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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西师版小学六年级下册数学教案

表格版全册 

百分数的意义 

第 1 课时百分数的意义和写法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１~３页例１，课堂活动第 1 题及练习一 1~４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理解百分数的意义，能正确读写百分数，知道百分数与分数的区别。 

２．在学生探究数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和比较分析能力。 

３．使学生感受百分数与生活的联系，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  理解百分数的意义。 

教学准备 
教具：小黑板。 

学具：学生收集的生活中的百分数。 

教学过程 

 一、联系生活，引入新课 

  （1）学生汇报收集的生活中的百分数。 

    课前，老师让大家收集生活中的百分数，找到了吗？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2）人们在生活中为什么这么喜欢用百分数呢？这节课咱们就一起来研究。（揭

示课题）你想了解百分数的哪些知识？ 

    二、自主探索，学习新知 

  1．理解百分数的具体含义 

  (1)出示麻辣烫火锅配料成分，根据百分数信息分析麻辣原因。 

   辣椒占 45%，花椒占 38%，其他成分占 17%。 

   教师：知道火锅为什么这么麻？这么辣吗？ 

  （2）分析：辣椒占 45%表示的意义。 

   分母 100 表示什么？45 呢？ 

   45%是什么数与什么数比较的结果？ 

  （3）花椒占 38%，其他成分占 17%的意义又该怎样理解？ 

   小结：如果把火锅配料的成分看做是 100 份，辣椒占了其中的 45 份，花椒占了

38 份，其他成分仅仅占了 17 份，难怪它又麻又辣！ 

   2．结合身边的实例分析，进一步理解百分数的意义 

   出示某市学生近视率的信息。  

  （1）说一说其中每个百分数表示的意义。 

  （2）体会百分数的优点，观察比较这组数据，你能发现什么？ 

  （3）情感目标教育渗透。看到这组数据，你有什么感想？想对同学们说什么？ 

  3．抽象概括出百分数的意义 

   刚才我们了解了每一个具体的百分数的含义，那么现在你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百

分数表示什么意义吗？（先独立思考，再小组交流） 

   三、拓展应用，促进发展 

  1．招聘“学校新闻小记者”的活动 

   教师：寻找百分数信息，说百分数的意义，谈自己的感想。 

  （1）在某市学校附近的小摊中，合格的食品仅是 30%。 

  （2）按照规划，到 2010 年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 60%，重点城市不低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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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国的耕地面积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 7%，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22%。 

  2.汇报自己手中收集的百分数 

   四人小组汇报自己收集的每个百分数的意义。 

  3.写百分数 

  （1）百分数该怎么写呢？（学生观察，教师示范） 

   教师：先写什么？再写什么？写时要注意什么？ 

  （2）书写比赛。（让学生在 20 秒的时间内写百分数，看谁写得又快又好。） 

   如果老师要求完成的任务是写 10 个，能用一个百分数表示自己完成的情况吗？ 

   教师：如果写 11 个，能用百分数表示吗？ 

  4.完成练习一的第 1 题 

  5．百分数与分数比较 

  （1）百分数跟我们学过的哪种数比较相似？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小组交流） 

  （2）判断。下面哪个分数可以用百分数的形式表示。 

   2510080100 kG…… 

   小结：百分数是一种特殊的分数，表示两个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它的后面不能写

单位名称；而分数既可以表示一个具体的数量，又可以表示两个数之间的倍数关系；

如果分数表示具体的数量时，它的后面就可以写单位；如果表示倍数关系时，它的后

面就不写单位。 

  6．百分数联想风暴 

   观察格子图，你能快速地联想到哪些百分数？ 

（涂 50 个黑色格子，6 个红色格子，44 个白色格子） 

教学小结 教师:今天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你能用百分数总结这节课的收获吗？ 

作业布置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百分率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3~4 页例 2，课堂活动第 2，3 题及练习一的第 5，6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出勤率、合格率、成活率等百分率的意义，掌握常用的百分率的计算方

法。 

2．使学生明确百分率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提高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通过解决生活中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教学重点   理解各种百分率的意义，掌握计算方法。 

教学准备 小黑板，学生收集生活中的百分数。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教师：某公司要招聘一名技术工人。有 2 个人进入决赛，下表是他们的决赛成绩。 

  姓名生产零件个数合格零件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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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 10094 

  李超 8076 

  如果你是公司的总经理，你准备录用谁？为什么？ 

  引导学生说：比较合格零件占生产零件总数的百分之几，谁高就录用谁。 

  教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到有关百分率的知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百

