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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课时　圆柱的认识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２３~２４页主题图和例１,第２６页课堂活动第１题,第

２６页练习七第１题.

【教学目标】

１．学生能正确辨认圆柱,了解圆柱的特征,认识圆柱的底面、侧
面和高.

２．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使学生建立圆柱的空

间表象,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３．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感悟圆柱与现实的联系,激发学生学习

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认识圆柱的特征和高.
教学难点:建立圆柱的空间表象,形成相应的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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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圆锥形实物及几

何模型.
学生准备:圆柱形的实物、直尺、剪刀、白纸等.

【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

课件创设反映我国航天科技发展成就的展览情境,画面聚焦定

格于火箭模型.
教师:火箭在航天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作用巨大,我们观察一下火

箭的外形,有什么特点?
引导学生观察火箭模型的外形特点,发现火箭由圆柱和圆锥

组成.
教师:圆柱、圆锥在航天科技中有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

哪些地方用到了圆柱和圆锥呢?
根据学生的交流引入新课.
教师:圆柱和圆锥有这么广泛的应用,我们这一单元将专门学

习、研究圆柱和圆锥.
[点评:本环节通过创设航天科技发展成就展览的情境,吸引学

生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入本单元学习主题.在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引入本单元学习主题的过程中,让学生感悟圆柱、圆锥应用的

广泛性,体会学习的必要性与价值.]

二、新课探究

１．直观认识圆柱、圆锥

教师:刚才大家在观察火箭模型和联系日常生活中的实物的活

动中,认识了圆柱和圆锥,你们是怎样辨认圆柱和圆锥的? 结合实物

或模型说一说.
引导学生直观认识圆柱、圆锥的外形整体特征:圆柱圆圆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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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的,上下两头一样粗细;圆锥一头是圆形的,一头是尖尖的
[点评:引导学生整体直观地认识圆柱和圆锥,让学生对圆柱、圆

锥整体的外形特点有一个总体感知,在能正确辨认圆柱和圆锥的同

时,为后续认识圆柱和圆锥的特征打下基础.]

２．认识圆柱的特征

课件出示圆柱形的实物,然后去掉这些圆柱的颜色、图案,抽象

出圆柱体.

(１)认识圆柱的表面.

①独立观察操作.
教师:请大家拿出你们准备(或老师准备)的圆柱,看一看,摸一

摸圆柱的表面,你能发现些什么?

②小组内交流:你在圆柱的表面发现了些什么?

③全班反馈交流.
全班交流,圆柱有２个圆形的面和１个弯弯的曲面.教师根据

学生的发言引导学生认识圆柱的底面和侧面.
圆柱的２个圆形的面又叫作圆柱的底面.圆柱周围弯弯的曲面

又叫作圆柱的侧面.
结合交流,在圆柱的立体图形上板书:底面、侧面.

[点评:在由圆柱的实物抽象出圆柱立体图形的基础上,引导学

４７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案选





生独立看一看、摸一摸,具体直观地感知圆柱表面的特征,然后在小

组内及集体交流中完善自己的观察发现,让每一个学生都经历观察

发现的过程,形成具有直观形象支撑的表面特征认识,促进圆柱空间

表象的形成.]
(２)认识圆柱的高.
出示两个底面相等但高矮不同的圆柱.
教师:这两个圆柱有什么不同之处?
学生:高矮不同.
教师:那你能说说什么是圆柱的高吗?
结合学生的发言,教师引导学生总结:圆柱两个底面之间的距离

就是圆柱的高.在板书上标出圆柱的高,并写上高的名称.

观察圆柱后讨论:圆柱有多少条高?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通过观察得出:圆柱的高有无数条,它们都相等.
(３)测量圆柱的高.
学生拿出自己准备的圆柱,先画出高,再进行测量.
学生测量后汇报测量的过程及结果.
[点评:在圆柱高矮的比较中让学生认识圆柱的高,把学生的生

活经验数学化为数学概念认识,并结合具体图形和实物认识圆柱的

高,以及认识圆柱的高有无数条的特征.通过测量圆柱的高深化对

圆柱的高的认识,为圆柱的侧面积、体积的学习做好认知铺垫.]

３．学习例１

教师:圆柱的两个底面除了形状一样外,还有其他相同的地方

吗? 用自己手中的圆柱去研究一下.
学生独立观察操作.
全班交流.圆柱的两个底面是大小相等的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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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相等.(补充完整)
教师:圆柱的侧面是一个曲面,那这个曲面展开后是一个什么图

形呢? 请拿出准备好的圆柱形包装盒,把它剪开,再展开,看看是什

么图形?
学生动手操作,教师巡视指导.
全班交流:圆柱的侧面沿高剪开后展开,得到一个长方形,也可

能得到一个正方形;斜着剪会得到一个平行四边形.
观察、思考:展开后的长方形(或正方形、平行四边形)与圆柱有

什么关系?
引导学生观察发现:长方形的长等于圆柱底面圆的周长,宽就是

圆柱的高;平行四边形的底等于圆柱底面圆的周长,高就是圆柱的

高.(板书)
教师引导学生概括公式.
教师:如何计算圆柱的侧面积?
根据学生的总结板书:圆柱的侧面积＝底面周长×高.

４．课堂小结,揭示课题

教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些什么?
学生:认识了圆柱;认识了圆柱有２个相同的圆形底面,一个侧

面;认识了圆柱的高
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揭示课题并板书:圆柱的认识.
[点评:对本节课的学习过程做简单的梳理和回顾,深化学生对

学习过程和结果的认识,同时揭示课题.]

