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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teaching goal is not to allow children to acquire knowledge based by facts and theories, but to realize a process tending to the 
core concept of mathematics. This core concept of mathematics and the mathematical ideas needed in the process are the big concepts 
we seek. Big concept teaching is increasingly valued in today’s education field. Big concepts are the core of the discipline, which can 
connect different knowledge content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migration of knowledge. Big concept teaching is the teaching 
with the big concept as the core goal, which aims to cultivate the qua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uthenticity. The key to big concept 
teaching is to extract big concepts and reconstruct the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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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的教学目标不是让孩子获得一推由事实和理论堆砌的知识，而应该是实现一个趋向于数学核心概念的进展过程。这个
数学核心概念以及趋向它进程中所需的数学思想方法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大概念。大概念教学在当今教育领域日益受到重
视。大概念是学科的核心，能够连接不同的知识内容，促进知识的整合与迁移。大概念教学就是以大概念为核心目标的教
学，它指向培养解决真实性问题的素养。大概念教学的关键是提取大概念和重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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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需要大概念，什么是大概念

小学数学的学习，一般都是创设丰富的生活情境，力

求从学生的身边物体和事件开始，以此降低抽象程度，激发

学习兴趣。小学生能感知的学习题材和活动非常多，但学习

时间有限而且宝贵，选取怎样的内容对孩子今后乃至终身的

学习有用，是我们所迫切需要寻求的答案。在学习方式上，

基于探究的教学方式能大大增加理解的深度，提升素养，但

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学习的内容广度就必须减少。必然

就需要大概念。

我们的教学目标不是让孩子获得一推由事实和理论堆

砌的知识，而应该是实现一个趋向于数学核心概念的进展过

程。这个数学核心概念以及趋向它进程中所需的数学思想方

法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大概念。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刘徽教

授把大概念界定为：反映专家思维方式的概念、观念或者论

题，它具有生活价值。其实是一个意思。

1.1�大概念教学的内涵及价值研究
“当一个人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忘掉，剩下的就是教

育。”知识指数级增长的新时代，教育教学应更聚焦于“剩

下的东西”。美国学者格兰特·威金斯、杰伊·麦克泰格、

林恩·埃里克森、洛伊斯·兰宁等人不约而同地将教学引向

理解，追求基于理解的教学。在威金斯等人看来，教育教学

应致力于提供给学生有助于理解概念的某种框架，促使其获

得可迁移的概念理解力、解决复杂问题的思考力和创造新观

点的生长力。简言之，即基于大概念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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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即 Big Idea 或 Big Ideas，亦称“大观念”或“核

心观念”。它并非学科课程的某一具体知识性概念或名词，

而是集中反映学科本质，具有相对稳定性、共识性、统领性

等共性，能将离散或琐碎的不同主题和知识实现“有意义”

地“黏连”，从而帮助学生以“专家式思维”阐释和预测较

大范围物体、事件或现象的某种有组织、有结构的“核心概

念”。2013 年 4 月发布的《美国新一代科学教育标准》，

围绕“大概念”的学科知识结构“金字塔”（见图 1）。其

最底层是学科基本知识、技能等事实性知识及统摄性较低的

分解概念，即小概念；第二层是基于学科内知识整合的核心

概念与方法，即核心概念或基本问题；第三层是基于跨学科

内容整合的概念或主题，即跨学科概念或共通概念；最顶层

是统摄其他所有知识的“元认知”，即哲学观念。较之事实

性知识、学科分解概念等小概念，学科核心概念或基本问题、

跨学科概念或共通概念和哲学观念等都属于大概念范畴。

图 1�围绕“大概念”的学科知识结构“金字塔”

用大概念贯穿教学的始终，有利于学生建立学科内知

识间、跨学科间以及和现实世界的联结，建立模型，促进学

生的迁移，提升学生的素养，进而激发兴趣、增强信心、培

养良好学习习惯，形成质疑问难、自我反思、勇于探索的科

学精神。

1.2�大概念教学的关键
当今学科细分、模块分解、知识点展开的教学大环境下，

大概念往往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主动提取、自觉凝练的。

如何凝练大概念？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1.2.1 提取大概念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刘徽教授及其团队总结了八条提取

