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六 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通过观察、操作等活动，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了解这两种特殊的四边

形的一些基本特征。

2. 经历从实物抽象出平行四边形和梯形这两种图形的过程，提高对几何图

形的认识水平，同时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3. 通过学生动手摆图形、拼图形的操作活动，从中发现规律，体验数学问题

的探索性和挑战性。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特殊四边形中的平行四边形进一步认

识，二是新认识另一种特殊四边形——梯形。这两种平面图形对学生来说都不

陌生，两种图形的原型，在生活中都能见到。特别是平行四边形，在二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认识图形”中，学生就对其有了初步认识，并学会用“七巧板”（其中含

一块“平行四边形”）拼图。即使是梯形，对于学生来说，生活中也常能见到，如工

地上用的长梯、足球门的边网架（教科书第73页）等，早已留给学生对梯形的直观

形象的认知。这里只是需要通过进一步学习，经历将“实物”形象抽象成几何中

的“图形”这一过程。认识这两种平面图形，既扩展了学生对平面图形的认知领

域，又为今后进一步学习测量和面积计算、发展学生空间观念奠定了基础。

本单元在学习了“平行四边形”“梯形”两小节后，还安排了一小节“探索规

律”。这里通过“摆一摆”“拼图形”等活动，一方面巩固学生对两种平面图形的认

识；另一方面，由于本套教科书从二年级下册开始，将“探索规律”作为系统化编

排的专题小节，建构起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探索精神的平台，本小节的学习能让

学生有机会在给定的活动情境中，通过拼、摆所学习过的几种平面图形（板），探

索其中的隐含规律或变化趋势。这也是《标准》第二学段的专项要求。

[单元教学重点] 进一步认识平行四边形与梯形这两种特殊四边形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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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基本特征。为满足以后的测量、面积计算等的需要，对于两种图形的高，要有

较明确的认识。

[单元教学难点] 本单元第三小节“探索规律”的教学难度，体现在如何

通过游戏或操作活动，启发学生在拼、摆图形（板）的过程中，自主发现其中的隐

含规律和变化趋势。

“找规律”也是教学中容易产生“亮点”的地方。处理得好，“教学难点”就会

转变为“教学亮点”。

（三）单元教学建议

1. 加强操作活动，引导学生在操作中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本单元内容属于平面图形的认识范围。其中大量内容需要学生通过动手操

作来了解特殊的四边形（平行四边形、梯形）的图形特征，发现其与以前学习过的

四边形（长方形、正方形）之间的差异。例如拉动长方形木框，既可以发现平行四

边形的特征，还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关系。而这些发现，均需要学生通过

经历操作活动（如拉动长方形木框）的过程，在探索中去获得。因此，动手操作是

学生认识图形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具体实施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创设适当的情境，让学生产生游戏与操作活动的心理需求。如在玩拼七

巧板游戏前，认识七巧板中的大小三角形、正方形和其中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启

发或引导学生拼出更大一些的平行四边形或梯形。拼图时可以用其中几块，也

可以全用。当学生有了明确的操作目的（心理预期），再进行操作时，学生心理就

会自觉建立起相应图形的形象。

（2）关注学生对操作过程的经历和体验。不仅要让学生产生操作的心理需

要和明确操作目的，还应重视学生对操作过程的感受和体验。如拉动长方形木

框，观察木条的变化，要让学生交流动手操作的感受，发现木条长度未发生变化，

对角却发生了变化等。

（3）引导学生将自己操作的体验进行提炼和小结。学生对操作中所反映出

来的数学现象、变化规律，不一定都能理解，教师应作必要的帮助和引导，从而促

进学生空间观念的形成。如摆图形找规律时，可引导学生通过拼、摆，主动探索、

小结出“每增加1个平行四边形（块），图形周长就相应增长……”等结论。

2. 通过对两种图形的比较，加深学生对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认识

本单元学习两种特殊的四边形，与已经学习过的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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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教学时，要创设比较的环境，让学生在比较中去更好地

认识平行四边形与梯形。

（1）突出四边形与三角形的区别（如三角形有三条边，四边形有四条边）。在

第70页例2“将长方形木框拉一拉，观察角的变化”，学生先动手操作，再与拉三

角形木框的感受相比较，就会发现拉三角形木框与四边形木框有不同的感受（一

个“稳定”，另一个不“稳定”）。还可以从两块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块），拼成一个

平行四边形（块）的过程，感受两种图形间的联系。

（2）学生学完本单元后，对特殊的四边形就会有更多的认识。和以前学习过

的正方形、长方形比较，平行四边形和梯形更具有自己的特征（如至少有一组不

等于直角的对角）。因此，在教学中要注意让学生在操作与观察中，辨别这4种不

同的图形，同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所感悟。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要揭示平行四边形与梯形的关系，它们的共同点都是

