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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立体图形》教学设计
江月维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中心小学高溪分教点，广东 广州 510890）

教学内容：人教版《数学》一年级上册第四单元Ｐ 34 例 1。

教材分析：本节课在知识的编排上，教材是按三个层次进行

处理的：知识的引入——知识的教学——知识的应用，符合学生

掌握知识的规律。在知识的引入和应用这两个环节上，注意体现

数学知识的现实性和生活化。

学情分析：学生在生活中已经接触过立体图形，学生能初步

感知立体图形，教学单元不会很困难。

教学目的：1. 通过分一分，看一看，摸一摸，数一数，初步

认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以及它们的特征，会辨认这几种

形状的物体；2. 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观察能力，初步建立空

间观念，发展学生的想象能力；3. 通过学生活动，激发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合作、探究和想象、创新的意识。

教学重难点：初步认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的实物和

图形，初步建立空间观念。

教具学具准备：课件；各种形状的实物；图形卡片。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师：同学们，看，老师带来了好多的东西，都有些什么？（师

逐一出示物品，生说名称）

（设计意图：通过直观展示立体图形，让学生对教学内容有一

个整体感知，即“在数学王国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和他们长得很像

的图形，与这些物品长得像的图形，我们叫它‘立体图形’”。通

过本环节的设计，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的目标，初步感知“立体图形”。)

二、初步感知，形成表象，初步建立空间观念。

师：贝贝要考考我们，他说：“你能把形状相同的物体在一

起吗？”师强调：把形状相同的物体放在一起，请小朋友合作分

一分，在分的过程中，比一比，哪个小组合作得好一些。动手吧！

（一）分物体

1. 小组活动（老师巡视并参与进去）2. 汇报

师：有几个组小朋友已经分好了。

问：哪个勇敢的小朋友来告诉大家，你们是怎样分的？

学生汇报：我们组把肥皂、药盒、牛奶盒、小积木放在一起

的；把魔方、骰子、化妆品盒子放在一起；我们把茶叶盒、易拉罐、

小木棒放在一起；我们还把乒乓、皮球、玻璃球放在一起。

师：这组小朋友分得真好，他们把相同的合在一起！其他小

组和他们分得一样吗？

师：我们来看看贝贝是怎样分的，（课件出示）——大家和他

分得一样吗？（设计意图：这是大胆地让学生尝试着按自己认为的

标准分一分，而且在学生分好的基础上，提出质疑，既发散了学生

的思维，又使学生对这几种形状的物体的外观有了初步的认识。)

（二）揭示概念（出示课件）

小朋友们，为了能区别它们，每种物体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跟据学生回答，在电脑出示名称：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

（三）初步感知，形成表象

师：想一想，这四种物体有什么不同？

1. 认识球和圆柱

（1）“滚一滚”，体会球与圆柱的不同 师：我们先来看看

这两种能滚动的图形，你们再次滚动它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感觉。（2）比一比，交流总结两种图形的特征（3）辨认，加深

对圆柱的认识 师：（出示圆台图片）这个是圆柱吗？为什么？（设

计意图：在本课中球和圆柱相对于正方体和长方体来说更容易辨

认，所以在此环节中先设计了球与圆柱的特征的认识。）

2. 认识长方体和正方体

师：认识了两种会滚动的图形朋友，我们再来认识这两种无

法滚动的图形朋友。

师：（1）数一数（2）看一看（3）比一比（设计意图：采取

放手让学生通过操作、观察，使学生进一步感知长方体、正方体

的特征。)

（四）初步建立空间观念

师：小朋友，刚才我们看到的长方体，圆柱和球都穿着花外衣，

如果去掉它们的花外衣，你们还认识吗？请看我把茶叶盒的花外

衣去掉呢？（圆柱）皮球的花外衣去掉呢？（球）

其实，它们脱掉花外衣的样子就是它们对应的几何图形。（出

示课件）老师边讲边出示课件，并把图形贴在黑板上。（设计意图：

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活动，让学生在头脑里再现立体图形，由生活

中的具体物品，通过课件形象、生动地抽象为数学中的几何图形。)

三、互动游戏，体验特征

1. 猜一猜：教师说出名称，学生在盒子里摸出相应的物体；

学生说出物体特征，其他小朋友拿出物体。2. 说一说：让学生说

一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物体是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

3. 看一看：课件出示一些生活照片，让学生欣赏。（设计意图：

结合生活实际，寻找生活当中的图形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学生

体验到数学与生活是紧密联系的，学好数学不但能解决生活中的

问题，也能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精彩。)

四、结语

对今学生今天的表现给予肯定，采用多种形式的评价，注重

学生的情感体验，通过比较恰当的艺术性的评价，再次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

板书设计：

认识立体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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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这堂课下来觉得自己思路清晰，突出教学的重难点，课堂

气氛浓厚，参与度高，基本能达成目标。纵观本节课的教学，

我充分挖掘了生活资源，让学生感知生活与数学的紧密联系。

通过适时的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让学生在好奇、质疑、讨论

的学习情景中学习，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良好的课堂常规、

倾听习惯是良好的教学效率的保障，孩子都能在课堂中静下心

来学习，注意力集中、思维积极、学生发言时其他孩子能认真

倾听，这一点很有进步。另外，积极有效的评价手段充分激发

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