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授课教案

课 题
数的相关概念及运算

教学目的

使学生复习巩固有理数、无理数以及实数的有关概念；理解数轴、相反数、绝对值等概

念，了解数的绝对值的几何意义；会画数轴，了解实数与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能用数轴上

的点表示实数，会利用数轴比较大小；了解有理数的加、减、乘、除的意义，理解乘方、幂

的有关概念、掌握有理数运算法则、运算律和运算顺序

授课日期 教学时数 2

授课班级 道桥、建工1901、1902 教 具

了解内容 数的分类

熟悉内容
数的分类

掌握内容 有理数、无理数、实数、非负数、相反数、倒数、数的绝对值的概念；

重点和难点

1．有理数、无理数、实数、非负数、相反数、倒数、数的绝对值的概念；

2．实数的运算和近似数、有效数字、科学计算法。

3. 数的求和



环节 内容和方法 时间

复习提问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过哪些数？

新课讲授

1. 数的概念

2. 数轴

3. 相反数、倒数、绝对值

4. 实数的运算

5. 运算律及运算顺序

6. 求和运算

巩固小结

作业布置 P19 综合练习

课后记

编写教师
王国利

教研组长：
年 月 日

备 注 每次授课原则以两课时为单元，准备教案与讲义。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1)实数的组成




             
  

正整数

整数 零

负整数有理数 有尽小数或无尽循环小数

正分数实数
分数

负分数

正无理数
无理数 无尽不循环小数            

负无理数

(2)数轴：规定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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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课 内 容 修 正

(4)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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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内容和方法 时间

复习提问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过哪些数？

新课讲授

1. 代数式的概念

2. 整式的概念（单项式、多项式）

3. 分式的概念和运算

巩固小结

作业布置 P19 综合练习

课后记

编写教师
王国利

教研组长：
年 月 日

备 注 每次授课原则以两课时为单元，准备教案与讲义。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1、代

数式的分类：代数式包括有理式和无理式。有理式包括整式和分式；整

式包括单项式和多项式。

[注]（1）有理式和无理式的区别，要看字母出现的位置，如果字

母出现在根号下面，这个代数式就是无理式。

（2）整式与分式的区别，同样看字母出现的位置，如果字母出现

在分数线下面，这个代数式是分式。

（3）易混的概念：如代数式
x
x
1

是无理式，而不应是分式，因

为根号下出现了字母“ x”，就应属无理式，而不是有理式，也就不会是

分式。

2、正整数指数幂的几个公式：（以下这几个公式是整式乘除法的

基础必须熟练掌握）

（1）同底数的幂乘法：a a am n m n·   （a m n 0， ， 是正整数）

（2）幂的乘方：  a a a m nm n m n · ， ，( 0 是正整数）

（3）积的乘方：  ab a bn n n · （a b m n· ， 0 , 是正整数）

（4）同底数的幂相除：a a am n m n   （ a m n 0， ， 是正整

数）

（5）分式的乘方：
a
b

a
b

n n

n






 （a b 0 0， ，n是正整数）

（6）零指数幂：a 0 1 （a  0）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7）负整数指数幂：a
a

p
p

 
1

（a  0，P是正整数）

3、整式的乘除法：

（1）单项式乘以单项式：系数相乘，结果是积的系数，同底数的

幂相乘，单独因式写入积里。

（2）单项式除以单项式：系数相除，同底数的幂相除，作为商的

因式，被除式单有的字母，连同它的指数也作为商的一个因式。

（3）单项式乘以多项式：  m a b c ma mb mc     。

（4）多项式除以单项式：把多项式的每一项除以这个单项式，再

把所得的商相加。

（5）多项式乘以多项式：

用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乘法另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所得的积相加

（6）常用的乘法公式：

  
 
  

a b a b a b

a b a ab b

a b a ab b a b

   

   

   

2 2

2 2 2

2 2 3 3

2


4、代数式的求值：

注意：首先化简所给的代数式，然后代入字母的值；在求代数式

的值时，可有向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字母的值直接给出的，第二种

情况是通非负数和为零的情况给出的；如：

当  a b   2 3 02
，求关于含有 a，b的代数式的值；第三种情况可能

通过方程形式给出，如a a2 3 4 0   时，求某代数式的值。因此求某代

数式的值有时也是一道小综合题，需要寻求某个字母的值，或者整体代

入求值。

5、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的概念；把一个多项式化成几个整式的积的形式，叫做

多项式的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的方法：

（1）提公因式法：  ma mb mc m a b c    
（2）运用公式法：

  
 

  

a b a b a b

a ab b a b

a b a b a ab b

2 2

2 2 2

3 3 2 2

2

   

   

   
（3）十字相乘法：

    x a b x ab x a x b2      
（4）分组分解法：多于三项的多项式，应考虑分组分解法。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分组以后提出各组的公因式或应用公式进行分解。

[注]：因式分解的步骤：

（1）多项式各项有公因式时应先提取公因式。

（2）多项式是否能用公式分解：两项的考虑平方差公式或立方和

立方差公式；三项的考虑完全平方公式。

（3）如果上述方法不能分解，再看能不能用十字相乘分解因式。

（4）对于多于三项的多项式，一般应考虑运用分组分解法分解因

式。

（5）在指定数（有理数，实数）的范围内进行因式分解，一定要

分解到不能分解为止，题目中没有指定数的范围，一般是指在有理数范

围内分解。

（6）因式分解后，如果有相同的因式，在写成幂的形式，并且把

各个因式化简。

6、分式：

（1）形如
A
B
的式子叫做分式，其中 A，B均为整式，B中含字母，

注意：B的值不能为零，分式属于有理式的范畴，当分母不等于零时，分

式有意义，当分子等于零时，但分母不等于零时分式的值为零。

（2）分式的基本性质：

分式的分子与分母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不等于零的整式分式

的值不变。
A
B

A M
B M





，
A
B

A M
B M





，（其中，M是不等于零的整式）

（3）分式的运算：

①分式加减法：
a
c

b
c

a b
c

 


