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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北师大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表格

式教案全册 
 

第一单元     圆柱与圆锥 

    单元教学内容：面的旋转   圆柱的表面积   圆柱的体积   圆锥的体积 
    单元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和操作活动，引导学生整体把握“点、线、面、体”之间的联系。 

    2.从多种角度探索圆柱和圆锥的特征。 

    3.探索圆柱表面积的计算方法，发展空间观念。 

    4.经历圆柱和圆锥体积计算方法的探索过程，体会“类比”的思想。 

    5.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用活所学知识，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单元教材分析： 

    学生已经直观认识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并初步了解了长方形、正方
形、圆等平面图形的性质，学习了这些图形的面积计算，学生还认识了长方体（正

方体），掌握了长方体（正方体）表面积与体积的含义及其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

本单元进一步学习圆柱和圆锥的知识。本单元主要通过五个活动，引导学生学习面

的旋转（圆柱和圆锥的认识）、圆柱的表面积、圆柱的体积、圆锥的体积等内容，

并参与实践活动。本单元教材编写力图体现以下主要特点： 

    1.结合具体情境和操作活动，引导学生经历“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

的过程，体会“点、线、面、体”之间的联系教材的第一个活动体现的内容是“由平面

图形经过旋转形成几何体”，这不仅是对几何体形成过程的学习，同时体会面和体的
关系也是发展空间观念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教材将此课题目定为“面的旋转”的原因。

教材呈现了几个生活中的具体情境，鼓励学生进行观察，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

学生经历“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的过程。在结合具体情境感受的基础上，

教材又设计了一个操作活动，通过快速旋转小旗，引导学生结合空间想象体会立体
图形的形成过程，发展空间观念。教材还提供了若干由面旋转成体的练习。  

    2.重视操作与思考、想象相结合，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操作与思考、想象相结

合是学生认识图形、探索图形特征、发展空间观念的重要途径。在本单元中，教材

重视学生操作活动的安排，在每个主题活动中都安排了操作活动，促进学生理解数

学知识、发展空间观念。如“圆柱的表面积”的教学中，教材引导学生通过操作来说

明圆柱的侧面展开后是一个怎样的图形，并呈现了两种操作的方法：一种是把圆柱

形纸盒剪开，侧面展开后是一个长方形；另一种是用一张长方形纸卷成圆柱形。再

如本单元的最后专门安排了一个“用长方形纸卷圆柱形”的实践活动，先让学生用两
张完全一样的长方形纸，一张横着卷成一个圆柱形，另一张竖着卷成一个圆柱形，

研究两个圆柱体积的大小；然后组织学生将两张完全一样的长方形纸裁开，把变化

形状后的纸再卷成圆柱形，研究圆柱体积的变化，引导学生发现规律，深化对圆柱

表面积、体积的认识，并体会变量之间的关系。  

    3.引导学生经历圆柱和圆锥体积计算方法的探索过程，体会类比等数学思想方

法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是合情推理时常用的方法。教材重视类比、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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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在“圆柱的体积”教学时，教材引导学生经历“类比猜想—

验证说明”的探索过程。由于圆柱和长方体、正方体都是直柱体，而且长方体与正方

体的体积都等于“底面积高”，由此可以产生猜想：圆柱的体积计算方法也可能是“底

面积高”。在形成猜想后，教材再引导学生“验证说明”自己的猜想。在“圆锥的体积”

教学时，教材继续渗透类比的思想，再次引导学生经历“类比猜想—验证说明”的探

索过程。另外，教材还注意转化、化曲为直等思想方法的渗透，如在验证说明“圆柱

的体积＝底面积高”时，引导学生把圆柱切割拼成近似的长方体进行研究，体现了化
曲为直的思想方法。  

    4.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巩固所学知识，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圆柱和圆锥的知识

在生活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教材在编排练习时，选择了来自于现实生活的问题，

引导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如学习“圆柱的表面积”时，鼓励学生计算薯

片盒的包装纸的大小、通风管需要的铁皮的面积、压路机压路的面积等，由于实际

情形变化比较多，需要学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选择有关数据进行计算。在学习“圆

柱和圆锥的体积”后，教材鼓励学生计算水桶的容积、圆木的体积、圆锥形小麦堆的

体积、铅锤的质量等。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将使学生巩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体
会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丰富对现实空间的认识，逐步形成学好数学的情

感和态度。 

课时安排：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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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教学内容：面的旋转 

    教学目标： 

    1．通过初步认识圆柱和圆锥使学生感受到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2．通过观察和动手操作等，初步体会“点、线、面、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空间

观念。 

    3．通过由面旋转成体的过程，认识圆柱和圆锥，了解圆柱和圆锥的基本特征，

知道圆柱和圆锥的各部分名称。 

    教学重点： 

    1.联系生活，在生活中辨认圆柱和圆锥体的物体，并能抽象出几何图形的形状

来。 

    2.通过观察，初步了解圆柱和圆锥的组成及其特点。 
    教学难点：通过观察，初步了解圆柱和圆锥的组成及其特点。 

教学用具：各种面、圆柱和圆锥模型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活动一 

    如图：将自行车后轮架支起，在后车车条上系上彩带。转动后车

轮，观察并思考彩带随着车轮转动后形成的图形是什么？ 

    学生根据发现的现象（彩带随着车轮的转动形成了圆）说明自己

的想法，并体验：点动成线 

     二、活动二 

    观察下面各图，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发现： 
    风筝的每一个节连起来看，形成了一个长方形；雨刷器扫过后形

成一个半圆形 

    学生体验：线动成面 

    三、活动三 

    如图：用纸片和小棒做成下面的小旗，快速的旋状小棒，观察并

想象旋转后形成的图形，再连一连。 

    1.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然后根据想象的图形连线 

      1——1（圆柱）  2——3（球）  3——4（圆锥）  4——2

（圆台） 

    2.介绍：圆柱、圆锥、球的名称。并请学生根据自己的观察介绍

一下这几个立体图形的特点。指名请学生说。 

    小结：我们学过的长方体、正方体都是由平面围成的立体图形，
今天我们学习的圆柱、圆锥和球也是立体图形，只是与长方体、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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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同，围成的图形上可能有曲面。 

     四、找一找 

    请你找一找我们学过的立体图形 

    五、说一说 

    圆柱与圆锥有什么特点？和小组的同学互相说一说 
    圆柱：有两个面是大小相同的圆，有另一个面是曲面。 

    圆锥：它是由一个圆和一个曲面组成的。 

    六、认一认 

    圆柱的上下两个面叫做底面，它们是完全相同的两个圆。圆柱有

一个曲面，叫做侧面。圆柱两个底面之间的距离叫做高。 

    圆锥的底面是一个圆。圆锥的侧面是一个曲面。从圆锥顶点到底

面圆心的距离是圆锥的高。(教师画出平面图进行讲解。并在图上标

出各部分的名称。) 

    七、练一练 

    1．找一找，下图中哪些部分的形状是圆柱或者圆锥？ 

    再和同学们说一说生活中哪些物体的形状是圆柱或者圆锥的。 

    2．下面图形中是圆柱或圆锥的在括号里写出图形的名称，并标
出地面的直径和高。 

    3．想一想，连一连 

4．应用题 

八、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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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教学内容：圆柱的表面积（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能根据具体情境，灵活运用圆柱表面积的计算方法解决生活中一些简单的问
题，使学生感受到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2．通过想象、操作等活动，知道圆柱侧面展开后可以是一个长方形，加深对圆

柱特征的认识，发展空间观念。 

    3．结合具体情境和动手操作，探索圆柱侧面积的计算方法，掌握圆柱侧面积和

表面积的计算方法，能正确计算圆柱的侧面积和表面积。 

    教学重点：使学生认识圆柱侧面展开图的多样性。 

    教学难点：学生能够将展开图与圆柱体的各部分建立联系，并推导出圆柱侧面

积、表面积的计算公式。 
    教学用具：课件、圆柱体的瓶子、剪子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创设情境，引起兴趣。 
    拿出圆柱体茶叶罐，谁能说说圆柱由哪几部分组成的？想一想工

人叔叔做这个茶叶罐是怎样下料的？（学生会说出做两个圆形的底面

再加一个侧面）那么大家猜猜侧面是怎样做成的呢？（说说自己的猜

想） 

    二、自主探究，发现问题。 

    研究圆柱侧面积 
    1.独立操作：利用手中的材料（纸质小圆柱，长方形纸，剪刀），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验证刚才的猜想。 
    2.观察对比：观察展开的图形各部分与圆柱体有什么关系？  

    3.小组交流：能用已有的知识计算它的面积吗？ 

    4.小组汇报。 （选出一个学生已经展开的图形贴到黑板上）     

重点感受：圆柱体侧面如果沿着高展开是一个长方形。（这里要强调

沿着高剪）这个长方形与圆柱体上的那个面有什么关系？(长方形的

长是圆柱体底面周长、长方形的宽是圆柱体的高） 

长方形的面积＝圆柱的侧面积即  长宽  ＝底面周长高，所以， 

圆柱的侧面积＝底面周长高      S 侧 ==  C  譢~ h 

如果已知底面半径为r，圆柱的侧面积公式也可以写成：S侧=2∏r×h 

如果圆柱展开是平行四边形，是否也适用呢？ 

学生动手操作,动笔验证,得出了同样适用的结论。（因为刚才学生是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剪开的，所以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此时可以
让已经得出平行四边形的学生介绍一下他的剪法，然后大家拿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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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圆柱纸盒用此法展开）  

研究圆柱表面积 
1、现在请大家试着求出这个圆柱体茶叶罐用料多少。  
学生测量，计算表面积。    
2、圆柱体的表面积怎样求呢？ 
得出结论：圆柱的表面积 ＝ 圆柱的侧面积＋底面积2 
3、动画：圆柱体表面展开过程 
三、实际应用 

1、解决书上的例题 

2、填空 

圆柱的侧面沿着高展开可能是（   ）形，也可能是（    ）形。第二

种情况是因为（                 ） 

3、要求一个圆柱的表面积，一般需要知道哪些条件（           ） 

4、教材第六页试一试。 

 

四、板书 

圆柱体的表面积 
 圆柱的侧面积 ＝ 底面周长高 → S侧＝ch 

                              ↓      ↑    ↑     

                 长方形 面积 ＝ 长   宽 

             圆柱的表面积 ＝ 圆柱的侧面积＋底面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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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进一步理解圆柱体侧面积和表面积的含义。 
2、掌握求圆柱的侧面积、表面积的方法，并能运用到实际中解决问题。 

教学重点：掌握求圆柱的侧面积、表面积的方法，并能运用到实际中解决问题。  

教学难点：圆柱表面积的实际应用。  

教学过程 ：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基本练习 

说说计算方法 

二、实际应用 

求压路的面积是求什么？ 

说自己的想法，独立解答。 

三、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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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1、进一步理解圆柱体侧面积和表面积的含义。 
2、掌握求圆柱的侧面积、表面积的方法，并能运用到实际中解决问题。 

教学重点：掌握求圆柱的侧面积、表面积的方法，并能运用到实际中解决问题。  

教学难点：圆柱表面积的实际应用。  

教学过程 ：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小结：求圆柱的体积，必须知道底面积和高。如果不知道底面

积，只知道半径r，通过什么途径求出圆柱的体积?如果知道d呢?知道

C呢?知道r、d、C，都要先求出底面积再求体积。 

 

三、巩固练习 

     练习册练习 

 
四、课堂小结 

这节课学习了什么内容?圆柱的体积怎样计算，这个公式是怎样得到

的?指出：这节课，我们通过转化，把圆柱体切拼转化成长方体，(在

课题下板书：圆柱些长方体)得出了圆柱体的体积计算公式V=Sh。 

五、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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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圆柱体积 

教学目标： 

1．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并能应用到实际解决问题中。 
2． 培养学生初步的空间观念和思维能力；让学生认识“转化”的思考方法。    

教学重点： 

理解和掌握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 

教学难点 ： 

圆柱体积计算公式的推导。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基本练习 

 

二、实际应用 

说解题思路 

说说你的解题思路 
这道题的注意的地方：单位的统一 

说说哪个体积大？为什么？ 

上升的是什么 

分别说说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方法。 

三、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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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圆锥的体积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求圆锥体积的计算公式． 

2、会运用公式计算圆锥的体积． 

3、培养学生初步的空间观念和思维能力；让学生认识“转化”的思考方法。 

教学重点 

  圆锥体体积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 

教学难点 

  正确理解圆锥体积计算公式．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铺垫孕伏 

  1、提问： 

  （1）圆柱的体积公式是什么？ 
  （2）投影出示圆锥体的图形，学生指图说出圆锥的底面、侧面

和高． 

  2、导入：同学们，前面我们已经认识了圆锥，掌握了它的特征，

那么圆锥的体积怎样计算呢？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板书：

圆锥的体积） 

二、探究新知 

（一）指导探究圆锥体积的计算公式． 

  1、教师谈话： 
  下面我们利用实验的方法来探究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老师给每

组同学都准备了两个圆锥体容器，两个圆柱体容器和一些沙土．实验

时，先往圆柱体（或圆锥体）容器里装满沙土（用直尺将多余的沙土

刮掉），倒人圆锥体（或圆柱体）容器里．倒的时候要注意，把两个

容器比一比、量一量，看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并想一想，通过实验

你发现了什么？ 

  2、学生分组实验 

学生汇报实验结果   

①圆柱和圆锥的底面积相等，高不相等，圆锥体容器装满沙土往圆柱

体容器里倒，倒了一次，又倒了一些，才装满． 

  ②圆柱和圆锥的底面积不相等，高相等，圆锥体容器装满沙土往

圆柱体容器里倒，倒了两次，又倒了一些，才装满． 
  ③圆柱和圆锥的底面积相等，高相等，圆锥体容器装满沙土往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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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体容器里倒，倒了三次，正好装满． 

