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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数学知识点必考的 21 个重难点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老师给大家分享的是初一数学知识点必考的 21 个重难点，涵盖了历年

期中期末考试重难点知识，归类整理方便复习。 

 

 

1.数轴 

 

 

(1)数轴的概念： 

 

规定了原点、正方向、单位长度的直线叫做数轴． 

 

数轴的三要素： 

 

原点，单位长度，正方向。 

 

(2)数轴上的点： 

 

所有的有理数都可以用数轴上的点表示，但数轴上的点不都表示有理数。 

 

（一般取右方向为正方向，数轴上的点对应任意实数，包括无理数。） 

 

(3)用数轴比较大小： 

 

一般来说，当数轴方向朝右时，右边的数总比左边的数大。 

 

2.相反数 

 

(1)相反数的概念： 

 

只有符号不同的两个数叫做互为相反数． 

 

(2)相反数的意义： 

 

掌握相反数是成对出现的，不能单独存在，从数轴上看，除 0 外，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它

们分别在原点两旁且到原点距离相等。 

 

(3)多重符号的化简： 

 

与“+”个数无关，有奇数个“﹣”号结果为负，有偶数个“﹣”号，结果为正。 

 

(4)规律方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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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个数的相反数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数的前边添加“﹣”，如 a 的相反数是﹣a，m+n 的相反

数是﹣（m+n），这时 m+n 是一个整体，在整体前面添负号时，要用小括号。 

 

3.绝对值 

 

1.概念： 

 

数轴上某个数与原点的距离叫做这个数的绝对值。 

 

①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绝对值相等； 

 

②绝对值等于一个正数的数有两个，绝对值等于 0 的数有一个，没有绝对值等于负数的数． 

 

③有理数的绝对值都是非负数． 

 

2.如果用字母 a 表示有理数，则数 a 绝对值要由字母 a 本身的取值来确定： 

 

①当 a 是正有理数时，a 的绝对值是它本身 a； 

 

②当 a 是负有理数时，a 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a； 

 

③当 a 是零时，a 的绝对值是零． 

 

即|a|={a（a＞0）0（a=0）﹣a（a＜0） 

 

4.有理数大小比较 

 

1.有理数的大小比较： 

 

比较有理数的大小可以利用数轴，他们从左到有的顺序，即从大到小的顺序（在数轴上表示

的两个有理数，右边的数总比左边的数大）； 

 

也可以利用数的性质比较异号两数及 0 的大小，利用绝对值比较两个负数的大小。 

 

2.有理数大小比较的法则： 

 

①正数都大于 0； 

 

②负数都小于 0； 

 

③正数大于一切负数； 

 

④两个负数，绝对值大的其值反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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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方法·有理数大小比较的三种方法： 

 

(1)法则比较： 

 

正数都大于 0，负数都小于 0，正数大于一切负数．两个负数比较大小，绝对值大的反而小． 

 

(2)数轴比较： 

 

在数轴上右边的点表示的数大于左边的点表示的数． 

 

(3)作差比较： 

 

若 a﹣b＞0，则 a＞b； 

 

若 a﹣b＜0，则 a＜b； 

 

若 a﹣b=0，则 a=b． 

 

5.有理数的减法 

 

有理数减法法则： 

 

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 即：a﹣b=a+（﹣b）   

 

方法指引： 

 

①在进行减法运算时，首先弄清减数的符号； 

 

②将有理数转化为加法时，要同时改变两个符号：一是运算符号（减号变加号）； 二是减数

的性质符号（减数变相反数）； 

 

注意： 

 

在有理数减法运算时，被减数与减数的位置不能随意交换；因为减法没有交换律。 

 

减法法则不能与加法法则类比，0 加任何数都不变，0 减任何数应依法则进行计算。 

 

6.有理数的乘法 

 

(1)有理数乘法法则： 

 

两数相乘，同号得正，异号得负，并把绝对值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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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数同零相乘，都得 0。   

 

(3)多个有理数相乘的法则： 

 

①几个不等于 0 的数相乘，积的符号由负因数的个数决定，当负因数有奇数个时，积为负；

当负因数有偶数个时，积为正． 

 

②几个数相乘，有一个因数为 0，积就为 0。 

 

(4)方法指引 

 

①运用乘法法则，先确定符号，再把绝对值相乘． 

 

②多个因数相乘，看 0 因数和积的符号当先，这样做使运算既准确又简单． 

 

7.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1.有理数混合运算顺序： 

 

先算乘方，再算乘除，最后算加减；同级运算，应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计算；如果有括号，

要先做括号内的运算。 

 

2.进行有理数的混合运算时： 

 

注意各个运算律的运用，使运算过程得到简化。 

 

