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七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
小学低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大全8

篇)
考试总结是对自己在考试中的表现进行客观分析和总结的过
程。军训总结范文【7】：军训中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挑战和未
知，但我坚持下来了，这让我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毅力。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一

1、数一数

数数：数数时，按一定的顺序数，从1开始，数到最后一个物
体所对应的那个数，即最后数到几，就是这种物体的总个数。

2、比多少

同样多：当两种物体一一对应后，都没有剩余时，就说这两
种物体的数量同样多。

比多少：当两种物体一一对应后，其中一种物体有剩余，有
剩余的那种物体多，没有剩余的那种物体少。

比较两种物体的多或少时，可以用一一对应的方法。

1、认识上、下

体会上、下的含义：从两个物体的位置理解：上是指在高处
的物体，下是指在低处的物体。

2、认识前、后

体会前、后的含义：一般指面对的方向就是前，背对的方向



就是后。

同一物体，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物，前后位置关系也会发生变
化。

从而得出：确定两个以上物体的前后位置关系时，要找准参
照物，选择的参照物不同，相对的前后位置关系也会发生变
化。

3、认识左、右

以自己的左手、右手所在的位置为标准，确定左边和右边。
右手所在的一边为右边，左手所在的一边为左边。

要点提示：在确定左右时，除特殊要求，一般以观察者的左
右为准。

一、1——5的认识

1、1—5各数的含义：每个数都可以表示不同物体的数量。有
几个物体就用几来表示。

2、1—5各数的数序

从前往后数：1、2、3、4、5。

从后往前数：5、4、3、2、1。

3、1—5各数的写法：根据每个数字的形状，按数字在田字格
中的位置，认真、工整地进行书写。

二、比大小

1、前面的数等于后面的数，用“=”表示，即3=3，读作3等
于3。前面的数大于后面的数，用“”表示，即32，读作3大



于2。前面的数小于后面的数，用“”表示，即34，读作3小
于4。

2、填“”或“”时，开口对大数，尖角对小数。

三、第几

1、确定物体的排列顺序时，先确定数数的方向，然后从1开
始点数，数到几，它的顺序就是“第几”。第几指的是其中
的某一个。

2、区分“几个”和“第几”

“几个”表示物体的多少，而“第几”只表示其中的.一个物
体。

四、分与合

数的组成：一个数(1除外)分成几和几，先把这个数分成1和
几，依次分到几和1为止。例如：5的组成有1和4，2和3，3
和2，4和1。

把一个数分成几和几时，要有序地进行分解，防止重复或遗
漏。

五、加法

1、加法的含义：把两部分合在一起，求一共有多少，用加法
计算。

2、加法的计算方法：计算5以内数的加法，可以采用点数、
接着数、数的组成等方法。其中用数的组成计算是最常用的
方法。

六、减法



1、减法的含义：从总数里去掉(减掉)一部分，求还剩多少用
减法计算。

2、减法的计算方法：计算减法时，可以用倒着数、数的分成、
想加算减的方法来计算。

七、0

1、0的意义：0表示一个物体也没有，也表示起点。

2、0的读法：0读作：零

3、0的写法：写0时，要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起笔处和收笔
处要相连，并且要写圆滑，不能有棱角。

4、0的加、减法：任何数与0相加都得这个数，任何数与0相
减都得这个数，相同的两个数相减等于0。

如：0+8=8、9-0=9、4-4=0

1、长方体的特征：长长方方的，有6个平平的面，面有大有
小。

2、正方体的特征：四四方方的，有6个平平的面，面的大小
一样。

3、圆柱的特征：直直的，上下一样粗，上下两个圆面大小一
样。放在桌子上能滚动。立在桌子上不能滚动。

4、球的特征：圆圆的，很光滑，它的表面是曲面。放在桌子
上能向任意方向滚动。

5、立体图形的拼摆：用长方体或正方体能拼组出不同形状的
立体图形，在拼好的立体图形中，有一些部位从一个角度是
看不到的，要从多个角度去观察。用小圆柱可以拼成更大的