大概念的路径：其中课程标准、教材分析、专家思维、概念

派生是自上而下的四条路径，而生活价值、职能目标、学习

难点、评价标准则是自下而上的四条路径。其中课程标准和

学习难点是最重要的两条路径，课程标准和学习难点的解读

又具体融入教材分析之中，其他路径则起到校准的作用，多

条路径共同作用从而实现大概念的提取。

大概念定位罗盘见图 2。

图 2�大概念定位罗盘图

1.2.2 基于大概念重构单元目标
我们要想基于大概念展开教学，必须先重构目标。大

概念教学是以大概念为核心目标的教学，它指向培养解决真

实性问题的素养。围绕大概念设计的教学目标不会过高也不

会过低，能带领师生达成素养目标。根据“大概念”的学科

知识结构“金字塔”，我们从学科层面、跨学科层面和哲学

层面这三个层面来设计单元大概念再细化、分解成单元目标

和课时目标。在大概念的统领下，学生的学习对象呈现结构

性、联结性，从而具有迁移性。

2�基于大概念的单元结构化教学设计

根据课程标准，结合知识结构图和学生习得概念和命

题的心理过程来提取大概念是小学教师比较容易实现的路

径，在这里，知识结构图尤其重要，它不是纯粹的知识框架

图，而是蕴含逻辑关系在内的知识形成的思维导图。根据思

维导图，能有效提取大概念，再根据大概念制定单元素养目

标，并进而分化、细化出具体单元目标和具体课时目标，使

之一脉相承，从而实现知识间的“联结”和“结构”，达到“少

而精”的目的，最终快速“迁移”。

基于大概念的单元结构化设计流程见图 3。

图 3�基于大概念的单元结构化设计流程图

2.1�分析

2.1.1 知识结构——概念和命题
①概念的形成。

根据安德森和布鲁姆的分类，知识可以分为陈述性知

识和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分为事实性知识（名称）、概

念性知识（概念、命题、命题网络、图示），程序性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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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智慧技能、认知策略。课标中的单元四维目标：知识技能、

数学思考、问题解决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中的知识既有事实性

知识也有概念性知识，我们更应该注重概念性知识的教学。

技能属于自动化的程序性知识，数学思考和问题解决属于认

知策略又归属于受控制的程序性知识，我们更应该注重受控

制的程序性知识的教学。事实性知识表示那些分散的、孤立

的点滴信息，大多数事实性知识无需探究，告知学生，学生

练习后记住即可。而概念、性知识表示更为复杂的、有组织

的知识，知识间纵向联系，形成“结构”。重视认知策略的

教学则更容易形成知识间的“联结”。数学概念是对一类事

物在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方面的本质属性的简明、概括的反

映。根据加涅的分类方法，可以分成具体性概念和定义性概

念，从理论上讲，数学概念都应该是定义性概念，因为这样

的概念才规范和科学，但是小学阶段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有

限，学习的概念大多数是具体性概念。如负数、分数、面积、

概率。即便是定义性概念，如直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锐

角三角形等的学习也是通过概念形成的方法习得的。其形成

基本过程如下（以北师大版小四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三角形

和四边形的认识中《三角形分类》一课为例），见图 4。

《三角形分类》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的“图形的

认识“板块中《三角形和四边形的认识》单元。本单元的知

识结构如图 5 所示。

从图 5、图 6 中可以看出，分类活动贯穿于各类三角形

概念形成过程。小学的分类采用的是二分法，分类的原则是

不重不漏，所以要求思维清晰，层次分明，必须剥离三角形

非本质的属性。分类标准的制定在分类活动中是关键，分类

标准的制定过程实质上是从各类三角形的共同属性抽象出

各类三角形本质属性的过程。三角形的共性是有三个角、三

条边。三角形的差异在于角的大小和边的长短不一，所以，

可以根据不同三角形的差异进行分类。通过二分法的探究活

动，再次明晰各种三角形的本质特征。最后对分类结果进行

命名和定义，彻底抽象出各类三角形的本质特征。可见，概

念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分类行为。《图形分类》《四边形分类》

同上。

②命题的学习。

《三角形内角和》和《三角形三边关系》则属于命题

的学习。命题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它揭示了概念之间

的关系，表示了某种规律。

图 4概念形成的过程
《三角形分类》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的“图形的认识“板块中《三角形和四边形的认