四边形，区别就是平行四边形的两组对边分别平行，而梯形只有一组对边平行，

另一组对边不平行。

3. 重视学生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有机结合

对一种新几何图形的认识，教学中要特别重视对学生学习方式的引导，特别

强调学生的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本单元需要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特征，

教师要尽量为学生创造机会，引导学生通过自己观察和操作，去经历认识和探索

的过程。例如在完成“用1张长方形纸剪出1个等腰梯形”时，学生可能出现不同

的方法，当有学生发现等腰梯形也是轴对称图形时，通过交流，就会产生更好的

剪法。因此，要求学生在独立探索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交流，相互启发，更好地获

得这两种特殊四边形的相关知识。特别在课堂活动时，教师要留给学生足够的

合作交流时间，把合作学习与自主探索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对抽象的几何图

形的认识，为今后继续学习测量与面积计算，打好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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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平行四边形”包括认识平行四边形以及画平行四边形的高等内容。

建议用2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71页）第1题及练

习十九第1，3，4题。第2课时教学例3，完成课堂活动（第71页）第2，3题及练习

十九第2，5，6题。

★例 1抽象出来的几何图形，并没

有按“标准形式”（一边水平放置）画出，

有意表明要辨别一个图形是否是平行四

边形，需要根据它所具备的特征（如两组

对边分别平行）来识别。

要注意识别平行四边形的关键，在

四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相交与平行”中，

对什么叫“两直线平行”给出了说明。

建议在例1教学前，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对“两直线平行”作适当复习。

★例2通过学生手握长方形的两个

对角向外拉，形成平行四边形。由于在

这里不对图形的“稳定性”作要求，因此

拉动长方形木框的用意，是想让学生将

已认知的长方形，作为认识平行四边形

的基础，通过长方形的两组对边相等，长

方形木框拉动不影响两组对边仍保持相

等的特性，从而了解“平行四边形两组对

边分别相等”的特性。

拉动长方形木框，手握木框相对顶

端处的角，同时变化（变大或变小），通过

观察让学生了解“平行四边形的一组对

角”虽然在变化中，但却保持相等。如果

学生提出用量角器验证（四年级上册学

过使用量角器量角的大小），也可以量书上（第70页）“平行四边形”两组对角的大小。但对

此特性的认识，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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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是利用三角尺上的直角，画

平行四边形的高。这是在四年级上册第

五单元“相交与平行”中，学生会“过直线

外一点画这条直线的垂线”，以及本册第

四单元三角形中，学生在认识三角形的

高的基础上画平行四边形的高。这里是

借助学生会用三角尺上的直角，来画平

行四边形一边上的高（第71页上图）。

教学例3时，要注意以下两点：（1）画
前让学生明确平行四边形的顶点、对

边以及垂足等（会识别）；（2）平行四边

形的高，在一组对边中可以画无数条。

★课堂活动第1题，为本节第1课时

所用，是让学生摆小棍，通过摆出的四边

形，交流自己摆出的图形特征。要求至

少摆出一个平行四边形。通过摆图，使

学生加深对平行四边形的认识。

★课堂活动第 2 题、第 3 题，为本

节第 2 课时所用。第 2 题让学生辨识

平行四边形的高；第 3题让学生试着用

三角尺画高，可模仿书上的示意图画

（第 71页例 3图示）。在课内有多余时

间时，教师还可以适当设计一些图形，

增加学生操作活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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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九第1题可从图中找到认

识的“直角三角形”“长方形”和“平行四

边形”。

★第 2题较简单，只需学生在图中

标出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

★第3题引导学生由长方形两组对

边分别相等，再迁移到平行四边形的相

关特性。

★第 4题先根据“平行四边形两组

对边分别相等”，得出标有 16cm长的对

边，也是16cm长。再由周长减去这组对

边长的和，算出另一组对边长的和为

94cm，然后得出另两边长均为47cm。

★第 5题是一道开放性的题，注意

把握对学生的要求。根据题中给出的数

据，可以画出几个不同的平行四边形，底

长分别是 2cm，4cm，6cm，高为 3cm。因

为一个平行四边形，在一组对边上画高，

是在指定一边为底的前提下画的。实际

上，同时也可以在另一组对边上画高，这

时底与相应的高都可能发生变化。例如

本题，学生以相邻两个小长方形的对角线画出的平行四边形，底为2cm，高为3cm。如果有学

生以其中一条对角线为底，再量出这两条对角线间的距离，说出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另一组底

和高，教师也不要说他“错”。

★第6题是一个操作题。学生可以用不同方法剪直角三角形纸片，然后拼成一个平行

四边形。如下图是一种方法：从两边中点剪开，然后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剪开
中点 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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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梯形”，内容包括认识梯形和等腰梯形，共2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以