  …… 

  4、引导学生发现： 

 圆柱体的体积等于和它等底等高的圆锥体体积的3倍或圆锥的体积

是和它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 
  板书：  

  5、推导圆锥的体积公式：用字母表示圆锥的体积公式．板书：  

  6、思考：要求圆锥的体积，必须知道哪两个条件？ 

  7、反馈练习 

  圆锥的底面积是5，高是3，体积是（  ） 

  圆锥的底面积是10，高是9，体积是（  ） 

（二）算一算 

  学生独立计算，集体订正． 

  说说解题方法 

三、全课小结 

  通过本节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知识？（从两个方面谈：圆锥体

体积公式的推导方法和公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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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教学目标： 

1、进一步掌握圆柱和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能正确熟练地运用公式计算圆锥的体积。 
2、进一步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动手操作的能力。  

3、进一步熟悉圆锥的体积计算              

教学难点： 

圆锥的体积计算 

教学重点： 

圆锥的体积计算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基本练习 

 

圆锥体积计算公式 

 
相邻两个面积单位之间的进率是多少？ 

相邻两个体积单位之间的进率是多少？ 

 

二、实际应用 

 

占地面积是求得什么？ 

 

三、实践活动 
 

四、课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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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正比例和反比例 

单元教学内容： 

变化的量   正比例   画一画    反比例   观察与探究   图形的缩放   比例尺 

单元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互相依赖的变量；在具体情境中，尝试用

自己的语言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2、结合丰富的实例，认识正比例或者反比例；能根据正比例和反比例的意义，判断

两个相关联的量是不是成正比例或反比例 

3、能找出生活中成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实例，会利用正、反比例的有关指示解决一些

简单的生活问题。 

4、通过观察、操作与交流，体会比例持产生的必要性和实际意义，了解比例尺的含

义。 
5、运用比例尺的有关知识，通过测量、绘图、估算、计算等活动，学会解决生活中

的一些实际问题。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教材分析这部分内容是在学生已经学过比的意义、比的化简与比的应用的基础

上学习的。本单元教材编写力图体现以下主要特点。： 

1.提供具体情境，使学生体会生活中存在大量互相依赖的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

世界中，从数学的角度研究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

世界、预测未来。同时，研究现实世界中的变化规律，也使学生从常量的世界进入
了变量的世界，开始接触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函数（函数可以直观地理

解为：在一个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变量x,y,对于x的每一个变化的值，y都有唯一确定

的值与之对应，y就叫做x的函数）是研究现实世界变量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模型，

对它的学习一直是中学阶段数学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国际数学课程发展的趋势
表明，对变量之间关系的探索、描述应从小学阶段非正式地开始，早期对函数的丰

富经历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以前学习的探索数、形的变化规律，字母表示数等，

已经为学生积累了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的经验，而本章的正比例、反比例本身就是两

个重要的函数。函数是刻画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模型，体会函数思想需要丰富

的情境，学生将在这些情境中，感受到生活中存在着大量变量，有的变量之间是存

在一定关系的，一个变量随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正式学习正比例、

反比例之前，教材设计了三个具体情境，通过学生感兴趣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使

他们体会变量和变量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并尝试对这些关系进行大致地描述。多
种研究表明，为了有助于学生对函数思想的理解，应使他们对函数的多种表示———

数值表示（表格）、图像表示、解析表示（关系式），有丰富的经历。因此，教材

在呈现具体情境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分别运用了表格表示、图像表示、关系式表

示的方法。在后面正比例、反比例的学习中，也十分重视三种方式的结合。 

2．提供丰富情境，引导学生经历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正、反比例的过程正比例关系、

反比例关系是数学中比较重要的数量关系，同时，学生理解正比例、反比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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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比较困难。为此，教材密切联系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学习经验，设计了系列

情境，让学生体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相关联的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着共同之处，从

而引发学生的讨论和思考，并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使学生认识成正比例的量、

成反比例的量以及正比例、反比例在生活中的广泛存在。这些系列情境也为学生理

解“正比例”“反比例”的意义提供了丰富的直观背景和具体案例，例如教材从不同的

角度（实际生活、图形）提供了有利于学生探索并理解正比例意义的情境，这些情

境中既包括“时间与路程”“购买苹果应付的钱数与质量”等生活情境，也包括正方形
周长与边长、面积与边长等数学情境，情境中有正例也有反例，以引导学生经历从

具体情境中抽象概括出正比例的过程。  

3.注重引导学生利用“正、反比例”的意义解决实际问题，关注知识之间的联系正、

反比例在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教材不仅仅是在引入时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

情境，还鼓励学生寻找生活情境中成“正、反比例”的量。如，设计“找一找生活中成

正、反比例的例子，并与同伴交流”的题目，使学生认识到正、反比例的知识与日常

生活的密切联系。同时，教材还特别注重知识之间的联系，呈现了大量学生以前学

过的量与量之间的关系，鼓励学生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底一定时，平行四边
形的面积与高；圆的周长与直径。  

4.在画图或解决实际问题等的活动中，体验比例尺的应用对于比例尺的知识，学生

并不陌生，生活经验比较丰富，如地图上的比例尺等。尽管如此，比例尺的应用对

于学生来说还是比较抽象的，教材结合具体的活动和实例，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

让学生感受到比例尺的广泛应用。如，在探究活动中，通过在方格纸上画小猫图，

讨论哪只小猫长得更像乐乐，让学生初步体会比例尺的应用。再如，在实践活动中，

通过画自己卧室的平面图，设计巨人的教室，进一步体会比例尺在生活中的应用。

同时，通过“你知道吗”栏目中的知识，了解比例尺的另一种形式，拓宽学生的视野。  
  

课时安排： 
1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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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教学内容：变化的量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目标，体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互相依存的变量。 
2．在具体情境中，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  

结合具体目标，体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互相依存的变量。 

教学难点：  

在具体情境中，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教学用具：  

课件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活动一：观察并回答。 

1、下表是小明的体重变化情况。 

观察表中所反映的内容，搞清楚表中所涉及的量是哪两个量？观察后
请回答。 

2、上表中哪些量在发生变化？          

3、说一说小明10周岁前的体重是如何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 

小结：小明的体重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2—6岁和6---10岁是体重的

增长高峰。说明这两个阶段是孩子成长的重要阶段。 

4、体重一直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吗？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体重和年龄是一组相关联的量。但体重的增长是随着人的生长

规律而确定的。 
6、教育学生要合理饮食，适当控制自己的体重。 
  
活动二：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它的体温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较大

的变化。 

观察书上统计图： 

1、图中所反映的两个变化的量是哪两个？ 

2、横轴表示什么？纵轴表示什么？ 

同桌两人观察并思考，得出结论后，记录在书上，然后再在全班汇报

说明。 

3、  一天中，骆驼的体温最高是多少？最低是多少？ 

4、  一天中，在什么时间范围内骆驼的体温在上升？在什么时间范

围内骆驼的体温在下降？ 

5、  第二天8时骆驼的体温与前一天8时的体温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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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骆驼的体温有什么变化变化的规律吗？ 

活动三：某地的一位学生发现蟋蟀叫的次数与气温之间有如下的近似

关系。 

1、蟋蟀1分叫的次数除以7再加3，所得的结果与当时的气温值差不多。 

2、如果用 t 表示蟋蟀每分叫的次数，你能用公式表示这个近似关系
吗？请你写出这个关系式，全班展示，交流。 

3、  你还发现生活中有哪两个量之间具有变化的关系？它们之间是

怎样变化的？四人小组交流你收集到的信息，选派代表请举例说明 

4、  你还发现我们学过的数学知识中有哪些量之间具有变化的关

系？ 

全课小结：今天我们研究的两个量都是相关联的。它们之间在变化的

时候都具有一定的关系。下一节课我们将深入研究具有相关联的两个

量，在变化时有相同的变化特征，这样的知识在数学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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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教学内容：正比例 

教学目标： 

1．利用正比例解决一些简单的生活问题，感受正比例关系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2．能根据正比例的意义，判断两个相关联的量是不是成正比例。 

3．结合丰富的事例，认识正比例。 

教学重点：  

1、结合丰富的事例，认识正比例。 

2、能根据正比例的意义，判断两个相关联的量是不是成正比例。 

教学难点：  

能根据正比例的意义，判断两个相关联的量是不是成正比例。 

教学用具：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活动一：在情境中感受两种相关联的量之间的变化规律。 

（一）情境一： 
1、  观察图，分别把正方形的周长与边长，面积与边长的变化情况

填入表格中。请根据你的观察，把数据填在表中。 

2、填完表以后思考：正方形的周长与边长，面积与边长的变化是否

有关系？它们的变化分别有怎样的规律？规律相同吗？ 

说说从数据中发现了什么？ 

3、  小结：正方形的周长和面积都随边长的增加而增加，在变化过

程中，正方形的周长与边长的比值一定都是4。正方形的面积一边长

的比是边长，是一个不确定的值。 
说说你发现的规律。 

（二）情境二： 

1、一种汽车行驶的速度为90千米/小时。汽车行驶的时间和路程如下： 

2、请把下表填写完整。 

3、从表中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说说你发现的规律：路程与时间的比值（速度）相同。 

（三）情境三： 

1、一些人买一种苹果，购买苹果的质量和应付的钱数如下。 

2、把表填写完整。 

3、从表中发现了什么规律？ 

应付的钱数与质量的比值（也就是单价）相同。 

4、说说以上两个例子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小结：路程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变化过程中路程与时间的比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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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应付的钱数随购买苹果的质量的变化而变化，在变化过程中应付

的钱数与质量的比值相同。 

5、正比例关系： 

（1）时间增加，所走的路程也相应增加，而且路程与时间的比值（速

度）相同。那么我们说路程和时间成正比例。 
（2）购买苹果应付的钱数与质量有什么关系？ 

6、观察思考成正比例的量有什么特征？ 

一个量随另一个量的变化而变化，在变化过程中这两个量的比值相

同。 

 （四）想一想： 

1、正方形的周长与边长成正比例吗？面积与边长呢？为什么？ 

师小结： 

（1）正方形的周长随边长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周长与边长的比值都

是4，所以正方形的周长与边长成正比例。 

请你也试着说一说。 

（2）正方形的面积虽然也随边长的变化而变化，但面积与边长的比

值是一个变化的值，所以正方形的面积和边长不成正比例。 
请生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 

 2、小明和爸爸的年龄变化情况如下： 

小明的年龄/岁 6 7 8 9 10 11 

爸爸的年龄/岁 32 33         

（1）把表填写完整。 

（2）父子的年龄成正比例吗？为什么？ 

（3）爸爸的年龄=小明的年龄+26。虽然小明岁数增加，爸爸岁数也

增加，但是小明岁数与爸爸岁数的比值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不是一个
确定的值，所以父子的年龄不成正比例。 

与同桌交流，再集体汇报 

在老师的小结中感受并总结正比例关系的特征 

 活动二：练一练。 

1、  判断下面各题中的两个量，是否成正比例，并说明理由。 

（1）每袋大米的质量一定，大米的总质量和袋数。 

（2）一个人的身高和年龄。 

（3）宽不变，长方形的周长与长。 
2、  根据下表中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与高相对应的数值，判断当底是6

厘米的时候，它们是是成正比例，并说明理由。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随高的变化而变化，即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与高

的比值不变，所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与高成正比例。（也可以用公式

进行说明） 

3、  买邮票的枚数与应付的钱数成正比例吗？填写表格。先填写表

格，再说明理由 

应付的钱数随购买的枚数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比值不便。所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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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钱数与买邮票的枚数成正比例。 

4、找一找生活中成正比例的例子。 

5、先自己独立完成，然后集体订正，说理由。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教学内容：画一画 

教学目标： 

1、  在具体情境中，通过“画一画”的活动，初步认识正比例图象。 

2、  会在方格纸上描出成正比例的量所对应的点，并能在图中根据一个变量的值估

计它所对应的变量的值。 

3、  利用正比例关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简单问题。 

教学重点： 

1、在具体情境中，通过“画一画”的活动，初步认识正比例图象。 

2、会在方格纸上描出成正比例的量所对应的点，并能在图中根据一个变量的值估计

它所对应的变量的值。 
教学难点： 

1、会在方格纸上描出成正比例的量所对应的点，并能在图中根据一个变量的值估计

它所对应的变量的值。 

2、利用正比例关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简单问题。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 、复习 

活动一；判断下面的量是否成正比例关系？ 

1、  每行人数一定，总人数和行数。 
2、  长方形的长一定，宽和面积。 

3、  长方体的底面积一定，体积和高。 

4、  分子一定，分母和分数值。 

5、  长方形的周长一定，长和宽。 

6、  一个自然数和它的倒数。 

7、  正方形的边长与周长。 

8、  正方形的边长与面积。 

9、  圆的半径与周长。 
10、  圆的面积与半径。 

11、  什么样的两个量叫做成正比例的量？ 
  

二、新授 

活动二：探索一个数与它的5倍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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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出一个数的5倍，填写书上表格。自己独立完成。 

