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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角的初步认识”教材比较研究
戴伊瑞

（湖州师范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图形与几何”是小学数学教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特别是有关图形几何的概念，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因此本文以小学

数学中“角的初步认识”一课内容为例，对五版教材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比分析了该节课的知识内容、教材编写内容以及教材编写意图，

以期为一线教学工作者提供一定的教学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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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具有抽象性、严密性和应用广泛性的特点，而其中抽象

性在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的知识中表现得最强，例如经常提

到的点、线、面、体都是十分抽象的几何概念。在小学数学的教

学中，图形几何的概念教学属于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其教学形式

大多按照对给出具体的实例与模型进行观察与辨别、分析归纳、

抽象概括以及强化认识这样的流程进行的。另外关于图形几何的

概念主要涉及形状、大小、位置关系以及变换等几方面，此内容

属于小学数学概念学习中重要的一部分。本文以“角的初步认识”

一课内容为例，对人教版、苏教版、北师版、西师版以及沪教版

五版教材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能够为一线教学工作者们提供一

定的教学实践指导。

一、知识内容分析

“角的初步认识”属于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模块里“图

形的认识”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学生已初步认识了立体图形与

平面图形。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里均包含有“角”这个元素，但

学生对于角还没有基本的认识，可能只停留在角是“尖尖的”这

一印象上。因此本节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对角有更为深入

的认识，包括对角的构成要素、角的判断、角的基本特点的认识，

这些内容为学生进一步学习角类型的判别、角的度量以及角的分

类等具有重要的铺垫作用。“角的初步认识”即意味着学生是第

一次正式接触角，要让学生在感知上发现角、认识角，同时要在

操作上学会画角、折角以及制作角，另外还要深入探索角的特点，

例如角的大小与什么有关等。

二、教材编写内容对比分析

本文主要选取了五个版本的教材针对“角的初步认识”这一

课的编排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包括人教版（二上）、苏教版（二

下）、北师版（二下）、西师版（二上）以及沪教版（二上 / 下），

所涉及的比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 角的基本构成要素认识，包括角的构造认识、学会发现角

并通过各种方式创造角。

2. 角大小的初步比较，包括认识到角的大小只与其张口的大

小有关，掌握角大小比较的方法。

3. 相关习题的比较。

（一）角的基本构成要素认识

认识角的第一步首先要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角，即从已

有的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数学信息。五版教材中除沪教版以外，各

版教材均选了“图形角”“  张开角”以及“旋转角”进行引入，

而沪教版教材只选择了“图形角”与“旋转角”进行引入。其中

大多数的教材都选用了“闹钟”与“剪刀”这两种素材。另外对

于“图形角”的选择，则有三角板、三角形或生活中的实物，如

红领巾等。 而关于引入角大小的类型，五版教材均一起选用了“锐

角”“直角”以及“钝角”这三种类型。其次，在对于角的轮廓

描绘以及标记上，只有苏教版既将学生所发现的角进行轮廓上的

描绘，也为角标上了记号，而其他版本的教材大多只有描绘轮廓，

或者只有标出角，西师版既没有描出角的轮廓，也没有标出角。

在对角进行下定义的编写上，五版教材均出示了完成的角的模型

图，并注明了角的一个“顶点”、两条“边”，而西师版与人教

版没有在模型图上标出角，其他版本均有标记标出，另外只有北

师版编出了角的记法与读法。在创造角的方式上面，人教版采用

了三种方法让学生创造角，西师版与北师版均采用了两种方法让

学生经历创造角的过程，而其他版本均只采用了一种方法让学生

经历创造角的过程，且方法都不一样。其中“折角”与“制作活

动角”是五版教材中所选取最多的一种方法。

（二）角大小的初步比较

 在对角大小进行初步比较的方式上，人教版选择采用“折角”

与“制作活动角”的方式让学生进行比较；苏教版选用了两种方法，

首先让学生通过观察时钟来比较角的大小，再让学生通过制作活

动角来进行角大小的比较；北师版采用了三种方法让学生进行角

大小的比较，分别为“剪拼”“用三角板组合比较”以及“制作

活动角”；沪教版采用“用三角尺量”的方式让学生进行大小比较；

西师版采用了“用三角尺量”与“制作活动角”的方式让学生进

行大小比较。其中“制作活动角”来进行对角大小比较的初步探

索是用到最为多的一种方法。

（三）各版教材习题比较

从课后习题的数量上来看，人教版与北师版的习题数量最多；

从课后习题的形式上来看，人教版的习题形式最为丰富。从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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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角”这一题的变式处理上来看，人教、苏教以及沪教都对角的边、

