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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中数学基础知识手册(第18次修订)(2013)》匠心独运，风格别具。她既有全面系统、清晰准确的知
识梳理和讲解，又有科学独到的规律总结；既有学科思想方法的启迪，又有实用管用的技巧点拨；既
有同步学习的备查资料，又有中高考的方向指导。她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知识准确；她方便快捷，
随查随用，工具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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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或    不全面致误    第三部分  高考命题研究高考命题规律高考真题赏析考点一结合几何体的三视图
考查面积    与体积考点二考查球的组合体的相关性质热点专题预测专题一空间几何体的表面积和体积
专题二截面问题    第四部分  常用公式定理 一、常用公式 二、常用性质  第二讲  直线和平面    第一部分
 基础知识精要  知识结构框图  基础知识梳理 一、平面的基本性质 二、空间两条直线 三、空间直线和
平面 四、空间两个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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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基础知识手册》丛书，是在1993年薛金星先生主编的《高中语
文基础知识手册》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目前已发展成为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
的33个单品系列图书。她的服务宗旨是：全面全程、科学系统地满足学生从小学到初、高中阶段的不
同需求。其追求的目标足：“一册在手，知识全有；一套在手，学习无忧；一旦拥有，爱不释手。”
　　“剑锋在磨砺。梅香从苦寒。”《基础知识手册》的成功，正是基于这种服务宗旨和崇高追求。
自1993年面世以来备受广大一线师生的厚爱，年年畅销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薛先生从全国范围内聘
请了一大批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专家、特教和名师，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和学科的不同特点，结合
中高考及同步教学要求，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精心著述、反复修订，从而确保了图书的高质量和学
术的权威性。　　“特立须独行，领异应标新。”《基础知识手册》匠心独运，风格别具。她既有全
面系统、清晰准确的知识梳理和讲解，又有科学独到的规律总结；既有学科思想方法的启迪，又有实
用管用的技巧点拨；既有同步学习的备查资料，又有中高考的方向指导。她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知
识准确；她方便快捷，随查随用，工具性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目前《基础知识手
册》的类似产晶不少，但北京金星书业的《基础知识手册》销量却在市场上名列前茅。冈为她是专家
心智的结晶，是学生的良师，是教师的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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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被数学老师强 买的
2、内容挺不错的。
3、星教育：高中数学基础知识手册（第17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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