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人教版七年级数学上册第四章《几何图形初步》 

 

§4.2 直线、射线、线段（第 1 课时） 

一、教学内容解析 

1.内容 

本节课教材重点介绍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的基本事实，进一步认识线段、射线和直线的区

别和联系，掌握它们各自不同的表示方法。 

2.内容解析 

本节课结合生活中有关线的形象，结合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实践，进一步在小学的基础

上，体验“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的基本事实，这一基本事实是图形与几何抽象化，实用性的

典型体现，本节课探索直线、射线和线段三种基本几何图形的特征与表示方法，从三种线的

表示方法到线与点、线与线的位置关系的简单表示，都渗透了“图形语言--文字语言--符号

语言”的相互转化及抽象，这一内容也是学生几何意识的起步、几何语言的开始，对认识空

间与图形、乃至后期几何图形的学习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确定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探寻直线、射线、线段的两种表示方法；体验

总结“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的基本事实。 

 

二、目标和目标解析 

1.目标 

（1）理解直线、射线和线段的基本特征，掌握线段、射线和直线的表示方法。 

（2）掌握“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的基本事实。会利用抽象的数学图形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让学生经历从现实事物到抽象基本事实及表示方法的“数学化”过程，积累数学活动经验。 

（3）通过学生观察，操作，比较、概括、说理等活动，培养学生认真参与、积极交流的

主体意识和乐于探索、积极钻研的科学精神，并渗透感恩教育。 

2.目标解析 

达成目标（1）的标志是：能从现实情境中抽象出直线、射线和线段的形象，能例举出生

活中三种基本几何图形的实例。能选择不同的方法表示直线、射线、线段，能根据表示方法

正确画出直线、射线、线段。 

达成目标（2）的标志是：通过游戏活动和实践操作总结出基本事实，理解“两点确定．．一

条直线”中“确定”的双重含义，存在性和唯一性。能利用这一基本事实解释生活中的实例。 

达成目标（3）的标志是：学生对数学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小组活动中积极思考，主动

参与，踊跃发言，敢于提问。能懂得感恩父母。 

 

三、教学问题诊断分析     

学生在小学阶段了解过线段、射线和直线，对线段、射线和直线有一定的认识，他们对



生活中的线段、射线、直线现象也是有一定的经验的，但这种经验都还停留在形象化，表面

直观上，还比较肤浅，没有从数学的角度去认识这些几何元素。尤其是用大小写字母符号表

示直线、射线、线段，由于方法多，图形、字母多，所以学生容易混淆，学生会感到困难，

其次，本节课除了要求学生能根据文字、符号把图形形象直观的表示出来，还要求学生能用

恰当的符号和文字语言把图形描述出来，这是七年级学生未曾经历过的体验。这也是比较困

难的学习任务。 

基于以上分析，确定本节课的教学难点是：直线、射线、线段的表示方法及三种几何语

言之间的转换。 

 

四、教学媒体设计      

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结合初一学生的实际情况，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

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体验，实施探究式开放

教学，借助实物、图片、幻灯片等，让学生从直观的感性认识发现抽象的概念，在探究两点

确定一条直线的规律时，让学生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成为探求知识的主体。学生每人准备好

草稿纸、铅笔、三角板，教师准备课件、毛线、木条。 

 

五、教学过程设计 

 活动一、情境导入  激趣点题 

展示课件，通过熟悉的音乐（西游记插曲）让学生联想到神通广大的孙悟空。 

  演示金箍棒增长、缩小的动画。 

 话说孙悟空自取经回来后，就一直住在花果山的水帘洞里，你看它又在耍弄心爱的金箍棒了。  

问：1）你觉得金箍棒神奇吗？由它的变化你能想到我们学过的哪些线？ 

 2）你能找一找生活中近似线段、射线、直线的实例吗？ 

    3）你能快速的画出这三种线吗？你是怎样区分它们的？ 

学生动手在草稿纸上尝试画两条线段，请两个学生上黑板板演。 

  活动二、走近生活  数学表示 

   大家觉得他们画得好不好？我觉得那条线段、这条直线、那条射线画得最直、最好。你们

知道是哪一条吗？其实原因是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哪跟它们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呢？其

