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平面直角坐标系 

教材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平面直角坐标系及有关概念，点坐标，用坐标表示地理位置和平移等。 

实际生活中常用有序实数对表示位置，由此引出平面直角坐标系，建立点与有序实

数对的对应关系，从而把数和形结合起来。用坐标法表示地理位置体现了直角坐标

系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用坐标表示地理位置，可以通过建立直角坐标系，绘制出

一个区域内地点分布的平面示意图来完成。用坐标表示平移，从数的角度刻画了第

五章有关平移的内容，主要研究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探讨点或图形的平移引起

的点或图形顶点坐标的变化规律，另一方面探讨点或图形顶点坐标的有规律变化引

起的点或图形的平移。 

此外，用坐标表示一个地点的地理位置，在本章最后的“数学活动”中有所渗透。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 、能利用有序数对来表示点的位置； 2 会画出平面直角坐标系，能建立适当的直

角坐标系描述物体的位置； 3 、在给定的直角坐标系中，会根据坐标描出点的位置，

由点的位置写出它的坐标。     

〔过程与方法〕 

1 、经历画坐标系、描点，由点找坐标的过程和图形的坐标变化与图形平移之间关

系的探索过程，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与数形结合意识； 2 、通过平面直角坐标

确定地理位置，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明确数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能指导实践，数与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进一

步发展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重点难点 

在平面直角坐标糸中，由已知点的坐标确定这一点的位置，由已知点的位置确定这

一点的坐标和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应用是重点；建立坐标平面内点与有序实数对之间

的一一对应关系和由坐标变化探求图形之间的变化是难点。 

课时分配 

7.1 平面直角坐标系   ………………………………………  4 课时 

7.2  坐标方法的简单应用   ………………………………… 2 课时 

本章小结   …………………………………………   ………… 2 课时 



7.1.1 有序实数对 

〔教学目标〕理解有序数对的意义，能利用有序数对表示物体的位置。 

〔重点难点〕有序数对的概念，用有序数对来表示物体的位置是重点；用有序数对

表示平面内的点是难点。 

〔教学过程〕 

一、问题导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到电影院看电影你怎样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地图上你怎样确定一个地点的位置？下

象棋时，有人说“炮二平八”，你怎么走棋子？这些都说的是用两个数确定一个物体

的位置，那么怎样确定一个物体的位置呢？ 

二、有序数对 

〔投影 1 〕下面是根据教室平面图写的通知： 

请以下座位的同学：（ 1 ， 5 ）、（ 2 ， 4 ）、（ 4 ， 2 ）、（ 3 ， 3 ）、（ 5 ， 

6 ），今天放学后参加数学问题讨论 . 

  

  怎样确定教室里座位的位置？ 

  可用排数和列数两个不同的数来确定位置。 

排数和列数的先后顺序对位置有影响吗？举例说明。 

排数和列数的先后顺序对位置有影响，如（ 2 ， 4 ）和（ 4 ， 2 ）表示不同的位置，

若约定“列数在前排数在后”，则（ 2 ， 4 ）表示第 2 列第 4 排，而（ 4 ， 2 ）则表

示第 4 列第 2 排。 

这就是说用两个数表示物体的位置是有顺序的。 

假设我们约定“列数在前，排数在后”，请你在课本图 6.1-1 上标出被邀请参加讨论

的同学的座位。 

上面提到的问题都是通过像“几排几号”这样含有两个数的词来表示一个确定的位置，

其中两个数各自表示不同的含义，例如前面的表示“排数”，后面的表示“列数”。 

我们把这种有顺序的两个数 a 与 b 组成的数对，叫做有序数对，记作（ a ， b ）。 

利用有序数对，可以很准确地表示出一个位置。生活中利用有序数对表示位置的情

况是很常见的。你能再举出一些例子吗？ 

三、例题 



〔投影 2 〕写出表示学校里各个地点的有序数对 . 