分率。 

  板书课题：百分率。 

   二、探索交流 

  1．理解出勤率 

   出示例 2：比较两个年级某天的出勤率。 

   年级应到人数实到人数 

   五年级 10096 

   六年级 200196 

   教师：什么叫出勤率？怎么求出勤率？（先独立思考，再小组讨论。） 

   学生试着计算，抽生板演汇报。 

   小结：出勤率是指实到人数是应到人数的百分之几。 

   96÷100=96100=96% 

   196÷200=196200=98% 

   因为 98%＞96%，所以这天六年级的出勤率要高些。 

   讨论：以上两个年级缺勤人数相同，为什么六年级的出勤率要高些？ 

   三、开放练习 

  教师：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求百分率呢？能举例说一说吗？现在让我们再走进

工厂、学校、军营，去研究百分率问题。 

  1.根据这些要求，你觉得可以进行什么百分率的计算 

  （1）花生榨油——出油率（2）学生考试——优秀率 

  （3）产品检验——合格率（4）制作盐水——含盐率 

  （5）人员考勤——出勤率（6）射击测试——命中率 

  2．选择喜欢的百分率，说出计算方法 

   提问：产品检验只能计算合格率吗？ 

  3．比较各百分率的共同点 

  （1）意义：都是一部分的数量与总数量相比。 

  （2）题意：把总数作为单位“1”的量；都是要计算部分量占总量的百分比。 

   四、综合应用 

  1．求出勤率 

  （1）某班 50 人，今天缺席 2 人。求出勤率。 

  （2）某班 50 人，今天出勤 48 人。求出勤率。 

  （3）某班今天出勤 48 人，缺席 2 人。求出勤率。 

   学生解答后，引导比较，深化认识： 

  （1）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 

  （2）解题方法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 

   引导归纳：不管条件怎么变化，始终要从题意中分析数量间的关系，找出单位 1

的量。 

  2．判断 

  （1）学校上学期种的 105 棵树苗现在全部成活，这批树苗的成活率是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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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六年级共 98 名学生，今天全部到校，六年级今天的出勤率是 98%。 

  （3）25 克盐放入 100 克水中，盐水的含盐率是 25%。 

（4）张师傅生产技艺十分高超，生产的产品合格率高达 120%。 

引导思考：有没有超过 100%的百分率？ 

作业布置 完成练习一的第 5，6 题 

教学小结 教师：我们这节课学习了什么?你有哪些收获？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百分数和分数、小数的互化 

第 1 课时百分数化成分数、小数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7~8 页例 1，第 9页课堂活动及练习二的第 1，2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百分数化分数、小数的方法，感受数学知识间的联系和区别。 

2．让学生经历百分数化分数、小数的过程，培养学生抽象概括的能力。 

3．能应用百分数化分数、小数的知识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 

教学重点 探究、发现百分数化成分数、小数的方法。 

教学准备 教具：小黑板或挂图两张。 

教学过程 

一、联系生活，引出新课 

  9 月，主城各区空气质量良好率如下： 

  北碚区：100%渝北区：100%巴南区：83.9% 

  九龙坡区：83.9%南岸区 83.9%经开区：80.6% 

  高新区：77.4%江北区：74.1%渝中区：70.9% 

  大渡口区：70.9%沙坪坝区：67.7% 

  教师：同学们，看到上面的信息，你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又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呢？ 

  学生独立提出问题，师生互动，了解学生所提的问题。 

  学生 1：9月份九龙坡区空气质量是良的有多少天？ 

  学生 2：…… 

  教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学生大胆进行猜想，教师引导学生回到已有的知识，即化成分数和小数这个知识层

面上来计算。 

  教师：看来我们需要学习百分数与分数、小数的互化的方法。 

  板书课题：百分数化小数和分数。 

  二、自主探索，总结方法 

  1．出示教科书第 7~8 页例 1 

  （1）学生先独立将例题中的百分数化成分数、小数，再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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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小组在全班交流百分数化分数、小数的方法。 

  （3）抽各组板书百分数化分数、小数的过程。 

  2．讨论：怎样把百分数化成小数、分数 

   学生在小组讨论后全班交流，再教师小结。 

   教师抓住学生汇报的关键，重点引导学生在理解百分数与分数的关系的基础上来

转化百分数，即：直接把百分数改写成分母为 100的分数，再通过约分得到最简分数。 

   如：17%=17100(直接改写)40%=40100=25（约成最简分数） 

   百分数化成小数，直接去掉百分号，并将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如 46%=0.46。 

