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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段、直线和射线

第1课时 线段、直线和射线(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0页单元主题图,第41页例1和第42页课堂活动第

1题,练习十第1题。

【教学目标】

1.认识线段、直线和射线,能正确画出线段、直线和射线。

2.体会两点间所有连线中线段最短,知道线段是两点间的距离。

3.经历认识线段、直线和射线的过程,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

析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重、难点】

1.认识线段、直线和射线。

2.能正确画出线段、直线和射线。

【教学具准备】

直尺或三角板,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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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

1.引导学生观察单元主题图,着重指导学生在图中找出

简单的数学图形。
你从图中看见了哪些数学图形?
学生观察后在小组内相互说一说,然后抽几个学生汇报。
学生可能找到:有很多线,如电线、钓鱼线;还有很多角,如晾衣

架上的角、房屋顶上的角、大雁排成的队形是角、小山的形状也是

角……

2.揭示课题。

对了,这幅图中有很多线和角,生活中也有很多线和角,让我们

来找找身边的线和角吧!
学生可能找出课桌的一边是线,数学书的一边是线,窗户上有

角,课桌上有角……
教师引导学生从身边的数学现象中揭示本节课题:这节课我们

首先来研究线。
板书课题:线
[点评:从直观的主题图中寻找线和角,再到学生发现身边的线

和角,这样的情境引入让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感到亲切,自然会很快

进入到关于线的知识探索中。]

二、探索新知识

(一)学习例1

1.教学线段。

(1)我们先来研究这幅图中的电线。
(把多媒体课件中单元主题图的其他情境隐去,只剩下电线杆和

电线。)

①同学们看一看两根电线杆之间拉紧的一段电线,你们有什么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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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学生观察后回答。教师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发现线段的一些性

质,如“发现两根电线杆之间的这段电线的长度能测量,电线的两头

是电线杆柱头。”

③教师引导:把两根电线杆之间拉紧的一段电线画出来就得到

一条线段。

板书:线段。
教师示范画一条线段。
黑板的一边可以看成是一条线段,线段有两个端点。

④说一说:生活中还看到过哪些线段?

⑤画一画:在两点间画线。
让每位学生都自由地在两点间画线,可能得到如下图形。

让学生量一量,议一议,哪条线最短?
学生讨论后回答:两点之间,可以画很多条线,其中线段最短。

⑥小结:线段的长度就是这两点间的距离。

⑦通过以上的探究,你知道哪些有关线段的知识呢?
引导学生说出:知道线段有两个端点,两个端点间的线是直的,

并且线段可以量出长度;还知道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⑧练习:完成第41页“试一试”。
[点评:用截取主题图一部分内容作为新课研究内容的方式,保

持教学内容的连贯性;采用观察和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直观地

发现线段的一些特点;整个教学过程在体现学生主体作用的同时也

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一步一步地完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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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段的认识和理解。]

2.教学直线。

(1)多媒体课件演示线段的两端无限延长的过程。
请同学们注意观察,现在的线段有什么变化?
让学生发现线段向两端延长。
(2)这样的延长是无限的延长,想象一下这条线是怎样的一

条线?
引导学生想象出这条线很直很直,并且很长很长。
(3)有多长呢? 这样的线有端点吗? 能量出它的长度吗?
学生在小组内讨论后回答:无限延长的线没有端点,不能量出它

的长度。
(4)小结:一条线段向两端无限延长后就是一条直线。
板书:直线。
教师示范画一条直线:

(5)画一画:自己确定一个点,试一试过这个点可以画多少条直

线? 自己确定两个点,试一试过这两个点又可以画多少条直线?
学生试一试后交流:过一个点可以画无数条直线,过两个点只能

画一条直线。
[点评:突出线段与直线的比较,有效地利用学生原有知识(线

段)来主动地探究新知识。在这个教学环节,加强了比较,让学生在

比较过程中加深对直线的理解。]

3.教学射线。

(1)多媒体演示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的情境。
如果把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可以得到一条什么样的线?
思考这样几个问题:①这条线有端点吗? ②这条线能画完吗?

