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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师点拨

初二第一学期数学学习内容，主要分为三

块，第一部分是二次根式运算与一元二次方程求

根，第二部分是函数初步，即正比例函数与反比例

函数，第三部分则是几何证明，侧重于相关直角三

角形中几何问题的演绎证明。

●掌握根式概念及计算法则

第一部分二次根式运算与一元二次方程求

根的学习内容均以运算为主，甚至可以说目前这

部分所要求的计算技能全部都可以用计算器替

代了，所以只要掌握根式概念及其根式计算法

则，同时对一元二次方程注重通过因式分解和配

方法将方程降次为一元一次方程的方法求根，就

能进而寻找到用配方法产生的公式法作为通法

求解。有了这些基本的思路和方法，就不必做过

于绕弯或繁复的计算题目，并且这部分内容考试

时也注意了计算器的可替代性而不会跟学生过

不去，所以第一部分的学习就要靠运算过程中扎

实、细心，不要口算跳步来提高得分率了。

●从定量到变量的思维飞跃

第二部分应该是这学期学习的重点之一。中

学数学在八年级初次出现函数概念，从定量到变

量的思维过程是一个飞跃，学生从变量开始理解

这个世界，并且寻找变量间的规律，到尝试用数学

式子来表达规律，然后探寻函数在直角坐标系中

的图像特性，这是解析思想的初步，所以这一部

分的学习从课本第80页的探究活动开始，设计教

学项目，让学生通过数学活动，采集不同场合、不

同物体的温度与水银柱的长度这两个变量的数

量关系开始，通过列表，寻找规律，直观感受函数

存在的事实及探索变量之间的数学解析式，这

种方式会比较容易让学生认识函数。其次是函数

的图像，每个函数的图像犹如这个函数的灵魂，它

的“喜怒哀乐”、它的“陡峭险恶”、它的“平滑优

美”都在图像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所以学会

用描点法画图像，通过图像描述、总结、归纳函数

的性质就是这章内容的重点。尤其是这学期的反

比例函数，除了图像，甚至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略

带忧伤的歌刻画了反比例函数的性质，歌手王

渊超的一首《悲伤的双曲线》。有空的时候听一

听，反比例函数的图像或许就永远记住了。

●用数学语言进行演绎推理

第三部分几何的证明，学生们容易犯的错是

重思维，轻表达，往往变成了小学的计算几何。在

这部分，如何用数学语言进行缜密的演绎推理

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有些同学走了很大的弯路证

明了命题的结论，认为反正把几何题目证出来就

可以了，殊不知，数学之美最在简洁之美，化繁为

简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同时这一章有几个重要的

定理，在下一步的几何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角平分定理和线段垂直平分线定理在初等几

何中更多展现的是一种“对称”规则，常常会出现

在比较难、需要填辅助线的题目中，如果题设中有

这两个条件，一般就会“补出”一个对称图形来尝

试寻找证题思路，所以我和学生们给这两个定理

又起了一个名字叫“友爱的对称定理”，这样大家

在填辅助线的时候就会拥有尝试的渠道。另外还

有一个重要的定理，即在直角三角形中，斜边上的

中线等于斜边的一半，这个定理把直角三角形分

为了两个等腰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和等腰三角

形之间与三线合一定理一样重要的一座桥梁定

理，所以我们也给它起了一个独特的名字叫“三剑

客定理”。这样，几个重要定理就把第一学期的几

何内容串起来了。

其实，学习几何如果仔细总结方法，就会发现

跟代数的公式一样有“通法可循”。总之，八年级

第一学期的内容我们串起来看就这么三块，希望

在学习和期末复习的过程中，大家能善于总结方

法，那么，让数学学习既有趣味又能拿到好成绩就

不是一件难事了。

初二数学：悲伤的双曲线+友爱的对称
■平和学校数学高级教师 薛小龙

对元素化合物知识掌握的程度，决定着学生学习化学的程度，也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化学成绩。因为掌握元素化合物知识是学好化学的关键，是我们

