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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人教版九年级数学下册全册教案精选表格版 

教学时间   课题  26.1 二次函数（1）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能够根据实际问题，熟练地列出二次函数关系式，并求出函数的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过 程 

和 

方 法 

注重学生参与，联系实际，丰富学 生的感性认识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培养学生的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能够根据实际问题，熟练地列出二次函数关系式，并求出函数的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教学难点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试一试 

    1.设矩形花圃的垂直于墙的一边 AB的长为 xm，先取 x 的一些值，算出矩形的

另一边 BC 的长，进而得出矩形的面积 ym
2．试将计算结果填写在下表的空格中， 

AB 长

x(m) 

1 2 3 4 5 6 7 8 9 

BC 长(m)    12      

面积 y(m
2
)    48      

    2．x 的值是否可以任意取?有限定范围吗? 

    3．我们发现，当 AB的长(x)确定后，矩形的面积(y)也随之确定， y 是 x 的函

数，试写出这个函数的关系式， 

    对于 1.，可让学生根据表中给出的 AB的长，填出相应的 BC 的长和面积，然后

引导学生观察表格中数据的变化情况，提出问题：(1)从所填表格中，你能发现什么？

(2)对前面提出的问题的解答能作出什么猜想?让学生思考、交流、发表意见，达成共

识：当 AB的长为 5cm，BC 的长为 10m 时，围成的矩形面积最大；最大面积为 50m
2
。 

    对于 2，可让学生分组讨论、交流，然后各组派代表发表意见。形成共识，x 的

值不可以任意取，有限定范围，其范围是 0 ＜x ＜10。 

    对于 3，教师可提出问题，(1)当 AB=xm 时，BC 长等于多少 m?(2)面积 y 等于

多少?并指出 y=x(20－2x)(0 ＜x ＜10)就是所求的函数关系式． 

二、提出问题 

    某商店将每件进价为 8 元的某种商品按每件 10 元出售，一天可销出约 100 件．该

店想通过降低售价、增加销售量的办法来提高利润，经过市场调查，发现这种商品

单价每降低 0.1 元，其销售量可增加 10 件。将这种商品的售价降低多少时，能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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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利润最大? 

    在这个问题中，可提出如下问题供学生思考并回答： 

    1．商品的利润与售价、进价以及销售量之间有什么关系? 

    [利润=(售价－进价)×销售量] 

    2．如果不降低售价，该商品每件利润是多少元?一天总的利润是多少元? 

    [10－8=2(元)，(10－8)×100=200(元)] 

    3．若每件商品降价 x 元，则每件商品的利润是多少元?一天可销售约多少件商

品? 

[(10－8－x)；(100＋100x)] 

    4．x 的值是否可以任意取?如果不能任意取，请求出它的范围， 

    [x 的值不能任意取，其范围是 0≤x≤2] 

    5．若设该商品每天的利润为 y 元，求 y 与 x 的函数关系式。 

    [y=(10－8－x)  (100＋100x)(0≤x≤2)] 

    将函数关系式 y=x(20－2x)(0 ＜x ＜10＝化为： 

    y=－2x
2＋20x   (0＜x＜10)……………………………(1) 

    将函数关系式 y=(10－8－x)(100＋100x)(0≤x≤2)化为： 

    y=－100x
2＋100x＋20D  (0≤x≤2)……………………(2) 

    三、观察；概括 

    1.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函数关系式(1)和(2)，提出以下问题让学生思考回答； 

    (1)函数关系式(1)和(2)的自变量各有几个? 

    (各有 1 个) 

    (2)多项式－2x
2＋20 和－100x

2＋100x＋200 分别是几次多项式? 

    (分别是二次多项式) 

    (3)函数关系式(1)和(2)有什么共同特点? 

    (都是用自变量的二次多项式来表示的) 

    (4)本章导图中的问题以及 P1 页的问题 2 有什么共同特点？ 

    让学生讨论、交流，发表意见，归结为：自变量 x 为何值时，函数 y 取得最大

值。 

    2．二次函数定义：形如 y=ax
2＋bx＋c  (a、b、、c 是常数，a≠0)的函数叫做 x

的二次函数，a 叫做二次函数的系数，b 叫做一次项的系数，c 叫作常数项． 

四、课堂练习 

P3 练习第 1，2 题。 

五、小结 

    1．请叙述二次函数的定义． 

2，许多实际问题可以转化为二次函数来解决，请你联系生活实际，编一道二次

函数应用题，并写出函数关系式。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4：1、2 

选做  教科书 P14：7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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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6.1 二次函数（2）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使学生会用描点法画出 y=ax2 的图象，理解抛物线的有关概念。 

过 程 

和 

方 法 

使学生经历、探索二次函数 y=ax2 图象性质的过程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归纳的良好思维习惯 

 

教学重点  使学生理解抛物线的有关概念，会用描点法画出二次函数 y=ax
2的图象是教学的重点。 

教学难点 用描点法画出二次函数 y=ax
2的图象以及探索二次函数性质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提出问题 

    1，同学们可以回想一下，一次函数的性质是如何研究的? 

    (先画出一次函数的图象，然后观察、分析、归纳得到一次函数的性质) 

    2．我们能否类比研究一次函数性质方法来研究二次函数的性质呢?如果可以，

应先研究什么? 

    (可以用研究一次函数性质的方法来研究二次函数的性质，应先研究二次函数的

图象) 

    3．一次函数的图象是什么？二次函数的图象是什么? 

二、范例 

 例 1、画二次函数 y=x
2的图象。 

解：(1)列表：在 x 的取值范围内列出函数对应值表： 

x … －3 －2 －1 0 1 2 3 … 

y … 9 4 1 0 1 4 9 … 

 (2)在直角坐标系中描点：用表里各组对应值作为

点的坐标，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描点 

 (3)连线：用光滑的曲线顺次连结各点，得到函数 y=x
2的图象，如图所示。 

提问：观察这个函数的图象，它有什么特点? 

让学生观察，思考、讨论、交流，归结为：它有一条对称轴，且对称轴和图象

有一点交点。 

抛物线概念：像这样的曲线通常叫做抛物线。 

顶点概念：抛物线与它的对称轴的交点叫做抛物线的顶点． 

三、做一做 

    1．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y=x
2与 y=-x

2的图象，观察并比较两个图象，

你发现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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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y=2x
2与 y=-2x

2的图象，观察并比较这两个

函数的图象，你能发现什么? 

    3．将所画的四个函数的图象作比较，你又能发现什么? 

在学生画函数图象的同时，教师要指导中下水平的学生，讲评时，要引导学生

讨论选几个点比较合适以及如何选点。两个函数图象的共同点以及它们的区别，可

分组讨论。交流，让学生发表不同的意见，达成共识，两个函数的图象都是抛物线，

都关于 y 轴对称，顶点坐标都是(0，0)，区别在于函数 y=x
2 的图象开口向上，函数

y=-x
2的图象开口向下。 

四、归纳、概括 

函数 y＝x
2、y=-x

2、y=2x
2、y=-2x

2是函数 y=ax
2的特例，由函数 y＝x

2、y=-x
2、y＝

2x
2
、y=-2x

2
的图象的共同特点，可猜想： 

    函数 y=ax
2的图象是一条________，它关于______对称，它的顶点坐标是______。 

    如果要更细致地研究函数 y=ax
2图象的特点和性质，应如何分类？为什么? 

    让学生观察 y＝x
2、y＝2x

2的图象，填空； 

    当 a>0 时，抛物线 y=ax
2开口______，在对称轴的左边，曲线自左向右______；

在对称轴的右边，曲线自左向右______，______是抛物线上位置最低的点。 

    图象的这些特点反映了函数的什么性质? 

先让学生观察下图，回答以下问题； 

    (1)XA、XB大小关系如何?是否都小于 0？ 

    (2)yA、yB大小关系如何? 

    (3)XC、XD大小关系如何?是否都大于 0? 

    (4)yC、yD大小关系如何? 

    (XA<XB，且 XA<0，XB<0；yA>yB；XC<XD，且

XC>0，XD>0，yC<yD) 

    其次，让学生填空。 

    当 X<0 时，函数值 y 随着 x 的增大而______，当 X>O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

大而______；当 X＝______时，函数值 y=ax
2
 (a>0)取得最小值，最小值 y=______ 

    以上结论就是当 a>0 时，函数 y=ax
2的性质。 

    思考以下问题： 

    观察函数 y＝-x
2、y=-2x

2的图象，试作出类似的概括，当 a<O 时，抛物线 y＝ax
2

有些什么特点?它反映了当 a<O 时，函数 y=ax
2具有哪些性质? 

    让学生讨论、交流，达成共识，当 a<O 时，抛物线 y=ax
2
开口向上，在对称轴

的左边，曲线自左向右上升；在对称轴的右边，曲线自左向右下降，顶点抛物线上

位置最高的点。图象的这些特点，反映了当 a<O 时，函数 y=ax
2
的性质；当 x<0 时，

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与 x>O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减小，当 x=0 时，

函数值 y＝ax
2取得最大值，最大值是 y＝0。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4：3、4 

选做  教科书 P14：8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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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6.1 二次函数（3）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使学生能利用描点法正确作出函数 y＝ax
2＋b 的图象。 

过 程 

和 

方 法 

让学生经历二次函数 y＝ax
2＋bx＋c 性质探究的过程，理解二次函数 y＝ax

2＋b 的性质

及它与函数 y＝ax
2的关系。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师生互动，学生动手操作，体验成功的喜悦 

教学重点  
会用描点法画出二次函数 y＝ax

2＋b 的图象，理解二次函数 y＝ax
2＋b 的性质，理解函

数 y＝ax
2
＋b 与函数 y＝ax

2
的相互关系 

教学难点 正确理解二次函数 y＝ax
2＋b 的性质，理解抛物线 y＝ax

2＋b 与抛物线 y＝ax
2的关系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提出问题 

1．二次函数 y＝2x
2的图象是____，它的开口向_____，顶点坐标是_____；对称轴是

______，在对称轴的左侧，y 随 x 的增大而______，在对称轴的右侧，y 随 x 的增大

而______，函数 y＝ax
2与 x＝______时，取最______值，其最______值是______。 

2．二次函数 y＝2x
2＋1 的图象与二次函数 y＝2x

2的图象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

点坐标是否相同? 

 

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问题 1：对于前面提出的第 2 个问题，你将采取什么方法加以研究? 

  (画出函数 y＝2x
2和函数 y＝2x

2的图象，并加以比较) 

  问题 2，你能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y＝2x
2与 y＝2x

2＋1 的图象吗? 

  教学要点 

  1．先让学生回顾二次函数画图的三个步骤，按照画图步骤画出函数 y＝2x
2的图象。 

    2．教师说明为什么两个函数自变量 x 可以取同一数值，为什么不必单独列出函

数 y＝2x
2
＋1 的对应值表，并让学生画出函数 y＝2x

2
＋1 的图象． 

    3．教师写出解题过程，同学生所画图象进行比较。 

    解：(1)列表： 

x … －3 －2 －1 0 1 2 3 … 

y＝x
2
 … 18 8 2 0 2 8 18 … 

y＝x
2＋

1 
… 19 9 3 l 3 9 19 … 

    (2)描点：用表里各组对应值作为点的坐标，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描点。 

(3)连线：用光滑曲线顺次连接各点，得到函数 y＝2x
2和 y＝2x

2＋1 的图象。 

（图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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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3：当自变量 x 取同一数值时，这两个函数的函数值之间有什么关系?反映

在图象上，相应的两个点之间的位置又有什么关系?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上表，当 x 依次取－3，－2，－1，0，1，2，3 时，两个函数

的函数值 

之间有什么关系，由此让学生归纳得到，当自变量 x 取同一数值时，函数 y＝2x2＋1

的函数值都比函数 y＝2x
2的函数值大 1。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函数 y＝2x
2＋1 和 y＝2x

2的图象，先研究点(－1，2)和点(－1，

3)、点(0，0)和点(0，1)、点(1，2)和点(1，3)位置关系，让学生归纳得到：反映在图

象上，函数 y＝2x2＋1 的图象上的点都是由函数 y＝2x2 的图象上的相应点向上移动

了一个单位。 

    问题 4：函数 y＝2x
2
＋1 和 y＝2x

2
的图象有什么联系? 

    由问题 3 的探索，可以得到结论：函数 y＝2x
2＋1 的图象可以看成是将函数 y

＝2x
2的图象向上平移一个单位得到的。 

    问题 5：现在你能回答前面提出的第 2 个问题了吗?  

    让学生观察两个函数图象，说出函数 y＝2x
2＋1 与 y＝2x

2的图象开口方向、对

称轴相同，但顶点坐标不同，函数 y＝2x2 的图象的顶点坐标是(0，0)，而函数 y＝

2x
2＋1 的图象的顶点坐标是(0，1)。 

    问题 6：你能由函数 y＝2x
2
的性质，得到函数 y＝2x

2
＋1 的一些性质吗? 

    完成填空： 

    当 x______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减小；当 x______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

大而增大，当 x______时，函数取得最______值，最______值 y＝______． 

    以上就是函数 y＝2x
2＋1 的性质。 

三、做一做 

问题 7：先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y＝2x
2－2 与函数 y＝2x

2 的图象，再作比

较，说说它们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教学要点 

    1．在学生画函数图象的同时，教师巡视指导； 

    2．让学生发表意见，归纳为：函数 y＝2x
2－2 与函数 y＝2x

2的图象的开口方向、

对称轴相同，但顶点坐标不同。函数 y＝2x
2－2 的图象可以看成是将函数 y＝2x2 的

图象向下平移两个单位得到的。 

    问题 8：你能说出函数 y＝2x
2－2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以及

这个函数的性质吗? 

    教学要点 

    1．让学生口答，函数 y＝2x
2
－2 的图象的开口向上，对称轴为 y 轴，顶点坐标

是(0，－2)； 

    2．分组讨论这个函数的性质，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发言，达成共识：当 x＜0 时，

函数 

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减小；当 x＞0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当 x＝0 时，函

数取得 

最小值，最小值 y＝－2。 

    问题 9：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函数 y＝－
1

3
x

2＋2 图象与函数 y＝－
1

3
x

2 的图象

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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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学生能够画出函数 y＝－
1

3
x

2与函数 y＝－
1

3
x

2＋2 的草图，由草图观察得出

结论：函数 y＝－
1

3
1/3x

2＋2 的图象与函数 y＝－
1

3
x

2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相同，

但顶点坐标不同，函数 y＝－
1

3
x

2
＋2 的图象可以看成将函数 y＝－

1

3
x

2
的图象向上平

移两个单位得到的。 

    问题 10：你能说出函数 y＝－
1

3
x

2＋2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吗? 

    [函数 y＝－
1

3
x

2＋2 的图象的开口向下，对称轴为 y 轴，顶点坐标是(0，2)] 

    问题 11：这个函数图象有哪些性质? 

    让学生观察函数 y＝－
1

3
x

2＋2 的图象得出性质：当 x＜0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

大而增大；当 x＞0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减小；当 x＝0 时，函数取得最大值，

最大值 y＝2。 

四、练习： P7 练习。 

五、小结 

1．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函数 y＝ax
2＋k 的图象与函数 y＝ax

2的图象具有什么

关系? 

2．你能说出函数 y＝ax
2＋k 具有哪些性质?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4：5（1） 

选做  练习册 P109-114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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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6.1  二次函数（4）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使学生能利用描点法画出二次函数 y＝a(x—h)
2的图象。 

过 程 

和 

方 法 

让学生经历二次函数 y＝a(x－h)
2性质探究的过程，理解函数 y＝a(x－h)

2的性质，理解

二次函数 y＝a(x－h)
2的图象与二次函数 y＝ax

2的图象的关系。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会用描点法画出二次函数 y＝a(x－h)

2的图象，理解二次函数 y＝a(x－h)
2的性质，理解

二次函数 y＝a(x－h)
2
的图象与二次函数 y＝ax

2
的图象的关系 

教学难点 
理解二次函数 y＝a(x－h)

2的性质，理解二次函数 y＝a(x－h)
2的图象与二次函数 y＝ax

2

的图象的相互关系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提出问题 

1．在同一直角坐标系内，画出二次函数 y＝－
1

2
x

2
，y＝－

1

2
x

2
－1 的图象，并回答： 

  (1)两条抛物线的位置关系。 

  (2)分别说出它们的对称轴、开口方向和顶点坐标。 

  (3)说出它们所具有的公共性质。    

  2．二次函数 y＝2(x－1)
2的图象与二次函数 y＝2x

2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以

及顶点坐标相同吗?这两个函数的图象之间有什么关系? 

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问题 1：你将用什么方法来研究上面提出的问题? 

  (画出二次函数 y＝2(x－1)
2和二次函数 y＝2x

2的图象，并加以观察) 

  问题 2：你能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画出二次函数 y＝2x
2与 y＝2(x－1)

2的图象吗? 

  教学要点 

  1．让学生完成列表。 

  2．让学生在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图来：  3．教师巡视、指导。 

问题 3：现在你能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吗? 

教学要点 

1．教师引导学生观察画出的两个函数图象． 

根据所画出的图象，完成以下填空： 

    2．让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合作，各组选派代表发表意见，达成共识：函数 y＝

2(x－1)
2与 y＝2x

2的图象、开口方向相同、对称轴和顶点坐标不同；函数 y＝2(x 一

1)
2
的图象可以看作是函数 y＝2x

2
的图象向右平移 1 个单位得到的，它的对称轴是直

线 x＝1，顶点坐标是(1，0)。 

    问题 4：你可以由函数 y＝2x
2
的性质，得到函数 y＝2(x－1)

2
的性质吗? 

开口方向 对称轴 顶点坐标 

y＝2x
2
   

y＝2(x－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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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要点 

1.教师引导学生回顾二次函数 y＝2x
2
的性质，并观察二次函数 y＝2(x－1)

2
的图象； 

2．让学生完成以下填空： 

    当 x______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减小；当 x______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

大而增大；当 x＝______时，函数取得最______值 y＝______。 

三、做一做 

问题 5：你能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y＝2(x＋1)
2与函数 y＝2x

2的图象，并比

较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吗? 