；

bd
bcab

d
c

b
a 

 ；

②分式乘法：
a
b

c
d

ac
bd

·  ；

③分式除法：
a
b

c
d

a
b

d
c

ad
bc

  · ；

④分式乘方：
a
b

a
b

n n

n






 （n为正整数）

7、二次根式：

（1）式子 a a，（ ） 0 叫做二次根式；当被开方数大于等于零

时二次根式有意义。

（2）二次根式的主要性质：

① a a( ) 0 是一个非负数。

②    a a a
2

0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③ a a
a a
a a

2

0
 


 




( )
( )

④  ab a b a b  · ，0 0

⑤  a
b

a
b

a b  0 0，

（3）最简二次根式和同类二次根式：

最简二次根式是指满足下列条件的二次根式：

①被开方数的因式是整数，因式是整式。

②被开方数中不含能开得尽方的因数或因式，同类二次根式是指

化成最简二次根式以后，被开方数相同的二次根式。

（4）二次根式的化简：

二次根式的化简，首先要转化成绝对值的形式，然后再去掉绝对

值，题型通常分三类：

①给出字母的取值范围，在给定的条件下去绝对值：如，当

m  1时，  m 1 2
= m m  1 1 ；

②没有给出字母的取值范围，但隐含在题目中，需要先判断出字

母的取值范围，再去掉绝对值。

如 ： 化 简 x 3 ， 因 为  x 3 0 ， 所 以 x  0 ， 因 此

     x x x x x3 ·

③字母没有范围限制或给出范围，需要分类讨论：

如：
 
 

x y x y
x y x

x y x
2 0

0
 



 







，

，

（5）分母有理化：

把分母中的根号化去，叫做分母有理化。

方法是：分子、分母同时乘以分母的有理化因式，常用的有理化因式有

以下几类：

① a b a b 与

② 与

③ 与

a b a b

a b a b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授课教案

课 题
方程

教学目的 使学生复习巩固方程的概念，会解一元一次方
程，二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组

授课日期 教学时数 2

授课班级 道桥、建工1901、1902 教 具

了解内容 方程的概念

熟悉内容
元，次数，常数项，方程的解，解方程

掌握内容 解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组

重点和难点 解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组



环节 内容和方法 时间

复习提问

新课讲授

1. 方程的有关概念

2. 一元一次方程

3. 二元一次方程组

4. 一元二次方程

巩固小结

作业布置 P28 练一练

课后记

编写教师
王国利

教研组长：
年 月 日

备 注 每次授课原则以两课时为单元，准备教案与讲义。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方程：

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叫做方程

方程中的未知数叫做元，方程中有几个未知数就叫做几元方程

方程中未知数的最高次数叫做方程的次数

方程中不含未知数的项叫做常数项

求方程的解的过程叫做解方程。

一元一次方程：

1．一般形式：ax+b=0（a≠0），只含有一个未知数，并且未知数的最高

次数为 1，系数不为 0的整式方程叫做一元一次方程。

2．一元一次方程的求解步骤：1）去括号；2）移项；3）合并同类项；4）

系数化为 1；5）检验

例：解方程 5（x-1）=3（2-3x）-2（x+5）

练习：50（2x-3）=80-15x

一元二次方程：

1.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形式：ax2+bx+c=0(a、b、c 是常数，a≠0)。在解

一元二次方程，应按方程特点选择方法，各方法依次为：（1）直接开平

方法；（2）配方法；（3）公式法；（4）因式分解法。一元二次方程的

求根公式是：x= (b
2
-4ac≥0)。（注意符号问题）

2.解分式方程的基本思想是：将分式方程转化为整式方程，转化的

方法有两种：（1）去分母法；（2）换元法。

3.一元二次方程 ax
2
+bx+c=0(a≠0)的根的判别式Δ=b

2
-4ac。

当Δ>0 时，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x1= ,x2=

；

当Δ=0 时，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x1=x2=- ；当Δ<0 时，方程

没有实数根。

4.若一元二次方程 ax2+bx+c=0(a≠0)的两个实数根为 x1,x2,则

x1+x2=- , x1x2= 。（注意两根的和是 的相反数）。以 x1,x2为根

的一元二次方程是 x2-(x1+x2)x+x1x2=0。

例 1：解方程 x2-x-2=0 (P27)

例 2：解方程 x2+4x-5=0 (P27)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不等式

等式的基本性质

等式的基本性质

1：等式两边同时加（或减）同一个代数式，所得结果仍是等式. 等式的基

本性质

2：等式两边同时乘同一个数（或除以同一个不为 0的数），所得结果仍是

等式.

