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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１．能从实际生活中的物体抽象出几何图形；能区分多面体与旋转体、平面图形与立体

图形；通过实例了解点、线、面、体的意义及其关系。初步建立空间观念。

２．让学生经历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图形的过程，感受图形世界的丰富多彩；通过比较

不同的几何题，学会观察几何体间的不同特征，体会其区别与联系。同时通过直观性教学，

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

二、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几何图形的概念及常见几何体的识别。

２．教学难点：对体、线、面、点的关系的认识与理解。

三、教材分析

在前两学段，学生已经积累了一些关于几何图形的知识与经验，本学段将在此基础上引

导学生进一步认识一些图形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严格的几何推理方式展开学习。为

做好本章教学与前两学段的衔接，教材首先引入大量的实物模型，让学生从中抽取相应的几

何图形，使得抽象与直观得到有机的结合，例如本课中的体、线、面、体以及多面体、旋转体等

概念，都是要求学生在实际背景中认识、理解，而不是通过形式化的描述让学生接受概念，这

样的安排，避免了几何起始章要求的无意拔高与复杂化。教学中要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工具，

展现图形世界的丰富多彩，帮助学生从中抽象出几何图形；通过图形的动态演示，认识立体

图形与平面图形的关系，帮助学生建立空间观念，同时，通过学习使学生感受到，生活中处处

可见丰富多彩的几何图形，多彩的几何图形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从而激发学生对几何的兴

趣，做好进一步学好几何的准备。

四、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设 计 意 图

创设情景

　今天的天气比前些天好多

了，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里，老师带大家去旅游好

不好

　调动学生情绪，使学生以

积极高昂的情绪投入学习



（续表）

教学环节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设 计 意 图

创设情景

导入新课

　接着播放课件并提出问题

　刚才大家看到的美丽建

筑，有的是不规则的图形，有

的含有规则的图形，你能从

中发现以前学过的几何图

形吗

　学生回答后，用课件动画

演示从实物中抽象几何图形

的过程

　观察图片，思考问题并回答

　

　让学生感知现实世界中到

处都有多彩的几何图形，初

步体会到几何来源于生活，

应用于生活

　让学生感受从实物抽象出

图形的过程

自主探索

　一、几何图形

　强调概念中“不涉及它们

的其他性质”指的是不考虑

物体的颜色、重量、用途、原

料等

　（１）教师要求学生完成课

本第 页的“操作”，同时

巡视，了解学生解答情况

　（２）你能再举一些生活中

类似于我们学过的几何图形

的例子吗？比一比，看谁说

得最多

　学生回答后，教师播放课

件中的生活实例图片

几何图形

　阅读课本第 页课文第

一段

　完成课本第 页的“操作”

积极思考，踊跃发言

　旨在使学生养成认真阅读

课本的习惯

　能准确找出与实物类似的

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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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学环节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设 计 意 图

合作交流

　观察图片后教师指出这些

图形都是立体图形。像直

线、角、三角形、圆等是平面

图形

　学生阅读课本第 页课文

最后一段

　让学生经历从实物抽象出

几何图形的过程，加强对几

何图形的认识与理解

　让学生体会到生活中许多

物体的形状都类似于我们常

见的几何图形

　关于立体图形与平面图

形，只要求学生在具体情景

中能判断出即可

自主探索

　二、几何体、多面体、旋

转体

　１．几何体

　拿出几个常见几何体模

型：长方体、四面体、圆柱、圆

锥、球等，指出这些都是几何

体，简称体

　２．多面体与旋转体

　将几何体模型分发给几个

组，让学生亲自触摸、感受、

体会围成这些几何体的面有

何相同与不同

　自主学习

　阅读课本第 页课文，了

解什么是几何体

　学生轮流触摸几何体模型，

组内交流讨论

　对学生不知道的几何名

词，教师的讲解、学生的阅读

十分必要

　通过亲身感受几何体，为

理解多面体、旋转体的概念

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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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学环节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设 计 意 图

合作交流

　（１）展示多面体与旋转体

的概念

　指出：平面是无边界的（类

比直线是向两方无限延长

的）。面有平面、曲面

　（２）动画演示圆柱、圆锥

分别由长方形、直角三角形

旋转形成的过程

　　　　　　　　　 　　

