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底数幂的乘法》教学设计 

一、教学内容及其解析 

1.教材的地位及作用 

《同底数幂的乘法》是在七年级上册中学习了有理数的乘方和整式的

加减法运算之后编排的，是对幂的意义的理解、运用和深化。又是后面学

习整式乘除法的基础，而整式的乘除法是代数部分的基础，它为后面学习

方程、函数做了准备。大家都知道整式的乘除法最终都转化为同底数幂的

乘法进行。另外同底数幂的乘法与现实世界中的数量关系联系也十分的紧

密，比如课本章节前面的实际问题——电子计算机的运算能力，通过学习

可以把所学知识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更好地为生活服务。所以我认为本

节课对学生今后的学习和生活都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2.教学重点 

《新课程标准》对本章的要求是“能进行简单的整式乘法运算”，为

此，根据课标的要求和教材的编排意图，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素质教育

的要求，我确定本课教学重点为正确理解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并进行简单

的运算。 

二、教学目标及其解析 

1.课标 

能进行简单的整式乘法运算 

2.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能说出同底数幂乘法的法则，并会运用法则进行简

单的同底数幂乘法运算。 



这个目标是在新课程标准下为学生本节课制定的学习目标，也是本节

课要达成的教学目标，能用自己的话说出法则，既知道了法则的内容，又

理解了法则的含义；会运用法则进行简单的运算正是课标的要求，也是本

节课的重点。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学生自主探究，培养学生的观察、发现、归纳、

概括能力。 

使学生初步理解“特殊——一般——特殊”的认知规律，感受幂的意

义，发展推理能力和表达能力，提高计算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数学的地位与作用，

在合作交流中体味科学的思想方法，接受数学文化的熏陶，激发学生探索

创新的精神。 

三、学生学情分析 

学生通过对七年级上册数学课本的学习，已经掌握了用字母表示数的

技能，会判断同类项、合并同类项，同时在学习有理数乘方运算后，知道

了求 n 个相同数 a的积得运算叫做乘方，乘方的结果叫做幂，并正确理解

乘方的意义，这些基础知识为本节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在相关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完全可以借助于已知的幂的意义，通

过个人思考、小组合作等方式，进行知识迁移，总结出新的知识。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确定本节课的教学难点为：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

进行相关运算。 

四、教学策略分析 

1.教法分析 



根据教学目标，要让学生经历自主探索同底数幂乘法性质的过程，因

此，我采用“先学后教、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

先以复习引入的方式，会议乘方的意义，让学生根据乘方的意义进行填空，

进而发现规律，再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讨论、得出法则。通过教师的引导

与适当讲授使学生正确理解同底数幂乘法的法则，通过练习巩固，力求突

出重点，突破难点、使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分层次地渗透归纳和演绎的数学思想方法，以培养

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从而学会自主学习，学会思考，学会合作，学

会交流。 

2.学法指导 

新课标中指出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

导者与合作者。根据这一教学理念，结合本节课的内容特点和学生的年龄

特征，学法上我采用让学生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以小组积分

的方式鼓励学生回答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五、教学过程设计 

1.课前三分钟 

本节课，我利用课前三分钟引课，在上课前，我制作了一个小视频，

以《厉害了，我的国》宣传片为背景，反应我国的强盛和伟大，然后介绍

天河二号计算机是我国国防科技大学成功研制的超级计算机，其运算速度

每秒可达 1016次运算,那么它工作 103秒可进行多少次运算? 

