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10--空间直线、平面垂直的单元教学设计 

林康慧 2020 级研究生第七小组秦晴等同学 方勇 赵萍 

一、文献综述 

（一）研究现状 

1.数学核心素养 

章建跃
[1]
对“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判定”一课进行分析与点评，认为可以通过直观感知、操作

确认，抽象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定义、归纳判定定理，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学生的直观想象、数

学抽象、逻辑推理等素养得到发展.  

张君
[4]
通过让学生按照“直观感知、猜测结论、推理论证、解题运用”的认知过程，使学生

通过对空间图形的观察、想象、推理和论证，理解并掌握平面与平面垂直的性质定理，进一步促

进学生直观想象、逻辑推理等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2.教学设计 

林萍
[2]
在讲授空间直线与直线位置关系上，有效地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实现师生交

互、动脑思考的过程，学生的思维得到拓展和深化，学生更容易理解问题的本质，提高教学效率.  

蒋颉
[3]
教师挖掘教材中的探究点，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形成师生、生生之间多向的讨论、

交流与合作，以设疑、激疑、导疑、释疑来激发学生学习的情意.  

3.数学思想方法： 

陈小娟
[5]
以学科教学知识支撑，将知识浓缩成精华，升华为思想方法引导学生习得知识、提

升思维与数学素养. 由此，她提出思维伸缩法、梳理法、平面立体转化法.  

（二）研究方法：文献解读法、教师调研法. 

（三）研究结果 

1.存在的问题 

（1）对代数知识在解析几何上的应用认知不足
[6]
，难以实现平面与平面垂直概念上的数学抽象.  

（2）立体几何的教学中，教师往往会忽视几何直观
[7]
，而强调其他方面.  

（3）对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判定方法的理解和应用不足，难以形成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  

（4）不能正确地理解平面与平面垂直的概念、定理、命题，理解整个数学学科的结构，难以提

升建模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  

2.解决策略 

（1）以直观想象为突破口实现数学抽象：由生活实例来抽象数学模型，结合数学抽象思维的要

点，设计如下抽象过程：实物→ 模型→直观空间图.  

（2）以数学模型为平台助推逻辑推理：在教学中借助由实物抽象的数学模型，引导学生由猜想

到判定定理的论证. 采用“猜想辨析—操作论证—辩证归纳”的思维设计，即首先观察数学模型，

猜想模型中平面与平面垂直的条件，然后进行操作辨析，结合实践、推理活动来得到相应的判定

定理.  

（3）以逻辑推理为依托融合核心素养：从知识的应用角度出发，结合问题条件，通过逻辑推理

来构建数学模型，结合逻辑推理开展数学运算，促进问题的准确作答.  

（4）在立体几何中突出几何直观这一最本质的优势：在教学和辅导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

生从他们的生活经验出发，把几何图形与所学内容联系起来，使他们充分利用触手可及的几何直 

观，有效地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二、教材对比分析 

（一）2004 年人教 A版与 2019 年人教 A 版对比 



 

 2004 人教 A版教材 2019人教 A 版教材 

章

节

编

排 

2.3.1 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判定 8.6.1 直线与直线垂直 

2.3.2 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判定 8.6.2 直线与平面垂直 

2.3.3 直线与平面垂直的性质 8.6.3 平面与平面垂直 

2.3.4 平面与平面垂直的性质 / 

内

容

编

排 

直线与直线垂直 

借助长方体模型引入面直线夹角的

概念从而定义异面垂直 

通过观察正方体模型引入异面直线夹角的概念从而

定义异面垂直 

直线与平面垂直 

以生活情境直观“旗杆与地面、大桥

的桥柱与水面的位置关系”引入，通

过观察抽象出“旗杆与影子”模型引

入线面垂直的定义 

以生活情境“旗杆与地面、教室里相邻墙面的交线与

地面的位置关系”直观引入，通过观察抽象出“旗杆

与影子”模型引入线面垂直的定义；由“三角形纸片

翻折”模型引入线面垂直的判定定理；借助长方体模

型引入性质定理 

平面与平面垂直 

通过“水坝”和“人造地球卫星”模

型引入二面角的概念进而定义面面

垂直；而后直接引入判定定理 

类比平面几何中借助夹角定义线线垂直引出二面角

的概念及其平面角的概念进而定义平面与平面垂直；

借助“铅锤”模型抽象出面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二）2019 年北师大版与 2019 年人教 A 版教材对比 

