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边角边判定三角形全等教案反
思(优秀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既然教
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边角边判定三角形全等教案反思篇一

这一节课的讲学稿是经过了反复推敲，经过反复修改过了的
学案。为了能够提高课堂效率，我在自学提要中安排了一组
作图题，让他们通过自己动脑、动手按要求作图，在作图的
同时判断分别只给一组条件对应相等，两组条件对应相等，
三组条件对应相等时能否画出全等的三角形？也为上课提高
课堂效率作铺垫，使学生们能较快，较好的探讨出全等三角
形判定的条件。通过这样的设计很好的突破本节课的重点。

在教学过程中使用课件的动画演示，使学生能够较快得出全
等三角形判定的条件，并且较容易的理解和掌握全等三角形
判定的条件。

课堂练习的设计上：第三题目的是训练学生掌握两个三角形
全等的书写格式。接着在掌握了书写格式的基础上，第四，
五两题就是训练学生会通过题目给的条件，找出三条对应相
等得边，进而证明三角形全等。第6题对掌握得比较快的同学
可以去做一做。通过这样的编排学生对三角形全等的判定的
格式掌握得比较好。练习设计由易到难这样学生做起题来也
比较感兴趣。



边角边判定三角形全等教案反思篇二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角角边定理的的推导以及利用角角边定
理去解决问题。

教学内容的反思：

1、此学案的自学部分先让学生回顾上节课（asa）的知识，及
在两个三角形中已知两个角对应相等，证明第三个角相等，
为新课的学习打下基础。

2、角角边的推导是一个难点，因此在学案处理上先分散难点，
先证明第三个角相等，然后在新课学习时点评此题，然后过
渡到探究6，顺利完成定理的证明，再引导学生规纳方法。接
下来再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这样的'教学安排较好地处理了这
一部分的知识，并且练习有一定的梯度。

3、由于学生的实际情况，没有完成第4题的应用提高。留作
学生课后完成。

教学方法的反思：

1、让学生主动探索、发现、（在课前的自学部分）感受数学
活动中充满探索与发现的机会，并体验探索成功的乐趣，增
强创新意识，感受观察、猜想在发现创新中的作用，培养注
意观察的习惯，学会观察猜想归纳，培养创新能力。

2、在定理的应用中，先让学生做两个基础练习，然后学习例
题，因为学生已有一定的证明思路，只是根据题目的条件选
择不同的证明方法。所以在例题讲解上，重点分析方法。余
下时间让学生自主完成练习。



边角边判定三角形全等教案反思篇三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这一课，要求学生会通过观察几何图
形识别两个三角形全等，并能通过正确的分类动手探索出两
个三角形全等的条件。具体说：

（5）能用这四个判定，直接判定两个三角形是否全等或能补
充一个条件使两个三角形全等。

基于知识的完整性和分类的数学思想的渗透，我认为这个教
学设计体现了知识与技能目标。增强学生的观察、猜想和动
手操作能力。

边角边判定三角形全等教案反思篇四

根据教学大纲的课时安排，全等三角形这一内容需1课时。在
本节课的学习中，为了完成教学任务，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让学生真正达到教学目标，我采用了以下教法：“探究辅导
法，类比法，讲练结合法，”具体说明如下：兴趣是学生最
直接意识的学习动机。教学必须以学生兴趣为起点，由学生
自己动手画图，并把两个三角形剪下叠和在一起，看是否能
完全重合。培养学生养成在动手操作过程中仔细观察、勤于
思考、善于发现的良好习惯。通过动手操作，使学生体验到
两角和它们的夹边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一种好的引入方法可促使
学生产生“欲罢不能”的强烈求知欲望。

三角形全等的条件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边边边”在探索（1）
已探索过，在探索（2）中主要是探索“角边角”、“角角
边”两个识别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本节的主要内容是全等三角形的另两个识别方法 aas，在前面
研究“角边角”识别方法的前提下，研究“角角边”对于学



生并不困难，让学生通过直观感知、操作确认的方式体验数
学结论的发现过程；在这节课的教学中，在探索比较简便的
识别三角形全等方法的时候，还利用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思
想——转化思想，在教学时尽量让学生独自解决，其次在运
用这两个方法判定两个三角形全等的时候，要求学生的识图
能力和对这两个判定方法的熟练掌握。教科书安排用一个课
时完成，经过今天的上课实际操作，从学生反馈的信息，对
这节课反思如下：

1、学生在应用的时候，不会使用这两个判定，“角边
角”、“角角边”不知怎样用，该用“角边角”就用到“角
角边”， 该用“角角边”又用到“角边角”。

2、很好用两课时，第一课时探索“角边角”，第二课时探
索“角角边”。运用这两个方法判定两个三角形全等的时候，
一定要通过具体的图形分析来提高学生的识图能力和通过一
定题量的训练对这两个判定方法的熟练掌握。

开放问题的设计，本节课让学生从练习中得到思维的发展，
同时找到自己的不足，及时反馈，典型例题一题多问，设计
环环相扣。

边角边判定三角形全等教案反思篇五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角角边定理的的推导以及利用角角边定
理去解决问题。

1、此学案的自学部分先让学生回顾上节课（asa）的知识，及
在两个三角形中已知两个角对应相等，证明第三个角相等，
为新课的学习打下基础。

2、角角边的推导是一个难点，因此在学案处理上先分散难点，
先证明第三个角相等，然后在新课学习时点评此题，然后过
渡到探究6，顺利完成定理的证明，再引导学生规纳方法。接



下来再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这样的教学安排较好地处理了这
一部分的知识，并且练习有一定的梯度。

3、由于学生的实际情况，没有完成第4题的应用提高。留作
学生课后完成。

1、让学生主动探索、发现、（在课前的自学部分）感受数学
活动中充满探索与发现的机会，并体验探索成功的乐趣，增
强创新意识，感受观察、猜想在发现创新中的作用，培养注
意观察的习惯，学会观察猜想归纳，培养创新能力。

2、在定理的应用中，先让学生做两个基础练习，然后学习例
题，因为学生已有一定的证明思路，只是根据题目的条件选
择不同的证明方法。所以在例题讲解上，重点分析方法。余
下时间让学生自主完成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