三、练习应用

１．完成教科书第２６页练习七第１题

(１)学生独立判断.
(２)同桌间交流订正.

２．完成教科书第２６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１)学生独立判断.
(２)全班交流订正,重点交流观察和思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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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动手做一做

给你手中的圆柱做一个完整的外包装,给它“穿上”外衣.
(１)学生独立操作.
(２)小组交流.
(３)选择学生有代表性的操作在全班展示.
[点评:整节课按教科书的编排意图,从现实情境引入,然后让学

生直观辨认圆柱和圆锥,整体认识圆柱和圆锥的特点,再深入认识圆

柱的具体特征.学生在独立观察和操作活动中发现圆柱的表面和高

的特点,最后进行圆柱特征的运用的练习.全课以直观学具、教具为

依托,让学生在直观感知活动中积累大量的感性经验,在此基础上引

导学生对特征进行归纳概括.在完整经历了“具体实物———抽象形

象———空间表象”的发展历程后,有效地促进了学生有关圆柱的空间

观念的发展.]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李帮魁)

第２课时　圆柱的表面积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２５页例２、例３,第２６~２７页练习七第２~７题.

【教学目标】

１．使学生在观察、操作活动中理解圆柱的侧面积和表面积的

含义.

２．在解决圆柱侧面积、表面积的问题过程中,结合具体情境,让
学生探索并掌握圆柱的侧面积和表面积的计算方法,会正确计算圆

柱的表面积.

３．学生能运用圆柱的侧面积和表面积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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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圆柱侧面积和表面积的含义,掌握圆柱的侧面积

和表面积的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能运用圆柱的侧面积和表面积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

问题.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圆柱实物及几何模型.
学生准备:圆柱形的包装盒或圆柱形的实物、直尺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复习引新

１．创设问题情境

出示一个没有外包装的圆柱形易拉罐实物(或课件呈现工厂生

产的、不带商标包装的易拉罐).
教师:要给这个易拉罐的侧面贴满商标纸,需要多大的商标纸?
(１)这个问题是求圆柱形易拉罐的什么? (侧面的面积)摸一摸

你手中圆柱的侧面,感受一下侧面积的大小,指给同桌看一看.
(２)圆柱的侧面展开后是什么形状的? 它的面积怎么求?
引导学生复习上一节课学习的圆柱的侧面展开后可能是长方形

或平行四边形.长方形的长等于圆柱底面圆的周长,宽就是圆柱的

高;平行四边形的底等于圆柱底面圆的周长,高就是圆柱的高.
结合圆柱侧面的特征,思考得出:圆柱的侧面积＝底面周长

×高.

２．引入课题

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圆柱侧面积和表面积的相关知识.
板书:圆柱的表面积.
[点评:以现实的问题情境引出求圆柱侧面积的实际问题,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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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探究思考的内在动力,同时使学生在问题的驱动下主动回忆上

一节课所学侧面的特征,推理得出求圆柱侧面积的方法,由此引入新

方法和新课题.]

二、问题解决,探索新知

１．学习例２
(１)出示例２.
(２)学生独立解决.
(３)展示交流.

６２．８×２２＝１３８１．６(cm２)
答:圆柱的侧面积是１３８１．６cm２.
(４)思考:知道圆柱的半径和高(或直径和高),怎么求圆柱的侧

面积?
引导学生思考得出:先求圆柱的底面周长,再求侧面积.

２．试一试

完成教科书第２６页练习七第２题中关于侧面积的计算.
(１)独立练习.
(２)小组交流订正.
(３)全班分析错误做法.

３．教学例３

课件出示例３.
(１)用铁皮做这个油桶,哪些地方需要用铁皮? “求做这个油桶

至少需要多少平方分米的铁皮”是求圆柱的什么?
引导学生分析思考,用铁皮做这个油桶需要做一个侧面、两个底

面,“求做这个油桶至少需要多少平方分米的铁皮”是求圆柱的表

面积.
(２)学生独立解决.
(３)小组内交流:你是怎样解决问题的,为什么这样解决?
(４)全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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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４×４×６＋３．１４×(４
２

)２×２

＝７５．３６＋２５．１２
＝１００．４８(dm２)

答:做这个油桶至少需要１００．４８dm２ 的铁皮.
(５)总结圆柱表面积的计算方法.
利用问题“圆柱的表面积是怎么求的”,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得出:

圆柱的表面积＝侧面积＋两个底面积.(完成板书)

４．练一练

完成教科书第２６页练习七第２题中关于表面积的计算.
[点评:本环节例２、例３的教学,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让学生先尝试解决,在解决圆柱侧面积问题经验的基础上归纳总结

出圆柱表面积的计算方法,然后结合教科书第２６页练习七第２题的

练习,及时巩固所学知识,训练基本技能.]

三、及时应用,巩固提高

１．完成教科书第２６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１)学生独立测量解决,教师巡视指导.
(２)全班展示交流.

２．完成教科书第２７页练习七第３题

(１)学生独立解决.
(２)全班交流:是求的什么? 为什么这样求?

３．完成教科书第２７页练习七第４题

(１)学生独立解决.
(２)全班交流:为什么只计算了圆柱形通风管的侧面积?

４．完成教科书第２７页练习七第６题

(１)学生独立解决.
(２)全班交流:为什么只计算了圆柱形灯笼的侧面积和一个底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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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上面几个问题的解决,你觉得求圆柱的表面积要注意

些什么?
引导学生得出,要根据实际问题的情况灵活运用求表面积的

方法.