2、  判断一个数的5倍和这个数有怎样的关系？说说你判断的理由 

小结：一个数和它的5倍之间具有正比例关系。 

3、  根据上表，说出下图中各点的含义。（图见书上）。请观察横

轴表示什么？纵轴表示什么？然后说说各点表示的含义。 
4、  连接各点，你发现了什么？ 

注：所描的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5、  利用书上的图，把下表填完整。 

6、  估计并找一找这组数据在统计图上的位置。 

自己独立完成。 

在统计图上估计一下，看看自己估计地是否准确  
  
三、练习 

活动三：试一试。 

1、  在下图中描点，表示第20页两个表格中的数量关系。 

2、  思考；连接各点，你发现了什么？ 
  

活动四：练一练。 

1、  圆的半径和面积成正比例关系吗？为什么？ 

教师讲解：因为圆的面积和半径的比值不是一个常数。 

2、  乘船的人数与所付船费为：（数据见书上） 

（1）       将书上的图补充完整。 
（2）       说说哪个量没有变？ 

（3）       乘船人数与船费有什么关系？ 

（4）       连接各点，你发现了什么？ 

每人所需的乘船费用没有变化。 

乘船费用与人数成正比例。 

所有的点都在一条直线上。 

3、  回答下列问题： 

（1）圆的周长与直径成正比例吗？为什么？ 
圆的周长与直径成正比例关系。 

（2）       根据右图，先估计圆的周长，再实际计算。 

（3）       直径为5厘米的圆的周长估计值为（ ），实际计算值为（）。 

（4）       直径为15厘米的圆的周长估计值为（），实际计算值为（）。 

4、把下表填写完整。试着在 第一题的图上描点，并连接各点，你发

现了什么？（表格见书上）所有的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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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教学内容：反比例 

教学目标： 

1、结合丰富的实例，认识反比例。 

2、能根据反比例的意义，判断两个相关联的量是不是成反比例。 

3、利用反比例解决一些简单的生活问题，感受反比例关系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教学重点： 

认识反比例，能根据反比例的意义判断两个相关联的量是不是成反比例。 
教学难点： 

认识反比例，能根据反比例的意义判断两个相关联的量是不是成反比例。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复习 

1、什么是正比例的量？ 

2、判断下面各题中的两种量是否成正比例？为什么？ 

（1）工作效率一定，工作时间和工作总量。 

（2）每头奶牛的产奶量一定，奶牛的头数和产奶总量。 

（3）正方形的边长和它的面积。 
  
二、导入新课 

利用反义词来导入今天研究的课题。今天研究两种量成反比例关系的

变化规律。 
  

三、进行新课 

情境（一） 

认识加法表中和是12的直线及乘法表中积是12的曲线。 
   
  

引导学生发现规律：加法表中和是12，一个加数随另一个加数的变化

而变化；乘法表中积是12，一个乘数随另一个乘数的变化而变化。 
  

情境（二） 
  

   让学生把汽车行驶的速度和时间的表填完整，当速度发生变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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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怎样变化？每 

两个相对应的数的乘积各是多少？你有什么发现？独立观察，思考 

同桌交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写出关系式：速度×时间=路程（一定） 

观察思考并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变化关系乘积（路程）一定 
  

情境（三） 

把杯数和每杯果汁量的表填完整，当杯数发生变化时，每杯果汁量怎

样变化？每两个相对应的数的乘积各是多少？你有什么发现？用自

己的语言描述变化关系 

写出关系式：每杯果汁量×杯数=果汗总量（一定） 

5、以上两个情境中有什么共同点？ 
反比例意义  

引导小结：都有两种相关联通的量，其中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

着变化，并且这两种量中相对应的两个数的乘积是一定的。这两种量

之间是反比例关系。 
  

活动四：想一想 

P26页第1、2、3题 

关系式：X×Y=K（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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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教学内容：观察与探究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尝试用图表示成反比例的量之间的关系，利用图进一步认识反比例。2、

渗透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观点，初步渗透函数思想。 

教学重难点： 

动手操作，用图表示成反比例的量之间的关系，利用图进一步认识反比例。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复习 

长方形面积一定，长与宽成反比例吗？为什么？ 
  
二、新课 

呈现情境 
   

这节课我们用图表表示成反比例的量之间的关系。 

用x、y表示面积为24cm
2
的长方形相邻的两条边长，它们的变化关系

如下表。略 

1、观察表格，根据数据在方格纸上画出这8个长方形。 

2、把图中的点用平滑的曲线依次连起来。 

3、长和宽是怎样变化的？有什么规律？—长扩大，宽缩小，相对应

的长和宽的乘积是24。 

关系式：长×宽=长方形面积（一定） 

4、图上的点A、B、C、D……在一条直线上吗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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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教学内容：图形的放缩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操作，体会比例尺产生的必要性和按相同的比扩大或缩小的实际意义。 

2、通过图形的放缩，结合具体情境，感受图形的相似。 

教学重点：体会比例尺产生的必要性和按相同的比扩大或缩小的实际意义。 

教学难点：体会比例尺产生的必要性和按相同的比扩大或缩小的实际意义。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呈现情境图 
   
  

讨论谁画得像呢？ 

引导学生分析这三名学生是如何画的。 

1、笑笑：图中的长与实际的长的比量多少？图中的宽与实际的宽的

比是多少？ 

笑笑是按相同的比来画。 
2、淘气：图中的长与宽的比是多少？淘气也是按相同的比来画。 

小 结 

3、他们都是按相同的比来画，所以都画得像。 

4、为什么同样大小的贺卡，却画出大小不同的长方形，而且有的像，

有的不像呢？ 

5、将较大的长方形画成较小的长方形，首先可能量出原来的长和宽

缩+相同的倍数，才能画得像。 
  

画一画探究活动 

P28 引导学生把原来的长和宽按3：2扩大。 

小组交流后，独立操作，教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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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教学内容：比例尺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认识比例尺，能根据图上距离，实际距离，比例尺中的两个量求

第三个量。 

2、运用比例尺的有关知识，通过测量、绘图、估算、计算等活动，学会解决生活中

的一些实际问题，进一步体会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点：认识比例尺，能根据三个量中的两个量求第三个量，运用比例尺的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难点：认识比例尺，能根据三个量中的两个量求第三个量，运用比例尺的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呈现情境图 
  

思 考、讨 论 

我家的房屋平面图 

1、比例尺1：100是什么意思？ 

  

           图上距离 

2、比例尺=-------------- 

           实际距离 
3、独立完成P30页第2、3题。 

4、P30页第4题，怎样求窗户的图上距离？注意比成相成的单位后再

计算。 

5、指导完成P30页第5题。 

注意求比例尺时，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的单位要统一。 

P31页第1题，说明清楚两地距离一般假设是直线距离，计算时，注意

单位换算。 

P31页第2题，自己尝试独立完成。 

放手让学生自己研究。 

教师对困难的学生加以指导 

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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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一练 

 

 
  

 

 

 

总复习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数与代数 

教学目标： 

1、在具体情境中，回顾和整理小学阶段所学习的数，沟通各种数之间的关系，构建

数的认识的知识网络。 

2、进一步理解自然数、小数、分数、负数的意义及表示方法，能进行小数、分数、

百分数之间的转化。 

3、总结整数、小数、分数比较大小的方法，并进行比较。 
4、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体会数的扩充过程；进一步体会数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会用数来表示事物并进行交流。 

教学重点和难点： 

建立知识网络，掌握复习数学方法，数学思想 

教学准备： 

幻灯片 

教学步骤：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情境导入 

展示生活中常用的数，然后教师说：“既然‘数’在数学世界里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在小学阶段，我们曾经学过哪些数？”学生随后回答：

“自然数、整数、小数、百分数等。”师说：“你能用自己的方式把这

些学过的数清楚地表示出来吗？” 

二、学生通过独立思考，构建自己对数的认识的知识网络。教材中提

供了一幅网络图，是将数分成了整数和分数。这里有三点说明：第一，

由于小学阶段负数只是初步学习，学生只要借助具体情境体会引入负
数的必要性以及负数的意义即可；而正数与负数之间表示的是具有相

反意义的量这一点，学生通过负整数的复习就能够理解。因此，在图

中只出现了负整数，没有进一步出现负分数。第二，在小学阶段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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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没有学习无理数（π除外），所以分数和小数是一致的，因此在

图中用分数进行表示。实际上，小数与实数是等价的、分数与有理数

是等价的。为学生后续初中学习奠定基础。第三，为了复习需要，将

数分成了整数和分数，实际上整数可以看成分母为1的分数。教学时，

教师需要把握重点，这个活动的重点是帮助学生沟通各种数之间的联
系，构建知识体系，因为在头脑中将知识形成一定的结构更有利于学

生记忆和应用，教师不必把整数是否为分数等细节问题作为讨论的重

点。 

（教学是要为学生提供充分交流的平台，可以让学生县独立思考，然

后在小组内交流，最后在全班进行汇报。这是一个学生互相学习的最

好契机，教师一定要精心准备，善于发现，引领学生更全面、更科学，

更系统地回顾和掌握这部分内容。） 

接着，教师先鼓励学生在数轴上将所学的数表示出来。同时，借助数

轴可以直观地将数进行大小比较，数轴为学习数提供了一个最为直观

的模型，数学中应充分利用。 

（培养学生数形结合思想） 

三、呈现学生曾经经历的一些熟悉的生活情境，让学生谈自己的理解
和感想。第一幅图，学生在用正整数表示苹果的个数，使学生认识到

为了表示数量的多少，产生了正整数；第二幅图，提出了如何表示“没

有”的问题，也就是0的产生；第三幅图，提出了如何表示“一个蛋糕

平均分成4分后的其中一份”的问题，也就是需要引入分数；第四幅图，

提出了如何表示 “零下2摄氏度”的问题，也就需要引入负数。在教学

时，鼓励学生自己根据这些情境说出所学的数的发展过程，感受引入

分数、负数的必要性；然后再让学生结合生活中的常见例子，举出一

些来，说一说生活中这些书的应用。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使学生回顾引入新数的过程，体会现实生活的需

要时数的扩充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感受数的发展过程，感受数与现

实世界的密切联系。这个活动也体现了总复习的作用，总复习不仅仅

是对以前所学内容的简单回顾和整理，还需要从整体上重新将所学内

容串起来，帮助学生在数学思想上加以提升。） 

四、总结 

教学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自己进行整理，全班交流。 

五、作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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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三数的认识 

整数（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在具体情境中，能认、读、写亿以内的数，会用数表示物体的个数或事物的顺序

和位置；了解十进制计数法，会用万、亿为单位表示大数。 

2、结合现实素材感受大数的意义，并能进行估计。了解负数，会用负数表示一些日

常生活中的问题。 

3、回顾有关因数、倍数、质数、合数、奇数、偶数等概念，巩固求公因数、最大公

因数、公倍数、最小公倍数的方法。 

4、逐步形成知识网络，掌握一定的数学方法、数学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结合具体情境理解意义是重点，掌握数学方法、体会数学思想是难点。 

教具准备： 

幻灯片  挂图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回顾与交流 

呈现学生熟悉、生动、有价值的数学信息。帮助学生对整数意义、表

示、比较大小、实际应用等有个全面认识，使学生学到知识更加系统

化，并能综合运用所学的内容。 

信息1帮助学生全面理解正整数的意义：基数、序数、测量结果、编

码。教材呈现了生活中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不仅体现了数的应用，

也体现了正整数的不同意以。教材又进一步提出讨论的问题：“上面

的信息中有哪些数，你知道他们的具体意义吗？”引导学生理解这些

数的具体意义。对于正整数的意义，不要求学生抽象地讲，只要学生

结合具体的说明即可。 
（教师教学时鼓励学生阅读这些信息，体会其中数的意义，充分让学

 



 

 29 

生交流，也可以鼓励学生自己收集一些包含正整数的信息，进一步了

理解这些数的意义。） 

信息2：出示第2题。 

鼓励学生用尽可能多的方法表示1234这个数，目的是帮助学生回顾和

整理所学过的表示正整数的各种方式，从多角度再次理解十进制计数
法和计数单位。 

信息3：举例说明怎样比较两个多位数的大小。 

教材安排了让学生举例说明的活动，这样给学生留下了更大的回顾空

间，有利于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比较数的大小的方法。在学生举例

时，教师应注意引导举例的普遍性。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清楚。 

信息4：0的妙用。 

整理对0的认识。教材按照所学内容的顺序，从“0克已表示没有”、“0

可以表示起点”、“0可以表示起点”、“0可以用来占位”、“0可以表示

分界”等各方面，对 “0”进行全面再认识。教材还鼓励学生谈谈自己

对“0”的认识。教学时，建议让学生自己回顾整理，并举例说明0所表

示的含义，并找生活中的原型与之对应。还可以引导学生从运算角度

认识0。还可以向学生介绍0的发展历史。 
信息5：关于倍数和因数，我们学习了哪些内容？请你整理一下。 

整理倍数和因数的内容。鼓励学生自己整理，整理方法不是唯一的，

目的是让学生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信息6：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向同学解释1万有多大、1亿有多大。 

教学时，可直接让学生结合自己的感受，谈自己对1万，1亿有多大的

认识，以充分展示学生对大数的理解，并复习巩固身边熟悉的事物体

会大数意义的方法。 

（帮助学生感受达数的含义，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数感。） 
一、神奇的质数 

在教学时，有人把质数看成正整数的 “数根”；在现实世界中，质数

在密码技术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教学时，可以先让学生读一读，谈一

谈自己的感受，体验质数的神奇；也可以先查阅资料，交流后读感受；

还可以鼓励学生把对质数的理解和所涉及的内容，写成资料或制成小

报进行展览，感受指数世界的神奇。 

作业设计 
  

整数 

1、回顾与交流。 

展示学生们举的例子，让学生自己归纳方法同时由学生板书。 

2、课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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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整数（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在具体情境应用上节所归纳的知识，巩固所学内容。 

