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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图形变化和确定位置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能利用方格纸按一定比例将简单图形放大或缩小。

2. 了解比例尺，在具体情境中，会按给定的比例进行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的

换算。

3. 能根据物体相对于参照点的方向和距离确定其位置，会描述简单的路

线图。

4. 在探索物体的位置关系、图形变化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让学

生进一步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教学内容由“图形放大或缩小”“比例尺与确定物体位置”两部分组

成。综合与实践活动内容是“绘制校园平面图”，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综合应用

关于物体位置、方向和比等知识，学会选择测量工具，掌握基本的测量方法。

图形变化（图形的运动）在《标准》中，最基本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形状和大

小不变，仅仅位置发生变化（合同运动）；二是形式不变而大小变化（相似运

动）”。①合同运动包括图形的平移、旋转和轴对称，这在前面三年级下册第四单

元“旋转、平移和轴对称”，以及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图形的平移、旋转与轴对

称”中，已经学习并在实际的设计图案中应用。让学生以运动（变化）的观点，在

认识图形、欣赏与设计图案的过程中，发展空间观念。而利用方格纸按一定比例

将简单图形放大或缩小，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在图形的“合同运动”之外的“相似运

动”；同时，让学生直观感知放大或缩小前后的图形，其形状相同而大小不同的

“相似变换”。这将为第三学段研究图形“相似”与“位似”奠定基础。

学习“确定物体位置”，从第一学段已经开始。在一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位

置”中，“前和后”“上和下”“左和右”，就是一种相对位置的确定，它与观察者和参

① 史宁中，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M]. 第1版.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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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物（点）有关。三年级上册“辨认方向”中的“东、南、西、北”是一种绝对位置的

确定，就只与参照物（点）有关。

本单元学习“确定位置”，就是在学习了方向与位置之后，进一步定量描述物

体的位置。在认识比例尺、会按给定的比例尺进行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换算的

基础上，再根据物体相对于参照物（点）的方向和距离确定其位置。“这实际上也

是用数对表示位置（在四年级下册学习过‘用有序数对确定位置’），并且是极坐

标的雏形”。①

而学会“描述简单的路线图”，要求学生要将所学“方向与位置”的知识综合

应用于实际。由于描述简单路线图的过程中，参照点不断变化，随之“方向与距

离”也发生变化，因此，这个学习内容对学生来说具有挑战性。参与描述路线图

的活动，既能增强学生对“方向与位置”知识的整体认识，又能提高学生对学习

“图形与几何”的兴趣，促进学生空间观念的发展。

［单元教学重点］在具体情境中，根据物体相对于参照点的方向和距离，

确定物体的位置。

［单元教学难点］在具体的情境中，描述简单的路线图。

（三）单元教学建议

1. 加强观察和操作活动，强调学生“做数学”。

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②认为，学习活动最好的方法是“做”。通过“做

数学”，把静态的知识转变为动态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才好记、好用。这样获得的

知识，才是“活”的知识，有“用”的知识。因此，本单元教学要强调学生为主体的

观察、操作、动手活动。利用例题、课堂活动中的“看一看”“议一议”“量一量”“算

一算”等活动，让学生动手完成。如让学生在方格纸上将图形放大或缩小；让学

生在中国地图上，量出两城市之间的图上距离，再算出两地之间的实际距离；在

第75页课堂活动中，让学生“画出学校到自己家的路线图，注明大致的方向和经

过的地方”等，这些都需要学生操作完成。因此，建议在教学过程中，要留给学生

足够的观察和操作时间。同时，教师要做好观察方法、操作要领的指导，让学生

① 史宁中.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M]. 第1版.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190。
② 弗赖登塔尔（1905—1990），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数学家，国际数学教育权威学者。他提出“现实数学教

育”理论，即现实、数学化和再创造。同时，他提出相应的数学教学原则：数学现实原则、数学化原则、再创造

原则、严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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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的自主“做数学”的空间和时间，又要掌握必要的方法，为实现本单元的教