③这条线可以度量吗?
学生讨论后回答。
(2)小结:一条线段向一端无限延长后就是一条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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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手电筒和探照灯射出的光线,都可以看成是射线。
[点评:学生在讨论、交流中进一步认识线段、直线、射线。]

三、练习应用

(1)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然后再小组交流所画线段,教师巡回辅导,引
导学生通过交流发现:确定的两个点的位置不同,就能画出各种各样

的线段。
(2)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第1题。

教师巡回查看学生练习情况,并讲评。
(3)画一长3cm的线段,并要求学生说一说是怎样画的。

四、反思总结

(1)本节课认识了哪些线? 这些线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2)试一试独立画出线段、直线。
(3)关于线的知识学习,你还有哪些困惑? 还想提出哪些问题?

(四川省宜宾市农业街小学 韩红)

第2课时 线段、直线和射线(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1页例2,第42页“议一议”和课堂活动第2题,练习

十第2、3题及思考题和补充练习。

【教学目标】

1.会根据指定的端点画出射线和独立画出射线。

2.知道线段、直线和射线的区别,能熟练地判断出线段、直线和

射线。

3.利用线段、直线和射线解决相关的数学问题。
·38·

三、角




4.经历在实际生活中发现有关线段、直线和射线的数学问题,并
能正确解决。

【教学重、难点】

利用线段、直线和射线解决相关的数学问题。
经历在实际生活中发现有关线段、直线和射线的数学问题,并能

正确解决。

【教学具准备】

直尺或三角板、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1)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线,请看。(引

导学生看课件视频展示的生活中的各种线。)
生活中的这些电线、电话线、电视天线、射灯线、电话机的话绳、

跳绳的绳子,写字的时候铅笔尖移动会画出这些各种各样的线,你能

找出其中哪些是线段、直线和射线吗?
学生先在小组内说说各自找出的线段、直线和射线,然后再分组

汇报。
(2)揭示课题,板书课题。
教师结合学生的汇报分别板书:线段、直线和射线,揭示本节课

巩固练习线段、直线和射线的有关知识。
[点评:用呈现生活中的各种线的视频引入线段、直线和射线的

练习课,能够很快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让学生在生活中感受到了

数学知识的用处,能把生活中这些各种各样的线区别出来,正确判断

出线段、直线和射线。]

二、教学例2

1.引导学生读例2题目要求,理解后根据要求画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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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例2的第(1)小题。

教师引导学生找到端点,再启发学生交流发现,以这个点为端点

画射线应该注意些什么?
学生通过讨论交流后发现,因为射线只有一个端点,所以画射线

时只能以这个点为起点,然后用直尺比着往外画射线,如果射线的一

端超过了这个起点,画出的就不是射线,而是直线了。
因为这个点是没有方向的,所以可以以这个点为端点往任意方

向画出一条射线。

3.完成例2的第(2)小题。

教师首先引导学生思考,以一个点为端点画射线,只能画出一条

吗? 在练习本上试试看。
学生通过尝试练习,发现因为点没有方向,所以可以以一个点为

端点往任意方向画射线,可以画出无数条射线。
让学生分析第(2)小题,要求是“以下面的点为端点画两条射

线”,让学生明白可以往任意方向画射线,但是只画出两条射线就

可以。
学生理解后准确美观地画出两条射线。

4.完成“说一说”,怎样画射线?

同学们有了完成例2时的交流和练习,对怎样画射线已经有了

充分的理解,引导全班学生交流、小结,进一步掌握画射线的方法。
小结画射线的步骤:
(1)确定一个点为射线的端点。
(2)用直尺比着这个点为起点,往外画射线。
(3)画射线的时候注意射线的一端不能超过起点,不然画出的就

不是射线而是直线了。

三、教学第42页“议一议”

(1)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先小组讨论,交流对线段、直线和射线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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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出示表格,在学生小组汇报的基础上完成表格。

