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四年级上册

《平行与垂直》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绵阳市涪城区吴家镇小学 龚艳玲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操作、讨论、归纳等活动，理解平行与垂直这两种特殊的直线

间的位置关系，初步认识平行线和垂线。

2、积累操作和思考的活动经验，同时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和空间想象能力，

初步渗透分类的数学思想。

3、感受数学学习和生活实际的密切联系，了解相关的数学文化，

一、借助分类活动，初步认识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一）创设情境，初步感知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师：屏幕上有张白纸，是平平的，像这样平平的面我们把它叫做平面（板书：

平面)。现在我们要在这张白纸上画一条直线，关于直线你都知道了些什么？

师：还可以延长吗？还可以吗？……

师：直线的特征孩子们都掌握得很棒。如果在这张白纸上画一条直线，除了

这样画还可以怎样画？闭上眼睛想一想……可以这样画，也可以这样画（动

态演示）。

师：如果再画一条直线，可以怎样画？闭上眼睛想一想……

师：看来孩子们对画两条直线的位置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这节课我们就来研

究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板书：两条直线）

师：把你刚才想到的平面上两条直线的位置画在学习单上。我们把两条直线

称为一组，请你思考，并在学习单上画出两组。

（二）借助分类，认识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1.收集并呈现资源



师：这是老师收集的孩子们的作品（投影展示：①一般相交②水平平行③分

离相交④水平垂直

⑤非水平垂直⑥非水平平行）

师：为了便于观察和比较，老师把它们标上了序号。

2、初步分类，感受特征

师：这么多不同的作品，你准备怎么研究它们？

生：分类。

师：分类是一种好方法。那按什么标准分？分成几类呢？你有自己的想法了

吗？

出示要求：先独立思考，把分类的序号写在学习单横线上，再把你的想法在

小组内交流。（老师介入分辨）

3、组织交流中正确分类并认识平行与相交

（1）学生汇报分类情况

师收集 3 种结论：1.分离相交分错的（1 4 5，2 3 6）2.完全分对的（1 3 4 5，

2 6）

3.分三类的（1 4 5，2 6，3），并板书在黑板上。

师：请同学说说，第一种是按什么标准分类的？第二种……，第三种……

（当学生在汇报过程中出现“交叉”一词时，教师随即解释：在数学上把这种

交叉的关系称为相交。）

（板书：相交）

①找共同：

师:就说明他们都把 1 4 5 分在一起是相交的，2 6 是不相交的。（板书：不

相交）

②分歧：

师：这几种分类，有分歧，主要分歧在几号？

提问：我们画的是两条直线，想想直线有什么特点？它到底该分为哪一类



呢？同桌讨论一下。

学生汇报：可以延长，延长后相交。

师：听明白意思了吗？谁再来说一说。（师延长③号）

小结：看来，有的相交是已经相交，有的需要延长，再相交。那③号属于？

（2）讨论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有几种情况？

师：也就是说刚才的 6 组直线我们只需要分成……（两类），哪两类？（擦

掉不正确的）

师：看来通过分类研究，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只有两种：一种是相交，另一

种是不相交。（边说边板书连接符号{）

二、在具体情境中深化理解平行的含义及特点

（一）理解“互相平行”的含义

师：我们先来研究不相交的这一类（投影 2 6 号），真的不相交吗？想象

一下，再继续延长会相交吗？

（通过把不相交的直线延长后相交与把平行线延长后仍不相交进行对比，理解

“永不相交”的含义）

问：那这样的两条直线在数学上叫什么呢？你能用一句简洁的话说说什么是

平行线吗？

生 1：…… 生 2：……（重点：两条，不相交）

师：请同学们翻到数学书 56 页勾画出“平行线”的概念，读一读，看一看，

跟我们说的有什么不一样？

问：孩子们，刚刚我们说的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和书上说的一样

吗？

（如果学生说得比较完整，可以说，有什么关键词？）

生：多了在同一平面内。

A、理解“同一平面”

追问：为什么要强调同一平面呢？



问：大家请看，这个长方体，一条直线在前面，一条直线在上面，它们相交

吗？是平行线吗？

追问：不相交怎么也不平行呀？

小结：对，这叫立体空间，一条直线在这个平面，另一条直线在另一个平面，

虽然不相交，但因为这两条直线不在同一个平面内，所以它们不能叫做平行线。

今天我们只研究在同一平面内的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板书：（同

一 内））

B、理解“互相平行”