学目标“铺平道路”。

2. 加强新旧知识的联系，以“旧”带“新”。

数学知识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带动后继知识的

学习，必然会对新知识的领悟产生“正效应”。在本单元学习之前，学生已有了关

于平移、旋转和轴对称、方向和位置、角与距离以及比例等认知基础。例如，对比

例尺的认识，就要建立在对比的认识基础上；对物体位置的确定，是在“上、下、

前、后、左、右”以及“东、南、西、北”等方位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同时，也是

“用有序数对”确定位置的延续和拓展。此外，各小节教学内容之间的联系也很

密切，如物体位置的确定，要涉及角与距离测定、比例尺等相关知识。因此，在教

学中，建议教师适当把握机会，复习已有知识，沟通前后知识间的联系，使学生能

积极主动地运用旧知识去探索新知识，通过迁移、类推、猜想等方法，不仅获得新

知识和技能，还能在数学思想以及情感态度方面获得发展。

3. 通过现实生活情境，体会数学的价值。

本单元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要充分利用好教科书提供的现实情

境（包括主题图），也要调动学生参与对话交流的积极性，从自己生活以及周围环

境等现实情境中，发现或提出与“放大或缩小”“物体位置确定”等相关的问题，然

后利用所学知识，去认识或解决它，从而体会数学的价值。例如，通过生活中的

照片放大，感受图形的放大；通过地图、平面图，机械零件图等，认识比例尺；通过

描述学校周围的场所（包括标志性建筑物），了解确定物体位置的要素等，让学生

感受图形的放大或缩小，以及确定物体位置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另外，注意引

导学生用所学知识，主动解决（了解或尝试）身边的问题，培养应用意识。例如，

在地图上，通过对比例尺学习，算一算自己居住地所在（或靠近）的城市，与北京、

上海等地的实际距离；说一说自己家到学校、医院、图书馆、商场等地的路线；画

一画自己家周边的建筑平面示意图（简单的几何图形）。

教师要重视学生活动过程中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在测量距离（包括估测）

与绘制平面图的活动中，最好组织小组活动，提倡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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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图形放大或缩小”，包括2个例题和1个课堂活动。建议用2课时教

学。第1课时教学例1，完成第65页课堂活动第（1）、（2）题和练习十七第1、2题；

第2课时教学例2，完成练习十七第3~9题。

★单元主题图通过一幅城镇街道

图，用图中对话框，展示了本单元将要

学习的 3个小节的主要内容，即“图形

放大或缩小”（照相馆前“我要把照片放

大”），“比例尺”（地图上的比例尺是

1∶10000），“确定物体的位置”（由电影

院向西走500米……）。

★主题图中呈现的数学问题：“去

车 站 怎 么 走 ？”“ 地 图 上 的 比 例 尺

1∶10000是什么意思？”“我们学校到少

年宫的图上距离是……”等，这些问题

都是本单元教学内容，如第 68页认识

比例尺的例2，就回答了“比例尺是图上

距离与实际距离之比”。其主题图中的

部分截图，成为后续课中的问题情境，

如第 72页第 9题。引导学生从主题图

中发现问题，启发学生的认知需求，有

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单元教学时，先让学生观察主题

图，通过主题图看到一幅城镇街道的情

境，读到与图相关的一些问题。让学生

感受到将要学习的知识与现实生活的

紧密联系，从而体会到数学知识（图形

的运动和图形与位置）在实际生活中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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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通过观察比较每组图片中

的两张图片有什么不同，突出第一组两

幅画面、大小完全相同；第二组两幅画

面（大象与大树）相同，大小不同（左小

右大）。

观察比较后，通过议一议，交流发

现每组中的两个图形，有没有变化？有

什么变化？

议一议是从具体的画面，再转化为

两组抽象的几何图形，展示出图形放大

或缩小的特征。第一组是由三角形、长

方形、正方形组成的房屋图形，让学生

体会到从左到右，图形缩小了，但形状

没变。第二组是两个形状相同、大小不

同的六边形，通过观察，让学生体会到

从左到右，图形放大了，形状却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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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是学习如何在方格纸上，按

一定比例将简单图形放大或缩小，共有

两个小题。

第（1）题是将正方形各边放大到

原来的 3倍，对话框给出了画图提示，

即原小正方形每边 2格，放大到原来的

3倍后，每边应画2×3=6（格）。同时，画

出了正方形的放大图，作为画图示范。

第（2）题要求把L形各边缩小为原

来的 12 。图中对话框不完整的提示，给

学生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缩小后的图

形也没画出来，让学生去尝试自己完

成。画图中，只需要学生把握“缩小为

原来的 12 ，就是原来每边的格数乘 12 ，

如原来边是4格，应画4× 12 =2（格）”，然

后就在方格纸上，按算出的格数，画出

图形的各边。

★课堂活动“用火柴棍摆图形”，可

用整齐的小棍代替火柴棍。此活动是

第 1课时教学内容的一部分。通过观

察图片变化、用小棍摆图形、交流自己

的看法。即通过“看、摆、议”，对图形变

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每个学生尽可能按照要求用小棍摆出图形，通过自己动手

摆图形，感受图形的缩小和放大；同时，感受图形的变化与图形变化前后的边长之比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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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七第 1题在最右边那个

