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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确定位置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在具体情境中认识列和行，知道确定第几列、第几行的规则；初步理解数

对的含义，能在方格纸上用数对表示具体情境中物体的位置。

2. 经历从用数对描述具体情境中物体的位置到用数对描述方格纸上点的位

置的抽象过程，知道数对与方格纸上点的对应关系。

3. 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获得成功的体验和经验，感受用数对表示物体

位置的简洁性和对应关系，激发学习兴趣，进一步发展空间概念。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由 4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练习八组成。在一年级已经学习的用

“第几组第几排”来描述学生座位的基础上，尝试用“第几列第几行”来表示，再尝

试把“第几列第几行”换成数对来表示。今后，在平面直角坐标系里还会继续用

数对表示点。在学习过程中，将学生已有的经验加以提升，用抽象的数对来表示

位置，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提高抽象思维能力。

[单元教学重点] 能在方格纸上用数对表示某个物体的位置。

[单元教学难点] 能由“第几列第几行”顺利过渡到一个数对，并知道这

个数对与方格纸上点的对应关系。

（三）单元教学建议

用“数对”表示一个具体情境中物体的位置、表示方格纸上的点，对于四年级

学生而言还是比较抽象的。因此，教学时，建议老师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找准基

础，抓好过渡。用数对表示物体位置的学习基础是小学低年级学习的“找座位”，

即用“第几组第几排”表示某个学生在教室的位置，用“第几列第几行”来过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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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对。二是充分利用方格纸，把教室位置图转换成方格图，那么“第1列第1行”

就是数对（1，1），“第5列第3行”就是数对（5，3），让学生知道第一个数表示列，第

二个数表示行。三是把握好《标准》要求，“在具体情境中，能在方格纸上用数对

（限于正整数）表示位置，知道数对与方格纸上点的对应”，教学和评价时都不应

超过这个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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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2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例2，完成相应的课堂活动及练习八

第1～4题；第2课时，教学例3、例4，完成相应的课堂活动及练习八第5～7题、思考题。

★例1学习“列和行”，有四个层次：

一是直接呈现小红所在班级的座位图，

引起学生对原有知识的回忆；二是对照

学生座位图编排了方格图，并明确小红

的位置可以用方格图中的点来表示，这

是从具体位置向用数对表示位置的关键

一步，教科书中的对话框“小红的位置用

第3列与第2行交叉处的点表示”，给出列

和行这两个名称；三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

列和行，教科书又安排了一个对话框，让

学生去找小娟的位置是第几列第几行，为

给用数对表示位置奠定基础；四是“说一

说”，既有从具体情境中的位置到方格图上

位置的抽象，又有对列和行的理解。

教学时，首先让学生在教室情境中

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小红所在的位置。其

次，教师要清楚地介绍列和行是什么，可

以结合座位图，告诉学生并让学生找一

找班上座位的列和行。在此基础上，再

让学生把小红的位置用列、行表示，这样

学生就可以确定小红的位置在第 3列

第 2行。然后让学生类比迁移，找一找

小娟在第几列第几行。最后是让学生自

己完成从座位图到方格图的抽象转换，

结合座位图和方格图，找出小强在第几列第几行，并标出小强的位置。

★例2是在学习例1的基础上，直接用方格棋盘的一部分作为方格图来引导学生探讨确

定位置的方法，这就把例1的情境图和方格图合二为一了。

教学时，除了让学生直接说出黑、白棋子各在第几列第几行之外，对于用数对表示其位

置，教师要让学生明确用数对表示位置的方法，从而让学生初步理解数对的意义。同时还要

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体会、感悟用数对表示位置的优越性，即用数对表示位置简明、清

楚、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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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1题安排的是确定班

上学生的座位位置，这是一个实践性很

强的题目。由于不清楚每个班的具体人

数，教科书设计了 9列 9行的方格，这样

可供 9×9=81（人）确定位置。在做题目

时不必使用整个方格图，根据班上学生

的实际情况使用方格图的一部分就行

了。通过这个活动，让学生感受到每个

学生都能在方格纸上找到相应的位置。

★课堂活动第2题和例2略有不同，

本题是根据给出的数对在方格图上找出

它们相应的位置，这是同一个问题两个

不同的思维层面，其用意是让学生通过

此题进一步熟悉用数对确定位置的方

法，形成一定的技能。另外，本题的2个
小题都结合了平面图形的知识，这样能使

学生进一步掌握已经认识的图形特征。

★例3是把方位图和方格图合二为

一，有一定的综合性。教科书为了降低

难度，有意设计小方每分行走的米数等

于方格图中每格的边长代表的米数。这

样不必进行任何换算，只要在第 3行这

条直线上向右依次数出 8格，就可以确

定学校的位置了。教科书为了让学生经历用数对确定学校位置这个过程，用对话框给出提

示：“学校位置在图上第几列第几行”，引导学生感悟，要用数对确定学校的位置，就必须先确

定学校在图上处于第几列第几行。这样编排有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数对，掌握用数对确定

