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 7章章  小结与思考（一）小结与思考（一） 
 

课课    题题 小结与思考小结与思考 课课   型型 练习课练习课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操作实践等活动，，探索了两直线平行的条件、

及性质；了解图形平移的特征，认识三角形的有关概念、三边关

系以及内外角和公式，体会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能力目标：经历观察、分析、操作、欣赏以及抽象、概括等过程，

经历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过程，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渗透一些数

学思想方法：运动变化思想、化归思想。 

情感目标：体会平移来源于生活，又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服务；

渗透爱国主义，增强审美意识。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 直线平行的条件和性质，三角形的有关概念 

教学难点教学难点 平面图形平移的作图以及三角形有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教学形式教学形式 引导探究 

教具准备教具准备 多媒体、三角板 

教教  学学 过过 程程 

教学环节教学环节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生活动学生活动 设设 计计 意意 图图 

一、一、情境导入 

（一）知识回顾知识回顾： 

有 ABCD四根木桩，C在
A的正北方向，D在 A 的北偏西
62°， B在 A 的北偏西 62°，那
么AB∥CD吗？，若想 BC∥AD，
那么 B在 C的什么方向？ 

引导步骤 

（1） 学生正确画出图形。 

（2） 计算角度数。 

（3） 根据平行线性质确定方向
性。 

 

观察思考 

 

用学生身边的

事、物去发现知

识，激发学生自

主参与，乐与学

习的积极性。 



二、二、探索体验探索体验  
 

（二二)动手操作动手操作：1、现有四根木
条，它们的长度分别为 10CM，
12CM，15CM，25CM，从中取三根
搭三角形，可以搭出几种不同的

三角形？写出你的选取方法。 

(前后四人为学习小组，共同合作
完成) 

2、p.42的习题中第 4题; 
p.42的习题中第 9题; 

动手操作 

合作探究 

通过操作发现，

让学生进一步

体会合作交流

的乐趣。 

三、三、巩固提高巩固提高  
 

（四）做一做做一做：如图，光线 AB、

DE射向一个水平镜面后被反射，

反射光分别是 BC、EF，此时若 

∠2=∠3，那么入射光线 AB与 DE

平行吗？反射光线 BC与 EF平行

吗？为什么？ 

 

 

 

 

 

 

独立思考 
讨论合作 

让学生通过练

习加深对平行

线的理解，学会 
知识适时迁移。 

四、拓展应用拓展应用  

（四）、想一想想一想 

1、把五角星按箭头所指方向平移

2CM 

   
 
 
 
 
2、一个四边形截去一个角后就一
定是三角形吗？画出所有可能的

图形，并分别说出内角和与外角

和的变化情况。 

学生畅所欲

言教师给以

指导 

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增强学

生的合作意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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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获体会收获体会  

 

 

 

 

 

 

 

 

 

 

 

 
六、布置作业布置作业  

收获收获： 

1、认识几种平面图形特征。 

2、平移不改变图形的形状、大小 

3、数学思想方法：观察、思考、

猜想、分析、归纳、运动变化等。 

体会：体会： 

1、平行线、平移、三角形在实际 

生活中的作用，并解决实际问题 

2，感受数学学习的乐趣。 

 
 
完成课本 P43（10、12） 

 
 
交流、感悟 
 
 
 
 
 
 
 
 
 
 
 
 
 
完成作业 

小结： 
 
随机进行补充

（要从知识、思

想等多方面）小

结。 
 
 
 
 
 
 
 
 
 
 
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增强学

生的合作意识。 
 
 
 
 
 
 
 
 
 
 
 
 
 
 
 
 
 
 
 
 
 
 
 



第八章第八章  小结与思考（二）小结与思考（二） 
 

课课    题题 小结与思考小结与思考 课课   型型 练习课练习课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操作实践等活动，探索了两直线平行的条件及性

质，理解边、角线段之间的联系，体会两条平行线在实际生活中

应用。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条理思维、推理思维，操作、交流能力、

创新能力，训练学生思维的广阔性和创造性，让学生感受数学的

奇妙 

情感目标：体会数学来源于生活，又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服务；

渗透爱国主义意识。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 理解直线平行的条件和性质，三角形的有关概念 

教学难点教学难点 理解和掌握平面图形平移作图以及三角形有关知识 

教学形式教学形式 引导探究 

教具准备教具准备 多媒体、三角板 

教教  学学 过过 程程 

教学环节教学环节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生活动学生活动 设设 计计 意意 图图 

一、一、情境导入 

（一）知识点击：知识点击： 

如图，当半径为 30cm的转动轮
转过 120°的角时，传送带上的物
体 A平移的距离为多少 cm？   

 

               A              
观察思考 

说出结果 

通过观察、思

考、操作、运算

激发学生自主

参与，乐与学习

的积极性。 



二、二、探索体验探索体验  
 

（二二)动手操作动手操作： 

（1） 小丽将一个圆通过一定的平
移可得到“五环”的图案  

（2） 小刚将一个正方形剪去一个
直径等于其边长的半圆，并

将半圆平移到右边，形成一

个新的图案，你能利用这个

新的图案经过多次平移形成

一个复杂的图案吗？试试

看，并给你的图案起个有意

义的名字 

              

动手操作 

合作探究 

通过操作发现，

让学生进一步

体会数学美的

乐趣。 

三、三、巩固提高巩固提高  
 

（四）做一做：（四）做一做： 

如图，将一张长方形纸片沿 EF折叠
后，点 D、C分别落在点 I、H的位
置，EI 的延长线与 BC交于点 G.若
∠EFG=50° ,求∠1、∠2的度数 

独立思考 
讨论合作 

 
 
 
 
 
 
 
 
 
 
 
 

让学生通过练

习加深对平行

线的理解，学会 
知识适时迁移。 

I 
2 

1 

C 

   

A 

B 

D 

F 

E 

 
 

G 
H 



四、拓展应用拓展应用  

（四）、想一想想一想 
1、△ABC三边的长 a、b、c都是整
数，且 a﹥b﹥c,a=8 问：满足条件
的三角形共有多少个？ 
 
2、如图电脑输出一部分图形 
  
 
……… 
(1)请你接着画下去， 
(2)试分析图案中的基本图形是什
么样的？又再以这个基本图形

作怎样的图形变换而成的？       

学生畅所

欲言 

学生动手动脑，

增强学生的探

究能力。 

五、收获体会收获体会  

 

 

 

 

 

 

 

 

 

 

 

 
六、布置作业布置作业  

收获收获： 

1、进一步认识几种平面图形特征。 

2、数学思想方法：观察、思考、猜

想、分析、归纳、运动变化等。 

体会：体会： 

1、平行线、平移、三角形在实际 

生活中的作用，并解决实际问题 

2，感受数学学习、体会交流的乐趣 

 
 
完成课本 P44（16、18、20） 

 
 
交流、 
 
发表不同

观点 
 
 
 
 
 
 
 
 
 
 
 
 
 
完成作业 

小结： 
 
用学生身

边的事与物感

受数学知识， 
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增强

学生的合作意

识。 

 

课课    题题 

第七章第七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2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1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7．1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 能够熟练识别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2会用同位角相等判定二条直线平行 

重重    点点  
识别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用同位角相等判定二条直线平行 

难难    点点  
同上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预备知识：——三线八角 

两条直线 AB CD与直线 EF相交，交点分别为 E F 

如图（1）则称直线 AB CD 被直线 EF所截，直线 EF为截线。 

        4  1  

     3   2 

      8  5 

     7  6 

             （图 1） 

 二条直线 AB CD 被直线 EF所截可得 8个角，即所谓“三线八

角”。 

  这八个角中有对顶角：∠1与∠3，∠2与∠4，∠5与∠7，∠6与∠

8。 

  邻补角有：∠1与∠2，∠2与∠3，∠3与∠4，∠5与∠6，∠6与∠

7，∠7与∠8，∠8与∠5。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还有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1）同位角：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在二条直线的同侧，

且在第三条直线的同旁的二个角叫同位角。 

如图中的∠1与∠5分别在直线 AB CD的上侧，又在第三条直线

EF的右侧，所以∠1与∠5是同位角，它们的位置相同，在图中还

有∠2与∠6，∠4与∠8，∠3与∠7也是同位角。 

（2）内错角：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在二条直线的内侧，

且在第三条直线的两旁的二个角叫内错角。 

如上图中∠2与∠8在直线 AB、 CD 的内侧（既 AB 、CD之间），

且在 ED的两旁，所以∠2与∠8是内错角。同理，∠3与∠5也是内

错角。 

（3）同旁内角：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在两条直线的你

侧，且在第三条直线的同旁的两个角叫同旁内角。 

如上图中的∠2与∠5在直线 AB CD内侧又在 EF的同旁，所以

∠2与∠5是同安排能够内角，同理，∠3与∠8也是同旁内角。 

因此，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共得 4 对同位角，2 对内

错角，2对同旁内角。 

 

  新课讲解： 

  首先回顾上学期学习画平行线的方法（师演示）如图 2 

      

           1                         1            1 

 

        2                   2                      2 

 

 

 

 

 

 

 

 

 

 

 

 

 

 

 

 

 

 

 

 

 



 

 

其实质就是图中∠1与∠2相等，则所画的直线 a，b就平行。 

如果∠1与∠2不相等，则 a与 b平行吗？（生回答）。 

由预备知识∠1与∠2是一组同位角，则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注：同位角相等，则直线平行，如图所示推理过程可表示为 

                1 

 

           2 

 

 

因为∠1与∠2是 a b被 c所截得的同位角，且∠1=∠2， 

那麽 a∥b。 

例题 1： 

如图，∠1=∠C，∠2=∠C，请找出图中互相平行的直线，并说明

理由。                              A 1       B 

                        

解：（1）AB∥CD                    C       D  2         

因为∠1与∠C是 AB CD被 AC截成的同位角，且∠1=∠C， 

所以 AB ∥CD。 

（2）AC∥BD。 

因为∠2与∠C是 BD AC被 CD截成的同位角，且∠2=∠C， 

所以 AC∥BD。 

 

 

 

 

 

 

 

 

 

 

 

 

 

 

 

 

 

 

 

 

 



练习：第 8页 第 1、2题 

小结： 

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教学素材： 

A组题： 

1、如图所示： 

如图 1，同位角有  对，内错角有  对，同旁内角有  对。 

如图 2，同位角有  对，内错角有  对，同旁内角有  对。 

如图 3，同位角有  对，内错角有  对，同旁内角有  对。 

如图 4，同位角有  对，内错角有  对，同旁内角有  对。 

     A     a   A          A           D    M  A   N  

  B       b  D      E         O  

           B          C  B         C     B        C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B组题：                                

已知直线 a⊥b,b⊥c(如图所示) 

求证 a∥b                          a      c 

 

                                        b 

 

 

 

 

 

 

 

 

 

 

 

 

 

 

学生板演 

 

 

 

 

 

 



 

 

 

 

 

 

 

 

 

作业作业 第 10页第 1、2、3、4题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复习复习                          例例 1                       板演板演 

……                          ……                       …… 

……                          ……                       …… 

……                          例例 2                        …… 

……                          ……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七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2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2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8．1探索直线平行的条件（2）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会用内错角相等判定二条直线平行 

会用同旁内角互补判定二条直线平行 

重重    点点 推导的过程 

难难    点点 证明推理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引入： 

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形成的八个角中有同位角，内错

角，同旁内角。、 

如果截得的同位角相等，那麽两直线平行。 

请议一议 

1 如图，直线 a，b被直线 c所截，∠2=∠3。直线 a与直线 b平

行吗？ 

试说明理由。                            1  

                              3 

 

                             2 

 

 

2如图，直线 a, b被直线 c所截，∠2+∠3=180，直线 a 与直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线 b 平行吗？为什么？ 

 

                                1 

                               3 

 

                           2 

 

故 1、内错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即直线 a,b被直线 c所截，所得的两对内错角中，如果有一

对想等，那麽 a∥b,如图 

若∠1=∠2，则 a∥b. 

应用格式： 

∵∠1=∠2（已知） 

∴a∥b（内错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2、同旁内角互补，两直线平行 

  即直线 a,b被直线 c所截，所得的两对同旁内角中，若有一

对互补，则 a∥b.如图若∠1+∠2=180，则 a∥b 

应用格式： 

  ∵∠1+∠2=180（ 已知） 

∴a∥b（同旁内角互补，两直线平行）  

 

例题 1： 

 

 

 

 

 

 

学生板演 

 

 

 

 

 

 

 

 

 

 

 

 

 

 



如图，∠1=∠2，∠B+∠BDE=180，图中那些线互相平行，为什

么？               A 

 

               D  1    E 

                    2 

 

            B      F     C 

解：（1）AB∥EF 

    因为∠1与∠2是 AB EF被 DE截成的内错角，且∠1=∠2。 

    所以 AB∥EF。 

   （2）DE∥BC 

    以为∠B与∠BDE是 BC DE被 AB截成的同旁内角，且∠

B+∠BDE=180。 

    所以 DE∥BC 

 

练习：第 1页第 1、2题 

小结： 

内错角相等 

                       

                      同位角相等        平行 

 

同旁内角互补 

教学素材： 

 

 

 

 

 

 

 



A组题： 

如图 ，已知直线 a,b被直线 c所截，              1         

下列条件能判断 a∥b的是（   ）                  2   

A、∠1=∠2      B、∠2=∠3                5  3  

C、∠1+∠4=180  D、∠2+∠5=180             4 

                                          D 

B组题：                                  1  

已知（如图）∠B=∠C，∠DAC=∠B+∠C， A  2 2      E 

AE平分∠DAC，求证 AE∥BC 

 

                                     B             C 

作业作业 第 11页第 6789题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复习复习                           例例 1                       板演板演 

……                          ……                       …… 

……                          例例 2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七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课课

时时

本课（章节）需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课时 



7．2探索平行线的性质 
分分

配配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掌握平行线的性质。 

运用平行线的性质及判定方法解决问题 

重重    点点 
三条性质的推导 

运用平行线的性质及判定方法解决问题 

难难    点点 运用平行线的性质及判定方法解决问题时的过程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1在练习本上画两条平行线 AB、CD，再画直线MN与直线 AB、

CD相交如图               M 

           A          3  1     B 

                   7  5 

           C     4   2         D 

               8  6 

            N 

 

指出图中的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2 将图剪成（1）（2）（3）（4）所示的四块。分别把图中的同

位角、内错角重叠你会发现什么？ 

 

         A      3 1        B      (1)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A    7      5       B 

     C    4      2         D 

      (2)         (3) 

           

      C       8  6      D 

 

          (4) 

3将图(2)、 (3)分别剪成两部分，并按图中所示拼在一起，你

发现每对同旁内角有什么关系？ 

  

              7                  4  

                               7 

          4   

 

     5                            2 

                                 5 

   2 

 

由上可知 

  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 

 

 

 

 

 

学生板演 

 

 

 

 

 

 

 

 

 

 

 

 

 

 

 



  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互补 

 

新课讲解： 

议一议 

你能根据“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说明“两直线平行，内错

角相等”成立的理由吗？                  C 

                                           1   a 

如图                                   3 

因为 a∥b,                              2     b 

所以∠1=∠2， 

又因为∠1与∠3是对顶角，∠1=∠3，所以∠2=∠3。 

类似地，请根据“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说明“两直线平行，

同旁内角互补”成立的理由，并与学生交流。 

例题 1： 

如图，AD∥BC，∠A=∠C试说明 AB∥DC   A    D       E 

解：因为 AD∥BC 

    所以∠C=∠CDE 

    又因为∠A=∠C                     F     B    C 

    所以∠A=∠CDE 

    根据“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可以知道 AB∥DC 

 

 

 

 

 

 

 



练习：第 14页练一练第 1、2题 

小结：                             内错角相等 

 

平行            同位角相等 

                                   同旁内角互补 

教学素材： 

A组题： 

（1）在图中 a∥b,计算∠1的度数分别为    ，     ，     。 

（2）如图若 AB∥EF，BC∥DE，则∠E+∠B=          

a                      36°                A      F 

b    1          1              1        B         C 

                             120°      D       E 

 

B组题： 

（1） 已知，如图，a∥b,c∥d,          a        b 

∠1=48°,求∠2，∠3，         1      4 

∠4的度数。                    2    3 

 

 

（2）如图，已知 AB∥CD，∠B=120°，∠D=130°，求∠BDE的

度数。 

A          B 



   F           1  E 

              2 

   C            D 

    （2） 

 

 

 

 

作业作业 第 14页第 1、2、3、4、题（5选做）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复习复习                          例例 1                       板演板演  

……                          ……                       …… 

……                          ……                       …… 

……                          例例 2                        …… 

……                          ……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 7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2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1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7.3 图形的平移（1）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 知道平移的概念及平移的不变性 

2 能够根据题目要求做出已知图形的平移后图形 

重重    点点 能够根据题目要求做出已知图形的平移后图形 

难难    点点 能够根据题目要求做出已知图形的平移后图形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 情境创设 

1 引导学生回忆在商场内乘做扶手电梯，在元旦晚会上进行击鼓

传花游戏的经历，使学生初步感受生活中平移现象的存在 

2 提问：你能举出生活中类似于此的例子吗？ 

答：可以，如帆船在水中航行，大雁在空中飞行等等 

 

 

二 探索归纳 

1例 1  

 
 
 
（此处可以让学生在教

师的引导下做答） 

 

 

 

 

 

 



1）如右所示，将点 A向右平移 2个单位后， 

再向上平移 1个单位，将此点记为 A/ 

 

2）连结 AA/ 

 

3）将线段 AA/向右平移三格，将所得 

的新线段记为 BB/ 

 

 

 

 

 

分析：1）在解决此问题时我们先从点 A出发，向右数两格，此

时所得的交点，即为 A向右平移两格后的点。用同样的方法我们

可以得到向上平移一格后的新点 A/ 

2）略 

3）平移线段 AA/的方法分为三步： 

① 先将 A向右平移三格得到 B 

② 再将 A/向右平移三格得到 B/ 

③ 连结 BB/ 

解： 

 

 

 

 

 

 

 

 

 

 

 

 

 

 

 

 

A

A

A' B'

B



 

 

 

 

 

 

2 P16 做一做 

1）将△ABC向右平移 6格，即分别将点 A、B、C向右平移 6格，

得点 A/、B/、C/，然后依次连结即可 

2）指导学生自己动手操作 P16 做一做中第一题 

3）定义： 

在平面内，我们将一个图形沿着某个方向．．移动一定的距离，这样

的图形运动叫做图形的平移 

 

 

 

注：① 在第一题中，我们将△ABC 向右平移 6 格，这种操作就

称为平移△ABC 

② 平移由两个方面所决定：平移的方向与平移的距离 

例如在例 1中我们平移点 A时交代了两点，一个是向右，一

个是 2个单位长度 



③ 某图形平移后所得的图形称为此图形的对应图形 

如例 1中线段 BB/就是线段 AA/的对应线段 

而△A/B/C/就是△ABC的对应三角形 

4）做一做 第二题 

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自己动手度量，归纳得出△ABC 与△A/B/C/

各个边相等，各个角也相等 

教师总结归纳： 

平移不改变图形的大小与形状 

例如：△A /B/C/是由△ABC平移得到的，而这两个三角形形状大小

均一样 

又如，线段 BB/是由线段 AA /平移得到的，两条线段长度相等 

5）练习：P17 做一做/3 

         P17 议一议   

素材 A： 

1 在平面内，将线段AB沿某个方向平移距离为 a㎝，那么图形

上的每个点都沿此方向移动了        ㎝，平移不改变线段的长

度和         

的大小 

2 请画出将方格中的阴影部分向右平移 6格再向下平移 2格后的

图案 

 



 

 

 

：1 

                 

  答案：1 a  形状  2  略 

 

   

 

 

作业作业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例例 1：：                                 定义：定义： 
---------------------------                        --------------------------- 
 
- 
--------------------------                       注：注：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七、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2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2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7.3图形的平移（图形的平移（2））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理解平移图形中对应点平行且相等性质 
2知道平行线间的距离的定义及两平行线间的距离均相等 

重重    点点 平移图形中对应点平行且相等 

难难    点点 平移图形中对应点平行且相等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动手操作，合作探究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 情境创设： 

1 P19/做一做 

通过昨天的学习我们知道线段 A/B/称为线段 AB的对应线段 

 

 

 
 



线段 A//B //称为线段 A/B/的对应线段 

昨天我们研究的是对应图形之间的关系，即线段 A/B/与其对

应线段 

AB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来研究各对应点连线间的关系，即

线段 

AA/与线段 BB/之间的关系 

二 探索归纳 

1 分别连结对应点 A、A/及 B、B/，仔细观察线段 AA/与 BB/ 

问：线段 AA/与 BB/之间是什么关系？ 

线段 AA/与 BB/平行且相等 

也就是说，线段 AB经过平移后，连结两对应点 

（A、A/与 B、B/） 

的线段平行且相等 

重复上述过程及语句让学生充分感受与理解平移性质的合理

性 

2 P19/议一议 

通过平面图形感受平移的性质 

1）四边形 A /B/C/D/是由四边形 ABCD 先向左平移 8 个单位

后，再向上平移 1个单位后得到的 

2）总结：也就是说连结四边形四个对应点的线段互相平行且

相等 

 
（学生回答，教师 

做最后总结） 

 

 

让学生充分观察图 

8—21，然后自己归 
纳得出线段AA /、 

BB/CC/、DD/互相 
平行且相等（若学 

生的语言不够规 
范，教师可进行适 

当修整） 

 

 

 

 

 

 

 



3）线段 AA/与 MM/、平行且相等 

问：线段 MM/与 BB/、CC/、DD/、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平行且相等 

3 性质 1：图形经过平移后，连结各组对应点的线段平行且

相等 

4 在图 8—20中让学生将 AB向右平移 2格得 A//、B//，连结

AA //，BB//，此时 AA//，BB//在同一直线上 

因此性质 1应该这样补充： 

图形经过平移后，连结各组对应点的线段平行（或在同一直

线上），并且相等 

三 平行线间的距离 

1 在黑板上演示 P20的操作，并画出直线 a,b，引导学生观察

直线 a,b 

问：a,b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 

答：平行，因为对应点连线互相平行 

2 作线段 AC⊥BC，将 C沿 BC方向平移 BC长得点 C/，连

结 A/C/ 

问：A/C/与 B/C/ 什么关系？为什么？ 

答：垂直，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问：在平移过程中，AC是否始终垂直与直线 a,b 

答：是 



3 度量线段 AC与线段 A/C/的长度，你发现线段 AC 与线段

A/C/在长度上有什么关系？ 

答：相等 

我们知道点 A到直线 b的距离就是线段 AC的长度，点A/到

直线 b的距离就是线段 A/C/的长度，这两个距离相等，我们

将这个距离称为平行线 a,b之间的距离 

即：如果两条直线互相平行，那么其中一条直线上任意两点

到另一条直线的距离相等，这个距离称为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练习：P21/练一练 1，2 

素材： 

在下列关于图形平移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图形上任意点移动的方向相同 

B图形上任意点移动的距离相同 

C图形上任意两点连线大小不变 

D 图形上可能存在不动点 

答：D 

作业作业 P22/2，3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二，二，                                三，三，  
---------------------                      ---------------------- 
 
 
---------------------                      ----------------------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七、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2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1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7.4 认识三角形（1）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 认识三角形，会用字母表示三角形 

 2 知道三角形的个组成部分，并会用字母表示 

 3 了解三角形的分类 

4 知道三角形的性质 

重重    点点 认识三角形，会用字母表示三角形；三角形的性质 

难难    点点 了解三角形的分类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情境创设 

1 举出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某些三角形，如三角板 

二，探索归纳 

1三角形的定义： 

由 3条不在同一直线上的线段，首尾依次相接组成的图形称

为三角 

形 

如右的图形就是一个三角形 

2 三角形的各组成部分 

边：组成三角形的三条线段 

如右所示：线段 AB、AC、BC就是三角形 

的三条边 

顶点：三角形任意两边的交点 

如右所示：点 A、B、C均为三角形的顶点 

通常情况下，我们用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加以一个“△”来表示一

个 

三角形，在表示三角形时，三个字母之间并无顺序关系 

如上图中，此三角形可以表示为△ABC，或△ACB或△BAC等

等 

内角：三角形两边所夹的角，称为三角形的内角，简称角 

观察P23的几副图， 

使学生初步感受三 
角形的存在 

 

A

B

C



例如△ABC中，∠A，∠B，∠C都是三角形的内角 

边 BC称为∠A所对的边，或顶点 A所对的边，因此边 BC也

可以 

表示为 a 

那么边 AB，AC呢？ 

3 三角形的分类 

1）按角分 

 

�
�

�
�

�

为钝角的三角形钝角三角形：有一个角

为直角的三角形直角三角形：有一个角

是锐角的三角形锐角三角形：三个角都

三角形  

 

2）按边分 

�
�

�
�

�

等的三角形等边三角形：三边均相

相等的三角形等腰三角形：有两个边

均不相等不等边三角形：三个边

三角形  

4 实验室 

问：是不是任意三条线段都能够组成三角形？ 

答：不是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三条线段满足什么条件才能组成一个三

角形 

请学生在课前准备好五条长度分别为 3㎝、4㎝、5㎝、6㎝、

9㎝ 

A

B

C
P



的绳子，现任意取出 3根细绳首尾相接搭成三角形，并填写

25页 

表格 

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最后教师在此基础上

补充完 

整得到： 

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例如在△ABC中，根据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我们有 

点 A到点 B，C的距离之和要大于线段 BC的长 

即 AB+AC〉BC 

素材 A： 

1. 在练习本上画出： 

（1） 等腰锐角三角形； 

（2） 等腰直角三角形； 

（3）等腰钝角三角形. 