长方形（长 8格、宽 4格）下面的括号里

画“√”。

★第 2题，平行四边形一组对边摆

6根、另一组对边摆 3根。摆时应注意

与摆2根、摆1根的两边分别平行。

★第 3、4题是按例 2“在方格纸上

画图形”的方法画图。第 3题“十字星”

图各边画1格，第4题在方格纸右边，画

直径为4格、8格的两个同心圆。

★第5~7题，安排在第2课时，建议

师生共同完成。这里的第 5题由学生

自选一块三角板，量出两直角边的长

度，然后分别取其长度的 15 ，画在方格

纸上（主要是确定直角），再把两直角边

的另一端连起来，就是要求画的直角三

角板缩小图。本题只需按要求（缩小为

原来的 15）画出缩小后的直角三角形

来，不需要作过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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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题，在方格纸右上角标注有

两小格表示 1cm。按要求画这个梯形，

上底画 12格，下底画 16格，高画 8格。

可以画一个直角梯形，也可以画一个等

腰梯形，还可以画一个其他形式的梯形

（建议画前两种之一）。然后将它适当

缩小，建议将两底和高分别缩小为原来

的 12 或 14 ，这样好画一点。

★第 7题是操作题，可在大等边三

角形中，用火柴棍去摆一摆，看能摆出

多少个（9个）小等边三角形来。然后再

思考“两个三角形的边长有什么关系”。

★第 8 题，从不同方向观察长方

体，是指从正面、侧面和上面观察长方

体，得到 3个不同的长方形。对话框中

的“相对位置不变”，是指放大后画出来

的三个长方形，仍然要保持“长对正、高

平齐、宽相等”。

原左上的长方形是正面看到的

（称主视图），长放大 2倍后画 4格，宽

放大 2倍后画 2格；右上的长方形是从

侧面看到的（称左视图），长放大后画 3
格，宽放大后画 2格；左下的长方形是

从上面看到的（称俯视图），长放大后画

4格，宽放大后画3格。

教学时，只需介绍画法，不必讲解视图的相关知识。

★第9题，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由学生自由发挥电脑设计图案的功能，以及进行图形放

大、缩小操作。只要与教学内容有关，教师都应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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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比例尺”安排4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练习十八。主要让学生了解

比例尺，学会借助比例尺按比例进行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的换算。本节建议用

3课时教学。第 1课时教学例 1、例 2，完成第 69页课堂活动 1~3题和练习十八

第1~4题；第2课时教学例3，完成第70页课堂活动第1题和练习十八第5~8题；

第3课时教学例4，完成第71页课堂活动第2、3题和练习十八第9~11题。

★例 1的教学，可放手先让学生独

立按题中对话框里的提示画图，然后引

导学生交流自己的画法，议一议“为什

么所画的示意图有的大、有的小”，为教

学“比例尺”做好铺垫。当学生能通过

例 1体会出是由于所选的比例不同，而

造成图形的大小不同时，便可引导学生

进入例2的学习。

★例 2（1）首先结合三峡所处的地

理位置作介绍，让学生观察三峡库区平

面图，提出图下方的比例尺是什么意

思，再引导学生思考。然后介绍数字比

例尺，建议同时展示预先准备好的不同

比例尺的地图（可用课件展示），加深学

生对数字比例尺的理解。

★例 2（2）呈现一幅小红家到学校

的路线图，在路线图中给出用线段表示

的比例尺，即线段比例尺。本例不但要

求学生明白线段比例尺的意思，还要求

学生按比例尺求实距。相对于用数字

比例尺求实距，用线段比例尺求实距要

简单一些，因为它不涉及单位换算。本

例最后给出：“比例尺是图上距离与实

际距离的比”，为接下来的课堂活动应用比例尺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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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1题，学生可以仿例1
画出示意图。然后，根据1格表示多少米