  

分析：从表示大门的有序数对你能知道前一个数的意义是什么？后一个数的意义是

什么吗？ 

答：宣传橱窗（ 2 ， 2 ），办公楼（ 3 ， 3 ），实验楼（ 3 ， 7 ），运动场（ 6 ， 

8 ），教学楼（ 7 ， 4 ），宿舍楼（ 8 ， 5 ），食堂（ 9 ， 6 ）。 

四、课堂练习 

课本 65 面练习。 

五、课堂小结 

1 、在生活中的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对有序数对表示位置，当然表示位置的

方法不止这一种，以后我们会知道还有其它的表示位置的方法。 

2 、用有序数对表示位置时，要注意数对的顺序，明确前一个数的意义和后一个数

的意义，这样我们才不会搞错。 

作业：课本 68 面第 1 题。 

7.1 ． 2 平面直角坐标系   （一）   

[ 教学目标 ]1 、认识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意义； 2 、理解点的坐标的意义； 3 、会用

坐标表示点。 

[ 重点难点 ] 平面直角坐标系和点的坐标是重点；根据点的位置写出点的坐标是难

点。 

[ 教学过程 ] 

  一、复习导入 

  数轴上的点可以用什么来表示？ 

  可以用一个数来表示，我们把这个数叫做这个点的坐标。 [ 投影 1] 如图，点 A 的

坐标是 2 ，点 B 的坐标是－ 3 。 

    

坐标为－ 4 的点在数轴上的什么位置？ 

在点 C 处。这就是说，知道了数轴上一个点的坐标，这个点的位置就确定了。 

类似于利用数轴确定直线上点的位置 , 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来确定平面内的点的位

置呢 ? 



二、平面直角坐标系 

我们知道，平面内的点的位置可以用有序数对来表示，为此，我们可以在平面内画

出两条互相垂直、原点重合的数轴组成直角坐标系来表示。 

    

如图，水平的数轴称为 x 轴或横轴 , 习惯上取向右为正方向 ; 竖直的数轴称为 y 轴

或纵轴 , 取向上方向为正方向 , 两坐标轴的交点为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原点。 

有了平面直角坐标系 , 平面内的点就可以用一个有序数对来表示了。 

二、点的坐标 

如图 , 由点 A 分别向 x 轴和 y 轴作垂线 , 垂足 M 在 x 轴上的坐标是 3, 垂足 N 在 y 轴

上的坐标是 4, 我们说 A 点的横坐标是 3, 纵坐标是 4, 有序数对 (3,4) 就叫做点 A 的

坐标 , 记作 A(3,4) 。 

    

类似地 , 请你根据课本 66 面图 7.1-3, 写出点 B 、 C 、 D 的坐标 . 

B(-3,4) 、 C(0,2) 、 D(-3,0). 

注意：写点的坐标时，横坐标在前，纵坐标在后。 

三、四个象限 

  建立了平面直角坐系以后 , 坐标平面就被两条坐标轴分成Ⅰ、Ⅱ、Ⅲ、   Ⅳ四个部

分 , 分别叫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 . 坐标轴上的点不属于任何

象限。 [ 投影 2] 

  

做一做：课本 68 面练习 1 题。 

思考 :1 、原点 O 的坐标是什么 ?x 轴和 y 轴上的点的坐标有什么特点？ 

  原点 O 的坐标是 (0,0),x 轴上的点的纵坐标为 0,y 轴上的点的横坐标为 0 。 

2 、各象限内的点的坐标有什么特点 ? 

  第一象限上的点 , 横坐标为正数 , 纵坐标为正数 ; 

  第二象限上的点 , 横坐标为负数 , 纵坐标为正数 ; 

  第三象限上的点 , 横坐标为负数 , 纵坐标为负数 ; 

  第四象限上的点 , 横坐标为正数 , 纵坐标为负数 . 

四、课堂练习 [ 投影 3] 



1 、点 A(-2,-1) 与 x 轴的距离是 ________ ，与 y 轴的距离是 ________. 

注意：纵坐标的绝对值是该点到 x 轴的距离，横坐标的绝对值是该点到 y 轴的距离。 

2 、点 A(3,a) 在 x 轴上 , 点 B(b,4) 在 y 轴上 , 则 a=______,b=______. 

3 、点 M(-2,3) 在第   象限 , 则点 N(-2,-3) 在 ____ 象限 . ，点 P(2, -3)  在 ____ 象限，点 

Q(2, 3)  在 ____ 象限 . 

五、课堂小结 

1 、平面直角坐标糸及有关概念； 

2 、、已知一个点，如何确定这个点的坐标 . 