识》单元。本单元的知识结构如图 5所示。

图 5本单元图形概念的知识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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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命题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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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它揭示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示了某种规律。

图 6三角形边和角的关系网络图
小学阶段，对三角形认识停留在角与角、边与边之间的关系，后续直角三角形中的勾股定

理的学习，打通了边与角的关系，再后续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等的学习是更为一般的关系。

学生对边与角的关系才会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彼时，命题网络和认知结构将更加丰富

和完善。小学阶段，不可能对命题进行比较严格的证明，大都是通过做一做、举例子等方

式，让学生感受、体验命题的合理性。其学习的过程如图 7所示。

图 4�概念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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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对三角形认识停留在角与角、边与边之间

的关系，后续直角三角形中的勾股定理的学习，打通了边与

角的关系，再后续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等的学习是更为一般

的关系。学生对边与角的关系才会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彼时，命题网络和认知结构将更加丰富和完善。小学阶段，

不可能对命题进行比较严格的证明，大都是通过做一做、举

例子等方式，让学生感受、体验命题的合理性。其学习的过

程如图 7 所示。

图 7命题学习的过程
第三，学习内容的重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重组了本单元的教学内容，把三节分类的课时调整到了一起

（见表 1），以便于学生在积累分类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快速实现迁移，并把纯粹的练习巩

固调整为绘制单元知识结构图。

表 1课时安排
教参建议课时安排 课时 重组后的课时安排 课时

图形分类 2 图形分类 3

三角形分类 三角形分类

探索与发现：三角形内角和 2 四边形分类

探索与发现：三角形三边关系 探索与发现：三角形内角和 2

四边形分类 1 探索与发现：三角形三边关系

练习二 1 绘制单元结构图 1
2.1.2学情分析
前测：①你了解二分法吗？②用一张思维导图图画出你所知道的图形。③关于三角形和四
边形你知道哪些知识？
以 140名学生作为样本，进行单元前测。测试结果为：90%的孩子不知道二分法，86%的

孩子已经知道三角形内角和是 180°，但没有学生知道三边关系，从绘制的思维导图看，多

数学生知道平行四边形、梯形和正方形、长方形。但是，没有孩子用语言定义的方式给出

概念。能给线和角分类，但不能正确给图形分类。可见，在学习这一单元之前，学生关于

图形的知识有所了解，但仅仅是表面、孤立和零散的，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旨在帮助

学生理解分类，形成图形知识结构网。便于以后把关于图形的知识一点点装入“结构”中。

[3]四年级的学生抽象、推理和建模的能力在逐步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思维活动经验，

所以，这一单元的教学，除了对学生知识掌握方面有要求以外，在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上

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2.1.3课程标准
课标中有关图形与几何的三大核心素养：几何直观、空间观念和推理能力。空间观是指能

够由几何图形联想出实物的形状，由实物的形状抽象出几何图形，进行几何体与其三视图、

展开图之间的转化。几何直观主要是指利用图形描述和分析问题。借助几何直观可以把复

杂的数学问题变得简明、形象，有助于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预测结果。推理能力：能通

过观察、实验、归纳、类比等获得数学猜想，并进一步寻求证据、给出证明或举出反例；

能清晰、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过程，做到言之有理、落笔有据；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