圆柱。

一、6—10的认识：

1、数数：根据物体的个数，可以用6—10各数来表示。数数
时，从前往后数也就是从小往大数。

2、10以内数的顺序：

(1)从前往后数：0、1、2、3、4、5、6、7、8、9、10。

(2)从后往前数：10、9、8、7、6、5、4、3、2、1、0。

3、比较大小：按照数的顺序，后面的数总是比前面的数大。

4、序数含义：用来表示物体的次序，即第几个。

5、数的组成：一个数(0、1除外)可以由两个比它小的数组成。
如：10由9和1组成。

记忆数的组成时，可由一组数想到调换位置的另一组。

二、6—10的加减法

1、10以内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根据数的组成来计算。

2、一图四式：根据一副图的思考角度不同，可写出两道加法
算式和两道减法算式。

3、“大括号”下面有问号是求把两部分合在一起，用加法计
算。“大括号”上面的一侧有问号是求从总数中去掉一部分，
还剩多少，用减法计算。

三、连加连减



1、连加的计算方法：计算连加时，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
先算前两个数的和，再与第三个数相加。

2、连减的计算方法：计算连减时，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
先算前两个数的差，再用所得的数减去第三个数。

四、加减混合

加减混合的计算方法：计算时，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先
把前两个数相加(或相减)，再用得数与第三个数相减(或相
加)。

1、数数：根据物体的个数，可以用11—20各数来表示。

3、比较大小：可以根据数的顺序比较，后面的数总比前面的
数大，或者利用数的组成进行比较。

4、11—20各数的组成：都是由1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20由2
个十组成的。如：1个十和5个一组成15。

5、数位：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

6、11—20各数的读法：从高位读起，十位上是几就读几十，
个位上是几就读几。20的读法，20读作：二十。

7、写数：写数时，对照数位写，有1个十就在十位上写1，
有2个十就在十位上写2。有几个一，就在个位上写几，个位
上一个单位也没有，就写0占位。

8、十加几、十几加几与相应的减法

(1)10加几和相应的减法的计算方法：10加几得十几，十几减
几得十，十几减十得几。

(2)十几加几和相应的减法的计算方法：计算十几加几和相应



的减法时，可以利用数的组成来计算，也可以把个位上的数
相加或相减，再加整十数。

(3)加减法的各部分名称：

在加法算式中，加号前面和后面的数叫加数，等号后面的数
叫和。

在减法算式中，减号前面的数叫被减数，减号后面的数叫减
数，等号后面的数叫差。

9、解决问题

求两个数之间有几个数，可以用数数法，也可以用画图法。
还可以用计算法(用大数减小数再减1的方法来计算)。

1、认识钟面

钟面：钟面上有12个数，有时针和分针。

分针：钟面上又细又长的指针叫分针。

时针：钟面上又粗又短的指针叫时针。

2、钟表的种类：日常生活中的钟表一般分两种，一种：挂钟，
钟面上有12个数，分针和时针。另一种：电子表，表面上有
两个点“：”，“：”的左边和右边都有数。

3、认识整时：分针指向12，时针指向几就是几时;电子表上，
“：”的右边是“00”时表示整时，“：”的左边是几就是
几时。

4、整时的写法：整时的写法有两种：写成几时或电子表数字
的形式。如：8时或8：00。



1、9加几计算方法：计算9加几的进位加法，可以采用“点
数”“接着数”“凑十法”等方法进行计算，其中“凑十
法”比较简便。

利用“凑十法”计算9加几时，把9凑成10需要1，就把较小数
拆成1和几，10加几就得十几。

2、8、7、6加几的计算方法：

(1)点数;

(2)接着数;

(3)凑十法。可以“拆大数、凑小数”，也可以“拆小数、凑
大数”。

3、5、4、3、2加几的计算方法：

(1)“拆大数、凑小数”。

(2)“拆小数、凑大数”。

4、解决问题

(1)解决问题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分析、从而找到不
同的解题方法。

(2)求总数的实际问题，用加法计算。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二

1.方程是含有未知数的等式。

2.方程是等式，等式不一定是方程。



3.只含有一个未知数(元)，未知数的次数都是1，这样的方程
叫做一元一次方程。

1.分析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利用其中的相等关系列出方
程，是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方法。

