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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九”工作的完成，使各个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基本解决了适龄儿童上

学难的问题。但是，社会的快速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大量需求的现实，反映到中小学的现状就是家长迫

切需要孩子上好学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对学校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教师搭建平台，培养形

成骨干教师群体，努力使学校由规模发展转为质量发展、由粗放发展转为精细发展、由同质发展转为

特色发展、由模仿发展转为创新发展的方向过渡，打造优质品牌学校！

近年来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主管部门加大了对教师的培训力度，通过

各级各类培训，提高了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水平，增强了教师的业务水平和科学施教的能力；学校

也为教师学习、培训、提高搭建了诸多平台，鼓励教师树立成名成家的思想，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努力

进取，涌现出一大批爱岗敬业、成绩突出的优秀教师。他们把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崇尚

学习，认真钻研课标和教材，在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的同时，认真进行课后反思，积极

参加学科备课组和教研组活动，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为学生编写了包括寒暑假作业在内的许多教学辅导资料，深受学生

好评。

为了满足学生迫切需要一套能够适合他们自身学习水平的教辅资料的需求，帮助他们有效地进行

课前预习、课内导学、课后复习与有效训练，我们组织部分学校的优秀教师共同编写了七、八、九年级

《导学案·数学（下册）》。这套教辅资料的编写经历近一年的时间，从构思到每一章节的预习、内容、练

习、问题与思考都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不仅凝聚了编写教师的心血和汗水，也凝聚着备课组和

教研组其他教师的经验和智慧，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希望它的出版能让学生从各类繁重的学习资料

中解脱出来，减轻学习负担，提高学习效率！

李国勤

2014年 1月

序序



编者寄语编者寄语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使用《导学案七年级数学（下册）》。

为了使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有一本符合教材、适合于自身的学案，帮助同学们取得理想的学

习效果，经原州区教育局组织，由城区各中学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一线数学教师为同学们编写了

这本《导学案》。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在现有教学条件下，尽量满足每一位同学成长的需要；在不增

加同学们课业负担的前提下，实现高效优质的学习效果。

本《导学案》主要突出同学们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同学们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学习习

惯，每课时的探究环节符合学生的思维方式，走近学生、贴近课堂，使同学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人，具有很强的实效性。

本《导学案》与人教版《七年级数学（下册）》的教材同步，全书共计 6个章节。每章前有本章学
习目标、重点、难点、内容概述、地位及作用等，帮助同学们对本章内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每个

课时有具体的学习目标、重点、难点，学习内容包括“温故知新”“课堂导学”“达标检测”“拓展提

高”“中考链接”五个环节，其中“温故知新”环节能帮助同学们回顾已具备的相关知识并指导和检

测预习效果，是课前预习时要完成的内容；“课堂导学”环节可有效指导同学们进行自主学习、合

作探究、交流归纳、课堂练习等教学活动，是获得新知和应用新知的主要过程，是课堂教学完成的

内容；“达标检测”环节能帮助同学们进一步理解知识、巩固知识、灵活应用知识，是课后训练内

容；“拓展提高”环节是同学们综合运用知识的过程，可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中考链接”环

节分析、列举了近几年的中考试题，是同学们进行自我检测的好帮手、好范本。每个环节力求让同

学们以自主学习为主，设计上使更多的问题习题化，使重、难点知识的理解层次化。

本书是编写人员在工作之余利用了大量的休息时间，认真学习课标，分析领会教材，深入了

解同学们的实际，由学校教研组、年级备课组进行充分讨论，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编写、收集、整

理、修改而成，以期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在这里我们真诚地感谢原州区教育局、学校教科室、教研组、备课组的大力支持，感谢出版社

编辑在编写过程中的精心指导，同时，感谢各位同人在编写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由于编写过程时间紧、工作量大、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学者、教育教

学人员，特别是使用本书的教师能对《导学案》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也希望使用此书的同

学们能够提出宝贵的建议，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者

2014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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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本章学习目标】
1. 理解对顶角、邻补角的概念，识别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探索并掌握对顶

角相等的性质．

2. 理解垂线、垂线段等概念，能用三角尺或量角器过一点画已知直线的垂线，理

解点到直线的距离的意义，能度量点到直线的距离．掌握基本事实:过一点有且只有一

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垂直．

3. 理解平行线概念，能用三角尺或直尺过已知直线外一点画这条直线的平行线，

了解平行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平行．掌握基本事实: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

直线与这条直线平行;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同位角相等那么两直线平行，

掌握平行线的性质定理:两条平行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同位角相等．探索并证明平

行线的判定定理: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如果内错角相等( 或同旁内角互补) 那

么两直线平行． 掌握平行线的性质定理: 两条平行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内错角相

