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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相似三角形第一节  相似形

 

课题：

科目： 班级： 课时：计划 3 课时 

教师： 单位：       

一、课程基本信息

1. 课程名称：相似三角形

2. 教学年级和班级：初中九年级（五四学制）1班

3. 授课时间：2024年 XX月 XX日

4. 教学时数：1 课时

课程内容：相似形（第一节）



二、核心素养目标

1. 通过观察和比较，培养空间观念，理解相似形的性质和判定方法。

2. 发展逻辑思维，能够运用数学语言描述和解释相似形的特征。

3. 增强几何直观能力，通过构造和推理解决相似形相关问题。

4. 培养数学应用意识，将相似形的原理应用于实际问题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 理解相似形的定义和性质：通过观察具体图形，如两个三角形，让学生识别它们

之间的相似关系，强调对应角相等和对应边成比例的核心概念。

-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方法：通过例题展示，让学生掌握 AA、SSS、SAS三种判定相似

三角形的方法，并能够熟练运用。

-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应用：通过实际例题，让学生学会如何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解决问题，如求解未知边的长度。

2. 教学难点

- 相似三角形判定方法的区分：学生在判断两个三角形是否相似时，可能会混淆 AA

、SSS、SAS三种方法的适用条件，可以通过举例说明每种方法的特定情况，帮助学

生区分。

- 例如，给出两个三角形，其中一个三角形的两个角与另一个三角形的两个角对应

相等，但边长不成比例，让学生判断这两个三角形是否相似，强调 AA方法的应用。

- 相似三角形性质的应用：学生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可能不知道如何运用相似三角

形的性质，可以通过以下例子进行突破：

- 例如，给定一个直角三角形和一个与之相似的直角三角形，要求学生根据相似性

质找出两者边长的比例关系，并求解特定边的长度。

- 相似三角形与实际问题的结合：学生可能难以将相似三角形的原理应用于实际问

题中，可以通过以下例子进行指导：

- 例如，在地图上给定两个城市的距离和比例尺，让学生计算实际距离，强调相似

三角形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1. 教学方法

- 讲授法：通过系统的讲解，向学生介绍相似形的定义、性质和判定方法，确保学

生能够掌握相似三角形的基本知识。

- 教师可以通过板书和口头讲解相结合的方式，清晰地展示相似三角形的判定条件

和性质，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知识解决问题。

- 讨论法：在学生对相似三角形有了基本理解后，组织小组讨论，让学生通过合作

探究，深化对相似三角形应用的理解。

- 教师可以提出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讨论，如“如何利用相似

三角形解决实际问题？”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促进知识的内化。

- 实验法：通过实际操作，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增强几何

直观能力。

- 教师可以让学生使用尺规作图，实际构造相似三角形，观察和验证相似三角形的

性质，如对应角相等和对应边成比例。

2.



 教学手段

- 多媒体设备：利用 PPT、动画或视频等教学资源，直观地展示相似三角形的概念

和性质。

- 教师可以使用动态 PPT展示相似三角形的形成过程，以及如何通过旋转、缩放等

操作得到相似图形，增强学生的空间观念。

- 教学软件：利用几何画板等教学软件，让学生在计算机上自主探索相似三角形的

性质。

-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使用几何画板软件，自行构造相似三角形，并通过软件的功能

验证相似性质，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 网络资源：利用网络资源，如在线教育平台，提供额外的学习材料和练习题，帮

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 教师可以推荐一些在线教育资源，让学生在课后自主学习和练习，以便更好地掌

握相似三角形的判定方法和应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根据学生的反应和学习情况

适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跟上教学进度，并能够有效地理解和掌握相

似三角形的知识。通过上述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应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他们的主动性和参与度，从而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效。

五、教学过程

1. 导入新课

- “同学们，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三角形的性质，那么今天我们将学习

一个与三角形有关的新概念——相似三角形。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在生活中有

哪些场景会遇到相似形状呢？”

2. 知识讲解

-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相似形的定义。相似形指的是形状相同但大小不同

的图形。在三角形中，如果两个三角形的对应角相等，对应边成比例，那么这两

个三角形就是相似的。”

- “接下来，我将介绍相似三角形的判定方法。首先是 AA判定法，即如果两个三

角形有两对角对应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其次是 SSS判定法，如果

两三角形的对应边长比例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相似。最后是 SAS判定法，如

果两三角形有一对角相等，并且这对角的对边比例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也是

相似的。”

3. 示例分析

-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里有三角形 ABC和三角形 DEF，请同学们观

察，它们是否相似？为什么？”

- 学生观察并回答后，教师继续：“很好，我们发现∠A=∠D，∠B=∠E，所以根

据 AA判定法，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

4. 练习巩固

- “下面，我将给大家一些练习题，请大家独立完成。这些题目将帮助你们巩固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方法和性质。”

- 教师分发练习题，学生独立完成。

5. 小组讨论

- “现在，请大家四人一组，讨论一下你们在练习中遇到的问题，并尝试解决这

些问题。如果你们有不确定的地方，可以随时向我提问。”

- 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教师巡回指导。



6.