    教学要点 

    1．在学生画函数图象的同时，教师巡视、指导； 

    2．请两位同学上台板演，教师讲评； 

    3．让学生发表不同的意见，归结为：函数 y＝2(x＋1)
2与函数 y＝2x

2的图象开

口方向相同，但顶点坐标和对称轴不同；函数 y＝2(x＋1)
2的图象可以看作是将函数

y＝2x2 的图象向左平移 1 个单位得到的。它的对称轴是直线 x＝－1，顶点坐标是(－

1，0)。 

    问题 6；你能由函数 y＝2x2 的性质，得到函数 y＝2(x＋1)
2
的性质吗? 

    教学要点 

    让学生讨论、交流，举手发言，达成共识：当 x＜－1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

而减小；当 x＞－1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当 x＝一 1 时，函数取得最小

值，最小值 y＝0。    

    问题 7：函数 y＝－
1

3
(x＋2)

2
图象与函数 y＝－

1

3
x

2
的图象有何关系? 

    问题 8：你能说出函数 y＝－
1

3
(x＋2)

2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吗? 

    问题 9：你能得到函数 y＝
1

3
(x＋2)

2的性质吗? 

    教学要点 

让学生讨论、交流，发表意见，归结为：当 x＜－2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 

当 x＞－2 时，函数值 y 随工的增大而减小；当 x＝－2 时，函数取得最大值，最大

值 y＝0。 

四、课堂练习： P8 练习。 

五、小结： 

1．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函数 y＝a(x－h)
2 的图象与函数 y＝ax

2 的图象有什么联系

和区别? 

2．你能说出函数 y＝a(x－h)
2图象的性质吗? 

3．谈谈本节课的收获和体会。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4：5（2） 

选做  练习册 P115-116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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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6.1  二次函数（5）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使学生理解函数 y=a(x－h)
2＋k 的图象与函数 y=ax

2的图象之间的关系。 

2．会确定函数 y=a(x－h)
2＋k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过 程 

和 

方 法 

让学生经历函数 y=a(x－h)
2＋k 性质的探索过程，理解函数 y=a(x－h)

2＋k 的性质。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确定函数 y=a(x－h)

2＋k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理解函数 y=a(x－h)
2

＋k 的图象与函数 y=ax
2
的图象之间的关系，理解函数 y=a(x－h)

2
＋k 的性质 

教学难点 
正确理解函数 y=a(x－h)

2＋k 的图象与函数 y=ax2 的图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函数 y=a(x－

h)
2＋k 的性质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提出问题 

1．函数 y=2x
2＋1 的图象与函数 y=2x

2的图象有什么关系? 

  (函数 y=2x
2＋1 的图象可以看成是将函数 y=2x

2的图象向上平移一个单位得到的) 

2．函数 y=2(x－1)
2的图象与函数 y=2x

2的．图象有什么关系? 

    (函数 y=2(x－1)
2的图象可以看成是将函数 y=2x

2的图象向右平移 1 个单位得到

的，见 P10 图 26.2.3) 

3．函数 y=2(x－1)
2＋1 图象与函数 y=2(x－1)

2 图象有什么关系?函数 y=2(x－1)
2＋1

有哪些性质? 

二、试一试 

你能填写下表吗? 

 y=2x
2   向右平

移 

的图象  1 个单

位 

y=2(x －

1)
2
 

向上平移 

1 个单位 y=2(x－1)
2＋1

的图象 

开 口 方

向 

向上   

对称轴 y 轴   

顶  点 (0，0)   

 问题 2：从上表中，你能分别找到函数 y=2(x－1)
2＋1 与函数 y=2(x－1)

2、y=2x
2图

象的关系吗? 

 问题 3：你能发现函数 y=2(x－1)
2＋1 有哪些性质? 

    对于问题 2 和问题 3，教师可组织学生分组讨论，互相交流，让各组代表发言，

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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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 y＝2(x－1)
2＋1 的图象可以看成是将函数 y=2(x－1)

2的图象向上平称 1 个

单位得到的，也可以看成是将函数 y=2x
2
的图象向右平移 1 个单位再向上平移 1 个

单位得到的。 

    当 x＜1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减小，当 x＞1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

增大；当 x=1 时，函数取得最小值，最小值 y=1。 

三、做一做 

问题 4：在图 26．2．3 中，你能再画出函数 y=2(x－1)
2－2 的图象，并将它与函数

y=2(x－1)
2的图象作比较吗? 

    教学要点 

    1．在学生画函数图象时，教师巡视指导； 

    2．对“比较”两字做出解释，然后让学生进行比较。 

    问题 5：你能说出函数 y=－
1

3
(x－1)

2
＋2 的图象与函数 y=－

1

3
x

2
的图象的关系，

由此进一步说出这个函数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吗? 

    (函数 y＝－
1

3
(x－1)

2＋2 的图象可以看成是将函数 y=－
1

3
x

2的图象向右平移一个

单位再向上平移 2 个单位得到的，其开口向下，对称轴为直线 x=1，顶点坐标是(1，

2) 

四、课堂练习：    P10 练习。 

五、小结 

1．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学到了哪些知识？还存在什么困惑? 

2．谈谈你的学习体会。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4：5（3） 

选做  教科书 P15：11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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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6.1  二次函数（6）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使学生掌握用描点法画出函数 y＝ax
2＋bx＋c 的图象。 

2．使学生掌握用图象或通过配方确定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过 程 

和 

方 法 

让学生经历探索二次函数 y＝ax
2＋bx＋c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以及性

质的过程，理解二次函数 y＝ax
2＋bx＋c 的性质。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用描点法画出二次函数 y＝ax

2＋bx＋c 的图象和通过配方确定抛物线的对称轴、顶点坐

标 

教学难点 
理解二次函数 y＝ax

2＋bx＋c(a≠0)的性质以及它的对称轴(顶点坐标分别是 x＝－
b

2a
、

(－
b

2a
，

4ac－b
2

4a
)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提出问题 

    1．你能说出函数 y＝－4(x－2)
2＋1 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吗？ 

    (函数 y＝－4(x－2)
2＋1 图象的开口向下，对称轴为直线 x＝2，顶点坐标是(2，

1)。 

    2．函数 y＝－4(x－2)
2＋1 图象与函数 y＝－4x

2的图象有什么关系? 

    (函数 y＝－4(x－2)
2
＋1 的图象可以看成是将函数 y＝－4x

2
的图象向右平移2 个

单位再向上平移 1 个单位得到的) 

    3．函数 y＝－4(x－2)
2＋1 具有哪些性质? 

    (当 x＜2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当 x＞2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

减小；当 x＝2 时，函数取得最大值，最大值 y＝1) 

    4．不画出图象，你能直接说出函数 y＝－
1

2
x

2＋x－
5

2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

和顶点坐标吗? 

    [因为 y＝－
1

2
x

2＋x－
5

2
＝－

1

2
(x－1)

2－2，所以这个函数的图象开口向下，对称轴

为直线 x＝1，顶点坐标为(1，－2)] 

    5．你能画出函数 y＝－
1

2
x

2＋x－
5

2
的图象，并说明这个函数具有哪些性质吗? 

二、解决问题 

    由以上第 4 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已经知道函数 y＝－
1

2
x

2＋x－
5

2
的图象的开口方

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根据这些特点，可以采用描点法作图的方法作出函数 y＝－

 



 - 13 - 

1

2
x

2＋x－
5

2
的图象，进而观察得到这个函数的性质。 

说明：(1)列表时，应根据对称轴是 x＝1，以 1 为中心，对称地选取自变量的值，求

出相应的函数值。相应的函数值是相等的。 

    (2)直角坐标系中 x 轴、y 轴的长度单位可以任意定，且允许 x 轴、y 轴选取的长

度单位不同。所以要根据具体问题，选取适当的长度单位，使画出的图象美观。 

    让学生观察函数图象，发表意见，互相补充，得到这个函数韵性质； 

    当 x＜1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当 x＞1 时，函数值 y 随 x 的增大而

减小； 

当 x＝1 时，函数取得最大值，最大值 y＝－2 

三、做一做 

    1．请你按照上面的方法，画出函数 y＝
1

2
x

2
－4x＋10 的图象，由图象你能发现

这个函数具有哪些性质吗? 

    教学要点 

    (1)在学生画函数图象的同时，教师巡视、指导； 

    (2)叫一位或两位同学板演，学生自纠，教师点评。 

    2．通过配方变形，说出函数 y＝－2x
2
＋8x－8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

点坐标，这个函数有最大值还是最小值?这个值是多少? 

    教学要点 

    (1)在学生做题时，教师巡视、指导；(2)让学生总结配方的方法；(3)让学生思考

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与函数图象的开口方向有什么关系?这个值与函数图象的顶

点坐标有什么关系? 

    以上讲的，都是给出一个具体的二次函数，来研究它的图象与性质。那么，对

于任意一个二次函数 y＝ax
2
＋bx＋c(a≠0)，如何确定它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

和顶点坐标?你能把结果写出来吗?     

    教师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各组选派代表发言，全班交流，达成共识； 

    y＝ax
2
＋bx＋c＝a(x

2
＋

b

a
x)＋c ＝a[x

2
＋

b

a
x＋(

b

2a
)

2
－(

b

2a
)

2
]＋c ＝a[x

2
＋

b

a
x＋(

b

2a
)

2
]

＋c－
b

2

4a
 ＝a(x＋

b

2a
)

2＋
4ac－b

2

4a
 

    当 a＞0 时，开口向上，当 a＜0 时，开口向下。对称轴是 x＝－b/2a，顶点坐标

是(－
b

2a
，

4ac－b
2

4a
) 

四、课堂练习：  P12 练习。 

五、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知识？有何体会？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4：6 

选做  教科书 P15：12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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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6.1  二次函数（7）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能根据实际问题列出函数关系式、 

2．使学生能根据问题的实际情况，确定函数自变量 x 的取值范围。 

过 程 

和 

方 法 

通过建立二次函数的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

高学生用数学的意识。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根据实际问题建立二次函数的数学模型，并确定二次函数自变量的范围 

 

教学难点 
根据实际问题建立二次函数的数学模型，并确定二次函数自变量的范围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复习旧知 

    1．通过配方，写出下列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1)y＝6x
2＋12x；    (2)y＝－4x

2＋8x－10 

    [y＝6(x＋1)
2－6，抛物线的开口向上，对称轴为 x＝－1，顶点坐标是(－1，－

6)；y＝－4(x－1)
2－6，抛物线开口向下，对称轴为 x＝1，顶点坐标是(1，－6)) 

    2. 以上两个函数，哪个函数有最大值，哪个函数有最小值?说出两个函数的最大

值、最小值分别是多少?    (函数 y＝6x
2＋12x 有最小值，最小值 y＝－6，函数 y

＝－4x
2
＋8x－10 有最大值，最大值 y＝－6) 

二、范例 

    有了前面所学的知识，现在就可以应用二次函数的知识去解决第 2 页提出的两

个实际问题； 

    例 1、要用总长为 20m 的铁栏杆，一面靠墙，围成一个矩形的花圃，怎样围法

才能使围成的花圃的面积最大? 

    解：设矩形的宽 AB为 xm，则矩形的长 BC 为(20－2x)m，由于 x＞0，且 20－

2x＞O，所以 O＜x＜1O。 

    围成的花圃面积 y 与 x 的函数关系式是 

    y＝x(20－2x) 

    即 y＝－2x
2＋20x 

    配方得 y＝－2(x－5)
2＋50 

    所以当 x＝5 时，函数取得最大值，最大值 y＝50。 

    因为 x＝5 时，满足 O＜x＜1O，这时 20－2x＝10。 

    所以应围成宽 5m，长 10m 的矩形，才能使围成的花圃的面积最大。 

    例 2．某商店将每件进价 8 元的某种商品按每件 10 元出售，一天可销出约 100

件，该店想通过降低售价,增加销售量的办法来提高利润，经过市场调查，发现这种

 



 - 15 - 

商品单价每降低 0.1 元，其销售量可增加约 10 件。将这种商品的售价降低多少时，

能使销售利润最大? 

教学要点 

    (1)学生阅读第 2 页问题 2 分析，    (2)请同学们完成本题的解答；  (3)教师巡

视、指导；  (4)教师给出解答过程： 

    解：设每件商品降价 x 元(0≤x≤2)，该商品每天的利润为 y 元。 

    商品每天的利润 y 与 x 的函数关系式是：    y＝(10－x－8)(100＋1OOx) 

    即 y＝－1OOx
2＋1OOx＋200    配方得 y＝－100(x－

1

2
)

2＋225 

 因为 x＝
1

2
时，满足 0≤x≤2。    所以当 x＝

1

2
时，函数取得最大值，最大值 y＝225。 

    所以将这种商品的售价降低÷元时，能使销售利润最大。 

例 3。用 6m 长的铝合金型材做一个形状如图所示的矩形窗框。

应做成长、宽各为多少时，才能使做成的窗框的透光面积最大?最大

透光面积是多少? 

    先思考解决以下问题： 

    (1)若设做成的窗框的宽为 xm，则长为多少 m?    (
6－3x

2
m) 

  (2)根据实际情况，x 有没有限制?若有跟制，请指出它的取值范围，并说明理由。  

让学生讨论、交流，达成共识：根据实际情况，应有 x＞0，且
6－3x

2
＞0，即解不等

式组


x＞0

6－2x

2
＞0

 ，解这个不等式组，得到不等式组的解集为 O＜x＜2，所以 x 的取

值范围应该是 0＜x＜2。 

  (3)你能说出面积 y 与 x 的函数关系式吗? 

  (y＝x·
6－3x

2
，即 y＝－

3

2
x

2＋3x) 

小结：让学生回顾解题过程，讨论、交流，归纳解题步骤：(1)先分析问题中的数量

关系，列出函数关系式；  (2)研究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3)研究所得的函数；  (4)

检验 x 的取值是否在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内，并求相关的值：  (5)解决提出的实际问

题。 

三、课堂练习：P13  练习。 

四、小结： 1．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知识?存在哪些困惑? 

    2．谈谈你的收获和体会。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5：9 

选做  教科书 P15：10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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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6.2用函数的观点看一元二次方程（1）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通过探索，使学生理解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二次不等式之间的联系。 

过 程 

和 

方 法 

使学生能够运用二次函数及其图象、性质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用数学的意识。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解题能力，渗透数形结合思想。 

教学重点  
使学生理解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二次不等式之间的联系，能够运用二次函数

及其图象、性质去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 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解题能力，渗透数形结合的思想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与二次函数及其图象有关的问题，如拱桥跨度、

拱高计算等，利用二次函数的有关知识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本节课，请同学们共同研究，尝试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二、探索问题 

问题 1：某公园要建造一个圆形的喷水池，在水池中央垂直于水面竖一根柱子，

上面的 A处安装一个喷头向外喷水。连喷头在内，柱高为 0.8m。水流在各个方向上

沿形状相同的抛物线路径落下，如图(1)所示。 

   

根据设计图纸已知：如图(2)中所示直角坐标系中，水流喷出的高度 y(m)与水平

距离 x(m)之间的函数关系式是 y＝－x
2＋2x＋

4

5
。 

(1)喷出的水流距水平面的最大高度是多少? 

(2)如果不计其他的因素，那么水池至少为多少时，才能使喷出的水流都落在水

池内? 

教学要点 

1．让学生讨论、交流，如何将文学语言转化为数学语言，得出问题(1)就是求函

数 y＝－x
2＋2x＋

4

5
最大值，问题(2)就是求如图(2)B点的横坐标； 

2．学生解答，教师巡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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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让一两位同学板演，教师讲评。 

问题 2：一个涵洞成抛物线形，它的截面如图(3)所示，现测得，当水面宽 AB＝

1.6m 时，涵洞顶点与水面的距离为 2.4m。这时，离开水面 1.5m 处，涵洞宽 ED 是

多少?是否会超过 1m? 

教学要点 

1．教师分析：根据已知条件，要求 ED 的宽，只要求

出 FD 的长度。在如图(3)的直角坐标系中，即只要求出 D

点的横坐标。因为点 D 在涵洞所成的抛物线上，又由已知

条件可得到点 D 的纵坐标，所以利用抛物线的函数关系式

可以进一步算出点 D 的横坐标。 

2．让学生完成解答，教师巡视指导。 

3．教师分析存在的问题，书写解答过程。 

解：以 AB 的垂直平分线为 y 轴，以过点 O 的 y 轴的

垂线为 x 轴，建立直角坐标系。 

这时，涵洞的横截面所成抛物线的顶点在原点，对称轴

为 y 轴，开口向下，所以可设它的  函数关系式为：y＝ax
2
  

(a＜0)    (1) 

因为 AB与 y 轴相交于 C 点，所以 CB＝
AB

2
＝0.8(m)，又 OC＝2.4m，所以点 B

的坐标是(0.8，－2.4)。 

因为点 B在抛物线上，将它的坐标代人(1)，得    －2.4＝a×0.8
2  所以：a＝－

15

4
 

因此，函数关系式是  y＝－
15

4
x

2
    (2) 

。。。。。。。。。。。。。。。。。。。。 

 

问题 3：画出函数 y＝x
2－x－3/4 的图象，根据图象回答下列问题。 

(1)图象与 x 轴交点的坐标是什么； 

(2)当 x 取何值时，y＝0?这里 x 的取值与方程 x
2－x－

3

4
＝0 有什么关系? 

