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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１．了解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的法则，能运用法则进行简单的整式乘法运算。

２．经历探索多项式与多项式乘法法则的过程，培养学生观察、概括与抽象的能力，发展

学生有条理的思考与表达能力。

３．让学生经历适当尝试，获得一些直接经验，感受乘法分配律的作用和转化思想，体会

数学的应用价值，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

二、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乘法法则的理解及其运用。

２．教学难点：乘法法则的正确运用。

三、教材分析

多项式与多项式的乘法法则，是在学习了单项式与多项式的乘法法则基础上，通过对乘

法分配律运用探索得出的，同时由它可直接导出乘法公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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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中问题３的图形面积，其实质是乘法法则意义的直观解释，使得“转化”“整体”“数

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在教材中得以充分体现。因此，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在整式运算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同时它又是学生进行数学活动和进一步发展思维能力的极好素材。

四、教学过程

　图　１

（一）问题引入

（投影）【问题】如图１所示，一块长方形的菜地，长为犪，宽为

犿，现将它的长增加犫，宽增加狀，求扩大后的菜地的面积。

【操作】能否用一个几何图形把问题的意思表达出来？

【思考】结合图形，你能求出扩大后菜地的面积犛吗？

（二）探索交流

【活动】分组探求扩大后菜地的面积，然后小组之间讨论交流，有哪些不同的方法？

（１）犛＝（犿＋狀）（犪＋犫）———扩大后菜地长（犪＋犫），宽（犿＋狀）。



（２）犛＝（犪＋犫）犿＋（犪＋犫）狀———扩大后菜地由两个长方形组成。

（３）犛＝犪犿＋犫犿＋犪狀＋犫狀———扩大后菜地由四个长方形组成。

【思考】通过对同一个图形面积的几种不同计算方法，你能得到相关的等量关系吗？用

前面学过的知识说明等量关系成立的理由。

（犪＋犫）（犿＋狀）＝（犪＋犫）犿＋（犪＋犫）狀。

可把其中一个因式（犪＋犫）视为一个整体运用分配律，再利用单项式与多项式的乘法

法则。

（犪＋犫）犿＋（犪＋犫）狀＝犪犿＋犫犿＋犪狀＋犫狀。

应用单项式与多项式的乘法法则。

【交流】由以上讨论的结果，你能得到什么？

【归纳】

　　　　

请用语言叙述上式所表达的意义。

（投影）多项式与多项式的乘法法则：

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先用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与另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相乘，再把所

得的积相加。

（三）应用迁移

（投影）例１　计算：

（１）（３犪－犫）（２犪＋犫）；　　　　（２）（－２狓－１）（３狓－２）。

【活动】在学生独立完成或分组合作完成的基础上交流，展示不同的解答方案，让学生

互相评价修正。

解 （１）（３犪－犫）（２犪＋犫）

＝３犪·２犪＋３犪·犫＋（－犫）２犪＋（－犫）·犫

＝６犪２＋３犪犫－２犪犫－犫２

＝６犪２＋犪犫－犫２。

【讨论】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所得结果的项数与乘式的项数有什么关系？

在合并同类项之前，积的项数应该等于两个多项式的项数之积。

【操作】课本第５５页练习第１、２题。

在学生独立完成或小组合作完成的基础上，交流讨论，比较不同的解答方法，教师及时

纠正存在的问题。

【探究】课本第５６页练习第３题。（投影）

先由学生独立完成———填表，再引导学生观察思考（根据题目和结果的特点，你得到

怎样的规律），再小组进行讨论，然后各小组派代表发表看法，教师不失时机进行点评、

归纳。

（投影）含有一个相同字母的两个一次二项式相乘，得到的积是同一字母的二次三

项式：

（狓＋犪）（狓＋犫）＝狓２＋（犪＋犫）狓＋犪犫。



（四）整理反思

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感受？请大胆地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投影）

多项式乘多项式
将一个多项式视为单项式

→
利用分配律转化

单项式乘多项式
分配律

→
转化

单项式乘单项式从而得

到多项式乘多项式法则。

在进行多项式乘法运算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在实际解题时，直接运用多项式乘法法则计算，注意按顺序乘，防止漏乘或重复，防止符

号出错，有同类项的要合并。

（五）布置作业

课本第５６～５７页习题８．２第４题（３）、（４），第７、８、９题。

五、教学体会

本节课力求通过富有吸引力、生动有趣的教学过程，充分体现“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促进者”的教学理念，着力引导—主动参与—有效建构，以适应于新课程

的教学策略。

先由实际问题“求扩大后菜地的面积”引入，分组讨论不同的计算方法，导出相关的等量

关系，从“形”的方面直观解释多项式乘法法则的意义，接着启发学生利用分配律来说明道

理，实现了数与形的统一。在法则的形式过程中，让学生体会观察、分析、归纳等解决问题的

方法，领悟转化、整体的数学思想，培养合作交流意识和创造能力。接着通过例题和练习１、

２题的操作活动，使所学知识得以应用和迁移、巩固提高；而练习３的探究把教学活动推向

高潮，学生的积极实践、大胆创新得到充分展示。

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学生的思维发展，让学生经历数学知识的形成与应用过程，把时间

交给学生，让学生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想法，进行有条理的交流。教师通过聆听学生的表述，

观察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独立思考和认真程度，关注与他人合作交流的情况等，及时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以调控教学。教学评价侧重于形成性评价，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既要关注

学生的思维参与程度，更要关注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态度，使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成

功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