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垂线和平行线

太仓市明德小学 李敏杰

教学内容：教科书 P96“回顾与整理”、“练习与实践”。

教学目标：

1.通过复习，使学生对本单元零散的知识形成整体建构，感受思维导图的价

值。

2.进一步认识垂直与平行，能正确判断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相互关系；

能按要求画出已知直线的垂线或平行线。

3.进一步发展学生的观察能力、实践能力，体会数和形的联系，发展空间观

念。让学生进一步体会数学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进一步培养数学应用意识和学

习数学的积极情感。

教学重点：掌握垂线和平行线的画法。

教学难点：理解距离的意义。

教学准备：课件、实物投影。

课前小研究：

1．垂线与平行线单元学习了哪些知识？用思维导图整理。

2．整理几个本单元的易错题，并写出相关注意点。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谈话：今天这节课，我们对“垂线与平行线”这个单元进行整理与练习。

提问：同学们，你们觉得“垂线与平行线”需要复习哪些内容？

预设：射线、直线和角，角的度量，教的分类和画角，垂线和平行线以及画

法。

指出：这个单元的内容多而且知识点琐碎，不容易掌握。老师给同学们的建

议是用思维导图梳理，把这些琐碎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体系。

【设计意图：开门见山，揭示课题。通过提问，让学生思考需要复习的内容，

把复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培养学生复习能力。】

二、自主梳理，沟通联系

活动一：知识梳理，自主建构



1.大家课前已经用思维导图整理了本单元知识，在小组交流你们整理的思维

导图，要求：1.一个同学讲，其余成员听。 2.讲到哪，用笔指到哪。 3.第

一个同学讲完后，其他成员有序补充。 4.全部讲完后坐回位置上。

请一位小老师来向全班同学介绍你整理的内容？

指名学生上台介绍，其他同学补充、质疑。

2.出示教师制作的思维导图：老师制作的这张思维导图和同学们的想法也是

一样的。这是老师制作的另一张导图，请一位同学来介绍老师整理的导图，看看

我们的默契怎么样？

学生汇报，教师给予肯定。

指出：制作思维导图时，一般可以从单元标题想起进行发散，帮助我们系统

地理解和记忆知识。

【设计意图：教材的安排使得单节课效率较高，但学生在实际学习时会产生

知识点交叉混淆的情况，并不能深度学习，因此，有必要再次进行梳理。借此机

会，也能培养学生自主梳理的能力，培养学生将知识系统化、结构化的能力。因

为学生的自主梳理存在以上差异，因此，有必要在课堂上组织交流、研讨、评价，

引导学生相互学习、补充完善、不断提高。】

活动二：联系实际，练习巩固

1.学了知识要运用到生活中，体育课上，老师是怎么测量立定跳远成绩的？

指出：这是垂直线段在生活中的运用，课前同学们还搜集了本单元的易错题，

相信你们一定还有很多垂直线段的好题，谁来和全班同学分享。

学生汇报，质疑、补充、评价。

2.想必同学们都玩过折纸游戏，这个折纸的数学问题如何解答？



提问：你们还有折纸的好题推荐给同学们吗？

学生推荐，其余同学补充、评价。

3.你们还有其他类型的好题推荐给同学们吗？

4.这个单元中还有很多关于角的知识，出示“你知道吗”

你知道角为什么要安排在这个单元吗？

出示：

指出：角与相交线，平行线，垂线有密切的联系，随着年级增长，你们今后

还会学到很多和角，垂线，平行线相关的知识。

【设计意图：让学生学会易错题归类，使得弄懂一道题，会做一类题。这个

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创造联想的能力、发散性思维能力都是

非常有帮助的。】

三、总结提升

提问：这节课我们复习了哪些内容？你有什么收获与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