实不光大家犯难，神通广大的孙大圣也正为这事烦心呢？于是它也想来“爽爽的贵阳”寻找

答案。 

1. 课件出示 ：孙悟空站在贵黄高速路口的场面。 

问：当他来到高速公路的路口时，路边的一块指示牌让它沉思了起来？你能帮帮它吗？ 

 

2. 课件出示问题：贵黄高速是从哪儿到哪儿呢？ 

问：如果把这条高速看成是线段，你知道人们是怎样取名的吗？你能类似的给线段取一

个名字吗？ 



3．学生分组讨论：老师点拨。 

 

 

 

3.  你知道线段怎样变化就能形成一条射线吗？怎样变化又能得到一条直线呢？你能类似线

段的取名给射线、直线分别也取一些名字吗？请大家发挥自己的聪明和团队的力量去课本

P125 页议一议中去寻找答案。 

问:你是怎样表示射线的？它有几种表示方法？射线 OA可以叫做射线 AO吗？ 

 

 

 

 

问:你是怎样表示直线的？它有几种表示方法？直线 AB可以叫做直线 BA吗？ 

 

 

 

 

4.  你能小结一下这三种线的表示方法及它们的特点吗？ 

  

 

 

 

 

 

 

 

5.智力闯关： 

1）已知点 A、B、C、D，画线段 AB,画线段 AD；画射线 BC,画射线 DC；画直线 AC？ 

2）图 1中各有多少条线段?请用字母描述出每条线段。 

 

 

 

 

     

 

6.我说你画，我画你说： 

类型 端点 延伸方向 能否度量 表示方法 

线段     

射线     

直线     

a

A B

1、 用表示线段两个端点的大写英

文字母表示，如：线段 AB。 

2、 用一个小写的英文字母表示，

如：线段 a 

_ B _ A 
用表示射线端点的字母和表示射

线上一个点的字母表示，如：射线

AB（射线端点字母要放在前面，不

提倡用一个小写字母表示射线）。 

a BA 1、 用表示直线上的两个点的字母

表示，如：直线 AB。 

2、用一个小写的的英文字母表示，

如：直线 a。 

D

C

B

A

图 1 



    1) 话说孙大圣沿着高速路一路艰辛向爽爽的贵阳走去， 

如果将高速路看成直线 l,孙悟空看成一个点，你能 

画出图形吗？ 

 

2）大家觉得它这样的做法恰当吗？于是，它马上就走出 

了高速公路。你能类似的你能画出图形吗？ 

 

3） 终于历尽千险，它来到了贵阳的十字路口，类似的你 

还能画出图形吗？ 

    

    4）练习：小组合作： 

 
1.直线 EF 经过点 C.                          3.用适当的语句表述图中点与直线，直线与直线的关

系。 

 

 

2.直线 AB 与 CD 相交于点 P. 

 

 

活动三：操作与实验 

答案找到了，孙悟空和大家一样都挺高兴，但好学的孙悟空又有了一个新问题， 

1. 把一块木条水平的固定在墙壁上，至少要几颗钉子呢？ 

动手试一试：教师拿出一根纸条和几颗图钉和一块泡沫板。 

问：你能用图钉将纸条固定在泡沫板上吗？一颗行吗？两颗呢？三颗呢？至少要几颗?  

2. 同桌比赛： 

已知点 A，过点 A 画直线，要求不重复，谁画不出来，谁认输。 

已知点 A、点 B，同时过两个点，不能重复，谁画不出来，谁认输。 

3. 你从这两个游戏中发现了什么？你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你的发现吗？ 

板书：◆ 经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或 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此时向学生解释有且只有的含义。） 

 

4．你能用学到的知识来解释下面的现象吗？ 

1). 为了美化校园，学校准备在笔直的校门大道旁栽一些数，先定下两棵树的位置，然后其

他树的位置就容易确定下来了，这种做法利用了我们学过的什么数学知识呢？ 

2）.为了快速的出好黑板报，小张和小李一人拿着一根毛线的一头，然后用手轻轻一弹，一

条直线就清晰的画在了黑板上，这个现象又利用了我们学过的什么数学知识呢？ 

3）.你还能举出类似的生活现象吗？砌墙, 插秧 。。。 



活动四：内化与创新 

其实在多姿多彩的图形世界里，线的作用远不止上面，下面就跟随老师一起去欣赏欣赏

它们给我们带来的视觉盛宴和无限想象。 

 

