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一数学知识点总结归纳重点 初一
语文重点知识点归纳(大全8篇)

军训总结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通过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总结
出自己在军训过程中的成长和进步。以下是一些学期总结的
典型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帮助。

初一数学知识点总结归纳重点篇一

初一语文知识点众多，要想语文考试获得一个好成绩，做好
知识点归纳很重要。小编为大家力荐了初一语文知识点整合，
给大家作为参考，欢迎阅读!

象征、对比、衬托、烘托、伏笔铺垫、照应(呼应)、直接(间
接)描写、扬抑(欲扬先抑、欲抑先扬)、借景抒情、借物喻人。

象征通过某一特点的具体形象，表达某种人和某种社会现象
的本质特点。例：《海燕》以海燕象征大智大勇的无产阶
级**先驱者的形象。

对比把两种相反的事物或一种事物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作比较，
鲜明的突出主要事物或事物的主要方面的特征。例：《海燕》
以海燕的高大形象与海鸭、海鸥、企鹅的卑怯形象作对比，
突出海燕勇猛、敢于斗争的鲜明特征。

衬托以他体从正面、反面两个角度陪衬本体，突出本体的主
要特征。例：《白杨礼赞》开头描写白杨树的生长环境——
西北高原的雄壮，衬托出白杨树傲然挺立的高大形象。

借景抒情通过描写具体生动的自然景象或生活场景，表达作
者真挚的思想感情。



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淋漓
尽致的描摹百草园声色趣俱全的景观和三味书屋枯燥乏味的
生活场景，表现作者热爱大自然，喜欢自由快乐生活和不满
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的思想感情。

借物喻人描写事物，突出其特点，并以此设喻，表现作者高
尚的思想情操。例：《白杨礼赞》以白杨树比喻北方军民，
以白杨树正直、朴质、严肃、挺拔、力争上游的特点比喻北
方军民为我国的解放事业而抗争、战斗的顽强精神。

五种表达方式：记叙、描写、说明、抒情、议论。

解释：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时，有一个方法或手段问题，人
们习惯上将它称为表达方式。

比如：记叙文是以叙述、描写、抒情为主要表达方式，议论
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而说明文则以说明为主要表达
方式。

1、记叙文中的议论往往起画龙点睛、揭示记叙目的和意义的
作用;

2、议论文中的`记叙往往起到例证的作用;

3、说明文中描写、文艺性笔调起到点染作品使之更加生动形
象的作用。

4、夹叙夹议，记叙与议论交叉运用的写法，使文章在轻松活
泼之中，阐发议论，读来饶有兴味，深受教益，文章中的记
叙是为议论服务的，而议论又以记叙为基础，叙为议提供了
事实依据，使立论有根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1、比喻：使语言形象生动，增加语言色彩。化平淡为生动，
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形象。



2、拟人：把事物当人写，使语言形象生动。给物赋予人的形
态情感(指拟人)，描写生动形象，表意丰富。

3、排比：增强语言气势，加强表达效果。叙事透辟，条分缕
析;长于抒情。

4、夸张：突出某一事物或强调某一感受。烘托气氛，增强感
染力，增强联想;创造气氛，揭示本质，给人以启示。

5、反问：起强调作用，增强肯定(否定)语气。

6、设问：自问自答，提出问题，引发读者的注意、思考。

7、对偶：使语言简练工整、有音乐感;抒情酣畅;便于吟诵，
易于记忆。

8、反复：多次强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写景抒情感染力强;
承上启下，分清层次。

注：上面只是简要给出各种修辞手法(方法)的作用，在回答
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内容具体来回答，避免空洞。

初一数学知识点总结归纳重点篇二

1、相同数位对齐;

2、从个位加起;

3、个位满10向十位进1。

(2)笔算两位数减法，要记三条

1、相同数位对齐;



2、从个位减起;

3、个位不够减从十位退1，在个位加10再减。

(3)混合运算计算法则

1、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只有加减法或只有乘除法的，都要
从左往右按顺序运算;

2、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有乘除法和加减法的，要先算乘除
再算加减;

3、算式里有括号的要先算括号里面的。

(4)四位数的读法

1、从高位起按顺序读，千位上是几读几千，百位上是几读几
百，依次类推;

2、中间有一个0或两个0只读一个“零”;