3 、坐标轴上的点和象限点的特点。 

作业：课本 68 面第 2 ， 3 题； 

7.1 ． 2 平面直角坐标系   （二）   

[ 教学目标 ]1 、在给定的直角坐标系中 , 会根据坐标描出点的位置； 2 、能建立适

当的直角坐标系 , 描述物体的位置。 

[ 重点难点 ] 描出点的位置和建立坐标系是重点；适当地建立坐标系是难点。 

[ 教学过程 ] 

  一、复习导入 

〔投影 1 〕写出图中点 A 、 B 、 C 、 D 、 E 的坐标。 . 

由点的位置可以写出它的坐标，反之，已知点的坐标怎样确定点的位置呢？ 

二、例题 

〔投影 2 〕例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描出下列各点 : 

 A(4,5),B(-2,3),C(-4,-1),D(2.5,-2),E(0,4). 

分析：根据点的坐标的意义，经过 A 点作 x 轴的垂线，垂足的坐标是 A 点横坐标，

作 y 轴的垂线，垂足的坐标是 A 点的纵坐标。你认为应该怎样描出点 A 的坐标？ 

先在 x 轴上找出表示 4 的点 , 再在 y 轴上找出表示 5 的点 ,  过这两个点分别作 x 轴

和 y 轴的垂线 , 垂线的交点就是 A. 

类似地，我们可以描出点 B 、 C 、 D 、 E. 

三、建立直角坐标糸 

  〔投影 3 〕   探究：如图 , 正方形 ABCD 的边长为 6.   



 (1) 如果以点 A 为原点 ,AB 所在的直线为 x 轴 , 建立平面坐标系 , 那么 y 轴是哪条

线 ? 

 y 轴是 AD 所在直线 . 

 (2) 写出正方形的顶点 A 、 B 、 C 、 D 的坐标 . 

A(0,0),B(0,6),C(6,6),D(6,0). 

(3) 请你另建立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 , 此时正方形的顶点 A 、 B 、 C 、 D 的坐标又

分别是多少 ? 与同学交流一下 . 

可以看到建立的直角坐标系不同 , 则各点的坐标也不同 . 你认为怎样建立直角坐标

系才比较适当？ 

要尽量使更多的点落在坐标轴上。 

四、课堂练习 

〔投影 4 〕 1 、课本 68 面练习 2 题 . 

2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 顺次连结 A(-3,4),B(-6,-2),C(6,-2),D(3,4) 四点 ,  所组成的

图形是 ________. 

五、课堂小结 

1 、已知点的位置可以写出它的坐标，已知点的坐标可以描出点的位置。点与有序

数对（坐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2 、为了方便地描述物体的位置，需要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糸。 

作业：课本 69 面第 4 题； 70 面第 5,6 题。 

第七章复习一（ 7.1 ） 

一、双基回顾 

1 、点的坐标：过平面内任意一点 P 分别向 x 轴、 y 轴作垂线，垂足在 x 轴、 y 轴

上对应的坐标 a 、 b 分别叫做点 P 的   ，有序数对（ a ， b ）叫做 P 点的   。 

注意：平面上的点与有序实数对（坐标）一一对应。 

〔 1 〕已知点 P 的坐标是（－ 2 ， 3 ），则点 P 到 x 轴的距离是   ，到 y 轴的距离

是  . 

2 、象限 

    

〔 2 〕如果点 M 到 y 轴的距离是 4 ，到 x 轴的距离是 3 ，则 M 的坐标为  . 



3 、坐标轴上点的特征： x 轴上点的坐标的特点是   ， y 轴上点的坐标的特点是   ，

原点的坐标是  .  

〔 3 〕如果点 A （ m ， n ）的坐标满足 mn=0 ，则点 A 在（   ） 

 A.  原点上  B. x 轴上  C. y 轴上  D.  坐标轴上 

4 、建立直角坐标糸 

〔 4 〕如图所示，若在象棋盘上建立直角坐标系，使“将”位于点（ 1 ， -2 ），“象”

位于点（ 3,-2 ），则“炮”位于点  .  

二、例题导引 

例 1  如果点 M （ a+b ， ab ）在第二象限，那么点 N （ a ， b ）在第 ________ 象限；

若 a ＝ 0 ，则 M 点在  . 

  例 2 已知长方形 ABCD 中， AB=5 ， BC=3 ，并且 AB ∥ x 轴，若点 A 的坐标为（－ 

2 ， 4 ），求点 C 的坐标 . 