（2格按1cm算），获得比例尺再交流。

★第 2题，学生可以通过对话框中

“1格表示20米”和“两格是1厘米”的提

示，说出这幅图的比例尺为1∶4000。

★第3题，通过比例尺1∶10和比例

尺 10∶1的比较，巩固学生对比例尺含

义的理解，获知比例尺是一个比，它的

前项表示图上距离，后项表示实际距

离。当比例尺的前项为 1，是把图形缩

小；当比例尺的后项为 1，是把图形

放大。

★例 3是根据“在具体情境中，会

按给定比例进行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

的换算”要求安排的。本例中的第（1）
题，知道实际距离和比例尺，求图上距

离。怎样求图上距离？可以引导学生

从“图上距离∶实际距离=比例尺”得出图

上距离=实际距离×比例尺，图中的比例

尺1∶2000，可以先让学生转化为 12000 ，

从而得到教科书上的算式，计算出碰碰车场的图上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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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第（2）题，求实际占地面积，

就是先求实际距离，再算实际面积。这

里采用合情推理的方式，由“图上 1cm
表示实际距离 2000cm”，推出“图上

2cm表示实际距离2×2000cm”，即得“实

际距离=图上距离×2000”。再按此计

算，就得到旱冰场实际的长与宽。

★例 4第（1）题是求北京到重庆的

实际距离，解法与例 3第（2）题相同。

直 接 由“ 图 上 1cm 表 示 实 际 距 离

60km”，推 出“24cm，表 示 24 × 60=
1440km”。

★第（2）题需用第（1）题的结果，即

北京到重庆的距离为 1440km，由此知

道了路程和飞机的速度，求飞行时间用

除法，算出1440÷720=2（时）。

题后的“议一议”是根据实际距离

480km与地图上的比例尺，求重庆到宜

昌的图上距离。

★例 3、例 4在进行图上距离与实

际距离的换算时，一定要提醒学生注意

“长度单位的统一”。

★课堂活动第1题通过学生动手测量，按1∶100的比例尺画出教室平面图，画图时可以

不考虑教室的方向。用“ ”在图上标出自己的座位时，只考虑自己座位与教室相邻两边的距

离，就可以标出自己座位大致的位置。简单的测量活动，最好由小组同学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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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是知道图上距离和地图

上的比例尺，求两地实际距离。

★第 3题是两个问题，第 1个问题

需量出图上距离，再根据地图上的比例

尺，算出成都到重庆的实际距离（做法

同第 2题）。第 2个问题是实际距离为

308km（铁路里程），按图上比例尺换算

成图上距离，再与量出的图上距离比

较。差异在于一个是直线距离，另一个

是非直线距离。

★练习十八第1、2题是求比例尺。

★第 3题知道实距和比例尺，求图

距（图上该画多少厘米）。

★第 4题先求比例尺，再由图距与

所求出的比例尺，求实际距离。

★第 5题根据线段比例尺和图距，

求甲地到乙地与乙地到丙地的实际距

离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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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题通过小组合作测量出黑

板的长与宽（实际距离），再按所给出的

比例尺，算出黑板的长与宽（图上距

离），再画出黑板（长方形）的示意图。

★第 7题先量出风景画的长和宽，

再按所给比例尺，算出实际的长与宽，

最后得到实际周长至少需要多长的木

条（不算接头处损耗）。

★第 8题由知道图距（量出书上所

画篮球场平面图的长与宽）和比例尺

1∶500，求实际距离。注意，结果按“四

舍五入”法取整米数。

★第 9题先由图距和比例尺，求出

学校到少年宫的实际距离。再由距离

与速度（1分走50m），求出时间（到少年

宫需多少分）。

★第 10题先量出甲地到乙地（经

过 3站）的图上距离，按所给线段比例

尺，算出甲地经过 3站到乙地的实际距

离。再按“时间=路程÷速度”，算出所需

时间。最后由起始时间（8:00），算出汽

车到达乙地的时间是几时。

★第 11题先由图上距离和比例尺，算出重庆到武汉的实际距离。再由飞机飞行时间

1时6分，算出飞机平均每时飞行约多少千米（约71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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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确定物体的位置”，安排了5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练习十九。建议