3：不等式两边都乘（或除以）同一个负数，不等号方向改变 。

1.不等式的解法：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和解一元一次方程类似。不同的是：

一元一次不等式两边同乘以（或除以）同一个负数时，不等号的方向必须改

变。

2.由两个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成的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集的四种情况见

下表：

不等式组 (a<b) 图 示 解 集 口 诀

x≥b 大大取大

x≤a 小小取小

a≤x≤b 大小、小大中间找

空集 小小、大大找不到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例 1.将下列不等式化成“x＞a”或“x＜a”的形式：

（1）x－5＞－1; （2）－2x＞3;

解：（1）根据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1，两边都加上 5，得 x

＞－1+5 即 x＞4;

（2）根据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3，两边都除以－2，得 x

＜－2 3;

例 2.解不等式组 ，并写出不等式组的整数解。

说明：求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整数解时，先求出不等式组

的解集，再按要求取特殊解。

解：解不等式 3(x+1)>4x+2, 得 x<1。

解不等式 ≥ ， 得 x≥-2。

所以不等式组的解集是：-2≤x<1。

所以不等式组的整数解是：-2，-1，0。

练习：

P33，36 练习题





环节 内容和方法 时间

复习提问 对于旅游景点的示意图，如何确定各个景点的位

置？

新课讲授

1. 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概念

2. 四个象限点的特征

3. 平行直线上的点的坐标特征

4. 对称点的坐标特征

巩固小结

作业布置 P47 练一练

课后记

编写教师
王国利

教研组长：
年 月 日

备 注 每次授课原则以两课时为单元，准备教案与讲义。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1.在平面内，两条互相垂直且有公共原点的数轴组成了平面直角坐标系；

2.坐标平面上的任意一点 P 的坐标，都和惟一的一对 有序实数对（ ba, ）

一一对应；其中， a 为横坐标，b 为纵坐标坐标；

3. x 轴上的点，纵坐标等于 0； y 轴上的点，横坐标等于 0；

坐标轴上的点不属于任何象限；

4.四个象限的点的坐标具有如下特征：

小结：（1）点 P（ yx, ）所在的象限 横、纵坐标 x 、 y 的取值的正

负性；

（2）点 P（ yx, ）所在的数轴 横、纵坐标 x 、 y 中必有一数为零；

象限 横坐标 x 纵坐标 y

第一象限 正 正
第二象限 负 正
第三象限 负 负
第四象限 正 负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授课教案

-3 -2 -1 0 1 a

b

1

-1
-2
-3

P(a,b)

Y

x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5.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已知点 P ),( ba ，则

（1） 点 P 到 x 轴的距离为 b ； （2）点 P 到 y 轴的距离为 a ；

（3） 点 P 到原点 O 的距离为 PO＝ 22 ba 

6.平行直线上的点的坐标特征：

a) 在与 x 轴平行的直线上， 所有点的纵坐标相等；

点 A、B 的纵坐标都等于 m ；

7.对称点的坐标特征：

b) 点 P ),( nm 关于 x 轴的对称点为 ),(1 nmP  ， 即横坐标不变，纵坐

标互为相反数；

c) 点 P ),( nm 关于 y 轴的对称点为 ),(2 nmP  ， 即纵坐标不变，横坐

标互为相反数；

d) 点 P ),( nm 关于原点的对称点为 ),(3 nmP  ，即横、纵坐标都互为

相反数；

b

P（ ba, ）
a

b

x

y

O

Y

A B
m
B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8.两条坐标轴夹角平分线上的点的坐标的特征：

e) 若点 P（ nm, ）在第一、三象限的角平分线上，则 nm  ，即横、

纵坐标相等；

f) 若点 P（ nm, ）在第二、四象限的角平分线上，则 nm  ，即横、

纵坐标互为相反数；

在第一、三象限的角平分线上 在第二、四象限的角平分线上

֨আ▲澝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授课教案

课 题
一次函数

教学目的

1．理解直线 y=kx+b（k≠0）与直线 y=kx（k≠0）之间的位置关系；

2．会用两点法画出一次函数的图象；

3．掌握一次函数的性质．

授课日期 教学时数 2

授课班级 道桥、建工1901、1902 教 具 ppt

了解内容 一次函数的识别

熟悉内容
一次函数的概念

掌握内容 一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重点和难点
一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环节 内容和方法 时间

复习提问 什么是正比例函数、一次函数?它们之间有什么

关系?

新课讲授

1. 一次函数

2. 正比例函数

3. 一次函数性质

4. 正比例函数性质

巩固小结

作业᐀性有什么

作固小儀固小恔固小课讲 什么
时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结论：一次函数 y=kx+b 的图象也是一条直线，我们称它为直

线 y=kx+b；(2)直线 y=kx+b 与直线 y=kx 互相平行；(3)直线

y=kx+b 可以看作由直线 y=kx 平移|b|个单位而得到.

四、1.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y=2x+3 和 y=-0.5x-2 的

图象；

2、探究：结合上节课学生画出的函数 y=2x、y=-0.5x 及例 2

所画出的函数 y=2x-1、y=-0.5x+1 的图象，

观察上面每个坐标系中三个函数的图象，类比正比例函数

y=kx 中 k 的正负对图象的影响，探究一次函数 y=kx+b 中 k 的

正负对函数图象有什么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表述一次函数的性

质．

结论：当 k>0 时，直线从左向右上升，即 y随 x的增大而增大；

当 k<0 时，直线从左向右下降，即 y随 x的增大而减小．

y=kx+b 示意图（草

图）

直线经过的

象限

直线的变化

趋势
性质

k>0

b>0

b<0

k<0

b>0

b<0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一、 基础练习：

1、一次函数的图象形状是 ；

2 、 直 线 y=2x 向 下 平 移 2 个 单 位 长 度 ， 得 到 直

线 ；直线 y=-2x向上平移 3个单位长度，得

到直线 。

二、巩固练习：

1、一次函数 y=2x-3经过点(1,a)，则 a= ；

2、直线 y=2x-3与 x轴的交点坐标为 ；与 y轴的交点

坐标为 ；图象经过第 象限，y
随 x的增大而 。

3、一次函数 y=kx+b 的图象如图所示，则 k、 b 的符号

是 。

4、一次函数 y=kx+k（k≠0）的图象一定

经过第 象限；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授课教案

课 题
反比例函数

教学目的

1．理解直线 y=kx+b（k≠0）与直线 y=kx（k≠0）之间的位置关系；

2．能画出反比例函数的图象；

3．掌握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授课日期 教学时数 2

授课班级 道桥、建工1901、1902 教 具 ppt

了解内容 反比例函数的识别

熟悉内容
反比例函数的概念

掌握内容 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重点和难点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环节 内容和方法 时间