例 3  已知四边形 ABCD 各顶点的坐标分别是 A （ 0 ， 0 ）， B （ 3 ， 6 ）， C 

（ 14 ， 8 ）， D （ 16 ， 0 ），求四边形 ABCD 的面积。 

三、练习升华 

夯实基础 

1 、在电影票上，如果将“ 8 排 4 号”记作（ 8 ， 4 ），那么（ 10 ， 15 ）表示 

_______________ 。 

2 、课间操时，小华、小军、小刚的位置如图，小华对小刚说：“如果我的位置用

（ 0 ， 0 ）表示，小军的位置用（ 2 ， 1 ）表示，那么你的位置可以表示成（   ）   

 A 、（ 5 ， 4 ）  B 、（ 4 ， 5 ）  C 、（ 3 ， 4 ）  D 、（ 4 ， 3 ）    

3 、点 A （ 3 ，－ 5 ）在第 _____ 象限，到 x 轴的距离为 ______ ，到 y 轴的距离为 

_______ 。 

4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1,m2 +1) 一定在 ( ) 

A 、第一象限     B 、第二象限     C 、第三象限  D 、第四象限 

5 、点 P （ m ＋ 3, m ＋ 1 ）在坐标系的 x 轴上，则点 P 的坐标为（   ） 

A ．（ 0 ，－ 2 ）  B ．（  2 ， 0 ）  C ．（  4 ， 0 ）  D ．（ 0 ，－ 4 ） 

6 、已知点 A （ -1 ， b+2 ）在坐标轴上，则 b =________. 

7 、在同一平面坐标系中描出下列各组点，并将各组内的点有线段连接起来： 



（ 1 ）（ 2 ， 0 ）、（ 4 ， 0 ）、（ 2 ， 2 ）；（ 2 ）（ 0 ， 2 ）、（ 0 ， 4 ）、

（－ 2 ， 2 ）；（ 3 ）（－ 4 ， 0 ）、（－ 2 ，－ 2 ）、（－ 2 ， 0 ）；（ 4 ）

（ 0 ，－ 2 ）、（ 2 ，－ 2 ）、（ 0 ，－ 4 ） . 

观察所得的图形，你觉得像什么？ 

8 、图中标明了李明同学家附近的一些地方；（ 1 ）根据图中所建立的平面直角坐

标系，写出学校，邮局的坐标；（ 2 ）某星期日早晨，李明同学从家里出发，沿着

（－ 2,  － 1 ）、（－ 1, － 2 ）、（ 1, － 2 ）、（ 2, － 1 ）、（ 1, － 1 ）、

（ 1,3 ）、（－ 1,0 ）、（ 0, － 1 ）的路线转了一下，写出他路上经过的地方；

（ 3 ）连接他在（ 2 ）中经过的地点，你能得到什么图形？ 

能力提高 

9 、坐标平面内的点 M(a,b) 在第三象限，那么点 N(b, － a) 在（   ）   

A ．第一象限  B ．第二象限  C ．第三象限  D ．第四象限 

10 、点 K 在第三象限，且横坐标与纵坐标的积为 8 ，写出两个符合条件的点   。 

11 、已知线段  MN=4 ， MN ∥ y 轴，若点 M 坐标为 (-1,2) ，则 N 点坐标为  . 

12 、一个长方形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三个顶点的坐标为（–  1 ，–  1 ）、（–  1 ， 

2 ）、（ 3 ，–  1 ），则第四个顶点的坐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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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已知 A （ 2 ， 0 ）， B （ -3 ， -4 ）， C （ 0 ， 0 ），则△  ABC 的面积为（   ） 

A ． 4 B ． 6 C ． 8 D ． 3 

14 、画图回答：（ 1 ）坐标（ x,3 ）中的 x 取－ 3 ，－ 2 ，－ 1 ， 0 ， 1 ， 2 ， 3 

所表示的点是否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直线与轴有什么关系？ 

（ 2 ）坐标（ 3,y ）中的 y 取－ 3 ，－ 2 ，－ 1 ， 0 ， 1 ， 2 ， 3 所表示的点是否

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直线与轴有什么关系？ 

15 、图中显示了 10 名同学平均每周用于阅读课外书的时间和用于看电视的时间

（单位：小时）。（ 1 ）用有序实数对表示图中各点 . （ 2 ）图中有一个点位于方

格的对角线上，这表示什么意思？（ 3 ）图中方格纸的对角线的左上方的点有什么

共同的特点？它右下方的点呢？（ 4 ）估计一下你每周用于阅读课外书的时间和用

于看电视的时间，在图上描出来，这个点位于什么位置？（图见课本 85 面 7 题） 

  

