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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对称 

 

【教学目标】 

1．亲历轴对称图形的探索过程，体验分析归纳得出轴对称图形的定义，对

称轴、对称点，图形轴对称的性质，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探究、交流能力。 

2．掌握垂直平分线的定义，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3．熟练运用轴对称、垂直平分线解决问题。 

【教学重难点】 

重点：掌握轴对称图形的定义，垂直平分线的定义。 

难点：运用图形轴对称的性质，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解决问题。 

【教学过程】 

一、直接引入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轴对称，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有轴对称图形的定

义，对称轴、对称点，图形轴对称的性质，垂直平分线的定义，垂直平分线的性

质，并且我们要掌握这些知识的具体应用，能熟练解决相关问题。  

二、讲授新课 

（1）教师引导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了解有轴对称图形的定义内容，形成初

步感知。 

（2）首先，我们先来学习轴对称图形，它的具体内容是 

如果一个图形沿一条直线折叠，直线两旁的部分能够互相重合，这个图形就

叫做轴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就是它的对称轴。 

把一个图形沿着某一条直线折叠，如果它能够与另一图形重合，那么就说这

两个图形关于这条直线（成轴）对称，这条直线叫做对称轴，折叠后重合的点是

对应点，叫做对称点。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下图的每对图形有什么共同特点？  



 2 / 48 

 

把图中的每一对图形沿着虚线折叠，左边的图形能与右边的图形重合。 

每对图形都是轴对称图形，都关于中间虚线对称。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对称现象无处不在。请判断下图是否为轴对称图形。 

 

 

解：都为轴对称图形。 

3．接着，我们再来看下垂直平分线的定义，它的具体内容是： 

经过线段中点并且垂直于这条线段的直线，叫做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这

样，我们就得到图形轴对称的性质： 

如果两个图形关于某条直线对称，那么对称轴是任何一对对应点所连线段的

垂直平分线。 

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是任何一对对应点所连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也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请观察下面的图形，说出它的垂直平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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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形轴对称的性质可以得出在图中l垂直平分 AA，l垂直平分 BB。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如图，角是轴对称图形吗？如果是，它的对称轴是什么？  

 

解：角是轴对称图形。  

它们的对称轴是它们的角平分线。  

4．接着，我们再来看下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的性质，它的具体内容是：  

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点与这条线段两个端点的距离相等。 利用判断两个三角

形全等的方法，也可以证明这个性质。  

与一条线段两个端点距离相等的点，在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也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如图，直线l AB ，垂足为C ， AC CB ，点 P 在l上，求证 PA PB 。 

 

证明： l AB ， 

PCA PCB  。 

又 ,AC CB PC PC  ， 

( )PCS PCB SAS  。 

PA P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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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如图，点 A 和点 B 关于某条直线成轴对称，你能作出这条直线吗？ 

 

解： 

 

如图，（1）分别以点 A 和点 B 为圆心，大于
1

2
AB 的长为半径作弧，两弧相

交于C D， 两点； 

（2）作直线CD 。 

CD 就是所求的直线。 

三、课堂总结 

1．这节课我们主要讲了 

（1）如果一个图形沿一条直线折叠，直线两旁的部分能够互相重合，这个

图形就叫做轴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就是它的对称轴。 

把一个图形沿着某一条直线折叠，如果它能够与另一图形重合，那么就说这

两个图形关于这条直线（成轴）对称，这条直线叫做对称轴，折叠后重合的点是

对应点，叫做对称点。 

（2）经过线段中点并且垂直于这条线段的直线，叫做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

线。这样，我们就得到图形轴对称的性质： 

如果两个图形关于某条直线对称，那么对称轴是任何一对对应点所连线段的

垂直平分线。 

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是任何一对对应点所连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3）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点与这条线段两个端点的距离相等。利用判断两

个三角形全等的方法，也可以证明这个性质。 

（4）与一条线段两个端点距离相等的点，在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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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习题检测 

1．如图，AD BC BD DC ， ，点C 在 AE 的垂直平分线上。AB AC CE， ， 的

长度有什么关系？  

 

 

 

 

2．如图，与图形 A 成轴对称的是哪个图形？  

 

 

 

 

 

3．平面内不垂直的两条相交直线是轴对称图形吗？如果是，它有几条对称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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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轴对称图形 

 