教师引导：应当如何列式？ 

学生列式：1016×103  



教师引导：观察这是什么计算？两个因数有什么共同特点？你能计算

吗？ 

设计意图：以视频引入课堂首先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今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都异常高涨，因此我以《厉害

了我的国》宣传片为切入点，学生可以很快被感染，同时也激发学生的爱

国热情，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正能量。再以令人骄傲的天河二

号计算机为例，让学生感受祖国伟大的同时，发现所计算的式子与本节课

有关，激发学生探究本节课知识的兴趣，引入新课。 

2.复习引入 

什么是乘方？an的意义是什么？其中 a 叫做什么？N 叫做什么？乘方

的结果叫做什么？ 

设计意图：本节课要学习的内容是同底数幂的乘法，主要根据的就是

乘方的意义，乘方是七年级上册第一章的内容，复习乘方的意义，可以让

本节课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也为下一环节打基础。 

3.自主探究（多媒体展示） 

1）根据乘方的意义填空： 

（1）25×22 =（2×2×2×2×2）×（2×2）=      

（2）a3×a4 = （          ）×（           ）=       

（3）5m×5n=（             ）×（               ） 

=       （m、n 都是正整数） 

2）猜想：am·an=          （m、n 都是正整数） 

3）你能说出同底数幂乘法的法则吗？ 



4）小组合作，说出你的想法。 

设计意图：根据乘方的意义填空，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找到规律，进

而得出猜想，小组合作，说出找到的规律，大家互相补充，得出同底数幂

乘法的法则。我选择先小组合作的目的，是让每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

都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再派学生发言，可以统一思想，得出法则，便

于下面应用。 

4.法则剖析 

教师提问：请同学们找出法则中的关键词，你为什么觉得这个词很关

键？ 

法则理解：①同底数幂是指底数相同的幂．如(-3)2 与(-3)5,(ab3)2 与

(ab3）5,(x-y)2与(x-y)3 等。 

②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的表达式中，左边：两个幂的底数相同，且是

相乘的关系；右边：得到一个幂，且底数不变，指数相加。 

设计意图：法则的关键词是“同底、相乘、不变、相加”，让学生自己

找出关键词是加深对法则本身的理解，也让学生引起注意，必须是“同底

数幂”在做“乘法”才能使用这个法则，而法则的计算方法是“底数不变、

指数相加”，将法则剖析清楚，对于后面学习其他整式乘法也有很大的益处。 

5.归纳法则 

验证：am·an =（          ）×（           ） 

 

=（                ）=  
a [来源:学*科*网] 

归纳：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am×an＝           （m、n都是正整数） 

共（       ）个 a 



文字语言：                            

设计意图：将找到的规律归纳程法则，首先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并进

行验证，在对照书中的语言，规范学生的数学语言，也让学生感受“特殊

——一般——特殊”的推理和归纳过程。 

6.解决问题 

天河二号的运算速度每秒可达 1016次运算,那么它工作 103秒可进行多

少次运算? 

解：1016×103=1016+3=1019 

答：它工作 103秒可进行 1019次运算。 

    设计意图：学生用刚刚得到的法则进行计算，既可以解决刚刚课前三

分钟的问题，又可以使用法则计算，加深对法则的印象。 

7.尝试练习 

    1）填空（学生先独立完成，再口答） 

（1）103×109=           （2）(-3)100 × (-3)99=     

（3）x2·x5  =           （4）a×a6=     

设计意图：此部分选择使用口答的方式让学生回答，题目比较简单，

学生很容易解决，学生在回答的过程中，我会继续引导“理由是什么？”

让学生重复法则，加深印象。 

2）计算（学生先独立完成，再上黑板演示并讲解） 

（1）xm·x3m+1                               （2）(-2)·(-2)4·(-2)3      

（3）x·x2 + x2·x           （4）b3·(-b2)·(-b)4 

设计意图：这一部分，我设计的题目比刚才的题目有了难度。第 1 小



题的指数是字母，要注意合并同类项的问题；第 2 小题设计了三个同底数

幂相乘，让学生感受三个同底数幂乘法，法则依然适用；第 3 小题是一道

混合运算，学生在计算的时候很容易将最后一步 x3+x3错算成 x6，学生在质

疑和纠错的过程中会再次强调法则，必须是同底数幂做“乘法”，加法适用

的法则是“合并同类项”；第四小题加入了(-b2)和(-b)4两个符号的问题，

让学生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别，判断符号，再进行计算。 

8.法则的推广 

am·an·ap=           （m,n,p都是正整数）. 