3、末位不管有几个0都不读。

(5)四位数写法

1、从高位起，按照顺序写;

2、几千就在千位上写几，几百就在百位上写几，依次类推，
中间或末尾哪一位上一个也没有，就在哪一位上写“0”。

(6)四位数减法也要注意三条

1、相同数位对齐;

2、从个位减起;



3、哪一位数不够减，从前位退1，在本位加10再减。

(7)一位数乘多位数乘法法则

1、从个位起，用一位数依次乘多位数中的每一位数;

2、哪一位上乘得的积满几十就向前进几。

(8)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法则

2、除数除到哪一位，就把商写在那一位上面;

3、每求出一位商，余下的数必须比除数小。

(9)一个因数是两位数的乘法法则

1、先用两位数个位上的数去乘另一个因数，得数的末位和两
位数个位对齐;

2、再用两位数的十位上的数去乘另一个因数，得数的末位和
两位数十位对齐;

3、然后把两次乘得的数加起来。

(10)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法则

1、从被除数高位起，先用除数试除被除数前两位，如果它比
除数小，

2、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在哪一位上面写商;

3、每求出一位商，余下的数必须比除数小。

(11)万级数的读法法则



1、先读万级，再读个级;

2、万级的数要按个级的读法来读，再在后面加上一个“万”
字;

3、每级末位不管有几个0都不读，其它数位有一个0或连续几
个零都只读一个“零”。

(12)多位数的读法法则

1、从高位起，一级一级往下读;

2、读亿级或万级时，要按照个级数的读法来读，再往后面加上
“亿”或“万”字;

3、每级末尾的0都不读，其它数位有一个0或连续几个0都只
读一个零。

(13)小数大小的比较

比较两个小数的大小，先看它们整数部分，整数部分大的那
个数就大，整数部分相同的，十分位上的数大的那个数就大，
十分位数也相同的，百分位上的数大的那个数就大，依次类
推。

(14)小数加减法计算法则

计算小数加减法，先把小数点对齐(也就是把相同的数位上的
数对齐)，再按照整数加减法则进行计算，最后在得数里对齐
横线上的小数点位置，点上小数点。

(15)小数乘法的计算法则

计算小数乘法，先按照乘法的法则算出积，再看因数中一共
几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



(16)除数是整数除法的法则

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按照整数除法的法则去除，商的小
数点要和被除数小数点对齐，如果除到被除数的末尾仍有余
数，就在余数后面添0再继续除。

(17)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运算法则

除数是小数的除法，先移动除数小数点，使它变成整数;除数
的小数点向右移几位，被除数小数点也向右移几位(位数不够
在被除数末尾用0补足)然后按照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进行
计算。

(18)解答应用题步骤

2、确定每一步该怎样算，列出算式，算出得数;

3、进行检验，写出答案。

(19)列方程解应用题的一般步骤

1、弄清题意，找出未知数，并用x表示;

2、找出应用题中数量之间的相等关系，列方程;

3、解方程;

4、检验、写出答案。

(20)同分母分数加减的法则

同分母分数相加减，分母不变，只把分子相加减。

(21)同分母带分数加减的法则



带分数相加减，先把整数部分和分数部分分别相加减，再把
所得的数合并起来。

(22)异分母分数加减的法则

异分母分数相加减，先通分，然后按照同分母分数加减的法
则进行计算。

(23)分数乘以整数的计算法则

分数乘以整数，用分数的分子和整数相乘的积作分子，分母
不变。

(24)分数乘以分数的计算法则

分数乘以分数，用分子相乘的积作分子，分母相乘的积作分
母。

(25)一个数除以分数的计算法则

一个数除以分数，等于这个数乘以除数的倒数。

(26)把小数化成百分数和把百分数化成小数的方法

把小数化成百分数，只要把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同时在后
面添上百分号;

把百分数化成小数，把百分号去掉，同时小数点向左移动两
位。

(27)把分数化成百分数和把百分数化成分数的方法

把百分数化成小数，先把百分数改写成分母是100的分数，能
约分的要约成最简分数。



初一数学知识点总结归纳重点篇三

(1)求相同因数的积的运算叫做乘方.乘方运算的结果叫幂。

一般地，记作，读作：a的n次方，表示n个a相乘；其中，a是
底数，n是指数，称为幂。

(2)正数的任何次幂都是正数.