2、在学生、教师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培养学生用数学眼光审视生活 

教具准备： 

投影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可以利用小组竞赛形式展开练习。 

这些练习一部分是对“回顾与交流”中所复习的内容进行巩固，一部分

是对整数这部分内容的补充，这些练习的设计，一方面是巩固所学内

容，另一方面是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二、关于各个习题的说明 

第1题：体验表示数的多种方法，进一步理解十进制。 
第2题：对于比较大小，学生可能选择不同的策略；直接比较大小，

改写以后在比较等。 

第3题：借助“小红家5月份收支情况”这一具体情境复习正负数的意

义。练习时让学生独立完成，计算结余虽然是问号题，但教师应鼓励

学生借助经验尝试解决。 

第4题：本题复习了公因数、公倍数等内容。在3和5的公倍数的时候，

注意是有范围的。可以让学生说一说为什么要设定范围，体会公倍数

的个数是无限的。 

第5题：学生估计的方法可能是不同的，一般的，可以将要估计的东

西分成基本相等的几份，通过数一份的数量从而对总数进行估计。教

师应鼓励学生交流这种方法，并应用这种方法从事其他的一些估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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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法只要合理，数目接近120就可以。 

第6题：学生独立完成，交流。 

三、布置作业 

四、数学万花筒。 

让学生了解一些其他记数系统，并进一步认识到十进制的优越性，教
学时可以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然后全班进行交流。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整数 

一、创设情境完成“巩固与应用”。 

二、实践活动（布置作业）。 

二、数学万花筒（介绍象形，楔形数字）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小数、分数、百分数和比（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能结合具体情境，理解分数和小数的意义、认识百分数；能认、读、写小数和分

数。 

2、探索小数、分数和百分数之间的关系，并进行转化。 

3、会比较小数、分数、百分数的大小。 

4、体会数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会运用数表示事物，并能进行交流。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利用生动、具体的情境，激发学生生成知识。 

教具准备: 

小黑板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利用学生熟悉的事物，通过自制测量工具进行有目的的测量 

出示回顾与交流中的第一个情境。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体会引入分数

和小数的必要性，沟通分数和小数之间的联系。引领学生再次经历分

数、小数产生的过程，感受其产生的必要性，同时进一步理解分数和

小数的意义。教学时，可以让学生实际动手量一量，并尝试解决“1

个单位量不尽，怎么办”的问题；也可以让学生课前查阅有关数的发
展资料，谈谈分数的产生。 

二、把抽象的分数生活化、具体化。 

用多种方法解释的含义，进一步使学生从多角度体会分数的意义，并

且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的把分数、除法、比的关系联系起来。 

（鼓励学生用尽可能多的方式解释的含义，调动学生已有的经验，让

学生在独立思考、全班交流的过程中，体会分数、除法和比的意义及

联系。） 

三、 （1）我喝了一杯饮料的十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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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喝了一杯饮料的。 

（3）我却喝了一杯饮料的50%。 

结合具体的例子说一说小数、分数、百分数之间的关系。 

让学生举例说明分数、比、除法之间的关系。重点是比表示两个数之

间的倍数关系；除法是一种运算；分数既可以表示具体的数量，又可
以表示两个量之间的倍数关系。 

商不变的规律与分数基本性质的关系。有了除法和分数之间的关系，

商不变的规律与分数基本性质的关系就清楚了，他们所叙述的规律是

一致的。 

以上三个小题，学生只要借助具体例子，用自己的语言说清即可，不

需要学生抽象的记忆。 

四、目的是复习十进制计数法 

整数与小数的计数方法是一致的，相邻两个计数单位的进率都是

“十”，小数的计数方法是整数的扩展。对这部分内容进行回顾和整理，

主要是让学生再次体验数位顺序表的逐步扩充过程；通过让学生填写

数位顺序表，让他们再次感受数级、数位和计数单位间的对应关系，

在整理了数位顺序表以后，通过对整数和小数相邻单位之间的进率的
回忆和整理，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十进制计数法。 

（以上知识的回顾完全是轻松、快乐的氛围中进行。本着学生归纳、

整理能力的目的，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小数、分数、百分数和比 

一、利用情境介绍分数、小数的产生及意义。 

二、多种方式解释 

三、小数、分数、百分数、比、除法之间的关系。 

四、十进制计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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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小数、分数、百分数和比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理解各种数的意义。 

2、培养学生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在观察、对比、交流中概括、归纳和反思。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学生用数学语言讲解思路和过程 

教具准备 

投影片 

教学步骤：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本节建议 

由于本节是巩固和应用，教师可根据本版情况对习题作以调整和补

充。 

二、习题说明 
针对习题的一些说明。 

第1题 

目的是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数据、再次复习分数、小数、百分数的意义。

主要让学生能根据具体的例子，用自己的语言指出数据的意义。教学

时让学生先读一读教材中给出的资料，解释其中各个数据的具体意

义，并请学生谈谈自己读后的感想，进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教育。 

第2题 

课前布置为好，课中找学生汇报，课后展示优秀作品。 

第3题 

复习分数的意义 

第4题 

进一步复习分数的意义，学生的答案正确都应鼓励。教师也可以适当
补充一些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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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题 

复习分数、小数、百分数之间的互化及比较大小。注意学生思路、语

言表达能力。 

第6题 

复习比的意义，教学时可以鼓励学生利用自己的语言说说比的意义。 
第7题 

教学时可以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说说是如何进行化简的。 

三、全课总结 

1、学情总结 

2、知识总结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分数、小数、百分数和比 

一、学生作品展示：作品1    作品2    作品3 

二、学生的错误集锦。 

例如：错误1产生原因：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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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常见的量 

教学目标： 

1、在现实情境中，认识元、角、分，并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2、能认识钟表，了解24时计时法；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体验时间的长短。 

3、认识年、月、日，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4、在具体生活情境中，感受并认识克，千克，吨，并能进行简单的换算。 

5、结合生活实际，解决与常识的量有关的简单问题。 

教具准备： 

小黑板  投影片 

教学重点与难点 

在实际生活中亲自体验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回顾与交流 

教材呈现的两个令人振奋的信息，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提出
相关的数学问题。目的是让学生能在实际问题中，回顾这些量及其单

位，举例说明1时大约有多长，1千克大约有多重，回顾这些单位的实

际意义，有助于学生建立质量单位的概念和时间单位的概念。 

（让学生收集一些有单位现实情境，注重亲自体验单位的实际意义。） 

二、巩固与应用 

教师呈现三道练习题及一些实践活动，下面就看这些内容作以说明，

大家在使用教材时可根据班级实情，适当调整与补充。 

第1题 

复习单位之间的换算，学生可以独立解决，再交流是如何进行换算的，

由此巩固单位之间的换算。 

第2题 

复习时间的认识及24时计时法。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图，借助
图上提供的信息，计算小龙一天在校的时间。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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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普通计时法与24时计时法之间如何进行换算，并交流自己的思考过

程。 

第3题 

复习有关时间的计算，只要用离开起点站的时间加上40分就是到终点

的时间。 
实践活动 

虽然是复习，也应鼓励学生实际调查，再次体会1分的实际意义。 

三、全课总结。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常见的量 

一、回顾与交流 

展示一些生活情境。 

二、巩固与应用 

方法的指导 

三、全课总结，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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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探索规律 

教学目标： 

在具体情境中尽可能多地发现数与数之间的规律，尝试用语言、表格、图、关系式

或其中的几种方式刻画所发现的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探索给定的事物中隐含的规律和变化趋势 

教具准备 

小黑板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情境导入 

回忆小时候学习的乘法口诀，现在我们换一方式来体会一次，请同学

们看下表现补充完整，然后把你的发现告诉老师和同学们。 

图见小黑板 

学生可能会发现： 

（1）横着看，每一行都是一个数的倍数。 
（2）竖着看，每一列都是一个数的倍数。 

（3）找出积相等的数，这些数所对应的两个数成反比例关系。学生

可能发现其他规律，只要合理都应鼓励。 

二、展示生活中数学规律，与同学分享。 

1、日历中蕴含的数学规律。让学生拿出课前准备的日历，让学生充

分的观察和思考，也可以让学生利用游戏形式来深化其中蕴含的数学

规律。 

2、交流汇报发现的生活中的数学规律，教师给予必要指导。 

（发展学生的观察、归纳、概括的能力，同时可以使学生初步体会函

数的思想。） 

三、巩固与应用 

1、找规律，填一填。 
（1）8，11，14，17，（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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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16，25，（ ），49，64 

（3）1，8，27，（ ），125，（ ） 

（4）3，6，9，15，24，（ ），63，（  ） 

2、按下图方式摆放桌子和椅子。 

图见小黑板 
（1）一张桌子可坐6人，2张桌子可坐         人。 

（2）按照图上的方式继续摆桌子，完成下表。 

桌子张数/张 1 2 3 4 5 6 

可坐人数/人 6 6+4 6+2×4       

第3题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六（2）班同学按下面规律给教室挂气球，

第20个气球是什么颜色的？第27呢？ 

第4题数一数 

四、全课总结，布置作业。 

这节课同学们表现得很积极，老师请你们帮忙。这是2008年8月份的
日历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灰色方框中的9个数之和与该方框正中间的数有什么关系？ 
（2）这个关系对其它这样的方框成立吗？你能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

示这个关系吗？ 

（3）这样方框中的9个数之和可能是72吗？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探索规律 

三、巩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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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四、数的运算 

运算的意义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四则运算的意义。 
2、在具体运算和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加与减、乘与除的互逆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注重数学与现实的联系 

教具准备 

小黑板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针对回顾与交流中的四个问题作一说明： 

第一题： 

这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复习四则预算的意义。在第一场景中，学生

可以提出“两位同学一共折了多少只纸鹤”、“装饰教室还需着多少纸

鹤”的问题，并运用加法和减法加以解决。在第二场景中，学生可以
提出“一共需要多少钱”的问题，并用乘法加以解决。在第三场景中，

学生可以提出“扎礼品盒、蝴蝶结分别需要多少米彩带”的问题。并运

用乘法加以解决。在第四场景中，学生可以提出“每个小组有多少人”

的问题，并运用除法加以解决。 

第二题 

引领学生回顾在小学阶段学习过的运算，并举例说明哪些地方还会用

到这些运算，目的是在集体交流中，寻找所学过运算的原型，系统的

构建运算的现实意义。教学时，教师要注意及时引导，使学生能认识

到运算的原型。 

第三题 

这是对于加减法之间、乘除法之间互逆关系的回顾、教材引领学生通

过举例来说明的。教学时，应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
自己回顾，然后在全班进行交流。教师可用教材提供的实际问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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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再次感受加减法和乘除法之间的互逆关系。 

第四题 

不做全班的共同要求。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借助实例进行适当

归纳。 

板书设计： 
运算的意义 

第1题：加法的意义      减法的意义 

        乘法的意义      除法的意义 

第2题：加法各部分关系     减法各部分关系 

        乘法各部分关系      除法各部分关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运算的意义 
教学目标： 

1、在具体情境中理解运用所学知识，并能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说明。 

2、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进行爱国主义、节约意识教育与培养。 

教学重点与难点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具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出示巩固与应用 

第1题 

2006年第15届亚运会奖牌榜 
单位：枚 

排名 代表团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中国 165 88 63   

2 韩国 58   82 193 

3 日本 50 71   198 

（1）请将上表补充完整。 

（2）你还能提出哪些问题？尝试解答。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 
第2题 

打电话计费问题生活中学生常常在用。创设这样一个情境是为了培养

学生的应用意识。教学时，应使学生明确题目中的数量关系，并鼓励

学生说一说解决问题的过程。 

第3题 

为支援灾区的学生学习，实验小学开展了捐书活动。四年级捐120本，

五年级比四年级多捐60本，六年级捐的本数是五年级的3倍。 

（1）五、六年级各捐多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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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年级捐书的本数是四年级的几倍？ 

（3）六年级捐书的本数正好是二年级的5北，二年级捐书多少本？ 

（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让学生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第4题 

与前面的问题正好相反，此题是鼓励学生根据算式，目的是鼓励学生
找生活中的具体情境，加深理解各种运算的意义。教学时，由于有前

面学习的基础，放手让学生自己寻找就可以了，再交流时应注意尽可

能全面地提出运用各种运算的例子。 

（防范听取学生的想法和意见，在小组合作交流中提升学生对生活信

息的处理能力。）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运算的意义 

一、中国金牌总数是日本的多少倍？ 

160÷50 

二、平时你是如何理财的？ 

三、你为灾区学生做过哪些贡献？今后打算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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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估算（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能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估算，并结识估算的过程。 

2、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能选择合适的估算方法，养成估算的习惯。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培养学生运用估算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具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情境一： 

在生活中、学习中那些时候要用到估算呢？请总结一下。 

学生1：买东西的时候要估算带的钱购买几件商品。 

学生2：计算题时要估算结果是多少。 

…… 

此题目的是总结应用估算的例子，进一步发展学生的估算意识。在估
算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是应注重的首要方面，在复习中也不

例外。教材通过对话展示出估算的用处：解决问题有时不需要精确结

果；估算能够帮助人们把握运算结果，计算之前的估算可以有利于人

们对运算结果有大致了解，计算之后的估算可以有利于人们对运算结

果进行检验。 

（减少学生运算中的错误，培养学生对运算结果负责的态度） 

出示情境二： 

学校组织六年级同学看电影。 

班级 六一班 六二班 六三班 六四班 六五班 六六班 

人 数 /

人 
45 43 42 48 46 47 

希望影院能容纳300人。   东方影院能容纳235人。 
（1）估一估应该去哪个影院看电影。 

 



 