５．完成教科书第２７页第５,７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
[点评:本环节充分运用教科书上的练习,让学生解决只求圆柱

的侧面积、底面积,或者只求侧面积和一个底面积等多种情况,培养

学生灵活运用求圆柱表面积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回顾总结,反思提升

教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了些什么? 应

用圆柱的表面积解决问题时要注意什么?
[点评:本节课的设计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问题为驱动.

在问题情境中引入圆柱的侧面积和表面积的计算,让学生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积累有关圆柱的侧面积和表面积的活动经验,在此基础

上归纳总结求圆柱的侧面积和表面积的计算方法.二是体现以学生

为本.教学的各个环节都是让学生先思考、先练习、先解决问题,在
所有学生都经历独立思考与探究的基础上,教师再及时介入指导,提
升学生的认识.三是以直观为依托,课堂中的问题解决和侧面积、表
面积计算方法的探究,都结合了圆柱直观图形进行思考与探究,以丰

富学生对圆柱的相关表象和空间观念,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李帮魁)

第３课时　圆柱的体积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２８页例４,第２９页课堂活动,第２９页练习八第１~
４题.

１８

二、圆柱和圆锥





【教学目标】

１．引导学生经历圆柱体积计算的推导过程,掌握圆柱体积的计

算方法.

２．在让学生运用圆柱的体积公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

学生观察、猜测、分析、比较、综合的学习方法和思考方法.

３．在让学生独立探索、合作交流过程中感受探索数学奥秘的乐

趣,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情感.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经历圆柱体积计算的推导过程,掌握圆柱体积的计算

方法.
教学难点:在圆柱体积计算的推导过程中,理解将圆柱转化为长

方体的过程中,它们在转化前后的关系.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圆柱模型.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引入新课

教师:圆的面积怎样计算? 圆的面积计算公式是怎么推导的?
引导学生回忆把圆形分割转化为长方形的推导过程.
教师:你会计算哪些立体图形的体积了? 是怎样计算的? 还会

计算哪些物体的体积?
根据学生的交流引入并板书课题:圆柱的体积.
[点评:通过复习圆的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和长方体、正方体的

体积计算,为学生进行圆柱体积的探究学习做好知识、方法和情感

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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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探索,构建新知

１．圆柱的体积计算方法

(１)你打算怎样探究圆柱的体积计算方法? 你是怎样想到的?

①引导学生联想与推理:可以将圆柱转化为长方体来计算.因

为圆形可以转化为长方形,所以圆柱也可以转化为长方体.
教师: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平均分割

成若干小等分的圆柱,小组内操作一下,看大家能不能将它转化为长

方体,从而求出圆柱的体积.

②学生小组内操作,教师巡视指导.

③全班交流.
教师:大家把圆柱转化为长方体了吗?
把大家的作品展示一下.(可以借用老师的教具进行)

(２)转化后得到的长方体与原来的圆柱有什么关系?

①引导学生独立观察.

②小组内交流自己的发现.

③全班交流,各小组派１名代表交流本组意见,教师相机梳理、
引导和板书.

长方体的底面积等于圆柱的底面积,长方体的高就是圆柱的高.

教师:如果用V 表示圆柱的体积,S 表示圆柱的底面积,h 表示

圆柱的高,你能用字母表示圆柱的体积公式吗?
板书:V＝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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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环节引导学生聚焦于两个核心问题,即:圆柱怎么转化

为长方体? 转化前后有什么联系? 在直观操作和分析推理的基础

上,归纳得出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让学生真正理解并掌握圆柱体积

的计算方法,感悟转化的数学思想.]

２．试一试

圆柱的底面积是２８．６cm２,高１５cm,求圆柱的体积.
(１)学生独立计算.
(２)全班交流订正.
(３)知道圆柱的底面积和高可以求出圆柱的体积,那么知道其他

哪些条件也可以求出圆柱的体积?
引导学生思考得出:知道圆柱的底面半径(或直径、周长)和高,

也可以求出圆柱的体积.

３．学习例４
(１)小组合作测量求圆柱体积的数据.
(２)学生独立计算.
(３)全班交流不同的数据与计算方法.选分别测量圆柱的半径、

直径、周长和高的小组的学生,代表小组进行交流.
[点评:通过“试一试”引出计算圆柱体积需要的条件的思考,既

让学生巩固了圆柱体积的计算公式,又适度拓展了圆柱体积计算公

式应用的条件范围,为例４学习中多样化的测量条件(圆柱底面周

长、直径)的产生做了充分的孕伏,使例４成为圆柱体积公式全面运

用的实际问题,在运用中提升学生对圆柱体积公式的理解.]

三、练习运用,巩固提高

１．完成教科书第２９页练习八第１题

(１)学生独立计算.
(２)小组内交流订正.

２．完成教科书第２９页课堂活动

(１)小组合作完成.
(２)订正后讨论:求容积和体积有什么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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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完成教科书第２９页练习八第２题

(１)学生独立判断.
(２)全班交流订正,重点说明理由.