←

←

　观察课件，了解旋转体的形

成过程

多面体

旋转体

　初步了解平面是无边界的

　面有平面、曲面

　动画演示有助于学生对旋

转体的概念的理解，同时渗

透用运动的观点研究几何图

形的思想，为后面介绍面动

成体埋下伏笔

自主探索

合作交流

　三、点、线、面、体

　１．面

　我们知道几何体是由面围

成的，举出生活中给我们以

“面的形象”的例子

　在长方体中，我们知道面

与面相交叫做棱，一般情况

下面与面相交叫做什么呢

　２．线

　提问：指出在圆柱体中，底

面与侧面相交的线，它与多

面体中面与面相交成的线有

何不同

　线有直线、曲线

　举出生活中给我们以“线”

的形象的例子

　３．点

　用类似的方式给出点

　４．点、线、面、体的关系

　教师播放多媒体课件，展

示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

成体的过程

　得出：几何图形是由点、

线、面、体组成的。其中点是

最基本的图形

　学生积极举例

　由学生说出长方体的面、棱、

顶点

　同伴交流

　积极思考、举例

　积极思考、举例

　仔细观察课件

　通过举例加强对“面”的认

识，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具

体化

　这些知识学生在小学时已

学过，不必过多讲解

　通过比较，了解线分直线、

曲线

　通过举例使抽象的概念形

象化、具体化。加深对“线”

的认识

　通过举例使抽象的概念形

象化、具体化。加深对“点”

的认识

　通过学生举例，加深对点、

线、面的认识与理解，增强知

识的趣味性，避免了单纯讲

解几何概念的枯燥乏味

　利用动画课件，直观展示

点、线、面、体之间的关系，学

生易于理解



（续表）

教学环节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设 计 意 图

巩固练习

强化提高

　１．课本第 页练习第

１．２题

　２．用橡皮泥制作由常见

几何体组合的图形

　自主完成

　合作完成

　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动

手操作以及与人合作的能力

归纳小结

构建体系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

哪些收获？把你的收获说出

来，与同伴分享吧

　同伴交流

　同伴交流，形成互补，分享

快乐

　学生自己归纳梳理知识，

有助于知识的内化，构建自

己的知识体系

布置作业

延伸提高

　（１）习题４．１第１、２题

　（２）课本第 页数学活

动

　（３）预习课本第 页

“操作”内容，准备正立方体

纸盒、剪刀等学具

　自主完成

　

　两人合作

　

　自主完成

　

　

　巩固知识

　

　培养合作能力、动手操作

能力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

养自学能力

　

五、教学体会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在过去的教材中没有，是课程标准沪科版中的新增内容。同时，本课

内容又是七年级学习几何的起始课，且本节课的几何名词很多，因此本节课上得成功与否，

直接影响同学们对几何学习的兴趣。

第一，努力创设情景。利用多媒体课件向同学们展示了著名景点和建筑物的图片，很快

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提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感受到生活中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图形，自然

进入新课。

第二，在“做”中学数学。本节课学生的活动比较多，教师既要全局把握，又要顺其自然，

千万不可越俎代庖，多给学生思考、探索、交流、归纳、反思的空间，使其对周围环境和实物产

生直接的感知，进而更好的理解所学知识，从而发现和创造新知。如在学生触摸几何体模型

后，有的谈到：多面体有棱有角、棱角分明，而旋转体很圆滑、滑头滑脑。如果没有亲身感受，

学生是说不出如此真切的感受、如此形象的语言，就连老师也没想到。再如在找出生活中的

点、线、面的例子时，很多同学举出了很好的实例：灯塔发出的光束———射线，晴朗的夜空中

闪烁的星星———点，地图中代表城市的点等等。通过同学们的举例、交流，很好地理解了这

些抽象的几何名词。

第三，借助多媒体课件，很好地突破了难点———点、线、面、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媒体

课件直观、形象的动画演示，学生很容易理解这四者的关系以及点是最基本的图形。

第四，本节课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学习数学，学好数学更好

地为生活服务，体现了“学有用的数学”的新理念。同时，使学生体验到数学学习活动中的成

功与快乐，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培养学生对数学的良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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