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新人教版高中数学必修一教案(精
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
望大家可以喜欢。

新人教版高中数学必修一教案篇一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了解直线参数方程的条件及参数的意义

过程与方法：能根据直线的几何条件,写出直线的参数方程及
参数的意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观察、探索、发现的创造性过程，
培养创新意识。

二、重难点：

教学重点：曲线参数方程的定义及方法

教学难点：选择适当的参数写出曲线的参数方程.

三、教学方法：

启发、诱导发现教学.

四、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写出圆方程的标准式和对应的参数方程。

圆参数方程(为参数)

(2)圆参数方程为：(为参数)

2.写出椭圆参数方程.

(二)、讲解新课：

如果已知直线l经过两个定点q(1，1)，p(4，3)，

那么又如何描述直线l上任意点的位置呢?

2、教师引导学生推导直线的参数方程：

(1)过定点倾斜角为的直线的

参数方程

(为参数)

【辨析直线的参数方程】：设m(x,y)为直线上的任意一点，
参数t的几何意义是指从点p到点m的位移，可以用有向线段
数量来表示。带符号.

(2)、经过两个定点q，p(其中)的'直线的参数方程为。其中
点m(x,y)为直线上的任意一点。这里参数的几何意义与参数
方程(1)中的t显然不同，它所反映的是动点m分有向线段的数
量比。当时，m为内分点;当且时，m为外分点;当时，点m与q
重合。

(三)、直线的参数方程应用，强化理解。



1、例题：

学生练习，教师准对问题讲评。反思归纳：

1)求直线参数方程的方法;

2)利用直线参数方程求交点。

2、巩固导练：

补充：

1)直线与圆相切，那么直线的倾斜角为(a)

a.或b.或c.或d.或

2)(坐标系与参数方程选做题)若直线与直线(为参数)垂直，
则.

解：直线化为普通方程是，

该直线的斜率为，

直线(为参数)化为普通方程是，

该直线的斜率为，

则由两直线垂直的充要条件，得，。

(四)、小结：

(1)直线参数方程求法;

(2)直线参数方程的特点;



(3)根据已知条件和图形的几何性质，注意参数的意义。

(五)、作业：

补充：设直线的参数方程为(t为参数)，直线的方程
为y=3x+4则与的距离为

【考点定位】本小题考查参数方程化为普通方程、两条平行
线间的距离，基础题。

解析：由题直线的普通方程为，故它与与的距离为。

五、教学反思：

新人教版高中数学必修一教案篇二

(1)掌握与()型的绝对值不等式的解法.

(2)掌握与()型的绝对值不等式的解法.

(3)通过用数轴来表示含绝对值不等式的解集，培养学生数形
结合的能力;

教学重点：型的不等式的解法;

教学难点：利用绝对值的意义分析、解决问题.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导入新课

【提问】正数的绝对值什么？负数的绝对值是什么？零的绝
对值是什么？举例说明？

【概括】

口答

绝对值的概念是解与（）型绝对值不等值的概念，为解这种
类型的绝对值不等式做好铺垫．

二、新课

【提问】如何解绝对值方程．

【质疑】的解集有几部分？为什么也是它的解集？

【练习】解下列不等式：

（1）；

（2）

【设问】如果在中的，也就是怎样解？

【点拨】可以把看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把看成，按照的解法
来解．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设问】如果中的是，也就是怎样解？

【点拨】可以把看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把看成，按照的解法
来解．



，或，

由得

由得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口答．画出数轴后在数轴上表示绝对值等于2的数．

画出数轴，思考答案

不等式的解集表示为

画出数轴

思考答案

不等式的解集为

或表示为，或

笔答

（1）

（2），或

笔答

笔答

根据绝对值的意义自然引出绝对值方程（）的解法．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在型绝对值方程的基础上引出（）型



绝对值方程的解法．

针对解（）绝对值不等式学生常出现的情况，运用数轴质疑、
解惑．

落实会正确解出与（）绝对值不等式的教学目标．

在将看成一个整体的关键处点拨、启发，使学生主动地进行
练习．

继续强化将看成一个整体继续强化解不等式时不要犯丢掉这
部分解的错误．

三、课堂练习

解下列不等式：

（1）；

（2）

笔答

（1）；

（2）

检查教学目标落实情况．

四、小结

的解集是；的解集是

解绝对值不等式注意不要丢掉这部分解集．



五、作业

1．阅读课本含绝对值不等式解法．

2．习题2、3、4

课堂教学设计说明

1.抓住解型绝对值不等式的关键是绝对值的意义，为此首先
通过复习让学生掌握好绝对值的意义，为解绝对值不等式打
下牢固的基础.

2.在解与绝对值不等式中的关键处设问、质疑、点拨，让学
生融会贯通的掌握它们解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达到提高学
生解题能力的目的.