负数的奇数次幂是负数，

负数的偶数次幂是正数。

(3)一个数的平方为它本身，这个数是0和1；

一个数的立方为它本身，这个数是0、1和-1。

初一数学知识点总结归纳重点篇四

知识点1：正、负数的概念：我们把像3、2、+0.5、0.03%这
样的数叫做正数，它们都是比0大的数；
像-3、-2、-0.5、-0.03%这样数叫做负数。它们都是比0小的
数。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我们可以用正数与负数表示具
有相反意义的量。

知识点2：有理数的概念和分类：整数和分数统称有理数。有
理数的分类主要有两种：

注：有限小数和无限循环小数都可看作分数。

知识点3：数轴的概念：像下面这样规定了原点、正方向和单
位长度的直线叫做数轴。

知识点4：绝对值的概念：



（1）几何意义：数轴上表示a的点与原点的距离叫做数a的绝
对值，记作|a|；

（2）代数意义：一个正数的绝对值是它的本身；一个负数的
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零的绝对值是零。

注：任何一个数的绝对值均大于或等于0（即非负数）．

知识点5：相反数的概念：

（2）代数意义：符号不同但绝对值相等的两个数叫做互为相
反数。0的相反数是0。

知识点6：有理数大小的比较：

有理数大小比较的基本法则：正数都大于零，负数都小于零，
正数大于负数。

数轴上有理数大小的比较：在数轴上表示的两个数，右边的
数总比左边的大。

用绝对值进行有理数大小的比较：两个正数，绝对值大的正
数大；两个负数，绝对值大的负数反而小。

知识点7：有理数加法法则：

(1)同号两数相加，取相同的符号，并把绝对值相加；

(3)一个数与0相加，仍得这个数．

知识点8：有理数加法运算律：

加法交换律：两个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和不变。

加法结合律：三个数相加，先把前两个数相加，或者先把后



两个数相加，和不变。

知识点9：有理数减法法则：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
相反数。

知识点10：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根据有理数减法的法则，
一切加法和减法的运算，都可以统一成加法运算，然后省略
括号和加号，并运用加法法则、加法运算律进行计算。

初一数学知识点总结归纳重点篇五

1、唐朝工匠用各种矿物烧制出青、绿、黄三种艳丽的彩色陶
器，所以叫唐三彩。唐三彩作品多为人物或动物俑，个个造
型生动，栩栩如生，为艺术珍品。102、唐代的绘画风格十分
注重线条的变化，不论是凡人常物，还是云中的飞天神仙、
反弹琵琶的歌女舞妓，都给人以“天风飞扬，满壁风
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的美感。

2、唐代天文学家中最有成就的是僧一行(原名张遂)，他通过
观测，证实了太阳的运行速度是不均匀的，时快时慢。僧一
行还大规模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这在世界上是第一次。

3、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六大古都”，它们分别是陕西西安、
河南洛阳、江苏南京、北京(以上四地曾是几个朝代的`都城)、
河南开封和浙江杭州(分别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

4、唐朝时期，中国是东方最先进的国家，日本先后派了十多
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人数多时达五六百人。这些日本谴唐
使回国以后，积极传播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促进了中日
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5、公元907年，唐朝节度使朱温废掉唐朝皇帝，建立梁朝，



历史上称为后梁。此后的50多年里，后梁、后唐、后晋、后
汉、后周五个朝代，相继统治黄河流域，合称五代(公
元907——960年)。同一时期，在南方各地和北方的山西，先
后出现了10个割据政权，总称十国。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
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结束。

6、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
发动兵变，手下将士们把黄袍加到他身上，拥立他为皇帝，
取国号为“宋”，定都在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公
元960——1127年)。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初一数学知识点总结归纳重点篇六

一、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与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类似，其步骤
为：

1、去分母；

2、去括号；

3、移项；

4、合并同类项；

5、系数化为1

二、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1、不等式的两边都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整式，不等号的方
向不变；

2、不等式的两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正数，不等号的方



向不变；

3、不等式的两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负数，不等号的方
向改变。

三、不等式的解：

能使不等式成立的未知数的值，叫做不等式的解。

四、不等式的解集：

一个含有未知数的不等式的所有解，组成这个不等式的解集。

五、解不等式的依据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性质1：不等式两边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或式子），不
等号的方向不变，