 43 

（2）估一估六年级大约有多少人。并与同伴交流估算的方法。 

关于去哪个电影院看电影的问题，可以先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在讨

论中鼓励学生说说自己的理由，引导学生通过说明估算的过程为自己

的结论作出合理的解释。选择估算方法需要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这

个问题需要讨论应该去哪个影院，对于东方影院，可以将6个班的学
生数去尾，都看成40，40×6=240，也就是六年级的学生数超过了240，

因此不能去东方影院；对于希望影院，可以将6个班的学生数进一（看

成50），50×6=300，也就是六年级学生数不够300，因此应该去希望

影院。 

估计六年级大约有多少人。学生可能会出现多种估算策略。教学时，

教师应鼓励学生解释估算的思路和理由，交流不同估算策略。需要注

意的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往往需要灵活使用不同策略，因此很难有

唯一的策略和答案，因此学生的估算策略和估算结果合力都应肯定。

估算后，教师可以引导进一步反思。第一，可以将估算结果与精确结

果进行比较，发展估算“直觉”。 

三、布置作业 

写一份实验报告。（关于生活中的某此估算）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估算 

一、列举生活或学习中那些时候用到估算。 

二、在具体情境中解决问题，交流估算策略方法。 
三、布置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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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估算（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估算，并解释估算的过程。 

2、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选择恰当的估算方法。 
3、估算后，促成学生进一步反思，有利于学生积累经验，发展估算 “直觉”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养成估算习惯，发展估算“直觉” 

教具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巩固与应用 

第1题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学生的估算意识，选择合理的估算策

略。 

对于大约需要多少钱的问题，学生可能有不同的估算策略，如：
168+288=170+290=460（元）。学生的估算策略和估算结果合理就应

给于肯定。 

对于“1000元够吗”的问题，学生需要根据实际问题选择“去尾”或“进

一”的策略，如：798+260〉790+260〉1000，所以不够。学生可能有

其他的估算策略，结果合理就应给于肯定。 

第2题 

这是一道乘法或除法估算的题目，目的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

发展学生的估算意识，选择合理的估算策略。学生可能有不同的估算

策略，如：49×30﹤50×30=1500<1528，所以打不完。 

第3题 

目的在于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分析，加深对估算的理解和估算方法的

掌握，进一步树立估算意识。答案不唯一，只要预算结果在350—500
之间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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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题 

利用估算判断结果是否正确，巩固估算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学生的估

算意识。教学时，学生有可能习惯计算出精确结果，教师要引导学生

体会估算价值。 

第5题 
通过把淘气和笑笑估算的结果与精确结果相比较，引导学生对结果进

行分析与解释，同时进一步体会数之间的关系。淘气将被除数估大，

除数估小，所以估算的结果比精确结果大；笑笑奖被除数估小，除数

估大，所以估算的结果比精确结果小。 

数学万花筒 

由于不同的估算方法可能会导致不同的估算结果，那么估算结果是否

有一个标准，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在数

学中，估算出结果的数量级是重要的，因此。教材安排了有关数量级

的阅读材料。教学时，可让学生自由阅读，互谈交流，谈谈感受。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估算（第2课时） 

1、展示学生独特的估算思路和策略。 

2、展示学生普遍存在的错误的例子，并版书正确的写法加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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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计算与应用（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会分别进行简单的小数及分数的加减乘除预算及混合运算。 
2、能结合现实素材理解运算顺序，并进行简单的整数斯则混合运算。 

3、经历与他人交流各自算法的过程。 

4、能灵活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生活重的简单问题，并能对结果合理性进行判断。 

5、借助计算器进行复杂的运算，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探索数学规律。 

6、了解比例尺，在具体情境中，会按给定的比例进行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的换算。 

7、在实际情境中理解什么是按比例分配，并能解决简单的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在交流和反思中改掉计算毛病 
教具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下面是针对教材中53页“回顾与交流”中习题的一些说明 

第1、2题 

教材鼓励学生结合具体的计算过程说一说整数、小数、分数的加、减、

乘、除法是怎样算的，交流各种运算的计算方法和四则运算的顺序。

这部分是学生进行计算的基础，教学时，可以结合具体的例子鼓励学

生说说为什么这样算。 

第3题 

引导学生对自己以往学习中经常出错的题目进行整理和回顾，说说计

算中应注意的问题。教学时，可以先让学生课前整理，课上独立思考，

然后在小组交流各自错误，并整理出错误类型，最后在全班交流，教

师应鼓励学生说出自己出错的原因和计算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4题 
第5题 

 



 

 47 

鼓励学生运用计算解决实际问题，并回顾总结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对于可以直接利用运算意义加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在前面预算的意义

中已复习过，这里主要选取一些综合性的问题，包括有关分数的应用

题，有关比例尺的问题和比的应用题。教师应引导学生回顾、总结解

决问题的过程和策略，感受分析数量关系在正确解决问题中的重要
性，以及画图对于分析数量关系的重要作用。 

第6题 

鼓励学生回顾有关比例尺的应用题和比的问题。这部分内容包括计算

比例尺、求实际距离、求图上距离、比的应用。教材只回顾了一部分

内容，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情况进行适当补充。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完

全能够根据比的意义和比例尺的意义解决问题，不需要背诵所谓的解

体过程。 

二、对“回顾与交流”的教学建议 

在回顾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应适当为学生补充一些实际问题，也可以

鼓励学生自己寻找或提出实际问题，鼓励他们再次经历从实际问题中

抽象出数量关系，并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解决的过程。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要引导学生根据所求的问题和情境中的条件，运用图、表格等
多种形势分析数量关系；回忆所学运算及其他内容的数学意义，将数

量关系表达出来，建立算式；向别人解释自己所列模型的实际意义；

自己总结一些解决问题的例子和解决问题的策略。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计算与应用 

一、展示自己的错误及改正措施 

学生1学生2…… 

二、交流解决实际问题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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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计算与应用（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加强计算基本功，养成自觉检查的好习惯。 

2、在具体情境中体会比例尺按比例分配的意义，并尝试解决问题。 
3、在与同学交流中反思，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教学重点和难点： 

养成良好的计算习惯 

教具准备 

小黑板  表格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关于教材第54页“巩固与应用”答题的建议和方法，供大家参考。 

第2题： 

主要考查学生的口算和基本计算能力。 

第3题： 

首先鼓励学生看懂这张电表读数记录，然后再回答下面的3个问题，
其中第（2）题计算用电量是有两种计算方法：第一种方法，可以把

第（1）题答案中的5个月的用电度数相加，也可以用电表读数记录中

的第6个月和第1个月的度数相减。 

第4题： 

在速度相同的情况下，路程长所用时间必然也要多。 

第5题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因为买7本《儿童歌谣》

还剩下钱，但买8本不够，所以只能买7本。 

第6题 

这是关于大数的估计，教师应鼓励学生回顾估计的策略，其中一个非

常重要的策略是：将整体分成基本相等的几部分，先估计每一部分的

数量，再估计出整体的数量。 
第7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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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利用小数乘、除法解决问题。 

第8题 

如果有的学生直接想到的只要付2千克茶叶的钱，0.2千克茶叶是赠送

的，直接用9×84=392（元），也是可以的。只要学生的方法合理都

应鼓励。 
第9题 

（1）要考虑到每个年级的师生人数，平均每批去229人。 

（2）关于每批人数怎样安排的问题，鼓励学生设计安排的策略，全

班交流。学生可能会用以下的策略：将各年级的师生人数安从小到大

的顺序排列，把最多人数的年纪与最少人数的年级安排在一起，即五

年级与一年级一起去；把次多的与次少的安排在一起，即六年级与二

年级一起去；最后三、四年级安排在一起，可以一次搭配成功。 

（3）五年级与一年级：（130+88）×2.5+(4+6)×5=595(元) 

六年级与二年级：（124+95）×2.5+(4+6)×5=597.5(元) 

三年级与四年级：（106+114）×2.5+(4+6)×5=600(元) 

（4）设计派车方案时，可以按照第（2）题的安排，学生的答案只要

合理都应鼓励。 
第10题 

首先让学生回顾八折的意义，再独立完成。 

第11题 

注意计算车费要考虑双程，26.8×2+26.8÷2=67（元），67×2=134

（元）； 

480÷3×2=320（元） 

第12题 

计算增长率时应引导学生用“增长部分÷2002年的产量”，粮食增长率
为5%，油料增长率约为16.67%，水果增长率为3%。 

第13题 

关于国债利息的计算不计利息税，3000×3.14%×3+3000=3282.6（元） 

第14题 

6+7=13，小（1）班得到195×=90（个），大（1）班得到195×=105

（个） 

第15题 

（60-50）÷50= 
第16题 

（1）2400米长的马路在图上应画40cm 

（2）计算实际面积时可以先分别计算出长方形实际的长和宽，再求

出实际面积，结果为1800米2。 

作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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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计算与应用（第2课时） 

展示部分习题的答案：师生共享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运算律 

教学目标： 

探索和理解运算律，能应用运算律进行一些简单运算。 

教学重点和难点 

学会用举例，实际问题，面积模型等方式验证运算律。 

教具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教师提问： 

我们学过了哪些有关整数的运算律？用字母表示出来，然后用多种方
式验证这些运算律的合理性。 

学生1：在整数中验证； 

学生2：在小数中验证； 

学生3：在分数中验证。 

验证的方法多样，有的利用举例法，有的利用情境法，有的利用图解

等。 

（通过师生互动，学生互动，促使学生在探索中交流，再交流中反思。） 

二、出示第3题，然后让学生读自己的发现和感受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思考，使学生感知；满足数的运算的需要也是数

扩充的重要原因，也是产生负数和分数的重要原因，从而拓展学生对

分数和负数的认识，加深对分数、负数意义的理解。教学时，教师可

以将这部分内容与“数学万花筒”联系起来，先让学生查阅有关数系扩
充的资料，互相交流学习，然后看教材提供的问题，真切感受数系扩

充的必要。 

（从运算的角度引导学生对“数”进行再认识，这是对学生认识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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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三、巩固与应用 

第1题运用运算律进行简便运算，教材鼓励学生在运算的过程中熟悉

预算律的“结构”，同时培养简算的意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部分

内容，学生能掌握教材提供的练习就可以了，教师不必再补充更复杂
的问题。 

第2题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熟悉运算律。通过不同解体方

法的比较，使学生再次体会乘法分配律。 

（结合具体情境体会运算律的正确性，有利于学生掌握算理。） 

板书设计： 

运算律 

验证预算律 

二、巩固与应用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五代数初步 

用字母表示数 

教学目标： 

1、在具体情境中会用字母表示数。 

2、培养学生抽象概括总结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转变思维，从具体——抽象，从特殊——一般，从静止——变化。 

教具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回顾与交流 

出示第1题 

（1）小黑板出示 

第n个图案共用多少个扣子？请你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 

（2）、生活中还有哪些规律能利用这个式子表示？ 

首先呈现淘气用扣子摆图案的活动情境，鼓励学生再次经历探索规律

的过程，并运用字母表示所探索出来的规律。教学时，可以先鼓励学
生观察摆图案所用扣子的规律，并通过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第n个

图案一共用多少个扣子，唤起学生对用字母表示数的记忆，接着教师

鼓励学生联想还有哪些利用这一规律可以解决的问题，从多个方面寻

找符合规律的“原型”，以使学生进一步体会到数学规律的一般性。 

2、我么已经学过一些共识和规律，请你用含有字母的式子把他们表

示出来。教材鼓励学生对学过的一些常见数量关系，运算定律，几何

图形面积，体积的计算公式等知识进行全面地回顾。 

（体会字母表示数的好处、数学规律的一般性、字母表示规律的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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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二、巩固与应用 

1、填一填 

（1）比x少25的数是           。 

（2）n的5倍与m的差是           。 
（3）一件衬衫a元，一件毛衣的价格比它的2倍还多6元，毛衣的价格

是     元。 

（4）原价a元的产品打八折后的价钱是         元。 

教师也可以调整以前所做过的有关题目，针对学生不熟悉的数量关系

进行有针对性地练习及补充。 

2、小汽车每小时行a千米，小轿车每小时行b千米；两车分别从A、B

两地同时出发，相向而行，经过2.5小时相遇。 

（1）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2）当a=45，b=60时，求两地的距离。 

这是对“路程、时间、速度”数量关系的巩固练习。学生利用这一数量

关系，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3、在下图中，圆的半径是r，请你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出正方形的
周长和面积。 
  
  
  

 本题学生首先要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圆的半径和正方形边长之间的关

系，然后通过正方形的周长和面积公式，写出式子：8r和4r2。有能

力的同学可以表示半圆的周长和面积公式。 

4、摆正方形。 

正方形个数 摆成的图形 小棒根数 

1 □   

2 □□   

3 □□□   

4 □□□□   

… … … 

  

（1）你发现了什么规律？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出来。 

（2）如果摆100个正方形，需要多少跟小棒？ 

这是一个有趣的探究规律的问题，可以先根据前三组呈现的图形的变

化关系发现规律，进行抽象的表达式：1+3n；当n=100时，1+3n的值

是301。对于有困难的学生，应鼓励他们通过实际操作探索规律。 

作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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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用字母表示数 

回顾与交流 

1、（1）n2 

  （2）正方形面积公式，方阵人数。 
2、S=a2  S=ab   S=ah等 

巩固与练习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方程 

教学目标： 

1、会用方程表示简单情境中的等量关系。 
2、理解等式的性质，会用等式的性质解简单的方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寻找题中的等量关系 

教具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回顾与交流 

1、解下面的方程，并说一说你是怎样解的。 

（1）9x-1.8=5.4           （2）0.8x+1.2x=2.5 

按课标要求，学生应会用等式性质解方程，在此基础上，学生也可以

通过运算之间的关系解方程，但不作全班要求。 
2、列方程解决下面的问题。 

（1）果品商店购进20箱苹果，苹果的箱数是购进桔子箱数的。商店

购进了多少箱桔子？ 

（2）小刚和小强一共收集了128枚邮票，小强收集的枚数是小刚的3

倍，小刚和小强各收集多少枚邮票？ 

（3）小明家和小刚家相距1240米。一天，两人约定在两家之间的路

上会合。小明每分走75米，小刚每分走80米，两人同时从家出发，多

长时间后能相遇？ 

对于这三个问题是传统的“分数除法问题”“和倍问题”“相遇问题”，只

要求学生用方程解决，不需要掌握算术方法，如果学生出现了算术方

法，教师也应鼓励。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关键是让学生借助画图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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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问题中的等量关系，列出方程。 

