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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旋转与平移现象”教学设计及评析
陶家云

（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南溪小学，重庆 404505）

摘要：平移与旋转现象主要是培养学生空间观念，接触最初步的几何知识。农村孩子的接触面比较窄，所以我在设计本课时尊重时

下特点，从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出发，呈现了他们身边丰富、有趣的实例，并让他们在动手操作中，充分感知平移和旋转现象。

关键词：旋转；平移；发现知识；亲近知识

一、课前构想

“在玩在学”。我想这是一堂轻松好玩的课，让学生到我的

课堂中来，跟着我一起上课，让课堂变得有趣有意。

平移和旋转现象在生活中很常见，若是先教会再举例，学生

能很快说出生活中的这种运动现象。这样的课堂难免简单枯燥，

阻断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的获得是表面的，所以本课我着力

于让学生自己发现知识，亲近知识。

能根据知识定义做出对应的运动现象，正确辨认运动现象。

我试图通过展示简单知识原理运用的成果，激发学生对创造

的兴趣，触动学生爱国情怀，感恩生活，最终让知识服务于生活，

推动社会的进步。

二、理明教材

这部分知识的学习主要是让学生认识、理解图形的位置与变

换，丰富学生的数学思想方法，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提高学生

运用转化的思想方法探索解决“空间与图形”的问题。

三、课堂教学安排

（一）目标的设定

感知旋转与平移现象；能正确判断、区别旋转与平移现象；

能说出自己生活中常见的旋转和平移现象，培养观察能力、空间

想象能力。

经历探索、体验、归纳平移和旋转概念特征的过程；通过对

旋转与平移现象学习，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学会用数学的眼

光来观察、认识周围世界，强化数学的应用意识。感受与人交流、

合作的快乐，从而增强与人交流、合作的积极性与自信心。

（二）教学过程的设置

课前热身

1. 有人说观察可以让人成为伟人，那今天老师就要来考考你

们是不是未来的伟人？你们有信心吗？接下来老师做一个动作，

请你来猜一猜动作的名字（走路、下蹲、摇头）。

2.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括老师以上的动作，你会说老师在干

嘛呢？（运动）

（看来呀今天老师要上一堂伟大的课）。

【点评：以活动导入，让学生熟悉了运动，活跃了课堂气氛，

学生从课前就能根据已有知识经验进行归纳，调动了孩子的学习

动力。】

3. 同学们刚刚都准确地说出了老师每一个运动项目的名字，

那请问你们是怎样分辨他们的呢？（因为他们的动作不一样）那

也就是说每一项运动都有属于它自己的动作，我们把它特有的动

作称为这项运动的特点，也就是这项运动的运动形式，（举例说

明下蹲的运动形式）每一种运动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运动形式，（板

书运动形式）我们只有熟知了每项运动的运动形式，才能准确区

分它们，那我们的生活当中运动现象多吗？（让学生举例说明，

并说清运动形式）运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天呀老师要带

大家一起去认识两种新的运动现象《旋转与平移现象》看看它们

是怎样运动的（请同学齐读题目）。

（三）引导发现新知

1.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大家在教室里是靠什么降温的呢？

（风扇）风扇在哪里？那你有感受到风吗？（没有）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动起来）那动起来就有风吗？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吧，我们现在让它动起来，大家感受到风了吗？风扇为什么能带

给我们凉风，是因为扇叶的运动，我们可以说是扇叶运动的作用，

那你能用手比划比划扇叶是怎样运动的吗？（学生比划）那你还

能说一说它是怎样运动的吗？（绕圈；板书绕圈）    

师：我们把像风扇这样的绕圈运动称为旋转，也就是我们今

天要认识的第一种运动现象——旋转。

2. 接下来就是考验你们是否有一双慧眼的时候了，请同学们

认真观察、认真思考，把静止不动的风扇和为我们辛勤劳动的风

扇进行对比，找一找它们前后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没有变（同

桌之间一起讨论，派代表发言，教师巡视）（让学生总结汇报，

教师做一定的引导。）

3. 引导学生观察旋转中心的特点，特别强调旋转中心的特点，

物体在旋转时旋转中心始终保持在固定的位置，没有移动。

4. 板书特点。

【评点：用了静止的风扇作为参考，同时为了便于区分变化，

还刻意选用了颜色不一样的扇叶，但是孩子没有理清重点，开始

在观察变化时只粗略的回答了风扇扇叶颜色不一样，设计时忽略

了小孩的年龄观察特征。】

（四）知识运用

1. 让学生自由列举生活中的旋转现象。

2. 教师展示加解说（选用了传统行李箱和有万向轮的行李箱、

旋转木马，引导学生总结出，知识给我们的生活不仅提供了便利

还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3. 让学生利用学具和生活用品展示旋转现象。（笔、水瓶……）

4. 选两名学生听老师指令做表演（一个同学向左转一次，另

一个同学连续向右转四次）让学生判断这两个同学的运动形式属

于什么运动现象？

教师归纳：

物体旋转有一个过程，在这个旋转过程当中，物体转动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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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也叫旋转现象。                    

