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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共有１１１个知识点及相关解题方法,按照几何的特点和逻辑关系由易到难进行编排.从角的概念开

始,到立体图形中的索玛立方体结束.每个知识点就是一把神器,帮助学生快速理解知识的由来和运用.每个

神器的名称都很鲜明,采用诙谐的顺口溜总结知识要点,通过“神器溯源”,让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每个

神器都配有例题精讲和针对性练习.通过对精选例题的学习和对应练习,希望读者能把一颗颗精美的知识明

珠串在一起,进而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

本书适合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以及初中学生进行培优学习使用,也可作为数学竞赛者的专题培训教材.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数经典５００例 :几何/陈拓著．— 北京 :电子

工业出版社,２０２１．１１

ISBN９７８Ｇ７Ｇ１２１Ｇ４２２２３Ｇ２

Ⅰ．①奥 Ⅱ．①陈 Ⅲ．①中学数学课－初中－教

学参考资料 Ⅳ．①G６３４．６０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２０２１)第２１０１６２号

责任编辑:崔汝泉　　　特约编辑:陈　迪

印　　刷: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１７３信箱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６
开　　本: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１６　印张:２４．２５　　字数:６２０千字

版　　次:２０２１年１１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２１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

定　　价:９８．００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

及邮购电话:(０１０)８８２５４８８８,８８２５８８８８.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０１０)８８２５４４０７.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盗
版必究



Prefa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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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人提出了“问题教学法”,在教学

中设置一些问题情境,让学生在反复失败中探索数学真知,但学生往往在浪费了大量时间后,在

成功之前就丧失了信心.有人提出了“讲授法”,但这种方法往往被称为“填鸭式”教学,学生往

往是被动接受,一般不会深刻思考.有人则提出了“练习法”,经过刷题进行提高,找到题感.这

些方法都各有优缺点,应根据学习的具体内容以及学生的年龄特征合理选用.

学习的主体是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才是学习之道,传授之道.只有让学生学

会自学,学会阅读,理清知识点的来龙去脉,然后去做例题,对照解题过程总结经验和教训,慢慢

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习习惯,才能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这就是“自学阅读法”.

那么问题来啦,学生学习数学,应阅读什么? 又应如何阅读? 为学生提供一套较好数学阅读

学习资料,且要兼顾例题和练习,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平时的教学中,反复思索着这个问

题,从知识点入手,从解题方法入手或许是一个捷径.基于此想法,我倾心编写了“奥数经典５００

例”,把数学学科按照知识体系和方法(不像小学、初中数学内容那样间隔循环提升)由浅入深、环

环相扣地编写出来.每一例,都是一个知识点,瑰丽的宝石;每一例,都是一个神器,秒杀的秘诀.

为了让学生能掌握各知识点,特设置了“神器溯源”栏目,力争让学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知

道公式的结构,又知道公式的推导过程;既知道定理,又掌握定理的证明;既知道数学家的贡献,又

了解了数学家的故事.为了进一步帮助学生掌握各知识点,我把各知识点浓缩提炼成合辙押韵的

顺口溜.(这里需要声明一下,有人说,顺口溜太多,学生记不住.我只想说,让学生背顺口溜,本

身就是不合时宜的,顺口溜是知识点的精华,其作用是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点)为了帮助学生加深对

各知识点的理解,我针对每个知识点精心编写了２~６个例题,来帮助学生加深理解与巩固.为了

让学生学有所用,我还对应编写了由易到难的３~１０个练习题.总之,学生通过认真地阅读和理

解,学习例题,完成练习,基本能掌握所学的知识点.

根据数学的特点,“奥数经典５００例”分成６册出版,每册一个专题,分别是计算专题、应用

题专题、数论专题、几何专题、计数专题、构造论证专题.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难免有错漏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斧正.

陈拓

２０２１年８月８日

“奥数经典５００例”答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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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
?

　　“几何”是研究图形位置关系与度量关系的一门科学.几何图形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实物抽

象出来,剔除非数学属性而保留下来的图形.

组成几何图形的基本单元是点,通过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构成一维、二维、三维图

形.几何知识系统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前面所学内容是后面要学内容的基础,后面内容是前面

内容的延伸与拓展.所以,打牢几何基础是后续提高的必要环节.

几何专题共有１１１个知识点及其对应方法、技巧,编排专题时,本书既注重几何的学科特

点,又兼顾了读者的认知水平,力争做到形象直观、语言精练、思路清晰、通俗易懂.每讲都有知

识要点和说明、神器溯源、例题精讲、针对性练习及练习参考答案.

几何专题从角开始,介绍不同的角的概念和对应的数学关系;接着是图形周长的不同求法、

比例图形的几何模型、正多边形的标准分割等;然后是曲边图形的相关问题、与圆有关的问题

等;最后是立体图形、极值等问题.

