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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方形和正方形》是苏教版小学数学三年级上册的教学内

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使得学生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的概念，
了解何为长方形的“长”和“宽”，何为正方形的“边长”，
熟悉这两个图形边、角的特点，并结合实际案例学会如何获得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

2  苏教版《长方形和正方形》单元教学案例
2.1教师可提前准备若干根细长小棒（每根小棒长度为10厘

米），并将学生分为多个小组，要求学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
中，在课桌上摆出一个正方形和一个长方形，在此过程中教师
可提出问题：“大家摆的长方形大小并不一样，那么他们有什
么特点呢？”从而引导学生可以了解到长方形对对边的长度并无
要求，但需要对边长度保持一致，以此类推也可以引导学生了
解到正方形对四条边的长度要求一样长。同时教师可参与学生摆
小棒时的过程，并手持一块直角尺，对学生所摆图形相邻两边
的角度进行测量，使得学生意识到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四个角均为
直角。

2.2 在常规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作出知识技能灌输，
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这不光会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也导
致学生难以提升对于数学学习的热情。因此教师需结合新课改教
学目标，在本次教学讲述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边、角特点后，需注
重向学生传递长方形和正方形之间的关联，可采取强调“长”与

“方”之间互动交流的途径，提高学生对两种图形的认知。教师在
学生小组用细长小棒摆完长方形和正方形之后，可向学生提出问
题“在长方形中减少一些小棒，能不能变成正方形？”、“在正方
形上加一些小棒，能不能变成长方形？”，此时学生在思考和交流
之后，通过减少长方形长边小棒的方式获得新正方形。

2.3教师可通过多媒体工具，向学生展示动态变化图片，如
先向学生展示一个“长边为三根小棒、短边为两根小棒”的长方
形，随后通过动态变化，去除每条长边中的一根小棒，拼成一个
边长为两根小棒的正方形，也可通过虚线提示的方式，告知学生
这个边长为两根小棒的正方形也可以分为四个边长为一根小棒的
小正方形，或在正方形不相邻的两条边长中增加小棒，使之变成
一个新长方形。这可以使得学生充分认知到长方形和正方形之间
的变化，意识到长方形之间包含着正方形，且所包含的最大正方
形的边长即为原长方形的宽。与过往长期使用的灌输式教学进行
比较可以发现，该教学方式可以突出学生主观性，使得学生在教
师引导下能够更好的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并在问题发现和处理
的过程中提升数学运用能力。

2.4教师在学生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的概念和特点之后，可
进一步引入“求周长”的问题，首先教师可要求学生在课桌上摆
出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在摆完之后用直尺量一量两个图形
对应的四条边的长度，并告诉学生这个长度即为图形的周长长度，
随后教师可随机指定学生讲出直尺量到的数值，使得学生在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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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余可以加深对周长概念的理解和认知。
2.5教师可引入如何求两个图形周长的公式，并引导学生运

用周长公式快速计算出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周长，同时进一步突出
“长”与“方”之间存在的互动交流，教师可向每位学生发一张长
10厘米，宽6厘米的长方形纸，并提出相应例题，如“这张纸的
周长是多少？”学生按照公式可以计算出结果为32厘米。随后教
师继续提出“在这张纸上剪出一个最大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的
周长是多少？”学生可结合之前所学的知识，用剪刀在长边的6厘
米处动手剪出一条直线，并计算出正方形的周长为24厘米。接着
教师引导学生关注图形之间的联系，继续提出“减下来的这个小
长方形的周长是多少？”学生可结合公式，计算出小长方形周长
为20厘米。这不仅可以使得学生可以意识到“长”与“方”之间
存在着密切关联，同时也能够对学生周长公式的运用加强训练，
该步骤教学能够转变师生课堂地位，肯定学生在学科学习中的主
体地位，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确保教学目标能够达成。

2.6小学数学教师需以教学目标为导向，选定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式，明晰阶段性教学的重难点内容，并在课堂教学和师生沟
通中提高这些重难点内容的涉及比重。教师可进一步强调“长”与

“方”之间的关联，可引导学生将剪下来的两张纸重新拼在一起，
并提出问题“剪下的新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之和，与原长方形
周长是否相等？相差多少？”学生通过拼接和计算发现，两个周
长数值并不相同，且相差数值为12厘米，这正好是原长方形2倍
宽的长度。这使得学生可以进一步理解到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的
概念，通过剪、拼等动手途径增强学习印象，并在实际测量和计
算过程中掌握知识要点，同时也可以有效改善课堂教学环境、拉
近师生关系，确保学生在问题交流和处理的过程中提高自身学科
的核心素养。

3  总结
《长方形和正方形》是小学生数学学科学习中的重点内容，

且容易造成小学生出现概念混淆、认知模糊的情况，因此小学数
学教师在此阶段教学中，需强调“长”与“方”之间可以存在互
动交流，灵活运用多媒体工具、摆小棒、剪纸等途径创设活泼、有
序的教学氛围，并通过组织小组交流的方式引导学生的互动中加
深知识理解，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完成对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认识，
提高本阶段课程教学质量，也可以切实激发学生对于数学学科的
学习热情，为学生后阶段数学知识的学习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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