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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教学设计】

基于补缺　 瞻前望远

——— “锐角三角函数” 章起始课的教学设计与思考

邢成云

（山东省北镇中学， 山东滨州　 ２５６６００）

【摘　 要】 基于补缺的意识， 研究者通过回顾已研究的直角三角形的性质， 发现存在边与角的关

系研究不足， 由此引发进一步的研究。 文章借助三角形的相似性， 构建直角三角形任意两边的比值，
发现这些比值和其中的锐角形成了一种函数关系， 在六个函数的对比中发现只需要学习正弦、 余弦、
正切三个函数即可； 然后以小练习内化这些函数概念， 发现同角三角函数之间及互余两角三角函数之

间的关系， 在问题解决遇到阻碍时， 对下节课的教学进行展望， 并在师生互动中构建直角三角形的性

质结构图； 最后从 “立足完善， 自然生长” “完整函数， 整体构想” 两个视角对教学设计做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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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分析

人教版数学九年级下册第二十八章第一节

“锐角三角函数”， 是在学生学习了一次函数、 反

比例函数和二次函数的基础上进行的。 锐角三角

函数反映的不是数值与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 而

是角度与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种突破常规的

对应关系， 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挑战。 锐角三角

函数可以看作是函数 “变量说” 向 “对应说” 的

过渡， 是一架引桥， 其重要性很明显； 另外， 通

过本章的学习， 学生才会对直角三角形的概念有

较全面、 完整的认识与理解。 因此， 本章的学习

有完善直角三角形学习的目的， 是一节系统终端

起始课［１］。
这部分内容的教学一般安排六个课时， 第一

课时学习正弦概念， 第二课时学习余弦、 正切的

概念， 然后依次进行细碎安排， 教学进展一般会

比较顺利， 但容易出现 “见木不见林” 的问题，
导致学生对锐角三角函数的认识不全面。 基于此，
笔者对教材做了统合， 依据知识的内在关联， 将

锐角的正弦、 余弦、 正切概念同时给出， 使学生

整体认识， 而不是零敲碎打， 逐一呈现， 这种全

局意识易于凸显概念的本质， 便于学生掌握。 在

教学中， 教师引导学生明确在一个锐角大小确定

的前提下， 研究直角三角形任何两边的长度之

比， 整体感知各种情况。 如此一来， 六类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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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数登场， 再通过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