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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１）了解立方根和开立方的概念，会用符号表示一个数的立方根。

（２）了解立方根运算与开立方运算的关系，会用立方求某些数的立方根，会用计算器求

立方根。

二、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立方根的概念，求一个数的立方根。

２．教学难点：立方根的概念，会求某些数的立方根。

三、教材分析

立方根的内容，是在学习了平方根和算术平方根的有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本节课

从内容上看，与上一节平方根的内容基本平行，主要研究立方根的概念和求法；从知识的展开

顺序上看，也基本相同，本节也是先从具体的计算出发，经过归纳给出立方根的概念，然后讨论

立方与立方根的互逆关系，研究立方根的特征，最后介绍使用计算器求立方根的方法。关于一

个数的立方根的特征，教材没有明确地列出来，而是通过练习题答案的比较总结出结论。

四、教学过程

（一）复习

１．如果狓２＝犪，那么狓与犪的关系是什么？狓等于什么？

２．计算：２３；（－６）３；０３；０．４３；－（ ）２３
３

。

归纳：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的提出，使学生对平方根的概念，立方运算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对计



算结果的分析为学生上好本节新课作好准备。

（二）新课

１．设置问题情景

出示课本第７页的图６４，思考问题。

问题１：要做一只容积是１２５ｄｍ３ 的立方体木箱，它的棱长是多少？

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

设棱长为狓ｄｍ，则有狓３＝１２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问题１所对应的数学问题是：已知一个数的立方，求这个数。

２．立方根概念的引入

在上述问题中得到狓３＝１２５，我们知道狓２＝２５，狓叫２５的平方根。那么狓３＝１２５，狓与

１２５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般地，如果一个数的立方等于犪，那么这个数叫做犪的立方根，也叫三次方根，用符号

表示为
３

槡犪读作：“三次根号犪”，其中犪叫做被开立方数，３叫做根指数。

在上述问题中，狓３＝１２５，狓叫做１２５的立方根，记作狓＝
３

槡１２５。这是要求狓的值，像这

样的要求一个数的立方根的运算叫做开立方。

３．求一个数的立方根

狓３＝１２５，如何求狓？

分析：∵　５
３＝１２５，∴　５是１２５的立方根，即

３

槡１２５＝５。

（１）例题教学（课本第 页例４）

例４　求下列各数的立方根：

① －２１６；②０．０６４；③ －
８

２７
。

分析：求一个数的立方根，可以通过立方运算来求。如上述问题中，５３＝１２５，所以１２５

的立方根是５，在计算的同时要强调学生如何用符号来表示，结合符号语言与文字语言让学

生进行互相的转译。

解　见课本第７页。

思考：开立方根运算与立方运算的关系是什么？（互逆运算）

（２）练习巩固：课本第８页练习第１题，学生试做，并讲评订正。

思考：在上述的这些计算中，我们发现立方根与平方根相比较对不同的数有何区别？

（学生独立思考后，小组交流）

归纳：一个正数的立方根是一个正数，负数的立方根是负数，０的立方根是０。与平方根

相比，正数、０、负数都有立方根并且都只有一个（正数有两个平方根，负数没有平方根）。

（３）用计算器求立方根（保留４个有效数字）（课本第８页例５）

（１）２；（２）７．９５８；（３）－１７．４５６；（４）
１３７
３９８
。

分析：介绍计算器上的求立方根的按键，我们可以借助于计算器中求它们的立方根，但

要注意最后题目的要求保留４位有效数字。

解　见课本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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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拓展

１．求下列各式中的狓值：

（１）８狓３－
１

８
＝０；　（２）（狓＋１）

３＝２７。

２．填空：

（１）
３

－槡 ８＝　　　　　　　；　－
３

槡８＝　　　　　　　；

（２）
３

－槡 ２７＝　　　　　　　；　－
３

槡２７＝　　　　　　　；

（３）
３

－０．槡 ００１＝　　　　　　　；　－
３

０．槡 ００１＝　　　　　　　。

３．猜想：

３

－槡 犪与－
３

槡犪的关系（学生小组合作探索，并交流自己的猜想）。

４．归纳：

对于任意数犪有
３

－槡 犪＝－
３

槡犪。

（四）课堂小结

对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谈谈有什么收获，还觉得有哪些地方要努力的。

１．什么是立方根和开立方运算。

２．用什么样的方法求一个数的立方根。

３．立方根与平方根及算术平方根的异同。

（五）布置作业

习题６．１第４、５、６、７、８题。

五、教学体会

１．成功之处

本节课创设了学生生活实际中常见的问题，使学生感受到立方根的计算在生活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学生的注意力从开立方运

算转化为立方运算，让学生感受到立方运算与开立方运算之间的互逆关系。在整个教学中，

不断地通过类比的方法，既利于复习巩固平方根，又有利于立方根的理解和掌握。同时，通

过小组合作交流的方式进行了新知识的探索，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和归纳总结等良好的学习

习惯。

２．不足之处

对于本节课而言，通过探索思考交流，大部分同学能够准确地求出一个数的立方根，

但在用符号表示的时候，出现了不少的错误，典型的错误是把一个正数的立方根前加上

正负符号。这是因为与正数的平方根发生了混淆，因此在教学中要反复强调，反复练习。

另外，学生的符号语言与文字语言的互相转译能力还较差，这也是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

在交流一个数的立方根的时候，学生们概括能力也还需要进一步的锻炼。要注意积极地

引导学生主动的参与问题的讨论、探索，让学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条理地用数学语言



表示出来。

３．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本节课是通过生活中的实例展示出来的，在教学中，应多举出一些生活中的实例，让学

生切实感受到数学的应用价值，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探索新知识的欲望。学生在获取知

识的过程中应该是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的，如类比归纳、思考分析、推理验证等，教师在组织学

生探讨时要主动地参与。学习新课时，特别是对七年级的学生，进一步将数的学习范围扩

大，由于学生的理解能力的差异，有的学生一时难以接受，以至于出现了概念的混淆，平时的

教学中要多加强这些方面的训练，特别是进行符号与文字语言的互相转译来达到目的。用

计算器求立方根可以帮助学生验证自己的计算结果，以及一些复杂的无法口算的练习，但有

些学生过分地依赖于计算器而忽略了最基础的运算。对于少数思维能力强的学生，还应多

提供一些课外的相关的知识，如
３

犪槡
３＝？　（

３

槡犪）
３＝？等问题，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