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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之一：清晰

清晰的文章有利于读者能够更

易理解作者要表达的内容与思想。为

了写出来的文章清晰易懂，可以从以

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文章创作做到确切具体。在

这一方面，首先作者要明确自己将要

表达的内容、潜在读者具有哪些特

征，然后再选择所要书写的信息，采

用那种文体才能正确传达给读者。也

就是说，写作的对象是潜在的读

者，以让读者能够明确接受作者所传

递的信息为宗旨。观点阐述以客观公

正为主，少主观臆测推断;尽量明确无

误表达，少模棱两可评论，这是使文

章清晰确切的写作准则。

二是要具有逻辑性。文章结构富

有逻辑性会让读者很轻松地读懂作

者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文章的逻辑性

主要可以通过采用从一般到具体、从

“全景”到细节、从外到内、从简单到

深刻、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等多种

方式来体现。

定律之二：准确

文章句义表达准确，首先要避免

使用“大概、也许”之类模棱两可的

学术文章词汇，避免使用让人迷惑和

存在歧义的词汇和表达法;其次，要

尽量避免使用那些有隐意的词汇和

表达法。经典例如：Sing aporeis a 
fine country.fine一词有多种意思，如

“好的、细小的、罚款”等。平时生活

沟通过程中采用一些类似的技巧是

不错的，但是在考试写作的时候就需

要避免使用，防止导致读者对文章曲

解了。

定律之三：简洁

直截了当、观点鲜明是保证文章

简洁的最好写作形式。英文写作一般

是非常强调直奔主题、简单直白的写

作风格。会发现一个现象，即总是将

概括段落内容的主旨(topicsentence)
作为段落的首句，以便让读者迅速明

确本段要讲述的内容。另外，写作时尽

量将一个简单句子写复杂，故意运用

很多语法句式，要以短平快的句式为

主，让文章朗朗上口。切记：短小精练

的句子表达的意思才强而有力。

一、添辅助线有二种情况

1、按定义添辅助线：

如证明二直线垂直可延长使它们相

交后证交角为90°;证线段倍半关系可倍

线段取中点或半线段加倍;证角的倍半

关系也可类似添辅助线。

2、按基本图形添辅助线：

每个几何定理都有与它相对应的几

何图形，我们把它叫做基本图形，添辅助

线往往是具有基本图形的性质而基本图

形不完整时补完整基本图形，因此“添

线”应该叫做“补图”!这样可防止乱添

线，添辅助线也有规律可循。举例如下：

(1)平行线是个基本图形：

当几何中出现平行线时添辅助线的

关键是添与两条平行线都相交的第三条

直线。

(2)等腰三角形是个简单的基本图形：

当几何问题中出现一点发出的两条相

等线段时往往要补完整等腰三角形。出现

角平分线与平行线组合时可延长平行线

与角的二边相交得等腰三角形。

(3)等腰三角形中的重要线段是个

重要的基本图形：

出现等腰三角形底边上的中点添底

边上的中线;出现角平分线与垂线组合

时可延长垂线与角的二边相交得等腰三

角形中的重要线段的基本图形。

(4)直角三角形斜边上中线基本图

形

出现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点往往

添斜边上的中线。出现线段倍半关系且

倍线段是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则要添直角

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线得直角三角形斜边

上中线基本图形。

(5)三角形中位线基本图形

几何问题中出现多个中点时往往添

加三角形中位线基本图形进行证明当

有中点没有中位线时则添中位线，当有

中位线三角形不完整时则需补完整三角

形;当出现线段倍半关系且与倍线段有公

共端点的线段带一个中点则可过这中点

添倍线段的平行线得三角形中位线基本

图形;当出现线段倍半关系且与半线段

的端点是某线段的中点，则可过带中点

线段的端点添半线段的平行线得三角形

中位线基本图形。

(6)全等三角形：

全等三角形有轴对称形，中心对称

形，旋转形与平移形等;如果出现两条相

等线段或两个档相等角关于某一直线成

轴对称就可以添加轴对称形全等三角

形：或添对称轴，或将三角形沿对称轴