名称 端点个数 能否度量 能否延长

线段

直线

射线

四、完成第42页课堂活动第2题

在学生独立完成后再全班交流,总结出“经过一点可以画无数条

直线”的结论。

五、基本练习

学生自主动手在课堂练习本上画出线段、直线和射线各一条。

六、综合练习

1.独立完成练习十第2题。

学生手势比画判断对错,并请学生抢答说出错题的原因在哪里。

2.独立完成练习十第3题。

学生完成在书上,教师巡回批改。

3.快乐小法官。(对的打“√”,错的打“×”。)

(1)一条直线长12cm。 (  )

(2)直线比射线长。 (  )

(3)线段是直线的一部分。 (  )

(4)两个端点之间可连成一条直线。 (  )

(5)小芳量出一条直线的长度是31cm。 (  )

(6)手电筒发出的光是射线。 (  )

(7)在一条直线上有两个点,这两个点之间的部分就是一条线段。

(  )

(8)射线可以度量长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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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拓展应用

1.选一选。

(1)一条(  )长6cm。

A.直线   B.射线   C.线段

(2)太阳的光线可以看成是(  )。

A.直线   B.射线   C.线段

(3)直线有(  )端点。

A.没有   B.有限个    C.无数个

2.画一画。

(1)画一条长6cm的线段。

(2)以下面的点为端点画3条射线。

3.完成练习十的思考题。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全班交流。

八、反思总结

(1)请学生谈谈关于线段、直线和射线有了哪些新的认识,有什

么收获?

(2)请学生说说关于线段、直线和射线还有哪些困惑?

(3)请学生把还能提出的问题在小组内说出,请组内同学解决。

每个小组至少自主提出两个问题并解决。

[点评:练习环节精心设计,具有层次性。注重练习过程中体现

学生参与的主体地位与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学生根据不同的练习环

节,有重点地获取知识,对线段、直线和射线的相关知识有充分的认

识和掌握,并深刻理解它们的联系和区别。]

(四川省宜宾市农业街小学 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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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度量

第1课时 角的意义和角的度量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3页的内容,第44页例1及课堂活动,练习十一

第1~3题。

【教学目标】

1.理解角的意义,知道角的组成、读法和表示方法。

2.认识量角器,会用量角器量角。

3.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操作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重、难点】

1.理解角的意义,会用量角器量角的度数。

2.用量角器量角的方法。

【教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1张圆形塑料片,2张硬纸条,1个图钉,量角器。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引导学生从已经掌握的画射线,引入对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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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请学生在练习纸上确定一个点,以这个点为端点向不同的

方向画两条射线。
学生操作后,选有代表性的学生作业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
(2)让学生观察所画图形,看看有什么发现?
引导学生回答:发现从一点引出两条射线组成的图形是角。教

师随学生的回答板书:角。
(3)教师同时放3~4张学生所画的角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出

来,让学生比较这些角是一样大的吗?
学生发现有的角大,有的角小。
教师揭示课题:这些角哪些大,哪些小呢? 我们除了可以观察和

重叠比较外,还可以通过角的度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板书课题:角的度量。
[点评: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入手,让学生从画角的操作过程中,体

会角的意义是“从一点引出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并且由学生画

出的角有大、有小,巧妙地引出角的度量问题。]

二、自主探索

(一)角的意义

1.角的意义和各部分名称。

教师请学生翻到教科书第43页,让学生自己认真阅读教科书上

的内容,并勾画出关于什么是角、角的各部分名称是什么的重点

语句。
通过学生的阅读,认识到“从一点引出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是

角,这个点是角的顶点,两条射线是角的边”。

2.角的表示方法和读法。

角通常用符号“∠”来表示,如右边的角我们可以记作“∠1”,读
作“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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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的度量

1.量特殊的角。

(1)教师引导学生动手自制一个简易的

量角器。请同学们拿出你的圆形塑料片,把它对折,变成了什么? 把

这个半圆对折后形成什么角呢? 把这个直角再对折(学生操作),现
在这个角是多少度?