2 下列长度的各组线段能否组成一个三角形？ 

（1） 15cm、10 cm、7 cm；（2）4 cm、5 cm、10 cm； 

（3）3 cm、8 cm、5 cm； （4）4 cm、5 cm、6 cm. 

3.画一个三角形，使它的三条边长 

分别为 3 cm、4 cm、6 cm. 

 

A

B CD



4 如图，以∠C为内角的三角形 

有             和           

 在这两个三角形中，∠C的对边 

分别为             和           

素材 B： 

5 等腰三角形的一边长为 3㎝，另一边长是 5㎝ 

则它的第三边长为              

 

答案：1 略 

      2 （1）能  （2） 不能   （ 3） 不能   （4）能 

      3 略  

       4 △ABC   △ADC     AD    AB 

      5  3㎝或 5㎝ 

 

 

作业作业 P28/1，2，3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1三角形的定义： 
 

2 三角形的各组成部分               4 实验室 
 
 

3 三角形的分类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七、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2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2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7.4认识三角形（2）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 知道三角形高、中线、角平分线的定义 

2 会做任意三角形高、中线、角平分线 

重重    点点 会做任意三角形高、中线、角平分线 

难难    点点 会做任意三角形高、中线、角平分线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 三角形的高 

1 复习：过点 A做 BC的垂线，垂足为 D 

 

 

 

B C

A

A

B C



 

 

 

 

 

 

 

 

2 在黑板上做△ABC，过点 A做对边 BC 

的垂线，垂足为 D，我们 

就将线段 AD称为△ABC的高 

3 高的定义：在三角形中，从一个顶点向它的对边所在的直

线做垂线，顶点与垂 

足之间的线段称为三角形的高 

例如在上图中，我们从△ABC的一个顶点出发，向它对边 BC

所在 

的直线作垂线，垂足为 D，线段 AD就是三角形的高 

注：1）三角形的高必为线段 

    2）三角形的高必过顶点垂直于对边 

    3）三角形有三条高 

为了将这三条高加以区别，我们把 AD称为 BC边上的高 

A

B C

D

A

B C



例：做出下列三角形的三条高 

1 锐角三角形： 

可由教师先做示范，然后再让学生自行画出 

其余两个 

 

 

2 直角三角形 

由于∠C等于 900，说明 AC⊥BC ，那么 BC 

边上的高即为 AC，AC边上的高即为 BC， 

 

3 钝角三角形 

 

 

 

 

 

 

 

二，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1引入：一知△ABC，做∠A的平分线 AD 

交 BC与点 E，线段 AE就称为△ABC的角平分线 

A

B C

C

A

B

A

B
C

E

D

A

B C



2 定义：在三角形中，一个内角的平分线与它的对边相交，， 

这个角的顶点与交点间的线段称为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3注：1）三角形的角平分线必为线段，而一个角的角平分线

为一条射线 

     2）三角形的角平分线必过顶点平分三角形的一内角 

     如上所示，△ABC的角平分线 AE平分∠A， 

      即∠BAE=∠CAE=
2
1
∠BAC 

     3）三角形有三条角平分线 

为了将这三条角平分线加以区别，我们把 AE 称为∠BACD

的角平分线 

例：做出下列三角形的三条角平分线 

教师先做示范，然后再让学生自行画出 

其余两个 

锐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A

B
C

A

C
B

C

A

B



钝角三角形 

 

 

三，中线 

1 引入：如右所示，取 BC的中点 F， 

连结 AF，那么线段 AF就 

称为△ABC的中线 

2 定义：在三角形中，连结一个顶点 

与它对边中点的线段，叫做 

三角形的中线 

如上所示，线段 AF就是△ABC的中线 

3   1）三角形的中线必为线段 

    2）三角形的中线必平分对边 

   如上所示，线段 AF是△ABC的中线 

   必有：BF=CF=
2
1 BC 

    3）三角形有三条中线 

例：做出下列三角形的三条角平分线 

教师先做示范，然后再让学生自行画出 

其余两个 

锐角三角形 

 

CB

A

F

A

C
B



 

 

直角三角形： 

 

 

 

 

钝角三角形 

 

 

 

 

素材 A： 

1 在△ABC中，AD 是角平分线， 

BE是中线，∠BAD=400，则 

∠CAD=          ， 

若 AC=6cm，则 AE=        

 

 

素材 B： 

2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C
B

A

B C

E

D

A

C
B



A 三角形的角平分线、中线、高都在三角形的内部 

B 直角三角形只有一条高 

C 三角形的三条至少有一条在三角形内 

D 钝角三角形的三条高均在三角形外 

答案：1 400、6㎝    2  C 

 
 

 
 

作业作业  

板    书    设    计 

高高                   角平分线角平分线                   中线中线 
1                     1                         1 
 
2                     2                         2 
 
 
3                     3                          3 
 
 
例例                    例例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七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3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1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7．5   三角形的内角和(1)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会利用三角形的内角和解决问题（较高要求） 

2．知道三角形的两个锐角的关系 

3．掌握三角形的外角的概念及三角形的外角与不相邻两个内角的关系（以

上两条为较低要求） 

 

重重    点点 三角形的内角和 

难难    点点 三角形内角和知识的应用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回忆小学学过的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关系以及探讨方法。 

（三角形内角和为 180°，拼图法） 

CB

A

 
 

新课讲解： 

问题 1 除去小学的拼图的方法，你还能想出其它方法说明三角

形的内角和是 180°吗？                     

（1）如图，过点 A作直线 MN∥BC， 

CB

A

NM

 

因为 MN∥BC，所以∠B＝∠MAB，∠C＝∠NAC 

因为∠MAB＋∠BAC＋∠NAC＝180°， 

所以∠B＋∠BAC＋∠C＝180° 

（此处如有条件，可适当的介绍一下辅助线）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2）书 P30议一议 

a

b

a'

b

a

2

1

2

1

3

        (1)                                               (2)

C
B

A

B

A

 

由图（1）a∥b，可得∠1＋∠2＝180°，若将木条a绕点 A 

转动，使它与 b相交于点 C，得图（2），因为 a’和 b平行， 

则∠1＋（∠2＋∠3）＝180°，∠ACB＝∠3，所以 

∠1＋（∠2＋∠ACB）＝180°，即△ABC的内角和为 

180°。 

 

例题 1： 

填空 

在△ABC中， 

（1）∠A = 37º  ,  ∠C= 89º , 则 ∠B=_______； 

（2）∠B = 30 º  ,  ∠A = 3∠C, 则 ∠C =_______，∠A =_______。 

分析：第（1）题较简单，由三角形内角和为 180º  ,可列式∠B=180

－∠A－∠B＝18本版 0－37－89＝54º； 

第（2）题可采用方程的思想，设∠C＝xº，则∠A＝3 xº，由三角

形内角和为 180º  ,可列方程 x＋3x＋30＝180，解得 x＝37.5，

则 3 x＝112.5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学生板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练习：填空 

在△ABC中， 

（1）∠C = 90º  ,  ∠B = 30 º , 则 ∠A =_______； 

（2）∠A = 100 º  ,  ∠B = ∠C , 则 ∠B = _______； 

（3）∠B = 30 º  ,  ∠C = 2∠A , 则 ∠C =_______； 

（4）∠A : ∠B : ∠C = 2 : 3 : 4 ，则∠A =_______； 

     ∠B =_______；∠C  =_______。 

 

问题 2 上面练一练（1）中的△ABC的∠C = 90º ,这是一个直角三

角形，那么∠A 与∠B 有什么关系？其他的直角三角形也是如此

吗？ 

结论：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互余。 

 

问题 3 书 P32试一试 按照书上编排讲解 

外角：一条边是公共边，另外一条边是延长线。 

结论：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和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 

练习：书 P32练一练 1. 2.  

 

问题 4 书 P31例题 

练习：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书 P32练一练 3 

小结： 

1．三角形内角和 

2．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互余 

3．三角形的外角 

4．综合应用 

 

教学素材： 

A组题： 

1．△ABC中，若∠A＝30°，∠B＝
2
1
∠C，则∠B＝____________

∠C＝____________。 

2．△ABC中，∠B＝42°，∠C＝52°，AD平分∠BAC，则∠DAC

＝______________。 

3．△ABC 中，∠C＝90°，CD⊥AB，∠B＝56°，则∠DCA＝

______________。 

4．在△ABC中，∠A＝70°，∠B＝58°，CD是 

△ABC的角平分线，则∠BDC的度数为          度。 

B组题： 

1．在△ABC 中，三个内角的度数比为 2∶3∶4;则相应的外角度

数的比是           。 

2．已知：在△ABC中，∠C＝∠ABC＝2∠A，BD是 AC边上的

高（如图），求∠DBC的度数。 



CB

A

 

 

 

 

 

 

 

 

 

 

 

 

 

 

 

 

作业作业 P37  1.2.3.4.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8．5   三角形的内角和 

问题一                             问题三 

 

 

 

问题二                             问题四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七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3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2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7．5   三角形的内角和(2)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理解多边形内角和的各种推导方法（较高要求） 

2．掌握求多边形内角和的公式（较低要求） 

重重    点点 多边形内角和公式 

难难    点点 多边形内角和公式的推导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1．上节课所学知识 

2．书 P37  5 

 

新课讲解： 

问题 1 

计算长方形的内角和，梯形的呢？平行四边形的呢？方法是

什么？ 

如图，画一条对角线，将四边形分为两个三角形，由三角形

内角和是 180°，可得四边形内角和为2×180°＝360°             

D

CB

A

 

问题 2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能否通过此方法计算五边形、六边形、七边形、…、 n 边形

的内角和呢？试完成书 P34表格，你得出了什么？ 

结论：n边形的内角和等于（n-2）×180° 

 

问题 3 

   除此之外，你还有其它的方法来探求多边形的内角和吗？按

照书 P34“想一想”中的两种分法，你能得到多边形的内角和公式

吗？是怎样得到的呢？试着利用下面的表格从其它的途径来探

索多边形的内角和： 

   按小明的分法，n 边形就可以分得 n 个三角形，这 n个三角

形的内角和为 n×180°,但是中间的一个周角是多算的，应该减掉，

所以 n边形的内角和等于 n×180°－360°，即 

（n-2）×180° 

   

多边形的边

数 
3 4 5 6 … n 

分成的三角

形的个数 
3 4 5 6 … n 

多边形的内

角和 
180° 360° 540° 720° … 

（n-2）×

180°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按小丽的分法 n 边形就可以分得（n－1）个三角形，这（n

－1）个三角形的内角和为（n－1）×180°,但是有一个 

平角是多算的，应该减掉，所以 n边形的内角和等于（n－1）×

180°－180°，即（n-2）×180° 

多边形的边

数 
3 4 5 6 … n 

分成的三角

形的个数 
2 3 4 5 … n－1 

多边形的内

角和 
180° 360° 540° 720° … 

（n-2）×

180° 

 

例 1 求八边形的内角和。 

解：（n-2）×180°＝（8－2）×180°＝1080° 

 

例 2 （1）一个多边形的内角和是是 2340°，求它的边数； 

（2）一个正多边形的一个内角是 150°，你知道它是几边形

吗？ 

解：（1）设多边形边数为 n，则有 

（n-2）×180°＝2340°，解得n＝15； 

（2）因为正多边形各个内角都相等，设这个多边形为 n边形，

则有（n-2）×180°＝150°×n，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学生板演 



解得 n＝12， 

即此多边形为 12边形 

 

练习： 

书 P34  .2.3. 

 

小结： 

1．多边形内角和公式 

2．探求多边形内角和公式的方法（三种） 

 

 

教学素材： 

A组题： 

1．一个多边形的每一个外角都等于 144°，求它的边数。 

2．如果四边形有一个角是直角，另外三个角的度数比是 2：3：

4，那么这三个内角的度数分别是多少？ 

3．已知九边形中，除了一个内角外，其余各内角之和是 1205°，

求该内角。 

B组题： 

1．一个正多边形的每个内角比相邻的外角大 36°，，求这个正

多边形的边数。 

2．多边形的内角和可能是（   ） 

A．810°      B．540°      C．180°      D．605° 

 

 

 

 

 

 

 

 

 



 

 

 

 

 

作业作业 书 P37  6. 7. 8. 9.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8．5三角形的内角和 

问题 1               问题 3                 例题 

 

 

 

问题 2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七章 平面图形的认识（二）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3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3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7．5   三角形的内角和(3)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掌握多边形的外角和（较低要求） 

2．掌握多边形外角和的推导方法    

3．结合实践与应用，体会多边形内角和、外角和的相互关系及转化

（较高要求） 

重重    点点 多边形的外角和定理 

难难    点点 结合实践与应用，体会多边形内角和、外角和的相互关系及转化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三角形的外角：三角形的一边与另一边的延长线所组成的角。 

多边形的外角：多边形的一边与另一边的延长线所组成的角。 

               

E

D

C

FBA
 

如图，∠CBF即为五边形 ABCDE的一个外角。 

思考：三角形有多少个外角？四边形呢？五边形呢？ n 边形

呢？ 

多边形每一顶点处有两个外角，这两个角是对顶角， n 边形

就有 2n个外角。 

多边形的外角和：在每个顶点处取这个多边形的一个外角，

它们的和叫做这个多边形的外角和。 

   注：多边形的外角和并不是所有外角的和。 

 

新课讲解： 

拿出一张纸，在上面画出三角形和四边形，并在每一顶点处

分别画出它们的一个外角，然后依次剪下三角形的三个外角，让

顶点重合把它们拼在一起，你发现了什么？四边形呢？你知道为

什么吗？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1)                                                       (2)

¦Ä

¦Ã

¦Â

¦Á4

3
2

1
D

C
B

A
¦Ã

¦Â

¦Á3

2

1C
A

B

 

   由学生自己试着推导，有困难的可借助课本 P35的内容，完

成课本 P35－36的内容。 

   猜想：n边形的外角和 

   结论：任意多边形的外角和是 360° 

 

例题：（1）一个正多边形每个外角都是 60°，求这个多边形的边

数； 

（2）一个正多边形每个内角都是 135°，求这个多边形的

边数； 

（3）一个正多边形的每一个内角都比相邻的外角大 36°，

求这个正多边形的边数。 

分析：正多边形的每个内角都相等，每个外角也都相等，而

多边形的外角和是 360° 

解：（1）360°÷60°＝6，这是个正六边形 

       （2）正多边形的每个内角都是 135°，则每个外角都是

180°－135°＝45°，360°÷45°＝8，故这是个正八边形 

 

 

 

 

 

 

 

 

 

 

 

 

 

 

 

 

 

 

 

 

 



       （3）设一个外角为 x°，则内角为（x＋36）°,因为多边

形的外角与相邻的内角互补，所以 x＋x＋36＝180，解得 x＝72，

360÷72＝5，即这是个正五边形 

 

练习： 

课本 P36  1.2. 

 

议一议：  课本 P36 

结论：多边形每增加一条边（或一个角），内角和增加 180°，

外角和不变。 

 

教学素材： 

A组题： 

1．一个多边形的外角和是内角和的
2
7
，求这个多边形的边数。 

2．已知以多边形的每一个内角都相等，它的外角等于内角的 

2
3
，求这个多边形的边数。 

3．一多边形内角和为 2340°，若每一个内角都相等，求每个

外角的度数。 

B组题： 

根据图填空：（1）∠1＝∠C＋    ，∠2＝∠B＋    ； 

（2）∠A＋∠B＋∠C＋∠D＋∠E＝    ＋∠1＋∠2＝    。 

 

 

 

学生板演 

 

 



想一想，这个结论对任意的五角星是否成立？ 

21
E

DC

B

A

 

 

 

 

 

 

 

作业作业 P38   10.11.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8.5三角形的内角和 

多边形的外角                   例题                  议一议 

多边形的外角和 

推导过程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七章 数学活动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1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利用平移设计图案利用平移设计图案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利用平移进行图案设计，认识和欣赏平移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重重    点点 体会平移在图案设计中的应用 

难难    点点 1. 利用平移设计新颖美丽的图案 



2. 通过设计活动体会数学的美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动手操作、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幻灯片演示一组图片 

    

        

        

         

         

 

提问:在哪些地方你见过这些类似的图片？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桌布、地砖、礼品包装纸、网页背景… 

 

新课讲解： 

同学分组交流自己课前搜集的图片，每组选出自己认为最漂亮

的几张全班展示，派代表说出本组的观点 

 

观察分析这些图片是怎么得到的？ 

某一部分图形经过平移复制得到 

你能具体指出是哪一部分平移的吗？ 

 

分组活动：我是小小设计师 

内容: 

1. 模仿已经展示过的图片，自己绘制出类似的图片 

2. 尽量避免出现雷同（不和已展示过的雷同，不和其他同学

的雷同） 

3. 对于简洁漂亮的图片可以画在黑板上 

4. 说出设计出的图片准备用在什么地方 

5. 全班评出最漂亮的图片和最简洁实用的图片，长期展示 

注意问题：学生能力不同，设计所需的时间也不一样，对于确

有困难的同学引导他用最简单的线条来设计，节省绘图时间。对

于较复杂的基本图形，可以引导学生先使用复写纸大量复制，然

后再剪切粘贴。 

充． 

 

 

 

 

 

 

 

 

 

学生直接在屏幕上

指出 

 

 

 

 

学生自己设计 

教师随机指导 

 

 

 



 

小结： 

引导学生模仿，鼓励学生的创新，对于设计中出现的使用了其

他变换方法的不能一棍子打死，可以指出其与要求的差距，并

对其大胆的创新以鼓励 

 

 

 

 

教学素材： 

典型应用一例：不少个人网站上一些漂亮的背景其实就是通过

对某一个基本图形平移复制大量堆砌在一起组成的，除了工整美

观以外，浏览器只要下载一个小图片就可以显示出完美的效果，

提高了浏览速度。Windows 的桌面背景设置里的平铺功能也能

实现类似效果 

 

 

 

 

 

 

 

 

 

 

 

 

 

 

 

 

作业作业 进一步美化设计图，给设计图找一个好的应用的地方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课题课题               变化规律变化规律                     

                                       学生设计板演学生设计板演 

应用举例应用举例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八章 幂的运算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8.1 同底数幂的乘法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 掌握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 

2. 能运用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熟练进行有关计算。 

重重    点点 

1. 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的推导过程。 

2. 会用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进行有关计算。 

难难    点点 
在导出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和化归 

思想。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情景设置： 

1．实例 P46 

   数的世界充满着神奇,幂的运算方便了“大”数的处理。 

学生回答 

 

 



2．引例 P47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约是 3×108  m/s，光在真空中穿行 1 年的

距离称为 1光年。 

  请你算算： 

  ⑴．1 年以 3×107  s计算，1 光年约是多少千米？ 

  ⑵．银河系的直径达 10 万光年，约是多少千米？ 

  ⑶．如果一架飞机的飞行速度为 1000km/h，那么光的速度

是这架飞机速度的多少倍？ 

3．问题： 

  太阳光照射到地球表面所需的时间大约是 5×102  s，光的速

度约是 3×108  m/s，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问：108×102 等于多少？ 

（其中 108  ，10是底数，8是指数，108  叫做幂） 

板书：同底数幂的乘法 

 

二．新课讲解： 

1．做一做 P48 

  教师引导学生回到定义中去，进而得出结果，如果学生有困

难，不妨重点强调一下乘方定义（求 n个相同因数的积的运算），

an  =a﹒a﹒a﹒﹒﹒a 

            n个 a 

2.法则的推导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学生板演 

 

 

 

 

 



 当 m 、n是正整数时， 

am  ．an  =  (a﹒a﹒﹒﹒﹒a)·(a﹒a﹒﹒﹒﹒a) 

               m个 a             n个 a  

          =a﹒a﹒﹒﹒﹒a 

           (m+n)个 a 

          =am+n 

所以 am  ．an  =am+n  （  m 、n是正整数） 

  学生口述：同底数幂相乘，底数不变，指数相加。 

3．例题解析 P49 

例 1：题略 

  分析：⑴ （－8）17  =－817  

幂的性质：负数的奇次幂仍是负数。 

        ⑵ x1  的 1通常省略不写，做加法时不要忽略。 

        ⑶ －a3  读作 a的 3 次方的相反数，故“－”不能漏掉。 

例 2：题略 

 分析：最后的结果应用科学计数法表示  

 a×10n ,  其中 1《 a〈10 。 

4．想一想 P50 

     学生说明理由 

5．练一练 P50 1、2、3。 

   学生板演，师生互动。 

小结：本课讲了同底数幂相乘的乘法法则，要求同学们一定

 

 

 

 

 

 

 

 

 

 

 

 

 

 

 

 



明确法则的由来，然后再利用此法则进行有关运算。 

 

 

教学素材： 

A组题： ⑴ －x2 ·(-x)2 = 

         ⑵ a4 ·（－a3 ））·(-a)3= 

         ⑶ x·xm – xm+1= 

         ⑷ am+1·a(  )= a2n 

B组题：⑴ 已知那么 3x = a , 3y = b,  

那么 3x+y= 

        ⑵ 22004– 22005= 

 

作业作业 第 50－51页第 1－5题 。酌情处理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复习复习                          例例 1                       板演板演  

……                          ……                       …… 

……                          ……                       …… 

……                          例例 2                        …… 

……                          ……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八章 幂的运算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8.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1））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掌握幂的乘方法则，并会用它熟练进行运算。 

2．会双向应用幂的乘方公式。 

3．会区分幂的乘方和同底数幂乘法。 

重重    点点 
1．掌握幂的乘方法则，并会用它熟练进行运算。 

2．幂的乘方法则的推导过程。 

难难    点点 会双向运用幂的乘方公式，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情景设置： 

 问题 1：哪位同学能在黑板上写下 100 个 104  的乘积？ 

 经过试验，同学们会发现黑板上写不下 1。 

学生回答 

 

 



 问题 2：那哪位同学能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式子表示 100个 104  

的乘积？ 

 根据乘方的定义，100 个 104  的乘积不就是（104）100  吗？ 

板书：幂的乘方 

二．新课讲解： 

 1．做一做 P52 

     计算下列各式： 

    ⑴ （23）2  ＝ 

    ⑵ （a4）3 ＝ 

    ⑶ （am）5 ＝ 

问题：从上面的计算中，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分析：让学生回到定义中去，进而在由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

得出结果，比较后易找找规律。 

 

当m 、n是正整数时， 

（am）n ＝am ﹒am ﹒ ．．．﹒ am 

                n个 am 

         ＝am+m+．．．+m 

            n个m 

         ＝amn 

  所以（am）n ＝amn (m 、n是正整数) 

 学生口述：幂的乘方，底数不变，指数相乘。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学生板演 

 

 

 

 

 



3．例题解析  P53 

 例 1：题略 

  分析：⑴ 直接运用法则。 

        ⑵ 4m 数字在前，字母在后。 

        ⑶ 注意“－” 

        ⑷ 负数的几次幂是负数 

 例 2：题略 

  分析：本课的难点，要求学生仔细辨析，何时用同底数幂的

法则，何时用幂的乘方法则，何时是合并同类项，不可张冠李戴。 

 例 3：题略 

  说明：应用题要写答案，最后用科学记数法。 

4．练一练： P54 

 师生互动，及时点评。 

5．小结：本节课我们学习了幂的乘方的运算法则，望同学们

在用此法则时不要同同底数幂的运算法则混淆了。 

   教学素材： 

A组题： 

⑴ a12 ＝（a3
）

(  ) 
＝（a2

）
(  )
＝a3 a(  ) 

＝（ ）3 ＝（ ）4  

    ⑵ 32﹒9m ＝3 (  )  

    ⑶ y3n ＝3, y9n ＝  

      ⑷ （a2）m+1 ＝ 

 

 

 

 

 

 

 

 

 

 

 

 

 

 

 

 



      ⑸ {（a-b）3 } 2＝（b-a ）(  ) 

B组题： 

      ⑴ 4﹒8m﹒16m ＝29     m＝ 

      ⑵ 如果 2a＝3 ,2b＝6 ,2c＝12, 那么 a、b、c的关系是   

 

 

 

 

 

 

作业作业 第 56页第 1（1）（2）（3）、2（1）（2）（3）（4）、3（1）题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复习复习                          例例 1                       板演板演  

……                          ……                       …… 

……                          ……                       …… 

……                          例例 2                        …… 

……                          ……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八章 幂的运算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8.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2））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掌握积的乘方法则，并会用它熟练进行运算。 

2．会双向应用积的乘方公式。 

3．会区分积的乘方，幂的乘方和同底数幂乘法。 

重重    点点 
1．掌握积的乘方法则，并会用它熟练进行运算。 

2．积的乘方法则的推导过程。 

难难    点点 会双向运用积的乘方公式，培养学生“以理驭算”的良好运算习惯。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复习提问： 

1．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 

   （1）语言表达，  （2）式子表示。 

2．幂的运算法则 

    （1）语言表达，  （2）式子表示。 

3．上两节课备用题选几道板演 

二．新课讲解： 

1．做一做 P54 

   （1）（3×2）3 ＝         ，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32×23＝           。 

   （2）[3×（-2）]3 ＝          ， 

32×（-2）3＝           。 

   （3）（1/3×1/2）3 ＝       ， 

（1/3）2×（1/2）3＝          。 

  换几个数试试，并且同学之间互相交流。 

问：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要求学生根据结果发现规律。 

2．法则的推导 

当 n是正整数时， 

   （ab）n ＝（ab）·（ab）·﹒﹒﹒·（ab） 

                   n个 ab 

        ＝(a﹒a·﹒﹒﹒·a)·(b﹒b·﹒﹒﹒·b) 

               n个 a             n个 b 

        ＝anbn   

      所以（ab）n ＝anbn   （n是正整数） 

学生口述：积的乘方，把积的每一个因式分别乘方，再把所

得的幂相乘。 

3．例题解析  P55 

例 1：题略 

    注意：（1）5 的三次方不能漏算。 

         （2）注意符号。 

 

 

 

 

 

 

 

 

 

学生板演 

 

 

 

 

 

 

 

 

 

 

 



   议一议：当 n是正整数时，（abc）n ＝an·bn· cn  成立吗？ 

    法则的推而广之： 

当 n是正整数时，（abc）n ＝an·bn ·cn   

 例 2：题略 

  说明：是(abc）n ＝an·bn ·cn  的活用。 

4．练一练：P55 

  题 1：学生板演。 

  题 2：学生口答并说明理由。 

  题 3、题 4：师生互动。 

5．小结：本节课我们学习了积的乘方的运算法则，望同学们

在用此法则时不要同同底数幂的运算法则和幂的乘方的运算混

淆了。 

  教学素材： 

A组题： 

     (1) [（-2）×106]2·[（6×102）2 ＝ 

     (2) 若 (a2 bn)m ＝a4·b6 ，则m ＝       n ＝ 

    (3) （-1/7）8 ·494＝ 

 

(4) 0.52004·22004＝ 

 

(5)(-x)2·x·(-2y)3  +(2xy)2·(-x)3 ·y ＝ 

B组题： 

 

 

 

 

 

 

 

 

 

 



    (1)若 xn＝5 , yn＝3 则 (xy)2n＝ 

        

(2) (-8)2003·0.12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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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复习复习                          例例 1                       板演板演  

……                          ……                       …… 

……                          ……                       …… 

……                          例例 2                        …… 

……                          ……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八章 幂的运算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8.3 同底数幂的除法(1)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2. 掌握同底数幂的除法运算法则。 

2. 能运用同底数幂的除法运算法则熟练进行有关计算 

重重    点点 

2. 同底数幂的除法运算法则的推导过程。 

2. 会用同底数幂的除法运算法则进行有关计算。 

3．与其它法则间的辨析。 

难难    点点 在导出同底数幂的除法运算法则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情景设置：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运行的速度是 7.9×103  m/s，一架喷气式飞

机飞行的速度是 1.0×103 k m/h。人造卫星的速度是飞机速度的多

少倍？ 

问：怎样计算（7.9×103 ×3600）÷（ 1.0×103×1000）？ 

板书:同底数幂的除法 

二.新课讲解： 

1.做一做 P57 

计算下列各式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1) 106 ÷103           (2) a7 ÷a4（a≠0） 

(3) a100 ÷a70（a≠0） 

说明:回归到定义中去,强调 a≠0 

问:你发现了什么? 