 2019 北师大版教材 2019人教 A版教材 

章

节

编

排 

6.3.2 刻画空间点、线、面位置关系的公理 8.6.1 直线与直线垂直 

6.5.1 直线与平面垂直 8.6.2 直线与平面垂直 

6.5.2 平面与平面垂直 8.6.3 平面与平面垂直 

 

内

容

编

排 

直线与直线垂直 

以两直线所成角的问题引入异面直线所成

角从而定义异面垂直 

通过观察正方体模型引入异面直线夹角的概

念从而定义异面垂直 

直线与平面垂直 

以“旗杆与地面、书脊与桌面”的生活情境

直观引入，抽象出线面垂直的定义；借助平

面中线线垂直性质定理的推广得到线面垂

直的性质；利用长方体模型引入线面垂直的

判定 

以生活情境“旗杆与地面、教室里相邻墙面

的交线与地面的位置关系”直观引入，通过

观察抽象出“旗杆与影子”模型引入线面垂

直的定义；由“三角形纸片翻折”模型引入

线面垂直的判定定理；借助长方体模型引入

性质定理 

平面与平面垂直 



为讨论两平面相交问题引入二面角概念从

而定义两平面垂直；借助“黑板平面与地面”

和长方体模型抽象概括出面面垂直的性质；

通过“铅锤”模型引入判定定理 

类比平面几何中借助夹角定义线线垂直引出

二面角的概念及其平面角的概念进而定义平

面与平面垂直；借助“铅锤”模型抽象出面

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三、内容与内容解析 

（一）内容 

本单元内容包括直线与直线垂直、直线与平面垂直、平面与平面垂直.  

（二）内容解析 

1.内容概括 

本单元选自 2019 年人教 A 版新教材《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必修第二册第八章第六节，是

转化、降维思想，以及直观想象、数学抽象、逻辑推理三大核心素养的重要体现.  

第一节：空间直线与直线的垂直是对初中平面内线线垂直的延伸，同时引进了异面直线的概

念，从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第二节：直线与平面垂直是直线与平面相交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它既是空间直线与直线垂直

的延续，又是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基础，在教材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三节：平面与平面垂直则是建立在二面角的概念之上，在求解二面角的过程中，“平面化”

的思想引导着学生构建二面角的平面角的概念. 面面垂直是面面相交的特殊情况，结合生活中的

实际例子，引导学生结合实例观察，再用直二面角作为理论依据，很容易归纳出面面垂直的必备

条件，自然就获得了面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2.内容的本质：平面几何在空间几何上的应用. 

3.蕴含的思想和方法 

（1）从观察分析→ 讨论探究→证明的过程，学生建构起直线、平面垂直的概念 ，这蕴含了直

观与抽象相结合的数学思想.  

（2）将证明两个空间平面的垂直归结到证明直线与平面的垂直，这体现了转化的思想.  

（3）通过类比直线与平面的垂直关系，得出平面与平面的垂直关系，这体现了类比的数学思想.  

（4）知识的上下位关系: 

 
（5）育人价值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让学生观察实物模型，探索讨论、建立数学模型，从而让学生将数

学与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让学生学

会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平面、直线间的位置关系，体会数学语言的严密逻辑性和简洁美，有利于培

养学生对数学的热爱.  

（6）教学重点：空间直线、平面垂直的判定和性质定理.  

四、目标与目标解析 

（一）直线与直线垂直 

1.目标 

（1）准确掌握异面直线所成角的定义. 

（2）准确判断异面直线垂直. 

2.目标解析 



达成上述目标的标志是： 

（1）会用异面直线所成角的定义，求异面直线的所成角问题； 

（2）掌握平移法将异面直线所成角问题转换为解三角形夹角问题； 

（3）会用异面直线所成角为
090 判断两个异面直线垂直.  

 

（二）直线与平面垂直 

1.目标 

（1）准确掌握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定义； 

（2）掌握理解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3）准确掌握直线与平面所成角的含义； 

（4）理解掌握直线与平面所成角的含义.  

