５°　　　C．６０°　　 D．７０°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BE,CD 是△ABC 的高,且BD＝EC,
判定△BCD≌△CBE 的依据是　　　　．

３．如图所示,在△ABC中,AC＝３,∠C＝９０°,∠B＝
３０°,点P是BC边上的动点,则AP的长不可能是

(　　)

A．３．５　 B．４．２ C．５．８　 D．７

目标４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和角平分线

典型例题４
如图所示,在△ABC中,BD 是∠ABC 的平分线,

EF 垂直平分BD．求证:∠ABD＝∠BDF．

跟踪变式４
１．如图所示,在△ABC中,∠ACB＝９０°,BA 的垂直

平分线交CB 于点D．若AB＝１０,AC＝５,则图中

等于６０°的角有 (　　)

A．２个　 　B．３个　 　C．４个　 　D．５个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２０１６枣庄)如图所示,在△ABC 中,AB＝AC,

∠A＝３０°,E为BC延长线上一点,∠ABC与∠ACE
的平分线相交于点D,则∠D的度数为 (　　)

A．１５° B．１７．５° C．２０° D．２２．５°
３．如图所示,在Rt△ABC中,∠ABC＝９０°,AB＝３,

AC＝５,点E 在BC 上．将△ABC 沿AE 折叠,使
点B 落在AC 边上的点B′处,则BE＝　　　　．

核心强化４
１．如图所示,在 Rt△ABC 中,∠C＝９０°,AC＝３,

BC＝４,AB 的垂直平分线交BC 于点D,连接

AD,则△ACD 的周长是 (　　)

A．７ B．８ C．９ D．１０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在△ABC 中,∠C＝９０°,AB＝８,AD
是△ABC的一条角平分线．若CD＝２,则△ABD
的面积为　　　　．

３．如图所示,在等腰△ABC 中,AB＝AC,∠DBC＝
１５°,AB 的垂直平分线MN 交AC 于点D,求∠A
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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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 图 所 示,∠１＝ ∠２,BC＝DC,AC＝EC,则

△ABC≌△EDC的根据是 (　　)
A．SAS　　B．ASA　　C．AAS　　D．SSS

第１题图
　　　

第３题图

２．一个等腰三角形的两边长分别是３和７,则它的

周长为 (　　)
A．１７　 　 B．１５　 　 C．１３　 　 D．１３或１７

３．如图所示,在△ABC中,AB＝AC,且D 为BC 上

一点,CD＝AD,AB＝BD,则∠B的度数为 (　　)
A．３０° B．３６° C．４０° D．４５°

４．如图所示,在△ABC 中,AB＝AC＝５,BC＝８,D
是线段BC 上的动点(不含端点 B,C)．若线段

AD 的长为正整数,则点D 的个数共有 (　　)

A．５个 B．４个 C．３个 D．２个

二、填空题

５．如图所示,在△ABC 中,∠C＝９０°,AC＝２,点D
在BC 上,∠ADC＝２∠B,AD＝ ５,则BC的长为

　　　　．

第５题图
　　

第６题图

６．如图所示,在四边形ABCD 中,AB＝AD,∠BAD＝

９０°,∠CBD＝３０°,∠BCD＝４５°．若AB＝２２,则
四边形ABCD 的面积为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７．如图所示,点 E,F 在BC 上,BE＝CF,∠A＝

∠D,∠B＝∠C,AF 与DE 交于点O．
(１)求证:AB＝DC．
(２)试判断△OEF 的形状,并说明理由．

８．如 图 所 示,在 △ABC 中,AD 平 分 ∠BAC,且

BD＝CD,DE⊥AB 于点E,DF⊥AC于点F．
(１)求证:AB＝AC．
(２)若DC＝４,∠DAC＝３０°,求AD 的长．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在△ABC 中,点D 在边BC 上,AB＝
AD＝DC,∠B＝８０°,则∠C的度数是 (　　)
A．３０° B．４０°
C．４５° D．６０°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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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１６济南)如图所示,直线l１∥l２,等腰直角

△ABC的两个顶点A,B 分别落在直线l１,l２ 上,且

∠ACB＝９０°．若∠１＝１５°,则∠２的度数是 (　　)

A．３５° B．３０° C．２５° D．２０°
３．如图所示,△ABC 为直角三角形,BC 为斜边,将

△ABP 绕点A 逆时针旋转后,能与 △ACP′重

合．如果AP＝３,那么PP′的长是 (　　)

A．３ B．２ ３ C．３ ２ D．４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４．如图所示,在△ABC 中,∠ABC＝５０°,∠ACB＝
６０°,点E 在BC 的延长线上,∠ABC 的平分线

BD 与∠ACE 的平分线CD 相交于点D,连接

AD,下列结论不正确的是 (　　)

A．∠BAC＝７０° B．∠DOC＝９０°
C．∠BDC＝３５° D．∠DAC＝５５°

二、填空题

５．如图所示,在Rt△ABC中,D,E为斜边AB 上的两

个点,且BD＝BC,AE＝AC,则∠DCE＝　　　　．

第５题图
　　

第７题图

６．等腰三角形一腰上的高与另一腰的夹角为３６°,
则该等腰三角形的底角的度数为　　　　．

７．如图所示,在等腰 Rt△A 中,∠A＝９０°,OA＝１．以

OA１ 为直角边作等腰Rt△OA１A２,以OA２ 为直角边作

等腰Rt△OA２A３如此下去,则OA４＝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８．如图所示,ABCD 是一张长方形的纸片,折叠它

的一边AD,使点 D 落在BC 边上的点F 处．若

AB＝８cm,BC＝１０cm,求EC的长．

９．如图所示,在 Rt△ABC 中,∠C＝９０°,沿过点B
的一条直线BE 折叠这个三角形,使点C 与AB
边上的一点D 重合．
(１)当∠A 满足什么条件时,点D 恰为AB 的中

点? 写出一个你认为适当的条件,并利用此条件

证明D 为AB 的中点．
(２)在第(１)题的条件下,若DE＝１,求△ABC 的

面积．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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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１　不等关系

知识点１　一般地,用符号　　　　　　连接的式子叫作不等式．
知识点２　列不等式就是用　　　　　　表示代数式之间的不等关系．

　　　　 　　　　　　　　　　　　目标１　不等式的意义

典型例题１
学校组织同学们春游,租用４５座和３０座两种型

号的客车．若租用４５座客车x辆,租用３０座客车

y辆,则不等式“４５x＋３０y≥５００”表示的实际意义

是 (　　)

A．两种客车总的载客量不少于５００人

B．两种客车总的载客量不超过５００人

C．两种客车总的载客量不足５００人

D．两种客车总的载客量恰好等于５００人

跟踪变式１
下列代数式属于不等式的有 (　　)

①x＋y＝１　②x＞y　③x＋２y　④x－y≥１
⑤x＜０
A．２个　　 B．３个　　C．４个　　D．５个

核心强化１
有下列数学表达式:①３＜０;②４x＋５＞０;③x＝
３;④x２＋x;⑤x≠－４;⑥x＋２＞x＋１．其中是不

等式的有　　　　个．

目标２　列不等式

典型例题２
下面列出的不等式中,正确的是 (　　)

