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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视角下的教学方案设计
——以“图形与几何”为例

熊翊君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400000）

摘要：基于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师有必要以探寻新型有效的教学措施来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基于此，教师可以立足于

大概念视角下来设计教学方案，以此提高数学教学的整体性和逻辑性，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本文以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板

块为例，探讨优化教学方案设计的具体路径，以期对小学数学教学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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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教育部发布了新课程标准，对小学数学课程教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教师须以学科大概念内容为核心来优化课

程结构，落实素质改革。随着素质改革的广泛推广与深入落实，

教师可以立足于大概念视域来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案，

旨在着重启发学生潜能、发散学生思维以及丰富学生积累，最终

能够在凸显学科整体性的同时，帮助学生将零散的知识串联起来，

最终提高数学课堂教学质量。

一、大概念视角下教学方案设计的重要前提

（一）把握知识共同点

教师立足于大概念视域下优化教学设计，需要深入分析“大

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及以分析众多知识点的共性来得到统一

结论。其中《圆的认识》属于“图形与几何”板块中的重要组成

内容，“图形与几何”中主要包含有空间和平面图形的认识、图

形的性质、分类以及度量等内容。其中“图形认识”这部分内容

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立体图形，二是平面图形。而教师在讲

授“圆”这节课时，可以引入“圆出于方”的思想来将之前所学

的正方形、多边形建立联系，以此来深化学生对“圆”的认知和

理解。

（二）建构数学大概念

教师须站在整个知识体系的视角下设计教学方案，并通过类

比分析来提炼大概念。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须一步步引导学

生来总结和分析这一大概念，鼓励他们分析新旧知识之间的内在

联系。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阶段特点和认知

规律来为他们创设适宜的情景、设置合理的任务，进而能够引发

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合作探究，最终能够掌握数学知识和技能。比

如教师在讲解“多边形”相关内容时，需要先引导学生依次学习

平行四边形面积、三角形以面积及梯形面积等内容，其中，教师

需引导学生以平行四边形面积为基数来推倒三角形和梯形的面，

旨在帮助学生更好的认知和理解数学知识，建立不同知识之间的

联系，最终能够不断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二、大概念视角下的教学方案设计案例—以《圆的认识》为例

（一）教学准备

1. 课题分析

本节课内容选自人教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上册，本节课是在学

生已学习了平面图形长方形正方形和三角形等的基础上开展教学

的，又为后面引导学生学习圆的周长、圆的面积奠定基础，在整

个单元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 教学对象

一般特征：教学对象为小学六年级阶段的学生。

学习需求：一是内在需求，即学生正处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

维的过渡阶段，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且动手操作能力较强。

动手操作能力都很强。二是外在需求，即处于该阶段的学生希望

能够获得老师与家长的肯定和表扬。

学习准备：在本节课教学之前，学生已经掌握了长方形、正

方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平面图形的基础知识，积累了

丰富的图形知识，并且在一年级简单地了解了圆，但对于学生来

讲建立圆的概念认知和掌握圆的特征还是比较困难的。

学习方式：学生之前学习的都是平面直线图形，而圆是平面

曲线图形，从研究直线图形到研究曲线图形是一种跨越。而研究

曲线图形的思想、方法与直线图形相比是有所变化的。其中学生

可以借助类比法来比较正方形、正六边形、正八边形与圆的异同。

3.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学生需要了解圆心半径、直径的概念内涵，并

充分理解圆的性质；学生还应学会借助圆规来画出指定大小的圆。

过程与方法：通过组织学生画圆、剪裁以及折叠来引导学生

学习与圆相关的知识点和技能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可以引导学生在分析生活实例、探究数

学史料的过程中感知数学的魅力，以此来丰富他们的课堂体验与

感知，并实现激趣教学。

4. 教学方法

板书讲授法、小组讨论法为主。

5. 教学媒体

硬件教学媒体：教科书、圆规、剪刀、绳子等。 

软件教学媒体：投影仪。 

6.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学生需要在实践操作中探究和掌握圆的特征，并

掌握借助圆规画圆的方法和技巧。

教学难点：理解圆的概念，归纳圆的特征。

7. 教学方式

教学模式：传递 - 接受式教学模式。

教学过程：激发动机 - 导入新课 - 讲授新课 - 巩固运用 - 检

查评价。

（二）教学过程

1. 激发动机，导入新课

教师需借助教学工具来向同学们展示（细绳一端系着小球，

另一端握在手上，并有力甩动小球），并询问学生通过观察可以

发现什么？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小球转起来的形状是个圆形。

随后，便可以自然引进主题，与学生一起走进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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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