只要物体是围绕一个中心在转动，不管转动多少都叫旋转。（图

片展示说明   雨刮器、360 度旋转门。）

在生活中，我们利用旋转运动现象，给物体特别设定了一些

限制，使它没有整圈转动，但也是旋转现象。

多圈转动也叫旋转现象。（学生举例说明没有整圈转动的旋

转现象。）

【评点：之前学生会认为开门一点是平移，此处选用雨刮器

展示了很多旋转现象不是整圈整圈在转动，形象易懂，让学生更

深一步认识了旋转。】

（五）认识平移现象

1.ppt 展示火箭上升的动图（古有神话故事嫦娥奔月，这是人

们飞天的寄托，而今因为科学家们坚苦的付出，把我们的神话故

事变成了现实，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是怎样上天的。）让

学生观察火箭上升的特征，与同桌沟通交流总结出特征。

2. 比划比划火箭是怎样运动的。

3. 说一说火箭是怎样运动的。

4. 板书平移运动的特点。

5. 老师展示黑板擦的平移现象，斜着平移让学生判断是否也

叫平移现象，最后总结（只要是物体做直线运动都叫平移现象，

与线的位置没有关系。）

【点评：这部分知识，在前面的基础上，教师仅仅只是展示

了孩子们喜欢向往的一张图片，知识要点全部由学生自己发现总

结，这大大满足了学生的成就感；在发现过程中也激发了学生的

竞争意识和合作意识；比起教师单一的传授、示范教学，效果要

好很多，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是深层次的。】

（六）知识运用

1. 让学生列举生活中的平移现象。

2. 教师展示加解说，理解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

（七）知识概括（运动形式的判断）

出示一辆行驶中的小汽车，让学生判断物体的运动形式（学

生粗略的看会说车在平移，或则回答旋转，老师顺道提问，哪儿

在平移，哪儿在旋转，引出物体的运动形式有时候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种运动形式的结合）。

师总结：物体在运动时，有时并不仅仅是旋转或平移，而是

旋转和平移或则其他运动方式组合起来的。在解说物体的运动方

式时要明确到物体的具体部分的运动。

（七）课堂小结

展示旋转与平移现象在生活中的应用（塔吊动图和风力发电，

让学生明白小知识大作用，是知识改善了生活，是知识推动了社

会的进步），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进爱国情怀，并能学

以致用。

讲述德国著名内科医生约翰舍·莱恩的故事：他不但医术高超，

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同样受到人们的称赞。在一次课上，他给大

学生们讲到：“作为一名医生应当具备两种必不可少的品质：第一，

不要苛求清洁；第二，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一些老医生在诊断糖

尿病时，往往会亲口尝一尝病人尿液的味道。”说完，舍莱恩就

给同学们亲自示范，把一根手指浸入盛有尿液的小杯子里，然后

伸到嘴里舔了舔。做完这个动作，舍莱恩问学生们：“谁来试一遍？”

一名勤奋的学生立马照样尝了尝尿液的味道。舍莱恩却摇摇头对

他说：“同学，您的确没有洁癖，这很好，但是，你没有观察力。

您并没有发现，刚才我把中指浸入小杯子里，而舔的却是无名指。”

（边讲述边与学生谈论，最后让学生明白出奇的答案。）

以调侃的语气问世界有一个最伟大的苹果你知道是哪一个那

吗？（学生很快想到是牛顿，师顺道询问为什么是牛顿，学生自

己就会主动思考并总结，从而让学生自己明白成功的人为什么成

功。）

以德国著名内科医生约翰·舍莱恩和牛顿的故事作为结尾，

意在提醒大家要学会观察和思考。启发学生运用知识。

（八）板书设计

板书

旋转与平移现象

运动形式

旋转  （绕圈）           方向改变             

平移  （直线运动）   方向不变

四、整体教学评析

本课教学收效甚好，学生全程非常活跃，没有不在线的同学，

没有出现举不出例子的尴尬场景，课堂气氛轻松愉悦，我首先从

课件设计上一改花、萌、死的特点，课件素材全部来源于学生生

活中亲眼所见的场景动图，比如雨刮器，给学生以真实和震撼的

感觉。

后面学生在举例子的时候也能细致观察就地取材，比如举例

拧瓶盖儿时瓶盖儿在旋转；打开笔盖是平移……

其次摒弃了“喂养”式的教育模式，凸显出了学生才是学习

的主体，整堂课所有的知识由学生发现，由学生总结归纳，学生

间相互纠错，老师只起着串联的作用，自己获得的知识才最深刻，

自己去发现才最有趣，在课堂上学生全程有事可做，有事想做，

实现了眼、耳、口、手、脑的多感官接受、全方位渗透。

最后是展示了知识的运用给生活带来的便利，让学生明白知

识不只是在书里。

五、结语

在我从教的几年里，我深切感受到为人师的神奇，我深切体

会到为人师的不易，我深切感受到为人师的成就感，学生有成、

老师就有成就感！成就感就是幸福感。

一堂简单实用的好课，应该是老师和孩子在同一个世界，孩

子的眼睛看着你，心跟着你，和你一起说一起做，老师精神，学

生抖擞。教师不是单调的从业工作者，课堂有趣学生才会有趣，

老师用心学生才会有心，我将继续从我的课堂助力每一位孩子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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