 三、练习运用，巩固升华 

  1．三人活动，对口令（课堂活动第 1题） 

   三个同学一组，对口令，一人说百分数，另一名同学说分数，第三位同学说明这

样做的理由。（要求学生每个同学说两个后要互换角色）。 

  2．画一画 

   完成教科书上的课堂活动第 2 题。 

   画好后说一说你是怎样画的，为什么要那样画？（引导学生把百分数化成分数，

再涂画） 

  3．完成练习二的第 1，2题 

  4．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1）选择引入新课时提出的问题。 

  （2）根据同学们收集的生活中的百分数算一算各种成分的具体数量。（比如：某

种水稻的包装上标着发芽率是 98%，根据标注的粒数算一算这包种子大约可以发多少棵

芽？） 

作业布置  

教学小结 请学生独立反思这堂课的学习过程，总结一下自己有哪些收获，还有哪些问题和不足？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分数、小数化成百分数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8 页例 2及练习二第 3~7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分数、小数化成百分数的方法。 

2．让学生经历分数、小数化百分数的过程，培养学生抽象概括的能力。 

3．能应用分数、小数化百分数的知识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 

教学重点 分数、小数化成百分数的方法和规律。 

教学准备 收集的情境资料，图片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医生常常给病人推荐有益于病情好转的食品，纤维素

是适合 IBS 患者食用的健康食品，常见的 1 kG 食品含纤维素大约如下：麦麸：0.31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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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片：2/25 kG；燕麦片：3/42 kG；豆类：0.15 kG；辣椒：2/5 kG；坚果：0.14 kG。 

  教师：看了这些你们觉得应该推荐什么食品呢？ 

  让学生猜测，说出自己的看法。 

  学生：这些数不好比较。 

  教师：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把这些数都化成百分数就便于比较了。 

  板书课题：分数、小数化百分数 

  二、合作探究，归纳方法 

  （1）根据学生的回答，分小组进行讨论，探索比较的方法。学生可能会有以下几

种方法： 

   ①全部化成小数进行比较。 

   ②全部化成分数进行比较。 

   ③全部化成百分数进行比较（每种食品的含纤维素的百分率）。 

    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小结前两种方法的优势和劣势，具体探究第三种方法。 

  （2）让学生独立尝试完成小数、分数化成百分数，并思考怎样转化成百分数。 

    0.31=31%225=8100=8%，342= 

  （3）分小组讨论小数化成百分数、分数化成百分数的方法。找出本组中最好的一

种方法，并写出计算的流程。教师进行指导，对学习有困难的小组进行讲解。 

  （4）学生交流方法，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强化。 

    对于小数化成百分数，重点强化最常用的方法即：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然后

再添上%。 

    对于分数化成百分数，教师重点强化：一是当分母只含质因数 2，5 时可以直

接利用分数的基本性质将其化成百分数；二是当分数除了 2，5外还有其他的质因数的

分数，要先把分数化成小数，然后再化成百分数（当除不尽时应强调保留三位小数）。

比如：342≈0.071=7.1%。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1．游戏：对口令 

   三个同学一组，对口令，一人说百分数，另一名同学说分数，第三位同学说明这

样做的理由。（要求学生每个同学说两个后要互换角色）。 

  2．看谁填得多 

   0.35＜（  ）＜37.6%(括号里面只能填分数) 

   25%＞(   )＞15（括号里面只能填小数） 

  3  

   解决课前出示的问题，化成百分数比较一下，确定给病人推选的食品。 

 

作业布置  

教学小结 请学生独立反思这堂课的学习过程，总结一下自己有哪些收获，还有哪些问题和不足？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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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之解决问题 

第 1 课时解决问题（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11 页例 1，练习三 1~5 题。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增加（或减少）百分之几的过程，掌握求一个数比

另一个数增加(或减少)百分之几的方法，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 

2．能结合具体的问题情景多角度地分析问题，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体验解决问题策略

的多样化，充分体验百分数问题与分数问题紧密联系，提高学生知识的正迁移能力。 

3．在解决问题中感受百分数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体会百分数的生活价值。 

教学重点 

掌握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增加(或减少)百分之几的问题的解决方法，能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 