【教学目标】 

1．亲历画轴对称图形的探索过程，体验分析归纳得出轴对称图形的画法，

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探究、交流能力。 

2．掌握对称点关于 x轴、 y轴对称。 

3．熟练运用轴对称图形的画法在直角坐标系中找到相应的对称的点坐标。 

【教学重难点】 

重点：掌握画轴对称图形。 

难点：运用轴对称图形的画法在直角坐标系中找到相应的对称的点坐标。 

【教学过程】 

一、直接引入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画轴对称图形，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有如何画轴

对称图形，对称点如何关于 x轴、 y轴对称，在直角坐标系中找到相应的对称的

点坐标，并且我们要掌握这些知识的具体应用，能熟练解决相关问题。 

二、讲授新课 

（1）教师引导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了解画轴对称图形内容，形成初步感知。 

（2）首先，我们先来学习如何画轴对称图形，它的具体内容是 

由一个平面图形可以得到与它关于一条直线l对称的图形，这个图形与原图

形的形状、大小完全相同；新图形上的每一点都是原图形上的某一点关于直线l的

对称点；连接任意一对对应点的线段被对称轴垂直平分。 

几何图形都可以看做由点组成。对于某些图形，只要画出图形中的一些特殊

点（如线段端点）的对称点，连接这些对称点，就可以得到原图形的轴对称图形。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如图，已知 ABC 和直线 l，画出与 ABC 关于直线 l对称的图形。  

 



 7 / 48 

分析： ABC 可以由三个顶点的位置确定，只要能分别画出这三个顶点关于

直线l的对称点，连接这些对称点，就能得到要画的图形。 

画法：如图，过点 A 画直线l的垂线，垂足为 O ，在垂线上截取OA OA ，

A就是点 A 关于直线 l的对称点；  

同理，分别画出点 B C， 关于直线 l的对称点 B C ， ； 

连接 A B B C C A  ， ， ，则 A B C即为所求。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如果有一个图形和一条直线， 如何画出与这个图形关于这条直线对称的图形

呢？ 

答：几何图形都可以看做由点组成。 对于某些图形，只要画出图形中的一些

特殊点（如线段端点）的对称点，连接这些对称点，就可以得到原图形的轴对称

图形。 

3．接着，我们再来看下对称点关于 x轴、 y轴对称的点的坐标的关系，它

的具体内容是： 

点 ,x y 关于 x轴对称的点的坐标为 ,x y ； 

点 ,x y 关于 y轴对称的点的坐标为 ,x y 。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也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已知点  2, 3A  ，请写出点 A 关于 x轴、 y轴对称的点的坐标。  

解：点 ,x y 关于 x轴对称的点的坐标为 ,x y ，所以点 A 关于 x轴对称的

点的坐标为 2,3。 

点 ,x y 关于 y轴对称的点的坐标为 ,x y ，点 A 关于 y轴对称的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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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3 。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已知点1,0 ，请写出点1,0 关于x轴、y轴对称的点的坐标。 

解：点 ,x y 关于 x轴对称的点的坐标为 ,x y ，所以点1,0 关于 x轴对称

的点的坐标为1,0 。 

点 ,x y 关于y轴对称的点的坐标为 ,x y ，点1,0 关于y轴对称的点的坐

标为 1,0 。 

三、课堂总结 

1．这节课我们主要讲了 

（1）由一个平面图形可以得到与它关于一条直线l对称的图形，这个图形与

原图形的形状、大小完全相同；新图形上的每一点都是原图形上的某一点关于直

线l的对称点；连接任意一对对应点的线段被对称轴垂直平分。 

几何图形都可以看做由点组成。对于某些图形，只要画出图形中的一些特殊

点（如线段端点）的对称点，连接这些对称点，就可以得到原图形的轴对称图形。 

（2）点 ,x y 关于 x轴对称的点的坐标为 ,x y ；点 ,x y 关于 y轴对称的

点的坐标为 ,x y 。 

四、习题检测 

1．分别写出下列各点关于x轴、 y轴对称的点的坐标。 

 3, 6 7, 9 0, 4  
 

 

 

 

 

2．如图，以正方形 ABCD 的中心为原点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请写出 ,C D

各点的坐标。 



 9 / 48 

 

 

 

 

 

