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三 角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认识线段、直线和射线，了解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会画线段、直线和射线。

2. 理解角的意义，认识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和周角，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3. 认识量角器，会用量角器量角的大小，会画角。

4. 经历探索线段、直线、射线、角等知识的过程，培养空间观念和探索精神。

5. 了解线段、直线、射线、角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会它们的应用价值。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集中安排了线段、直线、射线和角的内容，引导学生系统学习有关角

的知识。第1节教学线段、直线和射线，其内容包括从生活现象中引出线段、直线

和射线的意义和特征，线段、直线和射线之间的联系，线段、直线和射线的画法

等。这些内容是进一步学习垂线、平行线、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等几何图

形的重要基础，切实掌握这些内容对今后进一步学习图形与几何具有重要意义。

本单元教科书在内容的编写上十分注意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从一

些常见的物体和现象中抽象出几何图形。在主题图中呈现有关线和角的现实背

景，为学生在后面的学习中抽象出线段、直线、射线和角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本

单元教科书特别注重学生的动手操作，让学生在操作活动中更好地理解各种角

的意义，掌握量角和画角的方法。在角的认识中，折一折、剪一剪、摆一摆、拼一

拼、比一比、画一画等活动占了学习内容的很大比例，明显地表现出让学生在活

动中学习数学知识的编写思想。本单元中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数学结

论，教师没有完整提供，而是给学生留下了思考和探索的空间，以突出学生对问

题的自主探索。如角的大小是由它的两条边张开的大小决定的，教科书没有设

计成例题将其结论告诉学生，而是在“课堂活动”中，通过做活动角的活动过程让

学生自己去探索、发现。

[单元教学重点] 本单元教学的重点是线段、直线、射线、角（包括锐角、

直角、钝角、平角和周角）意义的理解，量角和画角方法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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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教学难点] 直线、射线、周角等概念表象的建立，以及用量角器量

角方法的正确掌握。

（三）单元教学建议

1. 加强观察，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和想象理解直线和射线的意义。根据线段、

直线、射线之间的关系，教学中先让学生切实建立线段的概念，然后通过线段去

认识直线和射线。认识直线和射线时，注意引导学生全面深入地观察线段分别

向两端和一端延长的过程，可让学生自己画、观察教师画或用多媒体动态反映延

长的过程，再引导学生想象直线由线段向两端、射线向一端无限延长的情形，由

此让学生对直线和射线的本质属性获得深刻理解。

2. 加强学具操作，引导学生在学具操作中更好地认识角。在本单元教学中

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学具操作，让学生在操作活动中认识角的特征，发现不同角之

间的联系，探索线段、直线、射线和角的特征及联系。如让学生在做活动角的操

作活动中发现角的大小与角的两条边张开的程度有关，在把两个三角板的直角

拼在一起的操作中发现平角与直角的关系。

加强学具操作，首先要创设恰当的情景，让学生产生学具操作的心理需要，

以此让学生带着明确的学习目的和强烈的学习愿望进行操作。其次，要关注学

生对操作过程的经历和体验。如在做活动角的操作中让学生清楚地感觉到角随

两根硬纸条张开而逐步变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角的大小随两条边张开

大小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另外还应注意引导学生对学具操作的过程和结果进

行必要的提炼与总结，以此一方面提高学生的数学概括能力，另一方面加深学生

对数学知识的理解。

3. 关注知识联系，让学生在广泛的联系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本单元各部

分内容具有密切的联系，教学中应高度重视这种联系，让学生在广泛的联系中更

好地理解线段、直线、射线和角。首先，注意突出线段、直线和射线的概念。根据

教科书的安排，教学中以线段为基础，通过线段向两端和一端无限延长分别得到

一条直线和射线，以此让学生在联系中更好地理解线段、直线和射线之间的关系

和意义。其次，要关注各种角之间的联系。在正确理解角的意义的基础上，去理

解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周角的本质属性。一是从整体上把握所有角都是由一

点引出的两条射线组成的图形，突出各种角的共同特征；二是以直角的度数为基

础去广泛联系锐角、钝角、平角和周角，从而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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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关注角和射线之间的联系。利用角与射线之间的关系更好地理解角的意

义、角的大小变化和周角的意义，促进学生从动态的角度去更好地理解角、锐角、

直角、钝角、平角和周角的概念，切实建立起这些角的表象。

4. 重视学习方式的引导，在教学中实现学生的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的有机

结合。首先，有关线段、直线、射线和角的图形特征要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发

现，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和操作等活动全面经历探索图形特征、发现规律的过程。

如引导学生在旋转活动角的边的活动中，自主探索角的大小与两条边张开程度

的关系。其次，要加强学生的合作学习，通过合作交流更好地理解线段、直线、射

线、角的意义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一是注意根据教科书的要求创设能够引起

学生合作学习愿望的情景，以激励学生主动采用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学习方

式完成学习任务。二是要给学生安排足够的合作学习时间，以保证学生的合作

研讨、互相交流落到实处。三是要特别注意合作学习与自主探究的有机结合，

通过自主探究为有效地合作交流创造条件，利用合作研讨促进学生更好地自主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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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题图呈现的是一些线段、射

