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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本课内容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

（苏教版）六年级下册第18-20页《圆柱和圆锥的认识》。学

生已经在一年级的时候初次认识了圆柱，已经会辨别；圆锥

这一立体图形没有见识过，从未接触；在六年级上学期又认

识了长方体和正方体这两种立体图形，积累了一些观察探索

立体图形特点的学习经验，这些都为本课的进一步学习奠定

了基础。 二、学生情况分析： 由于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

他们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已经有较大的提高，能够有意识地去

主动探索未知世界。同时，他们的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意

识和能力也有明显的提高；动手操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有

所发展。所以在教学时适宜让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动

手实践，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亲自体验感知圆柱和圆锥的特

征。 三、设计意图： （一）预习设计： 由于本课属于观察物

体领域的内容，须借助于直观的实物或模型帮助体验，感悟

圆柱和圆锥的各部分名称和它们的特点，因此我在设计时安

排了两个环节：1.课前准备（即收集生活中的实物和学具的

制作）2.自学教材内容，自主探究圆柱和圆锥的特征。 （二

）新授设计： 在课一开始，让学生先回顾以前学过的一些立

体图形，拿出学生课前收集的一些实物，让学生分别展示，

介绍。从而自然引出课题：圆柱和圆锥的认识。接着，让学

生小小组内交流预习作业，并提出交流和汇报的要求，让每

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倾听和主动发言的机会，试图改变只有少



数几个优秀同学唱独角戏的局面。在大组汇报的时候，尽可

能地让学生代表边演示边介绍发现的圆柱和圆锥的名称和相

关特征，其他小组提出相关补充或修改意见，教师根据学生

的讲述相机课件演示，更加深了印象，凸显本课的教学重点

，为后面的比较总结圆柱和圆锥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作铺垫。

然后让学生欣赏生活中的圆柱和圆锥图片，再次感受数学的

生活价值。 （三）练习设计： 本环节安排了说一说，判一判

，连一连，做一做，猜一猜等活动，试图让学生灵活运用所

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课堂练习单第4题在试教的时候发现

学生在解题时有点难度，我觉得这时要适当点拨，指导一下

。 四、试教反思： 本节课为了实现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学生

自主探索、合作交流；教师引导为主，帮助为辅，我进行了

尝试。从教学内容方面，本部分知识适合采取这种方式：有

操作的情境，有活动的空间。从学生方面，学生的求知欲较

强，活动能力相比有大的提高，他们能对同一个情境提出不

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从学生情感方面来看，他们喜欢合作

交流的方式。但是由于本课准备得比较匆忙，有些环节的处

理不够细腻，不太成熟，对课堂上生成的一些“意外”估计

不足，教学机智不够灵活，所以还要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请

各位领导，老师多提宝贵意见。相关说课：2010年教师资格

认定考试初小学学说课稿汇总考试支招：小学数学说课的三

个要点小学数学说课稿模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