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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函数的性质——奇偶性和对称性

 奇偶性的定义及易错点

奇函数 偶函数

定义

对定义域内任意 x，有

)()( xfxf 

对定义域内任意 x，有

)()( xfxf 

定义域 关于原点对称

图像 关于原点对称 关于 y轴对称

典型代表
,   ,  3xyxy 

xy sin

, ||  ,  2 xyxy 

xy cos

【例 1】 判断下列函数的奇偶性

21)()1( xxf 

1
)()2(

2





x

xxxf

【例 2】

（1）已知 )(xf 为奇函数，且 )(xf 在 0x 处有定义，则 )0(f 。

（2）已知 )(xf 为定义在 R 上的偶函数，且 )(xf 在  0, 为单调递减函数，则

)(xf 在  ,0 是单调 函数。

【例 3】设函数 )()( xgxf  的定义域为 R，且 )(xf 是奇函数， )(xg 是偶函数，则

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A. )()( xgxf  是偶函数 B. )()( xgxf  是奇函数

C. )()( xgxf  是奇函数 D. )()( xgxf  是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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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1）已知偶函数 )(xf ，当 0x 时， )1()(  xxxf ，求 )(xf 。

（2）已知奇函数 )(xf ，当 0x 时， 1)( 3  xxxf ，求 )(xf 。

【例 5】

（1）定义在  1,1 上的奇函数在  1,0 为增函数，则 0)12()(  xfxf 的解集

为 .

（2）设奇函数 )(xf 在  ,0 上为增函数，且 0)1( f ，则不等式 0)()(



x

xfxf

的解集为 .



第 3 页 共 13 页

 函数的对称性

轴对称关于与① yxfxf )()( 

轴对称关于与② xxfxf )()( 

对称关于与③ )0,0()()( xfxf 

对称关于直线④
2

)()()( baxxfxbfxaf 


）对称，关于点（⑤ 0
2

)()()( baxfxbfxaf 


）对称关于点（或⑥ baxfbxafxafbxafxf ,)()2)()( (2)2()( 

【例 6】

（1）若 )1()1( xfxf  ，则函数 )(xf 关于 对称。

（2）若 )2()( xfxf  ，则函数 )(xf 关于 对称。

（3）若 )1()1( xfxf  ，则函数 )(xf 关于 对称。

（4）若 )2()4(  xfxf ，则函数 )(xf 关于 对称。

【例 7】

已知函数 )(xf 的图像关于直线 1x 对称，函数 )(xg 的图像关于点（-1，2）对

称，且 12)()(  xxgxf ，则 )2()0(2  gf 等于（ ）

A.
8

19
 B.

8
7

 C.
8
7 D.

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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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解三角形——正弦定理、余弦定理

 正弦定理：

R
C
c

B
b

A
a 2

sinsinsin


 余弦定理：

 
2

cos           cos2

2
cos           cos2

2
cos           cos2

222
222

222
222

222
222

ab
cbaCCabbac

ac
bcaBBaccab

bc
acbAAbccba










 面积公式：

)(
4

   

sin
2
1sin

2
1sin

2
1

为外接圆半径R
R

abc

BacAbcCabS





【例 1】

（1）已知ΔABC中，若  30 , 34 , 4 Aba ，则 B .

（2）已知ΔABC中，若 ACBba 3 , 1 , 2  ，则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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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ΔABC中，若
C
c

B
b

A
a

coscoscos
 ，则ΔABC是（ ）

A.直角三角形 B.等边三角形

C.钝角三角形 D.等腰直角三角形

（4）已知ΔABC中，若 34b ， 4c ，  60B ，求 ABCS .

【例 2】已知ΔABC中， CaAcb coscos)3(  ，则 Acos .

【例 3】 已知ΔABC中， 0sin3cos  cbCaCa .

（1）求 A.

（2）若 2a ，ΔABC的面积为 3 ，求 b , c.



第 6 页 共 13 页

【例 4】已知ΔABC中， CbcBcbAa sin)2(sin)2(sin2  .

（1）求 A.

（2）求 CB sinsin  的最大值.

【例 5】已知ΔABC中， 1cos)cos(  BCA ， ca 2 ，求 C.

 总结：

已知条件 应用定理 一般解法

AAS

（如 CBa ,, ）
正弦定理 由  CBA ，求角 A，由正弦定理求出b与 c .

SAS 余弦定理

正弦定理

由余弦定理求第三边；由正弦定理求出小边所对

的角（此角一定是锐角）；再由  CBA 求出

第三个角.

SSS 余弦定理
由余弦定理求出其中两个角；再由  CBA
求出第三个角.