3 ． 如 图 ， 四 边 形 ABCD 的 四 个 顶 点 的 坐 标 分 别 为

    5,1 , 2,1 , 2,5 , 5,4A B C D    ，请写出与四边形ABCD 各点关于 x轴、y轴

对称的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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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腰三角形 

 

【教学目标】 

1．亲历等腰三角形的探索过程，体验分析归纳得出等腰三角形的性质，等

腰三角形的判定方法，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探究、交流能力。 

2．掌握等边三角形。 

3．熟练运用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和判定方法，等边三角形解决问题。 

【教学重难点】 

重点：掌握等腰三角形的性质，等边三角形。 

难点：理解并运用等腰三角形的性质，等腰三角形的判定方法，等边三角形

解决问题。 

【教学过程】 

一、直接引入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等腰三角形，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有用等腰三角

形的性质，等腰三角形的判定方法，等边三角形，并且我们要掌握这些知识的具

体应用，能熟练解决相关问题。 

二、讲授新课 

（1）教师引导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了解等腰三角形内容，形成初步感知。 

（2）首先，我们先来学习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它的具体内容是： 

性质 1：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简写成“等边对等角”） 

性质 2：等腰三角形的顶角平分线、底边上的中线、底边上的高相互重合（简

写成“三线合一”）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如图，在 ABC 中，AB AC ，点 D 在 AC 上，且 BD BC AD  ，求 ABC

各角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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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AB AC BD BC AD    

,ABC C BDC    

A ABD  （等边对等角） . 

设 A x  ，则 

2BDC A ABD x    ， 

从而 

2ABC C BDC x    . 

于是 ABC 中，有 

2 2 180A ABC C x x x       . 

解得 36x . 

所以， ABC 中， 36 , 72A ABC C     .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如图， ABC 中， AB AC ，求证 B C  。 

 

解： AB AC BD CD AD AD  ， ，  

 BAD CAD SSS   

B C   

3．接着，我们再来看下等腰三角形的判定方法，它的具体内容是： 

如果一个三角形有两个角相等，那么这两个角所对的边也相等（简写成“等

角对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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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也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求证：如果三角形一个外角的平分线平行于三角形的一边，那么这个三

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已知：如图， CAE 是 ABC 的外角， 1 2 AD BC ， 。 

 

求证： AB AC  

证明： AD BC  

1 2B C   ，  

已知 1 2 ，所以 B C   

AB AC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已知等腰三角形底边长为 a，底边上的高的长为 h，求作这个等腰三角形。  

 

作法： 

 

（1）作线段 AB a 。 

（2）作线段 AB 的垂直平分线 MN ，与 AB 相交于点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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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 MN 上取一点 C ，使 DC h 。 

（4）连接 ,AC BC ，则就是 ABC 所求的等腰三角形。  

4．接着，我们再来看下等边三角形内容，它的具体内容是：  

等边三角形的三个内角都相等，并且每一个角都等于 60。 

三个角都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 60的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在直角三角形中，如果一个锐角等于30，那么它所对的直角边等于斜边的

一半。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也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如图， ABC 是等边三角形， DE BC ，分别交 ,AB AC 于点 ,D E 。求

证： ADE 是等边三角形。  

 

证明： ABC 是等边三角形  

A B C    

DE BC  

,ADE B ADE C     

=A ADE AED    

ADE 是等边三角形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如图，等边三角形 ABC 中， AD 是 BC 上的高， 60BDE CDF   ，图

中有哪些与BD 相等的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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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DF,DC,FCBE ED 是与 BD 相等的线段。 

三、课堂总结 

1．这节课我们主要讲了 

（1）性质 1：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简写成“等边对等角”） 

性质 2：等腰三角形的顶角平分线、底边上的中线、底边上的高相互重合。

（简写成“三线合一”） 

（2）如果一个三角形有两个角相等，那么这两个角所对的边也相等。（简写

成“等角对等边”） 

（3）等边三角形的三个内角都相等，并且每一个角都等于 60。三个角都

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有一个角是 60的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在直

角三角形中，如果一个锐角等于 30，那么它所对的直角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四、习题检测 

1．等腰三角形的一个角是150，它的另外两个角是多少度？  

 

 

 

2． Rt ABC 中， 90C  ， 2A B  ， A 和 B 各是多少度？边 AB 与 BC

之间有什么关系？ 

 

 