中，能运用数学语言、合乎逻辑地进行讨论与质疑。

2.2设计
2.2.1教学目标重构

图 7�命题学习的过程

③学习内容的重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重组了本单元的教学内容，把三

节分类的课时调整到了一起（见表 1），以便于学生在积累

分类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快速实现迁移，并把纯粹的练习巩固

调整为绘制单元知识结构图。

2.1.2 学情分析
前测：①你了解二分法吗？②用一张思维导图图画出

你所知道的图形。③关于三角形和四边形你知道哪些知识？

以 140 名学生作为样本，进行单元前测。测试结果为：

90% 的孩子不知道二分法，86% 的孩子已经知道三角形内

角和是 180°，但没有学生知道三边关系，从绘制的思维导

图看，多数学生知道平行四边形、梯形和正方形、长方形。

但是，没有孩子用语言定义的方式给出概念。能给线和角分

类，但不能正确给图形分类。可见，在学习这一单元之前，

学生关于图形的知识有所了解，但仅仅是表面、孤立和零

散的，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旨在帮助学生理解分类，形

成图形知识结构网。便于以后把关于图形的知识一点点装入

“结构”中。四年级的学生抽象、推理和建模的能力在逐步

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思维活动经验，所以，这一单元的

教学，除了对学生知识掌握方面有要求以外，在学习方式和

思维方式上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表 1�课时安排

教参建议课时安排 课时 重组后的课时安排 课时

图形分类
2

图形分类

3三角形分类 三角形分类

探索与发现：三角

形内角和
2

四边形分类

探索与发现：三角

形三边关系
探索与发现：三角形内角和

2
四边形分类 1 探索与发现：三角形三边关系

练习二 1 绘制单元结构图 1

2.1.3 课程标准
课标中有关图形与几何的三大核心素养：几何直观、

空间观念和推理能力。空间观是指能够由几何图形联想出实

物的形状，由实物的形状抽象出几何图形，进行几何体与其

三视图、展开图之间的转化。几何直观主要是指利用图形描

述和分析问题。借助几何直观可以把复杂的数学问题变得简

明、形象，有助于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预测结果。推理能力：

能通过观察、实验、归纳、类比等获得数学猜想，并进一步

寻求证据、给出证明或举出反例；能清晰、有条理地表达自

己的思考过程，做到言之有理、落笔有据；在与他人交流的

图 4概念形成的过程
《三角形分类》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的“图形的认识“板块中《三角形和四边形的认

识》单元。本单元的知识结构如图 5所示。

图 5本单元图形概念的知识组块
从图 5、图 6中可以看出，分类活动贯穿于各类三角形概念形成过程。小学的分类采

用的是二分法，分类的原则是不重不漏，所以要求思维清晰，层次分明，必须剥离三角形

非本质的属性。分类标准的制定在分类活动中是关键，分类标准的制定过程实质上是从各

类三角形的共同属性抽象出各类三角形本质属性的过程。三角形的共性是有三个角、三条

边。三角形的差异在于角的大小和边的长短不一，所以，可以根据不同三角形的差异进行

分类。通过二分法的探究活动，再次明晰各种三角形的本质特征。最后对分类结果进行命

名和定义，彻底抽象出各类三角形的本质特征。可见，概念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分类行为。

《图形分类》《四边形分类》同上。

第二，命题的学习。
《三角形内角和》和《三角形三边关系》则属于命题的学习。命题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陈

述，它揭示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示了某种规律。

图 6三角形边和角的关系网络图
小学阶段，对三角形认识停留在角与角、边与边之间的关系，后续直角三角形中的勾股定

理的学习，打通了边与角的关系，再后续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等的学习是更为一般的关系。

学生对边与角的关系才会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彼时，命题网络和认知结构将更加丰富

和完善。小学阶段，不可能对命题进行比较严格的证明，大都是通过做一做、举例子等方

式，让学生感受、体验命题的合理性。其学习的过程如图 7所示。

图 6�三角形边和角的关系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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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能运用数学语言、合乎逻辑地进行讨论与质疑。

2.2�设计

2.2.1 教学目标重构
综上所述，我们提取了大概念：二维或者三维的图形

都可以通过其特征进行描述、分类、分析。并把大概念细化、

分解，制定了单元目标和具体课时目标如表 2 所示。

2.2.2 教学流程设计
第 1 课时：《图形分类》见图 8。

第 2 课时：《三角形的分类》见图 9。

第 3 课时：《四边形分类》见图 10。

第 4、第 5 课时：《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三边关系》

见表 3。

表 2�大概念单元目标和具体课时目标

单元素养目标：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推理能力

激发兴趣、增强信心、培养习惯，形成质疑问难、自我反思、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层面 单元大概念 具体单元目标

具体课时目标：《图形分类》

《三角形的分类》《四边形

的分类》

具体课时目标：《三角形

内角》《三角形三边关系》

哲学层

面

思想方法

层面的大

概念

分类思想：根据数学本质属

性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将数

学研究对象分为不同的种类

体会分类可以表达共性和

区别差异

能根据边和角的共性和差异

征制定分类标准，感悟到一

个合理的结果应当使分类结

果“不重不漏”