16 、某村过去是一个缺水的村庄，由于兴修水利，现在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

据村委会主任徐伯伯廛，以前全村 400 多户人家只有五口水井：第一中井在村委

会的院子里，第二口井在村委会北偏东 300 的方向 2000 米处，第三口井在村委会



正西方向 1500 米处，第四口井在村委会东南方向 1000 米处，第五口井在村委会

正南方向 900 米处。请你根据徐伯伯的话，和同学一起讨论，画图表示这个村庄

五口井的位置。 

探索创新 

18 、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并描出下列各点： A(1,1) 、 B(5,1) 、 C （ 3 ， 3 ）、 

D （－ 3 ， 3 ）、 E （ 1 ，－ 2 ）、 F （ 1 ， 4 ）、 G （ 3 ， 2 ）、 H （ 3 ，－ 

2 ）、 I （－ 1 ，－ 1 ）、 J （－ 1 ， 1 ） . 连接 AB,CD,EF,GH,IJ, 找出它们中点的坐

标。将上述中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分别与对应线段的两个端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进

行比较，你发现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写出你的发现。 

7.2 ． 1 用坐标表示地理位置   

[ 教学目标 ] 会根据实际情况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系，并能用坐标表示地理位置。 

[ 重点难点 ] 建立直角坐标系和用坐标表示地理位置是重点；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

系是难点。 

[ 教学过程 ] 

  一、情景导入〔投影 1 〕课本 73 面“思考” 

二、用坐标表示地理位置 

探究：〔投影 2 〕根据以下条件画一幅示意图，标出学校和小刚家、小强家、小敏

家的位置． 

小刚家：出校门向东走 150 米，再向北走 200 米． 

小强家：出校门向西走 200 米，再向北走 350 米，最后再向东走 50 米． 

小敏家：出校门向南走 100 米，再向东走 300 米，最后向南走 75 米． 

  

我们知道，在平面内建立直角坐标系后，平面内的点都可以用坐标来表示，为此，

要确定区域内一些地点的位置，就要建立直角坐标系。 

思考：以什么位置为原点？如何确定 x 轴、 y 轴？选取怎样的比例尺？ 

小刚家、小强家、小敏家的位置均是以学校为参照物来描述的，故选学校位置为原

点．以正东方向为 x 轴，以正北方向为 y 轴建立直角坐标系。取比例尺 1 ： 10000 

（即图中 1 格相当于实际的 100 米）． 

点（ 150 ， 200 ）就是小刚家的位置。 

请你在课本 74 面图 7.2 － 2 上画出小强家、小敏家的位置，并标明它们的坐标。 



归纳一下，〔投影 3 〕利用平面直角坐标系确定区域内一些地点的位置的步骤是什

么？ 

（ 1 ）建立直角坐标系，选择一个适当的参照点为原点，确定 x 轴、 y 轴的正方向； 

（ 2 ）根据具体问题确定适当的比例尺，定出坐标系中的单位长度； 

（ 3 ）在坐标平面内画出表示地点的点，写出各点的坐标和各个地点的名称． 

注意：（ 1 ）通常选择比较有名的地点，或者较居中的位置为坐标原点；（ 2 ）坐

标轴的方向通常以正北为纵轴的正方向，正东为横轴的正方向；（ 3 ）要标明比例

尺或坐标轴上的单位长度． 

三、课堂练习 

下图是小红所在学校的平面示意图，请你指出学校各地点的位置。 

  

四、课堂小结 

怎样利用坐标表示地理位置？ 

作业：课本 78 面第 1 题； 79 面第 5 题。 

7.2.2 用坐标表示平移 

[ 教学目标 ]1 、掌握坐标变化与图形平移的关系； 2 、能利用点的平移规律将平面

图形进行平移，会根据图形上点的坐标的变化，来判定图形的移动过程。 

[ 重点难点 ] 坐标变化与图形平移的关系是重点；坐标变化与图形平移的关系运用

是难点。 

[ 教学过程 ]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用坐标表示地理位置，体现了直角坐标系在实际中的应用，本节

课我们研究直角坐标系的另一个应用——用坐标表示平移。． 

二、图形的平移与图形上点的变化规律 

首先我们研究点的平移规律。 

如图，〔投影 1 〕（ 1 ）将点 A （－ 2 ，－ 3 ）向右平移 5 个单位长度，得到点 

A1 ，在图上标出它的坐标，点 A 的坐标发生了什么变化？把点 A 向上平移 4 个单

位长度呢？ 

  



将点 A 向右平移 5 个单位长度，横坐标增加了 5 个单位长度，纵坐标不变；将点 A 

向上平移 4 个单位长度，纵坐标增加了 4 个单位长度，横坐标不变 . 

