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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１．通过观察实物模型，认知、抽象概括出对顶角，建立对顶角的概念。

２．探究对顶角相等的理论分析，从中体会转化的数学思想。

３．加强语言训练，培养学生的几何语言的表达力。

４．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体会几何图形的简单美和对称美。

二、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对角线的概念及性质。

２．教学难点：理解对顶角的性质的由来，以及运用这一性质去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

问题。

三、教材分析

本节的主要内容是相交线所成的角———对顶角，两直线互相垂直和垂线的性质。这是

第一节课。理解对顶角的概念和性质是研究两直线垂直、平行的基础。因此了解熟悉对顶

角的概念，理解其性质，对这些知识的掌握是促成学生智慧生成的关键。

　图 １

四、教学过程

１．温故知新，提出问题

（１）什么样的角是平角？

（２）填空：如图１，∠犃犗犆＝　 　　－　 　　，∠犃犗犅＝　　　　

＋　　　　，∠犅犗犆＝　　　　－　　　　。

（３）什么样的两个角互为补角？

　 　

　　 　　图 ２　　　　 　　　图 ３

在图２中，∠犃犗犆 与∠犅犗犆 是互为补角吗？

关于补角有什么性质？

（４）如图３，有两堵围墙，有人想测量地面上所

形成的∠犃犗犅的度数，但人又不能进入围墙，只能

站在墙外，如何测量？



【设计意图】复习巩固已有知识，为新知识研究做铺垫。同时提出一个实际问题，激发

学生探索兴趣和激情。

２．仔细观察，探索新知

（１）首先引导学生大胆想像、设计，勇敢发言，调动学生探究的激情，给出理性的或直观

的解决方案，此时有无结果并非重要，对学生的反映暂且不做评价。

然后引导学生观察，展示剪刀剪纸，一边剪一边问：剪纸时，用力紧握把手，引发了什么

变化？进而使什么也发生了变化？

结论：握紧把手时，随着两个把手之间的角逐渐变小，剪刀刃之间的角也在逐渐变小。

如果改变用力方向，随着两个把手之间的角逐渐变大，剪刀刃之间的角也相应变大。若把剪

子的结构抽象成两条相交直线，如图４。那么∠犃犗犆与∠犅犗犇在位置和大小上始终保持什

图 ４

　

么样的关系？引导学生抽象、概括出对顶角的概念：直线犃犅与犆犇 相交于点犗，∠犃犗犆和

∠犅犗犇有公共顶点犗，并且两边互为反向延长线，这样的两个角叫做对顶角。它的字面义

是相对共顶，英文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ｇｌｅｓ中的ｏｐｐｏｓｉｔｅ是相对的意思，ａｎｇｌｅｓ是角的意思。同一种

东西，不同的语言表达，会让学生对概念有更清楚的认识。也可以表达成两直线相交所成的

四个角中，不相邻的两个角叫做对顶角。

（２）让学生在纸上随便画出不同位置的两条相交线，来比较一组对顶角的大小。鼓励

学生测量比较，也可以通过叠纸对光使一边重合，观察另一边是否也重合，甚至尝试用推理，

得出性质：对顶角相等。

　图 ５

【设计意图】通过观察让学生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概括出概

念，使学生理解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

（３）让学生进行语言训练：

如图５，由∠１＋∠２＝１８０°，∠３＋∠２＝１８０°，根据同角的补角相等得

∠１＝∠３，即对顶角相等。

【设计意图】语言是思维的载体，理性思维在此出现，不可忽视。全班同学可以互动，

甲、乙两同学可以互相进行语言训练，内化为一种能力：在思维意识中根植“对顶角相等”这

一真理。

３．例题讲解

例１ 辨析（１）一束光线射在平面镜上发生反射，如图６，∠１和∠２是对顶角吗？为什

么？

　 　

　　 　 　图 ６　　　　 　　　图 ７

（２）一束光线从空气射入水中，光线的方

向会改变，如图７，∠１和∠２是对顶角吗？为

什么？



强调：对顶角的本质特征是有公共顶点，两边互为反向延长线，且大小相等。

例２ 两条直线相交可以形成几对对顶角？三条直线相交于一点呢？如图８。

问：犪、犫、犮两两组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

（犪、犫，犪、犮，犫、犮共三种情况，每种情况有两对，共有六对。）

例３：已知：如图９，直线犪、犫相交，∠１＝４５°。

　图 ８

求：∠２、∠３、∠４的度数。

解：∠３＝∠１＝４５°（对顶角相等）

∠２＝１８０°－４５°＝１３５°（邻补角的定义）

∠４＝∠２＝１３５°（对顶角相等）

【设计意图】

（１）通过日常生活的两个反例，进一步帮助学生认清对顶角的

概念。

（２）培养分类思想，拓展学生思维，从而化复杂为简单。

（３）对顶角性质的运用。

　图 ９

４．练习

（１）课本第１０１页练习第１、２题。

（２）回归引导性问题，给出解决方案：

方案１：作犗犅的反向延长线犗犆，测出∠犃犗犆的度数，根据邻补

角的意义，从而求出∠犃犗犅的度数。

方案２：作犗犅、犗犃的反向延长线犗犆、犗犇，测出∠犇犗犆的度数，根据对顶角相等，从而

求出∠犃犗犅的度数。

【设计意图】

（１）巩固已学知识，为内化为能力做准备。

（２）回归课前提出的问题，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５．小结（画龙点睛）

（１）对顶角的本质特征：在位置上，有公共顶点，两边互为反向延长线；在数量上，大小

相等。

（２）运用对顶角的性质去解决问题时，注意去识别它们是否为对顶角或构造出对顶角。

６．作业

（１）课本第１０４～１０５页习题１０．１第１、２题。

（２）课时作业设计：

① ∠１的对顶角是∠２，∠２的邻补角是∠３，若∠３＝４５°，则∠１的度数是（　　）。

（Ａ）４５°　　　（Ｂ）１３５°　　　（Ｃ）１３５°或４５°　　　（Ｄ）９０°

② 以下四个图形中，∠１与∠２是对顶角的图形有（　　）。

（第②题）



（Ａ）０个　　　（Ｂ）１个　　　（Ｃ）２个　　　（Ｄ）３个

　（第③题）

　（第④题）

③ 如图，已知∠α＋∠β＝８０°，则∠α，∠γ的度数分别是多少？

④ 如图，犃犅、犆犇相交于点犗，犗犅平分∠犇犗犈，若∠犇犗犈＝１２０°，

则∠犃犗犆的度数是多少度？

　（第⑤题）

⑤ 如 图，直 线 犃犅、犆犇 相 交 于 点 犗，∠犃犗犆 ＝ ５０°，

∠１∶∠２＝２∶３，求∠犇犗犈的度数。

五、教学体会

课程改革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既要考虑数学

自身的特点，又要考虑学习数学的心理规律，强调学生从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将学生的亲

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使学生获得对数学的理解，同时使

学生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得到进步和发展。本着这种理念，我做了充分的

准备，从温故为知新、提出问题，到仔细观察、探索新知，再到例题与练习，画龙点睛式的小

结，作业设计，都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点，让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

发展。整节课思维流畅，过渡自然，问题探讨不断深入，学生思考积极，教学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