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彩的几何图形
安徽省凤阳县第二中学　刘志昂

一、教学目标

１．经历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图形的过程，学生们感受到了图形世界的多姿多彩；在具

体情景中认识长方体、立方体、四面体、圆柱、圆锥、球，通过丰富的实例，进一步认识点、线、

面、体，初步感受它们之间的关系，明确几何图形都是由点、线、面、体组成的，激发了学生对

丰富多样的图形的兴趣及好奇心。

２．通过在具体情景中对图形的观察，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归纳、概括能力。让学生

充分经历实践、探索、交流、获得成功的体验。提高学生合作交流的意识，培养学习数学的

热情。

３．通过长城、火箭等图片的展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二、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常见几何体的识别与点、线、面、体之间的关系。

２．教学难点：点、线、面、体等概念及相互关系的理解与认识。

三、教材分析

本节教材是初中数学的第一节几何内容，教材首先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物体的描述，介

绍了一些常见的几何体，让学生初步感受到几何体在实际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然后通过实

例，介绍体、面、线、点以及平面图形、立体图形等概念，让学生初步感受点、线、面、体之间的

关系。本节课是初中几何教学的起步，为后续的几何的学习打下基础，对后续的几何知识的

学习有着深远的影响。本节课同时也是小学知识延伸，因而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初

中几何的基础章节。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激发兴趣

课件展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展示本章章前图片：雄伟的万里长城、腾飞的火箭、风格迥



异的现代建筑……

师：它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数学领域———几何（板书：４．１丰富多彩的几何图形）

通过对投影的图形观察，让学生说出，其中包括哪些已经学过的图形？

师：几何是图形的王国，大家回忆一下小学认识过的图形。（板书：１．几何图形）

（二）操作观察，动脑思考

１．教师出示实物与几何体模型，（１）魔方与形状相同的一个立方体。（２）一个细长的

圆柱体，结合教室里的日光灯管。（３）足球与铅球。让学生观察讨论，寻找实物与几何模型

的异同点。

学生活动：在同学互相交流的基础上请代表发表意见，分别说明每一组实物与相对应的

几何体之间，形状、大小、重量、颜色、硬度等方面的异同点。

教师进行多媒体课件展示，从实物中抽象出几何体的动态过程，给学生以直观感受。

师生共同得出结论：我们周围的物体，如果只注意物体的形状（如长的、方的、圆的等），

大小（如长度、面积、体积），位置（在内或外，相交不相交等），而不考虑它们的其他性质（如颜

色、重量、硬度、制作材料等），就得到各种几何图形。

２．提问：实际生活中我们还见过哪些常见的几何体？举一些例子。让学生搜集出几何

体实例，抽象出它们所对应的几何体，在全班进行交流、讨论。

教师用多媒体课件展示课本第１１８页“操作”中的图片，由学生独立完成连线，然后教师

给以明晰。

教师提出问题：你能再举出一些类似上面这些图形的物体吗？学生独立思考，然后合作

交流。

３．出示长方体、四面体、圆锥体、圆柱体和球的模型，教师结合模型，给出体的描述性

定义。

教师提问：你知道这些几何体是由什么围成的吗？它们有什么不同吗？

学生先观察思考，然后讨论交流，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教师给出明晰：它们都有

表面，包围着体的面，如长方体有六个面是平的；四面体有四个面，也都是平的；圆锥体有两

个面，底面是平的，侧面是曲的；圆柱体有三个面，上下两个是平的，侧面是曲的；球只有一个

面，是曲的。由此可见，体是由面围成的，面有平面和曲面。

教师提出问题：你能举出一些生活中的平面、曲面的例子吗？

学生思考回答：

课本第１１９页第一组练习第１、２题，由学生自己回答，互相补充、完善。

４．演示多媒体课件，展示圆柱、圆锥和球分别由长方形，三角形和半圆旋转体的描述性

定义，教师给以明晰。

教材第１１９页第二组练习第２题，学生口头回答，互相补充、完善。

５．提出问题

（１）空中架设的电线、墙面与地板相交的地方形成了什么？（线。）再举出一些生活中给

我们以线的形象的实例。



（２）长方体面与面相交的地方形成了什么？圆柱、圆锥的侧面与底面相交的地方形成

了什么？

学生观察、思考后回答。互相补充、完善，然后师生共同得出线、直线、曲线的描述性

定义。

６．提出问题

（１）线与线相交得到了什么？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共同得出了点的描述性定义。

（２）数一数长方体和四面体各有几个顶点？

学生操作回答后教师明晰：面动成体，线动成面，点动成线。

７．多媒体投影

（１）课本第１１９页图４３，问：你发现了哪些几何图形，构成这些图形的基本元素是

什么？

学生观察图片，表述观点，教师参与学生的讨论，共同总结出结论：几何图形是由点、线、

面、体组成的，其中点是最基本的图形。

（２）投影出一组平面图形，如：直线、三角形、角、平行四边形、圆等，以及一组立体图形，

如：圆柱，圆锥、球等，提出问题，比较这两组图形的不同之处，你还能举出一些这样的例子

来吗？

学生观察、思考、交流，师生总结出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的描述性定义。

（三）课堂小结，提高认识

本节课你学到了哪些知识？这些知识有什么联系？你有什么体会？

学生思考、交流，教师巡视，启发学生小结，然后集体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本节课的

知识框图。

（四）布置作业，反复提炼

１．课本第１２１页习题４．１第１题。

２．整理本节课所学习的几何概念。

３．准备下节课学习所需要的立方体纸盒。

五、教学体会

本节课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必要的知识上的教学任务，而且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他们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激活了学生的思维，真正地做到了“让不同的人在数

学上得到了不同的发展。”

本节课利用了计算机辅助教学，出示了大量的模具，直观形象而生动。但是，对于农村

落后地区的学校来说，他们没有多媒体教室，甚至连幻灯都没有，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可能会

存在一定的困难。教师可因地制宜，带领学生自己动手制作模型或模具，可以用木块，也可

以用黄泥做成坯，晒干后上色。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又培养了他们合作的精神，



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喜悦，感受到学习数学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