学生分别得到半圆、直角和45°的角。
(2)教师要求学生把这些折痕画出来,在这个半圆的折痕上从左

到右能找到0°,45°,90°,135°和180°的角吗?
学生找出来后,请学生展示,并说一说自己是怎样找到的。
(3)教给学生角的度数的写法。
我们把0度写作0°,把45度写作45°。请同学

们用这种写法,在半圆上标出相应的度数。
学生操作后,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学生的半圆纸片(如上图)。
(4)学生自主探索出使用这个简单量角器的方法。
这样一个简易的量角器就做成了,同学们可以把教科书封面上

的一个角放在这个量角器上量一量,看看是不是90°?
教师边讲边做示范2,学生把书放在半圆上量。
让学生在探索中发现量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学生发现:量的时候角的一边要和标有0°的线重合,并且角的顶

点要和半圆上几个角的顶点对齐。
教师:我们把标有0°的线叫作0°刻度线,半圆上几个角的顶点叫

作量角器的中心。(多媒体课件配合教师的叙述标出0°刻度线和量

角器的中心。)

请学生用这种方法量一量自己的三角板上的角,找到45°的角,
再用三角板上的一个直角和一个45°的角拼在一起 ,看是多少度 ?

学生量角后,汇报时要重点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量的。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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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正确量角的方法,掌握0°刻度线和角的一边重合,量角器的中心

和角的顶点重合,再看另一边所对是多少度。
[点评:这个教学环节用做简易量角器的方法,让学生在做的过

程中认识量角器并且掌握量角的方法,这样不是把知识的教学停留

在“教”上面,而是体现在“做”的过程中,能更好地体现“做数学”的课

程理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来主动获取知识。]

2.量一般的角。

(1)认识量角器。
教师展示一个25°的角问学生:用你们手中的量角器能量出这个

角的度数吗? 学生很明显地发现不能。
教师引导学生认识量角器:(多媒体课件出示量角器)比较这个

量角器和你们手中的量角器,有哪些不同?
学生直观地发现,这个量角器的刻度更多,并且有内外两圈

刻度。
这里是把半圆平均分成了180份,每一份所对的角的大小就是

1°;这样的量角器有内外两圈刻度,有两条0°刻度线,方便同学们从

两个方向测量角的度数。
(2)使用量角器。
请同学们用量角器量信封里的1号角。
学生测量信封里的25°角,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测量完后抽学

生汇报测量结果和测量方法,重点演示量角器的中心与角的顶点重

合和0°刻度线与角的一边重合。
同学们测出1号角是25°,记作 ∠1=25°
请同学们用这种方式量出信封里的其他2个角,度量完后和小

组内的同学说说你度量出的角的度数和量的方法。
(3)量角时要注意些什么?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让学生自己阅读教科书第44页的例1,并

勾出有关量角方法的句子。
(4)完成第44页课堂活动第2题。
[点评:这个教学环节主要从量特殊的角过渡到量一般的角,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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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出需要更精密的量角器。在此基础上,重点放在对量角器的认

识和量角上面,通过学生的具体操作,提高学生对量角方法的掌握

水平。]

3.操作活动。

在学生会正确使用量角器量角后,再指导学生完成第44页课堂

活动第1题,用硬纸条和图钉制作活动的角,然后让学生旋转一条

边,形成大小不同的角。在游戏玩耍中发现:角的大小与角的两边的

长短没有关系,与两条边叉开的大小有关,叉开得越大,角越大,并且

角的两条边是可以无限延伸的。
[点评:这个环节主要通过做活动角和判断角的大小让学生体会

角的大小与角张开的大小的关系,为下一节课的学习做准备。]

三、课堂作业

完成练习十一第1~3题。

(四川省宜宾市农业街小学 韩红)

第2课时 平角与周角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5页例2及课堂活动,练习十一第4~7题。

【教学目标】

1.知道周角、平角的概念,熟练掌握平角、周角的相关知识。
2.理解周角、平角、钝角、直角、锐角之间的大小关系。
3.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重、难点】