复习提问 什么是正比例函数、一次函数

新课讲授

1. 反比例函数概念

2. 反比例函数图像

3. 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巩固小结

作业布置 P5７ 练一练

课后记

编写教师
王国利

教研组长：
年 月 日

备 注 每次授课原则以两课时为单元，准备教案与讲义。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一般地，形如
)0(  kk

x
ky 为常数，

的函数称为反比例函数

例：下列等式中，哪些是反比例函数

（1） 3
xy 

（2） x
y 2


（3）xy＝21 （4） 2

5



x

y

（5） x
y

2
3



（6）
31


x

y
（7）y＝x－4

分析：根据反比例函数的定义，关键看上面各式能否改写

成 x
ky 
（k 为常数，k≠0）的形式，这里（1）、（7）是整式，（4）

的分母不是只单独含 x，（6）改写后是 x
xy 31


，分子不是常数，

只有（2）、（3）、（5）能写成定义的形式

答案： （2）、（3）、（5）

练习一：

1、下列各式中，表示的 y 是 x 的反比例函数有：

2

2 4,31,
2
1,

1
4,

5
3,1,

x
y

x
yxy

x
y

x
y

x
ky

x
ky 







反比例函数的意义：

① 0k

②其中 x 是自变量，且 0x

③其中 y 是函数，且 0y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授课教案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分布是由 k 值决定的：

①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反比例函数与一次函数的比较

函数 正比例函数 反比例函数

解析式  0 kkxy  0 kk
x
ky 是常数，

图象形状 直线 双曲线

K>0 位置 第一、三

象限

第一、三象

限

增减

性

y 随 x 的增大而增

大

y 随 x 的增大而减小

K<0 位置 第二、四

象限

第二、四象

限

增减

性

y 随 x 的增大而减

小

y 随 x 的增大而增大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授课教案

课 题
二次函数

教学目的

1．理解 a、b、c 和函数的关系；

2．能画出二次函数的图象；

3．掌握二次函数的性质．

授课日期 教学时数 2

授课班级 道桥、建工1901、1902 教 具 ppt

了解内容 二次函数的识别

熟悉内容
二次函数的概念

掌握内容 二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重点和难点
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环节 内容和方法 时间

复习提问 什么是正比例函数、一次函数

新课讲授

1. 二次函数概念

2. 二次函数图像

3. 二次函数的性质

巩固小结

作业布置 P63 练一练

课后记

编写教师
王国利

教研组长：
年 月 日

备 注 每次授课原则以两课时为单元，准备教案与讲义。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1.定义：一般地，如果 cbacbxaxy ,,(2  是常数， )0a ，那么

y 叫做 x的二次函数.

2.二次函数的表示方法：数表法、图像法、表达式.

3.二次函数由特殊到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①
2axy  （ ˈ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数 a相同，那么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开口大小完全相同，只是

顶点的位置不同. 当 0a 时，抛物线开口向上，顶点为其最低

点；当 0a 时，抛物线开口向下，顶点为其最高点.

（2）b和 a共同决定抛物线对称轴的位置：当 0b 时，对称

轴为 y 轴；当 a、b 同号时，对称轴在 y 轴左侧；当 a、b 异号

时，对称轴在 y 轴右侧.

（3）c决定抛物线与 y 轴交点位置：当 0c 时，抛物线经过

原点； 当 0c 时,相交于 y轴的正半轴；当 0c 时,则相交于 y

轴的负半轴.

6.求抛物线的顶点、对称轴的方法

（1）公式法： a
bac

a
bxacbxaxy

4
4

2

22
2 







 

，顶点是

），（
a

bac
a

b
4

4
2

2


，对称轴是直线 a
bx
2


.

（2）配方法：运用配方的方法，将抛物线 cbxaxy  2
的解析

式化为   khxay  2
的形式，得到顶点为(h , k )，对称轴是直

线 hx  .其中 a
back

a
bh

4
4

2

2
 ，

.

（3）运用抛物线的对称性：抛物线是轴对称图形，所以对称

点的连线的垂直平分线就是抛物线的对称轴，对称轴与抛物线

的交点是顶点..

7．用待定系数法求二次函数的解析式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1）一般式： cbxaxy  2
.已知图像上三点或三对 x、y的值，

通常选择一般式.

（2）顶点式：   khxay  2
.已知图像的顶点或对称轴，通常

选择顶点式.

（3）两点式：已知图像与 x轴的交点坐标 1x 、 2x ，通常选用交

点式：   21 xxxxay  .

