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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苏教版）一年级下册第三单元《认

图形》。 教材分析 本节课教学认识长方形、正方形和圆三种

常见的平面图形。教材在编排上体现了以下特点： 1．紧密

联系学生已有的经验，通过丰富的学习活动帮助学生直观认

识常见的平面图形。学生在生活中随时都能看到物体的面。

学生在上册中已经直观认识了长方体、正方体和圆柱，教材

以这些为起点，安排学生用长方体、正方体和圆柱等形体的

积木来看一看、画一画，从物体上“分离”出面，研究面的

形状，形成长方体、正方体和圆的表象。根据这些相同的画

面画出图形，给出名称，引出长方形、正方形和圆。这就蕴

含了面与体的关系，使学生在整体上直观认识这三种平面图

形。这样安排，符合低年级学生的特点，有利于他们主动地

认识平面图形。 2．把图形的变换、图形间的联系放在重要

位置。教材只要求学生直观认识几种最常见的平面图形，没

有深入研究这些图形的特征。但教材安排了丰富的操作活动

，有利于学生培养空间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的

数学思维。 3．教材设计了一些开放性问题。如安排了在钉

子板上围长方形、正方形，围出的图形可以有大、有小，有

不同位置。还有用一块长方体积木可以画出几种不同的长方

形等。这些问题能激起学生独立探索的热情和相互合作的愿

望，有利于改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长方体、正方体的一个面和圆柱的底面以及用这



些几何图形的面画图形等活动，直观认识长方形、正方形和

圆。 2．知道这些常见图形的名称，并能识别这些图形，初

步知道这些图形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3．在活动中积累对

数学的兴趣，增加与同学的交往、合作的意识。 教学设想 “

自主探索、发展学习、不断创新”课题实验研究，旨在改变

教与学的方式。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自主学习、主动探索创

造条件，是为学生的独立思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究和合作

交流引路搭桥，是让学生真正在探索中发展。因此，我在设

计这一课时，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处理，努力为学生创设一

个广阔的活动空间、探索空间，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探索

的全过程。具体设计了以下几个探索活动： 活动1：给一堆

长方体、正方体和圆柱的积木进行分类，然后说说是怎样分

的。 活动2：找出长方体，观察其中的一个面，借助自己的

思维去发现一些特征，根据特征给出长方形名称。（正方形

和圆同上。） 活动3：从体上抽象出面，认识这些面后，让

学生用体在纸上画出面，并再次感受体和面的关系，感受三

种图形的特点。 活动4：在生活中找一找哪些物体的面是长

方形、正方形和圆的，加强几何图形与生活的联系。 活动5

：小组合作在钉子板上围图形，独立在方格纸上画图形，渗

透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学生感受出直线图形与曲线图形

的不同。 在教学中，凡是学生自己能发现的，都让他们自己

去探索，如果有一定的困难，就创造条件让他们合作探索。

教师尊重学生自我发现，尊重学生创新思维和方法。 教学流

程 一、游戏导人，激发兴趣。 1．学生自由说说老师为大家

带来了哪些积木。 2．小组合作给积木分类并说一说你们组

是怎样分的。 【玩积木是学生喜欢的活动，一开始学生的兴



趣就被积木所吸引，让学生操作给积木分类，不但可以满足

他们的欲望，更可以为后面知识的学习打下基础。同时体现

了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的新课程理念。】 二、自主

探索，合作交流。 1．认一认。 （1）认识长方形。 ①学生各

自拿一个长方体，认准其中的一个面进行观察，再观察周围

同学认准的面，探索这些面的特点。 ②学生自由汇报，互相

评价。（学生发现这些面都是长长的。） ③从学生的汇报中

抽象出长方形并给出名称。 （2）正方形和圆的认识同上。 2

．画一画。 （1）微机出示学生用长方体、正方体和圆柱画

图形的图片，学生说一说图片上的同学在干什么？他们是怎

样画的？ （2）学生动手操作画图形，配上活泼轻快的音乐

。 （3）汇报交流：学生在投影仪上展示自己的作品，并说

说看法。 3．找一找。 （1）微机显示“丁丁的房间”的图片

。 （2）学生在画面上找一找、说一说哪些物体的面是长方

形、正方形或圆的。 （3）和好朋友一起走下座位在教室里

找一找、说一说，然后汇报评价。 【学生在把积木分类的基

础上，通过同一类积木的某一面凸现出这些面有相同的形状

，找出这些面的特点，然后引出长方形、正方形和圆。这样

，不仅让学生自主探索发现这些面的特点，同时也展示了学

生个性和创造性思维。学生在操作活动“画一画”和“找一

找”的过程中，人人都参与，亲身经历从体上抽象出面，再

把这些面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过程，加强几何图形与生活的

联系。体现了关注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 

三、实践应用，拓展创新。 1．围一围。 （1）学生小组合作

动手操作在钉子板上围出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 反馈交

流：说说你们是怎样围的。 （2）试着在钉子板上围一个圆



。 反馈交流并得出钉子板上围不出圆的结论。 2．画一画。 

（1）学生动手在方格纸上画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 （2

）小组长组织组员在小组内对本组同学的作品进行评价。 

（3）由各组组长把自己组的情况在大组上交流。 【钉子板

和方格纸本身有相同之处，它们的表面上都有许多正方形小

格组成。让学生在钉子板上围图形、再在方格纸上画图形，

经历着一个由难到更难的过程。在钉子板上围图形为在方格

纸上画图形打下基础。教师在围图形过程中进行重点指导，

在画图形中就可以大胆放手，相信学生的能力，给学生充分

自主的空间。】 四、评价体验，认识自我与他人。 1．评价

本节课自己及其他同学的表现。 2．学了这一课后你有哪些

收获？ 【学生可以评价自己对一节课的学习表现和收获，也

可以评价他人的学习表现，生生互动评价，学生既认识自我

，建立信心，又共同体验成功，促进发展。】 五、课外延伸

，继续探索。 1．微机显示一学生用长方体画长方形的图片

。 2．师：用这样的一块长方体究竟能画出几种不同的长方

形呢？这个问题留给小朋友课后去探索。 评析 这节课充分体

现了“自主探索、发展学习、不断创新”的课题研究思想，

具体突出表现在四种变革： 1．师生关系的变革。在教学活

动中，教师成为学生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

2．教学内容的变革。教师创造性地处理教材，为学生提供一

定思考性、探索性和挑战性的学习素材。 3．学习方式的变

革。教师特别关注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 4

．评价方式的变革。教师给学生提供生生互动评价的空间，

同时关注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尤其是在探索活

动中所表现出的情感与态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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