2.同底数幂的除法法则的推导 

当 a≠0 , m 、n是正整数 , 且m ＞n时， 

                 m个 

   am÷an  = (a﹒a﹒﹒﹒﹒a )/ (a﹒a﹒﹒﹒﹒a) 

                                n个 

             (m-n) 个         n个 

 ( a﹒a﹒﹒﹒﹒a) (a﹒a﹒﹒﹒﹒a) 

     =  

             a﹒a﹒﹒﹒﹒a        

                n个   

    =  am-n 

 所以 am÷an  = am-n (a≠0 , m 、n是正整数 , 且m ＞n) 

学生口述: 同底数幂相除，底数不变，指数相减。 

3.例题解析 P58 

例 1：题略 

    说明:（1）直接运用法则。 

         （2）负数的奇次幂仍是负数。 

         （3）与其它法则的综合。 

充． 

 

 

 

 

 

 

 

 

 

学生板演 

 

 

 

 

 

 

 

 

 

 



         （4）可把除式中 t2  的 2改为m-1呢？ 

4．练一练  P58 

   （1）学生板演，教师讲评。 

   （2）学生口答，说明原因。 

   （3）解答本节开始时提出的问题。    

       用计算器计算科学计数法表示。 

7.9×103 ×3600         2.844×107        

1.0×103×1000         1.0×106 

   = 2.844×10 或 28.44(倍) 

小结：本课讲了同底数幂相除的除法法则，要求同学们一定明

确法则的由来，然后再利用此法则进行有关运算。 

教学素材： 

A组题： 

  （1） (a3 ．a2 ) 3÷(-a2 ) 2 ÷a = 

  （2） (x4  ) 2÷(x4  ) 2 (x2 ) 2 ·x2 = 

（3） 若  xm  = 2 ,  xn  = 5 , 

     则 xm+n  =           , xm-n  =              

  （4）已知 A·x2n+1  = x3n    x≠0 

       那么 A = 

  （5）(ab ) 12÷[(ab ) 4÷(ab ) 3] 2 ＝ 

B组题： 

  （1）4m．8m-1÷2m  = 512   ,则m = 

 

 

 

 

 

 

 

 

 

 

 



  （2）a m ·an = a4 , 且 am÷an  = a6  

则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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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复习复习                          例例 1                       板演板演  

……                          ……                       …… 

……                          ……                       …… 

……                          例例 2                        …… 

……                          ……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8.3 同底数幂的除法(2)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零指数幂与负整数指数幂零指数幂与负整数指数幂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明确零指数幂、负整数指数幂的意义，并能与幂的运算法则一起进行运算。 

重重    点点 a0  = 1（a≠0）, a -n  = 1/ a n 
（a≠0 ,n是负整数）公式规定的合理性。 

难难    点点 零指数幂、负整数指数幂的意义的理解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复习提问： 

同底数幂的除法法则是什么？ 

（1）符号语言：am÷an  = am-n  

(a≠0 , m 、n是正整数 , 且 m ＞n)  

 （2）文字语言：同底数幂相除，底数不变，指数相减。 

 强调：法则的条件。 

二．新课讲解： 

1．做一做 P58 

  问（1）：幂是如何变化的？      ―――― 

———————顺次成 2 倍关系。 

    （2）：指数是如何变化的？ 

        ———————依次少 1。 

2．想一想 P59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猜想：1＝2(  ) 

    依上规律得: 

     左= 2÷2 = 1    右 = 2( 0) 

      所以 2 0  = 1 

         即 1 = 2 0 

问:猜想合理吗？ 

  我们知道：23 ÷ 23  = 8÷8 = 1 

23÷23  =  23-3   =  2 0  

所以我们规定   a0 = 1 (a≠0) 

   语言表述：任何不等于 0 的数的 0次幂等于 1。 

   教师说明此规定的合理性。 

3．议一议 P59 

问：你会计算 23÷24  吗？    2×2×2 

    我们知道：   23÷24  ＝               ＝ 1／2 

                            2×2×2×2  

     23÷24  ＝23-4   =  2 1  

    所以我们规定 a-n  = 1/ an （a≠0 ,n是正整数） 

    语言表述：任何不等于 0的数的－n（n是正整数）次幂，

等于这个数的 n次幂的倒数。 

4．例题解析 

例 2： 题略 ，详见 P59 

    说明：强调运算过程，步骤尽可能细致些，以求学生对负

 

 

 

 

 

 

学生板演 

 

 

 

 

 

 

 

 

 

 

 

 

 

 



整数指数幂公式的理解，体验。 

5．练一练 P60 

 1、2、3、学生板演，教师评点。 

小结：本节课学习了零指数幂公式 a0  = 1（a≠0），负整数指数幂

公式 a-n  = 1/ an （a≠0 ,n是负整数），理解公式规定的合理性， 

并能与幂的运算法则一起进行运算。 

教学素材： 

A组题： 

     （1）（－2／3）-2  = 

     （2）（－3／2）-3 = 

     （3）(－a) 6÷(-a)-1 = 

    说明：所学法则对负整数指数幂依然适用。 

      

 

 

     （4）若 (x+2)0无意义 , 

 则 x取值范围是          

      (5)  (n/m) -p= 

 (这个可作公式用) 

 

 

B组题： 

    （1）（－2／3）-2  ÷9-3 ·(1／27)2 ＝ 

    （2）︱x︱﹦(x-1)0  ，则 x =  

 

 

 

 

 

 

 



 

作业作业 第 62页第 2(1)(2)(3)(4) 3(1)(2)(3)(4)题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复习复习                          例例 1                       板演板演  

……                          ……                       …… 

……                          ……                       …… 

……                          例例 2                        …… 

……                          ……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8.3 同底数幂的除法(3)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负整数指数幂的应用负整数指数幂的应用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进一步运用负整数指数幂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重重    点点 运用负整数指数幂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难难    点点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复习提问 

1．零指数幂 

（1）符号语言：a0 = 1 (a≠0) 

  （2）文字语言：任何不等于 0 的数的 0次幂等于 1。 

2．负整数指数幂 

  （1）符号语言：a-n  = 1/ an 
（a≠0 ,n是正整数） 

  （2）文字语言：任何不等于 0的数的－n（n是正整数）次

幂，等于这个数的 n次幂的倒数。 

说明：学生板演公式，强调公式成立的条件。 

3．订正作业错误 

二新课讲解： 

1.引例 P60 

太阳的半径约为 700000000 m 。太阳的主要成分是氢，而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氢原子的半径大约只有 0.00000000005 m 。 

2．科学计数法表示 

  用科学计数法，可以把 700000000 m写成 7×108  m 。 

  类似的，0.00000000005 m可以写成 5×10-11  m 。 

 一般地，一个正数利用科学计数法可以写成 a×10 n  的形

式，其中 1《 a〈 10 ，n是整数。 

说明：以前 n是正整数，现在可以是 0和负整数了。 

  3．例题解析 

例 1：人体中的红细胞的直径约为 0.0000077 m ,而流感病

毒的直径约为 0.00000008 m ,用科学计数法表示这两

个量 。 

      解：略 

  例 2：光在真空中走 30cm需要多少时间？ 

      解：光的速度是 300000000 m/s，即 3×108  m/s 。 

          30cm , 即 3×10-1  cm。 

          所以，光在真空中走 30cm 需要的时间为 

          3×10-1／/3×108  ＝10-9 

      答: 光在真空中走 30cm 需要 10-9  s 。 

4．纳米 

   纳米简记为 nm ,是长度单位，1纳米为十亿分之一米。 

      即 1 nm =10-9  m 

   刻度尺上的一小格是 1mm ,1nm是 1mm的 百万分之一。 

 

 

 

 

 

 

学生板演 

 

 

 

 

 

 

 

 

 

 

 

 

 

 



   难以相像 1nm有多么小！ 

   将直径为 1nm 的颗粒放在 1 个铅球上，约相当于将一个

铅球放在地球上。 

   说明：感受小数与感受 100 万对比，可适当向学生讲一下

纳米技术的应用等。 

5．练一练 P62 

   学生板演，教师评点。 

   说明：µm表示微米 

         1µm ＝ 10-3  mm ＝ 10-6  m 

小结：本节课学习运用负整数指数幂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并初步感受小数。 

教学素材： 

用科学记数法表示 

A组题： 

      （1）314000 ＝ 

     （2）0．0000314 ＝ 

   B组题： 

     （1）1986500 ≈             （保留三个有效数字） 

     （2）7．25×10-4  
＝            （写出原数） 

     （3）－0.00000213＝          （保留两个有效数字） 

说明: 书上 a×10 n 
中，其中 1《 a〈 10 ，n是整数。 

      实质上是 1《 ︱a︱〈 10 ，n是整数。 

 

 

 

 

 

 

 



 

 

 

 

作业作业 第 63页第 5、6题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复习复习                          例例 1                       板演板演  

……                          ……                       …… 

……                          ……                       …… 

……                          例例 2                        …… 

……                          ……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八章 幂的运算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小结复习课复习课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 掌握同底数幂的乘法、除法、幂的乘方、积的乘方，知道它们的联系 

和区别，并能运用它们熟练进行有关计算。 

2. 熟练掌握零指数幂、负整数指数幂的意义, 能与幂的运算法则一起进 

行运算,并能解决有关问题。 

重重    点点 同上 

难难    点点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小结与思考 P64 

1.学生默写法则,并说明公式成立的的条件. 

2.回顾法则的倒出. 

3. 学生默写零指数幂、负整数指数幂公式, 并说明公式成立的

的条件. 

4.学生活动,老师评点. 

二.复习题 

1.填空 

  (1)  a ·a7—a4 ·a4 =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2) (1/10)5 ×(1/10)3 =  

  (3) (-2 x2 y3) 2 = 

  (4) (-2 x2 ) 3 = 

  (5) 0.5 -2 = 

  (6) (－10)2 ×(－10)0 ×10-2 = 

    科学记数法表示: 

(7) 126000 =  

  (8) 0.00000126 = 

  计算: 

(9) (-2 a ) 3 ÷a -2 = 

  (10) 2×2m+1÷2m  = 

  2.选择题 

  (1) 下列命题(    )是假命题. 

     A. (a－1)0  = 1   a≠1 

     B. (－a )n  = － an        n是奇数 

     C.  n是偶数 , (－ an  ) 3 =  a3n 

     D. 若 a≠0 ,p为正整数, 则 a p  =1/a -p 

  (2) [(-x ) 3 ] 2 ·[(-x ) 2 ] 3 的结果是(    ) 

     A.  x-10 

     B. - x-10 

     C. x-12 

     D. - x-12 

充． 

 

 

 

 

 

 

 

 

 

学生板演 

 

 

 

 

 

 

 

 

 

 



  (3) 1纳米 = 0.000000001 m ,则 2.5纳米用科学记数法表示

为(     )米. 

     A. 2.5×10-8  

     B. 2.5×10-9 

     C. 2.5×10-1  

D. 2.5×109  

(4) am  = 3 ,  an  = 2, 则 am-n  的值是(    ) 

      A. 1.5 

      B. 6 

      C. 9 

      D. 8 

 3.计算题 

   (1) (-1/2 ) 2 ÷(-2) 3  ÷(-2) –2 ÷(∏-2005) 0  

   (2) 已知:4m  = a ,  8n  = b , 

       求: ①  22m+3n 的值. 

           ②  24m-6n 的值. 

说明:若题量不够可选 P64 复习题 

 

 

 

 

 

 

 

 

 

 

 

 

 

 

 

 

 

 

 

 



 

 

 

作业作业 第 64页 ,根据情况可选部分复习题.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复习复习                          例例 1                       板演板演  

……                          ……                       …… 

……                          ……                       …… 

……                          例例 2                        …… 

……                          ……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题：幂的运算的小结与思考课题：幂的运算的小结与思考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 能说出幂的运算的性质； 

2、 会运用幂的运算性质进行计算，并能说出每一步的依据； 
3、 能说出零指数幂、负整数指数幂的意义，能用熟悉的事物描述一些较小的正数，并
能用科学记数法表示绝对值小于1的数； 

4、 通过具体例子体会本章学习中体现的从具体到抽象、特殊到一般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渗透转化、归纳等思想方法，发展合情推理能力和演绎推理能力。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 



运用幂的运算性质进行计算 
教学难点：教学难点： 
运用幂的运算性质进行证明规律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引导发现，合作交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一、系统梳理知识： 

幂的运算：1、同底数幂的乘法  

          2、幂的乘方 

          3、积的乘方 
          4、同底数幂的除法：（1）零指数幂 
                            （2）负整数指数幂 
请你用字母表示以上运算法则。你认为本章的学习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二、例题精讲：题精讲： 

例 1 判断下列等式是否成立： 

  ①(-x)2＝-x2， 

  ②(-x3)＝-(-x)3， 

  ③(x-y)2＝(y-x)2， 

  ④(x-y)3＝(y-x)3， 

  ⑤x-a-b＝x-(a+b)， 

  ⑥x+a-b＝x-(b-a)． 

  解：③⑤⑥成立． 

例 2 已知 10m＝4，10n＝5，求 103m+2n的值． 
解：因为 103m=(10m)3=43 =64,102n=(10n)2=52=25. 

所以 103m+2n=103m×102n=64×25=1680 

例 3 若 x＝2m+1，y＝3+4m，则用 x的代数式表示 y为______．  

解：∵2m＝x-1， 

   ∴y＝3+4m＝3+22m．＝3+(2m)2＝3+(x-1)2＝x2-2x+4． 

例例 4设＜n＞表示正整数 n的个位数，例如＜3＞=3，＜21＞=1，＜13×24＞=2，则＜210

＞=______． 

解解 210=(24)2·22=162·4， 

∴ ＜210＞=＜6×4＞=4 

例例 5 1993+9319的个位数字是(     ) 

A．2          B．4    C．6           D．8 

解解 1993+9319的个位数字等于993+319的个位数字． 

∵ 993=(92)46·9=8146·9． 

319=(34)4·33=814·27． 

∴993+319的个位数字等于9+7的个位数字． 



则 1993+9319的个位数字是6． 

三、随堂练习：三、随堂练习： 

1、已知 a=355，b=444，c=533，则有 （     ） 

A．a＜b＜c        B．c＜b＜a 

C．c＜a＜b        D．a＜c＜b 

2、已知 3x=a，3y =b，则 32x-y等于 (     ) 

 

3、试比较 355，444，533的大小． 

4、已知 a=-0.32,b=-3-2,c=(-1/3)-2d=(-1/3)0,比较 a、b、c、d的大小并用“，〈”号连接起来。 

练习 P65   6  8 

探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 
在一次水灾中，大约有 2.5×105个人无家可归，假如你负责这些灾民，而你的首要工

作就是要将他们安置好。 
（1） 假如一顶帐篷占地 100m2，可以安置 40个床位，为了安置所有无家可归的人，

需要多少顶帐篷？ 
（2） 请计算一下这些帐篷大约要占多少地方？ 

（3） 估计一下，你学校操场可以安置多少人？ 
（4） 要安置这些人，大约需要多少个这样的操场？ 

四、课堂小结：四、课堂小结：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可以让学生再提出一些问题。 

五、布置作业：五、布置作业： 

P64   复习巩固 2 4  5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第八章第八章 幂的运算幂的运算 课时课时

分配分配 
本章需   7  课时 

本节课为第   1 课时 8.1 同底数幂的乘法同底数幂的乘法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3.  掌握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 

2. 能运用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熟练进行有关计算。 

重重    点点 
3.  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的推导过程。 

2. 会用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进行有关计算。 

难难    点点 
在导出同底数幂的乘法运算法则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和化归 
思想。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多媒体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情景设置： 

1．实例: 
   数的世界充满着神奇,幂的运算方便了“大”数的处理。  
2．引例 P39 

学生回答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约是3× 108  m/s，光在真空中穿行1 年的距
离称为 1光年。 

  请你算算： 
  ⑴．1 年以 3× 107  s计算，1 光年约是多少千米？ 
  ⑵．银河系的直径达10 万光年，约是多少千米？ 
  ⑶．如果一架飞机的飞行速度为1000km/h，那么光的速度是这
架飞机速度的多少倍？ 

3．问题： 
  太阳光照射到地球表面所需的时间大约是5× 102  s，光的速度
约是 3× 108  m/s，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问：108× 102 
等于多少？ 

（其中 108  
，10是底数，8是指数，108  

叫做幂） 
板书：同底数幂的乘法 

二．新课讲解： 
1．做一做 P40 
教师引导学生回到定义中去，进而得出结果，如果学生有困难，

不妨重点强调一下乘方定义（求n个相同因数的积的运算），       
2.法则的推导 

am  
．an  =am+n  

（
  m 、n是正整数） 

  学生口述：同底数幂相乘，底数不变，指数相加。 
3．例题解析: 
例 1：计算： 

（1）（-8）12×（ -8）5 (2) 7xx�  
 (3) 63 aa ��                  (4) 123 �� mm aa  

 
分析：⑴ （－8）17  =－817  

幂的性质：负数的奇次幂仍是负数。 
      ⑵ x 1  的 1通常省略不写，做加法时不要忽略。 
      ⑶ －a3  

读作 a的 3 次方的相反数，故“－”不能漏掉。  
例 2：一颗卫星绕地球运行的速度是7.9× 103m/s,求这颗卫星运
行 1h的路程. 

 分析：最后的结果应用科学计数法表示为 a × 10n 
的形式,  其

中 1≤  a＜10 。 
4．议一议 P41 

     学生说明理由 
5．练一练 P41. 1、2、3、4。 
   学生板演，师生互动。 
三．小结： 
本课讲了同底数幂相乘的乘法法则，要求同学们一定明确法则

的由来，然后再利用此法则进行有关运算。 
教学素材： 
A组题： ⑴ －x2 · (-x) 2 = 
         ⑵ a 4 ·（－a3 ）

）· (-a) 3= 
         ⑶ x · xm –  x m+1= 
         ⑷ a m+1· a(  )= a 2n 
B组题：⑴ 已知那么 3x = a , 3 y = b,  

那么 3x+y= 
        ⑵ 2 2004–  2 2005=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

补充． 
 

 
 

 
 

 
学生板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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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第八章第八章 幂的运算幂的运算  
课时课时

分配分配 
本章需  7 课时 

本节课为第  2 课时 
8.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1））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掌握幂的乘方法则，并会用它熟练进行运算。 
2．会双向应用幂的乘方公式。 

3．会区分幂的乘方和同底数幂乘法。 

重重    点点 
1．掌握幂的乘方法则，并会用它熟练进行运算。 

2．幂的乘方法则的推导过程。 

难难    点点 会双向运用幂的乘方公式，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多媒体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情景设置： 
  问题 1：哪位同学能在黑板上写下100 个 104  

的乘积？ 
经过试验，同学们会发现黑板上写不下。 
问题 2：那哪位同学能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式子表示100个 104  

的

乘积？ 
 根据乘方的定义，100 个 104  

的乘积不就是（104
）

100  
吗？ 

板书：幂的乘方 
二．新课讲解： 

 1．做一做 P52 
     计算下列各式： 

    ⑴ （23
）

2  
＝ 

    ⑵ （a4
）

3 
＝ 

    ⑶ （am
）

5 
＝ 

问题：从上面的计算中，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分析：让学生回到定义中去，进而在由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
得出结果，比较后易找找规律。 
对于任意的底数 a，当m 、n是正整数时， 

mnnm aa �)( (m 、n是正整数) 

 学生口述：幂的乘方，底数不变，指数相乘。 

3．例题解析 ： 

 例 1：计算： 

（1）（106
）

2 
（2）（am

）
4(m是正整数) 

 (3) – (y 3) 2 (4) (-x 3) 3 

  
 例 2：计算： 
（1） 2342 )(xxx ��   (2) 3433 )()( aa �  
  分析：本课的难点，要求学生仔细辨析，何时用同底数幂的
法则，何时用幂的乘方法则，何时是合并同类项，不可张冠李戴。 

 例 3：一个正方体的棱长是5× 103mm。求 
（1）它的表面积是多少？（2）它的体积是多少？ 
  说明：应用题要写答案，最后用科学记数法。 
4．练一练： P44 
 师生互动，及时点评。 
5．小结：本节课我们学习了幂的乘方的运算法则，望同学们在
用此法则时不要同同底数幂的运算法则混淆了。 

   教学素材： 
A组题： 

⑴ a 12 ＝（a3
）

(  ) 
＝（a2

）
(  )
＝a3 a (  ) 

＝（ ）3 
＝（ ）4  

    ⑵ 3 2
﹒9m ＝3(  )     ⑶ 若 y3n ＝3,则 y 9n ＝        

    ⑷ （a2
）

m+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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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第八章第八章  幂的运算幂的运算 

课时课时

分配分配 
本章需   7 课时 
本节课为第  3  课时 

8.2 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幂的乘方与积的乘方（2））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掌握积的乘方法则，并会用它熟练进行运算。 

2．会双向应用积的乘方公式。 
3．会区分积的乘方，幂的乘方和同底数幂乘法。 

重重    点点 
1．掌握积的乘方法则，并会用它熟练进行运算。 

2．积的乘方法则的推导过程。 

难难    点点 会双向运用积的乘方公式，培养学生“以理驭算”的良好运算习惯。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多媒体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复习提问： 
1．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 
   （1）语言表达，  （2）式子表示。 
2．幂的运算法则 
    （1）语言表达，  （2）式子表示。 
3．上两节课备用题选几道板演 
二．新课讲解： 

1．做一做 P44 
   问：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要求学生根据结果发现规律。 
2．法则的推导 
  （ab）n 

＝anbn   
（n是正整数） 

 
学生口述：积的乘方，把积的每一个因式分别乘方，再把所

得的幂相乘。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
补充． 

 

 



3．例题解析： 
例 1：计算： 
（1）（5m）3                 (2)(-xy 2) 3 

    注意：（1）5 的三次方不能漏算。 
         （2）注意符号。 
   议一议：当n是正整数时，（abc）n 

＝an· bn·  cn  
成立吗？ 

    法则的推而广之： 
当 n是正整数时，（abc）n 

＝an· bn · cn   
 例 2：计算： 
(1) (3xy 2) 2            (2) (-2ab 3c2) 4 

  说明：是(abc) n 
＝an· bn · cn  

的活用。 

例 3．球的体积V=
3
4

л r 3
（其中V、r 分别表示球的体积和半

径）。木星可以近似地看成球体，它的半径约是 7.13× 104km，木
星的体积大约是多少?( л ≈3.14) 

4．练一练：P45 
  题 1：学生板演。 
  题 2：学生口答并说明理由。 
  题 3、题 4：师生互动。 
5．小结：本节课我们学习了积的乘方的运算法则，望同学们在
用此法则时不要同同底数幂的运算法则和幂的乘方的运算混淆

了。 
  教学素材： 
A组题： 
     (1) [ （-2）× 106] 2· [（6× 102）] 2 ＝         
     (2) 若 (a 2 b n) m 

＝a4· b6 ，则 m 
＝        n  

＝       
     (3) （-1/7）8 · 494＝        

(4) 0.5 2004· 22004
＝         

(5)(-x) 2· x· (-2y) 3  +(2xy) 2· (-x) 3 · y 
＝         

B组题： 
    (1) 若 x n

＝5 , y n
＝3 则 (xy) 2n

＝       
      (2) (-8) 2003· 0.1252002＝              

 

 

 

 

 

 

 

学生板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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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    题题 第八章第八章 幂的运算幂的运算  
课时课时

分配分配 
本章需   7   课时 
本节课为第   4   课时 



8.3 同底数幂的除法同底数幂的除法(1)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掌握同底数幂的除法运算法则。 
2.能运用同底数幂的除法运算法则熟练进行有关计算 

重重    点点 
1.同底数幂的除法运算法则的推导过程。 

2.会用同底数幂的除法运算法则进行有关计算。 
3.与其它法则间的辨析。 

难难    点点 在导出同底数幂的除法运算法则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多媒体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情景设置：一．情景设置：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运行的速度是 7.9× 103  m/s，一架喷气
式飞机飞行的速度是1.0× 103 k m/h。人造卫星的速度是飞机
速度的多少倍？ 
问：怎样计算（7.9× 103 × 3600）÷（ 1.0× 103× 1000）？ 
板书:同底数幂的除法 
二二.新课讲解新课讲解： 

1.做一做 P47 
计算下列各式 

(1) 10 6 ÷ 103           (2) a 7 ÷ a4
（a≠ 0） 

(3) a 100 ÷ a70
（a≠ 0） 

说明:回归到定义中去,强调 a≠ 0 
问:你发现了什么? 