  能结合具体的问题情景多角度地分析问题，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体验解决问题策略

的多样化，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揭示课题 

  1．复习旧知 

  小黑板出示： 

  （1）我班有男生 25 名，女生 20 名，女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几分之几？男生人数

比女生人数多几分之几？女生人数比男生人数少几分之几？ 

  （2）指名学生口答，说出算式后提问：每一个问题里是谁和谁比，把谁看做单位“1”？ 

   根据回答，教师强调：男生人数比女生多几分之几就是指男生比女生多的人数占

女生人数的几分之几。 

  2．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小黑板出示农村变化图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农村也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今天，我们就要用数学知识一起去解决与分析新农村变化中的信息与问题。 

  揭示课题：解决问题 

  二、探究新知，解决问题 

  1．出示信息，提出问题 

  （小黑板出示例 1）：这是教师课前收集到的一个村的彩电数量的信息。仔细观察，

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学生观察并独立思考后，指名回答。 

  预设:学生可能会提出这些问题： 

  （1）今年彩电数量是去年的几分之几？ 

  （2）去年彩电数量是今年的几分之几？ 

  （3）今年比去年多了多少台彩电？ 

  （4）今年彩电数量比去年增加了几分之几？ 

   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让学生口答，并说明列式理由。如果学生能提出书上

的问题，就结合书上的问题教学。如果提不出，教师提出：我来提一个问题，今年的彩

电数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几？（小黑板出示问题） 

  2．对比讨论，解决问题 

  (1)教师提问： 

  ①这个问题和你们刚才解决的问题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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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你怎样来理解“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几”这个问题的？ 

  指名学生交流自己的想法。 

  预设：学生主要会说到与前面的问题相比，这里把几分之几变成了百分之几。 

  教师适时提问：求百分之几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用百分数来表示结果） 

  对问题的理解，主要让学生结合分数问题进行理解。 

  教师：你们仔细想一想，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几是哪两个量在相比较？在这里要

把谁看做是单位“1”？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强调：这个问题是拿今年比去年增加的部分与去年的台数相

比，占去年台数的百分之几？ 

  教师：把你对这句话的理解与同桌互相说一说。 

  (2)教师：根据刚才的分析，你知道这道题该怎样解决呢？自己试一试。 

  学生尝试解决，教师巡视发现学生不同的方法，并让学生板书不同的方法。 

  学生可能有的方法。 

  （360－300）÷300＝20% 

  360÷300＝120%120%－100%＝20%。 

  （3）全班交流，请板演学生说说自己的方法。抽生回答后，让全体学生明白先算

今年比去年增加了多少台彩电，再算增加的台数是去年的百分之几。 

  抽生说出算式。即：（360－300）÷300＝20% 

  (4)如果学生不能想到第二种方法。教师提示：想一想，这道题还有其他的解法吗？ 

   学生独立思考，如果有困难，可以提示点拨，让他们先算出今年的台数是去年台

数的百分之几？即 360÷300＝120%，再算出今年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几？即 120%－

100%＝20%。 

  （5）对比 

  教师：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你喜欢哪种方法？ 

  3．即时练习 

  （1）用小黑板把例 1 的问题改变为去年的彩电台数比今年的台数减少百分之几。 

  教师：这个问题又如何解决呢？结合刚才的例题，自己试一试吧。 

  学生尝试后，抽生说说自己的解题思路。（教师结合学生的回答进行板书）此题估

计有学生把单位“1”弄错的情况。 

  如果有学生仍然列式为（360－300）÷300＝20% 

  教师追问：这种做法对吗？哪里错了？应该怎样解决？ 

  （2）比较例题与练习题的异同。 

  教师：仔细观察，这道题与刚才的例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全班讨论后强调：两道题都是在解决一个量比另一个量增加或减少百分之几的问

题，但不同之处在于两个问题的单位“1”发生了变化，因此解决过程有一些不同。 

  三、课堂活动，巩固反馈 

  1．教师引入 

  其实，在新农村里这样的变化是数不胜数。小黑板出示练习三第 1，2 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订正时让学生说出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教师重点引导学生说说第二种方法的思路。 

   2．课堂练习 

  光明小学五年级二班男生 20 人，比女生少 5 人，男生人数比女生人数少百分之几？ 

学生独立完成后，抽生说出解决办法，并问清楚这里是把谁看做单位“1”？你是怎样理

解男生人数比女生人数少百分之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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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布置 练习三的第 3~5 题。 

教学小结 

教师：同学们！今天你们有什么收获？根据学生的回答把课题补充完整。(求一个数比

另一个数增加(或减少)百分之几)这类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前面所学的分数问题对我

