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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１．在现实情景中直观感受线段、射线、直线，理解它们的意义，掌握它们的表示方法。

２．通过动手操作，了解直线的两条性质，初步感受说理的过程，并能应用性质解释实际

生活中的有关问题。

３．通过学生的探讨和交流，培养学生自主地学习的习惯和组织语言的才能。

二、教材分析

本节主要内容是线段、射线、直线等概念的意义及表示方法，直线的两条性质等。教材首

先给出了线段的意义和表示方法。在此基础上，逐一给出了射线、直线的意义和表示，然后通

过学生动手操作和简单说理的方法给出了直线的两个性质，最后通过练习锻炼了学生的几何

语言。这一节是平面几何的入门知识，为以后的“平行线”和“三线八角”等知识奠定了基础。

三、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线段、射线、直线的意义及直线的两个性质。

２．教学难点：直线的两个性质的理解和应用。

四、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埋下伏笔

１．举例说明，我们已经学习了哪些几何图形？

生：几何图形有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其中平面图形有：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圆等；

立体图形有长方体、立方体、圆柱体、球体等。

２．这些几何图形是由什么构成的？

生：这些几何图形都是由点、线、面构成。

３．这里的“线”指的是什么呢？

生：这里的“线”指的是直线和线段。

（设计意图：通过复习，巩固旧知，做到由旧知向新知的自然过渡）

（二）创设情景，引入新知

问题１：一支圆珠笔，长方体的棱，数学课本封面的边，分别是什么图形？

生：是一条线段。

问题２：它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内容。课题（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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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从学生较熟悉的身边事物入手，创设情景，归纳引入新课）



　图 １

（三）转入正题，讲授新课

问题１：什么是线段呢？如何表示它呢？

学生活动：让学生充分地交流、探讨，最后选几位学生代表总结

概括。

如图１，线段有两个端点，一般记作：线段犃犅或线段犪。

问题２：能不能再举一二个线段实例呢？

学生活动：（１）黑板的边；（２）一根木棒。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交流探讨，培养学生挖掘知识、发现知识的能力，从中感受到数

学学习的兴趣，并在生活中加以应用）

问题３：线段有两个端点，可不可以向两边延长呢？如果可以延长有几种延长方式呢？

学生活动：可以延长，有两种延长方式，一种是向一边延长，另一种是同时向两边延长。

　　　　（１）　　　　　　　　　　（２）

　图 ２

师生活动：（１）如图２（１）所示，延长犃犅。

（２）如图２（２）所示，延长犅犃（反向延长犃犅）。

问题４：延长后得到图形（图３）有什么特征呢？

　图 ３

问题５：能不能举出生活中一二个实例？

生：能。（１）手电筒的光柱；（２）激光灯的光柱。

（设计意图：由线段自然过渡到射线，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主观

能动性）

　图 ４

问题６：同时向两个方向延长又是什么图形呢？

学生活动：直线没有端点，有两个伸展方向，一般记作：直线犃犅

或直线犾（图４）。

（设计意图：利用类比思想，直接得到直线的概念，培养学生的学

习数学的思想方法）

　图 ５

（四）动手操作，提高认识

问题１：如图５，经过一点犃可以画几条直线？经过两点犃、犅呢？

学生活动：让学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像，然后在一起交流、探讨，最

终得出结论。直线的性质：经过两点有一条直线，并且只有一条直线。

问题２：要把一个挂衣帽的挂衣架，水平固定在墙上，至少钉几个钉

子？为什么？

学生活动：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最后选几位同学起来作答。

（设计意图：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解决问题，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３：两点可以确定一条直线，那么两条直线相交，结果又是如何呢？为什么？

学生活动：两条直线相交只有一个交点。并引导学生进行简单的说理。

（设计意图：通过两点确定一条直线，联想到两条直线相交只有一个交点，培养学生联想

能力）

（五）归纳总结，巩固新知

问题：今天你们学习了什么知识？

（设计意图：通过最后的小结，使学生明确所学知识重点、难点，并加以记忆，加以应用）



（六）布置作业

课本第 页练习第１、２题，习题４．２第１、２、３、４题。

（设计意图：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一方面巩固知识，另一方面培养运用知识的

能力）

五、教学体会

通过教学，发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学习的兴趣大，能够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积极

进行思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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