线和角等几何图形的生活原型，为后面

抽象线段、射线和角提供了依据。主题

图的内容一方面为后面“线段、直线和射

线”和“角的度量”两节内容提供了课程

资源；另一方面也为教师在教学中如何

引导学生从实物图中抽象出线段、直线、

射线和角的几何图形提供了学习线索。

教学主题图时，采用多媒体或挂图

把主题图展示出来，让学生深入观察，充

分认识图中不同物体所反映的内容，让

他们为后面抽象线段、直线、射线和角的

几何图形作好准备。学生观察图中内容

时教师要作必要的引导，启发他们思考，

如让他们从大雁飞的队形、房屋和晒衣

架上找出过去已认识的角的图形。主题

图的教学主要是让学生在现实生活情景

中直观感知线段、直线、射线和角，为后

面的学习提供感性材料，而不是正式学

习这些几何图形的意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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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线段、直线和射线”集中安排了线段、直线和射线的内容，并且按照先

讲线段再讲直线最后讲射线的顺序编写。建议本节2课时完成教学任务，第1课

时教学主题图和例1；第2课时教学例2及第48页的“议一议”。

一开始教科书就把主题图中两根电

线杆之间紧拉的一段电线抽取出来作为

线段的生活原型，引导学生从中抽象出

线段，并介绍线段有两个端点等特点。

★例1通过在两点之间画线的过程

直观揭示在两点之间的连线中线段最

短，并以此为依据揭示距离的意义。例1
后的“试一试”是画线段，一方面介绍线

段的画法，另一方面加深学生对线段意

义的理解。

教科书以线段为基础，通过线段向

两端无限延长和向一端无限延长分别揭

示出直线和射线的意义，并配合介绍直

线和射线的长度不可度量的客观事实。

关于射线的内容，教科书在编写上不仅

以线段为基础，将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

得到一条射线，由此引导学生通过线段

和射线的联系而理解射线；而且还引导

学生联系生活实际，通过手电筒和探照

灯射出的光线作为射线的生活原型而加

深学生对射线的理解。

★例 2是画射线，要求学生在画的

基础上总结射线的画法。对于画线段、

直线和射线的内容，可以放手让学生去完成，并在画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言总结其画法。教

学的重点是让学生切实掌握画法，而不是对画法的文字表述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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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一议”是一组总结、提炼并加深

线段、直线和射线理解的内容，教科书创

设了一个小组合作学习的情景，引导学

生进一步理解线段、直线、射线的联系和

区别，加深对它们本质特征的认识。

教学时可组织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

学习方式充分展开讨论，让学生通过自

主探究和合作交流去完成学习任务。揭

示三者区别时，一方面注意根据它们有

无端点、有几个端点去区别；另一方面让

学生明白直线和射线不能量长度，并理

解为什么不能量长度，以此进一步突

出直线向两端、射线向一端无限延长

的特征。

★课堂活动第1题让学生利用两点

确定一条线段的知识画并量线段，这是

一种既有综合性又有操作性的数学活

动，有助于学生对线段意义的理解。课

堂活动的教学要特别重视学生画和量的

操作，在操作中加深学生对线段和直线

的感受和理解。

★练习十的内容较少，主要针对巩

固线段、直线和射线特征和它们的画法

而设计的。

教学思考题时要注意几点：一是让学生自主探索，以突出问题的思考性；二是引导学生

有序地观察，既不重复也不遗漏地数出线段的条数；三是本题不强求所有学生完成，只供学

有余力的学生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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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小节“角的度量”建议 4课时完成。第 1课时认识角和量角（教学例 1）；

第2课时认识平角和周角（教学例2）；第3课时教学例3；第4课时练习。

教科书从学生已经认识的各种类型

的角引入角的图形，并从这些图形中概

括出它们的共同属性“由两条射线组成

的图形”“这两条射线是从一点引出来

的”，在此基础上揭示角的定义，介绍角

的各组成部分的名称及角的表示方法。

教科书这样编写充分利用了学生的已有

知识经验，有助于学生在原有认识基础

上提炼角的本质属性，加深角的特征的

理解。

教学角的意义时，引导学生在深入

观察教科书所提供的 4个角的基础上，

认真思考“这些角是怎样形成的”。然后

引导学生从一点画出两条射线，并结合

画射线的过程揭示角的意义。对于角的

定义，应引导学生根据画射线的过程和

两条射线从同一点引出的特点去发现和

概括。二要充分利用主题图所呈现的角

的现实背景，引导学生利用生活中的角

加深对角的意义的理解，同时了解角在

生活中的应用，体会角的应用价值。教

学角的表示方法和读法时，注意提示学

生角的符号“∠”与小于符号“＜”的区

别，防止两者在写法上的混淆。

教科书用直观的方法介绍量角

器，通过教具直接介绍量角器的构成和1°的角，在此基础上认识量角器上的刻度线。对于量

角器的认识，教学时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充分利用直观教具，加强直观教学，让学生在观察中认识量角器；或者指导学生