A．a不是负数,可表示成a＞０
B．x不大于３,可表示成x＜３
C．m 与４的差是负数,可表示成m－４＜０
D．x与２的和是非负数,可表示成x＋２＞０

跟踪变式２
１．某电梯标明“载客不超过１３人”,若载客人数为

x,x为自然数,则“载客不超过１３人”用不等式表

示为 (　　)
A．x＜１３　B．x＞１３ C．x≤１３　　　D．x≥１３

２．用适当的符号表示下列关系:
(１)“a是非负数”可表示为　　　　．
(２)“a２ 减去１０不大于２”可表示为　　　　．
(３)“x的倒数超过１０”可表示为　　　　．
(４)“a,b两数的平方和为正数”可表示为　　　　．
核心强化２

１．如图所示为一隧道入口处的指示标志牌,图１表

示汽车的高度不能超过３．５m,由此可知图２表

示汽车的宽度l(m)应满足的关系为　　　　．

２．用适当符号表示下列关系:
(１)x的绝对值是非负数;

(２)a的３倍与b的１
５

的和不大于３;

(３)x与１７的和比它的５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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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代数式属于不等式的有 (　　)
①－３＜０　②４x＋３y＞０　③x＝３
④x２＋xy＋y２　⑤x≠５　⑥x＋２＞y＋３
A．１个　　 B．３个　　C．４个　　D．５个

２．高钙牛奶的包装盒上注明“每１００克内含钙≥
１５０毫克”,它的含义是指 (　　)
A．每１００克内含钙１５０毫克

B．每１００克内含钙不低于１５０毫克

C．每１００克内含钙高于１５０毫克

D．每１００克内含钙不超过１５０毫克

３．下列各项中,蕴含不等关系的是 (　　)
A．老师年龄是小亮年龄的２倍

B．小军和小红一样高

C．小明岁数比爸爸小２６岁

D．x２ 是非负数

二、填空题

４．在一次知识竞赛中,有１０道抢答题,答对一道题得

１０分,答错一道题扣５分,不答得０分．小芳有一道

题没答,成绩仍然不低于６０分．若设她至少答对了

x道题,则可得不等式为　　　　　　　　．
５．已知有理数m,n的位置在数轴上如图所示,用不

等号填空:

(１)n－m 　　　０．　(２)m＋n　　　０．
(３)m－n　　　０．　(４)n＋１　　　０．
(５)mn　　　０．　(６)m＋１　　　０．

６．一件商品按成本价提高２０％后标价,又以９折销

售,此时售价仍不低于２７０元,该商品的成本价

x(元)应满足的不等式可表示为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７．用适当的符号表示下列关系:

(１)“x与１的和是非负数”可表示为　　　．
(２)“m 的５倍不大于３”可表示为　　　　．

８．某地组织１０辆汽车装运 A,B两种苹果到外地销

售．按规定,每辆汽车只装同一种苹果且必须装

满．已知 A,B两种苹果的每辆车运载量及每吨苹

果获利如下表所示:

苹果品种 A B

每辆车运载量(吨) ３ ２

每吨苹果获利(元) ５００ ９００

若要求一次性运出苹果超过２６吨,且一次性获利

超过１５０００元,设x辆车装运 A 种苹果,根据题

中提供的信息,写出x应满足的不等式．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小刚准备用自己节省的零花钱购买一台 MP４来学
习英语,他已存有５０元,并计划从本月起每月节省

３０元,直到他至少有２８０元．设x个月后小刚至少有

２８０元,则可列计算月数的不等式为 (　　)
A．３０x＋５０＞２８０ B．３０x－５０≥２８０
C．３０x－５０≤２８０ D．３０x＋５０≥２８０

二、填空题

２．规定一种新的运算:a※b＝ab－a－b－１．例如

３※４＝３×４－３－４－１,则５※２　　　　(选填
“＜”“＝”或“＞”)２※５．

３．小新买了一罐八宝粥,看到外包装标明“净含量
为３３０±１０g”,那么这罐八宝粥的净含量x(g)的

范围是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４．请设计不同的实际背景来表示下列不等式:

(１)x＞y．
(２)２．０≤x≤２．６．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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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知识点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１)不等式的两边都加(或减)同一个整式,不等号的方向　　　　．
(２)不等式的两边都乘(或除以)同一个正数,不等号的方向　　　　．
(３)不等式的两边都乘(或除以)同一个负数,不等号的方向　　　　．

　　　　 　　　　　　　　　　　　目标１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典型例题１
小明同学竟然推导出了０＞５的错误结论．请你仔

细阅读他的推导过程,指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已知x＞y,
两边都乘５,得５x＞５y．①
两边都减去５x,得０＞５y－５x,②
即０＞５(y－x)．③
两边都除以(y－x),得０＞５．④

跟踪变式１
１．若a＜b,则下列各式中一定成立的是 (　　)

A．－３a＜－３b　　 B．a－３＜b－３
C．a＋c＞b＋c　　 D．２a＞２b

２．若x＞y,则下列式子中错误的是 (　　)

A．x－３＞y－３　　 B．x３＞y
３

C．x＋３＞y＋３　 D．－３x＞－３y
３．设“▲”“●”“■”分别表示三种不同的物体,现用

天平称两次,情况如图所示,那么▲,●,■这三

种物体按质量从大到小排列应为 (　　)

A．■●▲　B．▲■● C．■▲● 　　D．●▲■

核心强化１
１．下列说法不一定成立的是 (　　)

A．若a＞b,则a＋c＞b＋c
B．若a＋c＞b＋c,则a＞b
C．若a＞b,则ac２＞bc２

D．若ac２＞bc２,则a＞b
２．由不等式a＞b得到am＜bm 的条件是m 　　　０．
３．已知 m＜n,下列关于 m,n 的命题:①６m＞６n;

②－３m＜－３n;③m－５＜n－５;④２m＋５＞２n＋５．
其中正确命题的序号是　　　　．

目标２　将不等式化为“x＞a”或“x＜a”的形式

典型例题２
１．将下列不等式化成“x＞a”或“x＜a”的形式．

(１)x－５＜１．　　　　　(２)２x＞x－２．

(３)１
２x＞－３． (４)－５x＜－２．

跟踪变式２
将下列不等式化成“x＞a”或“x＜a”的形式．
(１)x－１＞２,　　　　．

(２)－x＜５
６

,　　　．

(３)６x＜５x－１,　　　　．

(４)１
２x＞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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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强化２
１．下列不等式的变形过程中,正确的是 (　　)

A．不等式－２x＞４的两边同时除以－２,得x＞２
B．不等式１－x＞３的两边同时减去１,得x＞２
C．不等式４x－２＜３－x移项,得４x＋x＜３－２

D．不等式x
３＜１－x

２
去分母,得２x＜６－３x

２．已知x－y＝３,若y＜１,则x 的取值范围是　　
　　．

３．将下列不等式化成“x＞a”或“x＜a”的形式．
(１)x＋６＜１．　　　　　(２)３x＞２x＋２．
























　　　　 　　　　　　　　　　　　一、单项选择题

１．a,b都是实数,且a＜b,则下列不等式的变形正确

的是 (　　)

A．a＋x＞b＋x　 B．－a＋１＜－b＋１

C．３a＜３b D．a２＞b
２

２．下列命题正确的是 (　　)

A．若a＞b,b＜c,则a＞c
B．若a＞b,则ac＞bc
C．若a＞b,则ac２＞bc２

D．若ac２＞bc２,则a＞b
３．(２０１７株洲)已知实数a,b满足a＋１＞b＋１,则

下列选项错误的为 (　　)

A．a＞b B．a＋２＞b＋２
C．－a＜－b D．２a＞３b

二、填空题

４．用“＜”或“＞”填空:
(１)当实数a＜０时,６＋a　　　　６－a．

(２)若|a－b|
a－b ＝－１,则a－b　　　　０．

(３)若ax＞b,ac２＜０,则x　　　　b
a．

５．判断正误(对的打“√”,错的打“×”)．
(１)若b－３a＜０,则b＜３a． (　　)
(２)如果－５x＞２０,那么x＞－４． (　　)
(３)若a＞b,则ac２＞bc２． (　　)
(４)若ac２＞bc２,则a＞b． (　　)
(５)若a＞b,则a(c２＋１)＞b(c２＋１)． (　　)

(６)若a＞b＞０,则１
a＜１

b． (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下列变形是怎样得到的?