师：“互相平行”是什么意思？我们能说一条直线平行吗？（揭示平行线必

须是两条直线）

师：至少是两条直线，它们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不能单独存在。

小结：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也可以说这两条直线互

相平行。（边说边板书：互相平行）

（二）学习平行线的表示方法

师：那同学们，在数学中我们怎么记互相平行的这种关系呢？请你在 56 页

找到并勾画出来。

直线 a与 b 互相平行，记作 a∥b，读作 a 平行于 b。（边读边板书：a∥b）

师：那我们还可以把它们记作 b……？

生：b∥a

师：为什么 b平行于 a？（再次强调“互相平行”）

师：b∥a，读作 b 平行于 a，请补充在书上。

问：这样用符号的方式来表示直线 a与 b 互相平行，你们觉得怎么样？

师生小结：像这样来表示两条直线互相平行，既形象又方便。

（三）举出生活中有关平行的例子

师：现在同学们知道什么是互相平行了吗？那你能举出生活中一些有关平行

的例子吗？（指出学生的例子里的平面和直线）



师：找出下图中的平行线。（铁轨是平行线吗？它们不是直线）

三、在具体情境中深化理解垂直的含义及特点

（一）理解“互相垂直”的含义

师：刚才我们研究了互相平行，再来观察相交的这几组图形，相交就会形成

什么？

生：1个交点，4个角（板书：（1个交点，4个角））

师：说明平行线就没有……交点和角。（板书：（没有交点和角））

师：相交的两条直线都有 4个角，如果我们把这几组相交的直线再进行分类，

你的关注点在哪里？

师：你的意思是你想根据角度的特点来分，你打算分成几类？说说理由

生：分成 2个锐角，2个钝角一类（1 3 一类），4个直角一类（4 5 一类）

（师板书继续分的序号）

师：你怎么来验证它们是直角呢？

生：用量角器量一量，或用三角尺的直角比一比。

师：（教师用三角板比）追问其他几个角是否为直角？其他的角需要再去量

吗？看来，两条直线相交，只要有一个角是直角，其它几个角都是直角。

师：在相交的情况里，根据角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分为成 2个锐角，2个钝

角和成 4个直角。（板书：成 2个锐角，2个钝角，成 4 个直角）

师：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把它们称之为什么

呢？请你自学 57页相关内容。

师生：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就说这两条直线互相垂直，其中一条直线叫做

另一条直线的垂线，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叫做垂足。

师：你觉得哪里需要提醒大家？（板书：互相垂直，a⊥b）

师：因为直线 a与 b是互相垂直的，那我们还可以把它们记作 b⊥a，读作 b

垂直于 a，请补充在书上。

（二）深化理解垂直



师：观察书上的三幅图，它们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引导发现：垂直要看两条直线相交是否成直角，而与怎样摆放无关。

师：屏幕上的两条直线属于哪种位置关系？它们可以变成互相垂直吗？

师动态演示：相交——垂直——相交

小结：垂直是相交，相交不一定是垂直。垂直只是相交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三）举出生活中有关垂直的例子

师：生活中我们还会常常遇到垂直的现象，你能举出生活中一些有关垂直的

例子吗？

四、回顾总结

师：孩子们，今天通过我们自己在同一平面上画的两条直线，研究了它们的

位置关系。（指板书）

根据两条直线是否相交，分成了相交与不相交两类。不相交的两条直线

就是互相平行的。

在相交中，又根据所成角度分成了成 2个锐角，2个钝角和成 4 个直角。

相交成直角的两条直线就是互相垂直的。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两条直线位置关系中两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平行与垂

直（贴课题）。

五、巩固练习

（1）判断平行与垂直（教材 57 页做一做）

题：下面各组直线，哪一组互相平行？哪一组互相垂直？

学生根据平行与垂直的特征快速判断，然后集体交流。

问题：谁来说一说你是怎么判断的？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强调同一平

面）

（2）验证自己的作品

师：现在你会判断了吗？请你判断一下自己刚上课时所画的两组直线分别属

于哪种位置关系呢？同桌互相说一说。



（3）找一找（教材 61 页第 1题）

题：下面每个图形中哪两条线段互相平行？哪两条线段互相垂直？

学生先独立尝试找一找，集体交流后，使学生体验到几何图形中也有互相垂

直和互相平行的现象，并借助课件用不同颜色的线来分别呈现图形中互相平行或

互相垂直的线段，加深学生的直观认识。

六、全班小结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平行与垂直，你知道吗？平行线在中国第一次

出现是在徐光启 1606 年左右翻译《几何原本》时使用的，《几何原本》是古希

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创作于两千年前的。如今，平行与垂直在生活中应用广泛。生

活中有了平行和垂直，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有序和美丽。

师：学了这节课，我们知道了……那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师：平行与垂直是我们平面几何的基础，我们后面还要继续研究平面几何

里许许多多的数学知识，大家愿意吗？希望你带着这样的热情继续后面的学习！

板书设计

平行与垂直

相交 成 2个锐角，2个钝角

同一平面内 （1个交点，4 个角）

两条直线 成 4个直角：互相垂直 a⊥b

不相交：互相平行 a∥b

（没有交点和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