 总结反馈

- “好的，同学们，我们来总结一下。通过练习和讨论，我们巩固了相似三角形

的判定方法和性质。现在，我想请每组派一位代表分享一下你们的讨论成果。”

- 学生分享，教师给予反馈。

7. 应用拓展

-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应用的问题。假设我们有一个直角三角形和一

个与之相似的直角三角形，我们知道它们的对应边长比例是 1:2。如果大三角形

的直角边长是 6厘米，那么小三角形的直角边长是多少？”

- 学生思考并回答后，教师继续：“很好，根据相似三角形的性质，我们可以得

出小三角形的直角边长是 3厘米。”

8. 实践操作

- “现在，我将给大家一些材料，包括尺规和纸张。请大家尝试自己构造两个相

似三角形，并验证它们的性质。”

- 学生动手操作，教师观察并指导。

9. 总结提升

- “通过今天的课程，我们学习了相似三角形的定义、判定方法和性质。希望大

家能够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接下来，请大家回顾

一下今天的学习内容，并思考如何运用这些知识。”

10. 课后作业布置

- “最后，作为课后作业，请大家完成以下任务：一是复习今天的学习内容，并

总结相似三角形的判定方法和性质；二是完成练习册上的相关题目，加深对相似

三角形应用的理解。”

六、教学资源拓展

1. 拓展资源

- 数学故事：介绍一些与相似三角形相关的数学故事，如古代数学家如何利用相似

三角形解决实际问题，或者相似三角形在建筑、艺术等领域中的应用案例。

- 数学历史：探讨相似三角形的概念在数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如何影响

了数学的其他分支。

- 数学实验：提供一些实验活动，如使用尺规作图来构造相似三角形，或者利用计

算机软件模拟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 数学应用：收集一些现实生活中应用相似三角形原理的实例，如地图比例尺的计

算、摄影中的视角问题等。

- 数学练习：设计一些难度不同的练习题，包括基础题、提高题和挑战题，帮助学

生巩固和拓展相似三角形的知识。

2. 拓展建议

- 阅读数学故事和数学历史资料，让学生了解相似三角形在数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以及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鼓励学生参与数学实验活动，通过实际操作来加深对相似三角形性质的理解，同

时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探究精神。

- 指导学生阅读相关的数学文章或书籍，如《几何学的故事》、《数学万花筒》等

，以拓宽他们的数学视野。

- 提供一些数学练习题，让学生在课后自主练习，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巩固相似三

角形的判定方法和性质。

-



 鼓励学生将相似三角形的原理应用于现实生活，例如在旅行时使用地图比例尺来计

算实际距离，或者在摄影时考虑视角和比例关系。

- 建议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共同探讨相似三角形的问题，通过合作学习来提高解决

问题的能力。

- 引导学生参加数学竞赛或数学俱乐部，与其他同学交流学习经验，相互学习，共

同进步。

七、课后作业

1. 绘制两个相似三角形，并标出它们的对应边和对应角，解释为什么这两个三角形

是相似的。

2. 给定一个直角三角形 ABC，其中∠C是直角，如果∠A=30°，边 AB=6cm，绘制一

个与三角形 ABC相似的直角三角形，并计算相似三角形的对应边长。

3. 证明：如果两个三角形的两边比例相等，并且它们的夹角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

形是相似的。

4. 在一个地图上，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是 5cm，地图的比例尺是 1:1000000。计算

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实际距离，并说明你的计算过程。

5. 一个梯形 ABCD和一个梯形 EFGH相似，如果 AB=6cm，CD=8cm，EF=9cm，计算梯

形 EFGH的对应边 GH的长度。

作业答案：

1. 略（学生需绘出图形并标注对应边和角）。

2. 相似三角形的对应边长分别为：AB' = 3cm, BC' = 4cm, AC' = 5cm（学生需绘

出图形并计算边长）。

3. 证明略（学生需写出证明过程）。

4. 实际距离 = 5cm * 1000000 = 5000000cm = 50000m = 50km（学生需说明计算过

程）。

5. GH = (AB/EF) * GH = (6/9) * GH = (2/3) * GH，因此 GH = (3/2) * 9cm = 

13.5cm（学生需说明计算过程）。

八、教学反思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

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56033154150010241

https://d.book118.com/256033154150010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