最终能够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2. 讲授新课

教师需向同学们展示图 1，并询问同学们发现了什么规律，

此时，学生通过观察会发现图形的边数一直在增加。随之，教师

可以提出以下问题“一直无限将正多边形的边数增加，最后会是

什么图形？”以此来引发学生思考。学生通过观察和思考发现是圆。

紧接着，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回忆正方形的特征，并认真观察图

2，此时，学生会发现正方形的两条对角线的端点也在圆上，并且

这两条线段相等。教师还应转换正方形的方向，学生通过观察发

现圆上会有无数条这样的线段，而且它们都是相等的。

图 1 

图 2 圆的线段特征图

教师继续抛出以下探究性问题“请同学们自学教材内容来认

识认识这条线段。”在学生自学完后，了解到线段叫做径，用字

母 d 表示，而中心点叫作圆心，圆心到圆上的任意一点的线段叫

作半径。在学习完圆的各部分名称后，教师须指导 学生学习画圆。

首先应鼓励同学们在白纸上进行自由画圆，在此过程中可以

借助工具。之后，再请同学们分享自己是如何画圆的。其中学生

画圆的工具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茶杯盖、矿泉水瓶盖、圆规等等。

教师可以通过提出“如果要画一个指定大小的圆，该用什么工具

画呢？”这一问题来引发学生思考，并教授学生用圆规画圆的正

确方法。

【设计意图】：通过引导学生画圆，能够深化他们对圆的认

知和理解。

然后，引动学生在纸上画出一个圆，并要求他们以小组为单

位来分析和讨论。学生经过小组讨论后会发现组内成员所绘制的

圆大小并不相同，而在纸上的位置也有所不同。通过引导学生多

次画圆，能够使得他们逐渐体会到圆规针尖所在位置能够决定圆

的位置，即圆心决定圆的位置；而圆规两脚之间的距离不同，则

圆的大小也不同，即圆的半径决定圆的大小。接着教师应引导同

学们将所画的圆裁剪下来。通过折一折，量一量，画一画，引导

学生思考圆的直径和半径之间的关系，比如学生可以将圆对折后

再对折，会发现圆的直径等于半径的两倍。

最后，教师不应该将目光停留在数学课堂上，还可以进行拓

展和延伸，其中可以融入一些数学文化，以此来陶冶学生情操。

比如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解《墨子》这本书对圆理解的，即表示圆

的概念是一周同长也，以此来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设计意图】：依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将数学教学应与其

他学科融合起来，并与实际生活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起来。

3. 巩固运用

题一：让同学们分析图中哪些线段是半径？哪些是直径？（如

图 3 所示）

图 3

题二：借助圆规分别画一个半径为 4 厘米和直径为 4 厘米的圆，

并尝试用字母 O、r、d 标出它们的圆心、直径和半径。

4. 检查评价

在本节课最后，教师还应充分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性，以学

生总结、老师补充的形式来进行一节课的总结和回顾，最终能够

达到课程梳理的目的，能够使得学生形成开放性、灵活性的思维。

另外教师需依据学生做的练习题和学习过程，来初步了解学生对

这节课的内容掌握程度，并作为形成性评价的一部分依据。最后

还要引导学生思考“投圈游戏”为什么要围成一个圆形？（如图

4 所示）

图 4

【设计意图】：使得学生能够了解到圆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并使其体会到数学就在身边，最终能够完成既定的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目标。

三、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基于大概念视域下优化《圆的认识》教学案例，

可以将圆与正多边形结合起来，从学生已有的知识过渡到新知识，

帮助学生将新旧知识建立联系，一次来充分彰显数学知识的整体

性。另外，还能够丰富数学课堂，将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紧密结

合起来。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应基于“大概念”背景下，对

学生进行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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