(3)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 

教学要点 

1．先让学生回顾函数 y＝ax
2
＋bx＋c 图象的画法，按列表、描点、连线等步骤

画出函数 y＝x
2
－x－

3

4
的图象。 

2．教师巡视，与学生合作、交流。 

3．教师讲评，并画出函数图象，如图(4)所示。 

4．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函数图象，回答(1)提出的问题，得到图象与 x 轴交点的坐

标分别是(－
1

2
，0)和(

3

2
，0)。 

5．让学生完成(2)的解答。教师巡视指导并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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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问题(3)，教师组织学生分组讨论、交流，

各组选派代表发表意见，全班交流，达成共识：从

“形”的方面看，函数 y＝x
2－x－

3

4
的图象与 x 轴交

点的横坐标，即为方程 x
2
－x－

3

4
＝0 的解；从“数”

的方面看，当二次函数y＝x
2－x－

3

4
的函数值为0时，

相应的自变量的值即为方程 x
2－x－

3

4
＝0 的解。更一

般地，函数 y＝ax
2
＋bx＋c 的图象与 x 轴交点的横坐标即为方程 ax

2
＋bx＋c＝0 的解；

当二次函数 y＝ax
2＋bx＋c 的函数值为 0 时，相应的自变量的值即为方程 ax

2＋bx＋c

＝0 的解，这一结论反映了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关系。 

三、试一试 

    根据问题 3 的图象回答下列问题。 

    (1)当 x 取何值时，y＜0?当 x 取何值时，y＞0? 

    (当－
1

2
＜x＜

3

2
时，y＜0；当 x＜－

1

2
或 x＞

3

2
时，y＞0) 

    (2)能否用含有 x 的不等式来描述(1)中的问题?    (能用含有 x 的不等式采描述

(1)中的问题，即 x
2－x－

3

4
＜0 的解集是什么?x

2－x－
3

4
＞0 的解集是什么?) 

    想一想：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不等式有什么关系? 

    让学生类比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不等式方程的关系，讨论、交流，达成共识： 

    (1)从“形”的方面看，二次函数 y＝ax
2＋bJ＋c 在 x 轴上方的图象上的点的横坐

标，即为一元二次不等式 ax
2
＋bx＋c＞0 的解；在 x 轴下方的图象上的点的横坐标．即

为一元二次不等式 ax
2＋bx＋c＜0 的解。 

    (2)从“数”的方面看，当二次函数 y＝ax
2＋bx＋c 的函数值大于 0 时，相应的

自变量的值即为一元二次不等式 ax
2＋bx＋c＞0 的解；当二次函数 y＝ax

2＋bx＋c 的

函数值小于 0 时，相应的自变量的值即为一元二次不等式 ax
2＋bc＋c＜0 的解。这一

结论反映了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不等式的关系。 

四、小结： 1．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有什么困惑? 

     2．若二次函数 y＝ax
2
＋bx＋c 的图象与 x 轴无交点，试说明，元二次方程

ax
2＋bx＋c＝0 和一元二次不等式 ax

2＋bx＋c＞0、ax
2＋bx＋c＜0 的解的情况。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9：1、2 

选做  教科书 P20：5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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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6.2 用函数的观点看一元二次方程（2）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复习巩固用函数 y＝ax
2＋bx＋c 的图象求方程 ax

2＋bx＋c＝0 的解 

过 程 

和 

方 法 

让学生体验函数 y＝x
2和 y＝bx＋c 的交点的横坐标是方程 x

2＝bx＋c 的解的探索过程，

掌握用函数 y＝x
2和 y＝bx＋c 图象交点的方法求方程 ax

2＝bx＋c 的解。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提高学生综合解题能力，渗透数形结合思想。 

教学重点  用函数图象法求方程的解以及提高学生综合解题能力 

教学难点 提高学生综合解题能力，渗透数形结合的思想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复习巩固 

    1．如何运用函数 y＝ax
2＋bx＋c 的图象求方程 ax

2＋bx＋c 的解? 

    2．完成以下两道题： 

    (1)画出函数 y＝x
2＋x－1 的图象，求方程 x

2＋x－1＝0 的解。(精确到 0.1) 

    (2)画出函数 y＝2x
2－3x－2 的图象，求方程 2x

2－3x－2＝0 的解。 

    教学要点 

    1．学生练习的同时，教师巡视指导，    2．教

师根据学生情况进行讲评。 

    解：略 

    函数 y＝2x
2－3x－2 的图象与 x 轴交点的横坐标

分别是 x1＝－
1

2
和 x2＝2，所以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是 x1

＝－
1

2
和 x2＝2。 

二、探索问题 

    问题 1：(P23 问题 4)育才中学初三(3)班学生在上节课的作业中出现了争论：求

方程 x
2＝

1

2
x 十 3 的解时，几乎所有学生都是将方程化为 x

2－
1

2
x－3＝0，画出函数 y

＝x
2－

1

2
x－3 的图象，观察它与 x 轴的交点，得出方程的解。唯独小刘没有将方程移

项，而是分别画出了函数 y＝x
2和 y＝

1

2
x＋2 的图象，如图(3)所示，认为它们的交点

A、B的横坐标－
3

2
和 2 就是原方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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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    1. 这两种解法的结果一样吗?    2．小刘解法的理由是什么? 

让学生讨论，交流，发表不同意见，并进行归纳。 

    3．函数 y＝x
2和 y＝bx＋c 的图象一定相交于两点吗?你能否举出例子加以说明? 

    4，函数 y＝x
2和 y＝bx＋c 的图象的交点横坐标一定是一元二次方程 x

2＝bx＋c

的解吗? 

    5．如果函数 y＝x
2和 y＝bx＋c 图象没有交点，一元二次方程 x

2＝bx＋c 的解怎

样? 

三、做一做 

    利用图 26．3．4，运用小刘方法求下列方程的解，并检验小刘的方法是否合理。 

    (1)x
2＋x－1＝0(精确到 0.1)；    (2)2x

2－3x－2＝0。 

    教学要点：①要把(1)的方程转化为 x
2
＝－x＋1，画函数 y＝x

2
和 y＝－x＋1 的

图象； 

    ②要把(2)的方程转化为 x
2＝

3

2
x＋1，画函数 y＝x

2和 y＝
3

2
x＋1 的图象；③在学

生练习的同时，教师巡视指导；④解的情况分别与复习两道题的结果进行比较。 

四、综合运用 

    已知抛物线 y1＝2x
2－8x＋k＋8 和直线 y2＝mx＋1 相交于点 P(3，4m)。 

    (1)求这两个函数的关系式； 

    (2)当 x 取何值时，抛物线与直线相交，并求交点坐标。 

    解：(1)因为点 P(3，4m)在直线 y2＝mx＋1 上，所以有 4m＝3m＋1，解得 m＝1 

    所以 y1＝x＋1，P(3，4)。    因为点 P(3，4)在抛物线 y1＝2x
2－8x＋k＋8 上，

所以有 

    4＝18－24＋k＋8    解得  k＝2    所以 y1＝2x
2－8x＋10 

    (2)依题意，得


y＝x＋1

y＝2x
2
－8x＋10

     解这个方程组，得


x1＝3

y1＝4
 ，



x2＝1.5

y2＝2.5
  

    所以抛物线与直线的两个交点坐标分别是(3，4)，(1.5，2.5)。 

五、小结：    1．如何用画函数图象的方法求方程韵解? 

          2．你能根据方程组：


y＝x

2

y＝bx＋c
的解的情况，来判定函数 y＝x

2
与 y

＝bx＋c 图象交点个数吗?请说说你的看法。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20：3、4 

选做  教科书 P20：6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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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6.3 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1）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使学生掌握用待定系数法由已知图象上一个点的坐标求二次函数 y＝ax
2的关系式。 

    2. 使学生掌握用待定系数法由已知图象上三个点的坐标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 

过 程 

和 

方 法 

让学生体验二次函数的函数关系式的应用，提高学生用数学意识。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已知二次函数图象上一个点的坐标或三个点的坐标，分别求二次函数 y＝ax

2、y＝ax
2

＋bx＋c 的关系式 

教学难点 已知图象上三个点坐标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创设问题情境 

    如图，某建筑的屋顶设计成横截面为抛物线型(曲线 AOB)的薄壳屋顶。它的拱

高 AB为 4m，拱高 CO 为 0.8m。施工前要先制造建筑模板，怎样画出模板的轮廓线

呢? 

分析：为了画出符合要求的模板，通常要先建立适

当的直角坐标系，再写出函数关系式，然后根据这个关系

式进行计算，放样画图。 

    如图所示，以 AB的垂直平分线为 y 轴，以过点 O 的

y 轴的垂线为 x 轴，建立直角坐标系。这时，屋顶的横截

面所成抛物线的顶点在原点，对称轴是 y 轴，开口向下，

所以可设它的函数关系式为：    y＝ax
2
  (a＜0)    (1) 

    因为 y 轴垂直平分 AB，并交 AB于点 C，所以 CB＝
AB

2
 ＝2(cm)，又 CO＝0.8m，

所以点 B的坐标为(2，－0.8)。 

    因为点 B在抛物线上，将它的坐标代人(1)，得    －0.8＝a×2
2
    所以 a＝－

0.2 

    因此，所求函数关系式是 y＝－0.2x
2。 

    请同学们根据这个函数关系式，画出模板的轮廓线。 

二、引申拓展 

    问题 1：能不能以 A点为原点，AB所在直线为 x 轴，过点 A的 x 轴的垂线为 y

轴，建立直角坐标系? 

    让学生了解建立直角坐标系的方法不是唯一的，以 A 点为原点，AB 所在的直

线为 x 轴，过点 A的 x 轴的垂线为 y 轴，建立直角坐标系也是可行的。 

    问题 2，若以 A点为原点，AB所在直线为 x 轴，过点 A的 x 轴的垂直为 y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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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直角坐标系，你能求出其函数关系式吗? 

    分析：按此方法建立直角坐标系，则 A点坐标为(0，0)，B点坐标为(4，0),OC

所在直线为抛物线的对称轴，所以有 AC＝CB，AC＝2m，O 点坐标为(2；0．8)。即

把问题转化为：已知抛物线过(0，0)、(4，0)；(2，0．8)三点，求这个二次函数的关

系式。 

    二次函数的一般形式是 y＝ax
2＋bx＋c，求这个二次函数的关系式，跟以前学过

求一次函数的关系式一样，关键是确定 o、6、c，已知三点在抛物线上，所以它的坐

标必须适合所求的函数关系式；可列出三个方程，解此方程组，求出三个待定系数。 

    解：设所求的二次函数关系式为 y＝ax
2
＋bx＋c。 

    因为 OC 所在直线为抛物线的对称轴，所以有 AC＝CB，AC＝2m，拱高 OC＝

0.8m， 

所以 O 点坐标为(2，0.8)，A点坐标为(0，0)，B点坐标为(4，0)。 

由已知，函数的图象过(0，0)，可得 c＝0，又由于其图象过(2，0.8)、(4，0)，

可得到


4a＋2b＝0.8

16＋4b＝0
 解这个方程组，得



a＝－

1

5

b＝
4

5

  所以，所求的二次函数的关系式

为 y＝－
1

5
x

2＋
4

5
x。 

    问题 3：根据这个函数关系式，画出模板的轮廓线，其图象是否与前面所画图象

相同? 

    问题 4：比较两种建立直角坐标系的方式，你认为哪种建立直角坐标系方式能使

解决问题来得更简便?为什么? 

    (第一种建立直角坐标系能使解决问题来得更简便，这是因为所设函数关系式待

定系数少，所求出的函数关系式简单，相应地作图象也容易) 

    请同学们阅渎 P18 例 7。 

    三、课堂练习 

    例 1．如图所示，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 

    分析：观察图象可知，A 点坐标是(8，0)，C 点坐标

为(0，4)。从图中可知对称轴是直线 x＝3，由于抛物线是

关于对称轴的轴对称图形，所以此抛物线在 x 轴上的另一

交点 B 的坐标是(－2，0)，问题转化为已知三点求函数关

系式。 

    解：观察图象可知，A、C 两点的坐标分别是(8，0)、(0，4)，对称轴是直线 x

＝3。因为对称轴是直线 x＝3，所以 B点坐标为(－2，0)。 

设所求二次函数为 y＝ax
2＋bx＋c，由已知，这个图象经过点(0，4)，可以得到

c＝4，又由于其图象过(8，0)、(－2，0)两点，可以得到


64a＋8b＝－4

4a－2b＝－4
 解这个方程

组，得



a＝－

1

4

b＝
3

2

  

    所以，所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是 y＝－
1

4
x

2＋
3

2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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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一条抛物线 y＝ax
2＋bx＋c 经过点(0，0)与(12，0)，最高点的纵坐标

是 3，求这条抛物线的解析式。 

四、小结：  二次函数的关系式有几种形式，函数的关系式 y＝ax
2＋bx＋c 就

是其中一种常见的形式。二次函数关系式的确定，关键在于求出三个待定系数

a、b、c，由于已知三点坐标必须适合所求的函数关系式，故可列出三个方程，

求出三个待定系数。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26：1、2、3 

选做  教科书 P26：7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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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6.3 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2）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复习巩固用待定系数法由已知图象上三个点的坐标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 

2．使学生掌握已知抛物线的顶点坐标或对称轴等条件求出函数的关系式。 

过 程 

和 

方 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根据不同条件选择不同的方法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 

教学难点 根据不同条件选择不同的方法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复习巩固 

    1．如何用待定系数法求已知三点坐标的二次函数关系式? 

    2．已知二次函数的图象经过 A(0，1)，B(1，3)，C(－1，1）。    (1)求二次函

数的关系式， 

    (2)画出二次函数的图象；    (3)说出它的顶点坐标和对称轴。 

    答案：(1)y＝x
2＋x＋1，(2)图略，(3)对称轴 x＝－

1

2
，顶点坐标为(－

1

2
，

3

4
)。 

    3．二次函数 y＝ax
2
＋bx＋c 的对称轴，顶点坐标各是什么? 

    [对称轴是直线 x＝－
b

2a
，顶点坐标是(－

b

2a
，

4ac－b
2

4a
)] 

二、范例 

    例 1．已知一个二次函数的图象过点(0，1)，它的顶点坐标是(8，9)，求这个二

次函数的关系式。 

    分析：二次函数y＝ax
2＋bx＋c通过配方可得y＝a(x＋h)

2＋k的形式称为顶点式，

(－h，k)为抛物线的顶点坐标，因为这个二次函数的图象顶点坐标是(8，9)，因此，

可以设函数关系式为： y＝a(x－8)
2＋9 

  由于二次函数的图象过点(0，1)，将(0，1)代入所设函数关系式，即可求出 a 的值。 

  请同学们完成本例的解答。 

    例 2．已知抛物线对称轴是直线 x＝2，且经过(3，1)和(0，－5)两点，求二次函

数的关系式。 

  解法 1：设所求二次函数的解析式是 y＝ax
2＋bx＋c，因为二次函数的图象过点(0，

－5)，可求得 c＝－5，又由于二次函数的图象过点(3，1)，且对称轴是直线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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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


－

b

2a
＝2

9a＋3b＝6

 

  解这个方程组，得：


a＝－2

b＝8
   所以所求的二次函数的关系式为 y＝－2x

2＋8x－5。 

  解法二；设所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为 y＝a(x－2)
2＋k，由于二次函数的图象经过(3，

1)和(0，－5)两点，可以得到


a(3－2)

2＋k＝1

a(0－2)
2＋k＝－5

     解这个方程组，得：


a＝－2

k＝3
  

   所以，所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为 y＝－2(x－2)
2
＋3，即 y＝－2x

2
＋8x－5。 

   例 3。已知抛物线的顶点是(2，－4)，它与 y 轴的一个交点的纵坐标为 4，求函数

的关系式。 

   解法 1：设所求的函数关系式为 y＝a(x＋h)
2＋k，依题意，得 y＝a(x－2)

2－4 

    因为抛物线与 y 轴的一个交点的纵坐标为 4，所以抛物线过点(0，4)，于是 a(0

－2)2－4＝4，解得 a＝2。所以，所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为 y＝2(x－2)
2－4，即 y＝

2x
2－8x＋4。 

    解法 2：设所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为 y＝ax
2
＋bx＋c?依题意，得




－

b

2a
＝2

4ac－b
2

4a
＝－4

c＝4

 

解这个方程组，得：





a＝2

b＝－8

c＝4

  所以，所求二次函数关系式为 y＝2x
2－8x＋4。 

三、课堂练习 

  1. 已知二次函数当 x＝－3 时，有最大值－1，且当 x＝0 时，y＝－3，求二次函数

的关系式。 

  解法 1：设所求二次函数关系式为 y＝ax
2＋bx＋c，因为图象过点(0，3)，所以 c

＝3，又由于二次函数当 x＝－3 时，有最大值－1，可以得到：



－

b

2a
＝－3

12a－b
2

4a
＝－1

     解

这个方程组，得：



a＝

4

9

b＝
8

3

  

    所以，所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为 y＝
4

9
x

2＋
8

3
x＋3。 

    解法 2：所求二次函数关系式为 y＝a(x＋h)
2＋k，依题意，得 y＝a(x＋3)

2－1 

    因为二次函数图象过点(0，3)，所以有    3＝a(0＋3)
2－1    解得 a＝

4

9
 

    所以，所求二次函数的关系为 y＝44/9(x＋3)
2－1，即 y＝

4

9
x

2＋
8

3
x＋3． 

    小结：让学生讨论、交流、归纳得到：已知二次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就是

已知该函数顶点坐标，应用顶点式求解方便，用一般式求解计算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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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已知二次函数 y＝x
2＋px＋q 的图象的顶点坐标是(5，－2)，求二次函数关系

式。 

    简解：依题意，得



－

p

2
＝5

4q－p
2

4
＝－2

   解得：p＝－10,q＝23 

    所以，所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是 y＝x
2－10x＋23。 

四、小结 

1，求二次函数的关系式，常见的有几种类型? 

    [两种类型：(1)一般式：y＝ax
2＋bx＋c 

    (2)顶点式：y＝a(x＋h)
2
＋k，其顶点是(－h，k)] 

  2．如何确定二次函数的关系式? 

