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1.2 平面直角坐标系》教学设计 

一、教学内容及其解析 

1．教学内容 

平面直角坐标系及相关概念． 

2．教学内容解析  

“平面直角坐标系”是“数轴”的发展，使点与坐标的对应关系顺利实现了从一维到二维

的过渡.“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建立使有序数对与平面内的点产生了一一对应，提供了用代数

方法来研究几何问题的重要数学工具. 

上一节课，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学习了有序数对表示物体的位置.本节课先介绍数轴上点与

坐标的一一对应，在此基础上说明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必要性以及合理性，同时引入相关的

概念，并探讨坐标轴上的点的坐标特点和象限中点的符号特征，以及平面内点与坐标是一一对

应的结论. 

一般地，在平面内互相垂直且原点重合，分别位于水平位置与铅直位置的两条数轴组成平

面直角坐标系，习惯取向右、向上为正方向，建立了平面直角坐标系后，对于坐标系平面内的

任何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它的坐标.反过来，对于任何一个坐标，可以在坐标平面内确定它所

表示的一个点，从而建立坐标平面内点与有序数对的一一对应，体现数形结合的思想. 

由以上分析，可以确定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平面直角坐标系及相关概念. 

二、教学目标及其解析 

1．教学目标 

（1）理解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相关概念. 

（2）掌握平面直角坐标系内点与有序实数对是一一对应的. 

（3）渗透数形结合思想，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细致、认真的学习习惯；通过介绍

笛卡尔创立直角坐标系的背景知识，激励学生敢于探索，勇攀科学高峰；通过国庆阅兵标兵

的介绍，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 

2.教学目标解析 



 

学生理解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两条数轴一般具备的特征：互相垂直；原点重合；取向右、向

上为正方向.能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理解 x轴（横轴）、y轴（纵轴）、原点、坐标、象限等相

关概念. 

学生理解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必要性，体会到平面内点与有序数对的“一一对应”：给

一个坐标，就有唯一确定的点与之对应；反之，给一个点，就有唯一确定的坐标与之对应.在

给定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学生会由点的位置写出点的坐标，由点的坐标确定点的位置. 

在知识教学的同时，结合引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数学家的故事及时地对学生

进行理想教育. 

三、学生学情分析 

平面内点的坐标是根据数轴上点的坐标来定义的，平面内点与坐标的对应关系虽然与数轴

上点与坐标的对应关系类似，但学生毕竟在认识上第一次从一维空间过渡到二维空间，因此理

解建立直角坐标系的必要性、体会其中蕴含的点与坐标的一一对应关系都比较困难. “14.1.1

有序数对”是在具体情境中认识物体位置与有序数对的对应，学生易于理解，但由具体情境抽

象出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与坐标的一一对应，要求学生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 

因此，本节课的教学难点是：理解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必要性，体会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点与坐标的一一对应关系. 

四、教学策略分析 

1.通过学生自主阅读来了解平面直角坐标系及其相关概念，让学生经历建立直角坐标系

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简单数学活动让学生掌握了平面直角坐标系的两个基本问题：①已

知点写坐标 ②已知坐标描点，同时渗透了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数与形的相互转化加深了学

生对点与坐标的理解.体现“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2.通过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充分利用集

体智慧挖掘集体合作的力量，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人合作的精神得到加强. 在归纳探

索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教学过程设计 

（一）情境引入 

问题：同学们，十一期间你们看阅兵仪式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段精彩片断. 

【师生活动】学生观看 PPT. 



 

如果把每个标兵都看成一个点，这一排标兵所在的位置看成一条直线，就相当于在这儿放

了一条数轴来确定点的位置. 

问题：同学们还记得数轴吗？什么是数轴？数轴上的点可以表示什么数呢？数轴上的点与

实数有怎样的对应关系？ 

【设计意图】通过国庆阅兵标兵的介绍，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从标兵引到学生熟悉的

数轴，从而引出新课. 

（二）探索新知 

问题：同学们看这条数轴，点 A表示的数是 3，3叫做点 A在这条数轴上的坐标，点 B的

坐标呢？谁来告诉老师哪个点的坐标是 0呢？同学们看在数轴上用一个数就可以表示点在这条

直线上的位置。那在数轴外有一点 D，点 D的位置怎么表示呢？ 

【设计意图】从学生熟悉的问题出发，一个数来表示数轴上一个点的坐标，那么如何表示

平面上的一个点的位置呢？使学生顺利地实现从一维到二维的过渡，进而指出了建立平面直角

坐标系的必要性. 问题的设置为引出平面直角坐标系作铺垫. 