2.列方程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利用方程可以解出未知数。

1.解方程就是求出式方程中等号两边相等的未知数的值，这
个值就是方程的解。

1.等式的性质1等式两边同时加(减)同一个数(或式子)，结果
仍相等。

2.等式的性质2等式两边乘同一个数，或除以同一个不为0的
数，结果仍相等。

1.把多项式中同类项合成一项，叫做合并同类项。

边移到另一边，这样的变形叫做移项。

1.括号前面有"+"号,把括号和它前面的"+"号去掉,括号里各
项的符号不改变

2.括号前面是"-"号,把括号和它前面的"-"号去掉,括号里各
项的符号都要改变成相反的符号。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三

1、等腰三角形底边上的中线垂直底边，平分顶角；

2、等腰三角形两腰上的中线相等，并且它们的交点与底边两
端点距离相等。



1、两边上中线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1、等腰三角形顶角平分线垂直平分底边；

2、等腰三角形两底角平分线相等，并且它们的交点到底边两
端点的距离相等。

2、三角形中两个角的平分线相等，那么这个三角形是等腰三
角形。

1、等腰三角形底边上的高平分顶角、平分底边；

2、等腰三角形两腰上的高相等，并且它们的交点和底边两端
点距离相等。

2、有两条高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四

定义：如果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分别为a，b，斜边为c，即直
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判定：如果三角形的三边长a，b，c满足a +b = c ，那么这个三
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定义：满足a +b =c 的三个正整数，称
为勾股数。

第二章 实数

定义：任何有限小数或无限循环小数都是有理数。无限不循
环小数叫做无理数 （有理数总可以用有限小数或无限循环小
数表示）

一般地，如果一个正数x的平方等于a，那么这个正数x就叫做a
的算术平方根。 特别地，我们规定0的算术平方根是0。



一般地，如果一个数x的平方等于a，那么这个数x就叫做a的平
方根（也叫二次方根） 一个正数有两个平方根；0只有一个
平方根，它是0本身；负数没有平方根。 求一个数a的平方根
的运算，叫做开平方，其中a叫做被开方数。

一般地，如果一个数x的立方等于a，那么这个数x就叫做a的立
方根（也叫做三次方根）。 正数的立方根是正数；0的立方
根是0；负数的立方根是负数。 求一个数a的立方根的运算，
叫做开立方，其中a叫做被开方数。 有理数和无理数统称为
实数，即实数可以分为有理数和无理数。

每一个实数都可以用数轴上的一个点来表示；反过来，数轴
上的每一个点都表示一个实数。即实数和数轴上的点是一一
对应的。

在数轴上，右边的'点表示的数比左边的点表示的数大。

第三章 图形的平移与旋转

定义：在平面内，将一个图形沿某个方向移动一定的距离，
这样的图形运动称为平移。平移不改变图形的形状和大小。

经过平移，对应点所连的线段平行也相等；对应线段平行且
相等，对应角相等。

在平面内，将一个图形绕一个定点沿某个方向转动一个角度，
这样的图形运动称为旋转，这个定点称旋转中心，转动的角
称为旋转角。旋转不改变图形的大小和形状。

任意一对对应点与旋转中心的连线所成的角都是旋转角，对
应点到旋转中心的距离相等。

第四章 四边形性质探索



定义：若两条直线互相平行，则其中一条直线上任意两点到
另一条直线的距离相等，这个距离称为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菱形 ：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
四条边都相等，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每一条对角线平
分一组对角。 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对角线互
相垂直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四条边都相等的四边形是菱形。

矩形： 有一个内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的性
质）。对角线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 有一个内角是直角的
平行四边形是矩形，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矩形。

