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轴：

数轴，一种特定的几何图形。

本质上已经规定了，当我们看到数轴的时候，首先应当想到的是数轴的“轴”，也就是

它的几何含义。

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与学习中，我们看到数轴时，第一想法是数轴上的“数”。这也就

导致了学生在看到与数轴有关的题目时会先想数轴上的数字，当题目稍微复杂一点，就会两

眼昏花，不知所想。就不会想到这些题目该如何下手。

所以，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古人为何会创造数轴，是谁想出来这个东西的，他想用数轴

来做什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理解与应用数轴就方便多了。

相传，有一次笛卡尔生病卧床，仍然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能不能用直观的几何图形来

表示抽象方程？几何图形是由点、线、面组合而成，方程通常是由数和代数组成，如何使几

何里的点与方程里的数产生联系，是这里的关键。在深思中，他突然看见屋顶角上有一只正

来来回回拉着丝织网的蜘蛛。蜘蛛的“表演”，使笛卡尔灵机一动，他把蜘蛛假想为一个点，

那么，是否可以用一组数来表示蜘蛛在蛛网上的位置呢？

此时，他观察到屋子的墙角，每一个墙角都是由三条射线相交而成，而墙角就可以作为

这三条射线的起点，因此，可以用这三条射线定义三个方向（上、右、前），那么屋子中任

意一点的位置就都可以用这三个方向的交点来表示了，然后再过这个交点分别对三个方向的

直线作垂线，分别交于三个方向于一点，此时，是不是可以用这三个点来表示这个位置呢？

而直线上的点又可以用数来表示，因此，可以用三个数的组合来表示屋中任一点的位置，反

过来，任意给三个数，例如 3、2、1，也可以用来表示三个方向轴上的点。于是在蜘蛛的启

示下，笛卡尔创建了直角坐标系。

笛卡尔坐标系在一维中的应用就是数轴，其实看完这个故事，再想想老师标出来的笛卡

尔思考的问题，老师之前提出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其实数轴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拥有一个

可以将数字、字母、代数式等复杂的数学公式，变成在纸张上绘画的一个点或者一条线的转

换工具。如果以你自己为原点，也就是零点，那么站在地面上，你可以创造出很多数轴，来

表示你与其它物体（花盆，垃圾桶，床）之间的距离（如果你无法知道具体的数值，可以随

便用一个字母，也就是未知数来表示）。

而距离这种东西，通常会有远近之分，用代数的想法考虑，就是“>”“<”。再想一想，

如果你站在地面不动，那么你与其它物体的距离会保持不变，可是我们不可能不走动，不可

能站在一个地方站一辈子，所以，以你为原点的数轴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当你重新站在

地面上的其他位置时，你又可以创造出其它的数轴。这也就是数学问题中的，你经常遇到的

考虑 x 的取值范围问题。

你看，说比大小也好，求取值范围也好，问你 x未知数存不存在也好，求出一个定值也

好，只要与数轴有关的，我们都可以自己定义个数轴（原点，正方向，单位长度），将题中

给出的某些定值理解为地面上的花瓶、水桶、墙面、床（当然，他们都在一条直线上），把

你自己想象成原点或者题中给出的 x 未知数，你在这个数轴上前后移动自己的位置，不就可

以得到题目让你求的那个具体数值（具体位置）和具体范围（具体距离）了。

但是，距离都是正数，数轴上总会有正数与复数的存在，那么我们该怎么表示具体的距

离呢？总不能让一个正数和一个负数相加，说这是他们俩之间的距离吧，这明显小于他们俩

之间的距离对不对。这时，另一个工具出来了，那就是绝对值，有了它，就可以很好的表示

两个数之间的距离了！



绝对值：

绝对值是指一个数在数轴上所对应点到原点的距离，用“| |”来表示。

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横轴表示要取绝对值的所有的数，即，数轴，用另一条数轴表示这些数取

了绝对值以后的数。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类似于倒三角的折线图。

这里面，横轴就是所有的取值 x，数轴我们用一个字母 y 来代替，这条红线就表示所有的 x
的绝对值。这条横线上的每一个点到横轴的距离，就代表横轴上相应的点到达 0 的距离。

