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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 

【使用说明】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是高考高频考点，侧重基础。本专题包括：集合的概念与表示，集合

的基本关系，集合的基本运算，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充要条件，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全称

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共六部分内容。因本专题内容对数学抽象与逻辑思维有一定

的要求，所以我们有必要再练一练。本节课我们将琳琅满目的问题进行分解，逐一带领大家去

突破这些难点问题。本课时中涉及到的部分题目，同学们在之前的复习中可能已经做过了，在

这个时间点设计这样的专题，将这些问题重新再做，然后再进行梳理和小结，目的是希望同学

们通过这样一轮复习之后，对于这类问题能够比之前有更深的认识和更强的处理能力。 

【学法指导】 

大家对于这部分题目可能会有一种没什么可复习，会者不难的感觉。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专

题的设计能够让大家都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收获，使同学们能够对问题认识的更加系统和深刻；

同时一些分析问题和提炼总结的意识能够推广到其他知识的复习上。同学们可以通过教师的

讲解、图形的辅助来理解和掌握本课的教学内容。 

【主要方法】 

1、理解问题、探索解题路径； 

2、将抽象数学问题具体化。 

【教学目标】 

1、同学们通过本课的练习，争取能够掌握分析与处理本专题选择、填空问题的方法，及问题

通向答案的探索路径。 

2、同学们通过作业中相应题目的练习，争取能够掌握并夯实处理此类问题的方法（用 Venn 图

和数轴将集合直观表示出来；将集合间的关系与命题间的关系进行转化等）； 

3、同学们通过这一个专题的努力探索，争取能够对于知识之间的横向、纵向联系有一定的把

握。 

【教学重点】 

1、集合的关系与运算、充要条件的判断、对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进行否定； 

2、一些基本的转化方法。 

【教学难点】 

抽象问题如何具体化。 

【本专题知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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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的特征：确定性、互异性、无序性 

           集合的概念与表示    集合的分类   按元素个数分：有限集、无限集  

                               集合的表示方法   列举法、描述法、图示法 

 集合      集合的基本关系    子集、真子集、集合相等 

                             交集  { | }A B x x A x B=  且   

           集合的基本运算    并集  { | }A B x x A x B=  或  

                             补集  { | }UC A x x U x A=  且  

全称量词、存在量词 

常用逻辑用语      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 

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充要条件 

【例题讲解】方法提炼·总结升华 

专题一 集合的概念与表示 

【例 1】 设集合 A={0,1,2},则集合 B={x-y|x∈A,y∈A}中元素的个数是(  ) 

   A.1           B.3              C.5          D.9 

分析:   集合 A 与集合 B 分别采用了哪种表示法？ 

       集合 B 中元素是什么？ 

       集合 B 中 x,y 分别取哪些值？ 

因为集合 B 中元素为 x-y, 且 x∈A, y∈A, 

所以 x 的可能取值为 0,1,2 ;   y 的可能取值为 0,1,2. 

当 x=0 时, y=0 或 1 或 2, 此时对应的 x-y 的值为 0,-1,-2; 

当 x=1 时, y=0 或 1 或 2, 此时对应的 x-y 的值为 1,0,-1; 

当 x=2 时, y=0 或 1 或 2, 此时对应的 x-y 的值为 2,1,0. 

集合 B 中元素有多少个？ 

结合集合中元素的互异性，集合 B 中元素的个数为 5， 

综上可知, 集合 B={-2,-1,0,1,2}.   答案 C 

跟踪训练 1 设集合 A={x∈Z|0<x<4},B={x|(x-4)(x-5)=0},M={x|x=a+b, a∈A,b∈B},则集合 M

中元素的个数为(  ) 

     A.3        B.4           C.5      D.6 

分析:  集合 M 中元素是什么？ 

集合 A 中元素有哪些？  A={1,2,3} 

集合 B 中元素有哪些？  B={4,5} 

则 a 的取值为 1,2,3，b 的取值为 4,5.  