3.针对学生解()绝对值不等式容易出现丢掉这部分解集的错
误，在教学中应根据绝对值的意义从数轴进行突破，并在练
习中纠正这个错误，以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

新人教版高中数学必修一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掌握三角函数模型应用基本步骤:

(1)根据图象建立解析式;

(2)根据解析式作出图象;

(3)将实际问题抽象为与三角函数有关的简单函数模型.

教学重难点

.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作出散点图，并根据散点图进行函数拟合，



从而得到函数模型.

教学过程

一、练习讲解：《习案》作业十三的第3、4题

(精确到0.001).

米的速度减少，那么该船在什么时间必须停止卸货，将船驶
向较深的水域?

本题的解答中，给出货船的进、出港时间，一方面要注意利
用周期性以及问题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注意考虑实际意义。
关于课本第64页的 “思考”问题，实际上，在货船的安全水
深正好与港口水深相等时停止卸货将船驶向较深的水域是不
行的，因为这样不能保证船有足够的时间发动螺旋桨。

练习：教材p65面3题

三、小结：1、三角函数模型应用基本步骤:

(1)根据图象建立解析式;

(2)根据解析式作出图象;

(3)将实际问题抽象为与三角函数有关的简单函数模型.

2、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作出散点图，并根据散点图进行函数拟
合，从而得到函数模型.

四、作业《习案》作业十四及十五。

新人教版高中数学必修一教案篇四



数学教学的宗旨是让学生在主动参与中学会学习。中学生的
身体、心理发展正趋于成熟期，对事物充满着好奇，又有自
己的想法，有时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又不愿在公开场合表达。
根据这些特点，教师应设置有效的三维目标激发提升，设置
贴近学生的情境激发兴趣，设置有悬念的问题激发参与，设
置开放的问题激发讨论，设置有挑战的问题激发独立思考，
设置抽象的问题激发理解。

进行这些设置，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现有水平和可能的发展
水平，准确定位有效的教学目标;精心设置导入，在尽量短的
时间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正确把握问题的难度、坡度和密度，
让学生努力后能接近或达成目标;以适当的调控营造和谐的课
堂气氛，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利用信息技术拓宽学习资源

并善于独立思考，学会分析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例
如，笔者在讲解解析几何内容时，就通过课件“奇妙的坐标
系”向学生展示了坐标系的诞生、完善及应用过程，使数学
教学成为了再创造、再发现的教学。

新人教版高中数学必修一教案篇五

在复习时，由于解题的量很大，就更要求我们将解题活动组
织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让学生领略到数学的优美、奇异
和魅力，这样才能变苦役为享受，有效地防止智力疲劳，保
持解题的“好胃口”。一道好的数学题，即便具有相当的难
度，它却像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又像一部情节曲折的电视
剧，那迭起的悬念、丛生的疑窦正是它的诱人之处。

“山重水复”的困惑被“柳暗花明”的喜悦取代之后，学生
又怎能不赞叹自己智能的威力?我们要使学生由“要我学”转
化为“我要学”，课堂上要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创设情境，激发热情，有这样一些比较成功的做法:一是运用



情感原理,唤起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二是运用成功原理,变苦
学为乐学;三是在学法上教给学生“点金术”，等等。

在课堂教学结构上，更新教育观念，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告诫我们:“希望你们要警惕，在课
堂上不要总是教师在讲，这种做法不好……让学生通过自己
的努力去理解的东西，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才是他真正掌握
的东西。”按我们的说法就是:师傅的任务在于度,徒弟的任
务在于悟。数学课堂教学必须废除“注入式”“满堂灌”的
教法。复习课也不能由教师包讲，更不能成为教师展示自己
解题“高难动作”的“绝活表演”，而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
主人，让他们在主动积极的探索活动中实现创新、突破，展
示自己的才华智慧,提高数学素养和悟性。

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师的任务是点拨、启发、诱导、
调控，而这些都应以学生为中心。复习课上有一个突出的矛
盾，就是时间太紧,既要处理足量的题目，又要充分展示学生
的思维过程，二者似乎是很难兼顾。我们可采用“焦点访
谈”法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大多数题目是“入口宽，上
手易”，但在连续探究的过程中，常在某一点或某几点上搁
浅受阻,这些点被称为“焦点”，其余的则被称为“外围”。
我们大可不必在外围处花精力去进行浅表性的启发诱导，好
钢要用在刀刃上,而只要在焦点处发动学生探寻突破口,通过
访谈，集中学生的智慧，让学生的思维在关键处闪光，能力
在要害处增长，弱点在隐蔽处暴露，意志在细微处磨砺。通
过访谈实现学生间、师生间智慧和能力的互补，促进相互的
心灵和感情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