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认识钟表

（一）单元教学目标

1.认识钟面、时针和分针，掌握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时在钟面上的表示方

法，能认、读这些时间。

2.在经历认识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时的过程中，积累认识时间的活动经验，

培养观察能力。

3.从计时工具的演变过程中，拓展对计时工具的认识，感受古今劳动人民的

智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4.培养学生珍惜时间、遵守时间及合理安排时间的良好习惯。

（二）单元内容分析

认识钟表是在学生已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

时”进行认识，为后面学习解决问题做准备。教科书尽可能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引

入，充分考虑学生的认识水平，对钟面的认识只要求认识分针和时针；对时间的

认识只要求认识“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时”；在学习方式上采用在对具体时

间认识的基础上，归纳出认识时间的方法。

认识钟面是认识时间的前提，首先引导学生通过对各式各样钟面的认识，发

现钟面具有共同的特征（电子钟除外），即都有12个大格，每个大格有5个小格，

有时针和分针，时针每走1大格表示1时，分针每走1大格表示5分，分针走1圈表

示1时。

认识整时是认识时间中最简单的内容，结合学生的生活认识整时，发现整时

钟面上时针和分针的位置特点，从而掌握认识整时的方法。

认识几时半相对于认识整时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要掌握认识几时半的方

法，必须通过对钟面的观察，思考时间走过的过程，发现并了解几时半时针和分

针的位置特点。然后通过与学生生活密切联系的生活情境，让学生观察发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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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半时针与分针的位置特点，掌握几时半的认识方法。

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会用大约几时。一般来讲，时间与整时比较接近，相差

几分时我们就可以用大约几时表示，因此认识大约几时是生活的需要，有利于灵

活表达时间。教科书采用与学生的学习生活密切联系的题材创设问题情境，通

过8时过一点或10时差几分这些具体事例，让学生认识到这就是大约8时或大约

10时，从而感悟认识大约几时的方法，积累认识时间的经验。

［单元教学重点］ 在认识钟面的基础上，掌握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时

的认识方法。认识时间的方法应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比如分针指向12，时针指

向6是6时，需要学生观察钟面指针转动，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认识方法。

［单元教学难点］ 几时半的认识。几时半是分针指着6，时针在某两个

数中间。学生往往不能弄清是以哪个数来衡量走过几时，造成认识上的困难。

因此，认识几时半是认识时间的难点。

（三）单元教学建议

1.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生认知需要。

时间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联系，可以说生活中随时随地都需要用到时间，

因此，本单元的教学从题材的选择上就应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使学生切实

感受到认识钟表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激发起学生对认识钟表的认知需求，充分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本单元的学习。

2.重视观察和操作活动，多种感官参与认识钟表。

在认识钟表的过程中要加强观察与操作活动。一方面要通过观察情境图、

钟面及指针的转动认识钟面，理解并掌握时间的认识方法。观察时既要注意观

察的顺序，如对钟面的观察，就要先看时针指向几，确定是大约几时，再看分针指

向几，最后综合观察到的信息确定钟面上的时间；也要注意观察的重点，比如认

识钟面的观察，应重点观察刻度、指针等。另一方面通过操作活动，增强认识时

间的体验，发现钟面指针走动的规律，促进对认识时间方法的掌握。

3.注重数学思考，理解认识时间的方法。

学习认识时间的方法，不但要让学生掌握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时的认识方

法，还应注意经历认识时间的方法的探索过程，发现钟面上时针与分针走动的规

律，促进对认识方法的理解，发展数学思维能力。一是应注意通过时针和分针都

是沿着一个方向走动的（叫做顺时针方向），分针走1圈，时针要走1大格，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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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从而理解整时为什么时针都是指向某个数，分针都是指向12。二是观察发

现分针走半圈，时针也只走半格，表示经过了半时，说明时间过了原先的几时，再

加半时，因此是几时半。三是时间接近整时，当时间表述要求不那么精确时，可

以用大约几时来描述时间。但应注意大约几时不能与整时相差太远，一般不超

过10分。

4.介绍数学文化，进行合理安排时间的教育。

一方面应结合钟面的认识，介绍计时工具的发展历史，让学生感受到劳动人

民的智慧和科技的进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珍惜时间、

遵守时间、合理安排时间的教育，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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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包括3方面的内容：一是主题图和认识钟面；二是认识整时、几时半和大

