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数学    授课班级：　　   授课人：　　　　　　 序号：  
课题:   8.1      向量的概念     类型： 新授课 　 教学时数：     1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思想目标）
1、了解向量的实际背景，理解平面向量的概念和向量的几何表示；掌握向量的模、零向量、单位向量、

平行向量、相等向量、共线向量等概念；并会区分平行向量、相等向量和共线向量.

2、通过对向量的学习，使学生初步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向量和数量的本质区别.

3、通过学生对向量与数量的识别能力的训练，培养学生认识客观事物的数学本质的能力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并掌握向量、零向量、单位向量、相等向量、共线向量的概念，会表示向量.

教学难点：平行向量、相等向量和共线向量的区别和联系.

三、教学准备（教材、教具、教学参考书）

教材：中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数学 第二册

参考书：中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数学 第二册参考书

四、教法与学法

课前、课中、课后都要利用教学资源平台辅助教学
本节是本章的入门课，概念较多，但难度不大.学生可根据在原有的位移、力等物理概念来学习向量

的概念，结合图形实物区分平行向量、相等向量、共线向量等概念.

五、课前学习

    按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的要求，学习相关微课、ppt 课件、数字化教程，完成课前自

主练习题。

六、教学内容与步骤（课中）

（一）、检查复习

      简述上章内容。

（二）、导入新课
如何确定物体所在位置，是几何学研究的最基本的课题。当选定基点之后，如果知道了物体到

基点的距离和相对方向，那么物体的位置也就唯一确定了。因此方向和距离是几何学中的两个最基

本的量。这一章，我们将在平面几何学习的基础上，把方向和距离结合起来，引入新的几何量：向

量，并研究向量的性质和运算。向量是研究几何学、物理和其它自然科学的有效工具。

         

（三）、讲授新课 

通过课前自主学习，让学生分组回答问题如下：
（1你能说出平面向量的概念和向量的几何表示吗？

（2）你能说出向量的模、零向量、单位向量、平行向量、相等向量、共线向量等概念？

（3）你能区分平行向量、相等向量和共线向量

（4）课前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根据课前的自主学习，一起回顾所学知识：

1、 向量的概念

（１）通过绘图讲解向量的概念：具有大小和方向的量。

　　　　　　　　　　　　　　　　　Ａ 终点

　　　　　　　Ｂ　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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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向线段：具有方向的线段

有向线段三要素：始点、方向和长度

（３）同向且等长的有向线段表示同一向量，或相等的向量

2、数量与向量的区别：

数量只有大小，是一个代数量，可以进行代数运算、比较大小；

向量有方向，大小，双重性，不能比较大小. 

3、向量的表示方法：

①用有向线段表示；

②用字母ａ、ｂ

（黑体，印刷用）等表示；

③用有向线段的起点与终点字母： AB；

④向量 AB的大小――长度称为向量的模，记作| AB |. 

4、有向线段：具有方向的线段就叫做有向线段，三个要素：起点、方向、长度.

向量与有向线段的区别：

（1）向量只有大小和方向两个要素，与起点无关，只要大小和方向相同，则这两个向量就是相

同的向量；

（2）有向线段有起点、大小和方向三个要素，起点不同，尽管大小和方向相同，也是不同的有

向线段.

5、零向量、单位向量概念：

①长度为 0 的向量叫零向量，记作 0. 0的方向是任意的.

注意 0与 0 的含义与书写区别.

②长度为 1 个单位长度的向量，叫单位向量.

说明：零向量、单位向量的定义都只是限制了大小.

6、平行向量定义：

①方向相同或相反的非零向量叫平行向量；②我们规定 0与任一向量平行.

说明：（1）综合①、②才是平行向量的完整定义；（2）向量ａ、ｂ、ｃ平行，记作ａ∥ｂ∥ｃ.

7、相等向量定义：

长度相等且方向相同的向量叫相等向量.

说明：（1）向量ａ与ｂ相等，记作ａ＝ｂ；（2）零向量与零向量相等；

（3）任意两个相等的非零向量，都可用同一条有向线段来表示，并且

与有向线段的起点无关.

8、共线向量与平行向量关系：

平行向量就是共线向量，这是因为任一组平行向量都可移到同一直线上（与有向线段的起点无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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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平行向量可以在同一直线上，要区别于两平行线的位置关系；（2）共线向量可

以相互平行，要区别于在同一直线上的线段的位置关系.

例 2判断：

（1）平行向量是否一定方向相同？（不一定）

（2）不相等的向量是否一定不平行？（不一定）

（3）与零向量相等的向量必定是什么向量？（零向量）

（4）与任意向量都平行的向量是什么向量？（零向量）

（5）若两个向量在同一直线上，则这两个向量一定是什么向量？（平行向量）

（6）两个非零向量相等的当且仅当什么？（长度相等且方向相同）

（7）共线向量一定在同一直线上吗？（不一定）

例 3 下列命题正确的是（    ）

A.ａ与ｂ共线，ｂ与ｃ共线，则ａ与 c也共线

B.任意两个相等的非零向量的始点与终点是一平行四边形的四顶点

C.向量ａ与ｂ不共线，则ａ与ｂ都是非零向量

D.有相同起点的两个非零向量不平行

解：由于零向量与任一向量都共线，所以 A 不正确；由于数学中研究的向量是自由向量，所以两个

相等的非零向量可以在同一直线上，而此时就构不成四边形，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四个

顶点，所以 B 不正确；向量的平行只要方向相同或相反即可，与起点是否相同无关，所以Ｄ不正确；

对于 C，其条件以否定形式给出，所以可从其逆否命题来入手考虑，假若ａ与ｂ不都是非零向量，

即ａ与ｂ至少有一个是零向量，而由零向量与任一向量都共线，可有ａ与ｂ共线，不符合已知条件，

所以有ａ与ｂ都是非零向量，所以应选 C.

练习  P48  1
（四）、教学小结

1、描述向量的两个指标：模和方向.

2、平行向量不是平面几何中的平行线段的简单类比.

3、向量的图示，要标上箭头和始点、终点.

（五）、评价与反馈

向量的作图要求学生理解，要标上箭头和始点、终点.

（六）、布置作业

课后利用教学资源平台上的微课复习所学内容，完成资源平台上的作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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