性质2：不等式两边乘以（或除以）同一个正数，不等号的方
向不变，

性质3：不等式两边乘以（或除以）同一个负数，不等号的方
向改变，

常见考法

（1）考查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

（2）考查不等式的性质。

误区提醒

忽略不等号变向问题。

初中数学重点知识点归纳



有理数乘法的运算律

1、乘法的交换律：ab=ba;

2、乘法的结合律：(ab)c=a(bc)；

3、乘法的分配律：a(b+c)=ab+ac

单项式

只含有数字与字母的积的代数式叫做单项式。

注意：单项式是由系数、字母、字母的指数构成的。

多项式

1、几个单项式的和叫做多项式。其中每个单项式叫做这个多
项式的项。多项式中不含字母的项叫做常数项。多项式中次
数最高的项的次数，叫做这个多项式的次数。

2、同类项所有字母相同，并且相同字母的指数也分别相同的
项叫做同类项。几个常数项也是同类项。

提高数学思维的方法

转化思维

转化思维，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思维。转化思维，是指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遇到障碍时，通过改变问题的方向，从
不同的角度，把问题由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寻求最
佳方法，使问题变得更简单、清晰。

创新思维



要培养质疑的习惯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经常引导孩子主动提问，学会质疑、
反省，并逐步养成习惯。

在孩子放学回家后，让孩子回顾当天所学的知识：老师如何
讲解的，同学是如何回答的？当孩子回答出来之后，接着追
问：“为什么？”“你是怎样想的？”启发孩子讲出思维的
过程并尽量让他自己作出评价。

有时，可以故意制造一些错误让孩子去发现、评价、思考。
通过这样的训练，孩子会在思维上逐步形成独立见解，养成
一种质疑的习惯。

初一数学知识点总结归纳重点篇七

1、用导数研究函数的最值

确定函数在其确定的定义域内可导（通常为开区间），求出
导函数在定义域内的零点，研究在零点左、右的函数的单调
性，若左增，右减，则在该零点处，函数去极大值；若左边
减少，右边增加，则该零点处函数取极小值。学习了如何用
导数研究函数的最值之后，可以做一个有关导数和函数的综
合题来检验下学习成果。

2、生活中常见的函数优化问题

1)费用、成本最省问题

2)利润、收益最大问题

3)面积、体积最(大)问题

1、归纳推理：归纳推理是高二数学的一个重点内容，其难点



就是有部分结论得到一般结论，破解的方法是充分考虑部分
结论提供的信息，从中发现一般规律；类比推理的难点是发
现两类对象的相似特征，由其中一类对象的特征得出另一类
对象的特征，破解的方法是利用已经掌握的数学知识，分析
两类对象之间的关系，通过两类对象已知的相似特征得出所
需要的相似特征。

2、类比推理：由两类对象具有某些类似特征和其中一类对象
的某些已知特征，推出另一类对象也具有这些特征的推理称
为类比推理，简而言之，类比推理是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

对于含有参数的一元二次不等式解的讨论

1)二次项系数：如果二次项系数含有字母，要分二次项系数
是正数、零和负数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2)不等式对应方程的根：如果一元二次不等式对应的方程的
根能够通过因式分解的方法求出来，则根据这两个根的大小
进行分类讨论，这时，两个根的大小关系就是分类标准，如
果一元二次不等式对应的方程根不能通过因式分解的方法求
出来，则根据方程的判别式进行分类讨论。通过不等式练习
题能够帮助你更加熟练的运用不等式的知识点，例如用放缩
法证明不等式这种技巧以及利用均值不等式求最值的九种技
巧这样的解题思路需要再做题的过程中总结出来。

初一数学知识点总结归纳重点篇八

一个东西是集合还是元素并不是绝对的，很多情况下是相对
的，集合是由元素组成的集合，元素是组成集合的元素。

而整个学校又是由许许多多个班级组成的集合，你所在的班
级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是一个元素。

班级相对于你是集合，相对于学校是元素，参照物不同，得



到的结论也不同，可见，是集合还是元素，并不是绝对的。

解集合问题的关键：弄清集合是由哪些元素所构成的，也就
是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形象化，将特征性质描述法表示的集
合用列举法来表示，或用韦恩图来表示抽象的集合，或用图
形来表示集合;比如用数轴来表示集合，或是集合的元素为有
序实数对时，可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图形表示相关的集合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