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七年级数学平面直角坐标系
教案(优秀8篇)

教案模板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教师不
断反思和改进教学方法。附上了一些初一教案的精选范文，
供大家借鉴参考。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平面直角坐标系教案篇一

1、请学生展示自己设计的知识结构图

2、教师展示知识结构图

1、基础训练

复习各个知识点及平时解题应注意的地方，进行巩固各知识
点的'基础题训练。

2、能力提高

把本章内容和以前的知识点联系起来，解决问题。

3应用拓展（合作探究）

春天到了，七年级二班组织同学们到公园春游，张明王丽李
华三位同学和其他同学走散了，同学们已经到了中心广场，
而他们仍在牡丹园赏花，他们对着景区示意图在电话中向老
师说明了他们的位置。

游戏环节（快乐之旅）

7个金蛋你可以任选一个,如果出现“恭喜你”的字样，你将
直接过关;否则将有考验你的数学问题，当然你可以自己作答,



也可以求助你周围的老师或同学.

通过本节复习课，你对本章知识是否有了更深的认识呢？谈
谈你的体会。

1、必做题：p96—3、4、7

2、选做题：p97—9、10

3、探究题

利用本章的基础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学生思考交流

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学生先读题独立思考，再通过合作探究，分析问题，得到问
题的解决方案，

利用已学的知识分析问题，阐述解题的思路，进而完善问题
的答案。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平面直角坐标系教案篇二

平面直角坐标系同数轴一样，是研究数形结合的一个有效工
具，有了这个工具，我们可以对图形的位置、图形间的关系
等进行定量研究，实现了有机结合，――这是数学学习的一
个飞跃。因此，学好本章，对今后的数学学习、研究有非同
寻常的意义。

现今的教材对这部分内容的出场次序是合理的、科学的：在
经历了“实数与数轴的关系”之后，紧接着安排了本部分内



容，这就使得知识的提升过渡自然，便于学习者对比、接受，
也易于形成知识体系，不至于显得零碎。

从内容的编排上来看，是符合学生的实际认知规律的――从
有序数对开始，发现数学中的问题：数轴上的点可以用实数
与之对应，那么数轴以外的点呢？这就产生了问题，自然引
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为平面直角坐标系的诞生开启了大门。
在教学中，这就要求教师应当紧紧贴近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
想尽一切办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求知欲，使学生的学习研
究得以有效地运行。

完成直角坐标系后，围绕它的工用性，教材安排了两个简单
应用：

（1）确定平面内点的位置；

（2）还有中心对称，也是如此处理（p8611题）；

（3）关于不等式的解集，在本章中亦有所体现，见课本复习
题7题（p85）：通过对阅读时间、看电视时间的有序数对分区，
灌输了不等式解集在坐标平面内的形象表示，同时也对学
生“用图形解决不等式问题”的意识有一个潜移默化作用，
值得认真对待，不容忽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中课程的有些内容在此也有一些渗透：
如

（2）坐标平面内的中点公式的探索（p8610题），通过描点、
连线、找中点、观察中点坐标、发现规律等实践操作，给出
中点坐标公式。这对后期学习是一个有力保障，所以本章的
教学应不惜花费一些气力，为将来的深度学习打一个好的基
础。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平面直角坐标系教案篇三

学习目标：

1、能说出平面直角坐标系，以及横轴、纵轴、原点、坐标的
概念。会画平面直角坐标系，并能在给定的平面直角坐标系
中由点的位置写出它的坐标，以及能根据坐标描出点的位置。

2、知道平面直角坐标系内有几个象限，清楚各象限的点的坐
标的符号特点。

3、给出坐标能判断所在象限。

学习重点：

1、在给定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内，会根据坐标确定点，根据点
的位置写出点的坐标。

2、知道象限内点的坐标符号的特点，根据点的坐标判断其所
在象限。

学习难点：

坐标轴上点的坐标的特点。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学习过程：

一自主学习：

1、画一条数轴，在数轴上标出3，―3，0，2



数轴上的点可以用个实数来表示，这个实数叫做___________。

2、思考：直线上的一个点可以用数轴上一个实数来表示点的
位置，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来确定平面内的点的位置呢？
（例如图7.1―3中a、b、c、d各点）。

3、自学课本第66―67页的内容，然后填空。

（1）我们可以在平面内画两条互相_____、_____重合的数轴，
组成________________，水平的数轴称为_____轴或_____轴，
习惯上取向____为正方向；竖直的数轴称为____轴或____轴，
取向___方向为正方向；两坐标轴的交点为平面直角坐标系
的________。

（2）如何确定点的坐标。（阅读课本第66页最后一段）如
图7.1―4写出点b、c、d的坐标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考：原点o的坐标是什么？x轴和y轴上的点的坐标有什么特
点？

《实数、平面直角坐标系》测试题

1、如果点m到x轴和y轴的距离相等，则点m横、纵坐标的关
系是。

a、相等 b、互为相反数 c、互为倒数 d、相等或互为相反数

2、将某图形的横坐标都减去2，纵坐标不变，则该图形（）。

a、向右平移2个单位 b、向左平移2个单位

c、向上平移2个单位 d、向下平移2个单位

《实数、平面直角坐标系》、填空题



1、生活中只要你留心，就会发现有许多用数字“代替”目标
位置的现象。

（1）一张电影票上写有“7排9号”，进电影院先找，后找，
这是一对有序数对；

（2）一张硬座的火车票“10车厢18号”，上火车时你得先找，
再在车厢里找号座位。

2、教室内座位，列数在前，排数在后。如果李小刚的座位是
（3，4），则（3，4）意义是。

3、某一本书在印刷上有错别字，在第20页第4行从左数第11
个字上，如果用数序表示可记为（20，4，11），你是电脑打
字员你认为（100，20，4）的意义是。

4、在电影票上将“10排8号”前记为（10，8），那么
（25，11）表示的意义是。

5、小亮家住在3号路，门牌是18号，可记为（3，18），那么
小琪家在5号路门牌号是49号，可记为。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平面直角坐标系教案篇四