们解决百分数问题有什么帮助？ 

  结合学生交流，教师小结：其实百分数问题可以按照以前所学的分数问题的分析方

法进行解决。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解决问题（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12~13 页例 2，课堂活动，练习三第 6~10 题。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求比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的数是多少的问题的解决过程，掌

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能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 

  2．体会分数问题的分析方法在解决百分数问题中的作用，体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

样化，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在解决问题中感受百分数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体会百分数的生活价值。 

教学重点 
掌握求比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的数是多少的问题的解决方法，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揭示课题 

  1．复习 

  教师小黑板出示：农场有公鸡 40 只，母鸡 25 只，公鸡比母鸡多百分之几？母鸡比

公鸡少百分之几？ 

  学生独立解决后，说说解题思路。 

  2．揭示课题 

  教师：今天我们将继续解决生活中的百分数问题。 

  二、自主探索，学习新知 

  1．学习例 2 

  （1）小黑板出示两位教师的对话情境，抽生说出知道了哪些信息，要我们解决一

个什么问题呢。 

   教师：这与我们上节课学习的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增加或减少百分之几的问题一

样吗？ 

  （2）分析信息，理解关键句。 

   教师：对这些信息，你认为哪句最关键？ 

   指名回答后，引导学生理解：“今年毕业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了 15%”是什么意思

呢？能不能用线段图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句话呢？ 

   学生尝试画线段图，教师视频展示其中画得较好的线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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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结合线段图，说说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 

   全班讨论交流对这句话的理解。 

   预设：学生可能说出今年毕业生人数是在去年基础上增加了 15%，也就是去年的

115%；或者说出今年毕业生人数是去年毕业生人数加上今年比去年增加的人数。 

  （3）学生尝试，解决问题。 

  教师：结合我们的分析，试一试解决这个问题。 

  学生尝试解决问题，全班交流，教师板书两种主要方法。 

  200×（1＋15%）＝230（人） 

  200+200×15%=230（人） 

  结合板书，重点分析第一种方法的解题思路。 

  教师重点提问：（1＋15%）是什么意思？第二步为什么用乘法？ 

  指名学生回答后，强调：（1＋15%）表示今年毕业生人数是去年的百分之几，要

求今年毕业生人数也就是求单位“1”即去年毕业生人数的（1+15%）是多少，所以用乘法。 

  教师：对这两种方法，你喜欢哪种？为什么？ 

学生交流后，教师强调不同解题方法的优势。 

  2．试一试 

   小黑板出示：如果明年的毕业生人数比今年减少 10%，学校明年有毕业生多少

人？你会算吗？ 

  （1）学生先自己试作，教师巡视。 

  （2）抽生汇报，注意让学生说出这里是要把谁看做是单位“1”？你是怎样想的？让

学生说出不同的解决方法。 

  3．对比小结 

   教师：比较这两道题，它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研

究的问题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怎样解决？ 

   根据交流，教师小结：今天我们重点研究了求比一个数多（少）百分之几的数是

多少的问题。刚才我们研究的问题都是知道单位“1”的量是多少，然后求比单位“1”的量

多或少百分之几的数是多少。我们用乘法计算。（教师板书） 

   三、课堂活动 

  小黑板出示课堂活动的内容，出示要讨论的问题，引出讨论的话题，原价和现价是

否发生了变化？ 

  先分小组讨论后，抽生汇报，可让不同意见的同学互相辩论，教师先尽量倾听学生

的不同意见，不急于作出评论，让学生自己辩出正确的结果，如果学生的理由不是很充

分，这时教师可以指出第二次的调价是在原价提高 20%后才降价的，是以原价提高 20%

后的价格为单位“1”的。最后可以通过计算让学生进一步明确是提的价格少，而降的价

格多，所以最后的价格没有原价多了。 

作业布置 练习三的第 6~10 题。 

教学小结 
教师：同学们，今天你有什么收获呢？再次总结求比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的问题的解

决方法。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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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第 3 课时解决问题（三） 

教学内容 
   对“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与“求比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的数是

多少”这类问题的综合练习。完成练习三 11~15 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掌握“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与“求比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的

数是多少”这类问题的解题方法，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         

2．能结合具体的问题情景多角度地分析问题，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体验解决问题策略

的多样化，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在解决问题中感受百分数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体会百分数的应用价值。 

教学重点 
进一步掌握“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与“求比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的数