约几时；三是了解数学文化：计时工具的变化；建议用4课时完成。第1课时完成

单元主题图、认识钟表和例1，第2课时认识几时半，第3课时认识大约几时，最后

可以上一节综合练习课。

★主题图中把时钟放在中心位置，

突出时间的重要意义。教学时，学生通

过观察交流主题图的内容，并引导到时

间这一主题上去，从而引出课题——认

识钟表。

对钟面的认识是认识钟表的重要内

容，它是认识时间的前提。

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各式各样的钟表的认识，让

学生发现钟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

指针指示时间，另一类是用数字指示时

间，体会钟表外观形状的多样性和钟表

功能的同一性，即都能计量时间。

（2）钟面的认识，以一个标准的钟面

为教具，引导学生观察，发现钟面的特

征，即钟面上有12个大格，分别标有1～
12的数，钟面上还有长短不同的两根指

针，短的叫时针，长的叫分针。

（3）观察钟面走动，发现时针走1大
格是 1时，分针走 1圈也是 1时，走半圈

是半时，也就是30分。

★例1是整时的认识。图中展示学

生 8时到达学校、12时吃午餐两个情境

来认识整时。教学时注意以下几点：

（1）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图中两个情

境，发现分针指向12，时针指向8就是8时，时针和分针都指向12就是12时。

（2）让学生观察钟面时针与分针走动，再固定指针选择几个整时让学生观察，进一步看

到时针每对准一个数字，分针都是指着12，说明刚好走到整时。

（3）引导学生归纳辨认整时的方法，即：分针指向12，时针指向几，就是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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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是认识几时半，要认识两个

计时单位“时”和“分”，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时注意以下几点：

（1）让学生明确几时半中的“半”字，

是生活中的“口语”，在钟面上要用“30
分”来表示。教学时要结合钟面直观的

认识，让学生准确地认识几时半。

（2）可以设置成动态的情境，时间从

上午9时半走到下午3时半，再走到晚上

8时半，然后固定3个情境中的钟面让学

生观察，发现这些时间有个共同特点：就

是分针都是指向 6，时针在两个数之间，

这时的时间就是将钟面两针拨到 9时

半、3时半和 8时半。同时，要结合钟面

的走动让学生理解为什么是9时半而不

是 10时半，是 3时半而不是 4时半，是 8
时半而不是9时半。

（3）引导学生结合钟面归纳认识几

时半的方法，即几时半分针都是指向 6
（表示走到半时），时针走过几就是几

时半。

（4）可以让学生拨一拨几时半，加深

对认识几时半方法的掌握。

（5）注意几时半与几时 30 分的转

化，将口头语言用书面语言表示。比如，

4时半能表示成4时30分。

★例3是认识大约几时，将接近整时用大约几时表示，既是生活中的需要，也符合小学

一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教学时应充分利用学生的经验和已有认识钟面的知识，让学生明

确时针接近某个数，分针快到12，说明时间快到某个整时了，因此可以说成“快到几时”。如

果分针刚好走过12，说明时间刚好过某个整时，因此可以说“刚过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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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安排了 2个活动，第 1
个活动让学生在动手拨一拨中加深对

整时及几时半。活动时既要让学生动

手拨一拨，也要让学生认一认和说一

说，积累认识时间的活动经验。

★第2个活动是让学生说一说自己

一天的生活、学习时间的安排，培养学

生合理安排时间的习惯。

★练习十二安排了 7道题，包括思

考题，整个练习围绕巩固认识整时、几

时半和大约几时的方法安排。

★第1题连线，难度不大，巩固对整

时和几时半的认识。练习时让学生独

立完成。

★第 2题改错，通过判断促进学生

对认识整时和几时半方法的反思，从而

对认识时间的方法形成清晰的认识。练

习时特别应对读错的进行辨析，让学生

找出原因及时纠正。

★第3题将认识时间与书面表示结合，既促进对时间的认识，也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

练习时注意仔细规范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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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是认识大约几时，巩固大

约几时的认识方法。练习时注意仔细观

察，认真思考，先独立认识后再交流，交

流时注意说一说为什么是大约 3时、大

约 2时或大约 12时，以便对大约几时的

时针、分针的位置特点获得更清晰的

认识。

★第5题是根据生活经验开展这些

活动的时间，从另一个角度加深学生对

时间的认识。此题对一年级学生有一定

的难度，练习时让学生仔细思考再连线，

必要时教师可以适当指导。此外，结合

该练习题，可以对学生进行良好行为习

惯教育，比如中午应按时回家，积极参加

有益的活动等。

★第 6题拨一拨，是一道综合应用

的题，从上午10时到第2天上午11时30
分，钟面上指针应走多少圈，需要学生认

真思考。同时，通过该题目的练习，进一

步加深学生对整时及几时半的认识。

★思考题要求学生根据时间画出时针和分针，这与认识时间相比相对较难，需要先根据

时间去想象钟面上指针在什么位置，再画出来。因此，该题不但有利于学生巩固认识时间的

方法，也有利于学生培养空间观念。练习时应让学生根据时间，仔细想一想钟面指针是什么

样的，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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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计时工具的变化通过6幅连环画反映了计时工具从原始、粗糙

到精致、精确的发展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视野。

该数学文化的教学可以结合认知钟面进行，具体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有多媒体

的学校可以动态展示计时工具的发展过

程，让学生一边观察一边通过语言了解

计时工具的发展历史。没有多媒体的学

校可以让学生阅读教科书，通过观察图

画，了解计时工具的发展情况。此外，还

可以通过教师讲述加图片展示的方式介

绍计时工具的变化。

2.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当学生阅读

或观看完计时工具的发展变化后，应让

学生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引起情感的共

鸣，感受到计时工具的古老和劳动人民

的智慧与科技的进步。

3.还可以让学生在课外上网查阅资

料，进一步了解计时工具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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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1.早期的计时工具。