  让学生回顾、思考、交流，得出：关键是确定上述两个式子中的待定系数，通常

需要三个已知条件。在具体解题时，应根据具体的已知条件，灵活选用合适的形式，

运用待定系数法求解。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26：4、5、6 

选做  教科书 P26：8、9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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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二次函数》小结与复习（1）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理解二次函数的概念，掌握二次函数 y＝ax2 的图象与性质；会用描点法画抛物线，能

确定抛物线的顶点、对称轴、开口方向，能较熟练地由抛物线 y＝ax2 经过适当平移得

到 y＝a(x－h)2＋k 的图象。 

过 程 

和 

方 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用配方法求二次函数的顶点、对称轴，根据图象概括二次函数 y＝ax2 图象的性质。 

教学难点 二次函数图象的平移。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结合例题精析，强化练习，剖析知识点 

    1．二次函数的概念，二次函数 y＝ax
2
  (a≠0)的图象性质。 

    例：已知函数 4mm2

x)2m(y  是关于 x 的二次函数，求：(1)满足条件的 m

值；(2)m 为何值时，抛物线有最低点?求出这个最低点．这时当 x 为何值时，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3)m 为何值时，函数有最大值?最大值是什么?这时当 x 为何值时，y

随 x 的增大而减小? 

    学生活动：学生四人一组进行讨论，并回顾例题所涉及的知识点，让学生代表

发言分析解题方法，以及涉及的知识点。 

    教师精析点评，二次函数的一般式为 y＝ax
2＋bx＋c(a≠0)。强调 a≠0．而常数

b、c 可以为 0，当 b，c 同时为 0 时，抛物线为 y＝ax
2
(a≠0)。此时，抛物线顶点为

(0，0)，对称轴是 y 轴，即直线 x＝0。 

    (1)使
4mm2

x)2m(y  是关于 x 的二次函数，则 m
2＋m－4＝2，且 m＋2≠0，

即： 

m
2＋m－4＝2，m＋2≠0，解得；m＝2 或 m＝－3，m≠－2 

    (2)抛物线有最低点的条件是它开口向上，即 m＋2＞0， 

    (3)函数有最大值的条件是抛物线开口向下，即 m＋2＜0。 

抛物线的增减性要结合图象进行分析，要求学生画出草图，渗透数形结合思想，进

行观察分析。 

    强化练习；已知函数
mm2

x)1m(y  是二次函数，其图象开口方向向下，则

m＝_____，顶点为_____，当 x_____0 时，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当 x_____0 时，y

随 x 的增大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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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用配方法求抛物线的顶点，对称轴；抛物线的画法，平移规律，例：用配方

法求出抛物线 y＝－3x
2
－6x＋8 的顶点坐标、对称轴，并画出函数图象，说明通过

怎样的平移，可得到抛物线 y＝－3x
2。 

    学生活动：小组讨论配方方法，确定抛物线画法的步骤，探索平移的规律。充

分讨论后让学生代表归纳解题方法与思路。 

    教师归纳点评： 

    (1)教师在学生合作讨论基础上强调配方的方法及配方的意义，指出抛物线的一

般式与顶点式的互化关系：  y＝ax
2＋bx＋c————→y＝a(x＋

b

2a
)

2＋
4ac－b

2

4a
 

  (2)强调利用抛物线的对称性进行画图，先确定抛物线的顶点、对称轴，利用对称

性列表、描点、连线。 

    (3)抛物线的平移抓住关键点顶点的移动，分析完例题后归纳； 

    投影展示：  

 

    强化练习： 

    (1)抛物线 y＝x
2＋bx＋c 的图象向左平移 2 个单位。再向上平移 3 个单位，得抛

物线 y＝x
2
－2x＋1，求：b 与 c 的值。 

    (2)通过配方，求抛物线 y＝
1

2
x

2－4x＋5 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及顶点坐标，再画

出图象。 

    3．知识点串联，综合应用。 

    例：如图，已知直线 AB经过 x 轴上的点 A(2，0)，且

与抛物线 y＝ax
2相交于 B、C 两点，已知 B点坐标为(1，

1)。 

    (1)求直线和抛物线的解析式； 

    (2)如果 D 为抛物线上一点，使得△AOD 与△OBC 的

面积相等，求 D 点坐标。 

    学生活动：开展小组讨论，体验用待定系数法求函数

的解析式。 

    教师点评：(1)直线 AB过点 A(2，0)，B(1，1)，代入解析式 y＝kx＋b，可确定

k、b，抛物线 y＝ax
2过点 B(1，1)，代人可确定 a。 

    求得：直线解析式为 y＝－x＋2，抛物线解析式为 y＝x
2。 

    (2)由 y＝－x＋2 与 y＝x
2
，先求抛物线与直线的另一个交点 C 的坐标为(－2，4)， 

S△OBC＝S△ABC－S△OAB＝3。    ∵  S△AOD＝S△OBC，且 OA＝2    ∴  D 的纵坐标

为 3 

    又∵  D 在抛物线 y＝x
2上，∴x

2＝3，即 x＝± 3    ∴  D(－ 3，3)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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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练习：函数 y＝ax
2
(a≠0)与直线 y＝2x－3 交于点 A(1，b)，求： 

    (1)a 和 b 的值； 

(2)求抛物线 y＝ax
2的顶点和对称轴； 

    (3)x 取何值时，二次函数 y＝ax
2中的 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 

    (4)求抛物线与直线 y＝－2 两交点及抛物线的顶点所构成的三角形面积。 

二、课堂小结 

    1．让学生反思本节教学过程，归纳本节课复习过的知识点及应用。 

    2。投影：完成下表：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31：1-9 

选做  教科书 P32：10、11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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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二次函数》小结与复习（2）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会用待定系数法求二次函数的解析式，能结合二次函数的图象掌握二次函数的性质，能

较熟练地利用函数的性质解决函数与圆、三角形、四边形以及方程等知识相结合的综合

题。 

过 程 

和 

方 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用待定系数法求函数的解析式、运用配方法确定二次函数的特征。 

教学难点 会运用二次函数知识解决有关综合问题。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例题精析，强化练习，剖析知识点 

    用待定系数法确定二次函数解析式． 

    例：根据下列条件，求出二次函数的解析式。 

    (1)抛物线 y＝ax
2＋bx＋c 经过点(0，1)，(1，3)，(－1，1)三点。 

    (2)抛物线顶点 P(－1，－8)，且过点 A(0，－6)。 

    (3)已知二次函数 y＝ax
2＋bx＋c 的图象过(3，0)，(2，－3)两点，并且以 x＝1

为对称轴。 

    (4)已知二次函数 y＝ax
2
＋bx＋c 的图象经过一次函数 y＝－3/2x＋3 的图象与 x

轴、y 轴的交点；且过(1，1)，求这个二次函数解析式，并把它化为 y＝a(x－h)
2＋k

的形式。学生活动：学生小组讨论，并让学生阐述解题方法。 

教师归纳：二次函数解析式常用的有三种形式： (1)一般式：y＝ax
2＋bx＋c  (a≠0) 

    (2)顶点式：y＝a(x－h)
2＋k  (a≠0)   (3)两根式：y＝a(x－x1)(x－x2)  (a≠0) 

 当已知抛物线上任意三点时，通常设为一般式 y＝ax
2＋bx＋c 形式。 

 当已知抛物线的顶点与抛物线上另一点时，通常设为顶点式 y＝a(x－h)
2＋k 形式。 

 当已知抛物线与 x 轴的交点或交点横坐标时，通常设为两根式 y＝a(x－x1)(x－x2) 

 强化练习：已知二次函数的图象过点 A(1，0)和 B(2，1)，且与 y 轴交点纵坐标为m。 

    (1)若 m 为定值，求此二次函数的解析式； 

    (2)若二次函数的图象与 x 轴还有异于点 A的另一个交点，求 m 的取值范围。 

二、知识点串联，综合应用 

    例：如图，抛物线 y＝ax
2＋bx＋c 过点 A(－1，0)，且经

过直线 y＝x－3 与坐标轴的两个交点 B、C。 

    (1)求抛物线的解析式； 

    (2)求抛物线的顶点坐标， 

    (3)若点 M 在第四象限内的抛物线上，且 OM⊥BC，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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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为 D，求点 M 的坐标。 

    学生活动：学生先自主分析，然后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归纳： 

    (1)求抛物线解析式，只要求出 A、B，C 三点坐标即可，设 y＝x
2－2x－3。 

    (2)抛物线的顶点可用配方法求出，顶点为(1，－4)。 

    (3)由|0B|＝|OC|＝3  又 OM⊥BC。 

    所以，OM 平分∠BOC 

    设 M(x，－x)代入 y＝x
2－2x－3  解得 x＝

1± 13

2
 

    因为 M 在第四象限：∴M(
1＋ 13

2
，

1－ 13

2
 ) 

题后反思：此题为二次函数与一次函数的交叉问题，涉及到了用待定系数法求函数 

解析式，用配方法求抛物线的顶点坐标；等腰三角形三线合一等性质应用，求 M 点

坐标 

时应考虑 M 点所在象限的符号特征，抓住点 M 在抛物线上，从而可求 M 的求标。 

    强化练习；已知二次函数 y＝2x
2－(m＋1)x＋m－1。 

(1)求证不论m 为何值，函数图象与 x 轴总有交点，并指出m 为何值时，只有一

个交点。 

    (2)当 m 为何值时，函数图象过原点，并指出此时函数图象与 x 轴的另一个交点。 

    (3)若函数图象的顶点在第四象限，求 m 的取值范围。 

三、课堂小结 

    1．投影：让学生完成下表： 

 

2．归纳二次函数三种解析式的实际应用。 

3．强调二次函数与方程、圆、三角形，三角函数等知识综合的综合题解题思路。 

作业 

设计  

必做  练习册 P133-136 

选做  练习册 P137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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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二次函数》小结与复习（3）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使学生掌握二次函数模型的建立，并能运用二次函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能够分析和表示不同背景下实际问题中变量之间的二次函数关系，获得用数学方法

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感受数学模型、思想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价值。 

过 程 

和 

方 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利用二次函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对解决问题的策略进行反思。 

教学难点 将实际问题转化为函数问题，并利用函数的性质进行决策。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例题精析，引导学法，指导建模 

    1．何时获得最大利润问题。 

    例：重庆市某区地理环境偏僻，严重制约经济发展，丰富的花木产品只能在本

地销    售，区政府对该花木产品每投资 x 万元，所获利润为 P=－
1

50
 (x－30)

2
＋10

万元，为了响应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宏伟决策，区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的 10 年规划时，

拟开发此花木产品，而开发前后可用于该项目投资的专项资金每年最多 50 万元，若

开发该产品，在前 5 年中，必须每年从专项资金中拿出 25 万元投资修通一条公路，

且 5 年修通，公路修通后，花木产品除在本地销售外，还可运往外地销售，运往外

地销售的花木产品，每投资 x 万元可获利润 Q=－
49

50
(50－x)

2＋
194

5
 (50－x)＋308 万

元。 

    (1)若不进行开发，求 10 年所获利润最大值是多少? 

    (2)若按此规划开发，求 10 年所获利润的最大值是多少? 

    (3)根据(1)、(2)计算的结果，请你用一句话谈谈你的想法。 

    学生活动：投影给出题目后，让学生先自主分析，小组进行讨论。     

    教师活动：在学生分析、讨论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学法引导，引导学生先了解

二次函数的基本性质，并学会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二次函数的模型，借助二次函数

的性质来解决这类实际应用题。 

    教师精析： 

    (1)若不开发此产品，按原来的投资方式，由 P=－
1

50
 (x－30)

2＋10 知道，只需从

50 万元专款中拿出 30 万元投资，每年即可获最大利润 10 万元，则 10 年的最大利润

为 M1＝10×10=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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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对该产品开发，在前 5 年中，当 x=25 时，每年最大利润是： 

P＝－
1

50
 (25－30)

2＋10=9.5(万元) 

    则前 5 年的最大利润为 M2=9.5×5=47.5 万元 

    设后 5 年中 x 万元就是用于本地销售的投资。 

    则由 Q＝－
49

50
 (50－x)＋

194

5
(50－x)＋308 知，将余下的(50－x 万元全部用于外

地销售的投资．才有可能获得最大利润； 则后 5 年的利润是： M3＝[－
1

50
(x－30)

2

＋10]×5＋(－
49

50
x

2＋
194

5
x＋308)×5＝－5(x－20)

2＋3500    故当 x＝20 时，M3 取

得最大值为 3500 万元。 

    ∴  10 年的最大利润为 M＝M2＋M3＝3547.5 万元 

    (3)因为 3547.5＞100，所以该项目有极大的开发价值。 

    强化练习：某公司试销一种成本单价为 500 元/件的新产品，规定试销时的销售

单价不低于成本单价，又不高于 800 元/件，经

试销调查，发现销售量 y(件)与销售单价 x(元/

件)可近似看做—次函数 y＝kx＋b 的关系，如

图所示。 

    (1)根据图象，求一次函数 y＝kx＋b 的表

达式， 

    (2)设公司获得的毛利润(毛利润＝销售总

价－成本总价)为 S 元，①试用销售单价 x 表示毛利润 S；②试问销售单价定为多少

时，该公司可获得最大利润?最大利润是多少?此时的销售量是多少? 

    分析：(1)由图象知直线 y＝kx＋b 过(600，400)、(700，300)两点，代入可求解

析式 

为 y＝－x＋1000 

    (2)由毛利润 S＝销售总价－成本总价，可得 S 与 x 的关系式。 

    S＝xy－500y＝x·(－x＋1000)－500(－x＋100) 

    ＝－x
2＋1500x－500000＝－(x－750)

2＋62500  (500＜x＜800) 

    所以，当销售定价定为 750 元时，获最大利润为 62500 元。 

    此时，y＝－x＋1000＝－750＋1000＝250,即此时销售量为 250 件。 

    2．最大面积是多少问题。 

    例：某广告公司设计一幅周长为 12 米的矩形广告牌，广告设计费为每平方米

1000 元，设矩形的边长为 x，面积为 S 平方米。 

    (1)求出 S 与 x 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2)请你设计一个方案，使获得的设计费最多，并求出这个设计费用； 

    (3)为了使广告牌美观、大方，要求做成黄金矩形，请你按要求设计，并计算出

可获得的设计费是多少?(精确到元)    (参与资料：①当矩形的长是宽与(长＋宽)的

比例中项时，这样的矩形叫做黄金矩形，② 5≈2.236) 

    学生活动：让学生根据已有的经验，根据实际几何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建立恰

当的二次函数模型，并借助二次函数的相关知识来解决这类问题。 

    教师精析： 

  (1)由矩形面积公式易得出 S＝x·(6－x)＝－x
2＋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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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确定所建立的二次函数的最大值，从而可得相应广告费的最大值。 

    由 S＝－x
2
＋6x＝－(x－3)

2
＋9，知当 x＝3 时，即此矩形为边长为 3 的正方形时，

矩形面积最大，为 9m
2，因而相应的广告费也最多：为 9×1000＝9000 元。 

    (3)构建相应的方程(或方程组)来求出矩形面积，从而得到广告费用的大小。 

    设设计的黄金矩形的长为 x 米，则宽为(6－x)米。 

    则有 x
2＝6·(6－x) 

    解得 x1＝－3－3 5 (不合题意，舍去)，x2＝－3＋3 5。 

    即设计的矩形的长为(3 5，3)米，宽为(9－3 5)米时，矩形为黄金矩形。 

    此时广告费用约为：1000(3 5－3)(9－3 5)≈8498(元) 

二、课堂小结：让学生谈谈．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有哪些体验，如何将实际问题转

化为二次函数问题，从而利用二次函数的性质解决最大利润问题，最大面积问题。 

 

作业 

设计  

必做  练习册 P138-140 

选做  练习册 P141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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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7.1 图形的相似（一）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 理解并掌握两个图形相似的概念． 

2． 了解成比例线段的概念，会确定线段的比． 

过 程 

和 

方 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相似图形的概念与成比例线段的概念． 

教学难点 成比例线段概念．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课堂引入 

1．（1）请同学们看黑板正上方的五星红旗，五星红旗上的大五角星与小五角星他们

的形状、大小有什么关系？再如下图的两个画面，他们的形状、大小有什么关系．（还

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2）教材 P34.引入． 

（3）相似图形概念：把形状相同的图形说成是相似图形．（强调：见前面） 

（4）让学生再举几个相似图形的例子． 

（5）讲解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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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题：如果把老师手中的教鞭与铅笔，分别看成是两条线段 AB 和 CD，那么这

两条线段的长度比是多少？ 

归纳：两条线段的比，就是两条线段长度的比． 

3．成比例线段：对于四条线段 a,b,c,d，如果其中两条线段的比与另两条线段的比相

等，如
d

c

b

a
 （即 ad=bc），我们就说这四条线段是成比例线段，简称比例线段． 

【注意】 （1）两条线段的比与所采用的长度单位没有关系，在计算时要注意

统一单位；（2）线段的比是一个没有单位的正数；（3）四条线段 a,b,c,d 成比例，记

作
d

c

b

a
 或 a:b=c:d；（4）若四条线段满足

d

c

b

a
 ，则有 ad=bc． 

例题讲解 

例 1（补充：选择题）如图，下面右边的四个图形中，与左边的图形相似的是（    ） 

                 

分析：因为图 A是把图拉长了，而图 D 是把图压扁了，因此它们与左图都不相

似；图 B是正六边形，与左图的正五边形的边数不同，故图 B与左图也不相似；而

图 C 是将左图绕正五边形的中心旋转 180º后，再按一定比例缩小得到的，因此图 C

与左图相似，故此题应选 C. 

例 2（补充）一张桌面的长 a=1.25m，宽 b=0.75m，那么长与宽的比是多少？ 

（1）如果 a=125cm，b=75cm，那么长与宽的比是多少？ 

（2）如果 a=1250mm，b=750mm，那么长与宽的比是多少？ 

解：略．（
3

5

b

a
 ） 

小结：上面分别采用 m、cm、mm 三种不同的长度单位，求得的
b

a
的值是相等

的，所以说，两条线段的比与所采用的长度单位无关，但求比时两条线段的长度单

位必须一致． 

例 3（补充）已知：一张地图的比例尺是 1:32000000，量得北京到上海的图上距

离大约为 3.5cm，求北京到上海的实际距离大约是多少 km？ 

分析：根据比例尺=
实际距离

图上距离
，可求出北京到上海的实际距离． 

解： 略 

答：北京到上海的实际距离大约是1120 km． 

课堂练习 

1．教材 P35 的观察．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小明上幼儿园时的照片和初中毕业时的照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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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商店新买来的一副三角板是相似的. 