在知识点的编写过程中,注重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力争提升学生对图形的分析能力.

例如:如何求三角形面积,三种方法对应三种思路:先是面积公式及其变形;然后是对三角形

进行等积变形,体现动态转化思想;最后是图形比例法,通过”邻居帮扶”找到面积的倍数关系.这

样安排的好处就是,看到题目就能马上找到解题思路.

几何知识博大精深,希望本书能够抛砖引玉,为读者的几何学习提供一定的帮助.

陈拓

２０２１年８月８日

“奥数经典５００例”答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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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Ｇ００１　角的度量

神器内容
(１)１°＝６０′,１′＝６０″.

(２)互余角之和为９０°,互补角之和为１８０°.

要点与说明

角的定义很重要,几何问题常用到.

角的大小的度量,量角器能帮上忙.

角度单位度分秒,从大到小要记好.

六十进制来换算,换算一定要熟练.

����

１角的定义一:具有公共端点的两条射线组成的图形叫作角.其中射线叫作

边,射线的公共点叫作角的顶点,如图１所示.

认识角的内部与外部,如图２所示.认识角的符号与标记:∠.两条相邻射线

组成的角叫作基本角.其他角都是由相邻的基本角拼成的.如图３所示,∠１＝

∠AOB,∠２＝∠BOC,∠１＋∠２＝∠AOC.

A

B
O

图１

　　　　

A

B
O

�G
�G

图２

　　　　

B

C
O

A

2
1

图３

２角的定义二:一条射线绕着端点旋转到另一位置形成的图形叫作角.开始

的射线叫作角的始边,结束的射线叫作角的终边.按照逆时针旋转的角为正角,如

图４所示;按照顺时针旋转的角为负角,如图５所示.

B

A
O

图４

　　　　 B

AO

图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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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角的度量:如图６所示,一条射线,绕端点逆时针旋转一周,形成的角叫作周

角,把周角等分３６０份,每份角为１度,记作１°.把１°角等分６０份,每份角为１分,

记作１′.再把１′角等分６０份,每份角为１秒,记作１″.

C
O

图６

１°＝６０′　　　１′＝６０″
直角α＝９０°,平角α＝１８０°,锐角α的取值范围为０°＜α＜９０°,钝角α的取值范

围为９０°＜α＜１８０°,优角α的取值范围为１８０°＜α＜３６０°.

４两个角的关系

(１)如果∠１与∠２的度数之和为９０°,则称∠１与∠２互余,∠１的余角为∠２,记

作:(９０°－∠１).如４８°角的余角为９０°－４８°＝４２°.特别指出,互余的两个角之间只

有角度之和为９０°的固定关系,没有角的位置关系.当两个互余的角有一条公共边,

且两个角分居在公共边的两侧,这样的两个角叫作邻余角,如图７所示.

(２)如果∠１与∠２的度数之和为１８０°,则称∠１与∠２互补,∠１的补角为

∠２,记作:(１８０°－∠１).如４８°角的补角为１８０°－４８°＝１３２°.特别指出,互补的

两个角之间只有角度之和为１８０°的固定关系,没有角的位置关系.当两个互补

的角有一条公共边,且两个角分居在公共边的两侧,这样的两个角叫作邻补角,

如图８所示.

1
2

图７

　　　　　 12

图８

����

例题１ 角度换算与运算

(１)１２°１５′＝　　　　′　　５°２０′２６″＝　　　　″　　２０．１２５°＝　　　　″
(２)７２°１５′４８″＋５６°０２′３６″＝　　　　°　　　　′　　　　″

１８０°－３８°４５′１６″＝　　　　°　　　　′　　　　″

１８°２６′３２″×５＝　　　　°　　　　′　　　　″
答案:(１)７３５　１９２２６　７２４５０　(２)１２８　１８　２４;１４１　１４　４４;９２　１２　４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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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　(１)１２°１５′＝(１２×６０＋１５)′＝７３５′

５°２０′２６″＝(５×６０２＋２０×６０＋２６)″＝１９２２６″

２０．１２５×３６００＝７２４５０″
(２)７２°１５′４８″＋５６°０２′３６″＝１２８°１７′８４″＝１２８°１８′２４″

１８０°－３８°４５′１６″＝１７９°５９′６０″－３８°４５′１６″＝１４１°１４′４４″

１８°２６′３２″×５＝９０°１３０′１６０″＝９２°１２′４０″

例题２ (１)一个角比它的余角的２倍大３６°,那么这个角为　　　　°.

答案:７２

　　【解答】　因为一个角与它的余角之和为９０°,所以这个角的余角为(９０°－３６°)÷
(１＋２)＝１８°,这个角为９０°－１８°＝７２°.

另解:设这个角为x°,则这个角的余角为(９０－x)°.

x－３６＝２(９０－x)

x＝７２

(２)一个角的补角比这个角的余角的３倍小４８°,那么这个角为　　　　°.