现今通用的六十进制时间系统，可追溯至约4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古

埃及。后来，中美洲地区开发类似的系统。第1个日历，可能在冰河时代末期，

由狩猎者创造。他们利用如树枝和骨头等工具，记录月相和季节。世界各

地——特别是在史前时期的欧洲都有石阵，例如英格兰的巨石阵。巨石阵是用

来预测昼夜平分点或至点（亦称二至点）的时间工具。那些巨石文明没有留下历

史纪录，因此，现代对他们的日历或计时方法，所知甚少。

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500年。

（1）日影钟。日影钟是第1个能够量度小时的装置。最古老的日影钟来自

埃及。古埃及约在公元前3500年建造的方尖碑，也是最早的日影钟之一。埃及

的日影钟把白天分为10个部分，另外加上4个“微亮小时”——早上 2个、傍晚

2个。

（2）水钟。在法老阿蒙霍一世（公元前1525年~公元前1504年）的墓中发

现了水钟，这显示古埃及最先使用水钟。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1年，柏拉图把

水钟（漏壶）引进古希腊之后，水钟成为古希腊广泛使用的计时工具。柏拉图也

发明了一种以水钟为基础的闹钟。虽然水钟比日影钟更好用，不过它们不准确，

因此希腊人寻求方法改善了他们的水钟。到公元前325年，水钟的准确度大为

改善。

（3）日晷。据说比提尼亚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狄奥多，发明了全球通用的日

晷。这个日晷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能准确报时，不过我们对它所知甚少。罗马

人在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期间，建造有史以来最大的日晷──奥古斯都日晷。

公元1~1500年。

（1）漏壶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中国，可能在早达公元前2世纪的商代。由汉

代（公元前202）开始，泄水型漏壶逐步被受水型漏壶取代，其特色是浮在受水壶

水面上的漏箭，随水面上升指示时间。

（2）蜡烛钟。最早提到蜡烛钟的，是一首写于公元520年的中国诗。诗中

说，燃烧的蜡烛是夜间量度时间的方法。直到10世纪初，日本一直使用类似的

蜡烛钟。

（3）香钟。远东地区除了使用水钟、机械钟和蜡烛钟外，也会使用香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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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国大约在6世纪首先使用香钟。香钟跟蜡烛钟很相似，不过香烧均匀而

且无火焰，因此在室内使用时，比蜡烛钟更准确、更安全。

（4）天文钟。1086年，苏颂检验太史局的浑仪时，决心要将浑仪、浑象和报

时装置结合，1088年，开始动工，1092年“水运仪象台”竣工。水运仪象台是一

个类似的天文台，分三层：上层是浑天仪（天体测量之用），中层是浑象仪（天体运

行演示），下层是司辰（自动报时器），全程用水力推动，可精确报时。

2.近代计时工具。

（1）机械钟。机械钟由僧人一行和官员梁令瓒发明。至元明之时，计时器摆

脱了天文仪器的结构形式，得到了突破性的新发展。元初郭守敬、明初詹希元创

制了“大明灯漏”与“五轮沙漏”，采用机械结构，并增添盘、针来指示时间，其机械

的先进性便明显地显示出来。到14世纪，西方国家广泛使用机械钟。在16世

纪，奥斯曼帝国的科学家达兹·艾-丁发明机械闹钟。

（2）摆钟。1583年，意大利人伽利略建立了著名的等时性理论，也就是钟摆

的理论基础。1656年，荷兰的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应用伽利略的理论，设

计了钟摆。第2年，在他的指导下，年轻钟匠哥士达成功制造第1个摆钟。

（3）袋表。18世纪期间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擒纵结构，为袋表（或称怀表）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人乔治·葛咸在1726年完善工字轮擒纵结构，所以使得

袋表机芯相对变薄。1757年左右，英国人汤马士·穆治发明了叉式擒纵结构，进

一步提高了袋表计时的精确度。19世纪期间，产生了大批钟表生产厂家，为袋

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4）手表。1904年，飞行员阿尔拔图·桑托斯·杜蒙特要求他的朋友，法国制

表匠路易斯·卡地亚，设计一个他可以在飞行时使用的表。其实在1868年，柏德

菲腊已经发明了手表，不过当时这种女士的手镯表，只当作首饰。路易斯·卡地

亚创造了桑托斯手表，是第1只为男士设计而且实用的手表。

（5）石英振荡器。1921年，华持·加迪制造第1个石英晶体振荡器。沃伦·

马利逊和JW．霍顿于1927年，在加拿大的贝尔实验室制造首个石英钟。1967
年瑞士人发明第1款石英表，1969年精工制作了世界上第1个商业化生产的石

英手表──雅士图。

（6）原子钟。原子钟比所有计时装置都准确，所以可以用于校准其他钟表。

第1个原子钟于1949年发明，现陈列于史密森尼学会。美国国家标准局的铯原

子钟，每年的误差只有三百亿分之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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