正方形： 一组邻边相等的矩形。 正方形具有平行四边形、
菱形、矩形的一切性质。 一组邻边相等的矩形是正方形，一
个内角是直角的菱形是正方形。

同一底上两个内角相等的梯形是等腰梯形 。

直角梯形 ：一条腰和底垂直的梯形。 一条腰和底垂直的梯
形是直角梯形。

多边形内角的一边与另一边的反向延长线所组成的角叫做这
个多边形的外角。 多边形的外角和都等于360。三角形、四
边形和六边形都可以密铺。

定义：在平面内，一个图形绕某个点旋转180，如果旋转前后
的图形互相重合，那么这个图形叫做中心对称图形，这个点
叫做它的对称中心。

中心对称图形上的每一对对应点所连成的线段都被对称中心
平分。

第五章 位置的确定



位置表示方法：方位角加距离；坐标；经纬度

定义：在平面内，两条互相垂直且有公共原点的书轴组成平
面直角坐标系。

通常，两条数轴分别至于水平位置与铅直位置，取向右与向
上方向分别为两条数轴的正方向。水平的数轴叫做x轴或横轴，
铅直的数轴叫做y轴或纵轴，x轴和y统称坐标轴，它们的公共
原点o称为直角坐标系的原点。

第六章 一次函数

定义：一般地，在某个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变量x和y，如果给
定一个x值，相应地就确定了一个y值，那么我们称y是x的函
数，其中是x自变量，y是因变量。

若两个变量x，y间的关系式可以表示成y=kx+b（k,b为常数,k0）
的形式，则称y是x的一次函数（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特
别地，当b=0时，称y是x的正比例函数。

当k0时，的值随值的增大而增大； 当k0时，的值随值的增大
而减小。

第七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

定义：含有两个未知数，并且所含未知数的项的次数都是1的
方程叫做二元一次方程。 像这样含有两个未知数的两个一次
方程所组成的一组方程，叫做二元一次方程组。 适合一个二
元一次方程的一组未知数的值，叫做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的一
个解。 二元一次方程组中各个方程的公共解，叫做这个二元
一次方程组的解。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基本思路是“消元”把
“二元”变为“一元”。 以一个未知数代另一个未知数的解
法称为代入消元法，简称代入法。 通过两式加减消去其中一



个未知数的解法称做加减消元法，简称加减法。

第八章 数据的代表

定义：一般地，对于n个数x1,x2,xn，我们把1／n（x1+x2++xn）
叫做这个数的算术平均数，简称平均数，记为x。

为a的三项测试成绩的加权平均数。

一般地，个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一个数据
（或最中间两个数据的平均数）叫做这组数据的中位数，一
组数据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数据叫做这组数据的众数。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五

1、认识三角形，了解三角形的意义，认识三角形的边、内角、
顶点，能用符号语言表示三角形。

2、经历度量三角形边长的实践活动中，理解三角形三边不等
的关系。

3、懂得判断三条线段可否构成一个三角形的方法，并能运用
它解决有关的问题。

4、三角形的内角和定理，能用平行线的性质推出这一定理。

5、能应用三角形内角和定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二、重点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对三角形有关概念的了解，能用符号语言表示三条形。



三、难点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的推理的过程；

在具体的图形中不重复，且不遗漏地识别所有三角形；

用三角形三边不等关系判定三条线段可否组成三角形。

四、知识框架

五、知识点、概念总结

1、三角形：由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条线段首尾顺次相接所组
成的图形叫做三角形。

2、三角形的分类

3、三角形的三边关系：三角形任意两边的和大于第三边，任
意两边的差小于第三边。

4、高：从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向它的对边所在直线作垂线，顶
点和垂足间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高。

5、中线：在三角形中，连接一个顶点和它的对边中点的线段
叫做三角形的中线。

6、角平分线：三角形的一个内角的平分线与这个角的对边相
交，这个角的顶点和交点之间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7、高线、中线、角平分线的意义和做法

8、三角形的稳定性：三角形的形状是固定的，三角形的这个
性质叫三角形的稳定性。

9、三角形内角和定理：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和等于180°



推论1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互余；

推论2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和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和；

推论3三角形的一个外角大于任何一个和它不相邻的内角；

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外角和的一半。

10、三角形的外角：三角形的一条边与另一条边延长线的夹
角，叫做三角形的外角。

11、三角形外角的性质

（1）顶点是三角形的一个顶点，一边是三角形的一边，另一
边是三角形的一边的延长线；

（2）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和；

（3）三角形的一个外角大于与它不相邻的任一内角；

（4）三角形的外角和是360°。

12、多边形：在平面内，由一些线段首尾顺次相接组成的图
形叫做多边形。

13、多边形的内角：多边形相邻两边组成的角叫做它的内角。

14、多边形的外角：多边形的一边与它的邻边的延长线组成
的角叫做多边形的外角。

15、多边形的对角线：连接多边形不相邻的两个顶点的线段，
叫做多边形的对角线。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六