答案:２１

　　【解答】　因为一个角的补角比它的余角大９０°,所以这个角的余角为(９０°＋４８°)÷
(３－１)＝６９°,这个角为９０°－６９°＝２１°.

另解:设这个角为x°,则这个角的余角为(９０－x)°,补角为(１８０－x)°.

(１８０－x)°＝３(９０－x)°－４８°

x＝２１

��	��

练习❶　角度换算

(１)３０°２５′＝　　　　′
(２)１０°３６″＝　　　　″
(３)１３５０．６°＝　　　　°　　　　′
练习❷　角度运算

(１)３６°１６′３４″＋２６°１２′１６″＝　　　　°　　　　′　　　　″
(２)５００°－２３６°４７′４５″＝　　　　°　　　　′　　　　″
(３)８０°２２′１５″×６＝　　　　°　　　　′　　　　″
(４)１２５°４８′÷４＝　　　　°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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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❸　一个角的４倍加上３５°,恰好等于它的补角,那么这个角为　　　　°.

1
23

O
A B

C

D

图９

练习❹　如图９所示,在直线AB 上有一点O,过

O 点 作 CO⊥OD,∠３ 是 ∠１ 的 ６ 倍,那 么 ∠２＝

　　　　°.

练习❺　一个角的２倍、它的余角的３倍、它的补角的４倍,三者之和为９００°,

那么这个角的度数为　　　　.

������

练习题号 练习１ 练习２ 练习３

参考答案
(１)１８２５′　(２)３６０３６″

(３)１３５０°３６′

(１)６２°２８′５０″　(２)２６３°１２′１５″

(３)４８２°１３′３０″　(４)３１°２７′
２９

解答提示 　直接换算 　基本运算,注意进位 　可从份数入手

练习题号 练习４ 练习５

参考答案 ７２ １８

解答提示
　观察∠２与∠１、∠３

的关系
　余角、补角定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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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Ｇ００２　两线四角

神器内容

(１)如图１所示,两直线相交,形成４个角,出现４对邻补角,２对对

顶角.

(２)对顶角相等.

(３)如图２所示,两线四角中,有一个角为直角,则四个角都是直角,则

称两直线垂直.

B

C

A

D

12
3 4

图１

　　　　　　

B

C

A

D

O

图２

要点与说明

两条直线来相交,四对邻补两对角.

对顶之角必相等,解题直接来使用.

垂直关系要看清,除了九零标方形.

����

如图３所示,直线AB 与CD 交于点O,形成四个角,其中有两对对顶角:∠１与

∠３,∠２与∠４,对顶角相等;四对邻补角:∠１与∠２,∠２与∠３,∠３与∠４,∠４与

∠１,邻补角之和为１８０°.

如图４所示,直线AB 与CD 交于点O,形成四个角中,如果有一个角为直角,

那么其他角都是直角,两条直线互相垂直,O 为垂足,记作:AB⊥CD 于点O.

B

C

A

D

12

3 4O

图３

　　　　　　　

B

C

A

D

O

图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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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A

D

1

2O

E

图５

����

例题１ 如图５所示,直线AB 与CD 交于点O,OE⊥AB,那么

∠２－∠１＝　　　　°.

答案:９０

B

C

A

D

1

O

E

F

图６

　　【解答】　∠１是∠BOC的余角,∠２是∠BOC的补角,

　　∴ ∠２－∠１＝(１８０°－∠BOC)－(９０°－∠BOC)＝１８０°－

９０°＝９０°.

另解:如 图 ６ 所 示,延 长 EO 到 F,则 ∠１＝ ∠DOF,

∴∠BOD－∠１＝(∠BOF＋∠DOF)－∠１＝∠BOF＝９０°.

B
C

A D

O

E

图７

例题２ 如 图 ７ 所 示,直 线 AB、CD 交 于 点 O,OE 平 分

∠AOD,且∠DOE＝２∠AOC,那么∠BOC＝　　　　°.

答案:１４４

　　【解答】　∠AOC＝１８０°÷(２＋２＋１)＝３６°,∠BOC＝１８０°－３６°＝１４４°.

图８

��	��

练习❶　如图８所示,四条直线相交于一点,图中共有

　　　　对对顶角.

OA B

C
D

E

图９

练习❷　如图９所示,直线AB 上有一点O,OD 平分

∠AOC,OE 平分∠BOC,那么∠DOE＝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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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B

C

D

E

F

G

1

2 3

图１０

练习❸　如图１０所示,直线AB、CD、EF交于点O,OG
平分∠BOC,∠１＝３０°,∠２＝３６°,那么∠３＝　　　　°.