C．所有的课本都是相似的. 

D．国旗的五角星都是相似的. 

3．如图，请测量出右图中两个形似的长方形的长和宽， 

（1）（小）长是_______cm，宽是_______cm； （大）长是_______cm，宽是_______cm； 

（2）（小） 
长

宽
       ；（大） 

长

宽
       ． 

（3）你由上述的计算，能得到什么结论吗？ 

（答：相似的长方形的宽与长之比相等） 

4．在比例尺是 1:8000000 的“中国政区”地图上，量得福州与上海之间的距离时 7.5cm，

那么福州与上海之间的实际距离是多少？ 

5．AB 两地的实际距离为 2500m，在一张平面图上的距离是 5cm，那么这张平面地

图的比例尺是多少？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38：1、4 

选做  教科书 P39：8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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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7.1 图形的相似（二）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知道相似多边形的主要特征，即：相似多边形的对应角相等，对应边的比相等． 

2．会根据相似多边形的特征识别两个多边形是否相似，并会运用其性质进行相关的计

算． 

过 程 

和 

方 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相似多边形的主要特征与识别． 

教学难点 运用相似多边形的特征进行相关的计算．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课堂引入 

1． 如图的左边格点图中有一个

四边形，请在右边的格点图

中画出一个与该四边形相似

的图形． 

2． 问题：对于图中两个相似的

四边形，它们的对应角，对

应边的比是否相等． 

3．【结论】： 

（1）相似多边形的特征：相似多边形的对应角相等，对应边的比相等． 

反之，如果两个多边形的对应角相等，对应边的比相等，那么这两个多边形相

似． 

  （2）相似比：相似多边形对应边的比称为相似比． 

问题：相似比为 1 时，相似的两个图形有什么关系？ 

    结论：相似比为 1 时，相似的两个图形全等，因此全等形是一种特殊的相似形． 

二、例题讲解 

例 1（补充）（选择题）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所有的平行四边形都相似       B．所有的矩形都相似 

C．所有的菱形都相似             D．所有的正方形都相似 

    分析：A 中平行四边形各角不一定对应相等，因此所有的平行四边形不一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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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故 A错；B中矩形虽然各角都相等，但是各对应边的比不一定相等，因此所

有的矩形不一定都相似，故 B 错；C 中菱形虽然各对应边的比相等，但是各角不一

定对应相等，因此所有的菱形不一定都相似，故 C 也错；D 中任两个正方形的各角

都相等，且各边都对应成比例，因此所有的正方形都相似，故 D 说法正确，因此此

题应选 D． 

例 2（教材 P37 例题）． 

    分析：求相似多边形中的某些角的度数和某些线段的长，可根据相似多边形的

对应角相等，对应边的比相等来解题，关键是找准对应角与对应边，从而列出正确

的比例式． 

    解：略  

例 3（补充） 

已知四边形ABCD与四边形 A1 B1C1D1相似，且 A1 B1:B1 C1:C1D1 :D1 A1=7:8:11:14，

若四边形 ABCD 的周长为 40，求四边形 ABCD 的各边的长． 

分析：因为两个四边形相似，因此可根据相似多边形的对应边的比相等来解题． 

解：略 

三、课堂练习 

1．教材P38练习2、3． 

2．（选择题）△ABC 与△DEF 相似，且相似比是
3

2
，则△DEF 与△ABC 与的相似

比是（   ）． 

A．
3

2
    B．

2

3
    C．

5

2
    D．

9

4
 

4．（选择题）下列所给的条件中，能确定相似的有（     ） 

（1）两个半径不相等的圆；（2）所有的正方形；（3）所有的等腰三角形；（4）所有

的等边三角形；（5）所有的等腰梯形；（6）所有的正六边形． 

A．3个    B．4个    C．5个    D．6个 

5．已知四边形 ABCD 和四边形 A1 B1C1D1相似，四边形 ABCD 的最长边和最短

边的长分别是 10cm 和 4cm，如果四边形 A1 B1C1D1的最短边的长是 6cm，那么

四边形 A1B1C1D1中最长的边长是多少？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38：2、3 

选做  教科书 P39：5、6、7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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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7.2.1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一）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掌握两个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条件（三个角对应相等，三条边的比对应相等，则两个三角

形相似）——相似三角形的定义，和三角形相似的预备定理（平行于三角形一边的直线

和其它两边相交，所构成的三角形与原三角形相似）． 

过 程 

和 

方 法 

经历两个三角形相似的探索过程，体验分析归纳得出数学结论的过程，进一步发展学生

的探究、交流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会运用“两个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条件”和“三角形相似的预备定理”解决简单的问题． 

教学重点  相似三角形的定义与三角形相似的预备定理． 

教学难点 三角形相似的预备定理的应用．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课堂引入 

1．复习引入 

（1）相似多边形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2）在相似多边形中，最简单的就是相似三角形． 

在△ ABC 与△ A′B′C′中， 

如果∠A=∠A′, ∠B=∠B′, ∠C=∠C′,  且 k
AC

CA

CB

BC

BA

AB









．  

我们就说△ABC 与△A′B′C′相似，记作△ABC∽△A′B′C′，k 就是它

们的相似比． 

反之如果△ABC∽△A′B′C′， 

则有∠A=∠A′, ∠B=∠B′, ∠C=∠C′, 且
AC

CA

CB

BC

BA

AB








．  

（3）问题：如果 k=1，这两个三角形有怎样的关系？ 

2．教材 P41 的思考，并引导学生探索与证明． 

3．【归纳】 

三角形相似的预备定理  平行于三角形一边的直线和其它两边相交，所构成的

三角形与原三角形相似． 

二、例题讲解 

例 1（补充）如图△ABC∽△DCA，AD∥BC，

∠B=∠DCA． 

（1）写出对应边的比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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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出所有相等的角； 

（3）若 AB=10,BC=12,CA=6．求 AD、DC 的长． 

分析：可类比全等三角形对应边、对应角的关系来寻找相似三角形中的对应元

素．对于（3）可由相似三角形对应边的比相等求出 AD 与 DC 的长．  

解：略（AD=3，DC=5） 

例 2（补充）如图，在△ABC 中，DE∥BC，AD=EC，DB=1cm，

AE=4cm，BC=5cm，求 DE 的长．   

分析：由 DE∥BC，可得△ADE∽△ABC，再由相似三角

形的性质，有
AC

AE

AB

AD
 ，又由 AD=EC 可求出 AD 的长，再根据

AB

AD

BC

DE
 求出 DE

的长． 

解：略（
3

10
DE  ）． 

三、课堂练习 

1．（选择）下列各组三角形一定相似的是（     ） 

A．两个直角三角形     B．两个钝角三角形   

C．两个等腰三角形     D．两个等边三角形   

2．（选择）如图，DE∥BC，EF∥AB，则图中相似三角形一

共有（     ） 

A．1 对   B．2 对   C．3 对   D．4 对 

3．如图，在□ABCD 中，EF∥AB，DE:EA=2:3，EF=4，求 CD

的长． （CD= 10）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54：4、5 

选做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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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7.2.1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二）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初步掌握“三组对应边的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方法，以及“两组对应边的

比相等且它们的夹角相等的两个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方法． 

过 程 

和 

方 法 

经历两个三角形相似的探索过程，体验用类比、实验操作、分析归纳得出数学结论的过

程；通过画图、度量等操作，培养学生获得数学猜想的经验，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兴趣，

体验数学活动充满着探索性和创造性．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能够运用三角形相似的条件解决简单的问题． 

教学重点  掌握两种判定方法，会运用两种判定方法判定两个三角形相似． 

教学难点 
（1）三角形相似的条件归纳、证明； 

（2）会准确的运用两个三角形相似的条件来判定三角形是否相似．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课堂引入 

1．复习提问： 

(1) 两个三角形全等有哪些判定方法？ 

(2) 我们学习过哪些判定三角形相似的方法？ 

(3) 全等三角形与相似三角形有怎样的关系？ 

(4) 如图，如果要判定△ABC 与△A’B’C’相似，是不是一定需要一一验证所有的对

应角和对应边的关系？ 

2．（1）提出问题：首先，由三角形全等的 SSS 判定方法，我们会想如果一个三角形

的三条边与另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对应成比例，那么能否判定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呢？ 

（2）带领学生画图探究； 

（3）【归纳】  

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方法 1  如果两个三角形的三组对应边的比相等， 那么这两

个三角形相似． 

3．（1）提出问题：怎样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呢？ 

（2）教师带领学生探求证明方法． 

4．用上面同样的方法进一步探究三角形相似的条件： 

（1）提出问题：由三角形全等的 SAS 判定方法，我们也会想如果一个三角形的两

条边与另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对应成比例，那么能否判定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呢？ 

（2）让学生画图，自主展开探究活动． 

 

B' C'

A'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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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归纳】  

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方法 2  两个三角形的两组对应边的比相等，且它们的夹角

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二、例题讲解 

例 1（教材 P44 例 1） 

分析：判定两个三角形是否相似，可以根据已知条件，看是不是符合相似三角

形的定义或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方法，对于（1）由于是已知一对对应角相等及四条边

长，因此看是否符合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方法 2“两组对应边的比相等且它们的夹角相

等的两个三角形相似”，对于（2）给的几个条件全是边，因此看是否符合三角形相

似的判定方法 1“三组对应边的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相似”即可，其方法是通过计算

成比例的线段得到对应边．  

解：略 

※例 2 （补充）已知：如图，在四边形 ABCD 中，∠

B=∠ACD，AB=6，BC=4，AC=5，CD=
2

1
7 ，求 AD 的长． 

分析：由已知一对对应角相等及四条边长，猜想应用“两组对应边的比相等且

它们的夹角相等”来证明．计算得出
AC

CD

CD

AB
 ，结合∠B=∠ACD，证明△ABC∽

△DCA，再利用相似三角形的定义得出关于 AD 的比例式
AD

AC

AC

CD
 ，从而求出 AD

的长． 

解：略（AD=
4

25
）． 

三、课堂练习 

1．教材 P45：1、2、3 

2．如果在△ABC 中∠B=30°，AB=5 ㎝，AC=4 ㎝，在△A’B’C’

中，∠B’=30°A’B’=10 ㎝，A’C’=8 ㎝，这两个三角形一定相似

吗？试着画一画、看一看？  

3．如图，△ABC 中，点 D、E、F 分别是 AB、BC、CA的中点，

求证：△ABC∽△DEF．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54：2、3 

选做  教科书 P55：7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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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7.2.1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三）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掌握“两角对应相等，两个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方法． 

能够运用三角形相似的条件解决简单的问题． 

过 程 

和 

方 法 

经历两个三角形相似的探索过程，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探究、交流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方法 3——“两角对应相等，两个三角形相似” 

教学难点 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方法 3 的运用．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课堂引入 

1．复习提问： 

（1）我们已学习过哪些判定三角形相似的方法？ 

（2）如图，△ABC 中，点 D 在 AB上，如果 AC
2
=AD•AB， 

那么△ACD 与△ABC 相似吗？说说你的理由． 

（3）如（2）题图，△ABC 中，点 D 在 AB上，如果∠ACD=

∠B， 

那么△ACD 与△ABC 相似吗？——引出课题．  

（4）教材 P46 的探究 4 ． 

二、例题讲解 

    例 1（教材 P46 例 2）． 

分析：要证 PA•PB=PC•PD，需要证
PB

PC

PD

PA
 ，则需要证明这四条线段所在的

两个三角形相似．由于所给的条件是圆中的两条相交弦，故需要先作辅助线构造三

角形，然后利用圆的性质“同弧上的圆周角相等”得到两组角对应相等，再由三角

形相似的判定方法 3，可得两三角形相似． 

证明：略 

例 2 （补充）已知：如图，矩形 ABCD 中，E 为 BC 上一

点，DF⊥AE 于 F，若 AB=4，AD=5，AE=6，求 DF 的长． 

分析：要求的是线段 DF 的长，观察图形，我们发现 AB、

AD、AE 和 DF 这四条线段分别在△ABE 和△AFD 中，因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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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证明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再由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可以得到这四条线段对应成比例，

从而求得 DF 的长．由于这两个三角形都是直角三角形，故有一对直角相等，再找出

另一对角对应相等，即可用“两角对应相等，两个三角形相似”的判定方法来证明

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解：略（DF=
3

10
）． 

三、课堂练习 

1．教材 P48 的练习 1、2． 

2．已知：如图，∠1=∠2=∠3，求证：△ ABC∽△ADE． 

3．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1）有一个锐角相等的两直角三角形是相似三角形； 

（2）有一个角相等的两等腰三角形是相似三角形．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56：12 

选做  教科书 P56：15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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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7.2.2  相似三角形的应用举例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 进一步巩固相似三角形的知识．  

2． 能够运用三角形相似的知识，解决不能直接测量物体的长度和高度（如测量金字塔

高度问题、测量河宽问题、盲区问题）等的一些实际问题．  

过 程 

和 

方 法 

3． 通过把实际问题转化成有关相似三角形的数学模型，进一步了解数学建模的思想，

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运用三角形相似的知识计算不能直接测量物体的长度和高度． 

教学难点 灵活运用三角形相似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如何把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课堂引入 

问：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金字塔位于哪个国家，叫什么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是埃及现存规模最大的金字塔，被喻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

一” ．塔的４个斜面正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塔基呈正方形，每边长约 230 多米．据

考证，为建成大金字塔，共动用了 10 万人花了 20 年时间．原高 146.59 米，但由于

经过几千年的风吹雨打，顶端被风化吹蚀，所以高度有所降低． 

在古希腊，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叫泰勒斯．一天，希腊国王阿马西斯对他说：“听

说你什么都知道，那就请你测量一下埃及金字塔的高度吧！”，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个

大难题，因为是很难爬到塔顶的．你知道泰勒斯是怎样测量大金字塔的高度的吗？ 

二、例题讲解 

    例 1（教材 P48 例 3——测量金字塔高度问题） 

    分析：根据太阳光的光线是互相平行的特点，可知在同一时刻的阳光下，竖直

的两个物体的影子互相平行，从而构造相似三角形，再利用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和性

质，根据已知条件，求出金字塔的高度． 

解：略（见教材 P48） 

    问：你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测量金字塔的高

度？（如用身高等） 

    解法二：用镜面反射（如图，点 A是个小镜

子，根据光的反射定律：由入射角等于反射角构

造相似三角形）．（解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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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2（教材 P49 例 4——测量河宽问题） 

    分析：设河宽 PQ 长为 x m ，由于此种测量方法构造了三角形中的平行截线，

故可得到相似三角形，因此有
ST

QR

PS

PQ
 ，即

90

60

45x

x



．再解 x 的方程可求出河

宽． 

解：略（见教材 P49） 

问：你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测量河的宽度？  

解法二：如图构造相似三角形（解法略）． 

   

    例 3（教材 P49 例 5——盲区问题） 

分析：略（见教材 P49） 

解：略（见教材 P50） 

三、课堂练习 

1． 在同一时刻物体的高度与它的影长成正比例．在某一时刻，有人测得一高为 1.8

米的竹竿的影长为 3 米，某一高楼的影长为 60 米，那么高楼的高度是多少米? 