1、含有两个未知数，并且所含未知数的项的次数都是1的方
程叫做二元一次方程(linearequationsoftwounknowns)。

2、含有两个未知数的两个一次方程所组成的方程组叫做二元
一次方程组。

3、二元一次方程组中两个方程的公共解叫做二元一次方程组
的解。

4、代入消元法：把二元一次方程中一个方程的一个未知数用
含另一个未知数的式子表示出来，再带入另一个方程，实现
消元，进而求得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这种方法叫做代
入消元法，简称代入法。

5、加减消元法：当方程中两个方程的某一未知数的系数相等
或互为相反数时，把这两个方程的两边相加或相减来消去这
个未知数，从而将二元一次方程化为一元一次方程，最后求
得方程组的解，这种解方程组的方法叫做加减消元法，简称
加减法.

6、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应用题的一般步骤可概括为“审、找、
列、解、答”五步，即：

(2)找：找出能够表示题意两个相等关系;

(3)列：根据这两个相等关系列出必需的代数式，从而列出方
程组;

(4)解：解这个方程组，求出两个未知数的值;

(5)答：在对求出的方程的解做出是否合理判断的基础上，写
出答案.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七

1、都是数字与字母的乘积的代数式叫做单项式。

2、单项式的数字因数叫做单项式的系数。

3、单项式中所有字母的指数和叫做单项式的次数。

4、单独一个数或一个字母也是单项式。

5、只含有字母因式的单项式的系数是1或―1。

6、单独的一个数字是单项式，它的系数是它本身。

7、单独的一个非零常数的次数是0。

8、单项式中只能含有乘法或乘方运算，而不能含有加、减等
其他运算。

9、单项式的系数包括它前面的符号。

10、单项式的系数是带分数时，应化成假分数。

11、单项式的系数是1或―1时，通常省略数字“1”。

12、单项式的次数仅与字母有关，与单项式的系数无关。

1、几个单项式的和叫做多项式。

2、多项式中的每一个单项式叫做多项式的项。

3、多项式中不含字母的项叫做常数项。

4、一个多项式有几项，就叫做几项式。



5、多项式的每一项都包括项前面的符号。

6、多项式没有系数的概念，但有次数的概念。

7、多项式中次数最高的项的次数，叫做这个多项式的次数。

1、单项式和多项式统称为整式。

2、单项式或多项式都是整式。

3、整式不一定是单项式。

4、整式不一定是多项式。

(一)单项式与单项式相乘

单项式乘法法则：单项式与单项式相乘，把它们的系数、相
同字母的幂分别相乘，其余字母连同它的指数不变，作为积
的因式。

(二)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

单项式与多项式乘法法则：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就是根据
分配率用单项式去乘多项式中的每一项，再把所得的积相加。

(三)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

多项式与多项式乘法法则：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先用一个
多项式的每一项乘另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再把所得的积相
加。平方差公式.两数和与这两数差的积，等于它们的平方之
差完全平方式:.

1、如果两个角的和是直角，那么称这两个角互为余角，简称
为互余，称其中一个角是另一个角的余角。



2、如果两个角的和是平角，那么称这两个角互为补角，简称
为互补，称其中一个角是另一个角的补角。

3、互余和互补是指两角和为直角或两角和为平角，它们只与
角的度数有关，与角的位置无关。

4、余角和补角的性质：同角或等角的余角相等，同角或等角
的补角相等二、对顶角

1、两条直线相交成四个角，其中不相邻的两个角是对顶角。

2、一个角的两边分别是另一个角的两边的反向延长线，这两
个角叫做对顶角。

3、对顶角的性质：对顶角相等。

4、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平行线的判定方法

1、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2、内错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3、同旁内角互补，两直线平行

1、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2、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

3、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互补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知识点归纳总结篇八