������

练习题号 练习１ 练习２ 练习３

参考答案 １２ ９０ ５７

解答提示 ２×C２４ 角度推导 角度推导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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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Ｇ００３　三线八角

神器内容

B
E

A 12
3 4

DC

F

56
7 8

图１

(１)如图１所示,两条平行线被第三条直线所

截,同位角相等,内错角相等,同旁内角互补.

(２)在三线八角中,同位角、内错角有一组相等

或有一组同旁内角互补,则必有平行线.

要点与说明

三线八角三种角,角的名称真不少.

同位角,内错角,可能相等要知晓.

同旁内角若互补,两线平行能推出.

角的关系得平行,常常用到是判定.

直线平行角关系,这是性质告诉你.

����

1

C D

B
A

E

F

2
3 4

6
7 8
5

图２

１．如图２所示,直线 AB、CD 被第三条直线EF 所截,形

成的八个角中,

(１)没有公共顶点的两个角,它们在直线AB、CD 的同侧,

在第三条直线EF 的同旁(即方位相同),这样的一对角叫作同

位角.

如∠１与　　　　;∠３与　　　　.

(２)没有公共顶点的两个角,它们在直线AB、CD 之间,在第三条直线EF 的两

旁(即位置交错),这样的一对角叫作内错角.

如∠３与　　　　;∠４与　　　　.

(３)没有公共顶点的两个角,它们在直线AB、CD 之间,在第三条直线EF 的同

旁,这样的一对角叫作同旁内角.

如∠３与　　　　;∠４与　　　　.

２平行线的性质:根据平行线,可以得到角的关系.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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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BA

E

F

6
7 8
5

2
3 4
1

图３

(１)如果两条平行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那么同位角相

等,简称: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如图３所示,表述:

∵AB∥CD,∴∠１＝　　　　.

(２)如果两条平行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那么内错角相

等,简称: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如图３所示,表述:

∵AB∥CD,∴∠３＝　　　　.

(３)如果两条平行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那么同旁内角互补,简称:两直线平

行,同旁内角互补.如图３所示,表述:

∵AB∥CD,∴∠３＋∠６＝　　　　.

３平行线的判定:根据角的关系,可以判定两条直线是平行线.

(１)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同位角相等,那么两直线平行.如图３
所示,表述:

∵∠１＝　　　　,∴AB∥CD.

(２)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内错角相等,那么两直线平行.如图３
所示,表述:

∵∠３＝　　　　,∴AB∥CD.

(３)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同旁内角互补,那么两直线平行.如图３
所示,表述:

∵∠３＋∠　　　　＝　　　　,∴AB∥CD.

E

A B

C D

图４

����

例题１ 如图４所示,已知 AB∥CD,∠A＝４０°,∠E＝８８°,

那么∠C＝ 　　　　°.

答案:４８

E

A B

C D

F 1
2

图５

　　【解答】　如图５所示,过E 作EF∥AB,则∠A＝∠１,

∠C＝∠２.

∴∠C＝８８°－４０°＝４８°.

注:本题采用添加平行线,利用内错角相等进行解题.

大家可以思考是否可以使用添加平行线,利用同位角相等

或者同旁内角互补来解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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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1

l2

l3 l4

2
3

4

图６

例题２ 如图６所示,直线l１、l２ 都与l３、l４ 相交,∠１＝

３５°,∠２＝１４５°,∠３＝６２°,那么∠４＝　　　　°.

答案:１１８

1 l1

l2

l3 l4

2
3

4
5

图７

　　【解答】　如图７所示,∵∠１＋∠２＝３５°＋１４５°＝

１８０°,　

∴l１∥l２.

∴∠５＝∠３＝６２°,从而∠４＝１８０°－６２°＝１１８°.

图８

��	��

练习❶　在图８中,共有　　　　对对顶角,　　　　
对同位角,　　　　对内错角,　　　　对同旁内角.

A B

C

D E
图９

练习❷　如图９所示,已知 AB∥DE,∠B＝２６°,

∠C＝６２°,那么∠D＝　　　　°.

A

13
2

B C

D E

图１０

练习❸　如图１０所示,CD 是∠ACB 的平分线,

∠１＝∠２＝２８°,∠B＝４５°,那么∠３＝　　　　°.

C 5 D

A B

4
3

2
1

图１１

练习❹　如图１１所示,直线 AB∥CD,则∠１－∠２＋

∠３－∠４＋∠５＝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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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BA

图１２

练习❺　如 图１２所 示,已 知 AB∥CD,∠ABE 和

∠CDE 的 平 分 线 相 交 于F,∠E＝１３６°,那 么∠BFD＝

　　　　°.　

������

练习题号 练习１ 练习２ 练习３ 练习４ 练习５

参考答案 ４　８　５　５ １４４ １０７ ０ １１２

解答提示
　 观 察 角 的

位置

　过C 作平

行线
　先得到DE∥BC 　角度推导

　平行线间同向

角之和相等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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