自制量角器，在制作过程中认识量角器的构成和功能，了解量角器的中心和0°刻度线及其作

用，为后面学习用量角器量角的大小作好准备。

二是要特别重视学生对1°角的大小的实际感知，并在头脑里切实建立起相应的表象。

三是学生在量角器上找具体的刻度线时要注意区分内圈和外圈，并正确读出相应刻度

线所对应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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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教学用量角器量角的大小，

教科书用图示直观呈现了量角的过程和

方法。量角以后组织学生采用小组合作

的方式讨论和总结用量角器量角的方

法，教科书要求由学生自己去发现和总

结量角的方法，而不是由教师教给学生。

教学例 1时可以让学生尝试量角，

教师对量角的程序和方法加以指导。量

角时一要特别注意方法的规范，如量角

器的中心要和角的顶点重合，0°刻度线

要和角的一边重合。二要引导学生正确

读出角的另一边在量角器上所对应的刻

度，要特别注意让学生明确角所对应的

读数是量角器内圈或外圈上的度数。教

学中重点要关注学生对量角方法的实际

掌握，而不是对其文字描述的记忆。

★课堂活动第1题是一个做活动角

的操作活动，让学生在操作中发现角的

大小是由角的两条边张开的大小所决定

的，这是一个富有探索性的操作活动，有

助于学生从动态的角度加深对角的认

识。要落实学生做活动角的操作活动，

引导学生在操作基础上发现角的大小与

角的两条边的张开程度有关的结论，结

论要由学生自己去探究、发现，教师只作必要的指导。

★课堂活动第2题是用量角器量角的操作活动，有助于学生对量角方法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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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先介绍直角，并用两个直角

的拼组引出平角的概念，即引导学生先

用量角器量出直角的度数（90°），再把两

个三角板上的直角拼起来得到一个两条

边刚好在一条直线上的角，从而引出平

角的概念和图形。

教学平角时要落实用两个三角板上

的直角拼一个平角的操作活动，让学生

在操作的基础上明确三点：①平角是一

个什么样的角，并在头脑里建立平角的

表象；②平角是 180°；③平角与直角的

关系。

★例2主要是介绍锐角和钝角的意

义，仍以直角为基础，用量和观察相结合

的方式，先让学生直观了解锐角比直角

小，钝角比直角大，在此基础上再对锐角

和钝角进行定义。

教学锐角和钝角时，可引导学生先

观察比直角小的角和比直角大但比平角

小的角，再将两种角同直角对照起来认

识，引导学生在观察和比较的基础上揭

示锐角和钝角的定义。尤其要完整地理

解钝角的意义，防止学生形成“大于 90°
的角是钝角”的错误认识。

对于周角，教科书先描述它的意义，然后画出周角的图形，并指明周角“两条边完全重合

在一起”的特征，最后说明周角是360°。
教学周角时，可用作活动角的教具向学生演示一条边旋转1周与另一条边重合的过程，

帮助学生在头脑里建立周角的表象，以此为揭示周角的定义提供依据。要特别注意突出周

角的两条边重合的特征，防止学生形成“周角就是一条射线”的错误认识，要让学生清楚地发

现周角的两条边重合。对于周角与平角、直角的关系，应让学生自己探究发现，重点是理解

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记住1个周角等于2个平角、4个直角的结论。

★对于课堂活动的教学，要特别突出活动性和操作性。第1题让学生切实经历用三角

板上3个角拼成1个平角的过程，在操作中确认三角板上3个角的度数刚好与1个平角的度数

相等的客观事实。这里只需要学生知道三角形的3个角可以拼成1个平角即可，不必提示三

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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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2题是用量角器量一