2.目标解析 

达成上述目标的标志是： 

（1）明确定义中“任意”两个字（对比辨析“无数”）； 

（2）在掌握判定定理的基础上，可以解决相关直线与平面垂直的证明问题； 

（3）借助文字语言和图形语言准确书写判定定理的符号语言； 

（4）熟练地将线面垂直的问题转化为线线垂直的问题； 

（5）能够作出直线在平面上的射影，求出射影与直线的所成角； 

（6）理解直线与平面垂直的性质定理，可以用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图形语言准确表述； 

（7）能够应用相关性质解决有关线线垂直的问题.  

（三）平面与平面垂直 

1.目标 

（1）准确掌握二面角的相关概念； 

（2）理解掌握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3）理解掌握平面与平面垂直的性质定理.  

2.目标解析 

达成上述目标的标志是： 

（1）在理解二面角的基础上，能够解决简单的二面角问题； 

（2）理解平面与平面垂直判定定理的本质是把面面垂直的问题转化为线面垂直的问题； 

（3）借助文字语言和图形语言准确书写判定定理的符号语言； 

（4）可以应用判定定理找出代表平面的两条直线并解决相关面面垂直的问题； 

（5）能够理解并应用平面与平面垂直的性质解决相关的垂直问题.  

五、教学问题诊断 

学生在前面已经学习过线面平行、面面平行、线线垂直、线面垂直等判定定理以及性质定理，

已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形象思维仍占主导，因

此对于两个平面的垂直关系还停留在感性的认识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空间知识结构体系.  

因此本单元的重难点是：对二面角的平面角的理解、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的理解与应

用以及性质定理的推理验证.  

六、教学条件支撑 

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投影、几何画板（GGB）演示、自制教具演示，学案等进

行辅助教学.  

七、《平面与平面垂直》（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一）教学内容 

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理解二面角的概念与度量；掌握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能力目标：直观感知空间中二面角的平面角和面面垂直现象，对比平面角和二面角的概念，总结

出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能应用判定定理证明一些简单的面面垂直问题；感受空间与平面问题

的类比和转化思想，提升知识迁移能力. 

素养目标：亲历 “二面角的平面角”和“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的探索过程，发展直观

想象、逻辑推理素养.  

情感目标：感受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培养严谨的数学精神和科学的理性思维.  

（三）教材分析 

1.教材来源 

2019 年人教 A 版新教材《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必修第二册 8.6.3 平面与平面垂直第一课

时.  

2.地位与作用 

本节课是在之前学习线线垂直、线面垂直判定定理和性质基础上，继续对面面垂直进行探究， 

先明确二面角及其平面角的定义，自然过渡到两平面互相垂直的定义，然后通过生活实例引出面

面垂直的判定定理，最后运用判定定理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直观想象、逻辑推理的素养.  

（四）学情分析 

1.认知基础： 

学生在前面已经学习过线面平行、面面平行、线线垂直、线面垂直等的判定定理及性质定理.  

2.认知障碍：  

学生虽已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但形象思维仍占主导，因此学生对两个平面的垂直关系

还停留在感性的认识阶段，还没有上升到理论，未能建立起各种垂直关系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形

成完整的空间知识结构体系.  

（五）教学重难点分析 

重点：两个平面互相垂直的定义、两个平面互相垂直的判定定理.  

难点：二面角的平面角的定义.  

（六）教学思路与方法 

本节课的思路是引导学生直观感知——操作确认，采用启发式与探究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用图形、文字、符号三种语言抽象概括数学定理，体现了数学核心素养中的数学抽象. 

（七）教学流程 

 

（八）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环节：复习引入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问题 1】如何定义直线与平面垂直？ 

 

回顾线线垂

直和线面垂

直的知识，

为面面垂直

做铺垫.  

教师设计问题，使学生

通过类比已有垂直知识，找到

研究新问题的途径，自然引入

为了定义两个平面互相垂直，

需要先研究两个平面所成角的

问题.  



 

  教学环节：探究新知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问题 2】平面中的角是如何定义的？ 

 

 

 

教师引

导学生类比

平面角引入

二面角的概

念.  