说简单一点，“|□-□|”这种形式的代数式，就表示两个□之间的距离，这两个□里

面是什么都可以，就算是|□-|□-|□-□|||或者||□-|□-□||-□|都无所谓，我们只要提取

出最外侧的两个“|”，和里面的一个“-”，剩余“-”左边和右边就是“|□-□|”中的两

个□。这样，再遇到“|□-□|”这种形式的东西，我们就能轻易的知道，它表示两个□之

间的距离了。

知道它的涵义，怎么做题呢？

这里，我们将绝对值和数轴联合起来，用绝对值和数轴的几何意义考虑所有与绝对值有

关的题目。

首先是定值距离，就是一个数到原点或者到某一个数的定值距离。

举例 1：

解析：像这种题目，单纯一个|a|里面别的数字没有，就说明，它想考你这个数字在 0
的左边还是右边，因为这个|a|就是 a到 0 的距离。

A 选项，a 不知道是在 0 左边还是右边，但是|a|一定是大于等于 0 的，说明，b 一定在

0 的右边，所以，如果当 a＞0，A 正确，如果 a＜0，A 错误。因为没有给 a 额外的条件，无

法判断 a的具体位置，所以 A 选项错误。用图形表示就是（右为正方向）

B 选项，我只能知道，a 与 0 的距离要大于 b 与 0 的距离，但是我不知道 a 在 0 左边还



是右边，b 在 0 左边还是右边，就会出现下图这种情况。这时 a 虽然距离 0 最远，但是 a 的
数值是负的，一定小于 b。所以 B 错误。

C 选项，这种选项是最让学生头疼的，因为它一个绝对值，一个不是绝对值，容易乱，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先把绝对值的那边画出来，然后再考虑非绝对值的部分。根据选项，我

们画出如下图，这个时候，我们就表示出来|a|与 b 的关系了，此时，b 如果都在左边，会

出现|b1|小于|a|的 b1，还会出现|b2|大于|a|的 b2，此时，就会有|a|＜|b|，所以 C 不正

确。

D选项，画图和 A 选项一样，这个时候，无论 a和 b 距离 0 多远，任何一个非零数的平

方都是大于 0 的，当他们与 0 距离一样，他们的平方值也都是相等的，因为-b 的平方与 b
的平方数值一样，相当于负号不起作用了。所以 D 正确。

举例 2：
|x-a|+|x-b|
|x-a|-|x-b|
求最大值；最小值；或者让该式等于一个数，求 x 的范围；或者不等于一个数，求 x 的范围。

这种题型，第一步画出一个数轴，找到 a点和 b点。第二步观察这个式子，

如果两个绝对值做加法，就代表任取数轴上一个点，该式的值等于这个点到 a 和 b 两点距离

之和。

如果两个绝对值做减法，就代表任取数轴上一个点，该式的值等于这个点到 a 和 b 两点距离

之差。

例题 2：

像这种没给要求，那就是求 x 的值或者范围，因为这种情况下，x 无非就是一个数，或者在

数轴上一段范围。

第一步画出数轴，标出数值 5，0，-2。

第二步，观察题目，题目给出的是 x到 0，-2，5 三个点之间举例的和，首先我们让点 x落
在-2 左侧，我们会发现，当 x<-4 时，|x-5|+|x|+|x+2|>15，所以 x>-4,然后我们再让 x 落在-2
与-5 之间，我们会发现，7<|x-5|+|x|+|x+2|<12,符合题目要求，最后，再让 x 落在 5 右边，

我们会发现，x>6 时，|x-5|+|x|+|x+2|>15，说明，x 的取值范围是-4<x<6。



例题 3：（等式就是用“=”连接的式子，不等式就是用＞,＜,≥,≤连接的式子）（无解，就

以位置，x没有取值，x在数轴上面找不到）

第一步：画数轴，标出 4 和 3

第二步，看题中给的式子表示的涵义，|x-4|+|3-x|表示 x 与 3 和 4 的距离之和。这道题目让

|x-4|+|3-x|<a 无解，说明|x-4|+|3-x|≥a 有解，说明我们要找|x-4|+|3-x|最小值，只要最小

值比 a 大，就能让|x-4|+|3-x|有解。假设一下，|x-4|+|3-x|>3 有解，3>a，a=2.9，那么

|x-4|+|3-x|>2.9 是不是一定会有解（多想一想）（换个思路，老师问我能拿出来几个苹果，

但是你比老师先一步问我，能不能拿出来 3 个苹果，我说可以，这个时候老师来了，老师问

我能不能拿出来 2.9 个苹果。我都能拿出来 3 个苹果，我凭什么不能拿出 2.9 个苹果呢？）

所以这道题当 x 落在 3 和 4 之间的时候，|x-4|+|3-x|取得最小值 1，这个时候，只要 a≤1，
x一定无解，因为没办法再找出来一个 x 可以让|x-4|+|3-x|小于 1 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