2.同底数幂的除法法则的推导 
当 a≠ 0 , m 、n是正整数 , 且m ＞n时， 
am÷ an  = am-n (a≠ 0 , m 、n是正整数 , 且 m ＞n) 
学生口述: 同底数幂相除，底数不变，指数相减。 

3.例题解析： 
例 1：计算： 

(1)a 6÷ a2                                  (2) (-b) 8÷ (-b) 
(3)(ab) 4÷ (ab) 2                      (4)t 2m+3÷ t 2 

    说明:（1）直接运用法则。 
         （2）负数的奇次幂仍是负数。 
         （3）与其它法则的综合。 
         （4）如把除式中 t 2 

中
 
的 2改为m-1呢？ 

4．练一练  P48 
   （1）学生板演，教师讲评。 
   （2）学生口答，说明原因。 
   （3）解答本节开始时提出的问题。    
三、小结：三、小结：本课讲了同底数幂相除的除法法则，要求同学们

一定明确法则的由来，然后再利用此法则进行有关运算。 
教学素材：教学素材： 

A组题： 
  （1） (a 3 

．a2 )  3÷ (-a 2 )  2  ÷ a =        
  （2） (x 4  )  2÷ (x 4  )  2  (x 2 )  2  · x2 =              
（3） 若  x m  = 2 ,  x n  = 5 , 
     则 xm+n  =          , x m-n  =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互相
讨论)，然后回答，若有

答不全的，教师(或其他
学生)补充． 

 
 

 
 
 

 
 

 
 

学生板演 
 
 

 
 

 
 

 
 

 
 

 
 
 



  （4）已知 A· x2n+1  = x 3n    x ≠ 0 
       那么 A =           
  （5）(ab  )  12÷ [(ab  )  4÷ (ab )  3 ]  2 ＝      
B组题： 
  （1）4m

．8m-1÷ 2m  = 512   , 则 m =             
  （2）a m · an = a 4 , 且 am÷ an  = a 6  

则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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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    题题 

8.3 同底数幂的除法同底数幂的除法(2) 
课时课时

分配分配 
本章需  7    课时 
本节课为第   5   课时 

零指数幂与负整数指数幂零指数幂与负整数指数幂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明确零指数幂、负整数指数幂的意义，并能与幂的运算法则一起进行运算。 

重重    点点 a0  = 1（a≠ 0）, a -n  = 1/ a n （a≠ 0 ,n 是负整数）公式规定的合理性。 

难难    点点 零指数幂、负整数指数幂的意义的理解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多媒体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复习提问：一．复习提问： 
同底数幂的除法法则是什么？ 

（1）符号语言：am÷ an  = am-n(a≠ 0 , m 、n 是正整数 , 且 m ＞
n)  
（2）文字语言：同底数幂相除，底数不变，指数相减。 

 强调：法则的条件。 
二．新课讲解二．新课讲解： 

1．做一做 P48 
  问（1）：幂是如何变化的？ ――――顺次成2 倍关系。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



    （2）：指数是如何变化的？ ———依次少1。 
2．想一想 P49 

 猜想：1＝2(  )  
    依上规律得: 

     左= 2÷ 2 = 1    右 = 2 ( 0)  
      所以 2 0  = 1 

         即 1 = 2  0  
问:猜想合理吗？ 

  我们知道：23 ÷  2 3  = 8÷ 8 = 1 
23÷ 23  =  2 3-3   =  2 0   

所以我们规定   a 0 = 1 (a ≠ 0)  

   语言表述：任何不等于0 的数的 0次幂等于 1。 
   教师说明此规定的合理性。 
3．议一议 P59 
问：你会计算23÷ 24  

吗？ 2 × 2× 2 
    我们知道： 2 3÷ 24  

＝               ＝ 1／2 
                         2 × 2× 2× 2  

 2 3÷ 24  
＝23-4   =  2 -1  

    所以我们规定a-n  = 1/ a n 
（a≠ 0 ,n 是正整数） 

    语言表述：任何不等于0的数的－n（n是正整数）次幂，
等于这个数的 n次幂的倒数。 

4．例题解析： 
例 1：用小数或分数表示下列各数： 
（1） 24� ；    （2） 33�� ；   （3） 51014.3 ��  

    说明：强调运算过程，步骤尽可能细致些，以求学生对负
整数指数幂公式的理解，体验。 

5．练一练： 
 P49：1、2、3、学生板演，教师评点。 
三、小结：三、小结： 
本节课学习了零指数幂公式a0  = 1（a≠ 0），负整数指数幂公

式 a -n  = 1/ a n 
（a≠ 0 ,n 是正整数），理解公式规定的合理性， 

并能与幂的运算法则一起进行运算。 
教学素材： 

A组题： 
     （1）（－2／3）-2  =        
     （2）（－3／2）-3 =         
     （3）(－a)  6 ÷ (-a) -1 =             
    说明：所学法则对负整数指数幂依然适用。 
      
     （4）若 (x+2) 0

无意义 , 则 x取值范围是        
        (5)  (n/m)  -p =                ( 这个可作公式用) 

B组题： 
    （1）（－2／3）-2  ÷ 9-3 · (1／27)2 

＝       
    （2）︱x︱﹦(x-1) 0  ，则 x =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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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    题题 
8.3 同底数幂的除法同底数幂的除法(3) 

课时课时

分配分配 
本章需 7   课时 
本节课为第   6  课时 

负整数指数幂的应用负整数指数幂的应用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进一步运用负整数指数幂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重重    点点 运用负整数指数幂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难难    点点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多媒体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复习提问一．复习提问 
1．零指数幂 
（1）符号语言：a0 = 1 (a ≠ 0)  

  （2）文字语言：任何不等于0 的数的 0次幂等于 1。 
2．负整数指数幂 
  （1）符号语言：a-n  = 1/ a n （a≠ 0 ,n 是正整数） 
  （2）文字语言：任何不等于 0 的数的－n（n 是正整数）次
幂，等于这个数的n次幂的倒数。 
说明：学生板演公式，强调公式成立的条件。 

3．订正作业错误 
二新课讲解：二新课讲解： 

1.引例 P60 
太阳的半径约为700000000 m 。太阳的主要成分是氢，而氢

原子的半径大约只有0.00000000005 m 。 
2．科学计数法表示 
  用科学计数法，可以把700000000 m写成 7× 108  m 。 
  类似的，0.00000000005 m可以写成 5× 10-11  m 。 
一般地，一个正数利用科学计数法可以写成a× 10 n  的形式，

其中 1≤  a＜10 ，n是整数。 
说明：以前 n是正整数，现在可以是0和负整数了。 

  3 ．例题解析 
例 1：人体中的红细胞的直径约为 0.0000077 m ,而流感病
毒的直径约为 0.00000008 m ,用科学计数法表示这两个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

补充． 
 

 
 

 
 

 
 

 
 
学生板演 



量 。 
       
  例 2：光在真空中走 30cm需要多少时间？ 
    （光的速度是3× 108  m/s） 
  例 3：在显微镜下，一种细胞的截面可以近似地看成圆，它
的半径约为 7.80× 10-7m，试求这种细胞的截面面积( л ≈
3.14) 

4．纳米 
   纳米简记为nm ,是长度单位，1纳米为十亿分之一米。 
      即 1 nm =10-9  m 
   刻度尺上的一小格是1mm ,1nm是 1mm的 百万分之一。 
   难以相像 1nm有多么小！ 
   将直径为 1nm的颗粒放在 1 个铅球上，约相当于将一个铅
球放在地球上。 

   说明：感受小数与感受100万对比，可适当向学生讲一下纳
米技术的应用等。 

5．练一练 :P50 1.2 
   学生板演，教师评点。 
   说明：µ m表示微米 
         1 µ m ＝ 10 -3  mm ＝ 10 -6  m 
三、小结：三、小结： 
本节课学习运用负整数指数幂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初

步感受小数。 
教学素材： 
用科学记数法表示 

A组题： 
      （1）314000 ＝             
     （2）0．0000314 ＝           
   B组题： 
     （1）1986500 ≈                （保留三个有效数字） 
     （2）7．25× 10-4  ＝             （写出原数） 
     （3）－0.00000213＝            （保留两个有效数字） 
说明: 书上 a × 10 n 

中，其中 1≤  a＜ 10 ，n是整数。 
      实质上是 1 ≤  ︱a︱＜10 ，n是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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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    题题 
第八章第八章 幂的运算幂的运算  课时课时

分配分配 
本章需   7  课时 
本节课为第   7  课时 

小结复习课小结复习课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3.  掌握同底数幂的乘法、除法、幂的乘方、积的乘方，知道它们的联系 

和区别，并能运用它们熟练进行有关计算。 
4.  熟练掌握零指数幂、负整数指数幂的意义, 能与幂的运算法则一起进 
行运算,并能解决有关问题。 

重重    点点 同上 

难难    点点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多媒体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一.小结与思考小结与思考： P52 
1.学生默写法则,并说明公式成立的的条件. 
2.回顾法则的倒出. 
3.学生默写零指数幂、负整数指数幂公式, 并说明公式成立的
的条件. 

4.学生活动,老师评点. 
二.复习题 

1.填空 
  (1)  a  · a7—a4 · a4 =         

(2) (1/10) 5 × (1/10) 3 =          
  (3) (-2 x 2 y 3)  2  =             
  (4) (-2 x 2 )  3  =              
  (5) 0.5  -2  =              
  (6) ( －10)2 × (－10)0 × 10-2 =           

    科学记数法表示: 
(7) 126000 =           

  (8) 0.00000126 =             
  计算: 

(9) (-2 a )  3  ÷ a -2  =           
  (10) 2 × 2m+1÷ 2m  =                

  2. 选择题 
  (1)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a －1)0  = 1   a ≠ 1 
     B. ( －a ) n  = － a n        n是奇数 
     C.   n是偶数 , ( － a n  )  3 =  a 3n 
     D. 若 a≠ 0 ,p 为正整数, 则 a p  =1/a -p 
  (2) [(-x )  3  ]  2  · [(-x )  2  ]  3  的结果是(    ) 
     A.  x -10               B. - x -10 
     C. x -12                D. - x -12 
  (3) 1 纳米 = 0.000000001 m ,则 2.5 纳米用科学记数法表

示为(     ) 米. 
     A. 2.5 × 10-8             B. 2.5 × 10-9 
     C. 2.5 × 10-1             D. 2.5 × 109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

补充． 
 

 
 

 
 

 
 
 

 
学生板演 

 
 

 
 

 
 

 
 

 



(4) a m  = 3 ,  a n  = 2, 则 am-n  的值是(    ) 
      A. 1.5      B. 6       C. 9        D. 8 
 3. 计算题 
   (1) (-1/2 )  2  ÷ (-2)  3   ÷ (-2)  – 2 ÷ ( л -2005)  0   
   (2) 已知:4 m  = a ,  8 n  = b , 
       求: ①  2 2m+3n 的值. 
           ②  2 4m-6n 的值. 
说明:若题量不够可选P52 复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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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幂的运算的小结与思考课题：幂的运算的小结与思考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5、 能说出幂的运算的性质； 

6、 会运用幂的运算性质进行计算，并能说出每一步的依据； 
7、 能说出零指数幂、负整数指数幂的意义，能用熟悉的事物描述一些较小的正数，并
能用科学记数法表示绝对值小于1的数； 

8、 通过具体例子体会本章学习中体现的从具体到抽象、特殊到一般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渗透转化、归纳等思想方法，发展合情推理能力和演绎推理能力。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 
运用幂的运算性质进行计算 

教学难点：教学难点： 
运用幂的运算性质进行证明规律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引导发现，合作交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一．梳理知识：一．梳理知识： 
幂的运算：1、同底数幂的乘法  

          2、幂的乘方 

          3、积的乘方 
          4、同底数幂的除法：（1）零指数幂 



                            （2）负整数指数幂 
请你用字母表示以上运算法则。你认为本章的学习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二．例题精讲：二．例题精讲： 
例 1 判断下列等式是否成立： 
  ①(-x)2＝-x2，                 ②(-x3)＝-(-x)3， 
  ③(x-y)2＝(y-x)2，              ④(x-y)3＝(y-x)3， 
  ⑤x-a-b＝x-(a+b)，             ⑥x+a-b＝x-(b-a)． 
   
例 2 ：已知 10m＝4，10n＝5，求 103m+2n的值． 
 
例 3： 若 x＝2m+1，y＝3+4m，则用 x的代数式表示y为______．  
 
例 4 ：1993+9319的个位数字是(     ) 

A．2          B．4    C．6           D．8 
 
三、随堂练习：三、随堂练习： 
1、已知 a=355，b=444，c=533，则有 （     ） 

A．a＜b＜c        B．c＜b＜a 
C．c＜a＜b        D．a＜c＜b 

2、已知 3x=a，3y =b，则 32x-y等于 (     ) 

 

3、试比较 355，444，533的大小． 

4、已知 a=-0.32，b=-3-2，c=(-1/3)-2，d=(-1/3)0，比较 a、b、c、d的大小并用“＜”号连接
起来。 

 
5、探究性学习： 
在一次水灾中，大约有 2.5×105个人无家可归，假如你负责这些灾民，而你的首要工

作就是要将他们安置好。 

（5） 假如一顶帐篷占地 100m2，可以安置 40个床位，为了安置所有无家可归的人，
需要多少顶帐篷？ 

（6） 请计算一下这些帐篷大约要占多少地方？ 

（7） 估计一下，你学校操场可以安置多少人？ 
（8） 要安置这些人，大约需要多少个这样的操场？ 

四、课堂小结：四、课堂小结： 
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可以让学生再提出一些问题。 

五、布置作业：五、布置作业： 
P53  复习巩固 6、8、9、10 

 
10.1单项式乘单项式单项式乘单项式 

教学目标：1、理解单项式乘单项式的法则 

2、会熟悉地用单项式乘单项式的法则进行乘法运算 
3、会用法则进行类似于单项式形式的数或式的乘法运算 



教学重难点：会用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进行计算 
教学过程： 

一、情境创设 

1、 商场的电视屏幕墙由 9 个大小相同的电视屏幕组成，计算这地“电视幕墙”的
面积，有哪几种算法？ 

解法一：若把电视屏幕幕墙着成一个长方形，它的面积是多少？（整体看）3a·3b 

 

 
 

 
 

 
 

 
 
解法二：若把电视屏幕幕墙看成是由9个小长方形组成， 
则每个小长方形的长和宽分别为多少？（a、b） 

每个小长方形的面积为多少？（ab） 
则电视屏幕幕墙的面积是多少？（局部看）9ab 

于是，我们有：3a·3b=9ab 
思考：上述结果是怎样得到的？ 

2、 有一块直角三角形的草坪，你能求出这块草坪的面积吗？ 

面积为:
2

3
4

15
xx�

, xx 3
4

15
� 如何计算呢？ 

 

 
 
 

 
二、探索活动 
由情景 1中得到的等式 3a·3b=9ab观察发现：两个单项式 3a与 3b相乘，只要把这

两个单项式的系数 3 与 3 相乘，再把这两个单项式的字母 a与 b 相乘即 3a·3b=（3×

3）·（a·b）=9ab 
学生交流： 

问题一、式 3a·3b为什么可以写成（3× 3）·（a·b）？乘法的交换律和乘洪都拉斯结
合律 

问题二、如何计算 xx 3
4

15
� ? 4ab2·5b? xx 3

4
15

� 把它们的系数 
4

15
与相乘，字母 x

与 x相乘；4ab2·5b把它们的系数4与 b相乘字母 ab2与 b相乘 
问题三、你能说出每一步计算的依据吗？ 
根据乘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 

   

   

   
b  

x3  

x
4

15  

a  



1、 试一试 

（1） ba
3
1

2
1

�             （2）（－2a）· 3b        （3）（）（－3a）·（－6b） 

2、 做一做 
4ab2·5b 
解：原式=（4× 5）· a·(b2·b)=20ab2 

问题四：如何进行单项式与单项式的乘法运算？ 
（板）单项式与单项式相乘，把它们的系数相同字母的  分别相乘，对于只在一个

单项式里含有的字母，则连同它的数作为积的一个因式 
三例题分析 
例1、 计算 

（1） )6(
3
1 2 aba �          （2）2x2y3·(－3x3y)           (3)(2x)3·(－3xy2) 

(4)  25 )(
3
5

)(
10
9

baba ���  (5)(-3ab)·(-a2c)2·6ab·(c2)3      (6)2xn-1yn-2§·(-xy2) 

四、结与思考 

1、 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的内容是什么？ 

2、 单项式与单项式相乘的结果是什么？（单项式） 
五、作业：P69/练一练 1、2 ，P70/习题 10.1/2 

 

 
 

 
 

10· 2单项式乘多项式单项式乘多项式 
教学目标： 

1、 让学生从计算面积得出单项式乘多项式的法则。 
2、 能熟练地进行单项式乘多项式的计算 

3、 灵活运用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律，把单项式乘多项式转化为单项式乘单项式。 
教学重点与难点：掌握单项式乘多项惹草拈花法则，并能准鸡肋熟练地进行计算。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课前要求学生制作边长分别为 a·b,a·c,a·d 的长方形，课堂上由学生动手拼大长方形，计
算拼成的图形的面积并交流做法。 
用硬纸片拼成下面的图，再计算它的面积，有哪几种算法？ 

先由学生计算，讨论再提问归纳得到： 

2a·(b+a)或 2ab+2a2 

这就是本节课所要学习的——单项式乘多项式（板书课题） 

 
 

 
 a 

a 

b a 



 
 

 
二、探索新知 

问题一、如何计算图中长方形的面积，用代数式表示出来归纳算法：（采用启发工提问） 
（1） 若把这个图形看成不念旧恶大长方形，它的长和宽分别是多少？它的面积是多少

（b+c+d,a）;a(b+c+d) 
（2） 若把这个图形看成由三个长方形组成的，则每个小长方形的面积分别是多少

(ab,ac,ad);它的面积是多少？（ab+ac+ad）两种手段得到的结果都表示同一图形的
面积，所以 a（b+c+d）=ab+ac+ad 

 

 
 

 
 
问题二、上述结果是根据面积计算得到的，还能用其它方法得出这机关报结果吗？试用

乘法分配律计算a(b+c+d) 

a(b+c+d)=ab+ac+ad 
试一试： 

（1） 2a(3ab+4bc+abd)                       (2)ab(a2－ab+b2) 
=2a·3ab+2a·4bc+2a·abd                     =ab·a2－ab·ab+ab·b2 
=6a2b+8abc+2a2bd                         =a3b－a2b2+ab3 

问题三如何进行单项式与多项式的乘法运算？ 
学生先讨论，再概括： 

（板）单项式乘多项式的运算性质： 
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就是根据乘法分配律，用单项式乘多项式的每一项，再把所

得的积相加。 
注：其实，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就是利用乘法分配律转化为单项式与单项式相乘，

这样新知识就转化成了我们学过的知识。这种数学“韵律”正是我们学习数学非常重要
的一种思想——转化思想 

问题四如果多项式的项数多于3项时，这一法则是否仍适用？ 
适用，仍可通乘法分配律来解释，也就是说单乘多法则的依据是乘法分配律。 

三、例题分析： 
例 1、（1）（－3a）· (2a2－3a－2)     (2)(x+y-z-2)·(-ab)       (3)x(x2+xy+y2)－y(x2+xy+y2)
例 2、解方程：2x(7-2x)+5x(8-x)=3x(5-3x)-39 

例 3、①已知 ab2=－6求－ab(a2b5－ab3－b)的值 

②当 a=－3,b=－1时,求 3ab[2ab－5(ab－
2
1

a2b)]的值 

例 4、如图，长方形地块用来建造住宅、广场、商厦，求这块地的面积。 

 

 
 

a 

b c d 

商业用地 

广场  

住宅用地 

3a+2b 2a-b 

3a 
4a 



 
 

 
 
四、小结： 

3、 单乘多的法则是什么？ 

4、 单乘多的法则的依据是什么？ 
5、 单乘多的结果是什么？（多项式）结果的项数与原多项式的项数有何关系？（相
同） 

五、作业：习题10· 2/P73 1、2、3 

10·3·多项式乘多项式（一）多项式乘多项式（一）  
教学目标： 

1、 让学生利用面积计算和乘法的分配律得出多项式乘多项式的法则 

2、 掌握多项式乘多项式的法则 
3、 会准确熟练地用法则进行计算 
教学重、难点：会利用多项乘多项式的法则准确熟练地进行计算 
教学过程 

一、情境创设 

1、 计算：m·(c+d)得到m·(c+d)=mc+md 
若将m换成（a+b）,你会计算（a+b）· (c+d)吗？ 
——引出课题：（板）多项式乘多项式 

2、 课前要求学生制作边长分别为a,b,c,a·d,b·d的长方形，课堂上由学生动手拼大长
方形，计算所拼成的图形的面积，学生拼图时可能的拼法有①、②等。 

 

 
 

 
 
 

 
二、探索新知 
问题—、如何表示这个大长方形的面积？ 

学生先动手动脑独立思考，然后归纳（用启发式提问） 

1、 若把这个图形看一个大长方形，则它的长和宽分别是多少？（a+b,c+d） 
它的面积是多少？(a+b)·(c+d); 

2、 若把这个图形看成由 4 个小长方形组成的，则每个小长方形的面积分别是多少？
（ac,ad,bc,bd）这个图形的面积是多少？(ac+ad+bc+cd) 

3、 大长方形可以看成是长分别 a、b,宽都是(c+d)的 2个小长方形，（如图①）组成的这
个图形的面积为a(c+d)+b(c+d) 

4、大长方形可以看成是长分别为 c、d,宽都是(a+b)的 2 个小长方形组成的，其面积是
c(a+b)d(a+b); 
这四种方法表示同一图形的面积，因此，它们是相等的，所以 

① ② 

a 

c 

d 

b b a 

c 

d 



（a+b）(c+d)=a(c+d)+b(c+d)=c(a+b)+d(a+b)=ac+ad+bc+bd. 
问题二、如果把（c+d）看成整体，你能将（a+b）· (c+d)转化成单项式乘多项式吗？或[如

果把（a+b）·（c+d）转化成单项式乘多项式吗？]从代数运算的角度解释，用乘法分配律：

(a+b)·(c+d)=a(c+d)+b(c+d)把 其 中 的 一 个 多 项 式 看 成 一 个 整 体

[（a+b）· (c+d)]=(a+b)c+(a+b)d] 
问题三、如何计算（a+b）(c+d)? 