解决实际问题的依据，在中考复习时我们应高度重视。

元素化合物主要包括物质的组成、性质、制备和用途，其中物质的性质

是重点，物质的组成决定了物质的性质，物质的制备和用途也与物质的性质

有关。而其中的知识内容则涉及空气、氧气、氢气、稀有气体、水、碳的同素异

形体、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钙及单质、氧化物、酸碱盐的转化关系等。这

么多的知识内容，复习时若仅靠死记硬背肯定是不行的，要讲究方法才能有

效。

●对比法

在众多的元素化合物知识内容中，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物质名称、制

法、性质和用途等。对于这类知识的复习，注意通过列表、对比、辨别异同，找

出它们的区别和联系。采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学习，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能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⑴对名称相似，且容易混淆的物质作对比

如氧气与臭氧，金刚石与石墨，干冰与冰，纯碱与烧碱，熟石灰、石灰水

与生石灰，大理石、石灰石与冰洲石，煤气、液化石油气与水煤气等。

⑵对性质相似的异类物质作对比

如H2、C、CO都具有可燃性和还原性，因此，其用途可作为燃料和冶金工

业上的还原剂。O2、CO2、H2、CO、CH4等气体，它们的密度、溶解性及制取的

原理、条件有异同，相应的，它们的制取装置、收集方法也有异同。

⑶对性质相似的同类物质作对比

在“碱、酸、盐”章节中，各类物质之间既有明显的共性，又有突出的个

性。

现列表以NaOH、Ca(OH)2的化学性质为例加以对比：

●串联法

元素化合物知识内容多而杂，为便于把握，可将物质的组成、制法、性

质、用途、鉴别、鉴定等结合起来，串成一条“知识链”，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使

繁杂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在复习时可达到触类旁通之效果。

例如：二氧化碳的组成→制法（包括实验室制法和工业制法）→性质（物

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用途→二氧化碳的鉴定。

可模仿此方法串联的物质还有O2、CO、CaCO3、HCl、NaOH、Ca(OH)2等.

●求异法

对有关概念、性质等叙述用语既要咬文嚼字，细心观察，力求精当，又要

积极地展开求异思维，进行探究性学习。

如二氧化碳，实验室是使用大理石（或石灰石）跟稀盐酸反应来制

取，为何不用浓盐酸或硫酸呢？因为浓盐酸具有强烈的挥发性，易挥发出氯

化氢气体，使产生的二氧化碳纯度不高。而使用硫酸，则会生成微溶于水

的硫酸钙沉积下来，覆盖在大理石的表面，从而会阻止反应的继续进行。其

次，在做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实验后，可归纳出一个结论：适

量的二氧化碳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为何要用“适量”这个词语呢？因为

过量的二氧化碳会使已生成的CaCO3逐渐转化成Ca(HCO3)2，以至最后使沉

淀消失，澄清石灰水自然不能变浑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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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学元素化合物知识
■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化学高级教师 连泽仁

两碱

反应现象对比
NaOH Ca(OH)2 差异说明

1.跟酸碱指示剂反应
使紫色石蕊试液变蓝 使紫色石蕊试液变蓝

使无色酚酞试液变红 使无色酚酞试液变红

2.跟非金属氧化物反

应，如CO2

无明显现象（能反应）

2NaOH+CO2—→

Na2CO3+H2O

有白色沉淀

Ca(OH)2+CO2—→

CaCO3↓+H2O

Na2CO3易溶于水；

CaCO3白色，难溶于

水

3.跟酸起中和反应，

如HCl

无明显现象（能反应）

HCl+NaOH—→

NaCl+H2O

无明显现象（能反应）

2HCl+Ca(OH)2—→

CaCl2+H2O

4.跟某些盐反应，如

CuSO4

蓝色沉淀

2NaOH+CuSO4—→

Na2SO4+Cu(OH)2↓

蓝色沉淀

Ca(OH)2+CuSO—

→CaSO4+Cu(OH)2↓
如FeCl3 红褐色沉淀 红褐色沉淀

如Na2CO3 无现象（不反应） 有白色沉淀

NaOH与Na2CO3不

能反应，因为它们不

具备复分解反应的

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