翻转。当几何问题中出现一组或两组相

等线段位于一组对顶角两边且成一直线

时可添加中心对称形全等三角形加以证

明，添加方法是将四个端点两两连结或

过二端点添平行线。

(7)相似三角形：

相似三角形有平行线型(带平行线

的相似三角形)，相交线型，旋转型;当出

现相比线段重叠在一直线上时(中点可

看成比为1)可添加平行线得平行线型相

似三角形。若平行线过端点添则可以分

点或另一端点的线段为平行方向，这类

题目中往往有多种浅线方法。

(8)特殊角直角三角形

当出现30，45，60，135，150度特殊角

时可添加特殊角直角三角形，利用45角
直角三角形三边比为1：1：√2;30度角直

角三角形三边比为1：2：√3进行证明。

(9)半圆上的圆周角

出现直径与半圆上的点，添90度的

圆周角;出现90度的圆周角则添它所对

弦——直径;平面几何中总共只有二十多

个基本图形就像房子不外有一砧，瓦，水

泥，石灰，木等组成一样。

二、基本图形的辅助线的画法

1、三角形问题添加辅助线方法

方法1：有关三角形中线的题目，常

将中线加倍。含有中点的题目，常常利用

三角形的中位线，通过这种方法，把要

证的结论恰当的转移，很容易地解决了

问题。

方法2：含有平分线的题目，常以角

平分线为对称轴，利用角平分线的性质

和题中的条件，构造出全等三角形，从而

利用全等三角形的知识解决问题。

方法3：结论是两线段相等的题目常

画辅助线构成全等三角形，或利用关于

平分线段的一些定理。

方法4：结论是一条线段与另一条线

段之和等于第三条线段这类题目，常采

用截长法或补短法，所谓截长法就是把

第三条线段分成两部分，证其中的一部

分等于第一条线段，而另一部分等于第

二条线段。

2、平行四边形中常用辅助线的添法

平行四边形(包括矩形、正方形、菱

形)的两组对边、对角和对角线都具有

某些相同性质，所以在添辅助线方法上

也有共同之处，目的都是造就线段的平

行、垂直，构成三角形的全等、相似，把平

行四边形问题转化成常见的三角形、正

方形等问题处理，其常用方法有下列几

种，举例简解如下：

(1)连对角线或平移对角线：

(2)过顶点作对边的垂线构造直角

三角形

(3)连接对角线交点与一边中点，或

过对角线交点作一边的平行线，构造线

段平行或中位线

(4)连接顶点与对边上一点的线段

或延长这条线段，构造三角形相似或等

积三角形。

(5)过顶点作对角线的垂线，构成线

段平行或三角形全等。

3、梯形中常用辅助线的添法

梯形是一种特殊的四边形。它是平

行四边形、三角形知识的综合，通过添加

适当的辅助线将梯形问题化归为平行四

边形问题或三角形问题来解决。辅助线

的添加成为问题解决的桥梁，梯形中常

用到的辅助线有：

(1)在梯形内部平移一腰。

(2)梯形外平移一腰

(3)梯形内平移两腰

(4)延长两腰

(5)过梯形上底的两端点向下底作高

(6)平移对角线

(7)连接梯形一顶点及一腰的中点。

(8)过一腰的中点作另一腰的平行线。

(9)作中位线

当然在梯形的有关证明和计算

中，添加的辅助线并不一定是固定不变

的、单一的。通过辅助线这座桥梁，将梯

形问题化归为平行四边形问题或三角形

问题来解决，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4、圆中常用辅助线的添法

在平面几何中，解决与圆有关的问

题时，常常需要添加适当的辅助线，架

起题设和结论间的桥梁，从而使问题化

难为易，顺其自然地得到解决，因此，灵

活掌握作辅助线的一般规律和常见方

法，对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是大有帮助的。

(1)见弦作弦心距

有关弦的问题，常作其弦心距(有时

还须作出相应的半径)，通过垂径平分定

理，来沟通题设与结论间的联系。

(2)见直径作圆周角

在题目中若已知圆的直径，一般是

作直径所对的圆周角，利用“直径所对的

圆周角是直角”这一特征来证明问题。

(3)见切线作半径

命题的条件中含有圆的切线，往往

是连结过切点的半径，利用“切线与半

径垂直”这一性质来证明问题。

(4)两圆相切作公切线

对两圆相切的问题，一般是经过

切点作两圆的公切线或作它们的连心

线，通过公切线可以找到与圆有关的角

的关系。

(5)两圆相交作公共弦

对两圆相交的问题，通常是作出公

共弦，通过公共弦既可把两圆的弦联系

起来，又可以把两圆中的圆周角或圆心

角联系起来。

中考数学高分必须掌握的几何辅助线技巧

初三英语写作的
三大基本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