（a+b）(c+d)=a(c+d)+b(c+d)=ac+ad+bc+bd 
则(a+b)·(c+d)=ac+ad+bc+bd 

问题四、你能用文字描述多项式乘多项式的运算法则吗？ 
（板）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先用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乘另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再把

所得的积相加 

三、例题分析： 
例 1、计算 

（1）(a+4)(a+3)                (2)  (2x-5y)(3x-y) 
注：在多项式乘多项式的结果中，应对同类项进行合并。 

例 2计算： 
（1）n(n+1)(n+2)（2种解法    （2）(x+4)2-(8x-16)[把（x+4）2写成（x+4）(x+4)] 

例 3、已知正方形的边长为xcm,若它的边长增加 3cm,则它的面积增加多少？ 
四延伸拓展 

例 4、计算 
（1）（m+n）(a+b+c)        (2)(a+b+c)(c+d+e) 
练一练P76/1、2、3 

四、小结与思考 

6、 说说多项式乘多项式的运算法则； 

7、 说说多项式乘多项式是如何转化为单项式乘单式的。 
五、作业：P76～77/1～5 

 
 
 

 
 

 
 

 
 

 
 

 
10· 3多项式乘多项式（二）多项式乘多项式（二） 

教学目标： 

1、 通过练习进一步巩固单项式乘单项式，单项式乘多项式，多项式乘多项式法则。 
2、 利用多项式乘多项式的法则推导公式：(x+a)(x+b)=(a+b)x+ab,并能利用上式公式准确



地进行计算。 

3、 会用法则对代数式进行化简，解决相关问题 
教学重、难点：利用所学法则准确、熟练地进行计算、化简。 
教学过程： 

一知识回顾： 

1、 说出单项式乘单项式，单项式乘多项式，多项式乘多项式法则。 

2、 计算 
（1）（-5a2b3）· (-3a)          (2)(2x)3(-5x2y3)           (3)(-4x)(2x2+3x-1) 

(4)（ abbab
2
1)2

3
2 2 ��       (5)(x+2y)(5a+3b)         (6)(3x+y)(x-2y) 

二探索新知 

例 1、计算 
（1）（x+2）(x+3)                (2)(y+5)(y-6)             

(3)(a-4)(a-1)                     (4)(m-8)(m+12) 
这四个式子的结果为：（1）x2+5x+6;(2)y2-y-30; (3)a2-5a+4;(4)m2+4m-96 
认真观察上面四个式子，然后提问： 

1、 某个式子左边的两个因式所含的字母有什么关系？字母的系数是多少？ 
答：它们是多项式乘多项式，两个因式都是一次二项式，且所含字母相同，字母的系数

为 1。 

2、结果中的二次项系数是多少？一次项系数与左边两个因式中的常数项有何关系？右边
的常数项与左边两个因式中的常数项有何关系？ 
答：结果为二次三项式，且二次项系数为 1，一次项的系数是原来常数项相加，常数项

为原来常数项的积。 
通过观察，我们把发现的规律用字母表示为：（x+a）(x+b)=x2+(a+b)x+ab(板) 
三、知识巩固 
例 2、直接用上述公式说出答案 

(1)（x+10）(x+8)     (2)(y-7)(y+5)       (3)(a+b)(a-1)       (4)(m-11)(m-6) 
(5)(ab+5)(ab+10)     (6)(a3-4)(a3-5)       (7)(x+30)(x+40)    （8）(x+30)(x-40) 
(9)(x-y)2 

 
 
例 3、计算： 

1、（4× 105）2·（5× 106）3·（3× 104）         （2）（－0.25）10· (－4)11 
例 4、先化简，再求值： 

1、（－2xy2）3·(3x2y2)+4x3y2·20x4y6,其中 x=
3
2
，y=

2
3

�  

2、(3x+1)(2x-3)-(6x-5)(x-4),其中 x=-2 

 
例 5、解下列方程： 

1、 2(x2-2)-6x(x-1)=4x(1-x)16 
2、 (2x+3)(x-1)-28=(1+x)(2x+11) 
例 6、试说明不论x为何值时，代数式（x+3）2+(x-3)-2(x+3)(x-3)恒为定值。 



 
 

 
例 7、计算： 

125× 21+125× 35+125× 24 
 
 

 
四、小结与思考 

1、 掌握（x+a）(x+b)=x2+(a+b)x+ab,可作公式使用。 
2、 会用整式乘法法则计算或化简有关化数式。 

 
 

 
五作业：课本P77/6 

 

 
 

 
 

 
 

 
 

9.6乘法公式再认识——因式分解（二） 

第 1课时 

运用平方差公式进行分解因式 

新沂市第四中学    葛  筱 

一、教学目标： 

1、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因式分解的意义。 

2、使学生理解平方差公式的意义，弄清公式的形式和特征。 

3、会运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 

4、通过对比整式乘法和分解因式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学生的逆向思维能

力。 

5、感受整式乘法和分解因式矛盾的对立统一观点。 



6、培养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探索的意识以及观察能力。 

7、感悟换元的思想方法。 

说明  以前学习运用公式法分解因式，主要的评价手段是能否牢记公式

的特点，在运用公式解题时过分地追求问题的熟练和技巧，无形之中影响了

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现在我们试图先通过对具体的数字运算或简单

图形的面积计算让学生对公式有一个感性认识，让学生在与同伴交流中思考、

感悟，使学生内心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从而进一步上升到理性认识。这种

设计更符合学生从“特殊到一般” 、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特点。  

二、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平方差公式的意义，弄清公式的形式和特征。 

2.会运用平方差公式对某些多项式进行分解因式 

三、教具、学具： 

投影仪、条件较好的使用多媒体演示 

四、教学过程： 

（一）设置情景： 

情景 1：小组讨论：992－1是 100的整数倍吗？ 

你是怎样想的？ 

说明：学生可能直接计算出结果，应予以肯定。在这儿可以设计系列问

题予以引导： 

1.判断某个数是否是另一个数的整数倍可以怎么判断？ 

如：12是 3的整数倍吗？（学生知道就是把 12分解因数。） 

2.类似地要判断 992－1是 100的整数倍呢？也可以想到尝试分解。 

3.992－1可以写成（99+1）（99－1）吗？为什么可以这么写？9992－1可

以吗？ 

4.a2－1可以写成（a+1）(a－1)吗？ 

5.a2－4可以写成乘积形式吗？你认为可以写成什么样子呢？ 

6.a2－b2呢？ 

情景 2：和老师比一比，看谁算的又快又准确：572－562    962－952 



(
25
17 )2－(

25
8 )2 

说明：算式的设计要体现出运用分解计算的简便性，以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 

问：为什么你们没有老师算的快呢？你想知道老师是怎么计算的吗？ 

思考：在以上的这些算式中，你发现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用自己的语言

说一说。 

情景 3：计算图中的阴影部分面积（用 a、b的代数式表示） 

问题一：整体计算可以怎样表示？ 

问题二：分割成如图两部分可以怎样计算？ 

问题三：比较两种计算的结果你有什么发现？ 

说明：学生可能先分割再整体得出：(a+b)(a－b)=a2－b2    (1) 

也有的是先整体再分割得出 a2
－b2=(a+b)(a－b)           (2) 

两种形式加以比较进一步明确整式乘法和因式分解的关系。 

思考： 

1.对于（1）式从左边到右边的变形叫什么？ 

2.对于（2）式从左边到右边的变形叫什么？ 

3.我们已经学习提公因式法分解因式。在（2）式的左边有公因式吗？但

它写成右边的形式是分解因式吗？可见，没有公因式的某些多项式也可以用

别的方法分解。 

（二）平方差公式的特征辨析： 

把乘法公式(a+b)(a－b)=a2－b2反过来得：a2－b2=(a+b)(a－b) 

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公式对某些多项式进行分解因式。这种方法叫运用平

方差公式法。 

[议一议议一议]：： 

下列多项式可以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吗？ 

（1）x2－y2    （2）x2+y2    （3）－x2－y2  

（4）－x2+y2   （5）64－a2   （6）4x2－9y2 

说明：这里是学生自主辨析公式特点的好机会，一定让学生自己讨论，



只要能辨别哪些能用公式就可以，教师在具体使用时，可以先出示前面 4 道

题，为了降低难度可以先把第 5题写为 82
－a2
然后改写成 64－a2

形式，让学

生体会转化的数学思想。对于最后一题若学生对幂的运算较生疏，可以适当

补充练习，如：填空： 4a2=(  )2  
9
4 b2=(  )2   x2y2=(  )2。进而让学生自己

体会公式中的 a与 b可以表示一个数，也可以表示一个式子，渗透换元的思

想方法。最后，教师可以用简练的语言总结平方差公式的特点： 

1.左边特征是：二项式，每项都是平方的形式，两项的符号相反。 

2.右边特征是：两个二项式的积，一个是左边两项的底数之和，另一个是

这两个底数之差。 

3.在乘法公式中，平方差是指计算的结果，在分解因式时，平方差是指

要分解的多项式。 

（三）例题教学 

例 1 把下列多项式分解因式： 

(1)    36－25x2  (2)   16a2－9b2 

分析：观察是否符合平方差公式的形式，应引导学生把 36、25x2、16a2、

9b2
改写成 62

、(5x)2、(4a)2和(3b)2形式，能否准确的改写是本题的关键。 

解：  36－25x2=62－(5x)2 

=(6+5x)(6－5x) 

16a2
－9b2=(4a)2－(3b)2 

=(4a+3b)(4a－3b) 

说明： (1)对于多项式中的两部分不是明显的平方形式 ,应先变形为平方

形式,再运用公式分解,以免出现 16a2－9b2=(16a+9b)(16a－9b)的错误。 

（2）在此还要提醒防止出现分解后又乘开的现象，这是旧知识的“倒摄

作用”所引起的现象。  

例 2 如图，求圆环形绿化区的面积。 

解：   352
π－152

π 

=π(352－152) 

=(35+15)(35－15)π 



=50× 20π 

=1000π(m2) 

这个绿化区的面积是 1000πm2 

说明：在这里列出算式后可以让学生自己讨论怎么计算，要让学生解释

他的解法，可能解释为逆运用乘法结合律，也可能解释为合并同类项，都要

予以肯定，在这儿不要怕浪费时间，通过比较得出上述解法和前一节的提取

公因式是一致的，从而为分解因式的一般步骤打下伏笔，即：先提公因式，

再运用公式。 

例 3 把下列多项式分解因式： 

1. (x+p)2－(x+q)2   2. 9(a+b)2－4(a－b)2  

分析：在这里，尤其要重视对运用平方差公式前的多项式观察和心算，而后

是进行变形。这一点在这儿尤为重要。 

解： (x+p)2－(x+q)2 

=[(x+p)+(x+q)][(x+p)－(x+q)]  

=(2x+p+q)(p－q) 

9(a+b)2－4(a－b)2  

=[3(a+b)]2－[2(a－b)]2 

=[3(a+b)+2(a－b)] [3(a+b)－2(a－b)] 

=(5a+b)(a+5b) 

说明：设计本题的目的是让学生加深平方差公式中的 a、b不仅可以表示

数字、单项式，也可以是多项式，进一步渗透整体、换元的思想。 

例 4.（供选择）观察下列算式回答问题： 

32－1=8 

52
－1=24=8× 3 

72－1=48=8× 6 

92－1=80=8× 10 

……… 

问：根据上述的式子，你发现了什么？你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你所发现



的结论吗？你能用数学式子来说明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解： 任意一个奇数的平方与 1的差是 8的整数倍。 

(2n+1)2－1 =[(2n+1)+1][(2n+1)－1] 

= (2n+2)·2n 

=2(n+1)·2n  

=4n(n+1) 

因为 n是整数，所以 n、n+1是两个连续的整数，而两个连续的整数一定

有一个是偶数，即 n(n+1)是 2的倍数，因此 4n(n+1)是 8的倍数。 

（四）练习 

1.下列分解因式是否正确： 

（1）－x2－y2=(x+y)(x－y) 

（2）9－25a2=(3+25a)(3+25b) 

（3）－4a2+9b2=(－2a+3b)(－2a－3b) 

2.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36－x2      （2）   a2－
9
1 b2      （3） x2－16y2 

（4） x2y2
－z2    （5） (x+2)2－9       （6）(x+a)2－(y+b)2 

（7） 25(a+b)2－4(a－b)2                （8） 0.25(x+y)2－0.81(x－y)2 

3.在边长为 16.4cm的正方形纸片的四角各剪去一边长

为 1.8cm的正方形，求余下的纸片的面积。 

4.已知 x2－y2=－1 ， x+y=
2
1
，求 x－y的值。 

（五）小结 

学生自己说出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进一步理解了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的

关系。能用自己的语言说出平方差公式的特点。能体会出公式中的字母 a、b

不仅可以表示数字，而且可以是单项式、多项式。 

（六）作业 

1.课本 P95习题 9.6第一题。 

2.课本 P95习题 9.6第二题。 



3.课本 P95习题 9.6第六题的第一题 

选做选做  

利用因式分解计算： 

（1） 22 20012003
1001
�

 

（2）(1－ 22
1

)(1－ 23
1

)(1－ 24
1

)…(1－ 29
1

)(1－ 210
1

) 

（3）已知：4m+n=90，2m－3n=10，求(m+2n)2－(3m－n)2的值。 

 

9.6  乘法公式的再认识——因式分解(二) 

第 2课时 

运用完全平方公式进行因式分解 

新沂市第四中学   谢瑞君 

教学目标： 

1、了解完全平方公式的特征，会用完全平方公式进行因式分解。 

2、通过整式乘法逆向得出因式分解方法的过程，发展学生逆向思维能力

和推理能力。 

3、通过猜想、观察、讨论、归纳等活动，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 

4、通过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有趣的实际问题，激发了学生对数学学习

的兴趣。 

说明  本节课是在学生已经了解因式分解的意义，掌握了提公因式法、

平方差公式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是公式法的另一部分内容，由于教学内容

的抽象性，建议创造愉快情景尤其重要，使学生对学习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通过分组讨论完全平方公式的特征，激发了学生内在的学习愿望和学习动机，

从而聚精会神，努力追源，并感到乐在其中。 

教学重点 

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 



教学难点 

掌握完全平方公式的特点 

教学关键 

熟悉公式的形式和特点，根据多项式的项数选择公式。 

教学方法 

自主探索、教学互动，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    具    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创置情境 

情境 1  前面我们学习了因式分解的意义，并且学会了一些因式分解的方

法，运用学过的方法你能将 a2＋2a＋1分解因式吗？ 

说明  设置问题情境使学生回忆了因式分解的意义和学过的方法——提

公因式法，平方差公式但两法都无法分解 a2＋2a＋1。由因式分解的意义知只

要把 a2＋2a＋1 化为整式的积的形式即达到目的，由于学生熟悉 (a＋1)(a＋

1)即(a＋1)2
等于 a2

＋2a＋1，反之于是有 a2
＋2a＋1＝(a＋1)2

，若学生想

不到可问 (         )2＝a2＋2a＋1，从而达到了分解因式的要求，这里在得

到了 a2＋2a＋1＝(a＋1)2的同时再次体会了整式乘法和因式分解是一个等式的

两面性是互逆的，从而引入新课。 

情境 2  在括号内填上适当的式子，使等式成立： 

(1)(a＋b)2＝(        )             (2)(a－b)2＝(          ) 

(3)a2＋(    )＋1＝(a＋1)2           (4)a2－(    )＋1＝(a－1)2 

思考：(1)你解答上述问题时的根据是什么？ 

(2)第(1)(2)两式从左到右是什么变形？第 (3)(4)两式从左到右是什么变

形？ 

(3)第(3)(4)两式是因式分解，反过来就是整式乘法中的完全平方。 

说明  设计这组练习的目的是引导学生顺向、逆向运用完全平方公式，

再通过几个循序渐进的问题，从而引入新课。 

情境 3  观察一列整数：1，4，9，16，25，……，有什么特点？ 



数式是相通的，在整式中也有这样的情况，你能看出下列式子的特点吗？ 

(1)a2
＋2a＋1           (2)a2

＋4a＋4 

(3)a2－6a＋9           (4)a2＋2ab＋b2         (5)a2－2ab＋b2 

学习了本节课后，你一定会明白的！ 

说明  由完全平方数自然过渡到完全平方式，当然学生不知道完全平方

式的意义设置悬念，起到了触类旁通，承上启下，挑起学生求知欲的作用，

再与本节课后面的小结拓展的完全平方式首尾呼应。 

情境 4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而在整式乘法时我们

还学习了什么公式？大家猜想一下本节课我们将学习什么内容？ 

说明  此引入可谓开门见山，运用类比猜想的方法，引导学生借助上一

节课学习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已有的经验，探索分解因式的完全平方公式法，

而这个猜想，探索的过程就是培养学生直觉思维的过程，同时由于要对猜测

进行验证，又可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 

(二)认识完全平方公式 

把乘法公式(a＋b)2＝a2
＋2ab＋b2            (a－b)2＝a2

－2ab＋b2 

反过来，就得到 a2＋2ab＋b2＝(a＋b)2        a2－2ab＋b2＝(a－b)2 

提出问题  自主探索： 

问题 1  两公式左边是几项式？三项式，再考虑一下平方差公式。左边是

几项式与之比较。 

问题 2  这三项式有什么特点？其中两项同号，且能写成两数的平方和的

形式，另一项是这两数乘积的 2倍，它的符号可正可负，口决：“首平方尾平

方，二数乘积在中央”有了平方差公式的经验学生自已不难得出，教师重在

引导，不要替学生解答好，学法上可采取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问题 3  若用△代表 a，○代表 b，两式是什么形式？△2＋2△×○＋○ 2

＝(△＋○)2，△2－2△×○＋○ 2＝(△－○)2 

说明  经过观察、比较、思考、类比，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这里学

生自己观察、自主探索出公式的本质特征，轻松地掌握本节的重点，同时化

解了难点。 



问题 4  将 a2－4a－4符合吗？为什么？ 

问题 5  a2
＋6a＋9符合吗？         相当于 a，       相当于 b。 

a2＋6a＋9＝a2＋2× (    )× (    )＋(    )2＝(    )2 

a2－6a＋9＝a2－2× (    )× (    )＋(    )2＝(    )2 

(三)知识运用 

例 1  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x2＋10x＋25         (2)4a2＋36ab＋81b2 

分析  重点是指出什么相当于公式中的 a、b，并适当的改写为公式的形

式，  

解：(1)x2＋10x＋25              (2) 4a2＋36ab＋81b2 

＝x2＋2× x× 5＋52                ＝(2a)2－2× 2a× 9b＋(9b)2 

＝(x＋5)2                             
＝(2a－9b)2 

说明  本题是基础题，使学生体会用完全平方公式如何分解因式，以及

解题格式，学生尝试去做，教师在对不同意见作比较，评价、培养学生的解

题能力。 

练一练(及时训练，巩固新知) 

1、下列能直接用完全平方公式分解的是(    ) 

A．x2＋2xy－y2    B．－x2＋2xy＋y2    C．x2＋xy＋y2       D．
4
1 x2－xy

＋y2 

2、分解因式：－a2＋2ab－b2＝                 

分解因式：－a2－2ab－b2＝                 

3、分解因式(板演) 

(1)a2
－4a＋4           (2)a2

－12ab＋36b2         (3)25x2
＋10xy＋y2 

探索活动二：公式中的 a、b可表示什么？学生讨论易知 a、b可以为任意

的数、字母或多项式。 

如：a2－4a＋4 

↓把 a换成(m＋n) 



(m＋n)2－4(m＋n)＋4 怎么分解呢？请看例 2 

例 2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16a4＋8a2＋1        (2)(m＋n)2－4(m＋n)＋4 

分析：许多情况下，不一定能直接使用公式，需要经过适当的组合，变

形成公式的形式。 

解：(1)16a4＋8a2＋1             (2) (m＋n)2－4(m＋n)＋4 

＝(4a2)2＋2× 4a2＋1         ＝(m＋n)2－2× 2(m＋n)＋22 

＝(4a2
＋1)2                         

＝[(m＋n)－2]2＝(m＋n－2)2 

变式训练  若把 16a4＋8a2＋1变形为 16a4－8a2＋1会怎么样呢？学生讨

论作答 

16a4
－8a2

＋1 

＝(4a2)2－2× 4a2＋1 

＝(4a2－1)2 (这里 4a2－1可继续分解) 

＝[(2a＋1)(2a－1)]2＝(2a＋1)2(2a－1)2 

例 3  (1)简便计算 20042-4008× 2005+20052 

(2)已知 a2-2a+b2+4b+5=0，求(a+b) 2005的值。 

解 ： (1) 20042-4008 × 2005+20052=20042-2 × 2004 ×

2005+20052=(2004-2005)2=1 

(2) a 2-2a+b2+4b+5=0变形为 

(a-1) 2+(b+2)2=0         ∴a-1=0,b+2=0      ∴a=1,b=-2 

(a+b) 2005=[1+(-2)] 2005=-1 

说明  用完全平方公式解决两道有用的实际问题使学生享受到运用所学

知识的乐趣和心理满足，激励他们的求知欲望。 

练一练： 

1、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16a4＋24a2b2＋9b4         (2)(x＋y)2－10(x＋y)＋25 

2、创新：a2＋6a＋9误写为 a2＋6a＋9－1即 a2＋6a＋8如何分解？ 

学生讨论方法一： 



a2＋6a＋8＝a2＋6a＋8＋1－1 

＝a2
＋6a＋9－1＝(a＋3)2－1 

＝(a＋3＋1)(a＋3－1)＝(a＋4)(a＋2) 

法二：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补充的新的解法 

说明：有的电视剧冗长却吸引人，当然与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分不开，但

是每集结束前设置悬念吸引观众，是功不可没的，此处设置悬念，从而激发

了学生继续学习的热情，探索新知识的心理，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四)小结 

1、学生自己总结本节课的收获，体会。 

2、将乘法公式反过来就得到多项式因式分解的公式，运用这些公式把一

个多项式分解因式的方法叫运用公式法。 

3、如何选用平方差公式，或完全平方公式。 

4、拓展：由于a2± 2ab＋b2可写成(a± b)2的形式，把类似 a2± 2ab＋b2 的

式子叫完全平方式。 

说明：教师提供空间和机会让学生自己发言，即复习了本节内容，又促

使学生重视知识结构，抓住了问题特征。 

(五)作业 

必做： 

1、课本 P95习题 9.6第 2题 

2、课本 P95习题 9.6第 3题 

选做： 

3、若 x2＋mx＋4是完全平方式，则 m＝        . 

4、简便计算：9.92－9.9× 0.2＋0.01 

5、若 a、b、c为△ABC 的三边，且满足 a2＋b2＋c2＝ab＋ac＋bc，试判

断△ABC的形状。 

9.6 乘法公式的再认识——因式分解(二) 



第 3课时 

提公因式法、公式法的综合运用 

新沂第四中学   朱  萍 

 

一、教学目标 

1、进一步熟悉提公因式法、平方差公式、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 

2、学生能根据不同题目的特点选择较合理的分解因式的方法。 

3、知道因式分解的方法步骤：有公因式先提公因式，以及因式分解最终

结果的要求：必须分解到多项式的每个因式不能再分解为止。 

4、通过综合运用提公因式法、运用公式法分解因式，使学生具有基本的

因式分解能力。 

5、综合运用所学的因式分解的知识和技能，感悟整体代换等数学思想。 

6、进一步体会整式乘法和因式分解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体会“两分法”

看问题的世界观。 

说明  以前这部分内容是渗透到用平方差公式和完全平方公式因式分解

的两节中，现在是作为独立的一课时，也就是综合运用提公因式法，运用公

式法进行多项式的因式分解，对这部分内容的教学，要根据不同的题目，进

行具体分析，灵活地运用各种方法来分解因式。教学时，让学生在观察、练

习的过程中，主动归纳因式分解的方法步骤，探求并发现因式分解的最终结

果的形式，使学生在主动探索的情境中，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体

会到成功的喜悦。 

二、教学重点、难点 

知道因式分解的步骤和因式分解的结果的要求，能综合运用提公因式法，

运用公式法分解因式。 

三、教具、学具 

投影仪，条件较好的用实物投影仪或多媒体演示 

四、教学过程 



(一)设置情境 

情境 1  比一比，看谁算得快(投影) 

(1)65.52－34.52           (2)1012－2× 101× 1＋1 

(3)482＋48× 24＋122           (4)5× 552－5× 452 

说明  学生已学过平方差公式、完全平方差公式及提公因式法分解因式。

要求学生利用因式分解进行计算，其目的是复习提公因式法及公式法。 

思考  (1)在计算过程中，你用到了哪些因式分解的方法？ 

(2)能用平方差公式、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的多项式有什么特征？ 

(3)计算中(3)和(4)能直接用公式吗？((3)需变形为 482
＋2× 48× 12＋122

，

(4)需先提公因式，再用平方差公式) 

情境 2  分解因式①4a4－100(两名学生板演，也可以投影部分学生的答

案) 

②a4－2a2b2＋b4 

说明  由于已学过平方差公式和完全平方公式的分解因式，学生不难想

到用公式法分解因式，但很可有会出现分解不完全的情况。 

如：4a4－100=(2a2＋100)(2a2－100)，a4－2a2b2＋b4=(a2－b2)2，教师正好

借此引入本节课课题。 

思考  (1)在解答这两题的过程中，你用到了哪些公式？ 

(2)你认为(2a2＋10)(2a2－10)和(a2－b2)2 这两个结果是因式分解的最终结

果吗？如果不是，你认为还可以怎样分解？ 

(3)怎样避免出现上述分解不完全的情况呢？(学生可交流) 

情境 3  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练习) 

(1)ab2－2a2b－ab    (2)a2－1       (3)a2b2－4ab＋4       (4)a3－a 

说明  练习的目的是回顾因式分解的方法，第 (4)题学生在解答时可能有

困难，教师可给予适当点拨。 

思考  (1)你是怎样确定一个多项式的公因式的？具体方法由学生简述，

教师补充说明。 

(2)请写出平方差公式和完全平方公式。 



(3)对于(4)a3－a提公因式 a后，你认为 a(a2－1)分解完全了吗？ 

情境 4  (1)师生共同回顾前面所学过的因式分解的方法。 

提取公因式法、运用公式法，并说明公因式的确定方法及公式的特征。 

(2)整理知识结构图 

 

 

 

             提公因式法：   关键是确定公因式 

因式分解     运用公式法    平方差公式：a2－b2=(a＋b)(a－b) 