8.抛物线与 x轴的交点

设二次函数 cbxaxy  2
的图像与 x轴的两个交点的横坐

标 1x 、 2x ，是对应一元二次方程 02  cbxax 的两个实数根.抛

物线与 x轴的交点情况可以由对应的一元二次方程的根的判别

式来判定：

（1）
2 4 0b ac  抛物线与 x轴有两个交点；

（2）
2 4 0b ac  抛物线与 x轴有一个交点（顶点在 x轴上）；

（3）
2 4 0b ac  抛物线与 x轴没有交点.

例 1：已知函数 y=mx∣m-2∣+x-2 是二次函数，则 m等于

例 2：把函数 y=5x2+10mx+n 的图象向左平移 2个单位，向上平

移 3 个单位，�所得图象的函数解析式为 y=5x2+30x+44，则

m=_______，n=_______．

例3：知一抛物线与x轴的交点是 )0,2(A 、B（1，0），且经过点

C（2，8）。

（1）求该抛物线的解析式；（2）求该抛物线的顶点坐标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授课教案

课 题
锐角的三角函数

教学目的
1.理解锐角三角函数的定义，并能计算锐角三角函数值。

2.准确记忆锐角三角函数值，并能进行相应计算。

3.能进行锐角三角函数的实际应用。

授课日期 教学时数 2

授课班级 道桥、建工1901、1902 教 具

了解内容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熟悉内容
锐角三角函数的定义

掌握内容

@�

�y

,´ @� �9 @� �- �  ,´ �Ê

�y

�’

@�

�y

握难　角三角函数的定

义

形

角



环节 内容和方法 时间

复习提问 什么是勾股定理

新课讲授

1. 勾股定理

2. 锐角三角函数的定义

3. 特殊的三角函数

4. 三角函数的应用

巩固小结

作业布置 P114 练一练

课后记

编写教师
王国利

教研组长：
年 月 日

备 注 每次授课原则以两课时为单元，准备教案与讲义。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知识一：勾股定理

如下图，在 Rt△ABC 中，∠C为直角，

则∠A的锐角三角函数为(∠A可换成∠B)：

锐角三角函数：

针对训练：

练习：

1．把 Rt△ABC 各边的长度都扩大 2倍得 Rt△A′B′C′，那

么锐角 A、A′的正弦值的关系为（ ）．

A． sinA＝sinA′ B． sinA＝2sinA′ C． 2sinA＝

sinA′ D． 不能确定

定 义 表达式 取值范围 关 系

正弦
斜边

的对边AA 
sin

c
aA sin

  1sin0  A

(∠A 为锐角)
BA cossin 

BA sincos 

1cossin 22  AA余弦
斜边

的邻边AA 
cos

c
bA cos

  1cos0  A

(∠A 为锐角)

正切
的邻边

的对边

A
tan





AA

b
aA tan

0tan A

(∠A 为锐角)

BA cottan 

BA tancot 

A
A

cot
1tan  (倒数)

1cottan  AA余切
的对边

的邻边

A
AA




cot
a
bA cot

0cot A

(∠A 为锐角)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授课教案

对
边

邻 边

b

斜边

A C

B

b
ac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知识二：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一）知识点讲解：

0°、30°、45°、60°、90°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规律：1、任意锐角的正弦值等于它的余角的余弦值；任意锐

角的余弦值等于它的余角的正弦值。

2、正弦、余弦的增减性：

当 0°≤≤90°时，

(1) 正弦值随的增大(减小)而增大(减小)，

(2) 余弦值随的增大(减小)而减小（增大），

（3）正切值随的增大(减小)而增大(减小)。

针对训练：

1.已知∠A是锐角，且 ______
2

sin,3tan 
AA 则

三角函数 0° 30° 45° 60° 90°

sin 0 2
1

2
2

2
3

1

cos 1
2
3

2
2

2
1

0

tan 0
3
3

1 3 不存在

cot 不存在 3 1
3
3

0

)90cos(sin AA 
)90sin(cos AA 

BA cossin 
BA si B A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2.若关于 x的方程 x
2
- 2 x+cosα=0 有两个相等的实

数根，则锐角α为_____.

3.计算：

1) 3 sin 60 tan 30 cos 60    2）
2 2cos 30 cos 60

tan 60 tan 30
  
 

+

sin45°

知识三：解直角三角形

解三角形有三种问题：求三角函数值、求角的度数、求边长

解直角三角形有四种基本类型：

（1）已知斜边和一条直角边；

（2）已知两条直角边；

（3）已知斜边和一个锐角；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4）已知一条直角边和一个锐角。

（二）训练：

1.在 Rt△ABC 中，∠C=90°，在下列叙述中：①sinA+sinB

≥1 ②sin 2
A
=cos 2

B C
；③

sin
sin

A
B =tanB，其中正确的结论是

______．（填序号

3.如图，小明晚上由路灯 A下的 B处走到 C处时，测得影子

CD�的长为 1米，从 C处继续往前走 2米到达 E处时，测得影

子 EF的长为 2米，Ｂ、Ｃ、Ｄ、Ｅ、Ｆ在

同一条直线上，已知小明的身高是 1．6米，

求路灯 A的高度？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知识四

(一）知识讲解：锐角三角函数的实际应用。

1.基本概念了解：仰角和俯角

(1)仰角：视线在水平线上方的角；俯角：

视线在水平线下方的角。

(2)坡面的铅直高度 h和水平宽度 l的比叫做

坡度(坡比)。用字母 i表示，即
hi
l

 。坡

度一般写成1: m的形式，如 1:5i  等。

把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记作  (叫做坡角)，那么

tanhi
l

  。

（3)从某点的指北方向按顺时针转到目标方向的水平角，叫

做方位角。如图 3，OA、OB、OC、OD 的方向角分别是：45°、

135°、225°。

（4)指北或指南方向线与目标方向线所成的小于 90°的水

平角，叫做方向角。如图 4,OA、OB、OC、OD 的方向角分别是：

北偏东 30°（东北方向),南偏东 45°

 