（ 2 ）把点 A 向左或向下平移 4 个单位长度，点 A 的坐标发生了什么变化？ 

将点 A 向左平移 4 个单位长度，横坐标减少了 4 个单位长度，纵坐标不变；将点 A 

向下平移 4 个单位长度，纵坐标减少了 4 个单位长度，横坐标不变 . 

  从点 A 的平移变化中，你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坐标不变吗？在什么情况下，坐标

增加或减少吗？ 

  将点向左右平移纵坐标不变，向上下平移横坐标不变；将点向右或向上平移几个

单位长度，横坐标或纵坐标就增加几个单位长度；向左或向下平移几个单位长度，

横坐标或纵坐标就减少几个单位长度。 

简单地表示为〔投影 2 〕 

  

再找几个点，对他们进行平移，观察他们的坐标是否按你发现的规律变化？ 

三、图形上点的变化与图形平移的规律 

对一个图形进行平移，就是对这个图形上所有点的平移，因而这个图形上所有点的

坐标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反过来，从图形上的点的坐标的某种变化，我们也可以

看出对这个图形进行了怎样的平移． 

〔投影 3 〕例   如图（ 1 ），三角形 ABC 三个顶点坐标分别是 A （ 4 ， 3 ）， B 

（ 3 ， 1 ）， C （ 1 ， 2 ）． 

（ 1 ）将三角形 ABC 三个顶点的横坐标都减去 6 ，纵坐标不变，分别得到点 A1 、 

B1 、 C1 ，依次连接 A1 、 B1 、 C1 各点，所得三角形 A1B1C1 与三角形 ABC 的大

小、形状和位置上有什么关系？ 

（ 2 ）将三角形 ABC 三个顶点的纵坐标都减去 5 ，横坐标不变，分别得到点 A2 、 

B2 、 C2 ，依次连接 A2 、 B2 、 C2 各点，所得三角形 A2B2C2 与三角形 ABC 的大

小、形状和位置上有什么关系？ 

  

解：如图（ 2 ），所得三角形 A1B1C1 与三角形 ABC 的大小、形状完全相同，三

角形 A1B1C1 可以看作将三角形 ABC 向左平移 6 个单位长度得到．类似地，三角

形 A2B2C2 与三角形 ABC 的大小、形状完全相同，它可以看作将三角形 ABC 向下

平移 5 个单位长度得到． 

思考：〔投影 4 〕 



（ 1 ）如果将这个问题中的“横坐标都减去 6 ”“纵坐标都减去 5 ”相应的变为“横坐标

都加 3 ”“纵坐标都加 2 ”，分别能得出什么结论？画出得到的图形。 

（ 2 ）如果将三角形 ABC 三个顶点的横坐标都减去 6 ，同时纵坐标都减去 5 ，能

得到什么结论？画出得到的图形。 

归纳上面的作图与分析，你能得到什么结论？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内，如果把一个图形各个点的横坐标都加（或减去）一个正数 a ，

得到的新图形就是把原图形向右（或向左）平移 a 个单位长度；如果把它各个点的

纵坐标都加（或减去）一个正数 a ，得到的新图形就是把原图形向上（或下）平移 

a 个单位长度。 

简单地表示为〔投影 5 〕 

  

四、课堂练习 

第 78 面练习． 

五、课堂小结 

对一个图形进行平移，这个图形上所有点的坐标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图形上的

点的坐标的某种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对这个图形进行了怎样的平移． 

图形的平移与图形上的点的坐标的变化有什么规律？ 

作业：课本第 78 面第 2 · 3 题； 79 面第 8 题． 

本章小结（ 2 课时） 

一、知识结构 

  

二、回顾与思考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用有序实数对来描述物体的位置。有序实数对（ x,y ）