1. 以直“秀”曲 

 

 

 

 

2. 创作欣赏： 

 

 

 

 

 

 

3. 请你用线段、射线、直线创作一幅图片使它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为它写上一句解释词。 

 

 

活动五、课堂小结 

1、有人说：“没有线，那么世界就会缺少很多美妙的东西”，那你能不能结合今天的知识，

谈一谈你的收获和感受呢？ 

2、时间过得真快，就要下课了，感谢同学们这么精彩、这么优秀的表现，最后老师还想帮助

这三种线完成一个心愿。 

动画演示一个线段、射线、直线的三口之家的故事？ 

 

 

 

 

 

故事旁白: 
  小时候，爸爸是一条笔直高大的线段，妈妈是一条温柔贤惠的线段，我是一条快乐的射线，

在爸爸、妈妈直线似双臂的遮风避雨下，我快乐的成长着，渐渐的，我长大了，总想冲破父

母的管束，屡次顶撞父母，终于有一天，我冲破了父母的管束，来到了外面的世界，可爸爸、

妈妈却留下了伤心的眼泪，渐渐的我也长成了一条笔直的线段，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猛然

回首，才发现爸爸妈妈已不再那么高大，那么笔直，它们变矮了，变老了。惊醒的我，这才

恍然大悟，是该我为他们做点什么的时候了？是该我感恩的时候了？我也要撑开直线似的双

双胞胎电灯
三毛的哥哥二毛



手，我要为他们遮风避雨。同学们，感恩父母，就请从现在开始，从我开始。 

 

活动七、课堂作业 

导学案 测试 A 卷，B 卷。 

 

六、目标检测设计 

【当堂测试】 

 A 卷 

1、下列表示正确的有（                  ） 

 

 

 

 

 

 

 

 

 

 

2、下面图中射线 OA 与 OB 是同一条射线的是（    ） 

 

 

  

 

 

B 卷       

3、如右图,图中共有______条线段,它们是                。 

图中有几条射线，它们是                             。 

图中有几条直线，它是                               。 

 
 

 

教学设想： 

1.本堂课先将直线、射线和线段的概念给出，然后再讲它们的性质．这样对于学生建构

知识结构较为有利。 

2.由于这节课为几何的起始课，从感性认识出发，在学生熟悉的实际生活中，抽象出几

何的概念，便于认知结构的形成。 

M

a b
线段ab

(6)

O

O 射线O

(5)（4）

（3）(2)(1)

线段BA
BA

直线Ab

bA

射线AO

A

直线M

O BA

(A) (B)

A BO

(C)

A

BO

(D)

AB O

E

C

B

D

A



3.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特别是借助动画的形式展示线段,射线,直线之间的关系,形象生

动,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4.在线段,射线,直线的表示部分设计一道练习题,对于这道题上课前有足够的预见性,估

计到学生可能会犯哪些错误.课堂上让学生畅所欲言,通过学生所犯的一些错误,讲解表示法

中要注意的事项。 

5.探究“两点确定一条直线”这一数学事实时，收集学生的答案，并且让学生到黑板上

展示自己的想法，对于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6.在这次数学活动中，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创设了生动、直观的活动情景，充分调动了学

生的兴趣和主动性；采用了探究式教学模式，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体现了学生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操作学习的数学学习策略；人人参与，有收有放，课堂活而不

乱，较好的完成了本节课的学习。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把传统的教学方法融入到现

代化多媒体教学当中去。 

 

 

 

 

 

附板书设计： 

                       

§4.1 线段、射线、直线 

 

 

一、三种线的概念、图形、表示方法        投影区 

二、三种线的区别与联系 

三、直线的性质： 

（1）经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 

（或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2）两条直线相交只有一个交点。 
 

 
 
 
 
 

画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