这个问题几百年前有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也遇到了，并且引发了他的思考。我们通过一个短

片了解一下. 

【师生活动】学生观看 PPT 

【设计意图】通过介绍笛卡儿的故事，挖掘教材中的人文教育因素，丰富学生的内心世

界，激励学生探索真理，让孩子们树立“做一个创造者和发明家”的雄心.同时让学生经历平

面直角坐标系产生的过程，让学生体会到新知识产生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

内驱力，也很自然地引入了课题.  

活动一 

要求：1.阅读教材 102-103页,并找到下列问题的答案： 

1）平面直角坐标系是怎么组成的？ 

2）什么是横轴？什么是纵轴？什么是坐标原点？ 

3）坐标平面被两条坐标轴分成了几部分？分别叫什么？ 

4）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怎么用有序数对表示平面内的点？ 

2.学生汇报阅读的收获. 

【师生活动】教师巡视，学生自主阅读教材，最后进行汇报，教师板书.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自主阅读教材，理解概念的实质内涵，掌握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绘制

方法.引导学生观察，归纳定义，为学生提供参与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调动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激发好奇心和求知欲. 学生通过“阅读—思考—概括—表达”得出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定

义及相关概念、方法.让学生获得知识，领会数学方法，并培养学生归纳概括的能力. 给点写

坐标的方法总结为点→垂线→垂足→坐标，能清楚的揭示知识的本质，借助老师的引导让学生

顺利且轻易的找到点的坐标，并体会坐标的有序性；让学生体验成功的愉悦，且更能发展学生

应用数学知识的意识与能力，增强学好数学的愿望与信心.  

（三）巩固新知: 

问题：写出右图中点 A、B、C、D的坐标. 

【师生活动】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并适当指导. 

请同学说出 A点的坐标，并说清怎么得到的.B 点的坐

标呢？C点的坐标怎么得到的？同学们再看 A、B两点的坐

标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设计意图】学生回答，教师适当引导. 

【设计意图】由点写坐标，学生观察，积极参与，很好的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 通过本活

动，让学生巩固写点的坐标的方法，还从象限内点的坐标扩展到坐标轴上点的坐标. 让学生体

会由点写坐标的方法，并从感性上体会由点到坐标的对应．并通过对 A、B 两点坐标的设置，

让学生体会坐标的有序性，同时让学生们发现在坐标平面内的点有唯一的有序数对与之对应. 

活动二  

1.原点 O的坐标是什么？ 

2.x轴和 y轴上的点的坐标有什么特点? 

3.每个象限内点的横、纵坐标符号有什么特征？ 

活动要求：1.小组合作探究. 

2.每组选一名代表汇报. 

【师生活动】教师巡视并适当引导，学生小组合作交流，最后进行小组汇报，教师板书. 

【设计意图】为了突出学生的主体，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我采用了小组合作的学习方

式，先归纳原点的坐标，两坐标轴上的点的坐标特点，再总结各象限内点的坐标的符号特点，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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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现在老师给你一个点你能快速的说出它在哪个象限吗？E（-2，-1） 

追问:在第三象限你能找到点 E的具体位置吗？ 

【师生活动】学生黑板演示方法。教师总结给坐标描点的方

法：坐标→垂足→垂线→点，利用这个方法，我们来完成： 

例：在右图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描出下列各点. 

A（-2，3）   B（2.5，-2）  C（0，4）  

【师生活动】（利用希沃授课助手展示学生的答案）用什

么方法快速的描出 C点的位置呢？学生答:利用我们前面总结的 y轴上点的坐标特点，横坐标

为 0，所以发现 C点在 y轴上，这样在 y 轴上找到表示 4的点就是 C的位置了. 通过给坐标描

点发现，给一个有序数对在坐标平面内就有唯一的点与其对应.所以同学们，坐标平面内的点

与有序实数对有怎样的对应关系呢?学生答：一一对应. 

【设计意图】设计具有针对性，通过此环节巩固了由坐标确定坐标平面内点位置的方法：

坐标→垂足→垂线→点，通过此环节强调了给定一个点的坐标，在坐标平面内就有唯一的点与

其对应.从而使同学们发现坐标平面内的点与有序实数对是一一对应的. 