概念的形成主要依靠对感

性材料的抽象概括，对已有知

识的类比模仿，设置学生的最

近思维发展区，不将书中的定

义生硬地教给学生，通过设置

研究问题引导学生运用类比思

想，类比平面角的定义过程，

自然引入二面角的概念，进而

定义平面与平面垂直.  

【问题 3】 

我们通常说“把门开大一些”“把门关小一些”“翻开书

本”（动手翻转门、书本演示）.这说明二面角是有大小

区分的．那么如何去刻画二面角的大小呢？ 

【追问 1】如何度量线面角的大小？ 

 

用平面角来度量线面角 

【追问 2】能不能找到一个平面角来度量二面角的大小？ 

师生活动：分组探究请学生动手操作，在卡纸折叠成的二

面角上画出自己认为适合的平面角.  

 

 

 

 

 

 

组 1            组 2           组 3 

把学生的画法汇总，提出以上三种画法. 并引导学生分析

每一种情况，帮助学生理解所选平面角必须满足“存在性”

和“唯一性”这一本质.  

师生活

动合作探究

二面角的大

小. 

①学生在参与探讨刻画

二面角大小方法过程中，分组

合作探究，生生之间、师生之

间互相交流，共同讨论，变单

向传递为多向交流，这样既发

挥了学生主体作用，又有利于

学生交流合作意识、自我反思

纠错意识的形成和创新能力培

养． ②通过学生充分参与活

动，酝酿议论，画图，归纳，

指导学生在归纳的基础上升

华．经过师生共同研讨，学生

不仅学会了二面角的平面角的

定义和二面角的度量方法，而

且让学生体会了数学的严谨

性，了解如何给数学概念下定

义． 

l

α-l-β

β

α

l

β

α
l

β

α
l

β

α



【追问 3】平面角的大小与顶点在棱上的位置有无关系? 

我们要注意，二面角的平面角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师生共同

总结归纳)： 

(1)角的顶点在棱上； 

(2)角的两边分别在两个半平

面内； 

(3)角的两边分别与棱垂直.  

【问题 4】观察教室的墙壁和地面构成的二面角，思考如

何定义平面与平面垂直？举一些生活中常见的面面垂直

的例子． 

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定义： 

   一般地，两个平面 与 相交，如果它们所成的二面

角是直二面角，就说这两个平面互相垂直. 记作： ⊥  

通过让学

生 观 察 实

例，引出平

面与平面垂

直的定义.  

定义了二面角的平面角，

类比直线与直线垂直的定义，

进而联想到两个面的垂直也即

是两个半平面的垂直. 既培养

了学生分类思想和思维的严谨

性，又自然引入平面与平面垂

直的定义.  

【问题 5】工人师傅在砌墙时用铅锤线判定墙面与地面垂

直，有什么数学原理？ 

 

 

【追问 1】如何用文字语言描述判定定理？ 

师生共同总结：如果一个平面过另一个平面的垂线 ，那

么这两个平面垂直. 这个定理就是我们本节课要学习的

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追问 2】那如何再将文字语言转化为符号语言？根据图

形自己用数学符号写一写它的条件和结论.  

师生活动：教师板书符号语言，并强调其中包含的两个条

件.  

 

师 生 结

合实例探究

面面垂直判

定定理. 

在直观感知的基础上，引

导学生进行分析，研究判定探

寻充分条件而且是最少条件，

从而实现简化的目的. 这样的

条件实际上是从空间图形的相

互关系来反映的. 更加重要的

是，无论是判定还是性质，从

定义出发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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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巩固运用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例 1. 如图，在正方体ABCD − A′B′C′D′中，求证： 

平面 A′BD ⊥ 平面 ACC′A′.  

【追问 1】看到要证明的结论，你

能想到用什么方法? 

【追问 2】你能发现在平面A′BD

与平面ACC′A′中有哪些直线有垂直关系吗? 

我们可以发现{
AC ⊥ BD

A′A ⊥ BD
，而AC与A′A是两条相交的直

线 ， 由 直 线 与 平 面 垂 直 的 判 定 定 理 可 知 BD ⊥

平面 ACC′A′，而平面A′BD过直线 BD，由平面与平面

的判定定理可知平面 A′BD ⊥ 平面 ACC′A′.  

【追问 3】那具体证明过程怎么写呢？请同学们按照刚刚

给出的思路自己写出证明过程.  