                           完全平方公式：a2± 2ab＋b2=(a± b)2 

说明  公式中 a、b可以是具体的数，也可以是任意的单项式和多项式。 

结论  多项式的因式分解，要根据多项式的特点，选择使用恰当的方法

去分解，对于有些多项式，有时需同时用到几种不同的方法，才有分解完全。 

(二)探索综合使用提公因式法、运用公式法分解因式的方法步骤： 

1、先提取公因式后利用公式 

例 1  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课本 P93例 5) 

(1)18a2－50           (2)2x2y－8xy＋8y        (3)a2(x－y)－b2(x－y) 

分析  ①先观察 18a2－50，发现含有公因式2，因此可以先提公因式，再

继续观察另一个因式 9a2－25，能否再继续分解。 

②注意(3)的公因式是(x－y) 

解：(1)18a2－50=2(9a2－25)                (2) 2x2y－8xy＋8y 

              =2(3a＋5)(3a－5)            =2y(x2－4x＋4)=2y(x－

2)2 

(3) a2(x－y)－b2(x－y)=(x－y)(a2－b2)=(x－y)(a＋b)(a－b)   (2) (3)可由学

生口述，教师板书 

说明  (1)本题要先给学生时间观察，教师不要先说有没有公因式可提，

而让学生通过观察，然后说明所采用的方法，公因式提出后，仍然由学生继

续观察另一个因式，能否继续分解。 



(2)当学生尝试将上述多项式分解因式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对解题过程进

行回顾和总结，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惯。 

(3)归纳：将一个多项式分解因式时，首先要观察被分解的多项式是否有

公因式，若有，就要先提公因式，再观察另一个因式特点，进而发现其能否

用公式法继续分解。 

2、两个公式先后套用 

例 2  (课本 P94例 6)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a4
－16          (2)81x4

－72x2y2
＋16y4 

解：(1)a4－16=(a2＋4)(a2－4)=(a2＋4)(a＋2)(a－2) 

(2)81x4－72x2y2＋16y4 

=(9x2)2
－2· 9x2· 4y2

＋(4y2)2   先化成完全平方的形式，认准谁是公式的

a，谁是 b 

=(9x2－4y2)2 

=[(3x＋2y)2(3x－2y)]2             ←注意这不是结果 

=(3x＋2y)2(3x－2y)2 

说明：(1)本题还是由学生口述分解因式，在第一次用公式法因式分解后，

得到的一个因式还可以用平方差公式，这一点在教学中，要让学生自己观察

出来，而不是老师直接说，这样在因式分解中，学生才能更深刻地感悟出：

分解因式必须分解到每个多项式的因式都不能再分解为止。 

例 3  (供选择)分解因式 

(1)(a2＋b2)－4a2b2 

(2)(x2－2x)2＋2(x2－2x)＋1 

解：(1)(a2＋b2)－4a2b2                   (2)(x2－2x)2＋2(x2－2x)＋1 

=(a2
＋b2)2

－(2ab)2                   =[(x2
－2x)＋1] 

=[(a2＋b2)＋2ab][(a2＋b2)－2ab]        =(x2－2x＋1)2 

=(a2＋b2＋2ab)(a2＋b2－2ab)          =[(x－1)2]2 

=(a＋b)2(a－b)2                     =(x－1)4 

说明  (1)本题(1)中把 a2＋b2，2ab看作一个整体，先用平方差，再用完全



平方公式。 

(2)把 x2
－2x看作一个整体，先用完全平方公式，再用完全平方公式，从

本题的解题过程，让学生体会数学中“换元”的思想。  

(3)本例还可以适当增加：(x2－6)(x2－2)＋4这种先变形后用公式的题型，

体会数学中的化归思想。 

(三)因式分解的应用 

例 4  阅读下列材料，然后回答文后问题 

已知 2x＋y=b，x－3y=1 求 14y(x－3y)2－4(3y－x)3的值。 

分析：先将 14y(x－3y)2－4(3y－x)3
进行因式分解，再将 2x＋y=6和 x－

3y=1整体代入。 

解：14y(x－3y)2－4(3y－x)3=14y(x－3y)2＋4(x－3y)3 

=2(x－3y)2[7y＋2(x－3y)] 

=2(x－3y)2(2x＋y) 

当 2x＋y=6.x－3y=1 时，原式=2× 12× 6=12，回答下列问题：(1)上述问

题体现了         思想，这种思想在求值问题中经常用到。 

(2)已知 a＋b=5，ab=3，求代数式 a3b＋2a2b2＋ab3的值。(由学生完成)。 

说明：本题目的是让学生通过阅读体会整体代换思想和因式分解在求值

问题中的应用。 

例 5  已知，如图，4个圆的半径都为 a，用代数式表示其中阴影部分的

面积，并求当 a=10，π取 3.14时，阴影部分的面积。 

 
解： 用代数式表示阴影部分的面积为： 

(2a)2－πa2  即 4a2－πa2 

当 a=10, π取 3.14时， 

4a2－πa2=a2(4－π)=102× (4－3.14)=100× 0.86=86 



(四)练习 

1、辨析  分解因式  a4－8a2＋16 

a4－8a2＋16=(a2－4)2=(a＋2)2(a－2)2=(a2＋2a＋4)(a2－2a＋4) 

这种解法对吗？如果不对，指出错误原因。 

说明：本题考查学生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的意义，错因是混淆了二者的

区别，走了“回头路”  

2、选择题： 

多项式①16x5－x    ②(x－1)2－4(x－1)＋4   ③(x＋1)4－4x(x＋1)2＋

4x2 
④－4x2

－1＋4x分解因式后，结果含有相同因式的是(    )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3、填空： 

请写出一个三项式，使它能先提公因式，再运用公式法来分解因式，你

编的三项式是       ，分解因式的结果是                 。 

本题设计说明：学生不仅要学会课本上的例题和习题，而且要懂得借助

课本内容的思想方法去编拟习题，这是创新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 

4、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3ax2－3ay4           (2)－2xy－x2－y2     (3)3ax2＋6axy＋3ay2 

(4)x4－81               (5)(x2－2y)2－(1－2y)2 

(6)x4－2x2＋1            (7)x4－8x2y2＋16y4 

分两组板演：(1)~(3)一组，(4)~(7)为另一组，也可以投影部分学生的解答

过程进行点评。 

五、小结 

学生通过例题的学习及练习自己总结在综合运用提公因式法和运用公式

法分解因式时要注意的问题和解题步骤，可由 1 个或几个学生回答，互相补

充，教师归纳(投影) 

(1)如果多项式各项有公因式，应先提公因式，再进一步分解。 

(2)分解因式必须分解到每个多项式的因式都不能再分解为止。 

(3)因式分解的结果必须是几个整式的积的形式。 



即：“一提” 、“二套” 、“三查”特别强调“三查” ，检查多项式的每一个

因式是否还能继续分解因式，还可以用整式乘法检查因式分解的结果是否正

确。 

六、作业： 

必做：课本 P95习题 9.6  5 、6 

选做： 

1、分解因式 

(1)80a2(a＋b)－45b2(a＋b)         (2)(x2－2xy)＋2y2(x2－2xy)＋y4 

(3)(x＋y)2
－4(x2

－y2)＋4(x－y)2 

2、已知 x＋y=4      xy=2  求 2x3y＋4x2y2＋2xy3的值 

3、利用图形面积因式分解 

①a2
＋3ab＋2b2 

 
②a2
＋b2
＋c2
＋2ab＋2bc＋2ac 

 

课课    题题 

第 9章 从面积到乘法公式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2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9.1 单项式乘单项式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 熟练运用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进行运算； 

2. 经过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的运用。 

3.体验运用法则的价值；培养学生观察、比较、归纳及运算的能力。 

重重    点点 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 

难难    点点 运用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解答实际问题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同学们，现在我们家里都有电视机，大家都知道电视机的横

切面是个长方形，下面我们一起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将几台

型号相同的电视机叠放在一起组成“电视墙”  ，计算图中这些电

视墙的面积。 

（每一个小长方形的长为 a，宽为 b） 

 

 

 

 

 

 

 

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墙”是一个长方形，由 9 个小长方形组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成。 

从整体上看，“电视墙”的面积为长方形的长与宽的积：3a·3b； 

从局部看，“电视墙”中的每个小长方形的面积都是 ab，“电视

墙”的面积是这些小长方形的面积和：9ab。 

于是，我们有：3a·3b = 9ab. 

新课讲解： 

1.探索研究 

一起来观察上面这个等式：3a·3b = 9ab，根据上学期的学

习，同学们知道，3a、3b 都是单项式，9ab 也是个单项式，那

么计算时是否有一定的规律性？ 4ab 2 ·5b 这两个单项式的积是

20ab 3
吗？ 

请学生回答，教师加以总结归纳： 

两个单项式 3a与 3b相乘，只要把两个单项式的系数 3与 3

相乘，再把这两个单项式的字母 a 与 b 相乘，即 3a·3b =（3×

3）·（a·b）= 9ab. 

 4ab 2 ·5b这两个单项式的积是 20ab 3。 

    同学们回答的太棒了，两个单项式相乘，实际上是运用了

乘法交换律与结合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 

单项式与单项式相乘，把它们的系数、相同字母的幂分别相乘，

对于只在一个单项式里含有的字母，则连同它们的指数作为积的

一个因式。 

 

 

 

 

学生板演 

 

 

 

 

 

 

 

 

 

板演 

 

 

 

 

 

 



2.例题 

计算：（1）
3
1 a 2 ·（6ab）； 

     （2）（2x） 3 ·（－3xy 2）. 

解： （1）
3
1 a 2 ·（6ab） 

        = （
3
1 ×6）·（a 2 ·a）·b 

        = 2a 3 b；（教师规范格式） 

     （2）（2x） 3 ·（－3xy 2
）. 

        = 8x 3 ·（－3xy 2
） 

        = 【8×（－3）】（x 3 ·x）y 2  

        = －24x 4 y 2 . 

3. 巩固练习 

(1).2x2y.3xy2 
(2) .4a2x5.(-3a3bx)     

 

课本 69页——70页：第 1、2题 

小结与作业 

1. 小结：（1）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 

        （2）运用时应注意什么？ 

2.作业：课本 70页：第 1、2、3题 

教学素材： 

A组题： 

(1).2x2y.3xy2 
 (2) .4a2x5.(-3a3bx)  
(3).5an+1b.(-2a) 

 

动手练习 

 

 

自由总结 

 

 

 

 

 

 

 

 

 

 

 



(4).(a2c)2.6ab(c2)3 

    

B组题： 

(1).5an+1b.(-2a) 
 
(2).(a2c)2.6ab(c2)3 

 

 

 

作业作业 第 1页第 1、2题 

板板      书书      设设      计计 

复习复习                          例例 1                       板演板演 

……                          ……                       …… 

……                          ……                       …… 

……                          例例 2                        …… 

……                          ……                       …… 

……                          ……                       …… 

教教      学学      后后      记记 

 

 

 

 

 

 

 



 

课课    题题 
第 9章 从面积到乘法公式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2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9.2 单项式乘多项式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 知道单项式乘多项式法则，能正确运算。 

2. 让学生感受到通过数的计算，可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重重    点点 单项式乘多项式法则 

难难    点点 根据单项式乘多项式法则，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一、复习提问 

1. 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 

2. 运用时应注意什么？ 

 

二、新课讲解 

1. 情景创设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单项式乘单项式，请同学们结合上节课的

知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计算下图的面积，并把你的算法与同学交流。 

 b c  d 

 

 

 a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派代表回答后，教师点评： 

如果把图中看成一个大长方形，它的长为 b＋c＋d,宽为 a,

那么它的面积为 a（b＋c＋d）. 

如果把上图看成是由 3个小长方形组成的，那么它的面积为

ab＋ac＋ad. 

由此得到：a（b＋c＋d）= ab＋ac＋ad. 

好，我们再一起来看这个等式，等式的左边是一个单项式乘

多项式，右边是若干个单项式的和组成的。同学们是不是觉得它

很眼熟呀？ 

其实呀，对于任意的 a、b、c、d,由乘法分配律同样可以得

到 a（b＋c＋d）= ab＋ac＋ad. 

那么，既然我们得到了这个等式，同学们能不能用语言将它

叙述出来呢？ 

请学生回答： 

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就是根据乘法分配律，用单项式乘多

项式的每一项，再把所得的积相加。 

2. 例题讲解 

如图，一长方形地块用来建造住宅、广场、商厦，求这块

 

 

 

 

 

 

 

学生板演 

 

 

 

 

 

 

 

 

 

 

 

 

 



地的面积。 

    3a＋＋2b  2a－－b 

 

 人民广场人民广场 

   4a 3a 

 

 

 商业用地 

 

        住宅广场 

 

分析：要求这块地的面积，只要求出这块地的长和宽，然后

用长乘宽即可。或者求出每个小长方形的面积，然后相加即可。 

解：长方形地块的长为：（3a＋2b）＋（2a－b）, 

 

 宽为 4a,这块地的面积为： 

        4a·【（3a＋2b）＋（2a－b）】 

 

 = 4a·（5a＋b） 

= 4a·5a＋4a·b 

= 20a 2
＋4ab. 

 

 

 

 

 

 

 

 



   答：这块地的面积为 20a 2＋4ab. 

3. 巩固练习 

根据乘法分配律，请同学们计算 

(- 2a)·(2a 2-  

解：(- 2a)·(2a 2-  

   ＝(- 2a)·2a 2+(- 2a)·( -3a)+(- 2a)·1      ( 乘法分配律) 

   ＝-4a3+6a2-2a       ( 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 

(1)(-4x)·(2x2+3x-1)；          (2)(  ab2-2ab)·  

计算-2a2·( ab+b2)-5a(a2b-ab2  

课堂练习 

A组： 

(1)(3x 2y-xy 2)·3xy；            (2)2x(x 2- +1)； 

(3)(-3x 2)·(4x 2- x+1)；      (4)(-2ab 2) 2(3a2b-2ab-4b3) 

 

 

B组： 

(1)3x 2·( -3xy) 2-x 2(x 2y2-2x)； 

(2)2a·(a 2+3a-2)-3(a 3+2a2-  



 

 

 课本 72页第 1，2题 

 

 

 

 

三、小结与作业 

小结：这节课你有何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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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例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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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    题题 
第 9章 从面积到乘法公式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1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1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9.3 多项式乘多项式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多项式的乘法法则； 

2．会进行多项式的乘法运算； 

3．结合教学内容渗透“转化”思想，发展学生的数学能力． 

重重    点点 多项式的乘法法则及其应用． 

难难    点点 多项式的乘法法则．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一、从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提出问题 

我们在上一节课里学习了单项式与多项式的乘法，请口算下列练

学生回答 

 

 



习中的(1)、(2)： 

(1)3x(x+y)=______． 

(2)(a+b)k=______． 

(3)(a+b)(m+n)=______． 

比较(3)与(1)、(2)在形式上有何不同？ 

(前两个是单项式乘以多项式，第三个是多项式乘以多项式．) 

如何进行多项式乘以多项式的计算呢？这就是我们本节课所要

研究的问题． 

新课讲解： 

二、师生共同研究多项式乘法的法则 

看图回答： 

(1)长方形的长是______ 

(2)Ⅰ、Ⅱ、Ⅲ、Ⅳ 

四个小长方形面积分别是_____ 

(3)由(1)，(2)可得出等式______． 

这样得出了和上面一致的结论，即 

(a+b)(c+d)＝＝ac+ad+bc+bd． 

三．上述运算过程可以表示为 

引导学生观察式特征，讨论并回答： 

(1)如何用文字语言叙述多项式的乘法法则？ 

(2)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的步骤应该是什么？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学生板演 

 

 

 

 

 

a b 

c 

d 



希望学生回答出： 

(1)一般地，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①先用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乘

以另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②再把所得的结果相加 

例题 1： 

计算： 

(1) (a+4)(a+3)           (2) (2x－－5y)(3x－－y) 

 

例 2 计算  

（1）n(n+1)(n+2)        (2) )168()4( 2 ��� xx    

 

结合例题讲解，提醒学生在解题时要注意：(1)解题书写和格式

的规范性；(2)注意总结不同类型题目的解题方法、步骤和结果；

(3)注意各项的符号，并要注意做到不重复、不遗漏． 

五五、课堂练习 

1． 计算： 

（1） )32)(1( �� xx  

（2） )67)(23( nmnm ��  

（3） )37)(37( xx ��  

（4） )12)(2( �� nnn  

 

 

 

 

 

 

 

 

 

 

 

 

 

 

 

 

 

 

 

 



2．判断题： 

(1)(a+b)(c+d)= ac+ad+bc；(    ) 

(2)(a+b)(c+d)= ac+ad+ac+bd；(    ) 

(3)(a+b)(c+d)= ac+ad+bc+bd；(    ) 

(4)(a- b)(c-d)= ac+ ad+bc- ad．(    ) 

 

 

六、小结 

启发引导学生归纳本节所学的内容： 

1．多项式的乘法法则 

(a+ b)(c+d)= ac+ ad+bc+bd． 

2．解题(计算)步骤(略)． 

 

教学素材 

A 组题： 

1.把计算结果填入题后的括号内： 

(1)(x+y)(x-y)=(    )； 

(2)(x-y)2＝(    )； 

(3)(a+b)(x+y)＝(    )； 

(4)(3x+y)(x-2y)＝(    )； 

(5)(x-1)(x2+x+1)=(    )； 

(6)(3x+1)(x+2)=(    )； 



(7)(4y-1)(y-1)=(    )； 

(8)(2x- 3)(4-x)＝(    )； 

(9)(3a2+2)(4a+1)=(    )； 

(10)(5m+ 2)(4m2- 3)=(    )． 

2. 长方形的长是(2a+ 1)，宽是(a+b)，求长方形的面积． 

B组题 

1. 计算： 

(1)(xy-z)(2xy+z)；(2)(10x3 - 5y2)(10x3 +5y2)． 

2．计算： 

(1)(3a- 2)(a- 1)+ (a+ 1)(a+2)；(2)(3x+2)(3x- 2)(9x2 +4)． 

在学生练习的同时，教师巡回辅导，因材施教，并注意根据信息反馈，及

时提醒学生正确运用多项式的乘法法则，注意例题讲解时总结的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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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    题题 
第 9章 从面积到乘法公式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2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1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9.4 乘法公式（1）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能说出完全平方公式、平方差公式及其结构特征 

2.能正确的运用乘法公式进行计算 

重重    点点 能够熟练掌握乘法公式 

难难    点点 正确运用乘法公式进行计算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ab

ab

b

a

ab

 

 怎样计算上图的面积？它有哪些表示方法？ 

 

新课讲解： 

1.完全平方公式 

如果把上图看成一个大正方形，它的面积为 2)( ba�  

  如果把它看成 2个相同的长方形与 2个小正方形，它的面积为

22 2 baba ��  

则易得 2)( ba� = 22 2 baba ��  

也可通过多项式乘法法则得到对于任意的 a、b，上式都成立 

    2)( ba� = 22 2 baba ��   ——完全平方公式完全平方公式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然后回

答，若有答不全的，

教师(或其他学生)补

充． 

 

 

 

 

 

 

 



a

a

b

b(a-b)b

 

  同样通过计算上图阴影的面积，易得 

      222 2)( bababa ����  

也可利用多项式乘法法则证明对于任意 a、b上式都成立 

2)( ba� = 22 2 baba ��      

222 2)( bababa ����    —— 完全平方公式完全平方公式 

例题 1：计算 

⑴ 2)2( �x     ⑵ 2)
2
1( �y    ⑶ 2)4( ba�     

 

2.平方差公式 

a-b

b

ba-b

a

a

 

你能仿照上面的过程，得到下面的公式吗？ 

 

 

 

 

 

 

 

 

 

学生分组进行讨论 

 推出公式 

 

 

板演 

 

 

 

 

 

分组讨论 

 



      22))(( bababa ����   ——平方差公式平方差公式 

 

例 2 计算 

（1） )2)(2( �� xx     

 

 

 

（2） (3m+2n) (3m-2n) 

 
 
 

（3） (b+2a) (2a-b) 

 
 
 

完全平方公式、平方差公式通常称为乘法公式，在计算时可以

直接使用。 

 

练习：第 80页  第 1、2、3、4 

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乘法公式 

2)( ba� = 22 2 baba ��  

222 2)( bababa ����  

22))(( bababa ����  

 

 

 

 

 

 

 

板演 

 

 

 

 

 

 

 

学生板演 

 

 

 

 

 



试说出这 3个公式的特点。 

教学素材： 

A组题： 

1.计算：1022           1992 

 

 

 

 

  2计算：（1） )2
2
1)(2

2
1( yxyx ����  

 
 
 
 

        （2）(－4a－1)(4a－1) 

 

 

 

 

B组题： 

1.思考： 2)( ba� 与
2)( ba�� 相等吗？

2)( ba� 与
2)( ab� 相等吗 

 

 

 

共同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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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    题题 
第 9章 从面积到乘法公式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2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2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9.4 乘法公式（2）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正确熟练的运用乘法公式进行混合运算和简化的计算 

2.在应用公式的过程中，提高变形应用公式的能力 



重重    点点 正确熟练的运用乘法公式进行混合运算和简化的计算 

难难    点点 能够在运用公式计算中，提高变形应用公式的能力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回忆上节课所学的乘法公式： 

2)( ba� = 22 2 baba ��  

222 2)( bababa ����  

22))(( bababa ����  

 这节课我们利用乘法公式解决实际问题 

 

新课讲解： 

例 1：用乘法公式计算 

⑴ 2)35( p�  ；    ⑵ 2)72( yx�  ； 

⑶ 2)52( �� a  ；   ⑷  )5)(5( baba ��  

  

 

 

例 2：计算 

⑴ )9)(3)(3( 2 ��� xxx  ； ⑵ 22 )32()32( �� xx  ； 

⑶ )4)(4( ���� yxyx  ； ⑷ [(a-b)2-(a+b)2]2 

 

 

 

学生回答 

 

 

 

由学生自己先做(或

互相讨论) 

板演 

 

教师与同学共同订

正 

 

 

 



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乘法公式解题。 

 

 

 课堂练习： 

 P82  练一练 1  、2  、3、4 

 

数学实验室： 

制作若干张长方形和正方形硬纸片，通过图形计算(a+b+c)2的公

式，并通过运算推导这个公式。 

练习：已知 3(a2+b2+c2)=(a+b+c)2，求证:a=b=c 

 

小结： 

能够根据题目的要求灵活的运用乘法公式。 

 

教学素材： 

A组题： 

1． 利用乘法公式进行计算： 

(1) (x-1)(x+1)(x2+1)(x4+1)   

  

(2) (3x+2)2-(3x-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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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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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x+3)2-2(2x+3)(3x-2)+(3x-2)2          

 

 

学生讨论 

 

 

 

 

共同总结 

 

 

 

 

 

 

 

 

 

 

 

 

 



 

(6) (x2+x+1)(x2-x+1)     

 

2.已知 a+b=-2,ab=-15求 a2+b2. 

   

 

 

B组题： 

1.若(x2+px+8)(x2-3x+q)的积中不含有 x3和 x2项，求 p,q的值 

 

2.已知 31
��

x
x ，求⑴ 2

2 1
x

x �  ，⑵ 2)1(
x

x�  

 

3. 试求(2-1)(2+1)(22+1)(24+1)…(232+1)+1的个位数字 

 

4. a+b=5, ab=3，求：(1) (a-b)2 ；(2) a2+b2 ；(3) a4+b4 

5.观察下列各式(x-1)(x+1)=x2-1，(x-1)(x2+x+1)=x3-1，

(x-1)(x3+x2+x+1)=x4-1，根据前面各式的规律可得

(x-1)(xn+xn–1+…+x+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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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    题题 

9．5乘法公式的再认识—因式分解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3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1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一、运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运用公式来分解因式的意义。 

2、使学生理解平方差公式的意义，弄清平方差公式的形式和特点；使学

生知道把乘法公式反过来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因式分解。 

3、掌握运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的方法，能正确运用平方差公式把多项

式分解因式（直接用公式不超过两次） 

重重    点点 运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 



难难    点点 灵活运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对比发现法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同学们，你能很快知道 992-1是 100的倍数吗？你是怎

么想出来的？ 

（学生或许还有其他不同的解决方法，教师要给予充分的

肯定） 

新课讲解： 

从上面 992-1=（99+1）（99-1），我们容易看出,这种方

法利用了我们刚学过的哪一个乘法公式? 

首先我们来做下面两题：(投影) 

1.计算下列各式: 

(1) (a+2)(a-2)=                      ; 

(2) (a+b)( a-b)=                     ; 

(3) (3 a+2b)(3 a-2b)=                 .  

2．下面请你根据上面的算式填空: 

(1) a2-4=                      ; 

(2) a2-b2=                      ; 

(3) 9a2-4b2=                      ; 

请同学们对比以上两题，你发现什么呢？ 

 

 

由学生自己先做 (或互

相讨论)，然后回答，若

有答不全的，教师(或其

他学生)补充． 

学生回答 1： 

992-1=99×99-1=9801-1 

=9800 

学生回答 2：992-1就是

（ 99+1）（ 99-1）即

100×98 

 

 

学生回答:平方差公式 

 

学生回答: 

(1):  a2-4 

(2):  a2-b2 

(3):  9 a2-4b2 

学生轻松口答 



事实上，像上面第 2 题那样，把一个多项式写成几个整

式积的形式叫做多项式的因式分解。（投影） 

比如：a2–16=a2–42=（a+4）（a–4） 

例题 1：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投影） 

(1) 36–25x2  ;          (2) 16a2–9b2      ; 

(3) 9(a+b)2–4(a–b)2  . 