顶点以及位置朝向进行了处理，且沪教版处理的方式最为多样化。

三、教材编写意图对比分析

“角的初步认识”为一节概念形成课，遵循的学习过程为：

辨别——归类——抽象概括——强化，这五版教材大致均遵循了

这个学习过程进行了教材的编写。接下来我将从这个四个过程出

发，对不同版本的教材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

（一）初步学习阶段

首先在辨别环节，除沪教版外，各个版本均从“图形角”“张

开角”以及“旋转角”出发，举出了 3-4 个角的例子，让学生发

现不仅静止的物体中存在角，而且运动的物体中也时刻存在着角，

同时发现不仅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角，在以前学过的平面图形上

也存在着角，从而建立起了角这一新知识与日常生活经验以及旧

知的联系。另外通过不同的大小类型的角的实例，让学生发现张

口小的是角，张口大的也是角，从而拓宽了学生的思维。除此之外，

北师版还在该环节采用了画角的方式，让学生通过自己画角来对

角产生一定的认识。

其次在归类环节，需要从学生所观察到的具体事物中把角分

离出来，其中大多版本教材只分离出了角的轮廓或者标注了角，

只有苏教版将两者都表示了出来。对于角的学习是在二年级的时

候，这时候学生的抽象能力还较弱，因此需要借助具体的事物来

认识角。在归类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将实物中的角描绘出来，从

而进行归类，让学生通过抽离出来的图形来意识到角是由一个顶

点，两条边组成的图形。因此教材中对于归类这个环节的设计，

对于学生从具体——抽象的这个过程十分重要。对于角定义的抽

象概括，真正的定义是以一点为公共端点的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

形叫做角。但由于二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还较弱，同时还未

学习过射线等概念，因此各版教材均选择了以角的模型来介绍角。

其中，人教版以提问的方式，让学生说出角的具体构成要素，而

其他版本则在教材上直接说明“角有一个顶点，两条边”。另外

对于角的模型，各个版本均在上面写出了“角”以及“边”，对

于角的标注，西师版与人教版都未进行标注，而这两个版本在之

前归类的环节中，也未标出角，因此容易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一定

干扰，可能会误以为“顶点就是角”等。另外在五个版本中，只

有北师版编写了角的写法与读法。

（二）强化学习阶段

在强化阶段，只有人教版、苏教版与北师版对此进行了编排，

其中人教版选用了画角与举例的方式，苏教版选用了摆角的方式，

而北师版采用了在几何图形中找角的方式，另外北师版虽也引入

了画角的方式，但将其安排在了“辨别”环节。以上是对角基本

构成认识的直接强化。而在本课的内容中，对于角大小的初步比较，

也属于对于角基本构成认识的间接强化。对于“角大小的初步比较”

这一块内容，人教版、苏教版以及北师版都将其与“角的基本构

成要素”认识安排在同一课时，而西师版与沪教都是在教完“直

角的认识”以后才进行角大小的初步比较，其中西师版将这块内

容放在了下一课时，而沪教版将其放在了下一册中。 

在对于“角大小的初步比较”这一块内容的编写上，其中“制

作活动角”是被选择最多的一种方式，通过制作活动角来比较大

小，能让学生在操作中更深刻的体会到角大小与角的张口大小有

关，事实上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都是学生学习几何直

观的重要方式。而其中北师版与沪教版通过“三角板”来进行比较，

能让学生直观感受到角的大小与角的边长度无关。另外这一系列

的方式也让能学生在操作与观察的过程中感受到角的大小与其位

置朝向都无关。在“角大小的初步比较”这块教学中，除了要让

学生知道角的大小与什么有关外，还要让学生学会比较角大小的

方式，五个版本均引导了学生使用“重叠”的方式对两个角进行

直接比较，另外各个版本也在教授完直角后，引导学生使用三角

尺进行角大小的间接比较。

（三）巩固学习阶段

在“认识角习题形式”的编写上，找角、数角、画角以及标

角等形式的习题都是在加强学生对角基本构成要素的认识，而判

断角这一形式的习题设计，有助于深化学生对角基本构成要素的

认识。在“比较角的习题形式”的编写上，主要有“观察角大小

的变化”“将角与角的大小进行比较”以及“制作出不同大小的角”

这三种形式，有助于学生发现角大小的变化特点、学会如何进行

角大小的比较以及如何创造出不同大小的角等，实现了从认知到

操作应用上的转变。

四、结语

以上三方面分别从学科知识、教材内容编写以及教法的角度，

分析了“角的初步认识”这一课时。由此可知，对于该课的教学，

虽然知识内容较少，但其中隐含的难点较多，教师需要不断地对

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全方面的认识角，并在操作过程熟练的使

用角、比较角，从而不断深化对角的初步认识；另外在习题环节，

教师要呈现尽可能多的题，并针对学生的学习迷思设计相对应的

题，以帮助学生修正与完善其对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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