４．完成教科书第２９页练习八第３,４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交流订正.
[点评:练习活动中以独立练习为主,合作互学为辅,重点对学生

练习中的思维过程进行交流,引导学生理解性地运用所学知识,培养

学生运用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回顾反思,总结概括

教师: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点评:整节课充分利用学生的学情基础,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探究.具体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利

用迁移规律复习引新,使学生能够主动将以前学习过程中多次体验

过的转化思想方法,运用到圆柱的体积公式探究中来,让学生能学、
会学.二是运用多种学习方式,为学生创造参与的时空条件,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自
主探索、合作交流等方式,在实验中进行观察、操作、思考、说理,调动

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提升学习质量.三是在运用拓展中丰富学生对

圆柱体积公式的理解,让学生尝试在不同情境的实际问题中求圆柱

的体积,进一步区分容积与体积的计算,在运用中加深对圆柱的体积

公式理解的同时,提升学生知识的实践运用水平,有效达成学习

目标.]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李帮魁)

第４课时　圆柱的体积练习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２９~３０页练习八第５~１０题及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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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在练习中运用圆柱的表面积和体积知识解决简单的实

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与实践能力.

２．让学生经历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学习过程,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在练习活动中,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求实的学习态度.

【教学重、难点】

运用圆柱的表面积和体积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准备】

生活中圆柱形物体和容器.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教师:我们学习了有关圆柱的哪些知识?
引导学生对圆柱的相关知识做简单的梳理.
教师:下面我们将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一些与圆柱有关的实际

问题.
板书课题:圆柱的体积练习.
[点评:在师生谈话过程中引发学生回忆和梳理圆柱的认识、表

面积、体积及相关计算等知识,促进学生形成合理的认知结构,为练

习运用激活相关认知经验.]

二、基本练习

１．教科书第２９页练习八第５题

(１)学生独立思考: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先求什么,再求什么?
(２)同桌交流: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先求什么,再求什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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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４)全班交流订正.

　３．１４×２２×２．５×５５０
＝１２．５６×２．５×５５０
＝１７２７０(kg)

＝１７．２７(吨)
答:略.

２．教科书第３０页练习八第６题

(１)学生独立读题、思考:两个问题分别是求什么? 怎么求?
(２)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３)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问题解决过程,重点交流为什么这

样算.
(４)选代表在全班展示.
[点评:在练习活动中以独立练习为主,让学生围绕“为什么这么

解决”的问题进行思考并解决问题,深化学生对圆柱的表面积和体积

的理解,促进学生正确合理地解决有关圆柱表面积和体积的问题.]

三、综合练习

１．教科书第３０页练习八第７题

(１)学生独立计算,思考圆柱的表面积和体积有什么不同.
(２)在小组内交流订正,并分析错误原因.
(３)全班交流:圆柱的表面积和体积有什么不同?
引导学生归纳,圆柱的表面积和体积的不同有:①意义不同;

②计算方法不同;③计量单位不同.

２．教科书第３０页练习八第８题

(１)学生独立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２)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还有哪些困惑?
让学生提出有疑惑的地方,发动学生讨论,澄清不理解的地方.

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从管道中流出的混凝土想象成圆柱

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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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学生独立解决.
(４)全班交流订正.

３．教科书第３０页练习八第９题

(１)分析问题:把棱长是９cm 的正方体削成一个最大的圆柱体,
过程是怎样的?

先让学生想象并适当交流,然后通过实物或课件演示,让学生形

成正确的表象.
(２)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３)展示交流:说说为什么这么解决.
[点评:在综合练习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自主性,先独立

思考或独立尝试,让所有学生经历应有的学习过程,再暴露学生个体

的理解,并依据学情因材施教,强化正确理解,及时纠正错误的认识,
切实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反思总结

教师:通过本节课的练习,你有什么收获?
[点评:引导学生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进行总结,增强学

生反思、总结的意识,提高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五、独立练习

完成教科书第３０页练习八第１０题,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解决

思考题.
[点评:整节课立足于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充分利

用学生的学情基础,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练

习.具体看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在基本练习中重点聚焦于“为什么这样

解决”,引导学生在分析、思考过程中把圆柱表面积、体积的意义和实际

问题情境的意义相对应,从而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帮助学生从本质

上,而不是从形式上理解运用圆柱表面积、体积的意义.二是在综合练

习中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自主性,先独立思考或独立尝试,让所有学生

经历应有的学习过程,在此基础上暴露学生个体的理解,并依据暴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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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因学施教,强化正确理解,及时纠正错误的认识,切实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运用多种学习方式,为学生创造参与的

时空条件,激发学习积极性,在基本练习和综合练习中尽可能多地引导

学生通过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方式,在实验中观察、操作、
思考、说理,调动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提升学习质量,在提升知识技能及

能力水平的同时,达到培育学生情感态度的目标.]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李帮魁)







 

圆　锥

第１课时　圆锥的认识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３１页例１,第３３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教学目标】

１．在观察、操作活动中使学生认识圆锥的特征及各部分的名称.

２．在学习活动中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发展学生

的空间观念.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在观察、操作活动中认识圆锥的特征及各部分的

名称.
教学难点:认识圆锥的高,会测量圆锥的高.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圆柱、圆锥实物及几何模型.
学生准备:圆锥形的实物、直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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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课件创设反映我国航天科技发展成就的展览情境,画面聚焦定

格于火箭模型.
教师:火箭由圆柱和圆锥组成,我们已经学习了圆柱的相关知

识,那么圆锥有哪些特点呢? 这节课我们就来认识圆锥.
板书课题:圆锥的认识.
[点评:本环节通过航天科技发展成就展览的情境,吸引学生注

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入本节课学习主题.在激发学生兴趣、引
入学习主题的过程中,让学生感悟到圆锥应用广泛,体会学习的必要

性与价值.]