仰角

 

铅垂线

 

水平线

 

视线

 

视线

 

俯角

:i h lh

l

 

α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1.高度问题

如图，山顶有一铁塔 AB 的高度为 20 米，为测量山

的高度 BC，在山脚 D处测得塔顶 A和塔基 B的仰角

分别为 60
0
和 45

0
。求山的高度 BC（结果保留根号）。

2堤坝工程

水利部门为加强防汛工作，决定对某水库大坝进行加固，大坝的横截

面是梯形 .如图 9所示，已知迎水坡面AB的长为 16米，

背水坡面 的长为 米，加固

后 大 坝 的 横 截 面 积 为 梯 形

的长为 8米。

（1）已知需加固的大坝长为 150

米，求需要填土石方多少立方米？

（2）求加固后的大坝背水坡面 的坡度。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授课教案

课 题
三角形

教学目的

1、理解三角形及有关概念，会画任意三角形的高、中线、

角平分线；

2、了解三角形的稳定性，理解三角形两边的和大于第三边，

会根据三条线段的长度判断它们能否构成三角形；

授课日期 教学时数 2

授课班级 道桥、建工1901、1902 教 具

了解内容 了解三角形的稳定性

熟悉内容
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掌握内容

理解三角形及有关概念，

会画任意三角形的高、中线、角平分线；

重点和难点
理解三角形及有关概念，

会画任意三角形的高、中线、角平分线；



环节 内容和方法 时间

复习提问 日常生活中的三角形？

新课讲授

1. 三角形的概念

2. 三角形的高、中线与角平分线.

巩固小结

作业布置 P114 练一练

课后记

编写教师
王国利

教研组长：
年 月 日

备 注 每次授课原则业？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一、情景导入

三角形是一种最常见的几何图形， [投影 1-6]如古埃及

金字塔，香港中银大厦，交通标志，等等，处处都有三角形

的形象。

那么什么叫做三角形呢？

二、三角形及有关概念

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条线段首尾顺次相接组成的图形叫

做三角形。

注意：三条线段必须①不在一条直线上，②首尾顺次相

接。

a

b

c

�

(1)

�

C

�

B

�

A

组成三角形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边，相邻两边所组成的

角叫做三角形的内角，简称角，相邻两边的公共端点是三角

形的顶点。

三角形 ABC 用符号表示为△ABC。三角形 ABC 的顶点

C所对的边AB可用 c 表示,顶点B所对的边AC可用 b表示,
顶点 A 所对的边 BC 可用 a 表示.

三、三角形三边的不等关系

探究：[投影 7]任意画一个△ABC,假设有一只小虫要从

B 点出发,沿三角形的边爬到 C,它有几种路线可以选择?各条

路线的长一样吗?为什么？

有两条路线：（1）从 B→C，（2）从 B→A→C；不一样，

AB+AC＞BC ①；因为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同样地有 AC+BC＞AB ②

AB+BC＞AC ③

兰州城市建设学校授课教案



授 课 内 容 修 正

由式子①②③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四、三角形的分类

我们知道，三角形按角可分为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我们把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统称为斜三角

形。

按角分类:
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斜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

钝角三角形

那么三角形按边如何进行分类呢？请你按“有几条边相

等”将三角形分类。

三边都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等边三角形；

有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等腰三角形；

三边都不相等的三角形叫做不等边三角形。

腰 腰

底边

顶角

底角 底角

显然，等边三角形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

按边分类:
三角形 不等边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底和腰不等的等腰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

五、例题

例 用一条长为 18 ㎝的细绳围成一个等腰三角形。（1）

如果腰长是底边的 2 倍，那么各边的长是多少？（2）能围成

有一边长为 4 ㎝的等腰三角形吗？为什么？

分析：（1）等腰三角形三边的长是多少？若设底边长为 x
㎝，则腰长是多少？（2）“边长为 4 ㎝”是什么意思？

解：（1）设底边长为 x ㎝，则腰长 2 x ㎝。
x+2x+2x=18
解得 x=3.6

所以，三边长分别为 3.6 ㎝，7.2 ㎝，7.2 ㎝.
（2）如果长为 4 ㎝的边为底边，设腰长为 x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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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画一个直角三角形，再画出它三边上的高。

上面的结论还成立。

三、三角形的中线

如图，我们把连结△ABC 的顶点 A 和它的对边 BC 的中

点 D，所得线段 AD 叫做△ABC 的边 BC 上的中线，表示为

BD=DC 或 BD=DC＝1/2BC 或 2BD=2DC=BC.
�

D

�

C

�

B

�

A

请你在图中画出△ABC 的另两条边上的中线，看看有什

么发现？

三角的三条中线相交于一点。

如果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上面的结论还

成立吗？请画图回答。

上面的结论还成立。

四、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如图，画∠A 的平分线 AD，交∠A 所对的边 BC 于点 D，

所得线段AD叫做△ABC的角平分线,表示为∠BAD=∠CAD
或∠BAD=∠CAD＝1/2∠BAC 或 2∠BAD=2∠CAD＝∠

BAC。
�

2

�

1

�

D

�

C

�

B

�

A

思考：三角形的角平分线与角的平分线是一样的吗？

三角形的角平分线是线段，而角的平分线是射线，是不一

样的。

请你在图中再画出另两个角的平分线，看看有什么发现？

三角形三个角的平分线相交于一点。

如果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上面的结论还成

立吗？请画图回答。

上面的结论还成立。

想一想：三角形的三条高、三条中线、三条角平分线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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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什么不同？