3．如图是屋架设计图的一部分，点 D 是斜梁 AB 的中点，立柱 ,BC DE 垂直

于横梁 , 7.4m, 30AD AB A   ，立柱 ,BC DE 要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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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学习 最短路径问题 

 

【教学目标】 

1．亲历最短路径问题的探索过程，体验分析归纳得出最短路径问题的解决

方法，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探究、交流能力。 

2．熟练运用轴对称、平移等变化解决最短路径问题。 

【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最短路径问题。 

难点：运用轴对称、平移等变化解决最短路径问题。 

【教学过程】 

一、直接引入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最短路径问题，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有最短路径

问题，如何运用所学知识选择最短路径，并且我们要掌握这些知识的具体应用，

能熟练解决相关问题。 

二、讲授新课 

（1）教师引导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了解最短路径问题内容，形成初步感知。 

（2）首先，我们先来学习最短路径问题，它的具体内容是： 

“两点的所有连线中，线段最短”“连接直线外一点与直线上各点的所有线

段中，垂直线最短”等的问题，我们称为最短路径问题。 

在解决最短路径问题时，我们通常利用轴对称、平移等变化把已知问题转化

为容易解决的问题，从而作出最短路径的选择。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如图，牧马人从 A地出发，到一条笔直的河边l饮马，然后到 B地。牧

马人到河边的什么地方饮马，可使所走的路径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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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河边近似地看出一条直线，C 为直线l上的一个动点，那么上面的问

题就可以转化为：当C 在直线l上的什么位置时， AC 与CB 的和最小。  

 

如图，作 B 关于 l的对称点 B，利用轴对称的性质，可以得到CB CB 。在

连接 ,A B两点的线中，线段 AB 最短。因此，线段 AB 与直线l的交点C 的位置

即为所求。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如图， A B， 在直线 L的两侧，在L上求一点 P ，使得 PA PB 最小。 

 

解：连接 AB ，线段 AB 与直线 L的交点 P ，就是所求。（根据：两点之间线

段最短） 

三、课堂总结 

1．这节课我们主要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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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点的所有连线中，线段最短”“连接直线外一点与直线上各点的所

有线段中，垂直线最短”等的问题，我们称为最短路径问题。 

在解决最短路径问题时，我们通常利用轴对称、平移等变化把已知问题转化

为容易解决的问题，从而作出最短路径的选择。 

四、习题检测 

1．要在河边修建一个水泵站，向张村、李庄铺设管道送水，若张村、李庄

到河边的垂直距离分别为1km 和3km ，张村与李庄的水平距离为 3km ，则所用水

管最短长度为_____。 

 

2．如图，村庄 A、B 位于一条小河的两侧，若河岸 a、b 彼此平行，现在要

建设一座与河岸垂直的桥 CD，问桥址应如何选择，才能使 A 村到 B 村的路程最

近。 

 

 

 

 

 

3．如图是一个圆柱体木块，一只蚂蚁要沿圆柱体的表面从 A 点爬到点 B处

吃到食物，知圆柱体的高为5cm ，底面圆的周长为 24cm ，则蚂蚁爬行的最短路

径为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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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式的乘法 

 

【教学目标】 

1．亲历同底数幂的乘法、同底数幂相除的探索过程，体验分析归纳得出同

底数幂的乘法、同底数幂相除的规律，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探究、交流能力。 

2．掌握幂的乘方，积的乘方。 

3．探索并理解单项式与单项式相乘，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多项式与多项

式相乘的法则，并运用它们进行计算。 

【教学重难点】 

重点：同底数幂的乘法、同底数幂相除，幂的乘方，积的乘方。 

难点：整式的乘法。 

【教学过程】 

一、直接引入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整式的乘法，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有同底数幂的

乘法，幂的乘方，积的乘方，整式的乘法并且我们要掌握这些知识的具体应用，

能熟练解决相关问题。 

二、讲授新课 

（1）教师引导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了解同底数幂的乘法内容，形成初步感知。 

（2）首先，我们先来学习同底数幂的乘法，它的具体内容是： 

同底数幂相乘，底数不变，指数相加。 

m n m na a a   （ ,m n都是正整数）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计算： 2 5x x 。 

解： 2 5 2 5 7x x x x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计算： 5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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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5 5 1 6b b b b  。 