(让学生弄清平方差公式的形式和特点并会运用) 

 

 

 

 

例题 2：如图，求圆环形绿化区的面积 

35m

15m

 

 

练习：第 87页练一练第 1、2、3题 

小结： 

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掌握什么方法？ 

 

教学素材： 

A组题： 

(a+2)(a-2) 

(a+b)( a-b) 

(3 a+2b)(3 a-2b) 

学生回答: 

把乘法公式 

(a+b)( a-b)=a2-b2 

反过来就得到 

a2-b2=(a+b)(a-b) 

 

 

学生上台板演： 

36–25x2=62–(5x)2 

=（6+5x）（6–5x） 

 

16a2–9b2=(4a)2–(3b)2 

=（4a+3b）（4a–3b） 

 

9(a+b)2–4(a–b)2 

=[3(a+b)]2–[2(a–b)]2 

=[3(a+b)+2(a–b)] 

[3(a+b)–2(a–b)] 

=（5a+b）（a+5b） 



1．填空：81x2-    =(9x+y)(9x-y); 22 25.0
4
9 yx � =            

利用因式分解计算：
22 199201 � =                  。 

2、下列多项式中能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的是（      ） 

    （A） 22 )( ba ��         （B） mnm 205 2 �   

（C） 22 yx ��        （D） 92 �� x  

3. 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1-16 a2               (2) 9a2 x2-b2y2 

(3).49(a-b)2-16(a+b)2 

B组题： 

1分解因式 81 a 4-b4=      
2若 a+b=1,  a2+b2=1  , 则 ab=           ; 

3若 26+28+2n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则 n=              . 

 

解：352
π–152

π 

=π（352–152
） 

=（35+15）（35–15）π 

=50×20π 

=1000π  （m2
） 

这个绿化区的面积是 

1000πm2 

 

 

 

 

学生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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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    题题 

9．5乘法公式的再认识—因式分解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3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2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二、运用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完全平方公式的意义，弄清完全平方公式的形式和特点；

使学生知道把完全平方公式反过来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因式分解。 

2、掌握运用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的方法，能正确运用完全平方公式把

多项式分解因式（直接用公式不超过两次） 

重重    点点 运用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 

难难    点点 灵活运用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对比发现法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复习巩固：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运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

请同学们先阅读课本 87—88页，看看你能有什么发现？ 

新课讲解： 

（投影）我们把形如 a2+2ab+b2
与 a2-2ab+b2

叫做完全平

方式，和平方差公式一样，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把一些多项式

因式分解。例如： 

a2+8a+16= a2+2×4a+42=(a+4)2 

a2-8a+16= a2-2×4a+42=(a-4)2 

（要强调注意符号） 

首先我们来试一试：(投影：牛刀小试) 

 

（学生阅读课本，可以

互相讨论，然后回答） 

类似地把乘法公式 

(a+b)2=a2+2ab+b2         

(a-b)2=a2-2ab+b2 

反过来，就得到 

a2+2ab+b2=(a+b)2            

a2-2ab+b2=(a-b)2 

 



1.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x2+8x+16 ;  ; (2) 25a4+10a2+1 

(3)（m+n）2-4（m+n）+4 

（教师强调步骤的重要性，注意发现学生易错点，及时纠正） 

 

 

 

2 把 81x4-72x2y2+16y4
分解因式. 

 

 

 

 

（本题用了两次乘法公式，难度稍大，教师要鼓励学生

大胆尝试，敢于创新） 

将乘法公式反过来就得到多项式因式分解的公式。运用

这些公式把一个多项式分解因式的方法叫做运用公式法 。 

 

 

 

练习：第 88页练一练第 1、2题 

 

 

 

 

 

 

 

学生上台板演： 

解：(1) x2+8x+16 

= x2+2×4x+42 

=(x+4)2 

(2) 25a4+10a2+1 

=(5a2)2+2×5a2+1 

=(5a2+1)2 

(3)（m+n）2-4（m+n）

+4 

=（m+n）2-2×2（m+n）

+22 

=[( m+n)-2]2 

=( m+n-2)2 

 

解: 81x4-72x2y2+16y4 

=9x2-2·9x2·4y2+(4y2)2 

=(9x2-4y)2 



小结： 

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掌握什么方法？ 

教学素材： 

A组题： 

1、9x2-30xy+      (3x-     )2 

 

2、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x2y2-xy+1         

 

(2) a2+a+¼ 

 

 

（3）、4-12(a-b)+9(b-a)2 

 

 

B组题：  

1、若 94 2 ��mxx 是完全平方式，则 m的值是（     ） 

（A）3（B）4（C）12（D）±12 

2、已知 3���ba ， 2�ab ，则� �2ba� 的值是（    ）。 

（A）1（B）4（C）16（D）9 

3、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222 4)1( aa ��            （2）、1-x2+4xy-4y2 

 

 

 

 

 

=[(3x+2y) (3x-2y)]2 

=(3x+2y)2 (3x-2y) 2 

 

师生阅读 88页 

 

 

 

 

 

 

学生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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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    题题 

9.5乘法公式的再认识—因式分解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3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3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因式分解（三）-- 提公因式法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 理解因式分解的意义及其与整式乘法的区别和联系 

2、 了解公因式的概念，掌握提公因式的方法 

3、 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判断及自学能力 

重重    点点 掌握公因式的概念，会使用提公因式法进行因式分解。 

难难    点点 
1、正确找出公因式 

2、正确用提公因式法把多项式进行因式分解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学生阅读“读一读”后，完成练习 

下列由左边到右边的变形，哪些是整式乘法，哪些是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用的是哪个公式？ 

⑴ （（x+2））（（x-2））=x2 - 4；； 

⑵  x2 - 4=（（x+2））（（x-2））；； 

⑶  x2 – 4 + 3x =（（x+2））（（x-2））+ 3x；； 

⑷  x2 + 4 - 4x =（（x-2））2 

⑸  am +bm +cm = m（（a +b +c）） 

新课讲解： 

我们来观察分析 am +bm +cm = m（（a +b +c）），，这个式子由左边

到右边的变形是多项式的因式分解，这里 m 是多项式 am +bm 

+cm的各项 am 、、bm 、、cm都含有的因式，称为多项式各项的

让学生自己阅读

“读一读”，体会因式

分解的意义及其与

整式乘法的区别和

联系 

 

 

 

 

 

 

 



公因式。 

确定多项式的公因式的方法 , 对数字系数取各项系数的最大公约

数, 各项都含有的字母取最低次幂的积作为多项式的公因式 , 公因

式可以是单项式  , 也可以是多项式 , 如:ax+bx 中的公因式是 x. 多

项式 a(x+y)+b(x+y) 的公因式是  (x+y). 如果多项式的第一项系数

是负的 , 一般要先提出  “一”  号, 使括号内的首项系数变为正 , 在

提出 “一” 号时, 注意括号里的各项都要变号 . 

关键是确定多项式各项的公因式, 然后, 将多项式各项写成公因式与其

相应的因式的积, 最后再提公因式, 把公因式写在括号外面, 然后再确定

括号里的因式 , 这个因式 ( 括号里的 ) 的项数与原多项式的项数相同 , 

如果项数不一致就漏项了. 

完成“议一议” 

如果多项式的各项含有公因式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公因式提出来，

把多项式化成公因式与另一个多项式的积的形式,这种分解因式的方法叫

做提公因式法。 

 

例题 5：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⑴ 6a3b – 9a2b2c﹢ ⑵ -2m3 + 8m2 - 12m 

思路点拨思路点拨：通过例 5，教会学生如何找公因式，讲清要决定

系数与字母，具体方法加以强调。在提出  “一” 号后, 括到括号

里的各项都要变号. 

解：⑴ 6a3b – 9a2b2c﹢ 

 

 

 

 

 

 

完成“议一议”由学生

自己先做(或互相讨

论)，然后回答，若有

答不全的，教师(或其

他学生)补充． 

 

 

学生回答： 

⑵ -2m3 + 8m2 - 12m 

= -（（2m·m2 -2m· 4m 

+2m·6）） 

= -2m（（m2 - 4m +6）） 

 

完成“想一想 ”由学生自



= 3a2b·2a - 3a2b·3bc 

=  3a2b（（2a - 3bc ）   

  

  完成“想一想”，要放手让学生去做 

 

 

 

 

 

例题 6：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⑴ - 3x2 + 18x - 27；；   ⑵ 18a2 - 50；； 

⑶ 2x2 y - 8xy + 8y。。 

 

练习：第 91页第 1、2、3、4、5题 

小结： 

提公因式法分解因式的关键是确定公因式，当公因式是隐含的时候，多

项式要经过适当的变形；变形的过程要注意符号的相应改变． 

我们已经学习了提公因式法和运用公式法，要注意先看能否用提公因式

法，分解因式要进行到每个多项式因式都不能再分解为止。 

 

教学素材： 

A组题：1、 下列多项式因式分解正确的是  (   )  

    (A)  

己先做(或互相讨论 )，

然后回答，若有答不全

的，教师 (或其他学生 )

补充． 

 

 

让学生自己先做，

同桌互相纠错， 

 

 

 

 

 

 

 

 

 

 

 

 



    (B)  

    (C)  

    (D)  

    2、(1) 的公因式是          

      (2)  

      (3)  

    3、 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  

    (1)  

    (2)  

    (3)  

    (4)  

 

4、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6p(p+q)-4p(p+q)； 

 

(2) (m+n)(p+q)-(m+n)(p-q)； 

 

(3) (2a+b)(2a-3b)-3a(2a+b) 

 

(4)  x(x+y)(x-y)-x(x+y)2； 



 

5、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a+b)(a-b)-(b+a)； 

(2)  a(x-a)+b(a-x)-c(x-a)； 

(3)  10a(x-y)2 - 5b(y-x)； 

(4)  3(x-1)3y-(1-x)3z 

  

B组题： 

1、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6(p+q)2-2(p+q)   

(2) 2(x-y)2-x(x-y) 

⑶ 2x(x+y)2-(x+y)3 

2、先因式分解，再求值． 

  (1) x(a-x)(a-y)-y(x-a)(y-a)， 

  其中 a=3，x=2，y=4； 

  (2) -ab(a-b)2+a(b-a)2-ac(a-b)2， 

      其中 a=3，b=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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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    题题 
第 9章 从面积到乘法公式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1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1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数学活动 拼图·公式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经历不同的拼图方法验证公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加深对因式分解、

整式运算、面积等的认识。 

2．。通过验证过程中数与形的结合，体会数形结合的思想以及数学知识之

间内在联系，每一部分知识并不是孤立的。 

3．通过丰富有趣的拼图活动，经历观察、比较、拼图、计算、推理交流

等过程，发展空间观念和有条理地思考和表达的能力，获得一些研究问题

与合作交流方法与经验。 

4．通过获得成功的体验和克服困难的经历，增进数学学习的信心。通过

丰富有趣拼的图活动增强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重重    点点 

1．通过综合运用已有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加深对因式分解、整式运算、

面积等的认识。 

2．通过拼图验证公式的过程，使学习获得一些研究问题与合作交流的方

法与经验。 

难难    点点 利用数形结合的方法验证公式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动手操作，合作探究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你已知道的关于验证公式的拼图方法有哪些？（教师在此给予

学生独立思考和讨论的时间，让学生回想前面拼图。） 

新课讲解：  

把几个图形拼成一个新的图形，再通过图形面积的计算，常

常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式子。美国第二十任总统伽菲尔德就由这

学生回答 

a（（b +c +d））= ab +ac  

+ad 

（（ a+b ））（（ c+d ））

=ac+ad+bc+bd 

（（a+b））2 =a2 +2ab+b2 

 



个图（由两个边长分别为a、b、c的直角三角形和一个两条直角

边都是 c的直角三角形拼成一个新的图形）得出：c2 = a2 + b2

他的证法在数学史上被传为佳话。他是这样分析的，如图所示：

 

   

教师接着在介绍教材第 94页例题的拼法及相关公式 

 

提问：还能通过怎样拼图来解决以下问题 

（1） 任意选取若干块这样的硬纸片，尝试拼成一个长

方形，计算它的面积，并写出相应的等式； 

 

 

（2） 任意写出一个关于 a、b的二次三项式，如 a2 + 

4ab +3b2 

 

 

 

 

 

 

 

 

学生拿出准备好的

硬纸板制作 

给学生充分的时间

进行拼图、思考、交

流经验，对于有困难

的学生教师要给予

适当引导。 

 

 

 

 

 

 



试用拼一个长方形的方法，把这个二次三项式因式分解。 

这个问题要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讨论和拼图，教师在

这要引导适度，不要限制学生思维，同时鼓励学生在拼图过程中

进行交流合作 

 

 

 

 

   了解学生拼图的情况及利用自己的拼图验证的情况。教师

在巡视过程中，及时指导，并让学生展示自己的拼图及让学生讲

解验证公式的方法，并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状况给予适当的引

导，引导学生整理结论。 

 

 

 

小结： 

从这节课中你有哪些收获？ 

（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只要是学生的

感受和想法，教师要多鼓励、多肯定。最后，教师要对学生所说

的进行全面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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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与思考小结与思考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进一步理解本章的有关内容，掌握有关的运算法则，并会应用

法则进行计算。 

2、了解公式的几何背景。 

3、反思本章的学习过程，进一步感受从图形面积计算得出整式乘

法法则、整式乘法公式的过程，并会理解计算的算理，发展符

号感，发展有条理的思考和表达能力。 



教学重、难点：教学重、难点： 

           灵活运用整式乘法法则和乘法公式进行运算。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由学生自己回顾本章所学的内容，在学生独立思考的基础上，

开展小组交流和全班交流，使学生在反思与交流的过程中逐

渐建立知识体系： 

 
 
 
 
 
 
 
 

二、让学生自己举出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的例子，体会整式乘法

的运算法则和乘法公式以及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的互逆关

系。 

例1、 计算： 

（1） 2)32( nm� ；               （2）

)2)(2()3)(3( abababba ������ ； 

（3） )2(6)2( 23332 xxxxx ��� ；  （4）

22340 3)62()
2
1()2( ��� ������ ； 

（5） 32237 )()()( aaaa ������ 。 

例2、 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1)4)(2( ��� xx ；           （2）

整式乘法整式乘法 

单项式乘单项式单项式乘单项式 

单项式乘多项式单项式乘多项式 

多项式乘多项式多项式乘多项式 

乘法公式乘法公式 
反过来用反过来用 

因式分解因式分解 



)1(4)( 2 ���� baba ； 

（3） 22 )()( baba ��� ；          （4）

)()(2)(2 xyyxxyxx ����� 。 

例3、 化简后求值：

22 )32()32)(32(2)32( babababa ������ ，其中

2��a ，
3
1

�b 。 

三、把几个图形拼成一个新图形，再通过图形面积的计算，常常

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式子。 

例 4、（1）两个边长分别为 a,b,c的直角三角形和一个两条直角

边都是 c的直角三角形拼成一个新的图形。试用不同的

方法计算这个图形的面积，你能发现什么？ 

 
 
 
 
 
 
 
 

（2）由四个边长分别为 a,b,c的直角三角形拼成一个新的

图形。试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计算这个图形的面积，并

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a 

b 

c 

c 

a 

b 

a 

a 

a 

b 

b 

b 
a 

c 

c 
c 

c 



 
 
 

四、通过探索数与数之间的关系发现一个等式的探索性问题，应

先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去发现等式，再运用学过的知识去说明

其正确。 

例 5、（1）观察下面各式规律： 

2222 )121(2)21(1 ������ ； 

          2222 )132(3)32(2 ������ ； 

2222 )143(4)43(3 ������ ； 

…… 

写出第 n行的式子，并证明你的结论。 

 

(2)计算下列各式，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① 2200220032001 �� ；②
210010199 �� ；③

210000100019999 �� 。 

 

五、经历从图形面积计算得出整式乘法法则、乘法公式的过程，

感受数形结合的思想。 

 

六、作业：选用复习题中的习题。  

 
 
 
 
 
 



 
 
 
 
                                          

 

§ 9.1单项式乘以单项式单项式乘以单项式（七年级下数学（七年级下数学901）＿＿＿＿）＿＿＿＿研究课研究课 

班班 级级 ________姓姓 名名

____________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1.  熟练运用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进行运算； 
2. 经过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的运用，体验运用法则的价值；培养学生观察、比较、归纳
及运算的能力.  
学习重点学习重点    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  
自主学习自主学习 
一. 创设情境 

光的速度约为 3×105千米/秒，太阳光照射到地球上需要的时间大约是5×102秒，你知道

地球与太阳的距离约是多少千米吗? 

 
探究新知探究新知 
1．问题：如果将上式中的数字改为字母，即ac5·bc2，你会算吗? 

 
 
 
2．试一试：类似地，请你试着计算： 

 （1）2c5·5c2；                                          （2） (－5a2b3)·(－
4b2c) 
 
 

3 ． 得 出 单 项 式 乘 以 单 项 式 法

则 ：                     

                                ． 
4．例题讲解 

计算：（1）
1
3a2·（6ab）；            （2）(2x)3·（－3xy2

）      （3）[(－a3b3)3]3· (－

ab2)2 
      
 
  

（4） (－2a2b) · (－a2) · 
1
4bc                        （5）[3(x－y)2] ·  [－2(x



－y)3] ·  [
4
5(x－y)] 

 
   

 
课堂反馈：课堂反馈： 

1．判断正误：（1）3x3·（－2x2）＝5x5   （2）3a2·4a2＝12 a2 
（3）3b3·8b3＝24b9            （4） —3x·2xy＝6x2y    （5）  3ab＋

3ab＝9a2b2 

2. 计算以下各题： 

  (1)4n2·5n3； (2) 4a2x2·(－3a3bx)；(3) (－5a2b3)·(－3a)；（4）
2
3x2y2· (－

3
4 x2y3) 

 

(5)(2x)3·(－ 5x2y)        (6) 
2
3  x3y2·(－

3
2 xy2)2         (7) (a2c)2.6ab(c2)3         

(8)4(xy)2·xy2＋(－
3
5xy3) · 

5
3x2y 

 
 
 
 
课外延伸课外延伸 
一．填空： 
1 ． _;__________))(( 22 �xaax                      

;)_)((_________ 3522 yxyx ��  

2.  ___;__________)
2
1(6 22 ��� abcba                     

._____________)(4)3( 523232 ���� baba  
3. ____;__________215 11 ��� �� nnn yxyx                   

._____________)
2
1()2(2 3 ����� mnmnm  

4.  ._______________)104)(105.2)(102.1( 9113 ����  .__________)()()3( 343 ������ yxyx  
二.计算下列各题 

（1） )
8
3(4 322 yzxxy ��                （2） )

3
1

2)(
7
3

( 3323 cbaba �        （3）

)125.0(2.3 322 nmmn �  

 
 

 

 （4） )
5
3

(
3
2

)
2
1

( 322 yzyxxyz ����                （5） )2.1()25.2()
3
1

(5 22 yxaxyaxx ����  

 

 
 



 （6） 3322 )2()5.0(
5
2 xyxxyyx �����               （7） )

4
7(123)5( 232 yxyxxy �����  

 
 
 
（8）(3a2b)2+(－2ab)(－4a3b)           （9） 23223 )4()()6()3(5 aabababbba ���������  

 
 

 

（10）已知：
8
1,4 ��� yx ，求代数式 522

4
1)(14

7
1 xxyxy �� 的值. 

 
 
思考： 

1．若－2xay·（－3x3yb）=6x4y5，则 a=_______，b=_______． 

2．(－5am+1b2n-1)(2anbm)=-10a4b4，则m－n的值为______ 

§ 9.2单项式乘以多项式单项式乘以多项式（七年级下数学（七年级下数学902）＿＿＿＿）＿＿＿＿研究课研究课 

班班 级级 ________姓姓 名名

____________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1.  熟练运用单项式乘多项式的计算； 

2.  经历探索单项式乘多项式法则的过程，发展有条理的思考及语言表达能力.  
学习重点学习重点    单项式乘多项式法则.  
自主学习自主学习 
二. 创设情境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单项式乘单项式，请同学们结合上节课

的知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计算下图的面积，并把你的算法与同学交流. 
 

 
探究新知探究新知 

1 ． 单 项 式 乘 以 多 项 式 法

则 ：                     

                   .  

2．例题讲解 

例 1：计算（1）� �� �343 2 ��� xx  ；                   （2） ababab
3
13

4
3 2 ��

�
��

�
� �  

 
 
 
计算： 
（1）  a (2a－3)            （2）  a2 (1－3a)             （3） 3x(x2－2x－1)        



（4） －2x2y(3x2－2x－3)  

 

 
 

(5)(2x2 － 3xy+4y2)( － 2xy)              (6)                     
（7）－4x(2x2＋3x－1) 

 
 
 
 
 

例 2：如图，一长方形地块用来建造住宅、广场、商厦，求这块地的面积． 
 
 
 
 
 
 

 
例 3：计算 
（1）3x(x2－2x－1)－2x2(x－3)                           （2）－6xy(x2－2xy－y2)＋
3xy(2x2－4xy＋y2)                      
     
 
 
 
 
 
（3）  x2－2x[2x2－3(x2－2x－3)]                    （4） 2a(a2－3a＋4)－a(2a2＋

6a－1) 
 
 
 
 
 
例 4：解方程 
（1） 2x(x－1)－x(3x＋2)=-x(x＋2)－12                （2）x2(3x＋5)＋5=x(－x2＋4x2

＋5x) ＋x 

 
 
 
 
 
 
 

2 3 21
2 ( 1)

2
a a a a� � �



课堂反馈：课堂反馈： 
计算下列各题 

（1）(－2a)·(2a2－3a＋1)          （2）(
2
3ab2－2ab)· 

1
2ab                    （3）

(3x2y－xy2)·3xy 
 
 
 
 

（4）2x(x2－
1
2x+1)         （5）(－3x2)·(4x2－

4
9x＋1)     （6）(－2ab2)2(3a2b－2ab－

4b3) 
 
 
 
 
（7）3x2·(－3xy)2－x2(x2y2－2x)      （8）2a·  (a2+3a－2)－3(a3+2a2－a+1) 
 
 
 
 
课外延伸课外延伸 
一．选择： 
1. 下 列 运 算 中 不 正 确 的 是                     
（   ） 

  A．3xy－(x2－2xy)=5xy－x2                      B．5x(2x2－y)=10x3－5xy 
    C．5mn(2m+3n－1)=10m2n+15mn2－1    D．(ab)2(2ab2－c)=2a3b4－a2b2c 

2．－a2（a－b+c）与 a（a2－ab+ac）的关系是                                （   ） 
  A．相等      B．互为相反数     C．前者是后者的－a倍    D．以上结果都不对 

二.计算下列各题 

（1）(－2x)2(x2－
1
2x+1)                       （2）5a(a2－3a+1)－a2(1－a) 

 
 

 
 
（3）2m2－n(5m－n)－m(2m－5n)     （4）－5x2(－2xy)2－x2(7x2y2－2x) 

 
 
 

 
 
三．如图，把一张边长为xcm的正方形纸板的四个角各剪去一个边长为ycm的



小正方形，然后把它折成一个无盖纸盒，求纸盒的四个侧面的面积之和（结果用关于x、
• y的代数式表示）． 

 

 
 

四．先化简，再求值：x2(x2－x＋1)－x(x3－x2＋x－1)，其中 x＝
1
2 

 
 

 
 

 
思考： 

阅读：已知 x2y=3，求 2xy（x5y2－3x3y－4x）的值． 
  分析：考虑到x、y的可能值较多，不能逐一代入求解，故考虑整体思想，将x2y=3整
体代入． 

    解：2xy(x5y2－3x3y－4x)=2x6y3－6x4y2－8x2y 

    =2(x2y)3－6(x2y)2－8x2y 
    =2×33－6×32－8×3=－24 

    你能用上述方法解决以下问题吗？试一试! 
已知 ab=3，求（2a3b2－3a2b+4a）·(－2b)的值． 
 
补充习题： 

1．计算下列各题 

（1） 1 1 1( ) ( ) ( 2 )
3 2 6

a a b a b a b� � � � � �   （2） 3 2 2 2 2 21 1( 2 ) ( 2 ) ( ) 3
4 2

x y xy x y xy x y z�� � � � � �  

 
 

 
 

（3） 2 2 31 2 1
(3 ) ( )

2 3 2
x y y xy� � � �            （4） 3 2

12 [2 ( ) ]
4 3

ab a a b b� � �  

 
 

 

（5） 3 2 3 2 5 4 31( ) ( 2 ) 4 (7 5)
2

a ab ab a b ab� � � � � � �  

 

 

 
 

2.若 1
2

x � ， 1y � ，求 2 2 2 2( ) ( ) 3 ( )x x xy y y x xy y xy y x� � � � � � � 的值 



 
 

 
 

 
 

3. 已知 22 5 (2 5 20) 0m m n� � � � � ，求 2( 2 ) 2 (5 2 ) 3 (6 5 ) 3 (4 5 )m m n m n m n n m n� � � � � � � 的

值 
 
 

 
 

 
 
4. 解方程： 2(2 5) ( 2) 6x x x x x� � � � �  

 

 
 

 

§ 9.3多项式乘以多项式多项式乘以多项式（七年级下数学（七年级下数学902）＿＿＿＿）＿＿＿＿研究课研究课 

班班 级级 ________姓姓 名名

____________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1.  探索多项式乘法的法则过程，理解多项式乘法的法则，并会进行多项式乘法的运算； 
2.  进一步体会乘法分配律的作用和转化的思想，发展有条理的思考和语言表达能力.  
学习重点学习重点    多项式乘法的运算.  
自主学习自主学习 
三. 创设情境 

1. 已知m·(c＋d)＝mc＋md，如果将m换成(a＋b)，你能计算(a＋b) ·(c＋d)吗？ 
 

2.  问题：为了扩大绿地面积，要把街心花园的一块长a米，宽 c米的
长方形绿地增长b米，加宽 d米，你能用几种方案求出扩大后的绿地
面积？ 

 
 
探究新知探究新知 
1 ． 多 项 式 乘 以 多 项 式 法

则 ：                     

                   .  
2．试一试：计算 



（ 1）  (a+4)(a+3)                           （ 2） (3x＋ 1)( x－ 2)                     

（3）(2x－5y)(3x－y) 

 
 
 
 
友情提醒：        1.不要漏乘；不要漏乘；       2.注意符号；注意符号；      3.结果最简结果最简 

3．学以至用  
（1）(x－8y)( x－y)                 （2） (x－1)( 2x－3)               （3）(m－
2n)(3m＋n)  

 
 

 
（4）(x－2)(x2＋4)                （5）(x－y) (x2＋xy＋y2)             （6）n(n＋

1)(n＋2) 
 
 
4.再攀高峰 
(x＋2)(x＋ 3)＝                                     ； (y＋4)(y＋ 6)
＝                                      . 