平面直角坐标系误区提醒

(1)求点的坐标时，容易将横、纵坐标弄反，还容易忽略坐标
符号;(2)思考问题不周，容易出现漏解。(如点p到x轴的距离
为1，这里点p的纵坐标应当是，而不是1)。

平面直角坐标系常见考法

(1)由点的位置确定点的坐标，由点的坐标确定点的位置;(2)
求某些特殊点的坐标。



平面直角坐标基本概念

1、有序数对：我们把这种有顺序的两个数a与b组成的数队，
叫做有序数对。

2、平面直角坐标系：我们可以在平面内画两条互相垂直、原
点重合的数轴，组成平面直角坐标系。

水平的数轴称为x轴或横轴，习惯上取向右为正方向

竖直的数轴称为y轴或纵轴，取向上方向为正方向

两坐标轴的交战为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原点

3、象限：坐标轴上的点不属于任何象限

第一象限：x0，y0

第二象限：x0

第三象限：x0，y

纵坐标轴上的点：(0，y)

4、距离问题：点(x，y)距x轴的距离为y的绝对值

距y轴的距离为x的绝对值

点a(0，y1)点b(0，y2)，则ab距离为y1-y2的绝对值

5、绝对值相等的代数问题：a与b的绝对值相等，可推出

1)a=b或者



2)a=-b

6、角平分线问题

若点(x，y)在一、三象限角平分线上，则x=y

若点(x，y)在二、四象限角平分线上，则x=-y

7、平移：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将点(x，y)向右平移a个单位长度，可
以得到对应点(x+a，y)

向左平移a个单位长度，可以得到对应点(x-a，y)

向上平移b个单位长度，可以得到对应点(x，y+b)

向下平移b个单位长度，可以得到对应点(x，y-b)

初中数学常见知识点

(1)单项式乘单项式的结果仍然是单项式。

(2)单项式与多项式相乘，结果是一个多项式，其项数与因式
中多项式的项数相同。

(3)计算时要注意符号问题，多项式的每一项都包括它前面的
符号，同时还要注意单项式的符号。

(4)多项式与多项式相乘的展开式中，有同类项的要合并同类
项。

(5)公式中的字母可以表示数，也可以表示单项式或多项式。



初一数学解题方法与技巧

1数学各类题型

1.选择题是所占比例较大(40%)的客观性试题，考察的内容具
体，知识点多，“双基”与能力并重。对选择题的审题，要
搞清楚是选择正确陈述还是选择错误陈述，采用特殊什么方
法求解等。

2.填空题属于客观性试题。一般是中档题，但是由于没有中
间解题过程，也就没有过程分，稍微出现点错误就和一点不
会做结果相同，“后果严重”。审题时注意题目考查的知识
点、方法和此类问题的易错点等。

3.解答题在试卷中所占分数较多(74分)，不仅需要解出结果
还要列出解题过程。解答这种题目时，审题显得极其重要。
只有了解题目提供的条件和隐含信息，联想相关题型的通性
通法，寻找和确定具体的解题方法和步骤，问题才能解决。

2选择题的答题技巧

掌握选择题应试的基本方法：要抓住选择题的特点，充分地
利用选择支提供的信息，决不能把所有的选择题都当作解答
题来做。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平面直角坐标系教案篇五

《平面直角坐标系》这一节主要介绍了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组
成和有关概念，有关概念很多，有横轴（x轴）,纵轴（y轴),原
点，坐标，象限等。教学时，紧密结合坐标系，让学生对这
些概念有个初步的认识，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理解有关概念
就可以了。

这一节的有关规律很多，学生应该掌握，进而利用它做题。



1.象限内的点的坐标符号特征：第一象限（+，+），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第四象限（+，-）。

2.坐标轴上的点的坐标特征：x轴的所有点的纵坐标为0，y轴的
所有点的横坐标为0，原点的横、纵坐标都为0。

3.x轴上的.所有点的纵坐标为零，y轴上的所有点的横坐标为
零。

4.一、三象限角平分线上的点横、纵坐标相等，二、四象限
角平分线上的点横、纵坐标互为相反数。

5.关于x轴对称的点横坐标相等，纵坐标互为相反数，关于y
轴对称的点纵坐标相等、横坐标互为相反数，关于原点对称
的点横坐标、纵坐标都互为相反数。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平面直角坐标系教案篇六

1.知道利用数轴上确定直线上一个点的位置用一个数就可以
了.

2.理解平面直角坐标系及其相关概念.

3.理解坐标的概念.

4.能利用平面直角坐标系表示点的位置，也能根据坐标找到
坐标平面上它所表示的点.

【过程与方法】

先利用数轴确定直线上一点的位置，进而利用两条共原点且
互相垂直的两条数轴确定平面点的位置，再学习平面直角坐
标系及相关概念，最后用坐标表示平面上的点或根据坐标找
到坐标平面上它所表示的点.



【情感态度】

体验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数学探究过程，提高举一反
三的数学能力，增强数学学习信心.

【教学重点】

平面直角坐标系及相关概念，各象限及坐标轴上点的坐标特
征.

【教学难点】

各象限及坐标轴上点的坐标特征，建立适当的平面直角坐标
系，表示平面上点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