师生活动：学生写完证明之后，教师在课件上展示出完整

的证明过程并板书.  

 

例题讲解，

板书示范.  

例1是平面与平面垂直判

定定理的应用，把证明平面与

平面垂直问题转化为证明直线

与平面垂直问题的难点在于如

何在一个平面内找到另一个平

面的垂线. 通过对判定定理的

具体应用，培养学生逻辑推理

以及数学符号语言的表达能

力.  

例 2：如图，AB 是圆O 的直径，PA 垂直于圆O 所在的平

面，C 是圆周上不同于 A ， B 的任意一点. 求证：平面

PAC 平面 PBC .  

 

 

 

【追问 1】四面体的四个面的形状是怎样的？ 

【追问 2】找出所有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关系？ 

【追问 3】尝试找出一些二面角来求出其大小.  

教师一起

分析例题 2，

进行例题的

拓展.  

通过拓展例题，体会立体

几何平面化的思想，发展学生

直观想象、逻辑推理素养，提

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环节：小结思考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点评 

1.小结： 

（1）回顾整一节的内容我们研究平面与平面垂直的过程

是怎样的？ 

我们先研究了二面角及其平面角的定义，再过渡到平

面与平面垂直的定义，即给出了这种垂直关系的一个充要

条件，然后通过探究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充分条件，得到了

相应位置关系的判定定理，并运用判定定理解决问题.  

（2）线线垂直、线面垂直、面面垂直之间是如何转化的？ 

2.作业布置 

（1）教材本课时的练习题.  

（2）查阅关于《九章算术)中堑堵、阳马、鱉臑的知识.  

课堂小结 

回顾整个一小节的内容，让

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 作业布

置融入数学文化，让学生在感

受熏陶的同时拓宽知识面.  

 

（九）教学成效与分析 

1.调查过程 

调查目的：了解本节课《平面与平面垂直》的教学成效，主要从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教学策略和方法等来测量.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法、课堂观察法. 

调查工具：《平面与平面垂直》教学调查问卷、课堂观察记录表. 

调查对象：中山市第一中学高一 191班 55名学生.  

工具说明：课堂观察记录表分为教学目标、教材研究、教学过程和课堂文化四大维度，每一

维度下设置不同观测指标（详见附件二），通过课堂上对教师和学生行为等进行观测，分析

教学成效；问卷设计划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养目标、情感目标和教学策略与方法等

五个维度，具体的题目分配和计分方式如下表： 

表 1 《平面与平面垂直》教学调查问卷细目表 

考察维度 题目数量 题目分布 计分方式 

知识目标 4 第 2、4、6、13题 

1-13 题是量表

题，满分均为 5

分，第 14题是多

选题.  

能力目标 3 第 1、5、12题 

素养目标 3 第 8、9、11题 

情感目标 3 第 3、7、10题 

教学策略与方法 1 第 14题 

总计 14 /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1）问卷调查结果 



①信效度分析 

利用 Cronbach信度分析所得的问卷信度系数值为 0.825，大于 0.7，说明研究数据信度

质量良好，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针对问卷的效度，利用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得到 KMO 值为

0.817，大于 0.7，说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②描述分析 

对问卷各项的平均分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2，可以看出问卷各项平均分较高，学生整体

掌握情况较好.  