1.知道平角、周角的概念,熟练掌握平角、周角的相关知识。
2.理解周角、平角、钝角、直角、锐角之间的大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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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一副三角板,一个活动角和一把折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教师课件展示各种角,请学生把屏幕上的角分类。

1、3号是锐角,2、5号是钝角,4、6号是直角。

2.让学生说出对这些角分类的理由。

回忆锐角、钝角的概念,引导学生说出直角是90°,锐角比直角

小,钝角比直角大。

3.复习上节课学习的角的度量知识。

用量角器量一量这些角,证实判断对不对。学生度量后证实自

己的判断是对的。

4.揭示新课,板书课题。

我们在前面认识了直角、锐角和钝角,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些新的

角,这就是平角和周角。
板书课题:平角与周角。
[点评:这个教学环节从学生原来掌握的直角、锐角和钝角入手,用

分类的方式唤起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回忆,再用度量的方式加深学生对

直角、锐角和钝角的理解,也使前面掌握的角的度量知识直接作用于本

课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再引出本课研究的内容,这样强调前后知识的

联系,有利于学生主动应用原有知识学习新知识。]

二、构建新知识

1.平角教学。

(1)三角板上有一个角是直角,用量角器量一量,这个直角是多

少度?
学生量后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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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两块三角板上的直角拼起来,这个角是什么角呢? 请同学

们先拼一拼,再看看教科书第45页是怎么说的。
交流:这两个直角拼成了一个新的角(多媒体课件随教师的讲解

旋转角的符号,提示学生注意这个新的角。),这个角有多少度呢?
学生讨论后回答:90+90=180(度)。
(3)画平角。多媒体课件演示从角的顶点出发,画平角的过程。
(4)你发现平角有什么特点?
引导学生发现平角的两条边刚好在一条直线上,平角是180度。
(5)加入平角后,角按大小可以怎么分类?

①学生摆动手中的活动角,先把它摆成直角,再掰动它的一条边

使这个角变成钝角,钝角大到什么时候就成了一个平角呢?

②学生操作后回答:当钝角的两条边在一条直线上时,就成为一

个平角。

③那么怎样描述钝角比较科学一些呢? 引导学生说出钝角是比

直角大比平角小的角,钝角是大于90°,小于180°的角。

④我们前面学习的锐角又该怎样描述呢?
引导学生回忆锐角是比直角小的角。我们也可以说成小于90°

的角是锐角。

⑤我们现在已经学习了这么多的角,同学们能根据它们的大小

给它们排排队吗?
引导学生在视频展示台上按从小到大的顺序给锐角、直角、钝

角、平角排队。
然后要求学生按教师的要求打开折扇,使折扇先成锐角;再打开

一些,使之成直角;再打开成钝角;再打开成为平角;在打开折扇的过

程中让学生再次感受角的变化,深化学生对“锐角<直角<钝角<平

角”的理解。
(6)自学例2。
[点评:从量直角入手,用两个直角拼组成一个平角,得到平角是

180°。在教学过程中,重点用演示的方式突出平角也是两条射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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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图形,防止学生把这个图形误认为是直线,然后用活动角和折扇

突出图形变换,让学生在角的变换过程中加深对锐角、直角、钝角和

平角关系的理解。]

2.周角教学。

(1)多媒体课件演示两条射线重叠在同一条线上,一条射线绕着

它的端点旋转一周的过程,并随旋转的过程标上角的符号,让学生再

来看一个非常特殊的角。
(2)说一说:这个角特殊在什么地方?

