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五 相交与平行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了解平面上两条直线相交或平行的位置关系，结合具体情景理解垂线和

平行线的意义。

2. 知道垂线的画法，并能画出垂线。

3. 了解垂线和平行线在学习与生活中的应用，体会它们的应用价值。

4. 经历探索垂线、平行线及其特征的过程，培养探索精神。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主要讨论平面上两条直线相交或平行的位置关系，内容包括生活中

的垂直和平行现象，垂线和平行线的意义及垂线画法。垂线和平行线，一方面它

们本身是图形与几何知识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又是以后进一步学习平行四边

形、三角形、梯形等图形的面积不可缺少的基础。教科书将这些内容单独安排成

一个单元，就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这些内容，为后面的学习作好准

备。本单元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部分。

1. 主题图。主题图为学生提供了反映现实生活中垂直和平行现象的内容，

这些内容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产生探索垂直和平行知识的

欲望，另一方面又为后面学习垂线和平行线提供了丰富的课程资源。

2. 垂直。根据垂直与相交的关系，教科书先介绍两条直线相交，并作为特例

引出两条直线相互垂直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揭示垂线的意义，并引导学生尝试用

三角板分别过直线上一点和直线外一点画垂线。

3. 平行。关于平行线的内容，教科书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平行现象，引出平行

线的图形及其意义。这样安排有助于学生在头脑里建立平行线的表象，切实理

解平行线的意义。为了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教科书介绍了用三角板检验两条

直线是否平行的内容，没有安排画平行线的内容。

[单元教学重点] 在本章内容中正确理解垂线和平行线的意义是教学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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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教学难点] 画垂线和理解平行线的意义是学习的难点。

（三）单元教学建议

根据本单元教科书内容的性质特点和学生的学习需要，在教学中要特别注

意以下几点。

1. 充分利用摆木条的学具操作，让学生在操作活动中发现两条直线相交成

直角的特殊位置关系，在此基础上准确地揭示垂线的意义。

2. 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两条直线相互平行的现象建立平行线的

表象，理解平行线的意义。认识平行线时，要特别注意“在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

无限延长后不相交”的特征，以突出平行线的本质属性。

3. 对于垂线的画法主要是为满足后面学习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的面积

而安排的，让学生了解过直线上一点和过直线外一点画垂线即可，不作过高的要

求。

4. 对于平行线，教科书不要求学生画出，只要求他们能用两块三角板检验两

条直线是否平行即可，教学中不要拔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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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单元3课时完成教学。第1课时认识垂线，教学例1和例2；第2课时

认识平行线，教学例3；第3课时练习。

主题图呈现了学校运动场的情景，

图中安排了大量垂直和平行的现象，这

些内容为后面正式学习垂线和平行线提

供了丰富的课程资源。主题图上只有情

景图没有文字，这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让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到画面上，全

面感知图中的垂直现象和平行现象；二

是为学生留下观察和思考的空间，让他

们在观察中自主发现并用自己的语言描

述生活中的垂直、平行现象。

教学时可用多媒体或挂图将主题图

放大，让学生深入观察，观察的重点是画

面中的垂直和平行现象，如吊杆、双杠、

跑道线、栏杆等。观察前教师可提出“画

面上有些什么物体，这些物体反映出一

些什么现象”之类的问题让学生思考，以

作为对观察对象和观察方法的引导。对

主题图的认识可以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

方式进行，先让学生在组内充分感知画

面内容，然后交流各自在画中看到的垂

直和平行现象。由于在本单元之前学生

还没有接触过垂直和平行等概念，所以

在学生观察和交流中不必严格要求他们

用垂直和平行等概念表述自己所看到的

现象。如观察吊杆时，只要学生能够发

现竖着的吊杆和上面横着的杆子相交构成了直角即可；又如观察跑道线时，只要能够说出

“每条跑道的宽度始终是一样的”“竖直的跑道线不会相交”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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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安排了学生摆木条的操作活

动，并将摆的结果抽象成两条直线相交

的情形，让学生从中发现两条直线相交

于一点，并形成 4个角的现象。然后利

用图 2的操作及其图形，发现两条直线

相交构成的4个角都是直角，对于4个角

是直角的特点要由学生自己发现，在此

基础上概括垂线的意义，展示两条直线

互相垂直的图形，并介绍垂足。让学生

说一说生活中见到的垂直现象，将抽象

的垂线具体化，进一步丰富学生对垂线

的认识。

认识垂线以后让学生充分说一说自

己在生活中所见到的垂直现象，学生表

述时教师要注意引导他们根据垂线的意

义正确举例，要防止错误的例子干扰学

生对垂线意义的正确理解。

★例1教学过直线上一点画已知直

线的垂线，教科书通过直观图示介绍垂

线的画法，画后让学生讨论垂线是怎样

画的，以加深学生画垂线的印象。

教学例 1时可先由教师示范，然后

让学生尝试过直线上一点画这条直线的

垂线，教师要加强垂线画法的指导。画

垂线后的“议一议”重点是让学生进一步明确画垂线的步骤，从操作上掌握其画法，不必要求

学生用规范的语言完整地表述其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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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学习过直线外一点画已知直