二、巩固与应用 

1、解方程。 

1.5x=60        x+2x=12.6       40%x=4.2 

12+x=25        2x÷5=15        4x-1.6x=36 
看图列方程，并求出方程的解。 

图略 

（1）60%x=1200         x=2000 

（2）7s=4.2            s=0.6 

（3）3x=x+10           x=5 

（4）x+3x=11.2         x=2.8 

3、分析数量关系时，引导学生注意“两套丛书的本书相同”的条件。 

4、“猜一猜”的题目，会激起学生的兴趣，教学时要注重学生对等量

关系的理解，让学生根据数量关系列方程。 

5、本题是传统的“工程问题”，但教学时不要让学生记忆和套用题型，

要引导学生根据问题的实际意义和对等量关系的寻求列出方程，对以

此类问题不需要再增加难度。 
6、解答本题时，要注意理清原正方形的边长，扩大后正方形的边长

之间的关系，寻求到等量关系列出方程。本题有一定的挑战性，作为

基本要求，教师不必再补充根有难度的题。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方程 

分数应用题         和倍问题            相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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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正比例、反比例（第1课时） 
教学目标： 

通过具体问题认识成正比例、反比例的量。 

能根据给出的有正比例关系的数据在有坐标系的方格纸上画图，并根据其中一个量

的值估计另一个量的值。 

能找出生活中成比例和成反比例量的实例，并进行交流。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本节课主要是对回顾与交流部分知识进行复习。 
一、生活中有哪些成正比例的量？有哪些成反比例的量？小组同学互

相举例说一说。 

①可以让学生课前进行复习，并收集相关信息，课上展示。 

②以小组形式展开交流、反思，然后组织汇报。 

③展示部分学生的优秀作品。 

二、一辆汽车在高速路上行驶，速度保持在100千米/时，说一说汽车

行驶的路程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并用多种方式表示这两个量之间的关

系。 

（1）可以列表。 

（2）可以画图。 

（3）可以用式子表示。 

教材创设了路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并运用表格、图、关系式、自然
语言等方式来描述这一关系，使学生体会刻画数量之间的关系的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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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并促使学生在几种方式之间进行转化。教学时，教师可以再举

出一些实际问题或鼓励学生提供出实际问题，让学生再次经历多种方

式表示的过程；教师应通过语言、板书等形式将几种方式进行对应。 

三、举出生活中数学中一量虽另一量变化的例子。将学生的视野由正

比例、反比例拓展到两个量之间的关系，这也体现了教材的特点，学
生只要举出例子就行了，教师可以让学生说清楚谁随谁变化，对于感

兴趣的学生，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通过表格、兔等大致的刻画变量之间

的关系。 

板书设计： 

正比例、反比例（第1课时） 

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式：一、可以列表。 

二、可以画图。 

三、可以用式子表示。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正比例、反比例（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继续用三种方式来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2、加深对正、反比例意义的理解，体会他们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3、培养学生初步的函数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本节课主要巩固与应用 

一、下面表格中的两个量是否成正比例或成反比例？为什么？ 

（1）输液时一小瓶葡萄糖均匀滴落时，每份滴与所需时间的关系如

下。 

每分滴数/滴 60 50 40 30 …… 

时间/分 20 24 30 40 …… 

（2）小明的身高与体重的关系如下： 

身高/厘米 100 110 120 130 …… 

体重/千克 40 42 43 45 …… 

（3）体积一定，圆柱体的底面积和高的关系如下 

底面积/米2 300 200 150 120 100 …… 

高/分米 2 3 4 5 6 …… 

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说明理由。 

二、判断下面每题中的两个量是否成正比例或反比例。 

（1）出油率一定，香油质量与芝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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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捆100米长的电线，用去的长度与剩下的茶馆难度 

（3）三角形的面积一定，它的底面积和高。 

（4）一个数与它的面积。 

三、下面表示的是一根水管不停的向水箱注水，水箱内水的体积的变

化情况。 
图见小黑板 

看图填表 

注水时间/分 5 8   13   

水的体积/升 10   20   46 

四、磁悬浮列车匀速行驶时，路程与时间的关系如下： 

时间/分 1 2 3 4 5 

路程/千米 7 14 21 28 35 

（1）途中的点A表示时间为1分时，磁悬浮列车驶过的路程为7千米。
请试着描出其它各点。 

（2）连接各点，他们在一条直线上行驶吗？ 

（3）列车运行2分半时，行驶的路程是多少？ 

五、育才小学六年级同学从学校出发，乘车0.5小时，来到离学校5

千米的科技馆，参观1小时，出馆后休息0.5小时，然后乘车0.5小时

回学校，那幅图描述了育才小学六年级同学的这一活动行程呢？ 

六、根据班级特点适当补充练习题。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正比例、反比例（第2课时） 

一、反比例、不成比例反比例 

二、正比例、不成比例反比例  反比例 

 

五、第一幅图对 
 

 
  

 

 
 

 

 

 

 

 

 

 



 

 58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六 空间与图形 

图形的认识 
教学目标： 

1、系统整理学过的图形，沟通各种图形之间的联系，体会“点、线、面、体”之间的

关系，构建各种图形之间关系的网络。 

2、复习所学的各种平面图形、立体图形的特征，总结探索图形特征的方法，巩固所

学的识图、画图等技能。 

3、发展学生空间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建立知识之间的网络图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展示你学过的图形，并对它们进行分类，建

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教学时，可以先让学生罗列学过的图形，然后，

引导学生把这些图形进行分类，梳理出知识内容之间的联系，并通过

网络图等形式呈现知识之间的联系，最后，组织学生展示梳理的结果，

并进行交流。对于学生呈现的好作品，教师应向学生介绍整理的方法，

以培养学生反思和整理知识的能力。在分类的过程中应注意两点：一

是图形与名称结合起来，在整理时应鼓励学生根据图形的名称画出图

来。二是通过分类，再次深化学生对图形之间的联系的认识。 

（引导学生用各种方法对知识进行梳理，构建图形的知识网络。） 

二、结合你熟悉的物体或图形，说说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之间的联系。 

教材呈现了三幅图，是从不同的角度提示学生沟通立体图形与平面图

形的联系，第一幅图呈现了一个正方形，是从“视图”的角度沟通联系，
引导学生进一步感悟“面在体上”；第二幅图呈现的是一个圆柱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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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图（一个长方形），是从“立体图形的展开图”的角度沟通联系；

第三幅图呈现的是一个圆锥的截面（一个三角形）是从“截面”的角度

沟通联系。教学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从这些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小学阶

段学过的几种立体图形，沟通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之间的联系。虽然

是学生已学过的内容的复习，也注意让学生适当动手操作，以实现所
学内容的认识上的提升，积累数学活动经验。 

三、全课总结、布置作业。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图形的认识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线与角 

教学目标： 

1、能区分直线、线段和射线，体会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2、理解平行、相交关系，能够在生活中找到相关的应用，并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3、结合具体情境认识角，能辨认直角、锐角和钝角，会用量角器画指定的角。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结合具体情境理解线与角 

教具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巩固与交流 

1、分别画出直线、射线和线段，并说说它们的联系与区别。 

（第1题是引导学生复习“直线、射线和线段”的有关知识。教学时让
学生先画一画，然后进行交流；也可让学生列表进行比较。） 

2、画出两条直线，在什么情况下两条直线互相垂直？在什么情况下

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先让学生画一画，并说出判断直线垂直或平行的基本方法。） 

3、在下图中，∠1和∠2那个角大，大多少？ 

图见课本 

4、写出下面各角的名称，并说出它的度数或范围。 

图见课本 

二、巩固与应用 

1、教材69页第1题，从图中找一找，哪些部分可以看做是互相平行的？

哪些部分可以看作是互相垂直的？ 

（强化平行与垂直的表象，发展空间观念。） 
2、复习用量角器量角的度数，并指出各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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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测量时可能会有误差，教师可以引导大家进行交流。只要学生能

指出∠1=∠2，∠3=∠4，∠5+∠6=90。 即可，不要出现“对顶角”“内

错角”“互余”等术语。 

3、按要求作图。 

（1）画一条长3.5厘米的线段。 
（2）分别画出40，90，130的角。 

（3）过图中的A画直线BC的平行线和垂直。 

4、填一填 

（1）经过两点可以画出             条直线。 

（2）两条直线相交有           个交点。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线与角 

一、 直线、射线和线段的联系与区别 

二、垂直与平行 

（1）会画过直线外一点的平行和垂线 

（2）理解垂直与平行的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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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平面图形（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认识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和圆，会用圆规画圆。 
2、能够按照一定标准对平面图形进行分类整理。 

3、在观察、操作中体会平面图形的特征及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寻找复习平面图形的角度和方法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本节主要是对平面图形进行整理和归纳，复习的角度主要从边、角、

折纸角度来进行的。 

一、首先从边的角度梳理 

图见小黑板 
从边的角度梳理，特殊的四边形中有梯形和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

包括长方形，长方形包括正方形，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是梯形，

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长方形的对边平行且相

等，正方形的对边平行并且四条边都相等。 

二、从角的角度梳理 

对等角相等——四个角都相等 

图见小黑板 

三、从轴对称的角度来梳理 

（1）没有对称轴：平行四边形、梯形、三角形（普通型） 

（2）只有1条对称轴：等腰三角形、等腰梯形、扇形 

（3）只有两条对称轴：长方形、菱形 

（4）只有3条对称轴：等边三角形 
（5）只有4条对称轴：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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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无数条对称轴：圆 

（有些知识可以引导学生用图的形式表示出来，有的知识可以用表格

的形式表示出来，鼓励学生用多种方法对知识进行梳理。） 

本节的第2个内容是举例说明平面图形的特点在生活中的应用。据典

型的特征应用。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平面图形（第1课时） 

从边的角度 

二、从角的角度 

三、从对称轴的条数角度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平面图形（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操作，了解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 

2、在观察、操作中能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平面图形的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平面图形的特征在生活中的作用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本节主要是为了完成教材中巩固与应用，教师可根据班级特点补充一

些相应的习题。 
一、求下面三角形中个角的度数。 

∠1=                  ∠2=                  ∠3=            

（主要是应用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二、判断下面各组线段，能围成三角的画 “√” 

图见小黑板 

（复习三角形三边关系，先让学生独立判断，在让学生说出判断依

据。） 

三、填一填 

圆 的 半 径

r/cm 
2   3.6 100     6 

圆 的 直 径

d/cm 
  9     20.4 30   

 

根据直径与半径的关系，画一画下面的图形。 

（  解决本题的关键是确定圆的圆心和半径） 

五、（1）利用画平行四边形的方法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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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能找到下图这个圆的圆心吗？用圆形制片试一试，与同伴交

流你的方法。 

六、教师补充习题。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平面图形（第2课时） 

一、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 

二、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任意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三、同一圆中（相等的圆中）d=2r    r=d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立体图形（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用一定层次、方法展示和整理有关立体图形特征。 

2、用一定的方向观察物体来发展空间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完成教材第71页“回顾与交流” 

一、分别说出已学过的立体图形的特征，并尝试验证这些特征。 

1、先复习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 

  顶点 棱 面 

长方体 8 
相对棱长相等有12
条棱 

6个面都是长方形相对面面
积相等 

正方体 8 12条棱棱长都相等 
6个面都是正方形6个面完

全一样 

2、圆锥和圆柱的表面积 

从面的角度来复习，a圆柱有3个面，上、下两个面是完全相同的圆，

一个弯曲的侧面展开是一个长方形，b圆锥只有两个面，一个底面和

一个侧面，圆锥的侧面展开是一个扇形。 

（对于特征的验证可以结合知识的梳理过程进行，鼓励学生从多角度
进行整理复习） 

二、找出下面的立体图形从正面、侧面、下面看到的形状，并连一连。 

图见小黑板 

   
（进一步体会从不同方向看到的形状可能不同，进而发展学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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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立体图形（第1课时） 

一、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特征 

圆柱和圆锥的特征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立体图形（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操作，认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圆锥。 

2、认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圆锥的展开图。 

3、能辨认从不同方向看到的物体的形状相对位置。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空间想象力。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完成教材第72页“巩固与应用” 

1、下面的平行图形，以它的一条边为轴旋转一周，会形成什么样的

空间图形。用线连一连。 
2、下面的图形哪些是正方体的展开图，先想一想，再试一试。 

3、观察下面用4个正方体搭成的图形，并填一填。 

（1）从正面看到的图形是        的，有            。 

（2）从侧面看到的图形是        的，有            。 

（3）从上面看到的图形是        的，有            。 

4、填空。 

下图是由        个棱长为1厘米的正方形搭成的，将这个立方体图

形 的 表 面 涂 上 红 色 。 其 中只 有 三 面 涂 上 红 色的 正 方 体 有           
个。只有四面涂上红色的正方体有              个。 只有五面涂

上红色的正方体有           个 ，图上红色的面积是         厘

米2 

5、一个立体图形从正面看是                从左面看是              

要搭成这样的立体图形，至少要用               个小正方体，最

多要用         个小正方体。 

 



 

 65 

（鼓励学生先画一画，再进行交流。） 

6、本题为思考题，对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空间观念具有较大的挑战性，

怒作考试要求。教师可进行帮助学生进行思考，想象。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立体图形（第2课时） 

一、教师补充第2题长方体、圆柱的展开图的有关练习。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图形与测量（第1课时） 

长度、面积和体积的认识 

教学目标： 

结合生活实际，经历不同的方法测量物体长度的过程；在测量活动中，体会建立度

量单位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与难点： 

发展学生空间观念，反思意识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对长度、周长的认识。 

1、结合图中的围栏的长度体会长度、周长的认识。 

2、也可以利用教室、身边熟悉的实例进行交流。 
（体会研究长度、周长意义的必要性，感受教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二、对面积的认识。 