用2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3，完成第74页课堂活动第1、2题和练习十九

第1～5题；第2课时教学例4、例5，完成第75页课堂活动和练习十九第6～9题。

★例 1以问题情境的形式呈现，提

出的第 1个问题是：“邮局和小食店在

同一个地方吗？”虽然这两个不同的地

方与学校（参照点）距离相等，说明“只

知道距离,是不能确定物体的位置

的”。提出的第 2个问题是：“商场和小

食店在同一个地方吗？”虽然这两个不

同的地方都在学校（参照点）同一方向

上，说明“只知道方向，也不能确定物体

的位置”。到此，可让学生议一议“小食

店在学校的东方，并且距学校 200米，

能确定小食店的位置吗？”在学生充分

议论的基础上，学会在参照点确定后，

“按物体所处的方向和距离，确定物体

位置”的方法。

★例 2是在学生学会确定物体位

置的方法后，试一试“根据距离（图上距

离）和方向（所标注的角度）”，来确定

“旧码头”与“大柱村”的位置。

教学时要注意以下两点。①观察

本例图中移民新村的位置，对照表中第

二行所填写的方向（东）、图上距离

（1.5cm）、实际距离（750m）。其中“东

方”是从图中观察到的，图距1.5cm是从

图中量出来的，实距750m是根据比例尺算出来的，这是给学生的示范。②本例图中的“旧码

头”虽然在学校的西北方，但表述的却是方位角“北偏西45°”，这样表述更具一般性，后面的

课堂活动中还出现“北偏东30°方向”等。方位一般写成“北偏东多少度、南偏东多少度、北偏

西多少度、南偏西多少度”。这是第一次出现，教师要给予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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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通过情境描述，说出小明家

与小辉家相对于学校（参照点）的位置，

要求学生按给定的比例尺画图。画图

要依照以下顺序。

（1）确定参照点（本例是学校）。用

同一个参照点来确定不同物体位置，是

常用的方法。以参照点为原点，画出基

本方向线（十字线），标注上“北”下

“南”、左“西”右“东”。

（2）确定物体的方向。用量角器或

三角尺（画 30°、60°、45°角），画出物体

相对于参照点的方向（方位线）。

（3）按比例尺将实际距离换算成图

上距离。

（4）量图距、描点、标示等。画图是

教学中的难点，教师应帮助学生读懂本

例中两个对话框中的提示，引导学生有

序地完成画图。

★课堂活动第 1题需量图距，再按

比例尺换算为实距。

★第 2题按例 3的做法画图，只是

第 1步确定参照点（外婆家）已完成。

第 2步确定物体方向 30°角，可用三角

板画，也可用量角器画。第3步中，比例尺要学生自己选定。完成后，需引导学生交流体会。

★例4是描述简单的路线，呈现了一幅从小方家到公园，以及周边建筑物的示意图，要

求学生说一说从小方家到公园的路线。为了便于学生表述，图中用黑点来表示某一具体地

点。注意到从小方家到公园的路线不止一条。本例中第（1）题是给学生的示范，第（2）题是

要求学生自己找。不同的学生可能说出不同的路线，只要表述正确教师都要鼓励。提醒学

生，从图中“报亭Ⅰ”到“报亭Ⅱ”，行进方向可表述为“东北方”或“北偏东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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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与例 4紧密配合，在学生确

定了另一条到公园的路线后，可以仿照

本例中所画出的路线（1）的图，同样借

助图中比例尺1∶30000画。例如，小方

家到医院图距为 4cm，在第 74页例 4的
示意图中，小方家到医院的距离也是

4cm。考虑到书中示意图中已提供了两

处建筑物间的图距，直接量出两个•点

（包括“报亭”点）间图距，画出另外一

条去公园的路线。

★课堂活动第 1题，应该让学生在

观察的基础上，与同学交流自己的想

法，同时回答小东绕道买报纸的路线。

其中要关注学生对“从小东家到商场”

的方向如何表述。可以说“向东北方

向”，也可以说“向北偏东 45°方向”；还

要关注学生如何借助线段比例尺，说

“某处到某处要行多少米”。

★第 2题是让学生应用本节所学

知识，画出上学路线的示意图。建议本

题在小组活动中，选一个比较简捷、容

易标注途中物体位置和大致距离的上

学路线，画出路线图后，小组代表在全

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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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九第 1题（3）“小丁位于