思考：三个以上同底数幂相乘，上述性质还成立吗？ 

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可推扩到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同底数幂的相乘． 

am·an·ap=am+n+p，am·an·…·ap=am+n+…+p(m、n…p 都是正整数) 

设计意图：学生从刚刚计算的第 2、4小题中可以自己总结出来，既可

以锻炼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法则的推广，也可以在今后的计算中直接应

用。 

9.整体思想 

把下列各式化成（x+y）n或（x－y）n的形式。 

（1）（x+y）4·（x+y）3          (2)（y－x）2·（x－y）3              
 

我的经验：当底数为多项式时，要先将多项式看成一个整体，当底数

互为相反数时，先将底数化为相同再计算。 

学生先独立完成，然后上黑板演示，并讲解，纠错。 

设计意图：整体思想是数学中常用的思想，因此，本节课以多项式为

底数是出现同底数幂的乘法，培养学生整体思想，同时还出现了（x-y）n



和（y-x）n 的形式，提醒学生需要将底数换成相同，让学生体会互为相反

数两数的偶次幂相同，互为相反数两数的奇次幂仍互为相反数。第（2）小

题可以用两种方法解答，通过换两种不同的底数来解决，锻炼学生一题多

解的思维能力。 

10.法则的逆用 

已知：am=2，an=3。求 am+n的值。 

学生先独立思考，小组合作，由学生讲解，其他同学纠错。 

设计意图：逆向思维是数学中常用的思维，本题考查的就是法则的逆

用，学生先思考 am+n的由来，然后逆用法则来计算。 

法则逆用可以写成  am+n= am·an           

11.课时小结 

教师引导：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内容，大家静下心想一想，本节课学习

到哪些数学知识和思想方法？你有哪些心得？有什么想要提醒自己和其他

同学注意的问题？ 

应用法则注意的事项： 

①同底数幂相乘，底数不变，指数相加。对这个法则要注重理解“同

底，相乘，不变，相加”这八个字。 

②底数可以是一个数，也可以是单项式或多项式。运算时不同底的要

先化为同底的，才可以运用法则。底数不能化相同的幂相乘，不能应用法

则。 

③解题时，要注意指数为 1的情况，不要漏掉。 

设计意图：每节课结束前，让学生自己理清楚思维是很有必要的，让



学生留心今天学到了什么，还有哪些不足，有哪些值得注意，或者提醒其

他学生注意，可以将所学的知识系统化，同时也锻炼学生归纳总结的思维

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提醒学生注意[来源:学科网] 

① 用法则时，首先要看是否同底，底不同就不能直接用。 

    ② 只有同底数幂做乘法时才能用法则，加法适用的是合并同类项法

则。 

    ③ 底数不一定只是一个数或一个字母，可以是一个单项式或多项式。 

④ 幂的个数可以推广到任意个数。 

六、课堂教学目标检测 

1.计算：⑴ 10n×10m+1=            ⑵  x7·x5=             

   ⑶ m·m7·m9=              ⑷ －44×44=             

2.判断题：判断下列计算是否正确？若有错，请改正。（a≠0） 

（1）a2·a3= a6(    )；               （2）a2·a3= a5（   ）；     

（3）a·a7= a0+7=a7（   ）；            （4）a5·a5= 2a10 （   ）；  

3．计算： 

（1）x·x2                                （2） -(-a)3·(-a)2·a5  

（3）(a-b)3·(b-a)2               （4） 
1 1 1

- - - =
2 2 2

 2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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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4.实际应用： 

我国陆地面积约是 9.6×106 平方千米。平均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一

年从太阳得到的能量相当于燃烧 1.3×105   吨煤所产生的能量。求在我国

领土上，一年内从太阳得到的能量相当于燃烧多少吨煤所产生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