(１)由x＞y,得１
２x－３＞１

２y－３．

(２)由x＞y,得１
２

(x－３)＞１
２

(y－３)．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不等式的变形中,正确的是 (　　)

A．由４x－１≥０,得４x＞１
B．由５x＞３,得x＞３

C．由y
２＞０,得y＞０

D．由－２x＜４,得x＜－２
２．若a＋b＞０,且b＜０,则a,b,－a,－b的大小关系

为 (　　)

A．－a＜－b＜b＜a B．－a＜b＜－b＜a
C．－a＜b＜a＜－b D．b＜－a＜－b＜a

３．若点P(x－２,y－２)在第二象限,则下列x 与y
的关系中,正确的是 (　　)

A．x≥y 　 B．x＞y　 C．x≤y　 D．x＜y
４．若实数a,b,c在数轴上对应点的位置如图所示,

则下列不等式成立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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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b－c B．a＋c＜b＋c

C．ac＞bc D．ab＜c
b

二、填空题

５．如果a＜b,那么－１
２a＋３　　　　－１

２b＋３．(选

填“＞”或“＜”或“＝”)

６．如果不等式(a－１)x＜(a－１)的解集是x＜１,那
么a的取值范围是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７．阅读下面的解题过程,再解题．
已知a＞b,试比较－２０１８a＋１与－２０１８b＋１的

大小．
解:因为a＞b,①
所以－２０１８a＞－２０１８b．②
故－２０１８a＋１＞－２０１８b＋１．③

问:(１)上述解题过程中,从第　　　　步开始出

现错误．
(２)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３)请写出正确的解题过程．

用时: 分钟

评价:






















































§３　不等式的解集

知识点１　能使不等式成立的未知数的　　　　　　　,叫作不等式的解．一个含有未知数的不等式的

　　　　解,组成这个不等式的解集．求不等式　　　　的过程叫作解不等式．
知识点２　不等式解集的表示方法．
(１)一般地,一个含有未知数的不等式的解集是某一个取值范围,这个范围可用一个简单的不等式x＞a

或x＜a(或x≥a或x≤a)的形式表示出来．
(２)在数轴上表示不等式的解集的一般步骤:画数轴,定界点,定方向．

　　　　 　　　　　　　　　　　　目标１　不等式的解和解集

典型例题１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不等式x＜２的正整数解只有一个

B．－２是不等式２x－１＜０的一个解

C．不等式－３x＞９的解集是x＞－３
D．不等式x＜１０的整数解有无数个

跟踪变式１
１．下列不等式的解集中,不包括－５的是 (　　)

A．x≤－４　B．x≥－５　C．x≤－６　D．x≥－７

２．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x＝１是不等式－２x＜１的解

B．x＝３是不等式－x＜１的解集

C．x＞－２是不等式－２x＜１的解集

D．不等式－x＜１的解集是x＜－１

核心强化１
１．(２０１６安徽)不等式x－２≥１的解集是　　

　　．
２．下列数值中不是不等式５x≥２x＋９的解的是

(　　)

A．５　 B．４　　 C．３　　 D．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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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２　用数轴表示不等式的解集

典型例题２
１．将下列不等式的解集分别表示在数轴上:

(１)x≤２． (２)x＞－２．

核心强化２
１．用不等式表示如图所示的解集,其中正确的是

(　　)

A．x＞－２ B．x＜－２
C．x≥－２　　 D．x≤－２

２．在数轴上表示不等式x－１＜０的解集,正确的是

(　　)








































　　　　 　　　　　　　　　　　　一、单项选择题

１．在数轴上表示不等式３x－１≥２x的解集,正确的

是 (　　)

２．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不等式x＜３的正整数解有２个

B．－２是不等式３x＋４＜０的一个解

C．不等式－２x＞６的解集是x＞－３
D．不等式x＜５的整数解有无数个

３．已知一次函数y＝x－２,当函数值y＞０时,自变

量x的取值范围在数轴上表示正确的是 (　　)

二、填空题

４．不等式x≤４的非负整数解是　　　　．
５．已知x＜a的解集中最大的整数是５,那么a的取

值范围是　　　　．
６．已知关于x的不等式(a＋１)x＞a＋１的解集为

x＞１,那么a的取值范围为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７．在数轴上表示下列不等式的解集．
(１)x＞２．５．　　(２)x＜－２．５．　　(３)x≥３．

８．写出下列各数轴上所表示的不等式的解集．

用时: 分钟

评价:















































































８３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数轴上表示的是下列哪个不等式的解

集 (　　)

A．１２x＞－１　　　 B．x＋３
２ ≥－３

C．x＋１≥－１　　　　　　D．－２x＞４

２．函数y＝ １
x－１

的自变量x的取值范围在数轴上

可表示为 (　　)

３．若一个不等式的正整数解为１,２,则该不等式的

解集在数轴上的表示可能是 (　　)

二、填空题

４．已知关于x的不等式２x－a≥－３的解集如图所

示,则a＝　　　　．

５．已知不等式x＋８＞４x＋m(m 是常数)的解集是

x＜３,则m＝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不等式２x≥－９有多少个负整数解? 请全部写

出来．

用时: 分钟

评价:































































§４　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１课时

知识点１　不等式的左右两边都是　　　　,只含有　　　　个未知数,并且未知数的最高次数是　　
　　,像这样的不等式,叫作一元一次不等式．

知识点２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一般步骤:

①去分母(依据:　　　　　);②去括号;③移项(依据:　　　　　);④合并同类项;⑤系数化为１(依
据:　　　　　)．

　　　　 　　　　　　　　　　　　目标１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概念

典型例题１
下列不等式中,一元一次不等式有 (　　)

①x２＋３＞２x　②１
x－３＞０　③x－３＞２y　

④x－１
π ≥５π　⑤３y＞－３

A．１个　 　B．２个　 　C．３个　 　D．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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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变式１
下列不等式中,一元一次不等式有 (　　)

①x＞－３　②xy≥１　③x２＜３　④x
２－x

３≤１

⑤x＋１
x ＞１

A．１个 B．２个 C．３个 D．４个

核心强化１

１．若１
２x２m－１－８＞５是关于x 的一元一次不等式,

则m 的值为 (　　)

A．０　　　 B．１　　 C．２　 D．３
２．写出一个解集为x＞１的一元一次不等式:　　

　　　　　　．

目标２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

典型例题２

解不等式２－x
４ ≥１－x

３
,并把它的解集在数轴上表

示出来．

跟踪变式２

１．不等式x－２
３ ＞１的解集是　　　　　．

２．解不等式２x－３＜x＋１
３

,并把它的解集在数轴上

表示出来．

核心强化２

１．下列不等式２＋x
３ ＞２x－１

５
的变形过程:①去分母,

得５(２＋x)＞３(２x－１);②去括号,得１０＋５x＞
６x－３;③移项,得５x－６x＞－３－１０;④系数化为

１,得x＞１３．其中错误的步骤是 (　　)