位置的方法，从而使学生不断丰富对现实空间和平面图形的认识。

教学时，第一要让学生看懂方格图，弄清小方从家出发向东走，在图上是朝哪个方向走；

第二是按题目中给定的条件数方格，学校的位置在图上是第几列第几行，这是用数对确定位

置的关键；第三是用数对表示学校的位置之后，还要让学生用数对表示小方家的位置，然后

比较两个数对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从而让学生理解在同一行上的物体位置，数对中的第2
个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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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仍是方位图与方格图的统

一。与例 3相比，例 4有两个变化：第一

是根据方格图上呈现的信息，不再提示

“它在第几列第几行”；第二是信息量明

显多于例 3，并且确定白兔跑动后的位

置时还要考虑灰兔的行走速度和行走路

线，体现了数学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

例4的编排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注意“由

扶到放”，引导学生掌握用数对表示点的

位置的方法，先示范用（8，1）表示方格纸

上白兔的位置，再让学生尝试用数对分

别表示灰兔、森林所在的位置；二是精心

设计灰兔、白兔、森林的位置，如白兔、森

林的位置处在同一列，灰兔、森林的位置

处在同一行。这样编排，有助于学生逐

步加深对数对的理解，提高用数对确定

位置的能力。

教学时，一是分步出示例 4的方格

图中的物体，先出示方格图上的白兔，让

学生尝试用数对表示白兔的位置，然后

要让学生说一说，为什么白兔的位置能

用数对（8，1）表示，接下来再出示灰兔和

森林，让学生独立地用数对表示灰兔和

森林的位置；二是引导学生观察方格图

上处于同一列或同一行的两个物体，比

较写出表示这些物体的数对有什么相同点，从而逐步掌握用数对确定位置的方法；三是引导

学生再看方格图，弄清白兔回家的路程就是白兔和森林之间的方格数，再根据题目给出的条

件，数出灰兔、白兔各自要走的方格数，从而确定灰兔到家时，白兔在方格图上的位置是第几

列第几行，最后用点对表示出来。

★课堂活动是通过掷骰子来确定位置的游戏活动，并且给出了游戏的规则和活动的方

法。这样既能巩固用数对表示位置这一内容，又能增加活动的趣味性，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参

与学习的热情。注意：在方格纸上，只要从方格的一个交叉点到另一个交叉点，就是一格。

教学时，要预先备好方格图和骰子，并要给学生讲清楚游戏的规则：一是前进的方向和

行走的路线；二是要做好记录，也就是把棋子每次行走的位置用数对表示出来，这才是本活

动的目的。本活动可以单人进行，也可以两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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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八第1题是直接根据列和行

在方格图上标出小林的位置。

★第 2题是让学生进一步熟悉列、

行与数对的对应关系，能顺利地进行“第

几列第几行”与数对的相互转化。

★第3题是用数对描述具体情境中

物体的位置，同时还有根据给定的数对，

在方格图上标出乒乓球活动场地的位

置的练习。这样顺序相反的两种练习，

有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数对，体会数学

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第4题是根据数对在方格图上找

点的位置，然后按要求连接成一幅小鱼

图。这样先找点再连线，有利于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使练习的内容及形式生

动活泼。

★第 5 题先让学生表示三角形中

A点向左平移 5格后的位置，再让学生

用数对写出 A点的新位置，使学生知道

A点的位置变了，但只是列数变了，行

数并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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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题是方位图与方格图融合在

一起，学生在练习前需要明白图中的方

位，知道学校是在羊村的西面（即图的左

边），另外，“每格的边长代表 60m”，1分
走60m就是1分走1格，7分就走7格，所

以学校的位置是（3，2）。

★第7题让学生根据图中各个障碍

物“▲”的位置，利用数对的意义及有关

方位的知识描述简单的行走路线，体现

出一定的综合性；并且本题行走的路线

不唯一，又体现一定的开放性，从而达到

训练学生思维灵活性的目的。

★思考题综合了确定位置和行程问

题的相关知识。题中非洲象的奔跑速度

是查阅相关资料得到的，学生在解答此

题、巩固知识的同时，既能增长一些自然

学科方面的知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又

加强了学科间的整合，让学生受到环保

教育。

思考题应先让学生思考“图中每格

的边长代表800m”的含义，再思考“求非

洲象的速度与哪些因素有关”，最后让学

生进行解答。本题的答案是非洲象每分

跑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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