二、自主探究,认识圆锥

１．实物感知,抽象图形

教师:生活中你在哪些地方见到过圆锥?
课件出示圆锥形的实物,然后去掉这些圆锥形物体的颜色、图

案,抽象出圆锥图形.

教师:下面我们来认识和研究圆锥的特征.你想研究圆锥的哪

些特征?
根据学生的交流引出圆锥认识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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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观察操作,认识表面

(１)让学生看一看、摸一摸老师准备的圆锥.提问:圆锥是由哪

些面围成的,有什么特征?
(２)学生独立观察、操作.
(３)在小组内交流:你在圆锥的表面发现了什么?
(４)全班反馈交流.
全班交流,得出结论:圆锥有一个圆形的面和一个弯曲的曲面.
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引导学生认识圆锥的底面、侧面和顶点.
教师:圆锥的圆形的面又叫作圆锥的底面;圆锥周围弯曲的曲面

又叫作圆锥的侧面;圆锥上面尖尖的地方叫作圆锥的顶点.
结合交流介绍在圆锥图形上板书:底面、顶点.

(５)课件演示圆锥的底面、顶点.
[点评:在由圆锥形实物抽象出圆锥立体图形的基础上,引导学

生独立看一看、摸一摸,具体直观地感知圆锥表面的特征,然后在小

组内及各小组间的交流中完善自己的观察发现,让每一个学生都经

历观察发现的过程,形成具有直观形象支撑的表面特征认识,促进圆

锥空间表象的形成.]

３．认识圆锥的高

出示两个高矮不同的圆锥.
教师:这两个圆锥有什么不同之处?
学生:底面大小不同,高矮不同.
教师:那你能说说什么是圆锥的高吗?
结合学生的发言,教师引导总结:圆锥顶点到底面圆心之间的距

离就是圆锥的高.在板书上画出圆锥的高,并写出高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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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圆锥图形讨论:圆锥有多少条高?
通过观察得出:圆锥的高只有１条.

４．小结圆锥的特征

教师:综合前面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圆锥具有哪些特征?
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圆锥有一个顶点,底面是一个圆,只有一

条高.
[点评:在这一环节中,学生通过看、摸、说、议、辨等活动,充分调

动感官积极参与探究活动,自主寻找圆锥的高,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

体意识.]

三、练习巩固

１．辩一辩,指出下图中哪些图形是圆锥

(１)学生独立辨认.
(２)同桌间交流订正.

２．判断

(１)圆柱的上、下两个面都相等. (　　)
(２)圆锥的高和圆柱的高都有无数条. (　　)
(３)测量圆锥的高时只要测出顶点到底面圆周上一点的距离,就

是圆锥的高. (　　)

３．教科书第３３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１)学生拿出自己准备的圆锥,想想怎样测量圆锥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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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先独自思考,再小组讨论测量方法.
(２)小组合作测量圆锥的高.
(３)集体展示各小组测量高的方法.
[点评:在辨认、判断和测量中巩固学生对圆锥的认识,注重对概

念的理解和运用,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对圆锥特征的理解.特别是通

过测量,突破对圆锥的高的认知难点,在合作测量中使学生进一步认

识体会圆锥的高是顶点到底面圆心之间的距离.]

四、反思总结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探究,同学们有收获吗? 你觉得这节课学习

的哪些内容比较难? 对这些内容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点评:整节课从现实情境引入,从圆锥的直观实物和模型的观

察、操作切入,让学生深入认识圆锥的具体特征,学生在独立观察操

作、合作交流活动中发现圆锥的表面和高的特点,最后进行圆锥特征

的运用练习.针对圆锥的高的认知难点,全课以直观学具、教具为依

托,在直观感知活动中积累大量的感性经验,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对

其特征进行归纳概括.在完整经历了“具体实物———抽象形象———
空间表象”的发展历程后,有效地促进了学生有关圆锥的空间观念的

发展.]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李帮魁)

第２课时　圆锥的体积(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３２页例２、例３,第３３页课堂活动第２题,第３４页练习

九第１~５题.

【教学目标】

１．结合具体情境,探索并掌握圆锥的体积计算方法.
２．在运用圆锥的体积公式解决问题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归

纳等能力,使学生感受数学的转化思想.
３．使学生在独立探索、合作交流过程中感受学习数学的乐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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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情感.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经历圆锥体积计算的推导过程,掌握圆锥的体积计算

方法.
教学难点:在圆锥体积计算的推导过程中,理解转化前后的

关系.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圆柱体、圆锥体,等底等高的圆柱和圆锥,圆柱形水

槽,河沙或水.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１．情境激疑

用课件呈现两个小朋友在蛋糕店里买蛋糕的情境.蛋糕有圆柱

形和圆锥形 两 种,圆 柱 形 蛋 糕 底 面 直 径 ２０cm,高 ５cm,单 价:
４０元/个;圆锥形蛋糕底面直径２０cm,高１５cm,单价:４０元/个.

引出问题:两个小朋友买哪种蛋糕合算?
组织讨论:两个小朋友遇到了什么困难? 谁能帮他们解决这个

问题? 学生发言交流.
教师: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考虑两种蛋糕的什么呢?
引导学生明白要考虑蛋糕的体积.