A．① B．②　 C．③　　 D．④
２．不等式３x＋２＜２x＋３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正确

的是 (　　)

３．解下列不等式,并将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１)２(x＋３)－４＞０． (２)１＋x
３ ＜x－１．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不等式中,是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是 (　　)
A．x２＋１＞x　　 B．－y＋１＞y

C．１x＞２ D．|x＋１|＞０

２．(２０１７眉山)不等式－２x＞１
２

的解集是 (　　)

A．x＜－１
４ B．x＜－１

C．x＞－１
４ D．x＞－１

３．已知关于x的方程２x＋４＝m－x的解为负数,则

m 的取值范围是 (　　)

A．m＜４
３　 B．m＞４

３　

C．m＜４　 D．m＞４
二、填空题

４．不等式３x－１≤２(x＋２)的最大整数解是　　
　　．

５．若(m－２)x２m＋１－１＞５是关于x的一元一次不等

式,则该不等式的解集为　　　　．
６．若不等式x－３(x－２)≤a的解集为x≥－１,则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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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７．解下列不等式,并把它们的解集分别表示在数

轴上．

(１)２x－１＞３x－１
２ ．

(２)２x－１
３ ≤３x＋２

４ －１．

８．当代数式x－４
３

的值小于代数式２x＋１
２

的值时,求

x的取值范围．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遵义)不等式６－４x≥３x－８的非负整数

解的个数为 (　　)

A．２个 B．３个 C．４个 D．５个

２．阅读理解:我们把
a　b
c　d

称作二阶行列式,规定

它的运算法则为
a　b
c　d

＝ad－bc,例如
１　３
２　４

＝

１×４－２×３＝－２．若
２　３－x
１　x

＞０,则x的取值

范围是 (　　)

A．x＞１ B．x＜－１ C．x＞３ D．x＜－３
二、填空题

３．不等式４x－１≤１９的非负整数解的和为　　　　．
４．不等式３x－３m≤－２m的正整数解为１,２,３,４,

则m 的取值范围是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５．(１)解不等式:５(x－２)＋８＜６(x－１)＋７．

(２)若第(１)题中的不等式的最小整数解是关于x
的方程２x－ax＝３的解,求a的值．

６．定义新运算:对于任意实数a,b,都有a ⊕b＝
a(a－b)＋１,等式右边是通常的加法、减法及乘法

运算,比如２⊕５＝２×(２－５)＋１＝２×(－３)＋
１＝－６＋１＝－５．
(１)求(－２)⊕３的值．
(２)若３⊕x的值小于１３,求x的取值范围,并在

下图的数轴上表示出来．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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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课时

知识点　列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应用题的一般步骤:(１)找出已知量和未知量,找到不等关系;(２)设出适

当的未知数;(３)根据题中的不等关系,列出不等式;(４)求出所列不等式的解集;(５)检验所求的解集是否符

合题意,是否符合实际意义;(６)写出答案,注意单位．

　　　　 　　　　　　　　　　　　目标１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

典型例题１
某校社会实践小组在学生营养日开展活动,调查

快餐的营养情况,他们从食品安全监督部门获取

了一份快餐的信息(如图所示)．若这份快餐中所

含的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的质量之和不高于这

份快餐总质量的７０％,这份快餐最多含有多少克

的蛋白质?

跟踪变式１
１．某次知识竞赛共有２０道题,答对一道题得１０分,

答错或不答都扣５分．娜娜得分超过９０分,且答

对n道题,根据题意可列不等式为　　　　．
２．小明准备用２２元钱买笔和笔记本,已知每支笔

３元,每本笔记本２元,他买了３本笔记本后,其
余的钱用来买笔,那么他最多可以买 (　　)

A．３支笔 B．４支笔

C．５支笔 D．６支笔

核心强化１
１．小宏准备用５０元钱买甲、乙两种饮料共１０瓶,已

知甲饮料每瓶７元,乙饮料每瓶４元,则小宏最多

能买　　　　瓶甲饮料．
２．某射箭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前６次射击共击中

５２环,如果他要打破８９环(１０次射击,每次射击

最高中１０环)的记录,则他第７次射击击中的环

数不能少于　　　　．
３．某品牌自行车的进价是每辆８００元,标价是每辆

１２００元,店庆期间,商场为了答谢顾客,进行打

折促销活动,但是要保证利润不低于５％,则最多

可打几折? (　　)

A．５　 B．６ C．７　 D．８


































































　　　　 　　　　　　　　　　　　一、单项选择题

１．篮球联赛中,每场比赛都要分出胜负,每队胜１场

得２分,负 １ 场得 １ 分．某队预计某赛季全部

３２场比赛中最少得到４８分,才有希望进入季后

赛．假设这个队在将要举行的比赛中胜x 场,要
达到目标,x应满足的关系式是 (　　)

A．２x＋(３２－x)≥４８　　B．２x－(３２－x)≥４８

C．２x＋(３２－x)≤４８ D．２x≥４８
２．小明准备用节省的零花钱买一台随身音响,他已

存有４５元,计划从现在起以后每月节省３０元,直
到他至少有３００元．设x月后他至少有３００元,则
符合题意的不等式是 (　　)

A．３０x－４５≥３００ B．３０x＋４５≥３００
C．３０x－４５≤３００ D．３０x＋４５≤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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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３．一家企业向银行申请了一年期贷款５００万元,到期

后归还银行的钱超过５３２．８万元．若设该项贷款

的年利率为x,则x应满足的不等式为 　．
４．有１０名菜农,每人可种３亩茄子或２亩辣椒,已

知茄子每亩可收入０．５万元,辣椒每亩可收入

０．８万元．要使总收入不低于１５．６万元,则最多

只能安排　　　　人种茄子．
５．(２０１７ 台 州)商家花费 ７６０ 元购进某种水果

８０千克,销售中有５％的水果正常损耗,为了避免

亏本,售价至少应定为　　　　元/千克．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某施工队计划购买甲、乙两种树苗共４００棵,以便

对某道 路 进 行 绿 化 改 造．已 知 甲 种 树 苗 每 棵

２００元,乙种树苗每棵３００元．若购买甲种树苗的

金额不少于购买乙种树苗的金额,至少应购买甲

种树苗多少棵?

