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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１．通过对具体实例的感知及动手操作的体验理解平移前后的两个图形对应点连线段

平行且相等、对应线段分别相等的性质。

２．通过经历观察、分析、操作、概括、探索等过程，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增强学

生的审美意识。

二、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平移的基本性质。

２．教学难点：平移的基本性质的探索与理解。

三、教材分析

本节的主要内容是平移的概念和性质。

与其他章节内容相比，本节内容提供了更多的有趣的现实情景，通过这些现实情景引入

平移概念，让学生通过观察、分析、作图、简单图案的欣赏与优美图案的收集等操作性活动，

达到对平移知识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要求大家利用课外时间到大型商场去观察一下站在手扶电梯上的

人是怎样运动的（或到建筑工地观察大型平吊吊起建筑材料的过程或观察公路上行驶的汽

车急刹车时的运动），你们完成了吗？

【设计意图】对生活居住地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观察要求。

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选用下列两种试验方式让学生得到现场感受：

１．出示教具：一块表面光滑木板和一个表面光滑的长方体木块。教师把木板斜放，将

长方体木块放在木板较高的一端，使木块沿着木板缓缓下滑。

２．播放课件：一位站在商场的手扶电梯上顾客缓缓上升的过程。

（二）初步认识平移

请同学们思考下列问题：

１．长方体木块在木板上下滑过程中，其形状、大小在运动前后有什么改变吗？（答：形

状和大小没有改变）

２．这位顾客在手扶电梯上升的过程是一个什么运动？假若他的头向前移去了５ｍ，那

么他的脚向前移去了多少 ？（答：平移；５ｍ）如果我们把这位顾客在移动前后分别看成一



条线段犃犅和一条线段犆犇，你能从中得到一些什么结论？

３．长方体木块在移动前后横截面分别看成长方形犃犅犆犇 和长方形犈犉犌犎，你能从中

得到一些什么结论？

（以上２、３两个问题只要学生回答有道理，教师都予以认可）

【设计意图】让学生畅所欲言，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把从生活中的感知用自己语言描

述出来

（三）动手操作

学生用准备好的硬纸板剪成的四边形，在一张白纸上按如下要求操作：先在纸上画出四

边形犃犅犆犇，再把直尺靠近犇犆边，将四边形纸片沿直尺移动到另一位置，画出纸片移动后

的四边形犃′犅′犆′犇′。

学生操作完毕，教师可用多媒体再次演示图形的平移过程。

根据上述操作过程及操作结果引出下列内容。

（四）平移的基本概念并探究平移基本性质

１．出示前面操作后思考中提出的问题：连接犃犃′、犅犅′、犆犆′、犇犇′。这些线段的位置和

大小有怎样的关系？还有其他相等的线段吗？同学们能说出什么叫做平移吗？平移有一些

什么样的特征呢？

２．评定学生的答案，并给出正确结果：犃犃′、犅犅′、犆犆′、犇犇′彼此平行且相等。除此之外，线

段犃犇 与犃′犇′、线段犅犆与犅′犆′、线段犆犇与犆′犇′、线段犃犅与犃′犅′分别平行且相等。

平移的概念　在平面内，一个图形沿某个方向移动一定的距离，这种图形的变换叫做平

移。平移时原图形上的所有点都沿同方向移动相同的距离。原图形上一点犃 平移后为点

犃′，这样的两点叫对应点。

平移的性质　平移只改变图形的位置，不改变图形的形状和大小；平移后的图形与原图

形上对应点连接的线段平行且相等。

【设计意图】通过探索让学生发现问题，相互交流，并概括总结用语言描述，再与教材中

的概念文字作比较，尝试成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五）多媒体播放一组图案

生活中平移情景与事例：平移在建筑、印染、雕刻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同学们，下面是一组利用平移制作出来的图案（图１、图２、图３），它们是如此的美丽。

图 １ 图 ２



图 ３

你们能说出这样的图案是如何通过平移得到的吗？

【设计意图】让学过的数学概念再回到生活中去，进一步巩固对概念的理解。本题还应

考虑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即对同一个图案，不同的学生可能提出不同的平移方式；

同时激发学生利用平移知识进行图案设计的学习热情，并为下节课的学习作好准备。

（六）本课总结

本节课主要讲述了平移的概念和基本性质。以生活中的实例让学生认识平移，对平移

的有关性质有一定的理解。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图形欣赏意识和审美

意识。

（七）课后作业

习题１０．４第１、２、３题（第３题要求每位同学至少收集两个图案，并将收

集的图案夹在作业本中）。

（八）课后思考

一只篮球在平整的地面上沿直线滚动了一段距离，篮球的运动是平移吗？请说出理由。

五、教学体会

平移知识与生活有着密切联系。根据这个特点，我在教学中注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做到不仅在课堂上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而且注意积极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也参与到对

知识的探索中去，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获取知识。这样做的效果是既培养了学生细心认真

的学习态度，同时又让学生之间互相交流、相互讨论，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