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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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案２　平行线的判定
安徽省蚌埠市第六中学　李　金

一、教学目标

１．通过用三角尺画平行线过程并结合观察得出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的结论，掌握判

断直线平行的这个条件，并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２．经历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的过程，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与有条理表达的能力。

３．在学生充分感知的基础上，体验平行线的画法，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产生过程，激发

学习兴趣，培养思维能力和协作精神。

二、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体验平行线的画法得出平行线的判定方法１；掌握直线平行的判定方

法１。

２．教学难点：正确认识同位角及利用它们对两条直线是否平行作出判断。

三、教材分析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是掌握判断直线平行判定方法１，并能利用判定方法１解决一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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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直线平行判定方法１是继平行线概念，平行线的基本性质，“三线八角”之后，又一

平行线部分的基本内容，是上节内容的延伸和扩展。学好本节课，是今后继续学习直线平行

判定２、３的前提。平行线的判定方法１是不加证明而采用的，教材的编写注意到学生认识

特点，提供学生熟知的实物图例，再给出相应的几何图形，利用几何图形的直观性，在学生充

分感知的基础上，体验平行线的画法，通过观察与说理获得得出平行线的判定方法。教材重

点是经历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的过程；掌握直线平行的条件是 “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教材难点是正确认识同位角及利用它们对两条直线是否平行作出判断本章逐步渗透几何说

理，不必对形式书写提出要求。

四、教学过程

（一）引导回顾，搭建桥梁

学生回忆并回答：

（１）在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是　　　　　　；

（２）在同一平面内，　　　　　两条直线的是平行线；

（教师强调平行的前提条件）

（３）两条直线相交，交成几个角？这些角都有什么样的关系？

两条直线相交成的四个角中有对顶角　　　对。

若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形成几个角？

［设计意图］　同位角的概念与它的识别是学生认识同位角的难点，教师可根据情况进

行类比，如它的形状像不同位置中的Ｆ内的两个角。

三条直线构成的八个角之间除以上这些角的关系外，还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这

节课要研究的内容之一。

（二）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１．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

你还记得怎样用移动三角尺的方法画两条平行线吗？

（１）过已知直线外一点画它的平行线方法：一落、二靠、三移、四画。

图１所示，用直尺和三角板画平行线时，三角板紧靠着直尺移动，得到犾∥犾′，这时∠１

与∠２的大小有什么关系？

图 １ 图 ２

　　（２）如图２，点犘在直线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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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过点犘任作一直线犃犅，与犾相交得∠１；

② 以点犘为顶点，犃犅为一边作∠２，使∠２与∠１在犃犅同旁，得直线犾′；

③ 要想犾′∥犾，∠２与∠１的大小应有怎样的关系？

（３）提出新问题：如果只有犪、犫两条直线，如何判断它们是否平行？启发学生利用前面

已经学习过的知识，能否由平行线的画法找到判断两直线平行的条件。

２．引导学生主动观察、思考、探究，比较，交流得出初步结论

　图 ３

由刚才的演示发现：画平行线仍借助了第三条直线，但是要用与

犪、犫都相交的第三线，根据“三线八角”的名称，在画平行线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保证了同位的两个角都是４５°或６０°，因此，得出“猜想”：如果

同位角相等，那么两直线平行。

３．几何画板动画演示两直线平行的条件———同位角相等

小结

平行线判定方法１　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同位角相

等，那么这两条直线平行。简单地说，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例如，如图３，直线犪、犫被直线犾所截，如果∠１＝∠２，那么犪∥犫。

　图 ４

（三）应用迁移，巩固提高

例１　投影，如图４，装修工人正在向墙上钉木条，如果木条犫与

墙壁边缘垂直，那么木条犪与墙壁边缘所夹角多少度时，才能使木条

犪与木条犫平行？你能解释这样画平行线的合理性吗？

例２　如课本第１０８页练习第２题图所示，如果油轮犃和油轮犅 继续沿着这两条航线

航行，它们会有相撞的危险吗？为什么？

解　由图可得，同位角相等，则两船航线平行，所以不会相撞。

例３　课本第１０８页练习第１题，有一块不规则的木料，只有犃犅边成直线，木工师傅在

此木料上截出一块有一组对边平行的木板，他先用角尺在犕犖 处画一条直线，然后又用角

尺在犈犉处画一条直线，画完后分别沿犕犖、犈犉锯开，就截出了一块有一组对边平行的木

料，请你判断一下这样做有道理吗？为什么？

［点拨：由垂直得到直角，然后由同位角相等得出两直线平行］

　图 ５

例４　如图５，∠１＝∠２＝５５°，∠３等于多少度？直线犃犅、犆犇 平行

吗？说明你的理由。

解　由图５可知，∠３＝∠２，（对顶角相等），又因为，∠１＝∠２＝５５°，

所以，∠３＝∠１＝５５°，而∠３与∠１是同位角，根据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

行可得　犃犅∥犆犇。

总结：每得出一个两直线平行的结论，都要依序完成下列三个过程：

（１）找出同位角；（２）说明这两个同位角相等；（３）用公理得出“平

行”的结论。

（四）展示能力，评价自我

组织学生讨论，交流，巡视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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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已知∠１＝∠３，则可判定犃犅∥　　　，其理由是　　　　　。

２．如图，（１）如果∠１＝　　　，那么犇犈∥犃犆；（２）如果∠１＝　　　，那么犈犉∥犅犆。

（第１题） （第２题） （第３题）

　　３．试一试：如图，画在一张白纸上的两条线段犪、犫，请你设计一个可行方案，判断犪、犫是

否平行，画出图形，说明理由。

［提示：画一条截线得到同位角，用量角器测量同位角是否相等］

（四）链接知识，归纳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学生小结，老师补充）

（１）两直线平行的条件，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２）每得出一个两直线平行的结论，都要依序完成下列三个过程：

① 找出同位角；② 说明这两个同位角相等；③ 用平行线的判定方法１得出“平行”的

结论。

（五）课堂跟踪反馈

１．作业：课本第１０８页的练习第３题；第１１０页的习题１０．２的第３题。

２．补充：如图，∠犃犅犈＝１３０°，∠犆＝５０°，犃犉与犆犇 平行吗？为什么？请说明理由。

（第２题） （第３题）

　　３．试一试：你能用一张不规则的纸（比如，如图所示的四边形纸）折出两条互相平行的

直线吗？说说你的折法。

［提示：利用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如图，连续折两次，均使点犃落在犃犇 上］

五、教学体会

由于教学时从操作入手，学生在反复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会自然直观地接受平行线判

定方法１；在学生充分感知的基础上，体验平行线的画法，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产生过程。

教学中给学生留出思考的时间，在“观察”“操作”项目中的内容让学生亲自实践，慢慢地有所

领会。但在画平行线推动三角尺时，要强调注意直尺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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