2． 小明要测量一座古塔的高度，从距他 2 米的一小块积水处 C 看到塔顶的倒影，

已知小明的眼部离地面的高度 DE 是 1.5 米，塔底中心 B 到积水处 C 的距离是

40 米.求塔高?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55：8、9、10、11 

选做  教科书 P56：16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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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7.2.3  相似三角形的周长与面积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 理解并初步掌握相似三角形周长的比等于相似比，面积的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 

2． 能用三角形的性质解决简单的问题． 

过 程 

和 

方 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与运用． 

教学难点 
相似三角形性质的灵活运用，及对“相似三角形面积的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性质的理

解，特别是对它的反向应用的理解，即对“由面积比求相似比”的理解．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课堂引入 

1．复习提问： 

已知： ∆ABC∽∆A’B’C’，根据相似的定义，我们

有哪些结论？（从对应边上看； 从对应角上看：） 

问：两个三角形相似，除了对应边成比例、对应角

相等之外，我们还可以得到哪些结论？  

2．思考： 

（1）如果两个三角形相似，它们的周长之间有什么关系？ 

（2）如果两个三角形相似，它们的面积之间有什么关系？ 

（3）两个相似多边形的周长和面积分别有什么关系？ 

推导见教材 P51． 

结论——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性质 1  相似三角形周长的比等于相似比． 

  即：如果 △ABC ∽△A′B′C′，且相似比为 k ， 

      那么 k
ACCBBA

CABCAB





． 

    性质 2  相似三角形面积的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 

    即：如果 △ABC ∽△A′B′C′，且相似比为 k ， 

        那么 
22)( k

BA

AB

S

S

CBA

A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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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多边形的性质 1．相似多边形周长的比等于相似比． 

相似多边形的性质 2．相似多边形面积的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 

二、例题讲解 

    例 1（补充） 已知：如图：△ABC ∽△A′B′C′，它们的周长分别是 60 cm 

和 72 cm，且 AB＝15 cm，B′C′＝24 cm，求 BC、AB、A′B′、A′C′的长． 

    分析：根据相似三角形周长的比等于相似比可以求出 BC 等边的长．  

    解：略（此题学生可以让自己完成）． 

    例 2（教材 P52 例 6） 

    分析：根据已知可以得到
2

1

AC

DF

AB

DE
 ，又有夹角∠D=∠A，由相似三角形的

判定方法 2 可以得到这两个三角形相似，且相似比为
2

1
，故△DEF 的周长和面积可

求出． 

    解：略（见教材 P53） 

三、课堂练习 

1．教材 P53．1-4． 

2．填空： 

（1）如果两个相似三角形对应边的比为 3∶5 ，那么它们的相似比为________，周

长的比为_____，面积的比为_____． 

（2）如果两个相似三角形面积的比为 3∶5 ，那么它们的相似比为________，周长

的比为________． 

（3）连结三角形两边中点的线段把三角形截成的一个小三角形与原三角形的周长比

等于______，面积比等于_______． 

（4）两个相似三角形对应的中线长分别是 6 cm 和 18 cm，

若较大三角形的周长是 42 cm ，面积是 12 cm 
2，则较小三

角形的周长为________cm，面积为_______cm
2． 

3．如图,在正方形网格上有△A1 B1C1 和△A2 B2C2，这

两个三角形相似吗？如果相似，求出△A1B1C1 和△

A2B2C2的面积比．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56：13、14 

选做   

教学 

反思  

 

 

(第 3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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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7. 3  位似（一）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了解位似图形及其有关概念，了解位似与相似的联系和区别，掌握位似图形的性质． 

2．掌握位似图形的画法，能够利用作位似图形的方法将一个图形放大或缩小． 

过 程 

和 

方 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位似图形的有关概念、性质与作图． 

教学难点 利用位似将一个图形放大或缩小．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课堂引入 

1．观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下面所给的这样一类相似的图形，它们有什

么特征？  

 

 

 

 

 

 

2．问：已知：如图，多边形 ABCDE，把它放大为原来的 2 倍，

即新图与原图的相似比为 2．应该怎样做？你能说出画相似图形

的一种方法吗？ 

二、例题讲解 

例 1（补充）如图，指出下列各图中的两个图形是否是位似图形，如果是位似图

形，请指出其位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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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位似图形是特殊位置上的相似图形，因此判断两个图形是否为位似图形，

首先要看这两个图形是否相似，再看对应点的连线是否都经过同一点，这两个方面

缺一不可． 

    解：图（1）、（2）和（4）三个图形中的两个图形都是位似图形，位似中心分别

是图（1）中的点 A ，图（2）中的点 P 和图（4）中的点 O．（图（3）中的点 O 不

是对应点连线的交点，故图（3）不是位似图形，图（5）也

不是位似图形） 

    例 2（教材 P61 例题）把图 1 中的四边形 ABCD 缩小到

原来的
2

1
． 

    分析：把原图形缩小到原来的
2

1
，也就是使新图形上各

顶点到位似中心的距离与原图形各对应顶点到位似中心的距

离之比为 1∶2 ． 

作法一：（1）在四边形 ABCD 外任取一点

O； 

（2）过点 O 分别作射线 OA，OB，OC，

OD； 

（3）分别在射线 OA，OB，OC，OD 上取

点 A′、B′、C′、D′， 

使得
2

1

OD

DO

OC

CO

OB

BO

OA

AO












； 

（4）顺次连接 A′B′、B′C′、C′D′、D′A′，得到所要画的四边形 A′B′C′D′，如图 2． 

问：此题目还可以如何画出图形？ 

作法二：（1）在四边形

ABCD 外任取一点 O； 

（2）过点 O 分别作射线

OA， OB， OC，OD； 

（3）分别在射线 OA， 

OB， OC， OD 的反向延

长线上取点 A′、B′、C′、

D′ ， 使 得



 - 52 - 

2

1

OD

DO

OC

CO

OB

BO

OA

AO












； 

（4）顺次连接 A′B′、B′C′、C′D′、D′A′，得到所要画的四边形 A′B′C′D′，如图 3．  

作法三：（1）在四边形 ABCD 内任取一点 O； 

（2）过点 O 分别作射线 OA，OB，OC，OD； 

（3）分别在射线 OA，OB，OC，OD 上取点 A′、B′、C′、D′， 

使得
2

1

OD

DO

OC

CO

OB

BO

OA

AO












； 

（4）顺次连接 A′B′、B′C′、C′D′、D′A′，得到所要画的四边形

A′B′C′D′，如图 4． 

（当点 O 在四边形 ABCD 的一条边上或在四边形 ABCD 的一个顶点上时，作法

略——可以让学生自己完成） 

三、课堂练习 

1．教材 P60．1、2 

2．画出所给图中的位似中心． 

 

3． 把右图中的五边形 ABCDE 扩大到原来的 2 倍．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64：1、2 

选做  教科书 P64：4、7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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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7. 3  位似（二）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巩固位似图形及其有关概念． 

过 程 

和 

方 法 

2．会用图形的坐标的变化来表示图形的位似变换，掌握把一个图形按一定大小比例放

大或缩小后，点的坐标变化的规律．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3．了解四种变换（平移、轴对称、旋转和位似）的异同，并能在复杂图形中找出这些

变换． 

教学重点  用图形的坐标的变化来表示图形的位似变换． 

教学难点 把一个图形按一定大小比例放大或缩小后，点的坐标变化的规律．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课堂引入 

1．如图，△ABC 三个顶点坐标分别为 A(2,3)，B(2,1)，

C(6,2)，（1）将△ABC 向左平移三个单位得到△

A1B1C1，写出 A1、B1、C1三点的坐标； 

（2）写出△ABC 关于 x 轴对称的△A2 B2C2三个顶点

A2、B2、C2的坐标； 

（3）将△ABC 绕点 O 旋转 180°得到△A3 B3C3，写出

A3、B3、C3三点的坐标． 

2．在前面几册教科书中，我们学习了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如何用坐标表示某些平

移、轴对称、旋转（中心对称）等变换，相似也是一

种图形的变换，一些特殊的相似（如位似）也可以用

图形坐标的变化来表示． 

3．探究： 

（1）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有两点 A(6,3)，

B(6,0)．以原点 O 为位似中心，相似比为
3

1
，把线段

AB 缩小．观察对应点之间坐标的变化，你有什么发

现？ 

（2）如图，△ABC三个顶点坐标分别为A(2,3)，B(2,1)，

C(6,2)，以点 O 为位似中心，相似比为 2，将△ABC

放大，观察对应顶点坐标的变化，你有什么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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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 位似变换中对应点的坐标的变化规律：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如果位

似变换是以原点为位似中心，相似比为 k，那么位似图形对应点的坐标的比等于 k

或-k． 

二、例题讲解 

例 1（教材 P62 的例题） 

分析：略（见教材 P62 的例题分析） 

解：略（见教材 P62 的例题解答） 

问：你还可以得到其他图形吗？请你自己试一试！ 

解法二：点A的对应点A′′的坐标为（-6× )
2

1
( ，6× )

2

1
( ），即A′′（3，-3）．类

似地，可以确定其他顶点的坐标．（具体解法与作图略） 

例2（教材P63）在右图所示的图案中，你能找出平移、

轴对称、旋转和位似这些变换吗？ 

    分析：观察的角度不同，答案就不同．如：它可以看

作是一排鱼顺时针旋转 45°角，连续旋转八次得到的旋转

图形；它还可以看作位似中心是图形的正中心，相似比是

4∶3∶2∶1 的位似图形，……．  

    解：答案不惟一，略． 

三、课堂练习 

1． 教材 P62．1、2 

2． △ABO 的定点坐标分别为 A(-1,4)，B(3,2)，O(0,0)，

试将△ABO 放大为△EFO，使△EFO 与△ABO 的

相似比为 2.5∶1，求点 E 和点 F 的坐标． 

3． 如图，△AOB缩小后得到△COD，观察变化前后

的三角形顶点，坐标发生了什么变化，并求出其

相似比和面积比．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64：3 

选做  教科书 P65：6、8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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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8.1 锐角三角函数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初步了解正弦、余弦、正切概念；能较正确地用 siaA、cosA、tanA 表示直角三角形中

两边的比；熟记功 30°、45°、60°角的三角函数，并能根据这些值说出对应的锐角

度数。 

过 程 

和 

方 法 

逐步培养学生观察、比较、分析，概括的思维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提高学生对几何图形美的认识。 

教学重点  正弦，余弦，正切概念 

教学难点 用含有几个字母的符号组 siaA、cosA、tanA表示正弦，余弦，正切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探究活动 

1．课本引入问题，再结合特殊角 30°、45°、60°的直角三角形探究直角三角形的

边角关系。 

2．归纳三角函数定义。 

      siaA=
斜边

的对边A
,cosA=

斜边

的邻边A
,tanA=

的邻边

的对边

A

A




 

 

3 例 1.求如图所示的 Rt ⊿ABC 中的 siaA,cosA,tanA 的值。 

 B 

 

 

 

4.学生练习 P21 练习 1，2，3 

二．探究活动二 

1.让学生画 30°45°60°的直角三角形,分别求 sia 30°cos45°     tan60° 

归纳结果 

 30° 45° 60° 

siaA    

 

 

B 

A 
C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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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A    

tanA    

2. 求下列各式的值 

（1）sia 30°+cos30° 

（2） 2 sia 45°-
2

1
cos30° 

(3)
0

0

45

30cos

sia
+ta60°-tan30° 

三．拓展提高 

1. P82 例 4.（略） 

2. 如图，在⊿ABC 中,∠A=30°,tanB=
2

3
,AC=2 3 ,求 AB 

 

 

 

 

 

 

四．小结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82：1-5 

选做  教科书 P82-83：6-10 

教 

学 

反 

思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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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解直角三角形应用（一）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使学生理解直角五个元素的关系，会运用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互余及锐角

三角函数解直角三角形三角形中． 

过 程 

和 

方 法 

通过综合运用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互余及锐角三角函数解直角三角形，逐

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渗透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直角三角形的解法． 

教学难点 三角函数在解直角三角形中的灵活运用．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知识回顾 

1．在三角形中共有几个元素？ 

2．直角三角形 ABC 中，∠C=90°，a、b、c、∠A、∠B这五个元素间有哪些等量关

系呢？ 

(1)边角之间关系      sinA=
c

a
  cosA=

c

b
  tanA

b

a
 

(2)三边之间关系 

  

a
2  

+b
2  

=c
2
 (勾股定理)  

         

  

(3)锐角之间关系∠A+∠B=90°． 

  

以上三点正是解直角三角形的依据，通过复习，使学生便于应用． 

（二） 探究活动 

1．我们已掌握 Rt△ABC 的边角关系、三边关系、角角关系，利用这些关系，在知

道其中的两个元素(至少有一个是边)后，就可求出其余的元素．这样的导语既可以使

学生大概了解解直角三角形的概念，同时又陷入思考，为什么两个已知元素中必有

一条边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2．教师在学生思考后，继续引导“为什么两个已知元素中至少有一条边？”让全体

学生的思维目标一致，在作出准确回答后，教师请学生概括什么是解直角三角形？

(由直角三角形中除直角外的两个已知元素，求出所有未知元素的过程，叫做解直角

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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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题评析 

  

例  1 在△ABC 中，∠C 为直角，∠A、∠B、∠C 所对的边分别为 a、b、c，且 b=  

2    a= 6 ，解这个三角形． 

 例 2 在△ABC 中，∠C 为直角，∠A、∠B、∠C 所对的边分别为 a、b、c，且 b=  20  

B =35
0，解这个三角形（精确到 0.1）． 

 

解直角三角形的方法很多，灵活多样，学生完全可以自己解决，但例题具有示范作

用．因此，此题在处理时，首先，应让学生独立完成，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同时渗透数形结合的思想．其次，教师组织学生比较各种方法中哪些较好，

选一种板演． 

完成之后引导学生小结“已知一边一角，如何解直角三角形？” 

  

答：先求另外一角，然后选取恰当的函数关系式求另两边．计算时，利用所求的量

如不比原始数据简便的话，最好用题中原始数据计算，这样误差小些，也比较可靠，

防止第一步错导致一错到底． 

  

例 3 在 Rt△ABC 中，a=104.0，b=20.49，解这个三角形． 

(三) 巩固练习 

 在△ABC 中，∠C 为直角，AC=6， BAC 的平分线 AD=4 3，解此直角三角形。  

  

解直角三角形是解实际应用题的基础，因此必须使学生熟练掌握．为此，教材配备

了练习针对各种条件，使学生熟练解直角三角形，并培养学生运算能力． 

    

  

(四)总结与扩展 

  

请学生小结：1 在直角三角形中，除直角外还有五个元素，知道两个元素(至少有一

个是边)，就可以求出另三个元素． 

            2 解决问题要结合图形。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92：1、2 

选做  练习册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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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解直三角形应用（二）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使学生了解仰角、俯角的概念，使学生根据直角三角形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过 程 

和 

方 法 

逐步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要求学生善于将某些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归结为直角三角形中元素之间的关系，从

而解决问题． 

教学难点 
要求学生善于将某些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归结为直角三角形中元素之间的关系，从

而解决问题．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回忆知识 

1．解直角三角形指什么？ 

  

2．解直角三角形主要依据什么？ 

  

(1)勾股定理：a
2
+b

2
=c

2
 

  

(2)锐角之间的关系：∠A+∠B=90° 

  

(3)边角之间的关系： 

  

 tanA= 的邻边

的对边

A

A





           

 

 （二）新授概念  

1．仰角、俯角 

  

当我们进行测量时，在视线与水平线所成的角中，视线在水平线上方的角叫做仰角，

在水平线下方的角叫做俯角． 

  

教学时，可以让学生仰视灯或俯视桌面以体会仰角与俯角的意义． 

  

 

 

 

斜边

的邻边A
A


cos

斜边

的对边A
A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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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 1 

 

如图(6-16)，某飞机于空中 A处探测到目标 C，此时飞行高度 AC=1200 米，从飞机

上看地平面控制点 B的俯角α=16°31′，求飞机 A到控制点 B距离(精确到 1 米) 

解：在 Rt△ABC 中 sinB= AB

AC

 

 AB= B

AC

sin = 2843.0

1200

=4221(米) 

  

答：飞机 A到控制点 B的距离约为 4221 米． 

  

例 2.2003 

年 10 月 15 日“神州”5 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当飞船完成变轨后，就在离地形

表面 350km 的圆形轨道上运行。如图，当飞船运行到地球表面上 P 点的正上方时，

从飞船上能直接看到地球上最远的点在什么位置？这样的最远点与 P 点的距离是多

少？（地球半径约为 6400km，结果精确到 0.1km） 

分析：从飞船上能看到的地球上最远的点，应是视线与地球相切时的切点。将问题

放到直角三角形 FOQ 中解决。 

 

 

．

 
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把它转化为数学问题，利用解直角三角形知识来解决，在

此之前，学生曾经接触到通过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后，用数学方法来解决问

题的方法，但不太熟练．因此，解决此题的关键是转化实际问题为数学问题，转化

过程中着重请学生画几何图形，并说出题目中每句话对应图中哪个角或边(包括已知

什么和求什么)，会利用平行线的内错角相等的性质由已知的俯角α得出 Rt△ABC

中的∠ABC，进而利用解直角三角形的知识就可以解此题了． 

例 1 小结：本章引言中的例子和例 1 正好属于应用同一关系式 sinA= 斜边

的对边A

 

来解决的两个实际问题即已知  和斜边， 

求∠α的对边；以及已知∠α和对边，求斜边． 

  

（三）．巩固练习 

 1．热气球的探测器显示，从热气球看一栋高楼顶部的仰角为，看这栋楼底部的俯角

为 60
0
，热气球与高楼的水平距离为 120m，这栋高楼有多高（结果精确到 0.1`m） 

 

2．如图 6-17，某海岛上的观察所 A发现海上某船只 B并测得其俯角α=80°14′．已

知观察所 A的标高(当水位为 0m 时的高度)为 43.74m，当时水位为+2.63m，求观察

所 A到船只 B的水平距离 BC(精确到 1m) 

O 

P 

Q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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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学生充分地思考后，应引导学生分析： 

（1）．谁能将实物图形抽象为几何图形？请一名同学上黑板画出来． 

（2）．请学生结合图形独立完成。 

  

3 如图 6-19，已知 A、B两点间的距离是 160 米，从 A点看 B点的仰角是 11°，AC

长为 1.5 米，求 BD 的高及水平距离 CD． 

  

 

 

 

 

 

 

 

 

 

 

此题在例 1 的基础上，又加深了一步，须由 A作一条平行于 CD 的直线交 BD 于 E，

构造出 Rt△ABE，然后进一步求出 AE、BE，进而求出 BD 与 CD． 

  

设置此题，既使成绩较好的学生有足够的训练，同时对较差学生又是巩固，达到分

层次教学的目的． 

 

练习：为测量松树AB的高度，一个人站在距松树 15 米的 E处，测得仰角∠ACD=52°，

已知人的高度为 1.72 米，求树高(精确到 0.01 米)． 

  

要求学生根据题意能画图，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利用解直角三角形的知识

来解决它． 

  

(四)总结与扩展 

  

请学生总结：本节课通过两个例题的讲解，要求同学们会将某些实际问题转化为解

直角三角形问题去解决；今后，我们要善于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92：3、4 

选做  教科书 P93：7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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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解直三角形应用（三）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使学生会把实际问题转化为解直角三角形问题，从而会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来解

决． 

过 程 

和 

方 法 

逐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渗透数学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的观点，培养学生用数学的意识． 

 

教学重点  
要求学生善于将某些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归结为直角三角形元素之间的关系，从而

利用所学知识把实际问题解决． 

教学难点 
要求学生善于将某些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归结为直角三角形中元素之间的关系，从

而利用所学知识把实际问题解决．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1．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解决的实际问题是应用正弦及余弦解直角三角形，在实际问题中有时还

经常应用正切和余切来解直角三角形，从而使问题得到解决． 

2．例题分析 

例 1．如图 6-21，厂房屋顶人字架(等腰三角形)的跨度为 10 米，∠A-26°， 

求中柱 BC(C 为底边中点)和上弦 AB的长(精确到 0.01 米)． 

分析：上图是本题的示意图，同学们对照图形，根据题意思考题目中的每句话对应

图中的哪个角或边，本题已知什么，求什么？ 

由题意知，△ABC 为直角三角形，∠ACB=90°，∠A=26°，AC=5 米，可利用解 Rt

△ABC 的方法求出 BC 和 AB． 

学生在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后，大部分学生可自行完成 

例题小结：求出中柱 BC 的长为 2.44 米后，我们也可以利用正弦计算上弦 AB的长。 

如果在引导学生讨论后小结，效果会更好，不仅使学生掌握选何关系式，更重要的

是知道为什么选这个关系式，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计算能力，

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另外，本题是把解等腰三角形的问题转化为直角三角形的问题，渗透了转化的数学