3．接着，我们再来看下幂的乘方内容，它的具体内容是： 

幂的乘方，底数不变，指数相乘。 

nm mna a （ ,m n都是正整数）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也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计算：5310 。 

解：53 3 5 1510 10 10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计算：2ma 。 

解：2 2 2m m ma a a  。 

4．接着，我们再来看下积的乘方内容，它的具体内容是：  

积的乘方，等于把积的每一个因式分别乘方，再把所得的幂相乘。  

n n nab a b （ n是正整数）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也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计算：32a 。 

解：3 3 3 32 2 8a a a   。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计算： 432x 。 

解： 4 443 3 122 2 16x x x    。 

5．最后，我们再来看下整式的乘法内容，它的具体内容是：  

单项式与单项式相乘，把它们的系数、同底数幂分别相乘，对于只在一个单

项式里含有的字母，则连同它的指数作为积的一个因式。  

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就是用单项式去乘多项式的每一项，再把所得的积相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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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48 

再把所得的积相加。 

m n m na a a   （ 0, ,a m n 都是正整数，并且 m n ）。即同底数幂相除，底

数不变，指数相减。 

任何不等于0的数的 0次幂都等于1。  0 1 0a a  。 

单项式相除，把系数与同底数幂分别相除作为商的因式，对于只在被除式里

含有的字母，则连同它的指数作为商的一个因式。 

多项式除以单项式，先把这个多项式的每一项除以这个单项式，再把所得的

商相加。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也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计算： 

（1）  25 3a b a  ； 

（2） 3 22 5x xy 。 

解：（1）  25 3a b a   

 25 3 a a b        

315a b  

（2） 3 22 5x xy  

 3 28 5x xy   

 3 28 5 x x y       

4 240x y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计算：  24 3 1x x  。 

解：  24 3 1x x   

  2 24 3 4 1x x x    

   2 24 3 4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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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2 4x x   

三、课堂总结 

1．这节课我们主要讲了 

（1）同底数幂相乘，底数不变，指数相加。  

m n m na a a   （ ,m n都是正整数） 

（2）幂的乘方，底数不变，指数相乘。  

nm mna a （ ,m n都是正整数） 

（3）积的乘方，等于把积的每一个因式分别乘方，再把所得的幂相乘。 

n n nab a b （ n是正整数） 

（4）单项式与单项式相乘，把它们的系数、同底数幂分别相乘，对于只在

一个单项式里含有的字母，则连同它的指数作为积的一个因式。 

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就是用单项式去乘多项式的每一项，再把所得的积相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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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n m na a a   （ 0, ,a m n 都是正整数，并且 m n ）。即同底数幂相除，底

数不变，指数相减。 

任何不等于0的数的 0次幂都等于1。  0 1 0a a  。 

单项式相除，把系数与同底数幂分别相除作为商的因式，对于只在被除式里

含有的字母，则连同它的指数作为商的一个因式。 

多项式除以单项式，先把这个多项式的每一项除以这个单项式，再把所得的

商相加。 

四、习题检测 

1．化简      1 2 1 3 2 5x x x x x x     。 

2．计算：  2 2x y x xy y   。 

3．计算：5 3xy x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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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公式 

 

【教学目标】 

1．亲历平方差公式的探索过程，体验分析归纳得出平方差公式，进一步发

展学生的探究、交流能力。 

2．掌握完全平方公式。 

3．熟练运用平方差公式和完全平方公式进行计算。 

【教学重难点】 

重点：掌握平方差公式和完全平方公式。 

难点：运用平方差公式和完全平方公式进行计算。 

【教学过程】 

一、直接引入 

师：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乘法公式，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有平方差公式和

完全平方公式，并且我们要掌握这些知识的具体应用，能熟练解决相关问题。 

二、讲授新课 

（1）教师引导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了解乘法公式内容，形成初步感知。 

（2）首先，我们先来学习平方差公式，它的具体内容是： 

两个数的和与这两个数的差的积，等于这两个数的平方。 

  2 2a b a b a b    ，这个公式叫做（乘法的）平方差公式。 

它是如何在题目中应用的呢？我们通过一道例题来具体说明。 

例：计算：  3 2 3 2x x  。 

解：  3 2 3 2x x   

2 23 2x   

29 4x   

根据例题的解题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习。 

练习： 

计算：102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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