２．引入课题

教师:我们已经学习了圆柱体积的计算方法,这节课我们一起研

究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
揭示并板书课题:圆锥的体积(一).
[点评:通过真实有趣的情境引发学生的困惑与问题,激发学生

学习探究的动力,为新课的学习探究做了很好的情感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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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探究,学习新知

１．教学例２和课堂活动第２题

(１)引发猜想:圆锥的体积怎么计算?
鼓励学生大胆猜测:圆锥的体积＝底面积×高;圆锥的体积＝

底面积×高×
１
２

;圆锥的体积＝底面积×高×
１
３

对学生的各种

猜想,教师均给予肯定.
[点评:这一环节引发学生猜想,激发学生去探究寻找答案的学

习热情,为学生后续学习提供动力.]
(２)合作探究.
教师:圆锥的体积到底该怎么计算? 用老师为你们提供的学具

进行小组合作探究,看看有什么发现?
合作学习材料:等底等高空心的或实心的圆柱和圆锥、不等底等

高空心的或实心的圆柱和圆锥,河沙或水,水槽.

　　　　　　　　 合作学习记录单

１．小组选用的工具: .

２．实验探究的规则: .

３．我们小组的发现: .
　

提出要求:①确定研究的方法思路.②选择好研究实验的材料.

③分工合作开展研究.④填写好合作学习记录单.⑤准备全班

交流.
小组合作探究,教师巡视指导并参与学生的活动.
(３)全班展示交流.

①引导学生按照合作学习记录单展示,重点突出小组的发现.
展示多种情况.

②课件演示其中一个实验过程:用空心的圆锥装满水,再把水倒

在与这个圆锥等底等高的空心圆柱形容器中,倒了３次,刚好装满圆

柱形容器.
(４)公式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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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根据上面的探究过程,怎么计算圆锥的体积?
引导学生理解:只要求出与这个圆锥等底等高的圆柱的体积,再

乘
１
３

,就得到圆锥的体积.

圆柱的体积＝底面积×高

V＝S×h

圆锥的体积＝
１
３×底面积×高

V＝
１
３×S×h

让学生阅读教科书第３２页例３前面的内容.
[点评:本环节充分放手让学生自主合作实验.通过实践操作活

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探索出求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既培养了学生探

究推理能力,又激发了学生的探究热情,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和学生的主体地位.]

２．教学例３
(１)出示问题,学生独立解答.
(２)学生上台展示解答情况并说出思考过程.
[点评:放手让学生独立求铅锤的体积,增强学生对圆锥体积计

算公式的理解和运用.]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１．完成教科书第３４页练习九第１题

(１)学生独立判断.
(２)集体交流订正,说出判断的理由.

２．完成教科书第３４页练习九第３题

(１)学生独立解决.
(２)小组内交流订正,说出思考过程.
(３)全班交流,引导容积和体积认识的区别.

３．完成教科书第３４页练习九第４题

(１)学生独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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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集体交流订正.重点引导学生交流思考过程.

４．解决开课时引入的问题

(１)独立解答买蛋糕的问题.
(２)得出结论:两种蛋糕的体积一样大,因此买哪种形状的蛋糕

都一样.
[点评:在判断、填空、计算等练习过程中,既注重对概念的理解,

又注重概念变式的运用,引导学生对圆锥体积的含义有进一步的理

解,提高学生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独立练习,全课总结

１．完成教科书３４页第２,５题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

２．全课总结

教师:在这节课的学习中,你有哪些收获? 还有什么疑问?
[点评:本节课由现实问题情境引发学生提出问题与猜想,产生

困惑,激发学生想验证、探究的内在动力.通过学生互助合作、自主

探究、动手实验等学习方式探索等底等高的圆柱和圆锥之间的关系,
从而推导出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在学生理解了体积计算公式后,
引导学生在判断、填空、计算等练习过程中,既注重对概念的理解,又
注重概念变式的运用,引导学生对圆锥体积的含义有进一步的理解,
提高学生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整节课学生的主

体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学生的学习探究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合作交往的能力都得到有效的培养.]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李帮魁)

第３课时　圆锥的体积(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３３页例４,第３５页练习九第６~１０题及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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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１．通过综合运用圆柱、圆锥等知识解决问题,促进学生进一步掌

握圆柱及圆锥的知识.

２．使学生能综合运用圆锥体积计算等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培养

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３．使学生感受圆锥体积计算公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会数

学的价值.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进一步理解并掌握圆锥体积计算公式,应用圆锥的体

积公式分析解决问题.

教学难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解决圆柱、圆锥体积计算的实际

问题.

【教学准备】

投影仪、多媒体课件等.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引入新课

１．计算下面圆柱和圆锥的体积

在练习中复习圆柱和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
８９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案选





２．谈话引入新课

教师:这节课我们就利用计算圆锥体积的方法解决生活和学习

中常见的数学问题.
板书课题:圆锥的体积(二).
[点评:在计算中对圆柱和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进行复习,同时

通过谈话引入课题,既为本节课的教学起到较好的铺垫作用,又简洁

高效地直击新课学习目标.]

二、自主探索,解决问题

１．教学例４
(１)出示例４情境图.
(２)分析问题.
教师:这道题讲的是什么事情? 知道哪些条件? 要求什么问题?

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①学生独立思考.

②小组交流.

③全班交流.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引导学生结合直观情境图,
运用分析法或综合法进行分析,让学生明白解题步骤.先求圆锥的

底面半径,再求圆锥的底面积,再求圆锥的体积,然后求这堆煤的质

量,最后求需要车的辆数.
(３)解决问题.

①学生独立解决.

②小组交流订正.

③全班反馈错误的地方.

煤堆的体积:１
３×３．１４×(１８．８４÷２÷３．１４)２×１．８＝１６．９５６(m３)

要多少辆车运完:１．４×１６．９５６÷５≈５(辆)
答:略.