当 b=4 时, a =1 或 2 或 3, 此时对应的 x 的值为 5,6,7; 

当 b=5 时, a =1 或 2 或 3, 此时对应的 x 的值为 6,7,8;   

所以，x= a+b 的值为 5,6,7,8，集合 M 中有 4 个元素.   答案 B 

小结： 

考虑集合元

素的互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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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已知集合是用描述法给出的,则读懂集合的代表元素及其属性是解题的关键.    如：

B={x-y|x∈A,y∈A} 

2.若已知集合是用列举法给出的 , 则整体把握元素的共同特征是解题的关键 .   如： 

A={0,1,2} 

3.对集合中的元素要进行验证,保证集合内的元素不重复. 

专题二 集合的基本关系 

【例 2】 已知集合 A={x|0≤x<4},B={x|x<a},若 A⫋B,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分析: 集合 A 如何表示更直观？  数轴 

A⫋B 如何表示？  要满足 A⫋B,表示数 a 的点必须在表示 4 的点处或在表示 4 的点的

右侧 

 

 

 

所求 a 的取值范围为{a|a≥4}. 

跟踪训练 2已知集合 M={x|x-a=0},N={x|ax-1=0},若 N⊆M,则实数 a 的值为     .  

分析:  分析集合 M 中的元素   

分析集合 N 中的元素  N=⌀,  N≠⌀ 

N⊆M 如何转化？     1）当 N=⌀, 即 a=0 

                    2）当 N≠⌀时,  a≠0 

                          则 M={a},N= {
1

𝑎
} ,依题意有

1

𝑎
= 𝑎,所以a=±1. 

     综上,  实数 a 的值为 0，1，-1. 

小结： 

1.利用集合的基本关系求参数的问题,借助数轴分析时,要验证参数能否取到端点值. 

2.要注意空集是任何集合的子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 

专题三 集合的基本运算 

【例 3】 已知集合 A＝{x|－3＜x≤4}，集合 B＝{x|k＋1≤x≤2k－1}，且 A∪B＝A，试求 k 的

取值范围． 

分析: A∪B＝A如何转化？ 

    转化为 B⊆A,  结合题意再分 B=⌀和 B≠⌀两种情况讨论. 

① 当 B＝Ø 时，k＋1＞2k－1，∴k＜2. 

② 当 B≠Ø， 

    根据数轴可得






 
k＋1≤2k－1，

－3＜k＋1，

2k－1≤4，

解得 2≤k≤
5

2
. 

                          所以，k 的取值范围为








k
  k≤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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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训练 3设全集是实数集 R, A= {𝑥 |
1

2
≤ 𝑥 ≤ 3} , 𝐵 = {𝑥|2𝑎 < 𝑥 < 𝑎 + 2}. 

(1)当 a=-1 时,求 A∩B 和 A∪B; 

(2)若(∁RA)∩B=B,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分析:(1)先将 a=-1 代入集合 B,再借助数轴求解; 

(1)当 a=-1 时,  B={x|-2<x<1},  

所以，A∩B= {𝑥 |
1

2
≤ 𝑥 < 1} , 𝐴∪B={x|-2<x≤3}. 

(2) ① 由已知可求得∁RA= {𝑥 |𝑥 <
1

2
,或𝑥 > 3}. 

   ② 将(∁RA)∩B=B 转化为？   B⊆∁RA,再分 B=⌀和 B≠⌀两种情况讨论. 

   当 B=⌀时, 2a≥a+2, 解得 a≥2; 

   当 B≠时, {
2𝑎 < 𝑎 + 2,

𝑎 + 2 ≤
1

2

或 {
2𝑎 < 𝑎 + 2,
2𝑎 ≥ 3,

解得 a≤−
3

2
或

3

2
≤a<2. 

   综上,  a 的取值范围是{a|a≤−
3

2
或a≥

3

2
}. 

小结： 

1.若所给集合是有限集,则首先把集合中的元素一一列举出来,然后结合交集、并集、补集

的定义来求解.另外,针对此类问题,在解答过程中也常常借助 Venn 图来求解.这样处理起来比

较直观、形象,且解答时不易出错. 