集合思想：把事物或事物间

的联系概括成总体或总体间

关系的思想方法

感受到用维恩图表示图形

之间关系的简洁、直观性

感受到用维恩图表示各种三角

形之间关系的简洁、直观性

推理思想：思维的基本形式

之一，是有一个或几个已知

的判断推出新的判断

特殊与一般、联想、类比、

归纳等推理思想在形成图

形概念和发现图形性质方

面的作用

体会特殊与一般、联想、类比、

归纳等推理思想在形成图形

概念中的作用

体会特殊与一般、联想、

类比、归纳等推理思想在

发现图形性质中的作用

跨学科

层面

问题解决

层面的大

概念

学习数学是为了能够解释现

实世界的现象和事件。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

的问题。感受生活与数学

的紧密联系

根据三角形、四边形特征解

决生活中的问题。感受生活

与数学的紧密联系

根据三角形内角和、三边

关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感受生活与数学的紧密 
联系

多种角度做数学的意识
培养学生积极探究，寻求

实证的数学态度

多角度验证三角形内角

和、三边关系

学科层

面

数学的大

概念

二维或者三维的图形都可以

通过其特征进行描述、分类、

分析

图形的概念形成实质上是

分类行为。可以从边和角

的维度给平面图形分类

体会分类标准和三角形特征之

间的联系。用二分法对图形、

三角形、四边形进行分类

可以从边和角的维度研究

平面图形的特征。并需要

联想类比，大胆假设；合

情推理，积极求证

通过类比，联系生活，发

现三角形边和边之间、角

和角之间的关系，通过观

察、操作进行验证

教学重点：感悟感念的形成和分类活动的关联性。

                    发现并证明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教学难点：理解分类，制定分类标准，灵活分类。

                    理解等边三角形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征。

                    发现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2.2.2教学流程设计
第 1课时：《图形分类》见图 8。

图 8第 1课时：《图形分类》
第 2课时：《三角形的分类》见图 9。

图 9第 2课时：《三角形的分类》
第 3课时：《四边形分类》见图 10。

图 10第 3课时：《四边形分类》
第 4、第 5课时：《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三边关系》见表 3。

表 3第 4、第 5课时：《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三边关系》

过程

命题

关注 假设（推理） 验证 巩固 应用和迁移

创设现实情境

连接新旧命题

引发关注思考

观察、试验

类比、猜想

归纳、概括

个例验证

推理活动

检验假设

变式练习
解决是什么

和怎么办的

问题

三角形
内角和

1.生活经验：

比较角的大小、

拼折活动经验

2.旧知识：角的

度量

学生大多已经知

道：三角形内角

和等于 180°。
在证明之前，它

只是一个猜想。

多种角度做

数学

量一量

折一折

拼一拼

练习巩固

进一步数

学化：用

字母表示

1.已知两个

角求另一个

角

2.四边形的

内角和

三边关系

1.生活经验：

直着走短，拐弯

走近。

2.旧知识：两点

间，线段最短

从生活经验：两

点之间走哪条路

近，抽象出要研

究的命题：三角

形任意两边之和

大于第三边

多种角度做

数学

画一画

量一量

摆一摆

练习巩固

进一步数

学化：用

字母表示

1.判断：怎

样的三条边

能围成三角

形

2.探索四边

形边的关系

教学重点：感悟感念的形成和分类活动的关联性。

发现并证明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教学难点：理解分类，制定分类标准，灵活分类。

理解等边三角形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征。

发现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图 8�第 1 课时：《图形分类》



167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科研学术探究·第 03卷·第 08 期·2024 年 08 月

基于大概念的单元结构化教学，在“大概念的”统摄下，

内容统一，方法统一，思想统一，真正做到“打通”壁垒，

提升学生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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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教学流程设计
第 1课时：《图形分类》见图 8。

图 8第 1课时：《图形分类》
第 2课时：《三角形的分类》见图 9。

图 9第 2课时：《三角形的分类》
第 3课时：《四边形分类》见图 10。

图 10第 3课时：《四边形分类》
第 4、第 5课时：《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三边关系》见表 3。