２．试一试

(１)独立解决教科书第３５页第８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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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反馈交流:先求什么? 再求什么?

３．小结

教师:通过解决这两个问题,你有什么收获和体会?
引导学生明白解决问题先要分析问题,弄清楚先求什么,再求什

么;或者是分析要求什么,应该知道什么,再怎样求.理解分析问题

的过程,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点评:在学生已有圆锥体积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分析

问题的过程与方法进行教学.通过学生独立自主探究寻找解决问题

的方法,在合作交流中完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集体交流中提升解决

问题的策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练习巩固,应用深化

１．完成教科书第３５页练习九第９题

(１)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
(２)小组交流订正,集体反馈错误点.

２．完成教科书第３５页练习九第６题

(１)学生独立分析问题:知道什么? 要求什么? 怎么求?
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分析,先求出圆柱的体积,也就是

熔铸成圆锥的体积,再根据圆锥的体积和底面积,求出圆锥的高.
(２)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３)小组交流订正.
(４)回顾反思:回顾解决问题的过程,你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

键是什么?
引导学生认识圆柱形钢件熔铸成圆锥,虽然形状变了,但体积

不变.

３．完成教科书第３５页练习九第７题

(１)理解题意:把这个圆柱削成一个最大的圆锥,削成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圆锥?
先引导学生想象这个圆锥的底面和高与圆柱的底面和高分别相

等,再课件演示验证,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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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后集体订正.

４．拓展练习(机动)

(１)完成教科书第３５页思考题.
(２)有一个底面周长是３１．４dm,高６dm 的圆锥形容器,里面装

满了绿豆.现在要把这些绿豆放入另一个高６dm 的圆柱形容器里,
刚好装满.这个圆柱形容器的底面直径有多大?

[点评:通过运用圆柱和圆锥的体积计算解决现实情境中的问

题,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圆柱和圆锥体积计算方法的理解,提升学生灵

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

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四、反思强化,归纳总结

教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 有什么收获和体会?
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对圆锥和圆柱的体积计算更熟悉了.

圆锥和圆柱的知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我们

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点评:这节课以圆柱和圆锥体积计算的运用,立足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充分利用学生学情基础,发挥学生主观能

动性,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运用圆柱和圆锥体积、表面积的计算方法

解决问题.具体看有以下特点:一是重点聚焦于“怎样解决”,引导学

生在思考分析过程中把圆柱、圆锥体积的意义和实际问题情境意义

相对应,从而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帮助学生从本质上,而不是从形

式上理解运用圆柱和圆锥体积的意义.二是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自

主性,先独立思考或独立尝试,让所有学生经历应有的学习过程,在
此基础上暴露学生个体的理解,并依据暴露的学情因学施教,强化正

确理解,及时纠正错误的认识,切实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三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利用直观图形和学生已有的表象,在
观察与想象中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李帮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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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与复习

第１课时　整理与复习(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３６页整理与复习,第３６页练习十第１~４题.

【教学目标】

１．通过自主整理,进一步促进学生对有关圆柱、圆锥知识的掌

握,沟通圆柱、圆锥等有关知识的联系,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发展.

２．进一步培养学生应用圆柱、圆锥的知识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发
展学生的空间概念.

３．在整理与复习过程中培养学生自主整理复习的学习方法和

能力.

【教学重、难点】

在整理与复习过程中建立完善的单元知识体系,培养学生自主

复习整理的学习能力.

【教学准备】

圆柱、圆锥形实物模型,多媒体课件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复习

１．课件展示单元主题图

出示主题图,创设反映我国航天科技发展成就的情境,画面聚焦

２０１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案选





于火箭模型.
教师: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学习了圆柱和圆锥的哪些知识?

２．引入课题

教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对本单元的学习内容进行整理与复习.
板书课题:整理与复习(一).
[点评:利用单元主题图创设情境,唤起学生对本单元所学习内

容的主动回忆,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整理与复习的热情.]

二、自主整理,完善认知

１．自主整理

教师:大家对本单元学习的内容掌握得很好,你能把这些内容按

你自己的方式整理一下吗? (学生独立回忆并整理)

２．小组交流

教师:把你们的整理成果在小组内交流,看看别人的整理成果和

你自己的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优点和不足? (小组交流并完善整理)

３．全班展示

选有代表性的整理作品进行展示,引导学生在质疑评价中进一

步完善认知体系.
(１)表格式整理.

名称 底面 高 表面积 体积

圆柱

上、下两个面是

圆 形,大 小 相

等;侧面是曲面

两个 底 面 之 间

的距离;有无数

条高

侧 面 积 ＋ 底 面

积×２
V＝Sh

圆锥
底面是圆形,侧
面是曲面

顶点 到 底 面 圆

心的距离;只有

１条高

— V＝
１
３Sh

　　(２)结构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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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柱
和
圆
锥

圆柱

上、下两个面是圆,同样大

侧面是曲面　侧面积＝底面周长×高

有无数条高

体积＝底面积×高　(V＝Sh)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圆锥

底面是圆

侧面是曲面

有１条高

体积＝
１
３×底面积×高　(V＝

１
３Sh)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３)其他整理方式展示.
在展示每一种整理方式后,引导学生进行质疑、评价、补充,完善

单元知识体系.特别是圆柱表面积、圆柱和圆锥体积公式的推导过

程,应引导学生在展示评价中进行梳理.
[点评:该环节引导学生独立整理,主动建构整体的单元知识结

构,并在小组内合作交流、全班展示中进一步理清思路,建构合理的

单元知识认知结构,让学生能完整有序地归纳所学的知识,培养学生

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整理的能力.]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１．完成教科书第３６页算一算

(１)独立完成.
(２)小组内交流订正.

