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什么叫
法律？

法律就是
法国的律

师

法盲就
是法国
的盲人

那么什么是法
盲？



人们在交流时常需要应用许多名称和术语。为了不产生歧义，
对这些名称和术语的含义必须有明确的规定。

一般地，能清楚地规定某一名称或术
语的意义的句子叫做该名称或术语的

定义

如：商店以比原来标价低的价格出售商品叫做          ；         
       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                 。

打折

平行线



你能说出偶数 ，单项式 ，两点间的
距离 分别是怎样定义的吗？

能被2整除的数叫做偶数。
由数与字母（或字母与字母）相乘组成的
代数式叫做单项式。
两点间线段的长度叫做两点间的距离。



       下列各语句中,哪些是作出判断的句子,哪些不
是?为什么?

(1)两个直角相等.
(2)你参加运动会吗?
(3)如果a=b,b=c,那么a=c.
(4)连结A,B两点.
(5)面积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6)如果a是偶数,那么a一定能被2整除.

对一件事情作出判断的语句,叫做命题.



对事情作了判断的句子：（1） （3）

没有对事情作了判断的句子： （2）

比较下列句子在表述形式上，哪些对事情作了

判断？ 哪些没有对事情作出判断？

1、父母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位教师。

2、延长线段AB。 

3、“非典”是不可以战胜的。

一般地，对某一件事情作出肯定或

否定判断的句子叫做命题。



不是

是

不是

是

是

不是

是

是

(9)八荣八耻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准则是



下列语句在表述形式上，哪些是对事情作了判
断？哪些没有对事情作出判断？

1、对顶角相等；

2、画一个角等于已知角；

3、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4、a、b两条直线平行吗？

5、温柔的小明；

6、玫瑰花是动物；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

对事情作了判断的语句是否正确？

√

×



判断命题的方法规律：1.命题的判断只有
两种形式：要么肯定，要么否定。
2.命题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通常是陈述句，（包括肯定句和
否定句），但不是疑问句或感叹
句，祈使句。



2、如果一个句子没有对某一件事情作出任何判断，那么它就
不是命题。

如：画线段AB=CD。

判断一件事情的语句叫做命题。

注意：
1、只要对一件事情作出了判断，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命题。

如：相等的角是对顶角。

命题是由题设和结论两部分组成。题设是已知事项，结论是由
已知事项推出的事项。

    两直线平行，         同位角相等。

题设      结论



命题常写成“如果……那么……”的形式,其
中“如果”引出的部分是条件,‘那么”引出
的部分是结论。改写时，要应适当补充一些
修饰成分，使语句通顺。

命题都是由条件和结论两部分组成的。

知识点2  命题的组成和形式



请说出下列命题的条件和结论
(1)两个直角相等.
(5)面积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如果两个角是直角,那么这两个角相等

条件 结论

条件:两个角是直角;    结论:这两个角相等.



如果这两个角是直角，那么它们相等
。
条件：这两个角是直角；结论：它们
相等。
如果这两个角是锐角，那么它们的和
是钝角。

条件：这两个角是锐角；结论：它们
的和是钝角。



命题的结构

在数学中，许多命题是由题设（或已知条件）、结论两部
分组成的．题设是已知事项；结论是由已知事项推出的事
项．这样的命题常可写成“如果……，那么……”的形
式．用“如果”开始的部分就是题设，而用“那么”开始
的部分就是结论．

（1）如果两个角是对顶角，那么这两个角相等；

题设 结论

（2）如果两个角是直角，那么这两个角相等。

题设 结论



例1   把命题“三个角都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改写
成“如果……，那么……”的形式，并分别指出命题的题设
与结论． 

解    这个命题可以写成“如果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都相
等，那么这个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这个命题的题设是“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都相等”，
结论是“这个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注意：添加“如果”、“那么”后，命题的意

义不能改变，改写的句子要完整，语句要通顺，

使命题的题设和结论更明朗，易于分辨，改写

过程中，要适当增加词语，



    添加“如果”、“那么”后，命题的意义

    不能改变，改写的句子要完整，语句

    要通顺，使命题的题设和结论更明朗，

    易于分辨，改写过程中，要适当增加

    词语，切不可生搬硬套。

总 结



指出下列各命题的题设和结论，并改写
成“如果……那么……”的形式。

1、对顶角相等；

2、等角的补角相等；

3、两平行线被第三直线所截，同位角相等；

4、正数与负数的和为0 ；

5、同平行于一直线的两直线平行；

6、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互余。



判断下列命题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1)两个锐角的和是钝角;

(2)点P到A、B两点的距离相等,则点P是

     线段AB的中点;

(3)负数与负数的差仍是负数;

(4)若∠1+∠2=90°,∠3+∠2=90°,则∠1 =∠3.

错

错

错

对

w正确的命题称为真命题,不正确的的命题称为假命题.
w要说明一个命题是假命题,通常可以举出一个例子,
使之具备命题的条件,而不具备命题的结论,这种例子
称为反例.