1、结合水池的占地大小、草坪的大小等说说对面积的认识。 

2、结合自己坐的桌子，来说说你最关心桌子的那个量，从而体会面

积学习的必要性。 

3、结合我国的国土面积、耕地面积，来体会面积的意义，同时对学

生进行爱国主义、节约意识的教育。 

三、对体积（容积）的认识 
1、结合柱子的大小，水池中水的多少说说对体积（容积）的认识。 

2、结合自己熟悉的实例加以说明。 

（在整理和复习过程中，通过多种形式，巩固所学知识，能够利用学

过的数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现象，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四、填上合适的单位。 

1、水杯高约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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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跳绳长约2               。 

3、小户的腰围约为60               。 

4、一枚邮票的面积约为4               。 

5、一个人一次能喝约500               。的水。 

6、牙膏盒的体积约是40               。 
7、一瓶康师傅水的容积约为               。 

五、教师补充创意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图形与测量（第1课时） 

长度、面积和体积的认识 

一、对长度、周长的认识。 

二、对面积的认识。 
三、对体积（容积）的认识。 

四、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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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图形与测量（第2课时） 

度量单位的认识及进率 

教学目标： 
1、能够进行实地测量、体会单位的实际意义。 

2、会进行单位之间的换算，并能对一些数据作出分析评价。 

3、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反思意识，发展空间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准备：投影片 

教学活动：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看一看，说一说。 

测量要有“单位”，为什么要用统一的“单位”呢？ 

（1）测量长度要用长度单位，根据精确程度不同有：格尺（厘米）、

米尺、千分尺等。 
（2）测量面积要用面积单位，测量时往往先测相关的长度，然后利

用相关公式求出面积，面积单位有：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

公顷等，我们也可以用相关的面积单位去度量被测物体。 

（3）测量体积要能够用体积单位：立方厘米、立方分米、立方米等。 

二、体会单位之间的进率。 

通过填表，整理单位之间的进率，体会单位进率之间的联系。 

三、借助实例说说。 

（1）1米、1分米、1厘米分别有多长。 

（2）1平方米、1平方分米、1平方厘米有多大？ 

（3）1立方米、1立方分米、1升、1毫升有多大？ 

四、填一填 

0.4米=（   ）厘米                    7500毫升=（    ）升 
4160立方厘米=（    ）立方分米        725厘米=（   ）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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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平方分米=（     ）平方米          2.8升=（     ）毫升 

3.2平方米=（     ）平方分米         0.24平方千米=（    ）平

方米 

320毫升=（   ）立方厘米            5平方分米=（    ）平方厘

米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图形与测量（第2课时） 

度量单位的认识及进率 

一、单位 

二、单位进率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图形与测量（第3课时） 

平面图形的周长与面积 

教学目标： 

1、体会周长、面积的意义，能够利用公式解决实际问题。 

2、掌握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圆的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 

3、体会数学知识和方法的内在联系，体会转化、类比等数学思想方法，发展初步的

推理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体会面积公式推导过程，发展学生推理能力。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想办法求出下面图形的周长，并说说什么是周长。 

教材呈现了一个三角形、一个多边形和一片树叶，鼓励学生想办

法得到这些图形的周长，目的是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周长的意义。教学

时，先引导学生自己想办法得到这些图形的周长，再组织学生交流对

周长的理解及图形周长的计算方法。教师还可以结合练习，复习长方

形、正方形和圆的周长的计算公式。 

二、分别说出已学过的多边形的面积的计算公式，并说说公式之间的
联系。 

教学时，可以先让学生分小组说说已学的各种图形的面积公式及其推

导过程，再引导学生自己用网络图的形式进行系统整理、然后展示学

生整理的作品，组织交流，重点让学生说说这些公式之间的联系，逐

步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发现：长方形的面积计算方法是推导其他图形面

积公式的基础。 

三、想一想圆的面积计算公式的探索过程，并说一说圆的面积公式。 

可以借助教具让学生演示，感受“化曲为直，以直代曲，已有限逼近

 



 

 69 

无限”的方法，并说出圆的面积公式：S=πr2  

四、练习第76页第3题 

五、求阴影面积 

六、圆的周长是62.8㎝。正方形的周长是多长？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图形与测量（第3课时） 

平面图形的周长与面积 

一、周长、面积意义的理解。 

二、学过图形的面积公式网络图。 

三、练习题答案。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图形与测量（第4课时） 

立体图形的表面积与体积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况，利用长方形、正方体、圆柱的体积和表面积公式解决实际问题。  

2、理解圆柱体、圆锥体的体积公式推导过程，进一步体会转化、类比等教学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体积公式的推导过程，体会转化、类比思想。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举例说明什么是立体图形的表面积。说一说长方体、正方体、圆
柱体的表面积的计算方法。 

（1）表面积定义（结合实物进行理解）  

（2）表面积公式，结合具体例子灵活应用。 

二、分别说出已学过的立体图形的体积计算公式，并说说公式之间的

联系。 

（先让学生说说立体图形的体积计算公式及其联系，回忆推导过程，

在交流中体会类比的思想，感悟直柱体体积的一般计算方法。） 

三、对比题。 
（1）做一个长60㎝，宽40㎝的无盖鱼缸，至少需要多少㎝2 玻璃？ 

（2）做一个棱长为50㎝的正方体鱼缸，至少需要多少㎝2玻璃？ 

（3）先猜一猜哪个鱼缸盛水多，然后再计算多多少？ 

四、联系生活。 

要包装100个圆柱形易拉罐的侧面，至少需要多少㎝2广告纸。 
   

五、实践应用。 
（1）一圆锥形小麦堆的低面周长为15.7米，高1.5米。如果每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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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约重720千克，则这堆小麦约重多少千克？ 

（2）用一根长48分米的铁丝做一个长方体框架，使它的长、宽、高

的比为1：1：4。再把它的五个面糊上纸，做成一个长方体灯笼，至

少需要多少平方米的纸？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图形与测量（第4课时） 

立体图形的表面积与体积 

一、立体图形表面积的意义及公式 

二、立体图形体积公式及推导过程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图形与变换（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进一步认识图形的平移、旋转与轴对称。 

2、能确定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能在方格纸上画出一个图形的轴对称性。 

3、整理已学过的平面图形的轴对称性，加深对这些图形的认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发展学生空间观念。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观察教材第78页“回顾与交流”中第1题图回答下面问题。 
（1）图A是轴对称图形吗？ 

（2）图1中的图A经过怎样的变换可以得到图2？ 

（3）图1中的图A经过怎样的变换可以得到图3？要得到的图4呢？试

一试。 

教材以常见的俄罗斯方块游戏为情境，通过问题串，引导学生回顾与

交流学过的三种变化：平移、旋转和轴对称。这里的三个问题由静到

动，由简单到复杂；先关注一个图形的性质，然后再去研究图形之间

的关系。为了学生叙述方便，可以在图中用字母表示某些点。教学时，
借助具体图形的变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讨论三种变换的要素。对于

平移的方向和距离；对于旋转来说，要指出旋转中心、方向和旋转的

角度；对于轴对称来说，要指出对称轴。进一步，教师可以组织学生

讨论确定这些要素的方法，学生的方法只要合理就要给予鼓励。 

二、在学过的图形中，哪些图形是轴对称图形？它们分别有多少条对

称轴？ 

已学过的图形 是轴对称图形吗 对称轴的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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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让学生分析学过的平面图形的轴对称性，可以让学生说一

说，画一画，通过比较，使学生发现圆的对称轴有无数条，它的轴对

称性最好。）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图形与变换（第1课时） 

第一题答案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图形与变换（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实例，再次体会平移、旋转、对称现象。 

2、在操作观察中正确描述图形的变换过程。 

3、发展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空间想象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本节主要是完成教材第78、79页中的“巩固与应用”。下面针对各题

提出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判断图案是不是轴对称 

理解轴对称的意义，掌握轴对称的判别方法。前两幅是轴对称图形，

后两幅图不是轴对称图形。教学时，可以鼓励学生通过观察、折纸等

方式确定对称轴。 

（在观察、操作中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力，体会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
系。） 

二、利用平移、旋转、轴对称的知识画图 

（1）只要确定小旗四个主要点平移后位置即可。对于平移的描述强

调两要素:平移方向和平移距离。 

（2）同样是确定主要点旋转后的位置。旋转要求学生说出三要素：

旋转中心、旋转方向和旋转角度。 

（3）对称性质（对应点到对称轴的距离相等），部分同学会先对折

后确定对应点位置，也有部分直接在方格纸上找。 

（注意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体会三种变换的过程。） 

三、淘气的枕席是竹篾编织成的，这是枕席的一部分图案，它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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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有一个长方形经过怎样的变换得到的？ 

这是一道来自生活中的问题，目的是让学生应用平移、旋转等所学的

知识分析图形，提高欣赏能力，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身边的现

象的能力。学生可以选择某一部分，说明它具体的可以看成是由哪一

小长方形经过怎样旋转、平移或轴对称得到的。 
四、自刻印章 

笑笑非常喜爱《小英雄雨来》中“我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

句话，于是他自己刻了一枚如左图的印章。下面四个图案中用这枚印

章制的是         （图见教材79页第4题）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图形的变换（第2课时） 

一、三种变换描述方式要点 

1、平移的方向和距离。 

2、旋转的中心、角度和方向。 

3、轴对称—对称轴 

二、自刻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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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图形与变换（第3课时） 

教学目标: 

在操作中继续体会三种变换的特征，让学生能够利用数学语言买书自己的变换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力。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接着上节课继续研究教材78、79页中的“巩固与应用”。 

五、把一张长方形白纸连续对折2次，然后用针在上面扎出“田”字，

展开后，共可得到多少个“田”字？ 

折纸与轴对称有密切的联系，把一张白纸对折，然后在上面用针扎出

字，展开后，折痕就是一条对称轴。对折一次，可以得到2个“田”字，

对折两次，可以得到4个“田”字。一般地，对折几次会有2n个“田”字。

可以让学生做一做，找一找规律，但佣公式表述规律不要求学生掌握。 

（逐步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推理能力，为后续初中学生奠定基础。） 
利用下面的图形，设计一个美丽的图案。 

   
  
  
  
  
  
本题是运用平移、旋转、轴对称的知识设计图案，学生可以从一个或

几个简单的图形出发，按照自己的设想通过变换得到新的图案：可以

不断的改变操作过程，涂色。增加阴影，使得所得的图案更美。设计

完图案，教师可利用引导学生全班交流，用平移、旋转、轴对称的知

识分析图案的组成：说一说你是怎样设计的，说说各自图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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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活动，可以让学生体会到由简单图形经过多次变换

可以得到复杂的图形。展示部分学生作品 

七、教师空间：补充习题。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图形与变换（第3课时） 

展示部分学生作品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图形与位置（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复习有关确定位置的知识。 

2、能在具体情境中，确定某一地点的位置。 

教学重点和难点： 
建立坐标系来确定位置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创设情境 

一支森林考察队在考察大鸣山时迷失了方向。你有什么办法确定大本

营相对大鸣山的位置吗？ 
  
   
  
二、解决策略 

第一种方法：可以将大鸣山作为原点，水平、竖直方向组成直角坐标

系。 
  
  
  
如果设大鸣山为（0，0），大本营的位置表示为（4，3），也就是大

鸣山向东400米，在向北300米。 

第二种方法：可以将大鸣山作为参照点，正东方向和正北方向组成坐

标系，这样可以东偏北37度，离大鸣山500米表示大本营的位置。 
  
  
学生也可以自己设定原点已确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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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置作业 
  
  
板书设计： 

图形与位置（第1课时） 

方法一、确定直角坐标 

方法二、极坐标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图形与位置（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继续巩固有关确定位置的知识。 

2、能够在实践应用中发展空间想象力，培养出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本节主要是为了完成教材第80页中的“巩固与应用” 

看下图 

（1）淘气从胜利小学的东大门进入校园，走到圆形花坛，再怎么走，

才能到达活动场? 