三角形的三条中线的交点、三条角平分线的交点在三角形

的内部，而锐三角形的三条高的交点在三角形的内部，直角

三角形三条高的交战在角直角顶点，钝角三角形的三条高的

交点在三角形的外部。

三角形的稳定性

〔实验〕1、把三根木条用钉子钉成一个三角形木架，然

后扭动它，它的形状会改变吗？

（2）

不会改变。

2、把四根木条用钉子钉成一个四边形木架，然后扭动它，

它的形状会改变吗？

会改变。

3、在四边形的木架上再钉一根木条，将它的一对顶点连

接起来，然后扭动它，它的形状会改变吗？

不会改变。

从上面的实验中，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而四边形不具有稳定性。

三、三角形稳定性和四边形不稳定的应用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固然好，四边形不具有稳定性也未必不

好，它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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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架桥、屋顶钢架和起重机都是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

活动挂架则是利用四边形的不稳定性。

你还能举出一些例子吗？

四、课堂练习

1、下列图形中具有稳定性的是（ ）

A 正方形 B 长方形 C 直角三角形 D
平行四边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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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圆

教学目的

1．理解圆、弧、弦等有关概念．

2．学会圆、弧、弦等的表示方法．

3．掌握点和圆的位置关系及其判定方法．

4. 进一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授课日期 教学时数 4

授课班级 道桥、建工1901、1902 教 具 ppt

了解内容 了解圆的画法

熟悉内容
圆的相关概念

掌握内容

1．理解圆、弧、弦等有关概念．

2．学会圆、弧、弦等的表示方法．

3．掌握点和圆的位置关系及其判定方法．

重点和难点
弦和弧的概念、弧的表示方法和点与圆的位置关系

点和圆的位置关系及判定．



环节 内容和方法 时间

复习提问 日常生活中的圆形有哪些？

新课讲授

1. 圆的相关概念

2. 点和圆的位置关系

3. 圆和圆的位置关系

巩固小结

作业布置 P100 练一练

课后记

编写教师
王国利

教研组长：
年 月 日

备 注 每次授课原则以两课时为单元，准备教案与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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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如图，AB、CD 是⊙O 的两条弦，OE、OF 为 AB、CD 的

弦心距，根据本节定理及推论填空：

（1）如果 AB=CD，那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如果 OE=OF，那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如果弧 AB=弧 CD 那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如果∠AOB=∠COD，那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上面的练习说明:

以下的四个量中只要有一个量相等,就可以得到

其余的量相等:

⑴∠AOB=∠COD⑵AB=CD

⑶OE=OF⑷弧 AB=弧 CD

3 一般地，圆有下面的性质

在同圆或等圆中，如果两个圆心角、两条弧、两条弦、

两个弦心距中有一组量相等，那么它们所对应的其余的各组

量都相等。

∠AOB=∠COD AB=CD OE=OF AB=CD
⌒ ⌒

圆周角的定义(用类比的方法得出定义)

顶点在圆上,它的两边分别 与圆还有另一个交点,像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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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叫做圆周角

特征：

① 角的顶点在圆上.

② 角的两边都与圆相交.(说明相交指的是角边与圆除了顶

点外还有公共点)

练习:判别下列各图形中的角是不是圆周角，并说明理由。

2.探索圆心与圆周角的位置关系: 一个圆的圆心与圆周角的

位置可能有几种关系？

(1)圆心在角的边上;(2)圆心在角的内部 ,(3)圆心在角的外

部

在这三个图中，哪个图形最特殊？其余两个可以转化成这个

图形吗？

3. 探索研究：圆周角和圆心角的关系

如果圆周角和圆心角对着同一条弧，那么这两个角存在怎样

的关系？

用几何画板演示探讨得到

命题：(圆周角定理)

一条弧所对的圆周角等于它所对的圆心角的一半

弧长及扇形的面积

1．圆的周长如何汁算?

2，圆的面积如何计算?

3．圆的圆心角是多少度?

[生]若圆的半径为 r，则周长 l＝2πr，面积 S＝πr
2
，圆的

圆心角是 360°．

二、探索弧长的计算公式

360°的圆心角对应圆周长 2πR，那么 1°的圆心角对应的

弧长为
180360

2 RR 
 ，n°的圆心角对应的弧长应为 1°的圆心角

对应的弧长的 n 倍，即 n×
180180

RnR 
 .

在半径为 R 的圆中，n°的圆心角所对的弧长(arclength)的

计算公式为：

l=
180

Rn
.