等( 或同旁内角互补) ．

4. 能通过具体实例认识平移，探索它的基本性质:一图形和它经过平移所得的图

形中，两组对应点的连线平行( 或在同一条直线上) 且相等．认识并欣赏平移在自然界

和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运用图形的平移进行图案设计．

5. 能通过具体实例，了解定义、命题、定理、证明的意义，会区分命题的条件和结

论．知道证明的意义和证明的必要性，知道证明要合乎逻辑．了解反例的作用，知道利

用反例可以判断一个命题是错误的．

【本章重点】

垂线的概念与平行线的判定和性质．

【本章难点】

1. 利用垂直公理、平行公理及推论、平行线的性质及判定进行简单的推理并求一

些角度的度数．

2. 正确理解并掌握基本概念，会写推理的过程，善于归纳总结．

3. 平行线的性质和判定．

【本章内容概述】

《相交线与平行线》这一章的内容，是在学生学习了基本几何图形的基础上，结合

1



初一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教材加强了推理的成分，将实验几何与论证几何有机结合．

对于本章中的一些概念、性质、公理和定理，大多是通过设问、设置“思考”“探究”“归

纳”以及“活动”等，让学生通过探究活动来发现结论，然后再对结论进行说明、解释或

论证，为由实验几何到论证几何的过渡做好了铺垫．

【本章地位及作用】

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是“空间与图形”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本章是在学

生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对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的进一步探索．本章首先

研究了相交的情形，探究了两直线相交所成的角的位置和大小关系，给出了邻补角和

对顶角概念，得出了“对顶角相等”的结论; 垂直作为两条直线相交的特殊情形，与它

有关的概念和结论是学习下一章“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直接基础，本章对垂直的情形

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探索得出了“过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垂直”“垂线段

最短”等结论，并给出点到直线的距离的概念，为学习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确定点的

坐标打下基础．命题是以后研究形式逻辑概念和术语的基础．

【本章学习方法及数学思想】

在学习上，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能动作用，让学生自己通过观察、类比、

活动、猜想、验证、归纳，共同探讨，进行小组间的讨论和交流、利用课件和实物自主探

索等方式，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应用意识和发散思维．

【学习建议】

1. 有意识地培养有条理的思考和表达．

2. 注意突出重点内容．

3. 注重分析思路，让学生学会思考问题，拒绝盲目拔高应用．

4.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适当发展数学素养．

5. 关注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参与程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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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相交线

【学习目标】1． 经历观察、推理、交流等过程，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和推理能力．
2． 了解邻补角和对顶角的概念，掌握邻补角、对顶角的性质．

【学习重点】对顶角相等的探索过程．
【学习难点】学生推理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培养．

温故知新

一、知识回顾
想一想平面内两条直线有什么样的位置关系?

二、预习检测
1． 如果两个角有一条 边，并且它们的另一边互为 ，那么具有这种关

系的两个角，互为邻补角．
2． 如果两个角有 顶点，并且其中一个角的两边分别是另一个角两边的

，那么具有这种位置关系的两个角，互为对顶角．
3． 对顶角的重要性质是 ．

课堂导学

一、合作探究
如图 5－1，直线 AB、CD相交于 O点，∠AOE= 90°．
( 1) ∠1和∠2叫做 角;∠1 和∠4 互为 角;∠2

和∠3互为 角; ∠1 和∠3 互为 角; ∠2 和∠4 互为
角．

( 2) 若∠1= 20°，那么∠2= ;∠3 =∠BOE－∠ =

°－ °= °;∠4=∠ －∠1= °－ °= °．

二、交流归纳
归纳: 1． 邻补角: 有一条公共边，并且它们另一边互为反向延长线的两个角 ．
2． 对顶角: 如果两个角有一个公共 ，并且一个角的两边分别是另一个角两边

的 ，那么这两个角互为对顶角．
3． 对顶角的性质: 对顶角 ．

三、应用举例
例 1 如图 5－2 所示，若∠1 = 25°，则∠2 = ，∠3 = ，

∠4= ．

3



例 2 如图 5－3 所示，已知直线 AB，CD 相交于点 O，OA 平分∠EOC，∠EOC = 70°，求
∠BOD的度数．

四、随堂练习
1． 图中是对顶角的是( ) ．

2． 如图 5－4，∠1的邻补角是( ) ．
A. ∠BOC B. ∠BOC和∠AOF
C. ∠AOF D. ∠BOE和∠AOF
3． 如图 5－5 所示，AB，CD，EF 交于点 O，∠1 = 20°，∠BOC = 80°，

求∠2的度数．

五、课堂小结
本节课你掌握了哪些知识?

达标检测

1． 已知: 如图 5－6，直线 a，b，c两两相交，∠1= 2∠3，∠2= 86°．求∠4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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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知: 如图 5－7，直线 AB，CD相交于点 O，OE平分∠BOD，OF平分∠COB，∠AOD ∶

∠DOE= 4 ∶1．求∠AOF的度数．

拓展提高

如图 5－8，有两堵围墙，有人想测量地面上两堵围墙内所形成的∠AOB 的度数，但人
又不能进入围墙，只能站在墙外，请问该如何测量?