及练习二十。建议用1课时教学。

★例 1第 1排展示的楼梯、跳箱、足

球门边网架以及拦水坝截面图等，都是

梯形在生活中的原型。

第2排对应的就是这些实物抽象出

的几何图形（梯形）。

通过与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对比，发

现共同点都是四边形，不同点是梯形“只

有一组对边平行”。

然后介绍梯形各部分名称（包括“梯

形的高”）。建议教学时另画几个不同的

梯形，让学生辨识并自己介绍“上底”“下

底”和“腰”等。

★例2是在认识梯形各部分名称的

基础上，明确梯形中不平行的一组对边

是“腰”后，再量“腰长”。通过学生自己

的操作，了解到一种特殊的梯形，即等腰

梯形，其特征就是“两腰相等”。配合接

下来的“课堂活动”，用七巧板拼等腰梯

形，巩固对等腰梯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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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是游戏：“用七巧板拼等

腰梯形”。建议课前让学生自制一副七

巧板（可用硬纸片做）。若有时间，教师

可建议不用完 7块（如用 3块）拼出一个

梯形，学生可自行发挥各自的拼图能力。

教科书中所说的另一种拼法是：

★练习二十安排有5个题。第1，2，
5题配合例 1教学；第 3，4题配合例 2教

学。第 1题按要求在梯形上标出底、高

和腰。对于第 2个图（从左到右），其中

的一腰同时也是此梯形的高（可不说是

“直角梯形”）。

★第2题，可摆成：

移3根 加2根

★第3题剪法如下：先对折，剪去一

个直角三角形，再展开（如下图）。

对折 剪去

★第 4 题，一条腰长为：

（23-9）÷2=7（cm）。

★第5题左图只需找出三角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梯形各1个即可；右图找出三角形、

长方形、等腰梯形各1个即可。本题当作“课堂活动”来处理也可以。

★思考题摆法如下：每边摆3根为等边三角形，中间摆3根分出3个等腰梯形（每个梯形

用5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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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探索规律”是结合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特征而编写的。共有2个例

题，1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建议用2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完成课堂活

动第1题及练习二十一第1，2题；第2课时教学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及练习二

十一第3~6题。

★例1（参考《标准》第89页例 30编
写）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利用所给条

件，发现图形○，△，□的排序规律，说出

某一位置上是以上3种图形中的哪一种。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除书上的方法

外，还可采用多种方法。例如用A表示

○，B表示△，C表示□。按题意 3种图

形的排列顺序，可以写成

ABBCABBC…
从中找出第 16个字母是C，由此推

出第16个摆的是□。

★例 2重要的是引导学生通过拼

图，开展观察、推测、交流等活动，探索拼

出图形的周长与所用图形（块）数之间的

关系，教学方式多样。例如教师可先出

示 1个小平行四边形（块）并算出周长，

再接 1个相同的小平行四边形，即构成

一个“较长”的平行四边形，算出周长并

发现周长增加了 4。然后引导学生每增

加一个小平行四边形，就观察、推测“增

加后”的图形周长发生了什么变化，同时

将对应的“周长”和小平行四边形“个

数”，通过列表展示，从而找出其中的变

化规律（每增加1个小平行四边形，周长

就增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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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 1题，用A表示红气

球，B表示蓝气球，按题意两种气球的排

列顺序，可以写成

AABBBBAABBBB…
从中找出第18个字母是B，第39个

字母是B。得知第18个、第39个都是蓝

气球。

★课堂活动第 2题，可根据摆的图

形列表：

结论是“每增加1个三角形，火柴棍

增加2根”。

★练习二十一第1题，配合本节第1课
时，第1排观察方框中字母A，B，C的排序

规律 ABCABCABC…，由 4 组 ABC 组成

12个字母的排序，第12个字母是C。
第 2排方框中，一组图形有○○□

△，排完第 7组，就有 28个，再排 2个图

形○○就是30个。因此，第30个图形应

是○。本题同样可以换成字母后，再找

规律。

三角形个数（个）

火柴棍根数（根）

1
3

2
5

3
7

4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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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由平行四边形、正方形、

平行四边形、梯形这 4个图形为 1组排

序。第 18个图形是位于上述序列第 4
组（共 16个）图形后的第 2个，应是正方

形。第 99个图形，是位于上述序列第

24组（共96个）图形后的第3个，应是平

行四边形。

★第3题，括号内依次填4，6，8。

★第 4题，括号内依次填 9，21。从

左至右排列的等边三角形个数依次增

加 4，分别为 1，5，9，13，17…第6个图形

有21个等边三角形。

★第 5题，通过观察、分析，发现每

增加 1个图形，周长分别增加 4（增加的

图形是平行四边形）、3（增加的图形是梯

形）。因此，拼出图形的周长（已知第1个
图形是 5），在 5之后，依次填 9，12，16，
19，23…

★第 6题，拼出的图形周长依次增

加 3，第 2排空中应填 14，17。第 3排空

中填平行四边形、梯形。若继续往后，拼

出的图形仍是平行四边形、梯形交替出现。

9个等腰梯形拼出图形的周长应是9×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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