下面我们看弧长公式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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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题讲解

例 1、制作弯形管道时，需要先按中心线计算“展直

长度”再下料，试计算下图中管道的展直长度，即弧 AB的长

(结果精确到 0．1 mm)．

分析：要求管道的展直长度．即求弧 AB的长，根据弧长公

式 l＝
180

Rn
可求得弧 AB的长，其中 n为圆心角，R为半径．

解：R＝40mm，n=110．

∴弧 AB 的长=
180

n
πR=弧

180
110

×40π≈76．8 mm．

因此．管道的展直长度约为 76．8 mm．

2、在一个平面内，线段 OA 绕它固定的一个端点 O 旋

转一周，另一个端点 A 随之旋转所形成的图形叫做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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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圆或等圆中，相等的圆周角所对的弧相等。

如何判定圆与圆的位置关系？

圆与圆的位置关系有：外离、外切、相交、内切与

内含五种(如图所示)．用 d=O1O2表示两圆的圆心间的距

离，用 R 和 r分别表示两圆的半径．利用它们之间三

条线段 d、R、r 之间的数量关系，可判定圆与圆的位

置关系；反之，由圆与圆的位置关系亦可判定 d，R、r

之间的数量关系，即：

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有唯一的公共点”是指：有一个公共点，而

且只有一个公共点．

(2)两圆相交的判定条件是 R-r＜d＜R+r．如果把它

改为当只有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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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初等

数学
第 4 章 第 4.1.6节 弧度制

授 课 时 数 1 授课方法 讲授法

授 课 时 间 2019.11.25 授课班级 道桥 1902班

教 学 目 的

知识目标：

⑴ 理解弧度制的概念；

⑵ 理解角度制与弧度制的换算关系.

能力目标：

（1）会进行角度制与弧度制的换算，求弧长；

（2）培养学生的计算技能．

教 学 重 点

和 难 点

重点：弧度制的概念，弧度与角度的换算．

难点：弧度制的概念．

教 学 思 路 、方 法 、手 段

（1）由问题引入弧度制的概念；

（2）通过观察探究，明晰弧度制与角度制的换算关系；

（3）在练习讨论中，深化、巩固知识，培养计算技能；

（4）结合实例了解知识的应用．

教学备品

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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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 学

过 程

师生

活动

教学

意图

一、

扫

一

扫、

温

故

知

新

学 生 完

成测试，

老 师 查

看、评价

结果

利用手

机，调

动学生

积 极

性，营

造轻松

有趣的

学习氛

围

二、

想

一

想、

情

境

导

入

日常生活中，度量可采用不同的单位，如：举例说明。

利用复

习角度

制为新

知识的

学习做

好铺垫

三、

学

一

学，

掌

握

知

识

概念： 自己动手画图

将等于半径长的圆弧所对的圆心角叫做 1 弧度的角，记作 1

弧度或 1rad．以弧度为单位来度量角的单位制叫做弧度制

若圆的半径为 r ，圆心角∠AOB 所对的圆弧长为 2r ，那么

∠AOB 的大小就是 2 2r
r

弧度 弧度．

分析

由定义知道，角 的弧度数的绝对值等于圆弧长 l 与半径 r

的比，即
l
r

  （rad）．

半径为 r 的圆的周长为 2π r ，故周角的弧度数为

2π (rad) 2π(rad)r
r

 ．

由此得到两种单位制之间的换算关系：

360°= 2π rad，即 180°= π rad．

动手

画图

仔细

分析

讲解

关键

点

强调

学生通

过自己

动手图

像来获

取对新

概念的

直观印

象，培

养学生

数形结

合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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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 学

过 程

师生

活动

教学

意图

换算公式

1°= π (rad) 0.01745rad
180






 185730.57180rad1


说明

用弧度制表示角的大小时，在不至于产生误解的情况下，通

常可以省略单位“弧度”或“rad”的书写

换算

的方

法引

领学

生加

强记

忆

例 1 把下列各角度换算为弧度

⑴240°； ⑵ 22°30′；

分析 角度制换算为弧度制利用公式 1°= π (rad) 0.01745rad
180

 ．

解 ⑴ 
3
4240

180
240 

(2)
8

5.22
180

5.223022 


例 2 把下列各弧度换算为角度 w：

⑴
3π
5

； ⑵ 2.1；

分析 弧度制换算角度制利用公式 1801rad ( ) 57.3 57 18
π

      ．

解 ⑴ 


 108
5
1803

5
3

⑵ 





 32.1203781.21801.2


老 师 分

析讲解，

学 生 认

真听讲，

自 己 动

手 完 成

计 算 部

分

利用

例题

强化

换算

公式

应用

四、

做

一

做，

运

用

知

识

1.特殊角的角度与弧度换算（见 PPT）

2.课后练习

老师

巡视

指导

学生

动手

求解

及时

了解

学生

知识

掌握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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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 学

过 程

师生

活动

教学

意图

*巩固知识 典型例题

例 3 如下图，求公路弯道部分 AB 的长 l （精确到 0．1m．图

中长度单位：m）．

分析 知道圆心角和半径，求弧长时，要首先将圆心角换算为弧

度制．

解 60°角换算为
π
3
弧度， 因此

π 45
3

l R   3.142 15 47.1   （m）．

答 弯道部分 AB 的长 l 约为 47.1 m．

重点

分析

题目

中各

数据

的处

理

安排

实际

问题

使学

生了

解弧

度制

应用

归

纳

小

结

自

我

反

思

本次课学了哪些内容？

你的学习效果如何？

老 师 引

导 梳 理

学 生 回

答 本 节

课 的 收

获

培养

学生

总结

反思

的

能力

课后

作业

(1)读书部分： 教材 P77 页内容；

(2)书面作业： P78 页 练一练 1、2、3；

(3)实践调查：了解弧度制的实际应用．

板书

设计

弧度制

弧度的概念

角度与弧度的换算

教学

反思


	1.数的相关概念和运算 .pdf
	2.代数式的概念和运算.pdf
	3.方程与不等式.pdf
	4.平面直角坐标系.pdf
	5.一次函数.pdf
	6.反比例函数.pdf
	7.二次函数.pdf
	8.锐角的三角函数.pdf
	9.三角形.pdf
	10.圆.pdf
	11.弧度制教案.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