线的垂线。教科书只给出了已知直线和

直线外的一点，画垂线的任务留给教师

指导学生完成。教学时教师可提示学生

充分利用例 1学习的经验，放手让学生

自主完成。教师重点要关注学生在画垂

线过程中怎样利用三角板使画出的垂线

既与已知直线垂直，又刚好过直线外的

那一点。

★在完成课堂活动的过程中要注意

引导学生根据垂线的意义去判断，利用

两条直线互相垂直的特点去完成操作活

动，以加深学生对垂线意义的理解。

关于平行线，在内容的引入上教科

书除了利用主题图中的跑道线和双杠等

学生常见的课程资源外，还安排了笔直

的铁轨等平行线的生活原型。教科书对

照实物图抽象出了 3组平行线，这样一

方面为学生在头脑里建立平行线的表象

提供了直观依据，另一方面让学生更清

楚地感受到生活中的平行现象，体会平

行线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科书安排的“议一议”旨在引导学

生概括出3组平行线的特点，并根据其特

点抽象平行线的本质属性，揭示其定义。

这部分内容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几点：一要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平行现象，引导学生按照

“观察实物图—抽象平行线的图形—概括平行线定义”的顺序认识平行线，由此让学生在获

得平行线表象的基础上揭示平行线的意义。二是概括平行线的定义时，一方面要适当强调

定义中关于“同一平面内”的限定；另一方面要让学生明确平行线反映的两条直线在平面上

的位置关系，平行线中的两条直线互相依存，不能单独说其中一条直线是平行线。三是主要

引导学生自己去探究发现平行线的特点和定义，不要由教师直接告诉学生。

★例3是介绍用两块三角板检验两条直线是否互相平行。例题提出了问题，并用图示

介绍了检验的方法，问题的答案则由学生自己去探究得出。教学时，教师可先作提示和示

范，然后指导学生动手用三角板检验，让学生在操作的基础上探索出结论。本例题教学的重

点是让学生掌握用三角板检验两条直线是否平行的具体方法，对其原理不必要求学生作过

多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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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的内容是让学生用检验两

条直线平行的方法验证平行四边形两组

对边分别平行。这一内容一方面可以帮

助学生进一步巩固用三角板检验两条直

线是否平行的方法；另一方面又可以为

学生学习平行四边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的特征提前作铺垫。教学时教师要放手

让学生自主探索，“对边平行”的结论要

让学生自己去探究、发现。教师主要是

在检验方法给予必要的帮助，不要对结

论的得出作过多的暗示。学生在用三角

板操作的基础上感受两组对边平行即

可，不必要求学生完整地表述“平行四边

形的对边平行”的结论。

★“课堂活动”只安排一个折纸的操

作活动，让学生在操作中发现几条折痕

互相平行。教学中一定要落实学生的操

作，在操作中感受折痕的平行。

★练习十五的第 1题和第 4题是让

学生观察并辨认垂直和平行现象，以加

深学生对垂直和平行的理解。教学时应

由学生独立完成。

★第3题，要强调用两条直线互相垂直的意义去判断，找出图中所有互相垂直的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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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题是以主题图的一部分情景

图为观察对象，让学生在图上分别找出

互相垂直和互相平行的线，以强化学生

对垂线和平行线的巩固。学生完成本题

时，一是要突出学生的独立观察，在深入

观察的基础上找出其中的垂线和平行

线；二是要注意引导学生根据垂线和平

行线的定义去准确判断。

★第7题是一个通过用三角板比的

操作去发现直角的活动，有助于加深学

生对直角特征的认识，并正确辨认直

角。练习时注意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图中

隐蔽的3个直角。

★第8题是过直线外一点分别画出

角的两条边的垂线，教学时注意提醒学

生用过直线外一点画已知直线的垂线的

方法，画后可组织学生交流画的过程和

方法。

★思考题是一道具有较大挑战的题

目。教学时，先让学生明确题目的条件

和要求，知道自己所要完成的探究任务，

然后在平行线内再画出几条和平行线垂

直的线段，并量出夹在平行线间的各条线段的长度，在此基础上得出这些垂线段的长度相等

的结论。教学的重点应突出“平行线之间垂直线段的长度相等”规律的探索和发现过程，让

他们在画线段和量线段的活动中感受这种规律，不必要求学生对结论作完整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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