思想． 

 例 2．如图，一艘海轮位于灯塔 P 的北偏东 65
0
方向，距离灯塔 80 海里的 A处，它

沿正南方向航行一段时间后，到达位于灯塔 P 的南东 34
0
方向上的 B处。这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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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 所 在 的 B 处 距 离 灯 塔 P 有 多 远 ( 精 确 到 0.01 海 里 ) ？

 
．  

引导学生根据示意图，说明本题已知什么，求什么，利用哪个三角形来求解，用正

弦、余弦、正切、余切中的哪一种解较为简便？ 

  

 

3 巩固练习 

  

为测量松树 AB 的高度，一个人站在距松树 15 米的 E 处，测得仰角∠ACD=52°，已

知人的高度是 1.72 米，求树高(精确到 0.01 米)． 

  

首先请学生结合题意画几何图形，并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 

Rt△ACD 中，∠D=Rt∠，∠ACD=52°，CD=BE=15 米，CE=DB=1.72 米，求 AB？ 

  

  

(三)总结与扩展 

  

请学生总结：通过学习两个例题，初步学会把一些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通过

解直角三角形来解决，具体说，本节课通过让学生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利

用正切或余切解直角三角形，从而把问题解决． 

本课涉及到一种重要教学思想：转化思想．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92：5 

选做  教科书 P92：6 

教 

学 

反 

思  

 

P 

A 

B 

65
0
 

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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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解直三角形应用（四）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使学生懂得什么是横断面图，能把一些较复杂的图形转化为解直角三角形的问题． 

 

过 程 

和 

方 法 

逐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培养学生用数学的意识；渗透转化思想；渗透数学来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的观点． 

 

教学重点  把等腰梯形转化为解直角三角形问题； 

教学难点 如何添作适当的辅助线．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1．出示已准备的泥燕尾槽，让学生有感视印象，将其横向垂直于燕尾槽的平面切割，

得横截面，请学生通过观察，认识到这是一个等腰梯形，并结合图形，向学生介绍

一些专用术语，使学生知道，图中燕尾角对应哪一个角，外口、内口和深度对应哪

一条线段．这一介绍，使学生对本节课内容很感兴趣，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2．例题 

  

例  燕尾槽的横断面是等腰梯形，图 6-26 是

一燕尾槽的横断面，其中燕尾角 B 是 55°，

外口宽 AD 是 180mm，燕尾槽的深度是

70mm，求它的里口宽 BC(精确到 1mm)． 

  

分析：(1)引导学生将上述问题转化为数学问

题；等腰梯形 ABCD 中，上底 AD=180mm，

高 AE=70mm，∠B=55°，求下底 BC． 

(2)让学生展开讨论，因为上节课通过做等腰三角形的高把其分割为直角三角形，从

而利用解直角三角形的知识来求解．学生对这一转化有所了解．因此，学生经互相

讨论，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例题小结：遇到有关等腰梯形的问题，应考虑如何添加辅助线，将其转化为直角三

角形和矩形的组合图形，从而把求等腰梯形的下底的

问题转化成解直角三角形的问题． 

3．巩固练习 

如图 6-27，在离地面高度 5 米处引拉线固定电线杆，

拉线和地面成 60°角，求拉线 AC 的长以及拉线下端点

A与杆底 D 的距离 AD(精确到 0.01 米)． 

  

分析：(1)请学生审题：因为电线杆与地面应是垂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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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图 6-27 中△ACD 是直角三角形．其中 CD=5m，∠CAD=60°，求 AD、AC 的长． 

(2)学生运用已有知识独立解决此题．教师巡视之后讲评． 

  

(三)小结 

请学生作小结，教师补充． 

本节课教学内容仍是解直角三角形，但问题已是处理一些实际应用题，在这些问题

中，有较多的专业术语，关键是要分清每一术语是指哪个元素，再看是否放在同一

直角三角形中，这时要灵活，必要时还要作辅助线，再把问题放在直角三角形中解

决．在用三角函数时，要正确判断边角关系．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93：9 

选做  教科书 P93：10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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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解直三角形应用（五）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巩固直角三角形中锐角的三角函数，学会解关于坡度角和有关角度的问题 

过 程 

和 

方 法 

逐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渗透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和方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培养学生用数学的意识；渗透数学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观

点． 

教学重点  能熟练运用有关三角函数知识． 

教学难点 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1．探究活动一 

教师出示投影片，出示例题． 

例 1  如图 6-29，在山坡上种树，要求株距(相邻两树间的水平距离)是 5.5m，测得斜

坡的倾斜角是 24°，求斜坡上相邻两树的坡面距离是多少(精确到 0.1m)． 

 
分析：1．例题中出现许多术语——株距，倾斜角，这些概念学生未接触过，比较生

疏，而株距概念又是学生易记错之处，因此教师最好准备教具：用木板钉成一斜坡，

再在斜坡上钉几个铁钉，利用这种直观教具更容易说明术语，符合学生的思维特点． 

2．引导学生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画出图形(上图 6-29(2))．已知：Rt△ABC 中，

∠C=90°，AC=5.5，∠A=24°，求 AB． 

3．学生运用解直角三角形知识完全可以独立解决例 1．教师可请一名同学上黑板做，

其余同学在练习本上做，教师巡视． 

  
  

答：斜坡上相邻两树间的坡面距离约是 6.0 米． 

  

教师引导学生评价黑板上的解题过程，做到全体学生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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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探究活动二 

 

例 2  如图 6-30，沿 AC 方向开山修渠，为了加快施工速度，要从小山的另一边同时

施工，从 AC 上的一点 B取∠ABD=140°，BD=52cm，∠D=50°，那么开挖点 E 离 D

多远(精确到 0.1m)，正好能使 A、C、E 成一条直线？ 

  

 
这是实际施工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应首先引导学生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 

由题目的已知条件，∠D=50°，∠ABD=140°，BD=520 米，求 DE 为多少时，A、C、

E 在一条直线上。 

学生观察图形，不难发现，∠E=90°，这样此题就转化为解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了，全

班学生应该能独立准确地完成． 

  

解：要使 A、C、E 在同一直线上，则∠ABD 是△BDE 的一个外角． 

∴∠BED=∠ABD-∠D=90°． 

∴DE=BD·cosD 

=520×0.6428=334.256≈334.3(m)． 

答：开挖点 E 离 D334.3 米，正好能使 A、C、E 成一直线， 

提到角度问题，初一教材曾提到过方向角，但应用较少．因此本节课很有必要补充

一道涉及方向角的实际应用问题，出示投影片． 

练习 P95      练习 1，2。  

补充题：正午 10 点整，一渔轮在小岛 O 的北偏东 30°方向，距离等于 10 海里的 A

处，正以每小时 10 海里的速度向南偏东 60°方向航行．那么渔轮到达小岛O 的正东

方向是什么时间？(精确到 1 分)． 

学生虽然在初一接触过方向角，但应用很少，所以学生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可能出

现不会画图，无法将实际问题转化为几何问题的情况．因此教师在学生独自尝试之

后应加以引导： 

(1)确定小岛 O 点；(2)画出 10 时船的位置 A；(3)小船在 A点向南偏东 60°航行，到

达 O 的正东方向位置在哪？设为 B；(4)结合图形引导学生加以分析，可以解决这一

问题． 

此题的解答过程非常简单，对于程度较好的班级可以口答，以节省时间补充一道有

关方向角的应用问题，达到熟练程度．对于程度一般的班级可以不必再补充，只需

理解前三例即可． 

 
补充题：如图 6-32，海岛 A的周围 8 海里内有暗礁，鱼船跟踪鱼群由西向东航行，

在点 B处测得海岛 A位于北偏东 60°，航行 12 海里到达点 C 处，又测得海岛 A位



 - 68 - 

于北偏东 30°，如果鱼船不改变航向继续向东航行．有没有触礁的危险？ 

  

如果时间允许，教师可组织学生探讨此题，以加深对方向角的运用．同时，学生对

这种问题也非常感兴趣，教师可通过此题创设良好的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若时间不够，此题可作为思考题请学生课后思考． 

(三)小结与扩展 

教师请学生总结：在这类实际应用题中，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把问题放在直角三角形

中，虽然有一些专业术语，但要明确各术语指的什么元素，要善于发现直角三角形，

用三角函数等知识解决问题． 

 利用解直角三角形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过程是： 

（1）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画出平面图形，转化为解直角三角形的问题）； 

（2）根据条件的特点，适当选用锐角三角函数等去解直角三角形； 

（3）得到数学问题的答案； 

（4）得到实际问题的答案。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93：8 

选做  练习册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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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解直三角形应用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巩固用三角函数有关知识解决问题，学会解决坡度问题． 

过 程 

和 

方 法 

逐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渗透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和方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培养学生用数学的意识，渗透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 

教学重点  解决有关坡度的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 理解坡度的有关术语．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1．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例  同学们，如果你是修建三峡大坝的工程师，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请你解决：如图 6-33 

水库大坝的横断面是梯形，坝顶宽6m，坝高23m，

斜坡 AB的坡度 i=1∶3，斜坡 CD 的坡度 i=1∶

2.5，求斜坡 AB的坡面角α，坝底宽 AD 和斜坡

AB的长(精确到 0.1m)． 

  

同学们因为你称他们为工程师而骄傲，满腔热

情，但一见问题又手足失措，因为连题中的术语坡度、坡角等他们都不清楚．这时，

教师应根据学生想学的心情，及时点拨． 

 

通过前面例题的教学，学生已基本了解解实际应用题的方法，会将实际问题抽象为

几何问题加以解决．但此题中提到的坡度与坡角的概念对学生来说比较生疏，同时

这两个概念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又有十分重要的应用，因此本节课关键是使学生理

解坡度与坡角的意义． 

 介绍概念 

坡度与坡角 

 结合图 6-34，教师讲述坡度概念，并板书：坡面的铅直高度 h 和水 

平宽度 l的比叫做坡度（或叫做坡比），一般用 i 表示。即ｉ＝ l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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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α叫做坡角． 

  

引导学生结合图形思考，坡度 i 与坡角α之间具有什么关系？ 

  

 答：i＝ l

h

＝tan  

  

这一关系在实际问题中经常用到，教师不妨设置练习，加以巩固． 

  

练习(1)一段坡面的坡角为 60°，则坡度 i=______； 

  

  

  

______，坡角 ______度． 

  

为了加深对坡度与坡角的理解，培养学生空间想象力，教师还可以提问： 

  

(1)坡面铅直高度一定，其坡角、坡度和坡面水平宽度有什么关系？举例说明． 

  

(2)坡面水平宽度一定，铅直高度与坡度有何关系，举例说明． 

  

答：(1) 

  

  

  

如图，铅直高度 AB一定，水平宽度 BC 增加，α将变小，坡度减小， 

  

因为 tan＝ BC

AB

，AB不变，tan随 BC 增大而减小 

  

(2) 

  

  

  

与(1)相反，水平宽度 BC 不变，α

将随铅直高度增大而增大，tanα 

  

 也随之增大，因为 tan = BC

AB

不

变时，tan随 AB的增大而增大 

  

2．讲授新课 

  

引导学生分析例题，图中 ABCD 是梯形，若 BE⊥AD，CF⊥AD，梯形就被分割成

Rt△ABE，矩形 BEFC 和 Rt△CFD，AD=AE+EF+FD，AE、DF 可在△ABE 和△CDF

中通过坡度求出，EF=BC=6m，从而求出 AD． 

  

以上分析最好在学生充分思考后由学生完成，以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及良好的学

习习惯． 

  

坡度问题计算过程很繁琐，因此教师一定要做好示范，并严格要求学生，选择最简

练、准确的方法计算，以培养学生运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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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作 BE⊥AD，CF⊥AD，在 Rt△ABE 和 Rt△CDF 中， 

  

  

  

∴AE=3BE=3×23=69(m)． 

  

FD=2.5CF=2.5×23=57.5(m)． 

  

∴AD=AE+EF+FD=69+6+57.5=132.5(m)． 

  

 因为斜坡 AB的坡度 i＝tan＝ 3

1

≈0.3333，查表得 

  

α≈18°26′ 

  

  

  

答：斜坡 AB的坡角α约为 18°26′，坝底宽 AD 为 132.5 米，斜坡 AB的长约为 72.7

米． 

  

  

  

  

  

3．巩固练习 

  

(1)教材 P124. 2 

  

由于坡度问题计算较为复杂，因此要求全体学生要熟练掌握，可能基础较好的学生

会很快做完，教师可再给布置一题． 

  

(2)利用土埂修筑一条渠道，在埂中间挖去深为 0.6 米的一块(图 6-35 阴影部分是挖去

部分)，已知渠道内坡度为 1∶1.5，渠道底面

宽 BC 为 0.5 米，求： 

  

①横断面(等腰梯形)ABCD 的面积； 

  

②修一条长为 100 米的渠道要挖去的土方

数． 

  

  

  

分析：1．引导学生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 

  

2．要求 S 等腰梯形 ABCD，首先要求出 AD，如何利用条件求 AD？ 

  

3．土方数=S·l 

 ∴AE=1.5×0.6=0.9(米)． 

 ∵等腰梯形 ABCD， 

 ∴FD=AE=0.9(米)． 

  

∴AD=2×0.9+0.5=2.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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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土方数=截面积×渠长 

  

=0.8×100=80(米 3)． 

  

答：横断面 ABCD 面积为 0.8 平方米，修一条长为 100 米的渠道要挖出的土方数为

80 立方米． 

  

(四)总结与扩展 

  

引导学生回忆前述例题，进行总结，以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 

  

1．弄清俯角、仰角、株距、坡度、坡角、水平距离、垂直距离、水位等概念的意义，

明确各术语与示意图中的什么元素对应，只有明确这些概念，才能恰当地把实际问

题转化为数学问题． 

  

2．认真分析题意、画图并找出要求的直角三角形，或通过添加辅助线构造直角三角

形来解决问题． 

  

3．选择合适的边角关系式，使计算尽可能简单，且不易出错． 

  

4．按照题中的精确度进行计算，并按照题目中要求的精确度确定答案以及注明

单位．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97：1-7 

选做  教科书 P97：8-12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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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9.1 投影（1）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经历实践探索，了解投影、投影面、平行投影和中心投影的概念； 

2、了角平行投影和中心投影的区别。 

3、使学生学会关注生活中有关投影的数学问题，提高数学的应用意识。 

过 程 

和 

方 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理解平行投影和中心投影的特征； 

教学难点 在投影面上画出平面图形的平行投影或中心投影。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创设情境 

你看过皮影戏吗? 皮影戏又名“灯影子”，是我国民间一种古老而奇特的戏曲艺术，

在关中地区很为流行。皮影戏演出简便，表演领域广阔，演技细腻，活跃于广大农

村，深受农民的欢迎。（有条件的）放映电影《小兵张嘎》部分片段 ---小胖墩和他

爸在日军炮台内为日本鬼子表演皮影戏 

（二）你知道吗 

（有条件的）出示投影： 

 北京故宫中的日晷闻名世界,是我国光辉出灿烂文化的瑰宝.它是我国古代利用日

影测定时刻的仪器,它由“晷面”与“晷针”组成，当太阳光照在日晷中轴上产生投影，

晷针的影子就会投向晷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晷针的影的长度发生变化,晷针的影子

在晷面上慢慢移动，聪明的古人以此来显示时刻．  

问题：那什么是投影呢？ 

出示投影让学生感受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投影现象。 

 

 

一般地.用光线照射物体.在某个平面(地面、墙壁等)上得到的影子叫做物体的投影.

照射光线叫做投影线，投影所在的平面叫做投影面. 

有时光线是一组互相平行的射线.例如太阳光或探照灯光的一束光中的光线(如

 



 - 74 - 

图).由平行光线形成的投影是平行投影.例如.物体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形成的影子

(简称日影)就是平行投影. 

由同一点(点光源)发出的光线形成的投影叫做中心投影.例如.物体在灯泡发出的光

照射下形成影子就是中心投影. 

                 

（三）问题探究（在课前布置，以数学学习小组为单位） 

探究平行投影和中心投影和性质和区别 

1、以数学习小组为单位，观察在太阳光线下，木杆和三角形纸板在地面的投影。 

2、 不断改变木杆和三角形纸板的位置，什么时候木杆的影子成为一点，三角形纸

板的影子是一条线段？当木杆的影子与木杆长度相等时，你发现木杆在什么位置？

三角形纸板在什么位置时，它的影子恰好与三角形纸板成为全等图形？还有其他情

况吗？ 

3、由于中心投影与平行投影的投射线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在这两种投影下，物

体的影子也就有明显的差别。如图 4-14，当线段 AB与投影面平行时，AB的中心投

影 A‘B’把线段 AB放大了，且 AB∥A’B‘，△OAB～ OA‘B’.又如图 4-15，当△ABC

所在的平面与投影面平行时， △ABC 的中心投影△A‘B’C‘也把△ABC 放大了，从

△ABC 到△A‘B’C‘是我们熟悉的位似变换。 

 

4、请观察平行投影和中心投影，它们有什么相同点与不同点？ 

平行投影与中心投影的区别与联系 

 

  

区别 

 

 联系 

光线 

物体与投影面平行

时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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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投影 平行的投射线 全等 

都是物体在光线的照射

下，在某个平面内形成

的影子。(即都是投影) 

中心投影 
从一点出发的投

射线 
放大(位似变换) 

 

（四）应用新知： 

（1）地面上直立一根标杆 AB如图，杆长为 2cm。 

①当阳光垂直照射地面时，标杆在地面上的投影是什么图形？ 

 ②当阳光与地面的倾斜角为 60°时，标杆在地面上的投影是什么图形？并画出投

影示意图； 

（2）一个正方形纸板 ABCD 和投影面平行（如图），投射线和投影面垂直，点 C 在

投影面的对应点为 C’，请画出正方形纸板的投影示意图。  

 

 

 

 

 

 

 

（3）两幅图表示两根标杆在同一时刻的投影.请在图中画出形成投影的光线.它们是

平行投影还是中心投影？并说明理由。 

 

解：分别连结标杆的顶端与投影上的对应点(图 4-17).很明显，图(1)的投射线互相平

行，是平行投影.图(2)的投射线相交于一点，是中心投影。 

四、学习反思： 

我们这节课学习了什么知识？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05：1、2 

选做  练习册 

教学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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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9 投影（二）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了解正投影的概念； 

2、能根据正投影的性质画出简单的平面图形的正投影 

3、培养动手实践能力，发展空间想象能力。 

过 程 

和 

方 法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教学重点  正投影的含义及能根据正投影的性质画出简单的平面图形的正投影 

教学难点 归纳正投影的性质,正确画出简单平面图形的正投影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复习引入新课 

下图表示一块三角尺在光线照射下形成投影，其中哪个是平行投影哪个是中心投影?