与（ y,x ）是否相同，请你举一个例子说明。 

2 、什么是平面直角坐标系建立了平面直角坐标系平面叫做坐标平面。坐标平面由

哪几部分组成？ 

3 、坐标平面内的点与有序实数对（坐标）是一一对应的。已知点怎样写出它的坐

标？已知点的坐标怎样描出这个点？ 

4 、第一、二、三、四象限的点有什么特征？坐标轴上的点有什么特征？原点在什

么地方？ 



5 、怎样用坐标表示地理位置？ 

6 、对一个图形进行平移，这个图形上所有点的坐标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反过来，

从图形上的点坐标的某种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图形进行了怎样的平移。图形

平移与坐标变化的规律是什么？ 

三、例题导引 

例 1  如图，这是某市部分地区的简图，请你用坐标表示各地的位置。 

    

例 2  如图，（ 1 ）描   出 A （–  3 ，–  2 ）、 B （ 2 ，–  2 ）、 C （–  2 ， 1 ）、 D 

（ 3 ， 1 ）四个点，线段 AB 、 CD 有什么关系？ 

（ 2 ）顺次连接 A 、 B 、 C 、 D 四点组成的图形是什么图形？ 

（ 3 ）这个图形的面积是多少？ 

例 3  如图，△  ABC 中任意一点 P （ x ， y ）经平移后对应点为（ x+3 ， y+2 ），

画出它作同样平移后的△  A ′ B ′ C ′   ，并写出 A ′、 B ′、 C ′的坐标 .  

四、练习提高 

1 、点 P 位于 x 轴下方， y 轴左侧，距离 x 轴 4 个单位长度，距离 y 轴 2 个单位长

度，那么点 P 的坐标是   〔   〕   

A ．（ 4 ， 2 ）  B ．（－ 2 ，－ 4 ）  C ．（－ 4 ，－ 2 ）  D ．（ 2 ， 4 ） 

2 、将某图形的纵坐标都减去 2 ，横坐标不变，则该图形〔   〕   

A ．向右平移 2 个单位  B ．向左平移 2  个单位   

C ．向上平移 2  个单位  D ．向下平移 2  个单位 

3 、与图 1 中的三角形相比，图 2 中的三角形发生的变化是（   ） 

A ．向左平移 3 个单位长度  B ．向左平移 1 个单位长度 

C ．向上平移 3 个单位长度  D ．向下平移 1 个单位长度 

  

 3 题  5 题 

4 、一只蚂蚁由（ 0 ， 0 ）先向上爬 4 个单位长度，再向右爬 3 个单位长度，再向

下爬 2 个单位长度后，它所在位置的坐标是 _________ 。 

5 、如图是小刚画的一张脸，他对妹妹说“如果我用（ 1 ， 3 ）表示左眼，用（ 3 ， 

3 ）表示右眼，那么嘴的位置可以表示成   。 



6 、已知点 A （ 2 ，－ 3 ），线段 AB 与坐标轴没有交点，则点 B 的坐标可能是   

〔   〕 

A ．（－ 1 ，－ 2 ）  B ．（  3 ，－ 2 ）  C ．（ 1 ， 2 ）  D ．（－ 2 ， 3 ） 

7 、线段 CD 是由线段 AB 平移得到的，点 A （– 1 ， 4 ）的对应点为 C （ 4 ， 7 ），

则点 B （–  4 ，–  1 ）的对应点 D 的坐标为〔   〕 

A ．（ 2 ， 9 ）  B ．（ 5 ， 3 ）  C ．（ 1 ， 2 ）  D ．（–  9 ，–  4 ） 

8 、已知点 A （ a ， 0 ）和点 B （ 0 ， 5 ）两点，且直线 AB 与坐标轴围成的三角

形的面积等于 10 ，则 a 的值是 ________________. 

9 、如图，红色图形可以由蓝色图形经过怎样的平移得到？对应点的坐标有什么变

化？（图见课本 85 面 5 题） 

 10 、如图，（ 1 ）请写出在直角坐标系中的房子的 A 、 B 、 C 、 D 、 E 、 F 、 G 

的坐标。（ 2 ）小影想把房子向下平移 3 个单位长度，你能帮他办到吗？请作出相

应图案，并写出平移后的 7 个点的坐标 .   

探索创新 

课本 86 面第 11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