陈兴的南方 10m 处”能确定小丁的

位置。

★第 2题让学生借助方位图来确

定小电站的位置，根据图中对话框来回

答提问（北偏东45°，500m）。

★第 3题表中“方向”一栏，如大前

村，应填“北偏西45°”；实际距离应根据

比例尺和图距（学生自己在图中量出）

进行换算。

★第4题同第3题做法，其中“老虎

馆”在“动物园大门”的北偏东30°方向，

相距200m。

★第5题仿照例3画图（如下）。小

宁处为参照点。

教学楼

主席台

掷铅球场地

小宁处

沙坑

2cm 60 °

比例尺 1∶2000
北

2.5c
m 45 °

4cm

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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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题先量出大门到动物园、儿

童乐园、阅览室的图上距离，再按比例

尺 1∶10000，换算为实际距离。再分别

除以速度“1分走 50m”得到“各需多少

分”。

★第 7题从宿舍到图书馆的路线

不止 1条，学生写出其中一条路线就

可以。

★第 8题仿照例 4、例 5完成填空。

先量出图中相邻两处间的图上距离，按

比例尺1∶20000，换算为实际距离，填入

下图中线上的括号内。线下的括号内

填方向。如下所示。

★第 9 题，学校在教师公寓的东

方，相距150m。

学
校

小
明
家

邮
局

商
店

少
年
宫北偏东45 ° 向东 向南 向东

600m300m800m400m

教师公寓 学校

东

比例尺 1∶10000

宿舍
医
务
室

办
公
室

食
堂

图
书
馆（向南） （向西） （向西） （北偏西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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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末安排了一次“综合与实践”。内容是组织学生在校园内进行测量，

然后将测量结果绘制成“校园平面图”；目的是通过实际测量，让学生更好地理解

位置、方向和比例等基础知识，掌握简单的测量方法。建议用1课时教学。

★本综合与实践活动，建议采用小

组活动形式开展。这样既有利于测量

绘图活动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学生体验

团结协作、获得成功的乐趣。

★在教师的指导下，各组同学经过

充分讨论、交流，可以选择校园内主要

建筑物、运动场地等，形成基本的测量

方案，准备简单的测量工具（在相关长

度测量中，可采用步长估测），组内分工

合作各负其责。要在测量过程中，登记

（收集）好相关数据（如做好记录表）。

★建议绘图时只对主要建筑物（平

面图最好是简单几何图形），选好参照

点，确定方向、测量长度，再按比例尺换

算为图上距离，画成示意图。

★重视测量、绘制校园平面图工作

完成后的成果展示，根据学生喜欢的方

式，交流绘制平面图的方法和过程，形

式可以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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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本单元引入“北偏东45°”，代替“东北方”，用“南偏东45°”代替“东南方”，用

“北偏西 45°”代替“西北方”，用“南偏西 45°”代替“西南方”。同时，练习中出现

“南偏东30°”“北偏东60°”等方位的表述。

关于“方位”“方位角”，我们查相关资料（《辞海》），解释如下。

方位：东、南、西、北为基本方位，东北、东南等为中间方位；又上、下、前、后

等，都属方位之列。

方位角：从某点指北方向线起，顺时针方向至目标方向线的水平夹角。从坐

标纵线起算，为“坐标方位角”。

通常，我们将指北或指南方向线与目标方向线（OA）所成小于90°的水平角，

叫方位角，如图1（1），称北偏东30°。当我们把角的符号标在指东方向线与目标

方向线（OB）之间位置，如图1（2），也可以称东偏北45°。
北

东O

A30°

北

东O

B

45°

（1） （2）
图1

我们还可以从测量方面的专业书籍上，看到对常用名词“方位”的解释。

（1）通常把圆分成八等份，每隔45°给一个方位的名称（如图2）。

这说明《标准》中，关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方向的表述，没有问题。现在

用“北偏东45°”来表示东北方向（NE），也没问题。

北
N

S
南

东北
NE

西北
NW

东南
SE

东E西 W

SW
西南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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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位一般写成南偏东多少度、南偏西多少度、北偏东多少度、北偏西多少

度，也可以用符号表示。

如图3，P的方位是 N35°E（北偏东35°）。Q的方位是 S20°E（南偏东20°）。

O

P

35°

Q

EW

N

S
20°

图3
西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科书中，在提法上，将原“东北方向（方位角45°）”，改

为“北偏东45°”。练习题中，也出现“北偏东30°”“南偏西60°”等方位表述。这是

为了与今后第三学段的用法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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