２．完成教科书第３６页练习十第３题

(１)独立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２)小组内交流自己的想法.
(３)独立解决后在全班内订正,教师注意对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

进行外化引导.

３．完成教科书第３６页练习十第１,２,４题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
[点评:立足于基本练习,对圆柱的表面积、圆柱和圆锥的体积计

４０１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案选





算进行巩固运用,深化学生的理解.同时辅之以适当的变式练习,提
升学生灵活运用圆柱、圆锥的表面积、体积计算知识的能力.]

四、反思强化,总结交流

教师:这节课你有哪些收获? 说说你的感受.
[点评:这节复习课中,重点立足于学生自主复习整理能力的培

养和建构单元完整知识认知体系的学习,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放
手让学生独立整理与复习,在合作交流、集体展评中逐步完善.注重

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网络建构的过程,重视计算公式的形成过程,引
导学生在整理知识的同时,沟通知识间的内在联系,重视知识的转

化,让学生感受知识与生活息息相关.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通过自

主学习、自主讨论的方式,培养学生的类比推理能力和归纳能力,发
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李帮魁)

第２课时　整理与复习(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３７页练习十第５~９题及思考题.

【教学目标】

１．通过练习,进一步巩固学生对圆柱的表面积、圆柱和圆锥体积

的计算方法的掌握.

２．进一步培养学生根据实际问题进行灵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重、难点】

进一步理解圆柱的表面积、圆柱和圆锥的体积的计算方法,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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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圆柱、圆锥形实物模型,多媒体课件等.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直接引入课题:今天这节课我们复习应用所学的有关圆柱、圆锥

的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板书课题:整理与复习(二).
[点评:开门见山地引入学习主题,迅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然后

开展单元综合复习、练习的过程.]

二、基本练习

１．计算体积

(１)独立计算.
(２)交流订正.

２．完成教科书第３７页练习十第５题

(１)分析问题:要求“她每天要喝几杯水”,需要知道什么?
引导学生结合题意分析所求的问题,要求该问题需要知道每天

正常饮水量和水杯的容积,确定解决问题的步骤.
(２)解决问题.
水杯容积:３．１４×(４÷２)２×１０＝３．１４×４×１０＝１２５．６(mL)
每天要喝几杯水:１L＝１０００mL,１０００÷１２５．６≈８(杯)
答:她每天大约要喝８杯水.

３．完成教科书第３７页练习十第８题

(１)分析问题:独立思考,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先求什么? 再求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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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为什么?
引导学生分析解题步骤:①求体积;②求圆锥的底面积.
教师:知道圆锥的体积和高,怎么求底面积?
引导学生思考得出:

圆锥的底面积＝圆锥的体积÷高÷
１
３

.

(２)独立解决问题.
(３)交流订正.
[点评:基本练习立足于对圆柱表面积、圆柱和圆锥体积的简单

运用,深化学生的理解,提升灵活运用圆柱表面积、圆柱和圆锥体积

公式进行计算的能力,为后续的拓展练习打好基础.]

三、拓展练习

１．完成教科书第３７页练习十第６题

(１)分析问题:结合图形分析,怎么求陀螺的体积? 为什么?
引导学生分析得出,陀螺的体积等于圆柱的体

积加圆锥的体积.
(２)独立解决问题.
(３)小组内交流订正,全班纠正典型错误.

２．完成教科书第３７页练习十第７题

(１)分析问题:求“压路机前轮转动一周,可以压

路多少平方米”,实际上是求压路机前轮的什么?
引导学生理解该问题实际上是求压路机前轮的侧面积.
教师:怎么理解“如果每分前进５０m,这台压路机１时压路多少

平方米”? 为什么?
引导学生理解压路机压路所形成的形状是一个长方形,求压路

机压路的面积就是求长方形的面积.
(２)解决问题.

①第１问:

３．１４×１．２＝３．７６８(m)压路机前轮滚动一周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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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６８×１．８≈６．７８(m２)压路机前轮滚动一周的压路面积

②第２问:
方法１:

１．８×５０＝９０(m２)压路机每分压路的面积

９０×６０＝５４００(m２)压路机１时压路的面积

方法２:

５０×６０＝３０００(m)压路机１时前进的长度

１．８×３０００＝５４００(m２)压路机１时压路的面积

３．完成教科书第３８页练习十第９题

(１)独立解决.
(２)集体交流订正.

４．思考题

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完成.
[点评:拓展练习的重点是练习圆柱表面积、圆柱和圆锥的体积

在复杂情境中的运用,让学生在理解圆柱表面积、圆柱和圆锥体积的

同时,提升灵活运用圆柱表面积、圆柱和圆锥体积知识来解决问题的

能力.]

四、反思总结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解决问题,你有什么收获?
重点引导学生对分析问题的思维过程进行反思总结.
[点评:本节课设计的特点一是练习的目的性和层次性强.通过

基础练习、拓展练习来体现练习运用的层次性,练习难度遵循由浅入

深、层层递进的原则,以期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在练习中为学

生提供了富有启发性、思考性、现实性的问题情境,为培养学生的分

析、应用能力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源.三是以分析问题为切入点,引导

学生学会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能在练习中分析问题所指

或是分析条件的作用或是明确题意等,力求让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得到提升.]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李帮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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