中考链接

( 2010·佛山) 30°角的补角是( ) ．
A. 30° 角 B. 60°角 C. 90° 角 D. 150°角

5．1．2 垂 线

【学习目标】1. 了解垂线的定义、性质．
2. 了解点到直线的距离的定义，掌握点到直线距离的测量方法．

【学习重点】垂线的性质，点到直线的距离．
【学习难点】垂线段最短．

温故知新

一、知识回顾
两条直线相交时，有几种角? 它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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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习检测
如图 5－9，直线 AB，CD互相垂直，记作 ; 直线 AB，CD 互相

垂直，垂足为 O点，记作 ; 线段 PO的长度是点 到直
线 的距离; 点 M到直线 AB的距离是 ．

课堂导学

一、合作探究
认真学习教材第 3至 6页的内容，然后小组交流讨论，完成以下问题:
1． 垂线的概念:当两条直线相交所成的四个角中，有一个角是 时，就说这两

条直线互相垂直，其中一条直线叫做另一条直线的 ，它们的交点叫做 ．
2． 垂线的表示方法:垂直用符号“⊥”来表示，“直线 AB 垂直于直线 CD，垂足为 O”，

则记为 ，并在图中任意一个角处作上直角记号．

二、交流归纳
归纳: 1． 当两条直线相交所成的四个角中，有一个角是直角时，就说这两条直线

，其中一条直线叫做另一条直线的 线，它们的交点叫做 ．
2． 垂线的性质
性质 1: 平面内，过一点 与已知直线垂直．

性质 2:连接直线外一点与直线上各点的 中， 最短．
3． 直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的 叫做点到直线的距离．

三、应用举例
例 1 如图 5－10，直线 AB，CD 互相垂直，记作 ; 直线 AB，CD

互相垂直，垂足为 O点，记作 ; 线段 PO的长度是点 到直
线 的距离; 点 M到直线 AB的距离是 ．

例 2 如图 5－11，过 A点作 CD⊥MN，过 A点作 PQ⊥EF于 B．

图 5－11

四、随堂练习
1． 如图 5－12，过 A点作 BC边所在直线的垂线 EF，垂足是 D，并量出 A点到 BC 边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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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图 5－13，已知∠AOB及点 P，分别画出点 P到射线 OA、OB的垂线段 PM及 PN．

五、课堂小结
本节课你掌握了哪些知识?

达标检测

1． 如图 5－14，若 AO⊥CO，BO⊥DO，且∠BOC = a，则∠AOD 等于
( ) ．

A. 180°－2a B. 180°－a

C. 90°+
1
2

D. 2a－90°

2． 已知: 如图 5－15，三条直线 AB，CD，EF相交于点 O，且 CD⊥EF，∠AOE= 70°，若 OG

平分∠BOF．求∠DOG．

拓展提高

如图 5－16，小明从 A 村到 B 村去取鱼虫，将鱼虫放到河里，请作出小明经过的最短
路线．

中考链接

( 2010·宁波) 如图 5－17，直线 AB 与直线 CD 相交于点 O，E 是
∠AOD内一点，已知 OE⊥AB，BOD= 45°，则∠COE的度数是( ) ．

A. 125° B. 135° C. 145° D.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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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学习目标】明确构成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的条件，了解其命名的含义．
【学习重点】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的含义．
【学习难点】在各种图形中正确地辨认出同位角、内错角和同旁内角．

温故知新

一、知识回顾
1． 指出图 5－18中所有的邻补角和对顶角．
2． 图中的∠1与∠5，∠3 与∠5，∠3 与∠6 是邻补角或对顶角吗?

若都不是，请自学课本第 6页内容后回答它们各是什么关系的角?

二、预习检测
如图 5－19，将木条 a，b与木条 c钉在一起，若把它们看成三条直线

则该图可说成“直线 和直线 与直线 相交”也可以说成
“两条直线 ， 被第三条直线 所截”．构成了小于平角的角
共有 个，通常将这种图形称为“三线八角”．其中直线 ， 称
为两被截线，直线 称为截线．

课堂导学

一、合作探究
1. 如图 5－20，若直线 a，b被直线 c所截，在所构成的八个角中指出，下列各对角之间

是属于哪种特殊位置关系的角?
( 1) ∠1与∠2是 ; ( 2) ∠5与∠7是 ;
( 3) ∠1与∠5是 ; ( 4) ∠5与∠3是 ;
( 5) ∠5与∠4是 ; ( 6) ∠8与∠4是 ;
( 7) ∠4与∠6是 ; ( 8) ∠6与∠3是 ;
( 9) ∠3与∠7是 ; ( 10) ∠6与∠2是 ．
2. 如图 5－21所示，图中用数字标出的角中，同位角有 ; 内

错角有 ;同旁内角有 ．

二、交流归纳
归纳:

如图 5－22是“直线 ， 被直线 所截”形成的图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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