（2）排球场在圆形花坛的什么方向？羽毛球场、教学楼呢？ 

（学生容易忽略比例尺，教师要给予必要指导） 

二、如图，点M表示小明的座位，点N表示小乐的座位，点F表示小芳

的座位。 

（1）小明的座位是第5组第3个，表示为M（5，3）。 

（2）点C表示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的座位，表示为C(  ,  ). 
（3）小乐的座位在第     组第     格，表示为N（  ，  ）。 

（4）小芳东面相邻的座位表示为（  ，  ）；小芳南面相邻的同学

的座位表示为（  ，  ）；小芳西面相邻的同学的座位表示为（  ，  ）；

小芳北面相邻的同学的座位表示为（  ，  ）。 

（巩固用数对表示位置的方法。用数对表示物体的位置，要注意分清

这两个数分别表示的意义。） 

三、海上定位 

搜救船发现以本船为中心在某海域失事的船只P的位置，如图，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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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的知识，报告船只P的位置。 

学生答案：（1）        （2）         （3） 

四、帮一帮笑笑 

笑笑在经2路与纬2路的交叉口，如果用（2，2）——（2，3）——（2.4）

——（3，4）——（4，4）表示笑笑从家到学校的一条路线，那么，
你能用同样的方法表示笑笑从家到学校的另一条路线吗？ 

五、教师补充创意。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图形与位置（第2课时） 

第2题答案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七统计与概率 

统计（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经历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的活动，体现统计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2、在运用统计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统计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发展统计观念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创设情境 
我们班要和希望小学的六（1）班建立手拉手班级。你准备怎样向他

们介绍我们班的情况呢？ 

（1）列出几个你想调查的问题，全班交流后，选择3个问题开展调查。 

（2）你需要收集哪些数据？与同伴交流收集数据的方法。 

（3）实际开展调查，把数据记录下来，并进行整理。 

（4）分析上面的数据，，你能够得到到哪些信息？ 

教学时，教师应注重在以下方面引导：第一，调查问题的提出。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调查他们在以下比较感兴趣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学
生提出的问题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没有采纳的问题，教师可以

通过多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第二，组织讨论需要收集那些数据以及

收集数据的方法。第三，组织小组有效的开展收集和整理数据的活动。

统计活动往往需要小组合作进行，教师应引导学生讨论小组如何分

工、如何实施调查和记录数据、如何整理数据等。第四，组织学生对

数据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第五，引导学生回顾统计活动，使学生体

会到，在统计活动中我们一般经历“提出问题——收集数据——整理

数据——分析数据——做出决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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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在生活中应用统计的例子，并说说这些例子中的数据报告诉

人们哪些信息？ 

例如，调查我们班级近视情况，这个统计活动既可以帮助学生建立统

计观念，也可以引导学生探讨近视的原因，改善不良习惯。 

也可以选择班级同学的身高、体重、姓氏、喜欢的颜色等开展统计调
查。 

重点应该让学生体会本次统计数据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从而引导我们

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教师空间（针对班级情况适当补充）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统计与概率 

统计（第一课时） 

统计的步骤： 

一、调查问题的提出。 

二、组织讨论需要收集那些数据及收集数据的方法。 

三、组织小组有效的开展收集和整理数据的活动。 

四、组织学生讨论整理数据的活动。 

五、引导学生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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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统计（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收集统计在生活中应用的例子，整理收集数据的方法。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整理所学的统计图和统计量，能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各种统

计图的特点。 

3、在运用统计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统计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数理统计意识，丰富统计方法，积累生活经验。 

教学方法：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结合生活中的例子说说收集数据有哪些方法。 

（1）在某一路口收集各种车辆10分钟通过的数量。（调查计数法） 

（2）收集珍惜动物的种类。（上网查资料） 
（3）研究黄豆发芽率。（做实验得到数据） 

（4）调查本班学生喜欢的颜色。（询问他人调查方法） 

教师也可以让学生自己举例子并说明自己的调查方法，通过全班学生

的交流，丰富学生收集数据的方法。 

（注意收集数据方法多样性的指导，引导学生选择恰当、合理的方

法。） 

二、出示教材第83页第4题图，然后回答下面的问题。 

（1）怎样整理六（1）班家庭成员人数的调查结果？ 

可以画条形统计图，并提出一些问题。 

（2）用折线统计图表示月平均气温变化有什么好处？ 

（3）假如小芳买课外书用了20元钱，那么小芳的零花钱共有多少元？ 

（4）除了上面的扇形统计图与折线统计图，你还学了哪些统计图？
举例说明集中统计图各自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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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教师要留给学生时间与空间，让学生结合以前学习的知识和

经验进行分析和整理。实际上，条形统计图可以使我们直观地看出各

项的具体数量，便于各项目之间的比较；折线统计图可以直观地表示

出变化情况；扇形统计图可以直观地表示出部分占整体的百分比。 

三、结合实例，说说自己对平均数的理解，并收集生活中应用平均数
的例子。 

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收集一些包含平均数的信息，全班交流对平

均数的理解，引导学生体会平均数的特点和平均数、中位数、众数都

是刻画数据水平的统计量，其中平均数利用了每个数据，但容易受极

端数据的影响。 

（计算班级学生某学科的平均分） 

四、总结 

对于本节“回顾与交流”中的第5个问题，教师一定要注意，不要作为

新课去教知识，而应当放手让学生进行整理和分析，形成统计知识网

络，教师只是线索的提供者，具体工作应由学生来完成。同时教师要

让学生理解学习统计的目的不只是单纯地计算统计量的多少，也不是

制成统计图，更重要的是根据数据来解决问题、描述现象、预测趋势。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统计与概率 

统计（第2课时） 

收集数据的方法：查阅资料、询问他人、调查、实验等。 
统计的重要目的：根据数据解决问题、描述现象、预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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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统计（第3课时） 

教学目标： 

1、理解、消化统计图、表的特点，能够灵活的应用统计图表的信息作出相应的判断
和预测。 

2、在运用统计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统计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灵活应用，发展统计观念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下图是某地区6—12岁儿童平均体重情况。 
   
  
  
看图回答下面的问题： 

（1）从统计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平均体重有什么变化？ 

（2）从统计图中可以看出，女生在哪个年龄段平均体重增加最快？ 

（3）平均体重的增加与年龄增长成正比例吗？试举例说明理由。 
（4）从上图中，你还能得到哪些信息？ 

二、下图是某日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日报，通过看图你能提出什么问

题？得出哪些结论？ 
   
  
（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学生提出的问题合理即可，这也是一次环保

教育。） 

三、学校气象小组测得上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室外气温，并求出平均

气温。请你填出星期三的气温。 

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 期 星 期 星 期 平 均 气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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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 

气 温

/℃ 
25 23   20 19 21.6 

四、李明家5月份支出及储蓄情况统计图如下： 

  
  
（1）李明家5月份伙食费共花了800元，李明家的支出及储蓄总共是

多少元？ 

（2）根据扇形统计图，把下表填写完整。 

项目 伙食费 购物 水、电费 储蓄 
其 他 支
出 

费用/元 800         

百 分 比

/% 
40%   15%     

在一次实验中，小青记录了一壶水加热过程中水温变化的情况数据如

下。 

水加热过程中水温变化记录 

  
时 间 /

分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水 温

/℃ 
20 22 25 30 40 50 63 75 85 96 100 

根据表中数据制作折线统计图，然后回答下面的问题。 

（1）未加热时，水温是            ℃。 

（2）水加热到50℃时，用了           分。 
（3）7分时，水的温度是           ℃。 

（4）加热约           分时，水温达到了90℃。 

（5）烧开这壶水用了           分。 

六、某小组8名同学的体重如下表。 

代号 1 2 3 4 5 6 7 8 

体重 /千

克 
48 50 52 53 53 53 53 50 

分别求出这组数据的平均数、中位数、众数。 
也可以让学生寻找生活中的例子。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统计（第3课时） 

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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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可能性（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体会不确定事件的特点。 

2、能够对简单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作出预测，并阐述自己的理由。 

教学重点和难点： 
游戏规则的公平性、重要性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情境一：一个盒子中装有5个球，4个白球1个黄色，球除颜色外完全

相同，先任意摸出1个球。 

情境二、随意抛出一个图钉，图钉落地。 

情境三、转盘游戏，指针停之后，落在区域的代表颜色如下。 
情境四、明天是晴天还是阴雨天。 

根据上面四个情境回答下面问题。 

（1）说说上面每种情况下所有可能的结果。 

（2）教材第87页“回顾与交流”图1中，摸出每种颜色的球的可能性是

多少？ 

（3）教材第87页“回顾与交流”图3中，想使转盘转到海南各色区域的

可能性为，可以如何修改转盘？ 

（4）关于可能性你还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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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可以让学生说说图中每种情况下所有可能的结果，情境一可

能有两种结果，如果把球编号，也可以说一共有5种可能的结果；情

景二、随意抛出一个图钉，图钉落地，有两种可能；情境三的转盘游

戏，转一次可能有4种结果；对于情境四，明天可能是晴天也可能是

雨天，有两种可能。对于第二个问题，情境一，摸到白球的可能性是，
摸到黄球的可能性是；对于情境三，怎样使转到的红色的可能性为，

学生思路可能会更广，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只要学生说的合理，教

师就应给于肯定。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引导学生可以用分数表示可能

性的大小，可以通过实验来估计可能性的大小。 

（教师可以安排一些操作活动，帮助学生消除错误的认识，逐步建立

正确的概率直觉。） 

板书设计： 

可能性（第1课时）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情境四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可能性（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在具体情境中，体验可能发生的结果，并能够计算出可能性大小。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复习如何计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建立正确的概率意识。 

教学重点和难点： 

修改游戏规则是指符合指定要求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口袋里有3个红球和2个白球，球除颜色外完全相同，从中任意摸

出1个球。那么，摸出红球的可能性是      ，出白球的可能性

是      。要使他们的可能性相同，可以怎么做？ 

教师空间：摸出红球的可能性是，摸出白球的可能性是。要使摸出的
红球和白球的可能性相同，有多种思路，只要学生说的合理，就应给

予肯定。 

二、小华统计了全班同学的鞋号，并将数据记录在下表中。 

鞋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人数 3 5 4 8 9 2 3 

（1）从这个班中任选一位同学，他的鞋号为21号或22号的可能性比

（2）鞋号大于21号的可能性是          。 

三、设计一个转盘，使转到3的可能性是。你能设计出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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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把转盘平均分成4份，每份上分别由数字1，2，3，4。 

方案二、把转盘平均分成8份，有2份上标有数字3。 

（先让学生自行设计，学生的设计可能有多种，只要设计的合理，就

应给予肯定。） 

四、小明和小芳做抛硬币的游戏。 
（1）小明前三次抛的结果都是正面朝上，第四次一定会使正面朝上

吗？（2）小芳抛10次硬币，一定是5次正面朝上，5次方面朝上吗？ 

你怎么看以上两个问题，与同伴交流。 

（帮助学生进一步体会不确定时间的特点，消除一些对于可能性的误

解。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尽可能做一些实验。） 

五、数学游戏 

三人或三人以上完这个游戏。 

（1）每人秘密的在手中藏1颗或2颗豆子。 

（2）每人试着猜出所有人手中豆子的总数，猜对了就算赢。 

多做几次这个游戏，记录下每次的结果。你发现哪些数字出现的次数

比较多？ 

教学时，一定要让学生实际玩这个游戏。在多做几次试验后，让学生
描述自己的发现。对于3个人的游戏，每一次猜数活动，数字3出现的

可能性为，数字4或5出现的可能性为，数学6的可能性为。所以数字4

或5出现的可能性大些。学生只要能通过游戏情况发现某些数字出现

的次数多即可，不需要具体计算出可能性大小。 

（游戏是一种较好的复习方式，可以让学生在愉悦的心情中回顾，整

理和应用知识。）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可能性（第2课时） 

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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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解决问题的策略（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梳理以前学习过程中的解决问题的策略———画图。 

2、能积极尝试从数学角度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结合具体情境体会画图的重要性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导语：人们在解决问题时，使用一定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
就总结一下我们常用的解题策略——画图。 

一、下面是我校周五的菜谱，小明想挑选一荤菜和一素菜，你能知道

一共有多少重搭配方法吗？ 

我们可以通过画图列举出所有搭配方法，试一试。 

（画图有利于我们列举出所有的可能） 

二、数的认识我们也是从图画上理解。 

（1） 

（2）数的运算： 

（3）变化的量之间的关系。 

说一说公共汽车从解放路到商场之间，行驶的时间与速度之间的关

系。 

   
（画图能帮助我们直观的理解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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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0届动物车展中，第一天的成交量为65辆，第二天的成交量比

第一天增加了，第二天的成交量是多少？ 
  
  
（画图能帮助我们分析数量之间关系，有利于用算术方法解决问题。） 

综上三个方面，画图有助于学生对问题的直观理解，可以帮助学生找

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学生画的图只要能有效的帮助解决问题即可。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解决问题的策略（第1课时） 
1、画图有利于列举出所有情况。 

2、画图能帮助我们直观理解所学内容。 

3、画图有利于我们分析数量之间的关系。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课时         共    课时  

 问题解决的策略（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梳理在以前学习过程中用到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如画图、列表、猜想与尝试、从
特例开始寻找规律。 

2、能积极尝试从数学的角度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体会解决问

题策略的多样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 

列举教材中使用以上策略的例子 

教学准备： 

投影片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预设栏） 

师生活动 

（删改栏） 

一、列表法 

（1）学校组织了足球、航模和电脑兴趣小组，淘气，笑笑和小明分

别参加了其中一种。笑笑不喜欢踢足球，小明不是电脑兴趣小组的，

淘气喜欢航模。画一表来帮忙，把信息记录下来，并进行推理。 

  足球 航模 电脑 

淘气       

笑笑 ×     

小明       

（2）下表是小明体重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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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出生时 6个月 1周岁 2周岁 6周岁 10周岁 

体重/千

克 
3.5 7.0 10.5 14.0 21.0 31.5 

说一说小明10周岁前体重是如何随年龄增长而变化。 

（列表可以帮助我们整理信息，进行推理；也能帮助我们分析两个量
之间的关系，寻找规律。） 

二、猜想与尝试 

（1）鸡图同笼，有20个头，54条腿，鸡、兔各有多少只？ 

头/个 鸡/只 兔/只 腿/条 

20 10 10 60 

20 11 9 58 

… … … … 

（2） 

长方体的体积        正方体的体积    猜想圆柱体的体积公式，    

         V=sh                V=sh         并验证你的猜想。 

（第1题培养学生对数的感觉和估计的能力，使学生经历建立假设、
检验假设的过程，发展自己的判断能力；第2题引导学生了解归纳和

类比是获取猜想的重要方式。） 

三、从特例开始寻找规律。 

六（1）班10名同学进行乒乓球比赛，如果每2名同学之间都进行一场

比赛，一共要比赛多少场？ 

答案是9+8+7+6+5+4+3+2+1=45（场） 

（这种策略体现了数学中把复杂问题转化为简单问题的“退”的思

路。） 

四、教师鼓励学生对教材中使用以上策略的例子进行总结，进一步理

解各种策略的作用。教师一定要重视此活动，并组织学生进行交流。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解决问题的策略（第2课时） 

一、列表法 
二、猜想与尝试。 

三、从特例开始寻找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