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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

标

【知识与技能】使学生了解学习复数的必要性，学握复数有关概念、复数分类，初步

掌握复数单位的概念和性质。

【过程与方法】通过类比引入分类讨论、化归与转化等数学思想方法的使用，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与态度】理解并掌握复数的有关概念（复数集、代数形式、虚数、纯虚数、实

部、虚部）理解并掌握复数相等的有关概念。

思政元

素
通过虚数单位 i的引入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教学理

念

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行动导向教学、让学引思、做学教合一理念，通过任务驱动、

任务引领，组织学生课前适当准备、课中认真研讨、课后巩固提升，充分发挥学生主

体作用、探究学习、自主学习的能动性

教学策

略

】【教法】主要采用相互讨论、探究规律和引导发现的教学方法

【学法】 课堂讨论法，练习法，

。

教材分

析

课的主要内容是数系的扩充与复数的引入、以及复数的有关概念。数系扩充的过程体

现了数学的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同时也体现了数学发生发展的客观需求和背景。复数

的引入是中学阶段数系的又一次扩充。对于学生来说，学习一些复数的基础知识是十

分必要的，这可以促使学生对数的概念有一个初步的较为完整的认识，也给他们运用

数学知识解决问题增添了新的工具，同是还为进一步学习高等数学打下一定的基础。

在实际生活中，复数在电力学、热力学、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系统分析、信息分析

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是现代人才必备的基础知识之一.

学情分

析

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课程中已经前期学习了一-些准备知识， 这节课是在其基

础之上介绍复数的概念给学生。在预习环节，要求学生总结出实数范围内的数系分类

表，并明确他们的从属关系及符号。再延续以前的知识点进行辨别与分析。对于本节

课的学习方法，是从已认知的到未知的，由具体到一般的学习方法，学生是不陌生，

可以接受的。



讲清讲

透

【知识点】复数的概念，复数相等

【重难点】虚数单位 i 的引进及复数的概念

【应用点】复数的概念

【考核点】复数的概念

教学手

段
多媒体、小组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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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教案、ppt、习题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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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的概念

一、虚数单位 i 12 i

二、复数的概念 ),( RbRabiaz 

三、复数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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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在自然数集内解方程 x+2=0

2、在整数集内解方程 3x-2=0

3、在有理数集内解方程 022 x

系统总

结数系

的发展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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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对于一元二次方程
2 1 0x   没有实数根．在实数集范围

内，负数不能开平方，我们要引入什么数，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呢？我们能否将实数集进行扩充，使得在新的数集中，该问题

能得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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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虚数 i 的引入

展示四位数学家对虚数单位 i 的研究进程

引入一个新数 12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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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规定：

（1） 12 i ；

（2）实数可以与 i 进行四则运算，在进行四则运算

时，

原有的加法与乘法的运算律(包括交换律、结合律和分配律)仍

然成立。

如：
iiiii

2
11.,5,23,32,21 

总结得到复数的概念

2、复数的概念 :形如 a+bi（a∈R，b∈R）的数叫复数,其中 i

叫虚数单位。

注意①复数通常用字母 z 表示，即复数 a+bi （a∈R，b∈R)

可记作:z =a+bi （a∈R，b∈R），把这一表示形式叫做复数

的代数形式。②复数 Z=a+bi (a∈R， b∈R )把实数 a，b 叫做

复数的实部和虚部

(a∈R， b∈R )

实部 虚部

（3）所有的复数构成的集合称为复数集，记为 C

例 1.说出下列复数的实部和虚部

（1） i32 （2）4 （3） 25 i （4） i6

（5） 0 （6） i
2
1

（7） 32 (8) i2

3、复数的分类

思考：复数集，虚数集，实数集，纯虚数集之间的关系？

例 2、说明下列数中，哪些是复数，哪些是实数，哪些是虚数，

哪些是纯虚数，并指出复数的实部与虚部？

i32  i1 i6 i i23

5
21 i

2i i51.0 

例 3 实数 m 取什么值时，复数

immz )5()2( 

（1）实数？ （2）虚数？（3）纯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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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明下列数中，哪些是复数，哪些是实数，哪些是虚数，哪

些是纯虚数，并说出这些复数的实部和虚部

,57 i

iii

iiii








2
1,729,5,3,4

2
1

,
2

31,2,6,57

2、 判断下列命题是否正确：

（1）若 a、b 为实数，则 z=a+bi 为虚数

（2）若 b 为实数，则 z=bi 必为纯虚数

（3）若 a 为实数，则 z= a 一定不是虚数

3、当 m为何实数时，复数

2 22 ( 1)z m m m i    

是 （1）实数 （2）虚数 （3）纯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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