(x－2)(x＋ 3)＝                                     ； (y＋4)(y－ 6)

＝                                      . 

(x－2)(x－3)＝                                    ；(y－4)(y－6)

＝                                      .  

①根据上面的计算结果，同学们有什么发现？ 

 ②观察右图，填空(x＋m)(x＋n)＝(    )2＋(        )x＋(    ) 
结

论 ：                     

                                                   .  
趁热打铁：趁热打铁： 
（ 1） (m＋ 5)(m－ 1)＝                              ； (x－5)(x－ 1) 
＝                              . 

（ 2） (x－ 2y)(x＋ 4y)＝                            ； (ab＋7)(ab－ 3) 
＝                          . 

例 2： 计算计算 
（1）(1－3x)(1＋2x)－3x(2x－1)   （2）2(x－8)(x－5)－(2x－1)(x＋2) 

 
 
 

 



 
 

 
例 3：解方程 
（1）(3x－2)(2x－3)=(6x＋5)(x－1)－1                    （2）(x－2)(x＋3) =(x＋2)(x
－5) 
                         
 
 
 
 
 
 
 
 
 
 
 
 
课外延伸课外延伸 

一．选择题 

1. 计 算 (2a － 3b)(2a ＋ 3b) 的 正 确 结 果 是                     

(        )  

A．4a2＋9b2             B．4a2－9b2           C．4a2＋12ab＋9b2       

D．4a2－12ab＋9b2 

2. 若 (x ＋ a)(x ＋ b) ＝ x2 － kx ＋ ab ， 则 k 的 值 为                     

（    ）  

A. a＋b                      B．－a－b                     C．a－b                      

D．b－a 

3. 计 算 (2x － 3y)(4x2 ＋ 6xy ＋ 9y2) 的 正 确 结 果 是                     

(        )  

     A．( 2x－3y) 2          B．( 2x＋3y) 2            C．8x3－27y3       

D．8x3＋27y3 

4. (x2 － px ＋ 3)(x － q) 的 乘 积 中 不 含 x2 项 ， 则                     

(        )  

 A．p＝q           B．p＝± q           C．p＝－q        D．无法确定 



5. 若 0 ＜ x ＜ 1 ， 那 么 代 数 式 (1 － x)(2 ＋ x) 的 值 是                     

(        )  

 A．一定为正  B．一定为负      C．一定为非负数    D．不能确定 

6.  方 程 ( x ＋ 4)( x － 5) ＝ x2 － 20 的 解 是                     

(         )  

 A．x＝0              B．x＝－4         C．x＝5   D．x＝40 

7. 若 6x2 － 19x ＋ 15 ＝ ( ax ＋ b)( cx ＋ b) ， 则 ac ＋ bd 等 于                     

(     )  

 A．36   B．15   C．19   D．21 

二．填空题 

8.   (3x－1)(4x＋5)＝_________             _； (－4x－y)(－5x＋2y)＝________       

__． 

9.  (x＋3)(x＋4)－(x－1)(x－2)＝__________；(y－1)(y－2)(y－3)＝________      _． 

10．(x3＋3x2＋4x－1)(x2－2x＋3)的展开式中，x4的系数是__________． 

11．若(x＋a)(x＋2)＝x2－5x＋b，则 a＝__________，b＝__________． 

12.  若 a2＋a＋1＝2，则(5－a)(6＋a)＝__________． 

13.  若(x2＋ax＋8)(x2－3x＋b)的乘积中不含 x2和 x3项，则 a＝_______，b＝_______． 

三．解答题 

14.计算下列各式 

 ( 1)( 2x＋3y)( 3x－2y)                        ( 2)( x＋2)( x＋3)－( x＋6)( x－1)  

 

 

 

( 3)( 3x2＋2x＋1)( 2x2＋3x－1)                ( 4)( 3x＋2y)( 2x＋3y)－( x－3y)( 3x＋

4y)  

 

 

 
 
 



15. 2( 2x－1)( 2x＋1)－5x(－x＋3y)＋4x(－4x2－
5
2y)，其中 x＝－1，y＝2． 

§ 9.5因式分解之提公因式法因式分解之提公因式法（七年级下数学（七年级下数学915））————研究课研究课 

班班 级级 ________姓姓 名名

____________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1.  了解公因式的意义，并能准确的确定一个多项式各项的公因式； 
2.  掌握因式分解的概念，会用提公因式法把多项式分解因式.  
学习重点学习重点    用提公因式法进行因式分解.  
自主学习自主学习 

四. 创设情境 
试一试 

1.你能用简便方法计算：375× 2.8+375× 4.9+375× 2.3吗？ 
 
2.你能把多项式ab＋ac＋ad写成积的形式吗？请说明你的理由. 

 
做一做： 

     多项式 mcmbma �� 中的每一项都含有一个相同的因式 _______，我们称之为
_________. 

 

 

2.  问题：下列多项式的各项是否有公因式？如果有，试着找出来 .  
（1）a2b＋ab2 ；                 （2）3x2－6x3；                （3）9abc－6a2b2

＋12abc2 
 
 
探究新知探究新知 
（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叫做这个多项式各项的公因式。 

（Ⅱ）公因式的构成：①系数：                        ；  

                   ②字母：                        ； 

                   ③指数：                        .  

 （Ⅲ）把下列各式的公因式写在式子的后边后边 
（1）3x2＋x                 （2）4x＋6              （3）3mb2－2nb              
（4）7y2－21y 

 
 

 
（5）8a3b2＋12a2b－ab    （6）7x3y2－42x2y3      （7）4a2b – 2ab2 + 6abc   （8）7(a
－3) – b(a－3) 

 
 

 



（Ⅳ）填空并说说你的方法： 
（1）a2b＋ab2=ab(           )（2）3x2－6x3=3x(            )（3）9abc－6a2b2＋

12abc2=3ab(              ) 
 
 
 

归纳： 
因 式 分 解 的 定

义 ：                     

                            . 

注 意 点 ：（ 1 ）                                  .

（2）                                 .（3）                                 . 

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的联系和区别： 

 

趁热打铁：趁热打铁： 
下列各式从左到右的变形，哪些是因式分解？ 

  （1）6x2y3＝2x2y·3y；                  （2）ab＋ac＋d=a(b＋c)＋d          （3） 

a2－1=(a＋1)(a－1) 

  （4）(a＋1)(a－1) = a2－1           （5） x2＋1=x(x＋ 1
 x ) 

例题讲解： 

例 1：把 6a3b－9a2b2c分解因式；                     例 2：把 6a3b－9a2b2c+3a2b分
解因式 

 

 
例 2：将下列各式因式分解(讲练结合)  
（1）－2m3＋8m2－12m                              练习：－8a2b2＋4a2b－2ab 
 
 
 

 
（2）3a(x＋y)－2b(x＋y)     练习：3 ( ) ( )m x y n y x� � � ；     3 24 (1 ) 2( 1)q p p� � �  

 
 

 
 

小心这道题！！！把(2a＋b)(2a－3b)－3a(2a＋b)分解因式 
                         
 
 
 



 
 
 
课堂反馈：课堂反馈： 

1．把探究新知（Ⅲ）分解因式 

2．把下列各式因式分解： 
（1） mmm 2164 23 ���         （2）10(a－b)2－5(b－a)3      （3）2m(m－7)－(7－
m)(m－3) 
 
 
课外延伸课外延伸 

一．选择题 

1. 下列多项式中，能用提公因式法分解因式的是                            （    ） 
A. yx �2         B. xx 22 �         C. yx 32 �         D. 22 yxyx ��  

2. 下 列 各 等 式 从 左 到 右 的 变 形 中 ， 属 于 因 式 分 解 的 是                     
（    ） 

A. 9)3)(3( 2 ���� xxx               B. xxxxx ������ )3)(3(92   

    C. 1)1(3133 2 ����� xxxx            D. 222 )(2 bababa ����  

3. 分解因式后是20032002 )3()3( ���                      

（    ） 

   A. 20023         B. 200232��            C. 3�           D. 3 
4. 下 列 因 式 分 解 中 正 确 的 是                     
（     ） 
    A. )123(123 1 xxxx mmm ��� �                 

B. � � � � � � )1(232 abbaabba �������  

C. � � � � � �� �xyyxxyyx ������� 222222 2        D. � �12448 2 ��� xxyxyx  

5. 多项式 243332 643 yzxzyxzyx ��� 各项的公因式是___________； 
多项式 xbaabba 2223 243 �� 中的公因式是___________. 

6. ).2((________)105;(________)43212 22 yxxyxxxx ���������  

7.  用提公因式法将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ba 42)1( �                   236)2( xzxyz�               

223223 256)3( yxyxyx ��                       

 
 

 
 

 
1)4( �� mm xx              ( 5) � �� � � �� �qpnmqpnm �����        

( 6) � � � �yxyyxx ��� 2  



 
 

               
 

   
  (7) � �� � � �� �yxxyyxyx ����� 522322                      

(8) � �� � � �� �ayaxyyaxax �����  

 
 
 

§ 9.6提公因式法、公式法的综合运用提公因式法、公式法的综合运用（七年级下数学（七年级下数学918））————研究课研究课 

班班 级级 ________姓姓 名名

____________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1.  进一步熟悉提公因式法、平方差公式、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 

2.  学生能根据不同题目的特点选择较合理的分解因式的方法； 

3. 知道因式分解的方法步骤：有公因式先提公因式，以及因式分解最终结果的要求：必

须分解到多项式的每个因式不能再分解为止； 

4.  通过综合运用提公因式法、运用公式法分解因式，使学生具有基本的因式分解能力.  

学习重点学习重点    知道因式分解的步骤和因式分解的结果的要求，能综合运用提公因式法，
运用公式法分解因式.  
自主学习自主学习 

五. 创设情境 
★比一比，看谁算得快 
①65.52－34.52           ②1012－2× 101× 1＋1           ③482＋48× 24＋122           

5× 552－5× 452 

 

 

 

思考思考  （1）在计算过程中，你用到了哪些因式分解的方法？ 

（2）能用平方差公式、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的多项式有什么特征？ 

（3）计算中 ③和 ④能直接用公式吗？ 

思考思考：（1）你解答上述问题时的根据是什么？ 

（2）第(1)(2)两式从左到右是什么变形？第(3)(4)两式从左到右是什么变形？ 
★想一想： 



分解因式①4a4－100                                  ②a4－2a2b2＋b4 

 
 
 
 

思考思考  （1）在解答这两题的过程中，你用到了哪些公式？ 

（2）你认为(2a2＋10)(2a2－10)和(a2－b2)2这两个结果是因式分解的最终结果吗？

如果不是，你认为还可以怎样分解？ 

（3)怎样避免出现上述分解不完全的情况呢？ 
 

探究新知探究新知 

例 1.  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18a2－50                        （2）2x2y－8xy＋8y              （3）

a2(x－y)－b2(x－y) 
 
 
 
 
 
 
 
 
 
归纳：归纳：                                                                . 
例 2.把下列多项式分解因式： 

（1）a4－16                                                     （2） 81x4

－72x2y2＋16y4 

                                

 
 
 
 
 

 
归纳：归纳：                                                                .   
例 3.把下列多项式分解因式： 
（1）(x2＋2x)2－(2x＋4)2；           （2） (a2＋b2)－4a2b2                 （2）

(x2＋2x)2＋2(x2＋2x)＋1 
 
 
 
 
 
 
 



 
 
 
 
 
 

例 4：因式分解的应用 

（ 1 ） 已 知 2x ＋ y=b ， x － 3y=1                     
(2)已知 a＋b=5，ab=3， 
求 ： 14y(x － 3y)2 － 4(3y － x)3 的 值 .                      
求代数式 a3b＋2a2b2＋ab3的值.  

 
 
 
 
 
回顾总结：回顾总结： 
 
 
 
 
 
课后延伸：课后延伸： 

1．辨析  分解因式  a4－8a2＋16 

a4－8a2＋16=(a2－4)2=(a＋2)2(a－2)2=(a2＋2a＋4)(a2－2a＋4) 
这种解法对吗？如果不对，指出错误原因 
 
 

 

 
2． 多项式①16x5－x    ②(x－1)2－4(x－1)＋4   ③(x＋1)4－4x(x＋1)2＋4x2 ④－4x2－1

＋ 4x 分 解 因 式 后 ， 结 果 含 有 相 同 因 式 的 是                     
（     ）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3．填空： 
请写出一个三项式，使它能先提公因式，再运用公式法来分解因式，你编的三项式

是       ，分解因式的结果是                 ． 

4．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 1） 3ax2 － 3ay4                      （ 2） － 2xy－ x2－ y2                     
（3）3ax2＋6axy＋3ay2 

 

 

（ 4） x4－ 81                             （ 5） x4－ 2x2＋ 1                     



（6）(x2－2y)2－(1－2y)2 

           

 

 

 

（7）x4－8x2y2＋16y4          （8）80a2(a＋b)－45b2(a＋b)         （9）(x2－2xy)＋2y2(x2

－2xy)＋y4 

 

  

 
 
5．已知 x＋y=4      xy=2  求 2x3y＋4x2y2＋2xy3的值             分解：(x＋y)2－4(x2

－y2)＋4(x－y)2 

§ 9.6因式分解之平方差公式法因式分解之平方差公式法（七年级下数学（七年级下数学916））————研究课研究课 

班班 级级 ________姓姓 名名

____________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1.  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因式分解的意义； 

2.  使学生理解平方差公式的意义，弄清公式的形式和特征； 
3.  会运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  
学习重点学习重点    用平方差公式法进行因式分解.  
自主学习自主学习 

六. 创设情境 
★试一试 

1.  992－1是 100的整数倍吗？ 

 

2.  和老师比一比，看谁算的又快又准确：①572－562 ；  ②962－952； ③(17
25)2－( 8

25)
2. 

 
★做一做： 
整式乘法中我们学习了乘法公式：两数和乘以这两数差：即：（1）(a+b)(a－b)=a2－b2 

左边是整式的乘积，右边是一个多项式，把这个等式反过来就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方差公式)，左边是__________，右边是___________请
你判断一下，第二个式子从左到右是不是因式分解？ 
像这样将乘法公式反过来用，对多项式进行因式分解，这种因式分解方法称为_______.  
★议一议：下列多项式可以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吗？ 

（1）x2－y2    （2）x2+y2    （3）－x2－y2     （4）－x2+y2   （5）64－a2   （6）

4x2－9y2 



总结平方差公式的特点： 

1.左边特征是：                                                       .  

2.右边特征是：                                                       .   

探究新知探究新知 
例 1.依葫芦画瓢：（体验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的过程） 
 （1）x2－4＝x2－22＝ (x＋2)(x－2)                   （2）x2－16 ＝(      )2－

(        )2＝ (          )(           )  
 （3）9－y2＝(      )2－(        )2＝ (          )(           )（4）1－a2 ＝
(      )2－(        )2＝ (          )(           )  
例 2.把下列多项式分解因式： 
（1）  36－25x2                       （2） 16a2－9b2                 （3）

4
9m2－0.01n2 

 
 
例 3.观察公式 a2－b2 =(a+b)(a－b)，你能抓住它的特征吗？公式中的字母a、b不仅可
以表示数，而且都可以表示代数式.尝试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x＋p)2－(x＋q)2           （2）16(m－n)2－9(m＋n)2          （3）9x2－(x

－2y) 2    
 
 
例 4.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 1）4a2－16              （2）a5－a3                     （ 3）x4－y4                                

（4）32a3－50ab2                             
 
 

 

 

一 句 话 点

评 ：                     

           .  

趁热打铁：趁热打铁： 

1. 课本P73练一练 

2．下列分解因式是否正确： 

（1）－x2－y2=(x＋y)(x－y)（2）9－25a2=(9+25a)(9－25a)（3）－4a2+9b2=(－2a＋3b)(－

2a－3b) 

 
 
3.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4a2－(b＋c)2                                                        （2）
(3m＋2n)2－(m－n)2 

 



 
 

 
 
（3）(4x－3y)2－16y2                                                  （4）－4(x
＋2y)2＋9(2x－y)2 
 
 
 
 
 
 
 
课外延伸课外延伸 
一．判断：下列各式能不能写成平方差的形式(能画“ √”，并分解，不能的画“ ×” ) 

（1）x2＋64               （     ）；                         （2）－x2－4y2                  
（    ） 

 

（3）9x2－16y4           （    ）；                         （4）－
1
4x6＋9n2                

（    ） 

 
（5）－9x2－(－y)2     （    ）；                       （6）－9x2＋(－y)2          
（     ） 

 
（7）(－9x)2－y2         （     ）；                        （8）(－9x)2－(－y)2          

(      )   
 
二.选择题 

1.  下 列 各 式 中 ， 能 用 平 方 差 公 式 分 解 因 式 的 是                     
（    ） 

A. 22 ba ��              B. 22 ba ��                     C. 22 ba �              
D. 33 ba �  
2.    (x ＋ 1)2 － y2 分 解 因 式 应 是                     
（     ） 

A.  (x＋1－y)(x＋1＋y)                    B.  (x＋1＋y)(x－1＋y)     
C.  (x＋1－y)(x－1－y)                   D.  (x＋1＋y)(x－1－y) 

三、填空： 

1.填空（把下列各式因式分解） 
(1) 21 p� =____________                     

(2) ��3649 2c ________________ 



(3) ��
2569

42 nm ___________                     

(4) 925.0 22 �� ma =______________ 
(5) nx24� =______________                     
(6) 1)( 2 ��ba =__________________ 

2.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 ���� _____335 xx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 ________222 3 ababab __________________ 
（3） � ���� ________163 xxx ___________________ 
（4） � ���� ________233 42 abayax ___________________ 
（5） �� 24 28 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22 94)1( yx �                                 22 1681.0)2( ba �                      

22 01.0
9
4

)3( �m  

 
 

(4) 23 )1(28 �� aaa                         (5)  � � 22 4acb ���                     

（6） 44161 ba�   
 

 
  

 

（7）� � � �2223 nmnm ���                  (8) � �224 yxz ��                      (9) 

� � � �22 254 yxyx ���  

 
                                            

 
 

 

(10)� � � �22 cbacba �����         (11)� � � �baba ��� 43  

 
 

 
 
五.运用简便方法计算 
（1） 4920072 �                                                 （2）

433.1922.1 22 ���         
 



 
 

（3）已知 x＝11
75，y＝25

22，求(x＋y)2－(x－y)2的值.  

 
 
 
 
 
 
 
 

在错题中成长：在错题中成长： 

§ 9.6因式分解之完全平方公式法因式分解之完全平方公式法（七年级下数学（七年级下数学917））————研究课研究课 

班班 级级 ________姓姓 名名

____________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1.  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因式分解的意义； 

2.  了解完全平方公式的特征，会用完全平方公式进行因式分解； 

3. 通过整式乘法逆向得出因式分解方法的过程，发展学生逆向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  

学习重点学习重点    用完全平方公式法进行因式分解.  
自主学习自主学习 

一. 创设情境 
★试一试 

1.  前面我们学习了因式分解的意义，并且学会了一些因式分解的方法，运用学过的方法
你能将 a2＋2a＋1分解因式吗？ 

2.  在括号内填上适当的式子，使等式成立： 

（1）(a＋b)2＝                                       ；     （2）(a－b)2

＝                                               .  
（3）a2＋             ＋1＝(a＋1)2  ；                （4）a2－               ＋

1＝(a－1)2. 

思考思考：（1）你解答上述问题时的根据是什么？ 

（2）第(1)(2)两式从左到右是什么变形？第(3)(4)两式从左到右是什么变形？ 
★认一认： 
我们知道利用平方差公式可以来进行因式分解，那么这节课就来研究如何利用完全平

方公式来进行因式分解. 
            ＝(a＋b)2      ；                            ＝(a－b)2 

完全平方式的特点： 
左边：①项数必须是_________项； 

            ②其中有两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另一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右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议一议：判断下列各式是完全平方式吗？ 
（1）a2－4a+4                       （2）x2+4x+4y2                          （3）

4a2+2ab+
1
4b2      

（4）a2－ab+b2                     （5）x2－6x－9                           （6）

a2+a+0.25  

探究新知探究新知 

例 1.依葫芦画瓢：（体验用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的过程） 

 a2＋6a＋9＝a2＋2×          ×         ＋(        )2＝(              )2 

a2－6a＋9＝a2－2×          ×         ＋(        )2＝(              )2 
 
例 2.把下列多项式分解因式： 
（1）  x2＋ 10x＋ 25                        （2）  4a2＋36ab＋81b2                 

（3）－4xy－4x2－y2 

 
 
试一试你能行！ 

1.请补上项，使下列多项式成为完全平方式： 
（1）4m2＋               ＋n2＝(2m＋         )2；（2）x2－              ＋16y2

＝(                )2； 
（3）4a2＋9b2＋              ＝(                  )2；（3）                ＋2pq
＋1＝(                )2. 

2.分解下列因式： 

（1）9m2－6mn＋n2      （2）
4
9x2＋y2－

4
3xy       （3）a2－12ab＋36b2        （4）

a2b2－2ab＋1 
    

 

 
 

3.  对于多项式 a2－4a＋4大家都会分解了，如果将a换成(m＋n)，你能写出替换后的
式子吗？那又该如何分解呢？ 

 
 

 
 
例 3.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x＋y)2－18(x＋y)＋81               （2）4－12(x－y)＋ 9(x－y)2                   （3）

16a4＋8a2＋1 

 
 

 



 

一 句 话 点

评 ：                     

           .  

趁热打铁：趁热打铁： 
1. 课本P75练一练 

2 ． 下 列 各 式 中 能 用 完 全 平 方 公 式 分 解 的 是                     
（     ） 
① 442 �� xx ② 136 2 �� xx ③ 144 2 �� xx  ④ 22 24 yxyx ��  ⑤ 22 16209 yxyx ��  

A.①③         B.①②        C.②③        D.①⑤ 
 
3.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1） 2

16
1

2
11 mm��          （2）－49a2＋112ab－64b2（3）（2）16－24(a－b)＋ 9(a

－b)2 
 

 

课课    题题 

第十章第十章 二元一次方程组二元一次方程组 课课

时时

分分

配配 

本课（章节）需  1   课时 
本 节 课 为 第  1  课时 

为 本 学期总第      课时 10.1二元一次方程组二元一次方程组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二元一次方程 

2.使学生能找出二元一次方程的解 

重重    点点 
二元一次方程的认识 

 

难难    点点 
探求二元一次方程的解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讲练结合、探索交流 课型课型 新授课 教具教具 投影仪 

教教    师师     活活    动动 学学 生生  活活 动动 



情景设置： 

（1） 小亮在“智力快车”竞赛中回答 10个问题，小亮能答对几

题、答错几题？ 

（2） 根据篮球比赛规则：赢一场得 2 分，输一场得 1 分，在

一次中学生篮球联赛中，一支球队赛完若干场后得 20

分。问该队赢多少场？输多少场？ 

（3） 一球员在一场篮球比赛中共得 35 分（其中对方犯规被

罚，他罚球得 10分），问他分别投中了多少个两分球和

三分球？ 

新课讲解： 

1.列出上面三小题的方程。 

（1）设答对 x题，答错 y题 

           x+y=10 

（2）设该队赢了 x场,输了 y场 

         2x+y=20 

（3）设他投中了 x个两分球，y个三分球 

      2x+3y+10=35 

      就是 2x+3y=25 

这三个方程有哪些共同的特点？ 

得出结论：像这含有两个未知数，并且所含有未知数的项的次

数都是 1的方程叫做二元一次方程。 

2.请你设计三个表格，写出所有可能的情况。 

 

 

 

 

学生自己先思考 5分

钟后，再讨论。再由

4个人一小组中的一

位同学说出讨论结

果. 

学生回答 

 

学生回答 

 

 

学生回答 

 

学生议一议 

 

 

学生自己设计再合作



   再请学生打开书做一做： 

                 答一答： 

   得出结论：适合二元一次方程的一对未知数的值称为这个二

元一次方程的一个解。 

记作：
�
�
�

�

�
by
ax

 

3.把下列方程写成用含 x的代数式表示 y的形式 

（1） x+y=10 

（2） 2x+y=20 

（3） 2x+3y=25 

 

 

 

 

 

 

 

 

 

 

 

 

 

交流。 

P102 表格 

P103 问题 

学生板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