有理数混合运算的四种运算技巧： 

 

(1)转化法： 

 

一是将除法转化为乘法，二是将乘方转化为乘法，三是在乘除混合运算中，通常将小数转化

为分数进行约分计算． 

 

(2)凑整法： 

 

在加减混合运算中，通常将和为零的两个数，分母相同的两个数，和为整数的两个数，乘积

为整数的两个数分别结合为一组求解． 

 

(3)分拆法： 

 

先将带分数分拆成一个整数与一个真分数的和的形式，然后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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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巧用运算律： 

 

在计算中巧妙运用加法运算律或乘法运算律往往使计算更简便． 

 

8.科学记数法—表示较大的数 

 

1.科学记数法： 

 

把一个大于 10 的数记成 a×10n 的形式，其中 a 是整数数位只有一位的数，n 是正整数，这

种记数法叫做科学记数法。 

 

(科学记数法形式：a×10n，其中 1≤a＜10，n 为正整数) 

 

2.规律方法总结： 

 

①科学记数法中 a 的要求和 10 的指数 n 的表示规律为关键，由于 10 的指数比原来的整数位

数少 1；按此规律，先数一下原数的整数位数，即可求出 10 的指数 n。 

 

②记数法要求是大于 10 的数可用科学记数法表示，实质上绝对值大于 10 的负数同样可用此

法表示，只是前面多一个负号． 

 

9.代数式求值 

 

(1)代数式的值： 

 

用数值代替代数式里的字母，计算后所得的结果叫做代数式的值。 

 

(2)代数式的求值： 

 

求代数式的值可以直接代入、计算．如果给出的代数式可以化简，要先化简再求值。 

题型简单总结以下三种： 

 

①已知条件不化简，所给代数式化简； 

 

②已知条件化简，所给代数式不化简； 

 

③已知条件和所给代数式都要化简． 

 

10.规律型：图形的变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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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找出图形哪些部分发生了变化，是按照什么规律变化的，通过分析找到各部分的变化

规律后直接利用规律求解。 

 

探寻规律要认真观察、仔细思考，善用联想来解决这类问题。 

 

11.等式的性质 

 

1.等式的性质 

 

性质 1：  等式两边加同一个数（或式子）结果仍得等式； 

 

性质 2 ： 等式两边乘同一个数或除以一个不为零的数，结果仍得等式。 

 

2.利用等式的性质解方程 

 

利用等式的性质对方程进行变形，使方程的形式向 x=a 的形式转化． 

 

应用时要注意把握两关： 

 

①怎样变形； 

 

②依据哪一条，变形时只有做到步步有据，才能保证是正确的． 

 

12.一元一次方程的解 

 

定义：使一元一次方程左右两边相等的未知数的值叫做一元一次方程的解。 

 

把方程的解代入原方程，等式左右两边相等。 

 

13.解一元一次方程 

 

1.解一元一次方程的一般步骤： 

 

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同类项、系数化为 1，这仅是解一元一次方程的一般步骤，针

对方程的特点，灵活应用，各种步骤都是为使方程逐渐向 x=a 形式转化。 

 

2.解一元一次方程时先观察方程的形式和特点： 

 

若有分母一般先去分母；若既有分母又有括号，且括号外的项在乘括号内各项后能消去分母，

就先去括号。 

 

3.在解类似于“ax+bx=c”的方程时： 

 

将方程左边，按合并同类项的方法并为一项即（a+b）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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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方程逐渐转化为 ax=b 的最简形式体现化归思想。 

 

将 ax=b 系数化为 1 时，要准确计算，一弄清求 x 时，方程两边除以的是 a 还是 b，尤其 a

为分数时；二要准确判断符号，a、b 同号 x 为正，a、b 异号 x 为负。 

 

14.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1.一元一次方程解应用题的类型 

 

(1)探索规律型问题； 

 

(2)数字问题； 

 

(3)销售问题（利润=售价﹣进价，利润率=利润进价×100%）； 

 

(4)工程问题（①工作量=人均效率×人数×时间；②如果一件工作分几个阶段完成，那么各

阶段的工作量的和=工作总量）； 

 

(5)行程问题（路程=速度×时间）； 

 

(6)等值变换问题； 

 

(7)和，差，倍，分问题； 

 

(8)分配问题； 

 

(9)比赛积分问题；  

 

(10)水流航行问题（顺水速度=静水速度+水流速度；逆水速度=静水速度﹣水流速度）． 

 

2.利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思路 

 

首先审题找出题中的未知量和所有的已知量，直接设要求的未知量或间接设一关键的未知量

为 x，然后用含 x 的式子表示相关的量，找出之间的相等关系列方程、求解、作答，即设、

列、解、答。 

 