引导学生说出两条射线完全重合在一起,即角的两条边完全

重合。
(3)让学生推测出周角的度数。

学生通过操作手中的活动角和计算,得出一个平角是180°,两个

平角是360°。两个平角组成一个周角,一个周角是360°。

请同学们用学过的知识填空。1周角=(  )平角=(  )

直角。

学生完成后,让学生说一说为什么这样填,集体订正。
[点评:这个教学环节用多媒体课件突出周角是一条边旋转一周

的过程,这样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周角,可以防止学生把周角误认为

一条射线,加深学生对周角的理解。]

三、巩固练习

指导学生完成第45~46页课堂活动第1~3题。

四、课堂作业

完成练习十一第4~7题。

(四川省宜宾市农业街小学 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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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时 画角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6页例3及课堂活动,练习十一第8~10题。

【教学目标】

1.掌握画角的方法,能用三角板画特殊度数的角。

2.会用量角器画指定度数的角。

3.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和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进一步发展学

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重、难点】

1.掌握画角的方法,能用三角板和量角器画角。

2.会用量角器画指定度数的角。

【教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钉子板,给每个学生准备一张答题卡。
每个学生准备一副三角板。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让学生先估计答题卡上角的度数,再用量角器量一量。
学生回答时,重点让学生说一说量的方法。
(2)请同学们用量角器量一量三角板上的角,记住这些角的

度数。
学生量后,让学生相互说一说这些角的度数。
(3)揭示新课,板书课题。
这节课我们学习画角,板书: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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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探索

(一)教学用量角器画角

1.出示例3。

2.自主探索用量角器画角的方法。

(1)学生小组讨论后回答:一是先画出一条射线;二是用量角器

确定度数;三是根据确定的度数画出角的另一条射线。
(2)让学生自主发现用量角器画角最难的一步是什么?
学生讨论后回答:用量角器确定角的度数。
(3)怎样用量角器确定角的度数?
教师作示范画角,然后请学生按照教师的方法画角。探索得出

用量角器确定角的度数时要注意的方面。
引导学生得出要注意的事项:①量角器的中心点要与射线的端

点重合;②量角器的0°刻度线要与已经画好的射线重合;③以0°刻度

线为起点,在量角器上找自己需要的度数,并用铅笔点上一点;④连

接端点与这个记号点,画出一条射线。
教师:也就是要关注画角过程中的“两重合”。请同学们用这个

方法画出83°和139°角。
学生画完后,抽一个学生画的角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且要求

学生说一说自己画角的过程。

3.课件展示用儿歌巧记画角的方法。

量角器,本领大,所有角儿全能画;
先画射线定一边,点点重合是关键;
射线对准0刻线,找准度数点一点;
连接两点画射线,标明度数才算完。
[点评:由于用量角器画角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教学中通过教师

的示范作用让学生掌握画角的方法;同时通过对“画角中最难的一

步”进行讨论,突出画角过程中的“两重合”,提高学生的操作水平,再
叙述儿歌帮助学生巧记画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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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用三角板画一些特殊的角

1.这节课我们首先学习用三角板画角。

让学生拿出一副三角板,想一想可以用这副三角板画出哪些角?
学生讨论后回答:可以画出30°,45°,60°,90°的角;有的学生还提

出可以画75°,120°,135°,150°的角。

2.用一副三角板为什么可以画出这些度数的角呢?

引导学生说出:三角板上本身就有30°,45°,60°,90°的角;用一副

三角板上的两个角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角,比如30°+45°
=75°,30°+90°=120°…

3.学生自主探索得出用三角板画角的方法。

(1)请同学们在小组内研究怎样画30°,45°,60°,90°的角。
(2)交流:怎样画30°的角。
先画一个点,以这个点为端点画出一条射线,用三角板上30°的

角的顶点对着这个端点,角的一条边与这条射线重合,沿着三角板的

另一条边画出一条射线,这样就得到一个30°的角。
同学们按照这个方法画一画,然后用量角器检验一下画的这个

角是不是30°。学生画好后进行检验。
(3)学生先在小组内交流用三角板画规定的角时要注意些什么,

然后在全班交流,教师点评。

4.动手用三角板画一个喜欢的角。

请同学们在45°,60°,90°中选择一个度数,用三角板画出来。
学生画好角后,抽一个学生画的角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且要

求学生说一说自己画角的过程。

5.怎样画75°的角呢?