表 2 问卷各项得分情况 

维度 题号 题目 平均分 

知识

目标 

2 我认为二面角是一个角.  4.873 

4 我知道二面角的平面角的取值范围.  4.855 

6 我能理解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定义.  4.073 

13 
学完本节课后，我能总结出线线垂直、线面垂直和面面垂直三

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  
4.073 

能力

目标 

1 我能类比平面中角的定义归纳出二面角的定义.  4.236 

5 我知道如何找二面角的平面角.  3.945 

12 
学习完本节课后，我能利用定义和判定定理判断两个平面是否

垂直.  
4.436 

素养

目标 

8 我能根据实例提炼出判定面面垂直的条件.  4.091 

9 我能举例说明面面垂直判定定理的条件缺一不可.  4.527 

11 我能用文字、符号、图形语言准确地表达面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4.491 

情感

目标 

3 学完这节课，我明白为什么要引入二面角的概念.  4.255 

7 我了解平面与平面垂直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3.800 

10 我感受到面面垂直判定定理非常实用.  4.036 

③频次分析 

采用多重频次分析，对“14 题你喜欢老师运用何种教学方式”答题情况进行统计. 在所

列举的教学方式中，“实物模型”得到了学生较高的评价，达到 65.45%，这也印证了立体几

何相关课程需要辅助实物模型的观点. 紧随其后的是“讨论教学”、“讲授教学”和“练习教

学”，分别达到了 63.63%、58.18%和 54.55%，再一次体现了生动有趣授课模式和讲练结合教

学模式在中学生群体中深受喜爱. 此外，“学生实验探究教学”“教师演示实验教学”也受到

部分学生的欢迎，说明立体几何相关课程也要注重实物演示和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 “参

观学习”“录像教学”等教学方式均为 0%，说明信息技术并不能完全替代教师的主导地位.  

表 3 学生喜爱的教学方式占比分析 

教学方式 比例 教学方式 比例 

讲授教学 58.18% 动画教学 36.36% 



讨论教学 63.63% 录像教学 0% 

练习教学 54.55% 实物模型教学 65.45% 

读书指导 10.91% 学生实验探究 52.73% 

参观学习 0% 教师演示实验 45.45% 

④调查结果 

从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分析，学生对本次教学的评价较高. 知识目标维度中平均分均在

4以上，说明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的掌握良好，对二面角的平面角的取值范围、平面与平面垂

直的定义以及知识的前后联系有清晰的了解. 但第二题是一道陷阱题，很多学生都认为“二

面角是一个角”，说明教师还要加强对这个易错点的讲解，帮助学生加强对概念的认识. 能

力目标维度的平均分均在 4左右浮动，说明通过本堂课的教学，大部分学生都掌握找二面角

的平面角的方法、并利用定义判断平面与平面的垂直关系. 素养目标维度的平均分均在 4以

上，说明教师在本堂课的教学中渗透了数学抽象素养和逻辑推理素养. 情感目标维度中大部

分题目的平均分在 4以上，其中第 7题“我了解平面与平面垂直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平均

分相对略低，说明学生对平面与平面垂直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的感知还比较浅，教师还需要

加强课堂知识与生活中的联系.  

（2）课堂观察记录分析 

对课堂观察记录的文本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本节课在教材基础上进行细微改编，增设学生动手折纸环节，加入部分例子帮助学生理

解，同时对重难点把握以及处理恰当. 在教学目标上，本节课教学目标的预设和达成情况较

好，符合数学研究的一般思路，注重学生思维的训练，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学生能够很好的

理解引入二面角的平面角的必要性，了解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定义，从具体例子中抽象出平面

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发展直观想象、数学抽象和逻辑推理素养.  

教学过程环节设计安排合理、意图清晰，采取的教学方法符合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

能够服务于教学目标的达成；对于学习任务的提出和教学内容的呈现，教师提供适合学情的

驱动问题和生活实例，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在习题设计方面，教师由浅

入深，例题及追问都围绕本节课重难点设置，先应用再拓展，层层递进.  

从整个课堂文化来看，教师语言精练有趣，师生互动合理有效；在作业布置的地方设置

了堑堵、阳马、鳖臑的研究，通过思考题渗透数学文化，让学生感受数学的魅力.  

3.结论 

总的来说，本节课的教学受到学生与听课教师的肯定，除了在二面角的概念的辨析上稍

显不足外，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良好，同时教师注重对学生能力和素养等方面的培养，可

见教学成效良好.  

（十）教学反思 

1.要认真研究教材，体会编者意图，精心设计教学过程. 本节课是空间线面平行与垂直关系

的倒数第二节，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遵循教材内容的安排和学生的认知规律，类比空间直线



与平面位置关系的研究思路“定义--判定--性质”展开教学，以使学生养成前后一致、逻辑

连贯的思考问题的习惯.  

2.整个教学过程设计以“问题串”方式呈现，且“问题串”就是整节课的教学主线. 整个教

学过程渗透了数学研究的一般思路，遵循了课堂教学的一般规律.  

3.本节课举生活实例较多，让学生在直观感知中获得理性认知.  

4.不足的地方在于探究二面角定义的完备性时还不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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