７．某中学举办了汉字听写大赛,并准备为获奖同学

颁奖．在购买奖品时发现,一个书包和一本词典

会花去４８元,用１２４元恰好可以购买３个书包和

２本词典．
(１)每个书包和每本词典的价格各是多少元?
(２)学校计划花费不超过９００元,为获胜的４０名

同学颁发奖品(每人一个书包或一本词典),则最

多可以购买多少个书包?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小明原有３００元,如图记录了

他今天的所有支出,其中饼

干支出的金额被涂黑．若每

包饼干的售价为１３元,则小

明可能剩下 (　　)

A．４元　 　　B．１４元

C．２４元 　　D．３４元

２．若关于x,y的二元一次方程组
３x＋y＝１＋a,

x＋３y＝３{ 的

解满足x＋y＜２,则a的取值范围是 (　　)

A．a＜４　 B．a＞４
C．a＜－４　 D．a＞－４

３．(２０１７齐齐哈尔)为有效开展“阳光体育”活动,
某校计划购买篮球和足球共５０个,购买资金不超

过３０００元．若每个篮球８０元,每个足球５０元,
则篮球最多可购买 (　　)

A．１６个 B．１７个

C．３３个 D．３４个

二、填空题

４．某矿泉水每瓶售价为１．５元,现甲、乙两家商场给

出优惠政策:甲商场全部９折,乙商场２０瓶以上

的部分８折．老师要小明去买一些矿泉水,小明想

了想觉得到乙商场购买比较优惠,则小明需要购

买矿泉水的数量x的取值范围是　　　　．
５．某单位为一中学捐赠了一批新桌椅,学校组织初一

年级２００名学生搬桌椅,规定一人一次搬两把椅子,
两人一次搬一张桌子,每人限搬一次,则学生最多可

搬桌椅(一桌一椅为一套)的套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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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２０１７沈阳)小明要代表班级参加学校举办的

消防知识竞赛,共有２５道题,规定答对一道题得

６分,答错或不答一道题扣２分,只有得分超过

９０分才能获得奖品,则小明至少答对多少道题才

能获得奖品?

７．(２０１７贵港)某次篮球联赛初赛阶段,每队有

１０场比赛,每场比赛都要分出胜负,每队胜一场

得２分,负一场得１分,积分超过１５分才能获得

参加决赛的资格．
(１)已知甲队在初赛阶段的积分为１８分,求甲队

初赛阶段胜、负各多少场．
(２)如果乙队要获得参加决赛的资格,那么乙队

在初赛阶段至少要胜多少场?

用时: 分钟

评价:

















































§５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

第１课时

知识点　由于任何一元一次不等式都可以转化为ax＋b＞０或ax＋b＜０(a,b为常数 ,a≠０)的形式,所
以解一元一次不等式可以看作当一次函数y＝ax＋b的图像在x 轴的上方(或下方)时,求自变量x相应的

取值范围．
(１)从“数”的角度看:
求ax＋b＞０的解集↔函数y＝ax＋b,当y＞０时,求x的取值范围．
求ax＋b＜０的解集↔函数y＝ax＋b,当y＜０时,求x的取值范围．
(２)从“形”的角度看:
求ax＋b＞０的解集↔确定直线y＝ax＋b在x 轴上方的自变量x 的取值范围．
求ax＋b＜０的解集↔确定直线y＝ax＋b在x 轴下方的自变量x 的取值范围．

　　　　 　　　　　　　　　　　　目标１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

典型例题１

画出函数y＝－３
２x＋３的图象,根据图象回答下

列问题:

(１)求方程－３
２x＋３＝０的解．

(２)求不等式－３
２x＋３＜０的解集．

(３)当x取何值时,y≥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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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变式１

１．如图所示,一次函数y＝kx＋b的图象经过A,B
两点,则不等式kx＋b＜０的解集是 (　　)

A．x＜０　 B．０＜x＜１
C．x＜１ D．x＞１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是一次函数y＝kx＋b的图象,当y＜２时,

x的取值范围是 (　　)

A．x＜１　 B．x＞１ C．x＜３　　D．x＞３

核心强化１

１．如图所示,直线y１＝x＋b
与y２＝kx－１相交于点

P,点P 的横坐标为－１,
则关于x的不等式x＋b＞
kx－１的解集在数轴上表

示正确的是 (　　)

２．某单位急需用车,但又不准备购车,他们准备和

一个个体车主或一国营租车公司签订月租车合

同．设汽车每月行驶xkm,应付给个体车主的月

费用为y１ 元,应付给汽车出租公司的月费用为

y２ 元,y１,y２ 与x 之间的函数关系图象(两条射

线)如图所示,观察图象,回答下列问题．

(１)每月行驶的路程在什么范围内,租出租公司

的车合算?
(２)每月行驶的路程等于多少时,租两家车的费

用相同?
(３)如 果 这 个 单 位 估 计 每 月 行 驶 的 路 程 为

２３００km,那么这个单位租哪家车合算?
























































































　　　　 　　　　　　　　　　　　一、单项选择题

１．(２０１７湘潭)一次函数y＝ax＋b的图象如图所

示,则不等式ax＋b≥０的解集是 (　　)

A．x≥２ B．x≤２
C．x≥４ D．x≤４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第３题图

２．一次函数y＝ － ３
２x＋３ 的图象如图所示,当

－３＜y＜３时,x的取值范围是 (　　)

A．x＞４ B．０＜x＜２
C．０＜x＜４ D．２＜x＜４

３．如图所示,已知直线y１＝x＋b与y２＝kx－１相交

于点P,点P 的横坐标为－１,则关于x的不等式

x＋b＜kx－１的解集是 (　　)

A．x＞－１ B．x≥－１ C．x＜－１ D．x≤－１
二、填空题

４．若一次函数y＝kx＋b(k,b为常数,且k≠０)的图

象如图所示,则关于x 的不等式kx＋b＞３的解

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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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题图
　　　　

第５题图

５．如图所示,已知函数y＝－２x＋４．
(１)x　　　　时,y＞０．
(２)x　　　　时,y＜０．
(３)x　　　　时,y＝０．
(４)x　　　　时,y＞４．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某市甲、乙两支龙舟队在端午节期间进行划龙舟

比赛,从起点 A 驶向终点B,在整个行程中,龙舟

离开起点的距离y(米)与时间x(分钟)的对应关

系如图所示．请结合图象解答下列问题:

(１)哪支龙舟队先出发? 哪支龙舟队先到达终点?
(２)分别求甲、乙两支龙舟队的y 与x 之间的函

数关系式．
(３)何时乙龙舟队划到甲龙舟队前面?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如图所示,已知直线y＝３x＋b与y＝ax－２的交

点的横坐标为－２,下列结论正确的有 (　　)

①a＞０　②b＞０
③x＞－２是不等式３x＋b＞ax－２的解集

A．０个 B．１个 C．２个 D．３个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某单位准备印制一批证书,现有两个印刷厂可供

选择,甲厂费用分为制版费和印刷费两部分,乙
厂直接按印刷数量收取印刷费．甲、乙两厂的印

刷费用y(千元)与证书数量x(千个)的函数关系

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①甲厂的制版费为１千元

②当印制证书超过２千个时,乙厂的印刷费用为

０．２元/个

③当印制证书８千个时,应选择乙厂节省费用,节

省费用５００元

④甲厂想把８千个证书的印制工作承揽下来,在不

降低制版费的前提下．每个证书最少降低０．０６２５元

A．１个 B．２个 C．３个 D．４个

二、填空题

３．已知一次函数y＝ax＋b(a,b是常数),x与y 的

部分对应值如下表所示:

x －２ －１ ０ １ ２ ３

y ６ ４ ２ ０ －２ －４

那么方程ax＋b＝０的解是　　　　　　;不等

式ax＋b＜０的解集是　　　　．
４．(２０１６济南)如图所示,若一次函数y＝－２x＋b

的图象交y 轴于点A(０,３),则不等式－２x＋b＞０
的解集为　　　　．

第４题图
　　

第５题图












































































６４



５．一次函数y１＝kx＋b与y２＝x＋a的图象如图所

示,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①k＜０　②a＞０　③当x＜３时,y１＜y２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小 明 在 学 习 了 一 次 方 程

(组)、一元一次不等式和

一次函数后,把相关知识

归纳整理如下:

一次函数与方程的关系

(１)一次函数的解析式就是一个二元一次方程;
(２)点B 的横坐标是方程①的解;
(３)点C的坐标(x,y)中的x,y的值是方程组②的解．
一次函数与不等式的关系

(１)函数y＝kx＋b的函数值y 大于０时,
自变量x的取值范围就是不等式③的解集;
(２)函数y＝kx＋b的函数值y 小于０时,
自变量x的取值范围就是不等式④的解集．

(１)请你根据以上方框中的内容在下面数字序号

后写出相应的结论:
①　　　　　;②　　　　　;③　　　　　;
④　　　　．
(２)如果点C的坐标为(１,３),求不等式kx＋b≤
k１x＋b１ 的解集．

用时: 分钟

评价:


























































第２课时

知识点　一元一次不等式、一次函数综合应用时,往往还结合一元一次方程,主要用来解决现实生活中

的决策问题．

　　　　 　　　　　　　　　　　　目标１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的实际应用

典型例题１
暑假期间,两名家长计划带领若干名学生去旅游

(学生人数不超过１０人),他们联系了报价均为

５００元的两家旅行社．经协商,甲旅行社规定,两
名家长全额收费,学生都按七折收费;乙旅行社规

定,家长、学生都按八折收费．假设这两名家长带领

x名学生去旅游,他们应该选择哪家旅行社?

跟踪变式１
剧院举行专场音乐会,成人票每张２０元,学生票每

张５元．暑假期间,为了丰富广大师生的业余文化生

活,剧院制订了两种优惠方案．方案１:购买一张成人

票赠送一张学生票;方案２:按总价的９０％付款．某校

有４名老师与若干名(不少于４人)学生听音乐会．
(１)设学生人数为x(人),付款总金额为y(元),分
别建立两种优惠方案中y与x 的函数关系式．
(２)请计算并确定最节省费用的购票方案．














































７４



核心强化１
暑假期间,李老师计划带领该校若干名“三好学

生”到北京旅游,他联系了报价均为２４０元的甲、
乙两家旅行社,经协商,甲旅行社的优惠条件是:
老师买一张全票,学生可享受半价优惠;乙旅行

社的优惠条件是:老师、学生都按六折优惠．设李

老师带领x名“三好学生”去旅游,甲旅行社的收

费为y１元,乙旅行社的收费为y２元．
(１)y１＝　　　　　　;y２＝　　　　　　．
(２)当学生人数　　　　时,选择甲旅行社更划算．
(３)当学生人数　　　　时,选择乙旅行社更划算．





















　　　　 　　　　　　　　　　　　一、单项选择题

１．已知甲、乙两弹簧的长度y(cm)与所挂物体的质

量x(kg)之间的函数表达式分别是y１＝k１x＋b１,

y２＝k２x＋b２,其图象如图所示．当所挂物体的质

量均为２kg时,甲、乙两弹簧的长度y１与y２的大

小关系为 (　　)

A．y１＞y２ B．y１＝y２

C．y１＜y２ D．不能确定

２．某移动通信公司提供了 A,B两种方案的通信费

用y(元)与通话时间x(分钟)之间的关系,如图

所示,则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若通话时间少于１２０分钟,则A方案比B方案

便宜２０元

B．若通话时间超过２００分钟,则B方案比A方案便宜

C．若通信费用为６０元,则B方案比 A 方案的通

话时间多

D．若两种方案通信费用相差１０元,则通话时间

是１４５分钟或１８５分钟

第２题图
　

第３题图

３．甲、乙两人以相同路线前往距离单位１０千米的培

训中心参加学习．图中l甲 ,l乙 分别表示甲、乙两

人前往目的地所走的路程s(千米)随时间t(分钟)
变化的函数图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
①乙比甲提前１２分钟到达

②甲的平均速度为１５千米/小时

③乙走了８千米后遇到甲

④乙出发６分钟后追上甲

A．４个　 B．３个　 　C．２个　 　D．１个

二、填空题

４．一次函数y＝kx＋b(k≠０)中两个变量x,y的部

分对应值如下表所示:

x －２ －１ ０ １ ２

y ８ ５ ２ －１ －４

那么,关于x 的不等式kx＋b≥－１的解集是

　　　　．
５．某公司打算至多用１２００元印制广告单．已知制

版费５０元,每印一张广告单还需支付０．３元的印

刷费,则该公司可印制的广告单数量x(张)满足

的不等式为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２０１７连云港)某蓝莓种植生产基地产销两旺,

采摘的蓝莓部分加工销售,部分直接销售,且当

天都能销售完,直接销售是４０元/斤,加工销售是

１３０元/斤(不计损耗)．已知基地雇用了２０名工

人,每名工人只能参与采摘和加工中的一项工

作,每人每天可以采摘７０斤或加工３５斤,设安排

x名工人采摘蓝莓,剩下的工人加工蓝莓．
(１)若基地一天的总销售收入为y 元,求y 与x
之间的函数表达式．
(２)试求如何分配工人,才能使一天的销售收入

最大? 并求出最大值．













































































































８４



７．在体育局的策划下,市体育馆将组织明星篮球

赛,为此,体育局推出两种购票方案(设购票张数

为x,购票总价为y)．
方案一:提供８０００元赞助后,每张票的票价为５０元;
方案二:票价按图中的折线OAB 所表示的函数

关系确定．

(１)若购买１２０张票,按方案一和方案二分别应付

的购票款是多少?

(２)求方案二中y与x 的函数关系式．
(３)至少买多少张票时选择方案一比较合算?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直线l１:y＝k１x＋b与直线l２:y＝k２x在同一平面

直角坐标系中的图象如图所示,则关于x的不等

式k１x＋b＞k２x的解为 (　　)

A．x＞－１ B．x＜－１
C．x＜－２ D．无法确定

２．如图所示,函数y１＝|x|和y２＝１
３x＋４

３
的图象

相交于(－１,１),(２,２)两点．当y１＞y２时,x的取

值范围是 (　　)

A．x＜－１ B．－１＜x＜２
C．x＞２ D．x＜－１或x＞２

二、填空题

３．已知直线y＝２x－b经过点(１,－１),则关于x的

不等式２x－b≥０的解集为　　　　．
４．如图所示,一次函数y１＝k１x＋b１ 与y２＝k２x＋b２

的图象相交于点A(３,２),则不等式(k２－k１)x＋
b２－b１＞０的解集为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５．(２０１７衡阳)为响应绿色出行号召,越来越多市

民选择租用共享单车出行．已知某共享单车公司

为市民提供了手机支付和会员卡支付两种支付

方式,如图所示图象描述了两种方式应支付金额

y(元)与骑行时间x(时)之间的函数关系．根据图

象回答下列问题:
(１)求手机支付金额y(元)与骑行时间x(时)的
函数关系式．
(２)李老师经常骑行共享单车,请根据不同的骑

行时间帮他确定选择哪种支付方式比较合算．
























































































９４



６．(２０１７铁岭)某大型快递公司使用机器人进行

包裹分拣．若甲机器人工作２h,乙机器人工作

４h,一共可以分拣７００件包裹;若甲机器人工作

３h,乙机器人工作 ２h,一共可以分拣 ６５０ 件

包裹．
(１)求甲、乙两机器人每小时各分拣多少件包裹．
(２)“双十一”期间,快递公司的业务量猛增,要让

甲、乙两机器人每天分拣包裹的总数量不低于

２２５０件,它们每天至少要一起工作多少小时?