引导学生讨论后回答:先用30°和45°的角拼成75°的角后,再按

前面的方法画。
请同学们在75°,120°,135°,150°中选择一个度数,用三角板画

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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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画好角后,抽一个学生画的角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且要

求学生说一说自己画角的过程。
[点评:在这个教学环节中,突出用三角板画角的方法,特别强调

画法。这个画法与角的定义是吻合的,通过学生画角,能加深学生对

角的理解。]

三、巩固应用

完成第46~47页课堂活动的第1~3题。

四、课堂作业

完成练习十一第8~10题。

(四川省宜宾市农业街小学 韩红)

第4课时 角的度量的整理复习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8、49页练习十一第11~15题以及补充练习。

【教学目标】

1.通过整理和复习,帮助学生梳理所学的有关角的初步知识。

2.通过巩固练习提高学生画角、量角的能力。

3.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操作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

观念。

【教学重、难点】

1.梳理角的初步知识,沟通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2.提高学生画角、量角的能力。

【教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每个学生准备几张三角形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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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复习

1.自主复习,梳理知识。

请同学们自主看教科书第41~46页,这个单元我们学了什么

知识?

2.分小组合作整理本单元知识,形成知识体系。

学生分小组整理本单元知识,每小组各自形成一张自己小组的

知识体系图表。各小组再在展示台上展示小组的知识体系图表,一
边展示一边汇报本单元所学的知识,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整理,同步

板书:

直线:没有端点,无限长 。

射线:只有1个端点,无限长。

线段:有2个端点,有限长 。

角:从一点引出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是角。

角的度量:量角器。

锐角:小于90°的角。

钝角:大于90°而小于180°的角。

1个平角是180°,1个周角是360°。

1平角=2直角,1周角=2平角=4直角。

角按大小的分类: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周角。

画角:用量角器画角,用三角板画特殊的角。
[点评: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整理成体系图表,既培养

了学生的归纳概括能力,又沟通了知识之间的联系。]

二、基本练习

学生独立完成下面的第1~4题,再课件展示,集体点评。

1.在下图中,哪些是线段? 哪些是直线? 哪些是射线?
(请将图形的编号填到相应的括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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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有(   )  射线有(   )  线段有(   )

2.判断。(下面说法正确的在括号里画“√”,错误的在

括号里画“×”。)
(1)我画了一条长5cm的直线。 (  )

(2)经过两点只能画一条线段。 (  )
(3)下午3时整时,钟面上时针和分针成直角,是90°。 (  )

(4)大于90°的角一定是钝角。 (  )
(5)角的大小与它两条边叉开的程度有关。 (  )

3.把下面角的度数分别填在合适的圈里。

124° 10° 100° 178° 99° 64° 3° 29°

      钝角        锐角

4.请用三角板拼出下面度数的角,并把它们画出来,再

用量角器量一量,分别说一说它们是什么角。

135°  75°  120°  180°
[点评:补充练习扩充了有关角的度量的相关知识,有利于学生

在各种情境中,正确使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三、综合练习

出示教科书练习十一第11~15题,引导学生先独立完成,再逐

步分析,通过练习达到巩固提升的目的。

第11题,要引导学生知道除了以直角作为分界线区分出锐角、

直角和钝角外,还要学会从各个方向找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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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题,让学生发现这是1个平角(180°)的知识应用。

第13题,通过测量让学生发现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的和都是

180°,关于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的和是不是180°,我们在今后的学习中

还要继续探索这个问题。

第14题是一道探索钟面上角的练习,让学生了解钟面上的分针

走过一个平角是多少分,本题既联系生活实际又有探索性,还有助于

学生加深对平角特征的理解。

第15题是一道探索规律的题目,在画角的活动中探索角的大小

与角的两边的长短无关的规律,并且还在学习方式上为学生提示了

合作研讨的线索。

引导学生小结:角的大小和边的长短没有关系,只和两条边张开

的程度有关,两条边张得越开,角越大,两条边张得越小,角越小。

四、反思总结

(1)通过今天的整理和复习,你有哪些收获? 还有哪些困惑?
(2)请每个小组结合今天的整理复习自主出一道练习题,相邻的

两个小组交换解答。

(四川省宜宾市农业街小学 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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