SSA

（如 Aba ,, ）
正弦定理

余弦定理

由正弦定理求出角 B；由  CBA ，求出角

C；再利用正弦定理或余弦定理求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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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圆锥曲线——椭圆与抛物线

 椭圆的定义和性质

1.第一定义：平面内与两个定点 F1、F2 的距离之和等于常数

（ 21FF ）的点的轨迹叫作椭圆。

第二定义：平面内到一个定点的距离和到一条定直线的距离之比

等于常数 e（0＜e＜1）的点的轨迹叫作椭圆。

2.椭圆中的关键参数及关系

3.小提示与易错点

• 考试中所见到的椭圆都是指中心在原点，对称轴在坐标轴上的椭圆

• 在做椭圆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判断清楚焦点（长轴）在哪个坐标轴上

• 注意长轴与半长轴、焦距与半焦距的区别

• 单看椭圆比较简单，要注意和双曲线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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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已知椭圆的中心在原点且过点 P(3, 2)，焦点在坐标轴上，长轴长是短轴

长的 3 倍，求该椭圆的方程。

【例 2】椭圆的中心在原点，焦距为 4，一条准线为 4x ，则该椭圆的方程为？

【例 3】 椭圆 )0( 12

2

2

2

 ba
b
y

a
x

的左、右顶点分别是 A、B，左、右焦点分

别为 F1、F2，若 1AF 、 21FF 、 BF1 成等比数列，则此椭圆的离心率为 .

【例 4】已知 F1、F2为椭圆  1
925

22


yx

的两个焦点，过 F1的直线交椭圆于 A、B

两点，若 1222  BFAF ,则 AB .

 总结：

• 椭圆中的 ecba ,,, 及其之间的关系，准线方程

• 对于概念的考察重点在于对定义的理解

• 椭圆大题的处理方法适用大题的一般技巧，会在课程中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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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物线的定义和性质

1.定义：平面内与一个定点 F和一条定直线 l（l不过 F）的距离相等的点的轨迹

叫作抛物线。

标准方程 图形 对称轴 焦点坐标 准线方程 离心率

)0(

22





p

pxy

x轴







 0,

2
p

2
px 

1e

)0(

22





p

pxy






 0,

2
p

2
px 

)0(

22





p

pyx

y轴









2
,0 p

2
py 

)0(

22





p

pyx






 

2
,0 p

2
py 

注： p表示焦点到准线的距离。

2.小提示

• 抛物线部分相对椭圆和双曲线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参数，且离心率 e也是固

定数值 1

•
2

,,2 ppp 三个量要分清楚

• 抛物线大部分的选择、填空题可以通过定义解决



第 10 页 共 13 页

【例 1】设抛物线的顶点在原点，准线方程为 2x ，则抛物线的方程

为 。

【例 2】已知抛物线关于 x轴对称，它的顶点在坐标原点 O,并且经过点 M ),2( 0y ,

若点 M到该抛物线焦点的距离为 3，则 OM 。

【例 3】设抛物线 xy 82  的焦点 F,准线为 l，P是抛物线上一点， lPA  ，A为

垂足。若直线 AF的斜率为 3 ，则 PF 。

【例 4】已知 P是抛物线 xy 22  上的一个动点，则点 P到点 Q )1,2( 的距离与点 P

到抛物线焦点距离之和取最小值时，点 P的坐标为 。

 总结

• 抛物线问题的考察以焦点弦问题为主——用定义解决问题

• 抛物线大题的处理方法适用大题的一般技巧，会在课程中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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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极限

一、定义

 当 0xx 时， )(xf 无限趋于某个常数 A，则称 A为 )(xf 在点 0x 处的极限，记为

Axf
xx




)(lim
0

。

二、左(右)极限

 AxfAxf
xxxx


 

)(lim  )(lim  
00

；右极限：左极限：

 极限存在的条件：左极限=右极限

 极限的存在与否以及极限的大小都与函数在该点的情况（是否有定义、函数值）

无关。

三、极限的运算法则

，那么，若 BxgAxf  )(lim)(lim

四、极限的计算

1.代入法




)12(lim
1
x

x

2.约公因子法





 1
1lim 31 x

x
x

① 



 3
6lim

2

3 x
xx

x
②

3.最高次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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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123lim 23

2

xx
xx

x
① 




 xxx
xxx

x 92
3610lim 24

234

②

4.两个重要极限

 1sinlim
0


 x

x
x

 e
x

ex x

x
x

x



)11(lim   ,  )1(lim

1

0


 x

x
x

sinlim
0

① 


x
x

x
1

0
1lim ）（②




 20 3
cos1lim
x
x

x
③ 



x
x

x
2

0
)sin31(lim④

5.等价无穷小

当 0x 的常用等价无穷小量有：

  axx

axa

xx

xexxxxx

a

x

x

~1)1(

ln~1

2
~cos1

)1ln(~1~arctan~arcsin~tan~sin~

2









 前提：必须是当 0x 时的因式才能使用，整个因式替换。


 1

3arcsinlim
0 xx e

x
① 

 x
xx

x cos1
sinlim

0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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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ossinsinlim
x

xxx
x

③ 



2

2

0

)sin(tanlim
x

xxx
x

④

6.洛必达法则

)(xf 和 )(xg 的极限都是 0 或都是∞，且 )(xf 和 )(xg 都可导， )(xg 的导数不为 0，

则
)(
)(lim

)(
)(lim

xg
xf

xg
xf





。


 1

2
cos

lim
1 x

x

x



① 



30

sinlim
x

xx
x

②

 总结

• 先看能否直接用代入法（分母非零）；

• 观察是否符合两个重要极限或最高次幂法的应用形式；

• 若为分式，且分母为 0，则先尝试约公因子；

• 观察能否进行等价无穷小替换（ 0x 且存在可替换因式）；

• 应用洛必达法则 )
0
0( 型型或




。

【拓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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