代数式中的一种有理式：不含除法运算或分数，以及虽有除
法运算及分数,但除式或分母中不含变数者，则称为整
式。(分母中含有字母有除法运算的，那么式子叫做分式)



1.单项式：数或字母的积(如5n)，单个的数或字母也是单项式。

(1)单项式的系数：单项式中的数字因数及性质符号叫做单项
式的'系数。(如果一个单项式，只含有数字因数，系数是它
本身，次数是0)。

(2)单项式的次数：一个单项式中，所有字母的指数的和叫做
这个单项式的次数(非零常数的次数为0)。

2.多项式

(1)概念：几个单项式的和叫做多项式。在多项式中，每个单
项式叫做多项式的项，其中不含字母的项叫做常数项。一个
多项式有几项就叫做几项式。

(2)多项式的次数：多项式中，次数最高的项的次数，就是这
个多项式的次数。

(3)多项式的排列：把一个多项式按某一个字母的指数从大到
小的顺序排列起来，叫做把多项式按这个字母降幂排列;把一
个多项式按某一个字母的指数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起来，叫
做把多项式按这个字母升幂排列。

在做多项式的排列的题时注意：

(1)由于单项式的项包括它前面的性质符号，因此在排列时，
仍需把每一项的性质符看作是这一项的一部分，一起移动。

(2)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字母的多项式，排列时，要注意:a.先确
认按照哪个字母的指数来排列。

b.确定按这个字母降幂排列，还是升幂排列。

3.整式:单项式和多项式统称为整式。



4.列代数式的几个注意事项

(1)数与字母相乘，或字母与字母相乘通常使用“·”乘，或
省略不写;

(2)数与数相乘，仍应使用“×”乘，不用“·”乘，也不能
省略乘号;

(3)数与字母相乘时，一般在结果中把数写在字母前面，
如a×5应写成5a;

(4)带分数与字母相乘时，要把带分数改成假分数形式;

(6)a与b的差写作a-b，要注意字母顺序;若只说两数的差，当
分别设两数为a、b时，则应分类，写做a-b和b-a.

整式的加减运算

1.同类项的概念：所含字母相同，并且相同字母的次数也相
同的项叫做同类项，几个常数项也是同类项。(同类项与系数
无关，与字母排列的顺序也无关)。

3.整式加减实质就是去括号，合并同类项。

注：去括号时，如果括号外的因数是正数，去括号后原括号
内各项的符号与原来的符号相同;如果括号外的因数是负数，
去括号后原括号内各项的.符号与原来的符号相反。一般地，
几个整式相加减，如果有括号就先去括号，然后再合并同类
项。

4.几个重要的代数式：(m、n表示整数)

(1)a与b的平方差是：a2-b2;a与b差的平方是：(a-b)2;(本式中2
为平方)



(4)若b0，则正数是:a2+b，负数是：-a2-b，非负数是：a2，非正
数是：-a2(本式中2为平方)

初中生学习数学要会独立思考

初一初二是数学开窍的阶段，在解题上初中生一定要学会自
己独立去思考。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做题来培养自己的这
一能力。而在积累到一定的数量之后，你的这种独立解题的
能力是别人无法超越的。这个培养过程很简单也很短，只要
你得到一点的成就感对于初中数学你就会充满自信。

其实，学好初中数学关键在于自己的真实能力，而不是形式。
很多的初中生数学笔记一大堆，最后考试的成绩也就是那样。
在学习上初中数学也好，其他科目也罢，不要讲究形式感，
关键是要把一个个的问题和知识学透。不反对记笔记，但是
不要一味的做笔记，听初中数学课是需要过脑子的。

学好初中数学要较真

数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对于自己不会的地区和知识点初中
生绝对不能模棱两可的就过去了，而是要把它弄清楚做明白。
有的同学在初中数学的学习中不会只是因为不熟而已，那么
怎么办?就是多练习和多思考，数学的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和技
巧，熟能生巧才是最好的学习技巧。另外，初中数学想要打
高分，在做题方面一定要仔细和认真，不能马虎。

1.数据13,10,12,8,7的平均数是10.

2.数据3,4,2,4,4的众数是4.

3.数据1，2，3，4，5的中位数是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