副三角板上各个角的度数，让学生全面

了解三角板上角的度数。教学中应放手

让学生操作，让他们在量的过程中感受

三角板上角的度数的特殊性。

★第3题要让每个学生经历用两根

纸条做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周角的活

动过程，帮助学生在操作中强化各种角

的表象，并增强他们对各类角的大小的

判断能力。

★例 3教学用量角器画角，教科书

利用画角的具体操作过程的图示，分步

骤对指定度数角的画法作出示范。在直

观示范的基础上让学生尝试用量角器画

45°和 60°的角，以此让学生实际掌握画

角的方法。画角之后，引导学生用自己

的语言表述用量角器画角的完整过程和

方法。这样安排体现了教科书对其画

法的提炼，有助于学生抽象概括能力的

培养。

画角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掌握用量

角器画角的步骤和方法，并在画角的活

动中进一步加深对角的意义的理解。教

学例3时，在教师示范的基础上，可以组织学生一边画一边讨论画法，教师可参与并指导学

生画角。总结角的画法时重点要突出“量角器的中心和射线的端点重合，0°刻度线和画出的

射线重合”等核心内容，让学生切实掌握画角的方法。总结画法时应鼓励学生结合画角的过

程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让学生从操作程序上切实掌握画角的一般步骤。

★课堂活动第 1题是利用三角板上 3个角的度数的特殊性去拼出 75°，135°，150°，180°
等特殊度数的角，以促进学生对一些特殊度数角的认识。教学时要落实学生的操作，让学生

在操作中建立这些角的大小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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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题是在钉子板上围三角形和

四边形，让学生在操作中一方面巩固对

直角的认识；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在三角

形和四边形图形中认识直角，让学生直

观感知三角形和四边形中有关角的一些

现象。教学时要求学生独立操作，让他

们在操作中结合三角形、四边形加深对

直角的认识。

★第3题让学生在拼角的活动中进

一步认识锐角、直角、钝角、平角的关

系。教学时要特别关注学生操作后的思

考，让他们交流自己的发现。

★教学练习十一第 1题时，注意让

学生根据角的意义去判断哪些图形是

角，哪些图形不是角，并说明理由，以此

强化学生对角的本质属性的理解。

★第 3题，要引导学生思考两条边

比较短的时候怎样用量角器去量它的大

小的问题，并让学生主动探索解决的办

法。

★第4题是进一步加深钝角和平角

意义理解的练习，教学时要注意严格用钝角和平角的意义去寻找答案，要防止学生形成“钝

角就是大于90°的角”“一条直线就是一个平角”等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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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题是给角分类，把给定度数

的角分成钝角和锐角两类，这有助于学

生加深对锐角和钝角的理解。教学时注

意让学生说出自己分类的理由，以此加

深学生对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法以及锐

角、钝角本质特征的理解。

★第 6题是一组综合性的填空练

习，让学生在角的知识系统中进一步加

深对各类角及其大小的认识。

★第 7题是先估计后，度量角的大

小，有助于强化学生在头脑里根据角的

度数形成角的大小的表象。教学时注意

对学生进行估计角大小方法的引导，让

学生在头脑里进一步形成角的图形与其

度数之间的对应关系。

★第8，9题分别用量角器和三角板

画角，以巩固角的画法。特别是第 9题

用三角板画 105°，120°，135°的角，有助

于学生更好地理解三角板上特殊度数的

角的大小关系。教学时应由学生独立探

索其画法，让学生在操作中加深三角板

上角的认识。

★第10题是一道操作与探索规律相结合的习题，让学生在量角的基础上直观感知长方

形的 4个角都是直角、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相等的规律，一方面巩固学生用量角器量角的方

法，另一方面为后面学习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的特征作好准备。教学时注意准确把握教学

要求，主要是让学生在量角的基础上直观发现，不要求作过深的探究。

★第11题让学生在图中找角，特别是图中的直角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教学时要让学生

自己去探索、发现，以此进一步强化学生对直角本质特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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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题先量角，然后利用已知角

与平角的关系得出另外 3个角的度数。

教学时注意两点：一是要求学生按照题

目要求完成，以强化学生对平角与锐角、

钝角关系的理解；二是不必要求学生从

对顶角的角度去说出另外角的度数，避

免造成学生学习上的障碍。

★第13题通过用量角器量三角形3
个内角的度数的活动孕伏三角形内角和

等于 180°的知识。教学时要注意两个

问题：一是三角形图形较小，如何比较准

确地量出三角形 3个内角的度数，练习

时学生会有一定的困难，教师要给出具

体的指导和帮助。二是量角的过程中可

能出现度数不准确的现象，教师应给予

指导。

★第 14题是探索钟面上的角的练

习，让学生了解钟面上的分针走过一个

平角是多少时间，本题既有趣味性又有

探索性，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平角特征的

理解。教学时重点要让学生搞清楚分针

从“3”走到了什么地方，在此基础上推算

出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如果学生有困

难，可让他们用时钟实际演示一遍，通过拨分针的操作活动帮助其理解。

★第15题是探索规律的练习，在画角的活动中探索角的大小与角的两边的长短无关，

在学习方式上为学生提供了合作交流的活动思路。教学时可放手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索与合

作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完成，重点应放在学生对角的大小与它的两条边的长短无关的规律的

探索和感知上。只要学生能了解和感受这一规律就可以了，不必要求他们用规范的语言表

述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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