有些命题如果题设成立，那么结论一定成立；

而有些命题题设成立时，结论不一定成立。

正确的命题叫真命题，错误的命题叫假命题。

如命题：“如果两个角互补，那么它们是邻补

角”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

如命题：“如果一个数能被4整除，那么它也能

被2整除”就是一个正确的命题。

确定一个命题真假的方法：

利用已有的知识，通过观察、验证、推理、举
反例等方法。



下列句子哪些是命题？是命题的，指出
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

 1、猪有四只脚；
 2、内错角相等；
 3、画一条直线；
 4、四边形是正方形；
 5、你的作业做完了吗？ 
 6、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7、对顶角相等；
 8、同垂直于一直线的两直线平行；
 

是 真命题

否

是 假命题

是 假命题

否

是 真命题

是 真命题

是 假命题



一个锐角与一个钝角的和等于180°假命题

      因为30°是锐角,120°是钝角, 而30°+ 
120°=150°≠180 °,所以“一个锐角与一个钝角的

和等于180°”是假命题．

       判断一个命题是假命题，只要举出一个满足
命题条件但结论不同与命题结论的例子就可以
了．像这样的例子叫做反例．



试试看

例1举例说明 “两个负数之差是
负数”是假命题。
说明:设a= - 2,b= -5,(符合命题的条件）
则 a- b= (- 2) - (-5) = 3,不是负数。（不
符合命题的结论）
所以“两个负数之差是负数”是假命题。



练习：

举反例说明：若 ab › 0 ,则a ›0 ,b › 0
。



1、数学中有些命题的正确性是人们在长期实践

中总结出来的，并把它们作为判断其他命题真

假的原始依据，这样的真命题叫做公理。

2、有些命题可以从公理或其他真命题出发，用

逻辑推理的方法判断它们是正确的，这样的真

命题叫做定理。

公理和定理都可作为判断其他命题真假的依据。

3、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命题的正确性需要经过
推理，才能作出判断，这个推理过程叫做证明。



同角或等角的补角相等。

2、余角的性质： 同角或等角的余角相等。

4、垂线的性质： ①过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
与已知直线垂直；

5、平行公理的推论：如果两条直线都和第三条
直线平行，那么这两条直
线也互相平行。

1、补角的性质：

3、对顶角的性质：对顶角相等。

②垂线段最短。

定理举例：



（2）你能结合图形用几何语言表述命题的题设和
结论吗？

命题1　 在同一平面内，如果一条直线垂直于两
条平行线中的一条，那么它也垂直于另一条.

已知：b∥c， a⊥b ．

求证：a⊥c．



（3）请同学们思考如何利用已经学过的定义定理
来证明这个结论呢？

已知：b∥c，a⊥b ．
求证：a⊥c．
证明：∵ a⊥b（已知），

 又∵ b∥c（已知），   
∴∠1=∠2（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2=∠1=90º（等量代换）．  

  ∴∠1=90º （垂直的定义）．

 ∴ a⊥c（垂直的定义）．

证明中的每一步推理都要有根据，不能想“当然”。



1、命题:

真命题

假命题

基本事实

定理

（只需举一个反例）

（正确性由实践中
总结出的）

（正确性由推理证实的）



公理举例：

经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

2、线段公理：两点的所有连线中，线段最短。

1、直线公理：

3、平行公理：经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
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



课堂小测；

1.判断下列语句哪些是命题，是命题
的改写成“如果.....，那么......”的形
式，并指出命题的条件和结论。

(⑴)两个负数绝对值大的，反而小。

(⑵)同角的补角相等。

(⑶)连接A ,B 两点

(⑷)两个钝角相等。



2 . 判断下列命题的真假，是假命题
的举出反例。

(⑴)两个整数的和是整数.

(⑵)相等的两个角是钝角.

(⑶)如果 a=b ,那么2a一定大于2b.



命题1：　在同一平面内，如果一条直线垂直于两
条平行线中的一条，那么它也垂直于另一条．

（1）这个命题的题设和结论分别是什么呢？ 

题设：在同一平面内，一条直线垂直于两条平行线
中   的一条；

结论：这条直线也垂直于两条平行线中的另一条．



命题2   相等的角是对顶角．

（2）判断这个命题的真假．

（1）这个命题题设和结论分别是什么？

题设：两个角相等；
结论：这两个角互为对顶角．

      我们知道假命题是在条件成立的前提下，结论
不一定成立，你能否利用图形举出一个反例说明当
两个角相等时它们不一定是对顶角的关系.

      判断一个命题是假命题，只
要举出一个例子（反例），它符
合命题的题设，但不满足结论就
可以了。这种方法称为举反例。



课堂小结1、命题：判断一件事情的语句叫命题。

2、公理：人们长期以来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作为判断其他
命题真假的根据的命题，叫做公理。

3、定理：经过推理论证为正确的命题叫定理。也可作为继续推
理的依据。

4、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命题的正确性需要经过推理，
才能作出判断，这个推理过程叫做证明。  

5、判断一个命题是假命题，只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该命题不
成立就可以了，这种方法称为举反例。

（1）正确的命题称为真命题，错误的命题称为假命题。

（2）命题的结构：命题由题设和结论两部分构成，常可写成
“如果…，那么…”的形式。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