2.若所给集合是无限集,则常借助数轴,首先把已知集合及全集分别表示在数轴上,然后再

根据交集、并集、补集的定义求解,这样处理比较形象直观,解答过程中注意边界问题. 

专题四  全称量词命题与存在量词命题的否定 

【例 4】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并判断其真假: 

(1)有些质数是奇数; 

(2)菱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 

(3) ∃x0∈N, 𝑥0
2 − 2𝑥0

 + 1 < 0;  

(4)不论 m 取何实数, 方程 x2+2x-m=0 都有实数根. 

分析: 题目中有哪些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 

(1) 是存在量词命题,  

       其否定为“所有质数都不是奇数”,它是假命题. 

(2) 是全称量词命题, 

其否定为“有的菱形的对角线不垂直”,它是假命题. 

(3) 是存在量词命题, 

其否定为“∀x∈N, x2-2x+1≥0”,它是真命题. 

(4) 是全称量词命题, 

其否定为“存在实数 m0,使得方程 x2+2x-m0=0 没有实数根”,它是真命题.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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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地,写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的否定,首先要明确这个命题是全称量词命题还是存在

量词命题,并找到其量词的位置及相应结论,然后把命题中的全称量词改成存在量词,存在量词

改成全称量词,同时否定结论. 

(2)对于省略量词的命题,应先挖掘命题中隐含的量词,改写成含量词的完整形式,再依据规

则来写出命题的否定. 

专题五 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的判断及应用 

【例 5】 “关于 x 的不等式 x2－2ax＋a>0 的解集为 R”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是(  ) 

A．0<a<1    B．0<a<
1

3
   C．0≤a≤1   D．a<0 或 a>

1

3
 

分析: 本题的关键点？   不等式 x2－2ax＋a>0 的解集为 R， 

应有 Δ＝(－2a)2－4a<0， 即 4a2－4a<0， 

所以 0<a<1. 

所以本题转化为 0<a<1 成立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 

       谁0<a<1, 0<a<1谁，所以本题答案 C. 

小结： 

1．“若 p，则 q”命题按条件和结论的充分性、必要性可分为四类： 

(1)充分不必要条件，即 p⇒q，而 q⇒p. 

(2)必要不充分条件，即 p⇒q，而 q⇒p. 

(3)充要条件，既有 p⇒q，又有 q⇒p. 

(4)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既有 p⇒q，又有 q⇒p.                

2．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判断． 

(1)直接利用定义判断：即“若 p⇒q 成立，则 p 是 q 的充分条件，q 是 p 的必要条件”． 

(2)利用集合间的包含关系进行判断：如果条件 p 和结论 q 都是集合，那么若 p⊆q，则 p

是 q 的充分条件；若 p⊇q，则 p 是 q 的必要条件；若 p＝q，则 p 是 q 的充要条件． 

跟踪训练 4 已知 P＝{x|a－4<x<a＋4}，Q＝{x|1<x<3}，“x∈P”是“x∈Q”的必要条件，求

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分析：“x∈P”是“x∈Q”的必要条件如何转化？ 

Q⊆P. 

思路：(1) 根据 p与 q的关系(充分、必要、充要条件)转化为集合间的关系, 

           (2)利用集合间的关系建立不等关系, 

           (3)求解参数范围． 

所以


  
a－4≤1

a＋4≥3
解得－1≤a≤5 

即 a 的取值范围是[－1,5]． 

集合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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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向 50名学生调查对 A、B两事件的态度，有如下结果：赞成 A的人数是 30，其余的

不赞成，赞成 B 的人数是 33，其余的不赞成；另外，对 A、B 都不赞成的学生比对 A、B 都赞

成的学生数的三分之一多 1人.问对 A、B 都赞成的学生和都不赞成的学生各多少人？ 

 

分析：题目中的几类人员如何表示？ 

设对 A、B 都赞成的有 x 人 

画出 Venn 图，形象地表示出各数量关系的联系             

所以30 33 1 50
3

x
x x x− + + − + + = ． 

则 21x = ， +1 8
3

x
= . 

小结： 

解决这一类问题一般采用数形结合，借助于 Venn图，把抽象的数学语言与直观的图形结合

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