（四）灵活应用 

下面老师设置了一些问题来检验你的听课效果，你敢迎接挑战吗？细心选一选： 

1.下列点的坐标中位于第二象限的是（  ） 

   A.（2，-3）    B.（-2，-3）    C.（2，3）     D.（-2，3） 

2.M(-1,0)、N(0,-1)、P(-2,-1)、Q(0,0)、 R(0,-5) 、S(-3,2)其中在 x轴上的点的 

   个数是（  ） 

   A. 1            B. 2            C. 3           D. 4 

3.我们来完成一个游戏，送点娃娃回家。这里有

六个房子分别代表象限内及坐标轴上的点的家，请你拖

动点娃娃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如果送错了，点娃娃是不

进门的呀，老师要找几位同学来完成，每人最多送 4个

点娃娃回家，但是如果你送错了就算挑战失败，退出游

戏，谁敢挑战. 

接下来还有一个游戏，同学们还想玩吗？潜艇导弹对接，拖动导弹到相应的仓口，是

否能对接成功，六个导弹都对接完成了电脑会给你评判，谁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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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活动】学生积极参与，师生互动.  

接下来这道题有难度了，同学们还敢挑战吗？哪位

同学大声的读题. 

4.如右图：正方形 ABCD 的边长为 4，如果以点 A为

坐标原点，AD所在直线为 x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那么 y轴

是哪条线？写出正方形 ABCD 的顶点坐标.  

哪位同学愿意到前面来完成？ 

【师生活动】教师巡视，学生独立完成，教师适当辅导，最后

在白板上板书的同学讲解，其他同学评价. 

【设计意图】我利用希沃白板软件制作了两个游戏，游戏化教

学模式能吸引学生注意力，符合七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探索未

知问题的强烈好奇心.让学生充分感受和体验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应用，通过题目的梯度设置，

培养学生的挑战意识.通过给点建立坐标系，培养学生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和严谨的逻辑思维.

通过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交流，充分发挥学生课堂中的主体地位. 

（五）归纳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想你一定有很多收获，同学们总结一下你都学到了那些知识.老师

在你们总结的基础上再归纳一下：本节课我们需要确定平面内点的位置，建立了平面直角坐标

系；我们学习了平面直角坐标系有关概念，并且掌握了：给点写坐标，给坐标描点；我们得出

坐标平面内的点与有序数对是一一对应的.这种数形结合研究问题的方法非常重要，为我们将

来学习函数打下了基础. 

【设计意图】本环节学生谈感受，师生合作梳理了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对平面直角坐

标系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进一步培养学生数学建模的素养，

深刻的体会到数形结合的思想. 

（六）作业布置 

研究型作业 

如图是某市部分平面图，请建立适当的坐标系，写出各地

的坐标.  

【设计意图】为了巩固本节课所学的知识，我布置了研究型

作业，为后续学习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应用打下了伏笔，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七）教师寄语 

画好人生的坐标系，把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向上有高度，向右有宽度. 

【设计意图】关注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感受数学的人文价值. 

六、课堂教学目标检测 

1.如图(1)所示,点 A的坐标是 (    ) 

A.(3，2)      B.(3，3)     C.(3，-3)     D.(-3，-3) 

2.如图(1)所示,横坐标和纵坐标都是负数的点是(    ) 

A．点 A        B. 点 B      C. 点 C        D. 点 D 

3.如图(1)所示,坐标是(-2,2)的点是 (    )  

A. 点 A        B. 点 B      C. 点 C        D. 点 D 

4.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x轴上的所有点的纵坐标都等于 0         B. y轴上的所有点的横坐标都等于 0    

C. 原点的坐标是(0,0)                     D. 点 A(2,-7)与点 B(-7,2)是同一个点 

5.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和有序实数对一一对应的是（    ） 

A．x轴上的所有点                          B．y轴上的所有点 

C．平面直角坐标系内的所有点             D．x轴和 y轴上的所有点 

【设计意图】本组习题主要考查学生对于本节课知识的掌握情况，特别是给点写坐标、给

坐标描点的能力、熟记坐标轴上点的坐标特征及象限内点的坐标符号特点、对平面直角坐标系

内的点与有序实数对一一对应关系的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