表 3第 4、第 5课时：《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三边关系》

过程

命题

关注 假设（推理） 验证 巩固 应用和迁移

创设现实情境

连接新旧命题

引发关注思考

观察、试验

类比、猜想

归纳、概括

个例验证

推理活动

检验假设

变式练习
解决是什么

和怎么办的

问题

三角形
内角和

1.生活经验：

比较角的大小、

拼折活动经验

2.旧知识：角的

度量

学生大多已经知

道：三角形内角

和等于 180°。
在证明之前，它

只是一个猜想。

多种角度做

数学

量一量

折一折

拼一拼

练习巩固

进一步数

学化：用

字母表示

1.已知两个

角求另一个

角

2.四边形的

内角和

三边关系

1.生活经验：

直着走短，拐弯

走近。

2.旧知识：两点

间，线段最短

从生活经验：两

点之间走哪条路

近，抽象出要研

究的命题：三角

形任意两边之和

大于第三边

多种角度做

数学

画一画

量一量

摆一摆

练习巩固

进一步数

学化：用

字母表示

1.判断：怎

样的三条边

能围成三角

形

2.探索四边

形边的关系

教学重点：感悟感念的形成和分类活动的关联性。

发现并证明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教学难点：理解分类，制定分类标准，灵活分类。

理解等边三角形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征。

发现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图 9�第 2 课时：《三角形的分类》

2.2.2教学流程设计
第 1课时：《图形分类》见图 8。

图 8第 1课时：《图形分类》
第 2课时：《三角形的分类》见图 9。

图 9第 2课时：《三角形的分类》
第 3课时：《四边形分类》见图 10。

图 10第 3课时：《四边形分类》
第 4、第 5课时：《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三边关系》见表 3。

表 3第 4、第 5课时：《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三边关系》

过程

命题

关注 假设（推理） 验证 巩固 应用和迁移

创设现实情境

连接新旧命题

引发关注思考

观察、试验

类比、猜想

归纳、概括

个例验证

推理活动

检验假设

变式练习
解决是什么

和怎么办的

问题

三角形
内角和

1.生活经验：

比较角的大小、

拼折活动经验

2.旧知识：角的

度量

学生大多已经知

道：三角形内角

和等于 180°。
在证明之前，它

只是一个猜想。

多种角度做

数学

量一量

折一折

拼一拼

练习巩固

进一步数

学化：用

字母表示

1.已知两个

角求另一个

角

2.四边形的

内角和

三边关系

1.生活经验：

直着走短，拐弯

走近。

2.旧知识：两点

间，线段最短

从生活经验：两

点之间走哪条路

近，抽象出要研

究的命题：三角

形任意两边之和

大于第三边

多种角度做

数学

画一画

量一量

摆一摆

练习巩固

进一步数

学化：用

字母表示

1.判断：怎

样的三条边

能围成三角

形

2.探索四边

形边的关系

教学重点：感悟感念的形成和分类活动的关联性。

发现并证明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教学难点：理解分类，制定分类标准，灵活分类。

理解等边三角形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征。

发现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图 10�第 3 课时：《四边形分类》

表 3�第 4、第 5课时：《三角形内角和》《三角形三边关系》

         过程

命题

关注 假设（推理） 验证 巩固 应用和迁移

创设现实情境

连接新旧命题

引发关注思考

观察、试验

类比、猜想

归纳、概括

个例验证

推理活动

检验假设

变式练习
解决是什么和怎么办

的问题

三角形内角和

1. 生活经验：比较角的

大小、拼折活动经验；

2. 旧知识：角的度量

学生大多已经知道：

三角形内角和等于

180°。在证明之前，

它只是一个猜想

多种角度做数学

量一量

折一折

拼一拼

练习巩固

进一步数学化：用字

母表示

1. 已知两个角求另一

个角；

2. 四边形的内角和

三边关系

1. 生活经验：直着走短，

拐弯走近；

2. 旧知识：两点间，线

段最短

从生活经验：两点之

间走哪条路近，抽象

出要研究的命题：三

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

于第三边

多种角度做数学

画一画

量一量

摆一摆

练习巩固

进一步数学化：用字

母表示

1. 判断：怎样的三条

边能围成三角形；

2. 探索四边形边的关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