用时: 分钟

评价:






























§６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第１课时

知识点１　一般地,关于同一未知数的几个　　　　　　　　合在一起,就组成一个一元一次不等

式组．
知识点２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中各个不等式的解集的　　　　,叫作这个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集．
知识点３　求不等式组　　　　的过程,叫作解不等式组．

　　　　 　　　　　　　　　　　　目标１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及相关概念

典型例题１
下列各式中不是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是 (　　)

A．
y＞－１

y≤－１
５

{ B．
３x－５y＞２
４x＋２＜０{

C．
x－５＞０
x＋３＜０
２x＋３＞９

ì

î

í

ïï

ïï
　　　 D．

a＋２＜０
a－１＞０{

跟踪变式１

(２０１７湘潭)不等式组
x＜２,

x＞－１{ 的解集在数轴上

表示为 (　　)

核心强化１
如图所示,数轴上表示的是两个不等式的解集,
由它们组成的不等式组的解集为 (　　)

A．－１＜x≤１　 B．－１＜x＜１
C．x＞－１ D．x≤１

目标２　解较简单的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典型例题２

解不等式组:３x－１＞２x＋１,

２x＞８．{





























































０５



跟踪变式２

１．不等式组
２x＋１＞－３,

－x＋３≥０{ 的整数解的个数为 (　　)

A．３个　　 B．５个　 C．７个 D．无数个

２．解不等式组:２x＋４＜０,

７x－８＜９x．{

核心强化２

１．(２０１７长春)不等式组
x－１≤０,

２x－５＜１{ 的解集为 (　　)

A．x＜－２　　　　 B．x≤－１
C．x≤１　　　 D．x＜３

２．(２０１７山西)将不等式组
２x－６≤０,

x＋４＞０{ 的解集表

示在数轴上,下面表示正确的是 (　　)

３．(２０１７天津)解不等式组:x＋１≥２,　①
５x≤４x＋３．　②{

(１)解不等式①,得　　　　．
(２)解不等式②,得　　　　．
(３)把不等式①和②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４)原不等式组的解集为　　　　　．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不等式组
２x－１≥５,

８－４x＜０{ 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为

(　　)

２．在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２x＋１＞０,

x－５≤０{ 的解集中,整数

解有 (　　)

A．４个 B．５个

C．６个 D．７个

３．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P(２x－６,x－５)在第四

象限,则x的取值范围是 (　　)

A．３＜x＜５
B．－３＜x＜５
C．－５＜x＜３
D．－５＜x＜－３

二、填空题

４．(２０１７ 河 南)不 等 式 组
x－２≤０,

x－１
２ ＜x{ 的 解 集 是

　　　　．
５．一次函数y＝(２m＋１)x＋３－m 图象过第一、二、

三象限,则m 的取值范围是　　　　．

６．若方程组
２x＋y＝a－１,

x＋２y＝７{ 的解满足－１＜x＋y＜

３,则a的取值范围是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７．解不等式组,并求出它的正整数解:５x－２＞２x－９,

１－２x≥－３．{

用时: 分钟

评价:











































































１５



　　　　 　　　　　　　　　　　　一、单项选择题

１．同时满足不等式x
４－２＜１－x

２
和６x－１≥３x－３

的整数x的值是 (　　)

A．１,２,３ B．０,１,２,３
C．１,２,３,４ D．０,１,２,３,４

２．对于不等式组
１
２x－１≤７－３

２x,

５x＋２＞３(x－１),{ 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

A．此不等式组无解

B．此不等式组有７个整数解

C．此不等式组的负整数解是－３,－２,－１

D．此不等式组的解集是－５
２＜x≤２

３．不等式组
２x＋１＞－３,

－x＋３≥０{ 的整数解的个数为 (　　)

A．３个 B．５个 C．７个 D．无数个

二、填空题

４．如果关于x,y 的方程组
２x－y＝１０,

３x＋y＝５a{ 的解满足

x＞０且y＜０,则a的取值范围是　　　　　　．

５．(２０１７黑龙江)不等式组
x＋１＞０,

a－１
３x＜０{ 的解集是

x＞－１,则a的取值范围是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２０１７成都)解不等式组:
２x－７＜３(x－１),①
４
３x＋３≤１－２

３x．②{

用时: 分钟

评价:


































































第２课时

知识点　进一步掌握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方法:

不等式组(a＜b) 数轴表示 解　集 记忆口诀

(１)
x＞a,

x＞b{

(２)
x＜a,

x＜b{

(３)
x＞a,

x＜b{

(４)
x＜a,

x＞b{

２５



　　　　 　　　　　　　　　　　　目标１　解较复杂的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典型例题１

解不等式组
５x－２＞３(x＋１),①
１
２x－２≤７－５

２x,②{ 并在数轴上表

示出该不等式组的解集．

跟踪变式１

解不等式组
x－４＞０,①
３x＞２(x－１),②{ 并把它的解集表示

在数轴上．

核心强化１

１．不等式组
３x－１

２ ＞２－x,

８－４x≤０{ 的解集在数轴上可表示

为 (　　)

２．解不等式组
x－１＞２x,①
x－１
３ ≤x＋１

９
,②{ 并将它的解集在数

轴上表示出来．


























































　　　　 　　　　　　　　　　　　一、单项选择题

１．若不等式组
x＋a≥０,
１－２x＞x－２{ 无解,则实数a的取值

范围是 (　　)
A．a≥－１ B．a＜－１ C．a≤１ D．a≤－１

２．(２０１７德州)不等式组
２x＋９≥３,
１＋２x

３ ＞x－１{ 的解集是

(　　)
A．x≥－３ B．－３≤x＜４
C．－３≤x＜２ D．x＞４

３．若不等式组
x－b＜０,
x＋a＞０{ 解集为２＜x＜３,则a,b的

值分别为 (　　)
A．－２,３ B．２,－３ C．３,－２ D．－３,２

二、填空题

４．若关于x 的不等式组
x＋６
５ ＞x

４＋１,

x＋m＜０{ 的解集为

x＜４,则m 的取值范围是　　　　．

５．不等式组
x＋３(x－２)≤－２,
１＋２x＞x－１{ 的整数解是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６．解下列不等式组,并把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１)(２０１７长沙)２x≥－９－x,　①
５x－１＞３(x＋１)．　②{

(２)(２０１７黔东南)
x－３(x－２)≥４,　①
２x－１

５ ＜x＋１
２ ．　②{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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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项选择题

１．(２０１６滨州)对于不等式组
１
２x－１≤７－３

２x,

５x＋２＞３(x－１),{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此不等式组无解

B．此不等式组有７个整数解

C．此不等式组的负整数解是－３,－２,－１

D．此不等式组的解集是－５
２＜x≤２

２．(２０１７西安)若不等式组
１
２

(x＋２)－３＞０,

x＞m{ 的

解集是x＞４,那么m 的取值范围是 (　　)
A．m≤４ B．m＜４ C．m≥４ D．m＞４

二、填空题

３．已知关于x的不等式组
x－a≥０,
５－２x＞１{ 只有２个非负

整数解,则实数a的取值范围是　　　　．
４．如图所示,直线y＝kx＋b经过点

A(－１,－２)和点B(－２,０),直线

y＝２x 过点A,则不等式 ２x＜
kx＋b＜０的解集为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５．解不等式组
４(x＋１)≤７x＋１０,　①

x－５＜x－８
３

,　②{ 并写出它的

所有非负整数解．

６．若不等式组
２x＋３＜１,

x＞１
２

(x－３){ 的整数解是关于x 的

方程２x－４＝ax的根,求a的值．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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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１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典型例题１
若a＞b,则下列不等式不一定成立的是 (　　)
A．a＋m＞b＋m B．a(m２＋１)＞b(m２＋１)