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应用题的五个步骤 

 

(1)审：仔细审题，确定已知量和未知量，找出它们之间的等量关系． 

 

(2)设：设未知数（x），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直接未知数（问什么设什么），也可设间接未知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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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根据等量关系列出方程． 

 

(4)解：解方程，求得未知数的值． 

 

(5)答：检验未知数的值是否正确，是否符合题意，完整地写出答句． 

 

15.正方体相对两个面上的文字 

 

(1)对于此类问题一般方法是用纸按图的样子折叠后可以解决，或是在对展开图理解的基础

上直接想象． 

 

(2)从实物出发，结合具体的问题，辨析几何体的展开图，通过结合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的

转化，建立空间观念，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 

 

(3)正方体的展开图有 11 种情况，分析平面展开图的各种情况后再认真确定哪两个面的对面． 

 

16.直线、射线、线段 

 

(1)直线、射线、线段的表示方法 

 

①直线：用一个小写字母表示，如：直线 l，或用两个大写字母（直线上的）表示，如直线

AB． 

 

②射线：是直线的一部分，用一个小写字母表示，如：射线 l；用两个大写字母表示，端点

在前，如：射线 OA．注意：用两个字母表示时，端点的字母放在前边． 

 

③线段：线段是直线的一部分，用一个小写字母表示，如线段 a；用两个表示端点的字母表

示，如：线段 AB（或线段 BA）。 

 

(2)点与直线的位置关系： 

 

①点经过直线，说明点在直线上； 

 

②点不经过直线，说明点在直线外。 

 

17.两点间的距离 

 

(1)两点间的距离： 

 

连接两点间的线段的长度叫两点间的距离。 

 

(2)平面上任意两点间都有一定距离： 

 

它指的是连接这两点的线段的长度，学习此概念时，注意强调最后的两个字“长度”，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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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它是一个量，有大小，区别于线段，线段是图形．线段的长度才是两点的距离．可以

说画线段，但不能说画距离。 

 

18.角的概念 

 

(1)角的定义： 

 

有公共端点是两条射线组成的图形叫做角，其中这个公共端点是角的顶点，这两条射线是角

的两条边。 

 

(2)角的表示方法： 

 

角可以用一个大写字母表示，也可以用三个大写字母表示．其中顶点字母要写在中间，唯有

在顶点处只有一个角的情况，才可用顶点处的一个字母来记这个角，否则分不清这个字母究

竟表示哪个角． 

 

角还可以用一个希腊字母（如∠α，∠β，∠γ、„）表示，或用阿拉伯数字（∠1，∠2„）

表示。 

 

(3)平角、周角： 

 

角也可以看作是由一条射线绕它的端点旋转而形成的图形，当始边与终边成一条直线时形成

平角，当始 边与终边旋转重合时，形成周角。 

 

(4)角的度量： 

 

度、分、秒是常用的角的度量单位．1 度=60 分，即 1°=60′，1 分=60 秒，即 1′=60″。 

 

19.角平分线的定义 

 

从一个角的顶点出发，把这个角分成相等的两个角的射线叫做这个角的平分线。 

 

①∠AOB 是∠AOC 和∠BOC 的和，记作：∠AOB=∠AOC+∠BOC．∠AOC 是∠AOB 和∠BOC

的差，记作：∠AOC=∠AOB﹣∠BOC。 

 

②若射线 OC 是∠AOB 的三等分线，则∠AOB=3∠BOC 或∠BOC=13∠AOB。 

 

20.度分秒的运算 

 

(1)度、分、秒的加减运算 

 

在进行度分秒的加减时，要将度与度，分与分，秒与秒相加减，分秒相加，逢 60 要进位，

相减时，要借 1 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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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度、分、秒的乘除运算 

 

①乘法：度、分、秒分别相乘，结果逢 60 要进位。 

 

②除法：度、分、秒分别去除，把每一次的余数化作下一级单位进一步去除。 

 

21.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 

 

(1)由三视图想象几何体的形状： 

 

首先，应分别根据主视图、俯视图和左视图想象几何体的前面、上面和左侧面的形状，然后

综合起来考虑整体形状。 

 

(2)由物体的三视图想象几何体的形状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以从以下途径进行分析： 

 

①根据主视图、俯视图和左视图想象几何体的前面、上面和左侧面的形状，以及几何体的长、

宽、高； 

 

②从实线和虚线想象几何体看得见部分和看不见部分的轮廓线； 

 

③熟记一些简单的几何体的三视图对复杂几何体的想象会有帮助； 

 

④利用由三视图画几何体与有几何体画三视图的互逆过程，反复练习，不断总结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