图(2) (3)的投影线与投影面的位置关系有什么区别? 

 

 

解：结论:图(1)中的投影线集中于一点，形成中心投影;图(2) (3)中，投影线互相平行，

形成平行投影;图(2)中，投影线斜着照射投影面;图(3)中投影线垂直照射投影面〔即

投影线正对着投影面).  

指出：在平行投影中，如果投射线垂直于投影面，那么这种投影就称为正投影。 

（二）合作学习，探究新知 

1、如图，把一根直的细铁丝(记为安线段 AB)放在三个不同位置: 

    (1)铁丝平行于投影面; 

    (2)铁丝倾斜于投影面， 

    (3)铁丝垂直于投影面(铁丝不一定要与投影面有公共点). 

三种情形下铁丝的正投影各是什么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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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 

    (1)当线段 AB平行于投影面 P 时，它的正投影是线段 A1 B1，线段与它的投影的大

小关系为 AB  =    A1B1    

    (2)当线段 AB倾斜于投影面 P 时，它的正投影是线段 A2 B2，线段与它的投影的大

小关系为 AB   >   A2B2 

    (3)当线段 AB垂直于投影面 P 时，它的正投影是一个点 A3 

2、如图，把一块正方形硬纸板 P(例如正方形 ABCD)放在三个不同位置: 

    (1)纸板平行于投影面; 

    (2)纸板倾斜于投影面; 

    (3)纸板垂直于投影面 

 

结论:(1)当纸板 P 平行于投影面 Q 时. P 的正投影与 P 的形状、大小一样; 

    (2)当纸板 P 倾斜于投影面 Q 时. P 的正投影与 P 的形状、大小发生变化; 

    (3)当纸板 P 垂直于投影面 Q 时. P 的正投影成为一条线段. 

当物体的某个面平行于投影面时，这个面的正投影与这个面的形状、大小完全相同. 

3、例 1 画出如图摆放的正方体在投影面 P 上的正投影. 

(1)正方体的一个面 ABCD 平行于投影面 P 图(1); 

(2)正方体的一个面 ABCD 倾斜于投影面 F，上底面 ADEF 垂直于投影面 P，并且上

底面的对角线 AE 垂直于投影面 P 图 (2). 

 

分析口述画图要领 

解答按课本板书 

4、练习 P105 练习 

5、谈谈收获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06：3-5 

选做  教科书 P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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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9.2 三视图（一）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 会从投影的角度理解视图的概念会画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 

过 程 

和 

方 法 

通过观察探究等活动使学生知道物体的三视图与正投影的相互关系及三视图中位置关

系、大小关系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使学生学会关注生活中有关投影的数学问题，提高数学的应用意识 

教学重点  从投影的角度加深对三视图的理解和会画简单的三视图 

教学难点 对三视图概念理解的升华及正确画出三棱柱的三视图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这个水平投影能完全反映这个物体的形状和大小吗？如不能，那么还需哪些投影

面？ 

物体的正投影从一个方向反映了物体的形状和大小，为了全面地反映一个物体的形

状和大小，我们常常再选择正面和侧面两个投影面，画出物体的正投影。 

 

 

如图 (1)，我们用三个互相垂直的平面 

作为投影面，其中正对着我们的叫做正 

面，正面下方的叫做水平面，右边的叫 

做侧面.一个物体(例如一个长方体)在三 

个投影面内同时进行正投影，在正面内 

得到的由前向后观察物体的视图，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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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视图，在水平面内得到的由上向下观 

察物体的视图，叫做俯视图;在侧面内得 

到由左向右观察物体的视图，叫做左视 

图. 

如图(2)，将三个投影面展开在一个平面 

内，得到这一物体的一张三视图(由主视 

图，俯视图和左视图组成).三视图中的各 

视图，分别从不同方面表示物体，三者合 

起来就能够较全面地反映物体的形状. 

三视图中，主视图与俯视图表示同一物体的长， 

主视图与左视图表示同一物体的高.左视图与俯 

视图表示同一物体的宽，因此三个视图的大小 

是互相联系的.画三视图时.三个视图要放在正 

确的位置.并且使主视图与俯视图的长对正， 

主视图与左视图的高平齐.左视图与俯视图的 

宽相等 

通过以上的学习，你有什么发现？ 

物体的三视图实际上是物体在三个不同方向的正投 影 .正

投影面上的正投影就是主视图，水平投影面上的正投 影 就 是

俯视图，侧投影面上的正投影就是左视图 

（二）应用新知 

例 1 画出下图 2 所示的一些基本几何体的三视图. 

 

分析:画这些基本几何体的三视图时，要注意从三个方面观察它们.具体画法为: 

    1.确定主视图的位置，画出主视图; 

    2.在主视图正下方画出俯视图，注意与主视图“长对正”。 

3.在主视图正右方画出左视图.注意与主视图“高平齐”，与俯视图“宽相等”. 

解： 

 

练习：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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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能画出下图 1 中几何体的三视图吗 小明画出了它们的三种视图(图 2),他画的对

吗 请你判断一下. 

 

 

四、小结 

1、画一个立体图形的三视图时要考虑从某一个方向看物体获得的平面图形的形状和

大小，不要受到该方向的物体结构的干扰。 

2、在画三视图时，三个三视图不要随意乱放，应做到俯视图在主视图的下方，

左视图在主视图的右边，三个视图之间保持：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16：1 

选做  练习册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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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三视图（二）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进一步明确正投影与三视图的关系 

 

过 程 

和 

方 法 

经历探索简单立体图形的三视图的画法，能识别物体的三视图；培养动手实践能力，

发展空间想象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使学生学会关注生活中有关投影的数学问题，提高数学的应用意识。 

教学重点  简单立体图形的三视图的画法 

教学难点 三视图中三个位置关系的理解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复习引入 

1、画一个立体图形的三视图时要注意什么？（上节课中的小结内容） 

2、说一说：直三棱柱、圆柱、圆锥、球的三视图 

3、做一做：画出下列几何体的三视图 

 

 

4、讲一讲：你知道正投影与三视图的关系获                  图 29.2-7 

（二）讲解例题 

例 2 画出如图所示的支架(一种小零件)的三视图.  

分析:支架的形状，由两个大小不等的长方体构 

成的组合体.画三视四时要注意这两个长方体的 

上下、前后位置关系. 

    解:如图 29.2-7 是支架的三视图 

 

例 3 右图是一根钢管的直观图，画出它的三视图 

 

分析.钢管有内外壁，从一定角度看它时，看不见 

内壁.为全面地反映立体图形的形状，画图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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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部分的轮廓线画成实线.因被其他那分遮挡 

而看不见部分的轮廓线画成虚线.                     图 29.2-9             

 

解.图如图 29.2-7 是钢管的三视图，其中的虚线表示钢管的内壁. 

 

(三)巩固再现 

1、P119  练习 

2、一个六角螺帽的毛坯如图,底面正六边形的边长为 250mm,高为 200mm,内孔直径

为 200mm.请画出六角螺帽毛坯的三视图.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16：2 

选做  教科书 P117：5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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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三视图（三）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学会根据物体的三视图描述出几何体的基本形状或实物原型； 

过 程 

和 

方 法 

经历探索简单的几何体的三视图的还原，进一步发展空间想象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使学生学会关注生活中有关投影的数学问题，提高数学的应用意识。 

教学重点  根据物体的三视图描述出几何体的基本形状或实物原型 

教学难点 根据物体的三视图描述出几何体的基本形状或实物原型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复习引入 

   前面我们讨论了由立体图形（实物）画出三视图，那么由三视图能否也想象出立

体图形（实物）呢？引导学生结合例例例的三视图想象一下构造还原过程（发展空

间想象能力） 

（二）新课学习 

例 4 根据下面的三视图说出立体图形的名称. 

 

分析:由三视图想象立体图形时，要先分别根据主视图、俯视图和左视图想象立体图

形的前面、上面和左侧面，然后再综合起来考虑整体图形， 

    解:(1)从三个方向看立体图形，图象都是矩形，可以想象出:整体是长方体，如图

(1)所示; 

(2)从正面、侧面看立体图形，图象都是等腰三角形;从上面看，图象是圆;可以

想象出:整体是圆锥，如图(2)所示. 

 

例 5 根据物体的三视图(如下图)描述物体的形状. 

 

 

分析.由主视图可知，物体正面是正五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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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图左视图主视图

，由俯视图可知，由上向下看物体是矩形 

的，且有一条棱(中间的实线)可见到。两 

条棱(虚线)被遮挡，由左视图知,物体的侧 

面是矩形的.且有一条棱〔中间的实线)可 

见到,综合各视图可知，物体是五棱柱形状的. 

  解:物体是五棱柱形状的，如下图所示. 

 

（三）巩固再现 

1、P121 练习 

2、如图所示图形是一个多面体的三视图，请根据视图说出该多面体的具体名称。 

 

 

 

 

 

 

 

 

三、小结： 

1、一个视图不能确定物体的空间形状，根据三视图要描述几何体或实物原型时，必

须将各视图对照起来看。 

2、一个摆好的几何体的视图是唯一的，但从视图反过来考虑几何体时，它有多种可

能性。例如：正方体的主视图是正方形，但主视图是正方形的几何体有直三棱柱、

长方体、圆柱等。 

3、对于较复杂的物体，有三视图形象出物体的原型，应搞清三个视图之间的前

后、左右、上下的对应关系。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16：3、4 

选做  教科书 P117：6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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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三视图（四）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学会根据物体的三视图描述出几何体的基本形状或实物原型； 

 

过 程 

和 

方 法 

2、经历探索简单的几何体的三视图的还原，进一步发展空间想象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3、了解将三视图转换成立体图开在生产中的作用，使学生体会到所学的知识有重要的

实用价值。 

 

教学重点  根据三视图描述基本几何体和实物原型及三视图在生产中的作用 

教学难点 
根据三视图想象基本几何体和实物原型的形状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复习引入 

1、完成下列练习 

（1）、如图所示是一个立体图形的三视图，请根据视图说出立体图形的名称_______。 

  

（2）、一张桌子摆放若干碟子，从三个方向上看，三种视图如下图所示，则这张桌

子上共有________个碟子。 

  

（3）、某几何体的三种视图分别如下图所示，那么这个几何体可能是（ ）。 

 

（A）长方体 （B）圆柱 （C）圆锥 （D）球 

2、让学生欣赏事先准备好的机械制图中三视图与对应立体图形的图片，借助图片信

息让学生体会到本章知识的价值。并借此可以讲述一下现在一些中专、中技甚至大

学里开设的模具和机械制图专业和课程就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导入本课。 

（二）讲授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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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某工厂要加工一批密封罐，设计者给出了密封罐的三视图(如下图)，请你按照三

视图确定制作每个密封罐所需钢板的面积. 

 

分析:对于某些立体图形，若沿其中一些线(例如棱柱的棱)剪开，可以把立体图形的

表面展开成一个平面图形——展开图.在实际的生产中.三视图和展开图往往结合在

一起使用.解决本题的思路是，由视图想象出密封罐的立体形状，再进一步画出展开

图.从而计算面积. 

   解:由三视图可知，密封罐的形状是正六棱柱(如图(左)).  

    密封罐的高为 50mm，底面正六边形的直径为 100mm.边长为 50mm，图(右)是它

的展开图. 

 

由展开图可知，制作一个密封罐所需钢板的面积为 

 

练习巩固 

P122 练习 

补充例题：根据下面三视图请说出建筑物是什么样子的?共有几层?一共需要多少个

小正方体? 

 

分析:由俯视图确定该建筑物在平面上的形状，由主视图、左视图确定空间的形状如

图所示. 

解:该建筑物的形状如图所示: 



 - 87 - 

 

有 3 层，共 9 个小正方体. 

思考：一个物体的主视图如上右图所示, 请画出它的俯视图，耐心想一想有 

几种不同的情形? 

四、小结：根据物体的三视图想像物体的形状一般是由俯视图确定物体在平面

上的形状.然后再根据左视图、主视图嫁接出它在空间里的形状，从而确定物体

的形状.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17：7 

选做  教科书 P117：8 

教 

学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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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29.3 制作立体模型（活动课）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实际动手中进一步加深对投影和视图知识的认识； 

（2）加强在实践活动中手脑结合的能力； 

（3）体会用三视图表示立体图形的作用，进一步感受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之间的联系. 

过 程 

和 

方 法 

（1）通过创设情境，让学生自主探索立体图形的制作过程； 

（2）通过自主探索，合作研究讨论，使学生加深投影和视图的认识； 

（3）模型制作，体会由平面图形转化为立体图形的过程与乐趣.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1）通过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感受平面图形与立体图形的关系； 

（2）通过参与数学实践，培养合作探索精神和尊重理解他人想法的学习品质； 

（3）通过动手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造发明的意识； 

教学重点  让学生亲自经历规律的发现、深入、研究、应用的过程； 

教学难点 
学生通过手工制作，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科学的研

究态度. 

教学准备 教师 
刻度尺、剪刀、小刀、胶水、硬

纸板、马铃薯（或萝卜）等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具体活动 

１、以硬纸板为主要材料，分别做出下面的两组视图所表示的立体模型。 

 

２、按照下面给出的两组视图，用马铃薯（或萝卜）做出相应的实物模型 

 

３、下面的每一组平面图形都是由四个等边三角形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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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指出其中哪些可以折叠成多面体。把上面的图形描在纸上，剪下来，叠一叠，

验证你的答案； 

（２）画出由上面图形能折叠成的多面体的三视图，并指出三视图中是怎样体现“长

对正，高平齐，宽相等”的； 

（３）如果上图中小三角形的边长为１，那么对应的多面体的体积和表面积各是多

少？ 

二、课题拓广 

三视图和展开图都是与立体图形有关的平面图形，了解有关生产实际，结合具体例

子，写一篇短文介绍三视图、展开图的应用。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18：9 

选做  教科书 P118：10 

教 

学 

反 

思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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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课题  第四章投影与三视图 复习 课型 新授课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和 

能 力 

1、通过复习系统掌握本章知识， 

2、体验数学来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 

 

过 程 

和 

方 法 

3、提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4、培养空间想象能力。 

 

情 感 

态 度 
价值观 

体会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 

教学重点  投影和三视图 

教学难点 画三视图 

教学准备 教师 多媒体课件 学生 “五个一” 

课  堂  教  学  程  序  设  计  设计意图 

一、以提问形式小结本章知识 

1、本章知识结构框架： 

 

2、填空： 

（1）人在观察目标时，从眼睛到目标的      叫做视线。     所在的位置叫做视

点，有公共     的两条               所成的角叫做视角。 

视线不能到达的区域叫做        。 

（2）物体在光线的照射下，在某个     内形成的影子叫做        ，这时光线叫

做      ，投影所在的         叫做投影面。 

由         的投射线所形成的投影叫做平行投影。 

由             的投射线所形成的投影叫做中心投影。 

（3）在平行投影中，如果投射线      垂直于投影面，那么这种投影就称为正投影。 

（4）物体的三视图是物体在三个不同方向的               。 

          上的正投影就是主视图，水平面上的正投影就是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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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图左视图主视图

张丽

C

王明

李杰

钱勇

A B

的正投影就是左视图。 

二、例题讲解 

例 1、（１）在同一时刻的阳光下，小明的影子比小强的影子长，那么在同一路灯下

（  ） 

A、小明的影子比小强的影子长       B、小明的影子比小强的影子短 

C、小明和小强的影子一样长         D、无法判断谁的影子长       

分析：阳光是平行光线，出现平行投影。路灯是点光源，是中心投影，形成的影子

是不一样的 

例 2、如图所示图形是一个多面体的三视图，请根据视图说出该多面体的具体名称。 

   

 

 

 

 

 

分析： 从俯视图上看，该立体

图 形 是个对称图形，从主视图、左

视图上看，正面和左面都是等腰三角形，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该立体图形是正四棱

锥。 

 

例 3、A、B 表示教室门口，张丽在教室内，王明、钱勇、李杰三同学在教室外，位

置如图所示，张丽能看得见三位同学吗？请说明理由。 

 

 

 

 

 

 

 

例４、如右上图，小王、小李及一根电线杆在灯光下的影子。 

（１）确定光源的位置； 

（２）在图中画出表示电线杆高度的线段。 

分析：由条件易知，本题属于中心投影问题，根据中心投影的特点，物体与影子对

应点的连线必须经过光源，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两线的交点来求光源的位置。 

 

 

例５、如图，是由一些大小相同的小正方体组成的简单的几何体的主视图和俯视图。 

 

电线杆

小李

小

王



 - 92 - 

俯视图主视图

 

（１）请你画出这个几何体的一种左视

图； 

（２）若组成这个几何体的小正方体的

块数为ｎ，请你写出ｎ的所有可能值。 

分析：左视图为侧视图，由于几何

体只知道主视图和俯视图，那么左

视图就不是唯一的，而主视图表示

几何体共有三层，所以侧视图有多

种可能，俯视图只看见５个小正方体，这５个正方体可分布在１、２、３层。 

作业 

设计  

必做  教科书 P125：1-3 

选做  教科书 P126：4-8 

教 

学 

反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