C．－a
２＜－b

２ D．a２＞b２

跟踪变式１
已知a＞b,下列各式不一定成立的是 (　　)
A．c＋a＞b＋c B．－１－３a＜－１－３b
C．b－a＜０ D．ac ＜bc
核心强化１

１．若a＞b,则下列各等式中一定成立的是 (　　)
A．a－１＜b－１　 B．－a＜－b

C．a３＞b
２　　 D．ac＜bc

２．若２x－５＜２y－５,则x　　　　y．(填“＞”“＜”
或“＝”)

目标２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典型例题２

解不等式组:５x－３＜４x,①
４(x＋１)＋２≥x,②{ 并把解集在数

轴上表示出来．

跟踪变式２
１．在数轴上表示不等式３x＋１≥４的解集,正确的

是 (　　)

２．已知关于x的不等式组
３x－a≥０,①
１
２

(x－２)＞３x＋４,②{ 有

解,求实数a的取值范围．

核心强化２

１．(２０１７绥化)不等式组
x－１≤３,
x＋１＞３{ 的解集是 (　　)

A．x≤４ B．２＜x≤４
C．２≤x≤４　　 D．x＞２

２．不等式３(x－１)≤５－x的非负整数解有 (　　)
A．１个 B．２个　 C．３个 D．４个

３．解不等式x－１
３ ≤５－x,并把解集在数轴上表示

出来．

目标３　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数

典型例题３
一次函数y＝３x＋b和y＝ax－３的图象如图所
示,其交点为 P(－２,－５),则不等式３x＋b＞
ax－３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正确的是 (　　)

跟踪变式３
已知点A(m－４,１－２m)在第二象限,则m 的取
值范围是　　　　．
核心强化３

１．如图所示,直线y１＝k１x＋b和直线y２＝k２x＋b
交于y 轴上一点,则不等式k１x＋b＞k２x＋b的解
集为　　　　．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函数y＝－２x 和y＝kx＋b的图象相
交于点A(m,３),则关于x的不等式－kx－b－２x
＞０的解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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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１７大庆)某快递公司的每位“快递小哥”日
收入与每日的派送量成一次函数关系,如图所示．
(１)求每位“快递小哥”的日收入y(元)与日派送
量x(件)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２)已知某“快递小哥”的日收入不少于１１０元,则
他至少要派送多少件快递?

目标４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

典型例题４
甲、乙两队进行足球对抗赛,比赛规则规定:每队
胜一场得３分,平一场得１分,负一场得０分．两
队一共比赛了１０场,甲队保持不败,得分不低于

２４分,则甲队至少胜了多少场?

跟踪变式４
为了节省空间,家里的饭碗一般是摞起来存放
的．如果６只饭碗摞起来的高度为１５cm,９只饭
碗摞起来的高度为２０cm,李老师家的碗橱每格
的高度为２８cm,则里面一摞碗最多只能放　　
　　只．

核心强化４
１．(２０１６西宁)某经销商销售一批电话手表,第一

个月以５５０元/块的价格售出６０块,第二个月起
降价,以５００元/块的价格将这批电话手表全部售
出,销售总额超过了５．５万元．这批电话手表至少
有 (　　)
A．１０３块 　　B．１０４块　C．１０５块 　D．１０６块

２．(２０１７邵阳)某校计划组织师生共３００人参加一
次大型公益活动,如果租用６辆大客车和５辆小
客车,恰好全部坐满．已知每辆大客车的乘客座
位数比小客车多１７个．

(１)求每辆大客车和每辆小客车的乘客座位数．
(２)由于最后参加活动的人数增加了３０人,学校
决定调整租车方案,在保持租用车辆总数不变的
情况下,为将所有参加活动的师生装载完成,求
租用小客车数量的最大值．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x＝３是２x＞３的一个解

B．x＝３是２x＞３的解集

C．x＝３是２x＞３的唯一解

D．x＝３不是２x＞３的解

２．不等式２(x－２)≤x－２的非负整数解有 (　　)
A．１个　　 B．２个　　C．３个　　D．４个

３．若不等式(a－３)x＞a－３的解集是x＜１,则a的
取值范围是 (　　)
A．a＞３ B．a＞－３
C．a＜３ D．a＜－３

４．(２０１７大庆)若实数３是不等式２x－a－２＜０

的一个解,则a可取的正整数值为 (　　)
A．２ B．３ C．４ D．５

二、填空题

５．当x　　　时,代数式－３x＋４的值是非正数．
６．如果关于x的不等式(a－１)x＜a＋５和２x＜４的

解集相同,则a＝　　　　．
７．已知关于x的方程２x＋４＝m－x的解为负数,则

m 的取值范围是　　　　．
８．定义一种新的运算:a※b＝２a＋b．已知关于x的

不等式x※k≥１的解集在数轴上的表示如图所
示,则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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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９．解下列不等式,并把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１)(２０１７淄博)x－２
２ ≤７－x

３ ．

(２)(２０１７镇江)x
３＞１－x－２

２ ．

１０．(２０１７怀化)为加强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某校
组织了“防溺水”知识竞赛,对表现优异的班级
进行奖励．学校购买了若干副乒乓球拍和羽毛
球拍,购买２副乒乓球拍和１副羽毛球拍共需

１１６元,购买３副乒乓球拍和２副羽毛球拍共需

２０４元．
(１)求购买１副乒乓球拍和１副羽毛球拍各需多
少元．
(２)若学校购买乒乓球拍和羽毛球拍共３０副,且
支出不超过１４８０元,则最多能够购买多少副羽
毛球拍?

用时: 分钟

评价:



















































　　　　 　　　　　　　　　　　　一、单项选择题

１．(２０１６泰安)当１≤x≤４时,mx－４＜０,则m 的
取值范围是 (　　)
A．m＞１　 B．m＜１　 C．m＞４ D．m＜４

２．两个代数式x－１与x－３的值的符号相同,则x
的取值范围是 (　　)
A．x＞３ B．x＜１
C．１＜x＜２ D．x＜１或x＞３

３．(２０１７泰安)不等式组
２x＋９＞６x＋１,
x－k＜１{ 的解集

为x＜２,则k的取值范围为 (　　)
A．k＞１ B．k＜１ C．k≥１ D．k≤１

二、填空题

４．已知点P(m－３,m＋１)在第一象限,则m 的取值
范围是　　　　．

５．若不等式
２x－a＜１,
x－２b＞３{ 的解集为－１＜x＜１,那么

ab＝　　　　．
６．若x同时满足不等式２x＋３＞０与x－２＜０,则x

的取值范围是　　　　　　　．
三、解答题(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或演算步骤)

７．(１)(２０１７苏州)解不等式组:x＋１≥４,
２(x－１)＞３x－６．{

(２)解不等式组
x－１＞２x,　①
x－１
３ ≤x＋１

９
,　②{ 并将它的解集

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８．(２０１７ 黄 石 )已 知 关 于 x 的 不 等 式 组

５x＋１＞３(x－１),　①
１
２x≤８－３

２x＋２a　②{ 恰有两个整数解,求实

数a的取值范围．

用时: 分钟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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