是多少”这类问题的解题方法。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基本练习 

  （1）分析下面的信息，你能联想到什么？ 

  ①据统计，我校男生占总人数的 56%。 

  ②三峡工程今年的发电量比去年增加了 8%。 

   要求学生能根据百分数联想到分数、份数、数量关系或者其他相关的信息。 

  （2）王奶奶家养了 10 只公鸡，8 只鸭子。 

  ①公鸡的只数是鸭子的百分之几？ 

  ②自己提出 2 个相关的百分数问题并解决。 

  学生完成第 1 小题后，独立提出百分数问题并解决，抽生汇报，全班评价。 

  （3）今年 3 月份爸爸的工资是 1 600 元，妈妈的工资比爸爸少 20%，妈妈今年 3

月份的工资是多少元？ 

  （4）我校五年级一班男生有 20 人，女生的人数比男生多 10%，五年级一班女生有

多少人？ 

   教师小黑板出示各题，并集体订正。分析第 3，4 题的解题思路。 

   二、指导练习 

  （1）王师傅今天加工了 23 个零件，比李师傅少加工 2 个零件，王师傅今天加工的

零件比李师傅少百分之几？ 

   教师：这道题是把谁看做单位“1”？要算出王师傅今天加工的零件比李师傅少百

分之几，是要拿哪一部分去跟李师傅比？ 

   让学生列出算式，再解答出来。抽生汇报不同的解决方法，全班评价，教师对能

用不同方法解决问题的学生进行表扬。 

  （2）学校体育保管室有篮球和足球共 200 个，其中 65%是篮球，足球有多少个？ 

  教师：其中 65%是篮球，说明这是把谁看做了单位“1”，又说明了足球占总数的百

分之几呢？ 

  学生列出算式，解答出来后，全班交流不同的解题方法，教师即时追问：你的解决

思路是什么？全班重点分析 200×  （1－65%）的思路。 

  （3）一段绳子长 180 M，第一次用去全长的 30%，第二次用去全长的 40%，还剩

下多少米没用完？ 

  ①学生独立尝试，教师巡视，发现学生不同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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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抽生展示不同的方法。如 

  180－（180×30%＋180×40%） 

  180×（1－30%－40%） 

  180－180×（30%＋40%） 

  重点追问学生不同方法的解题思路。 

  比较：这几种方法，你喜欢哪种?为什么？ 

  教师强调：要积极用简洁的方法解决数学问题，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 

  （4）红星小学男生有 450 人，女生的人数比男生少 20%，红星小学一共有多少人？ 

  教师：你准备先算出什么呢？ 

  抽生板演，全班齐练。集体订正。 

  教师小结：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用除法计算，求比一个数多或少百

分之几的数是多少用乘法计算。 

  三、拓展练习 

  （1）小黑板出示练习三的第 15 题，让学生在小组里完成，然后抽小组汇报，重点

是让学生汇报每次是把谁看做单位“1”。 

  （2）一件商品先涨价 10%，再降价 10%后，这时商品的价格比原价多还是少？ 

  ①组织全班同学讨论，抽生汇报，并说明理由。 

  ②介绍数学方法：例证法。让学生假设商品原价 100 元，从而算出商品最后的价钱。 

  四、总结 

  教师：同学们！今天你最大的收获在哪里呢？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课题：解决问

题综合练习 

  教师：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作业布置 练习三的第 11~14 题。 

教学小结 

教师：同学们！今天你最大的收获在哪里呢？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课题：解决问题综

合练习 

  教师：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4 课时解决问题（四）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16 页例 3，课堂活动及练习四 1~5 题。  

教学目标 

1．利用已有知识，理解并掌握较复杂的百分数应用题的数量关系，以及解题方法。 

2．能够灵活地采用方程和算术方法解决相应的数学问题，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感受到数学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利

用旧知学习新知的能力。 

教学重点 
 弄清较复杂的“和（差）倍”百分数应用题的数量关系，并能正确列方程解答这类应用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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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一、复习准备，引入新课 

  （1）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 

  ①果园里有苹果树 X 棵，梨树的棵数是苹果树的 3 倍。梨树有多少棵？苹果树和梨

树共有多少棵？梨树比苹果树多多少棵？ 

  ②学校体育组有排球 X 个，足球的个数是排球个数的 15。足球有多少个？排球的

个数比足球多多少个？ 

  请学生独立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各个数量。 

教师：含有字母的式子可以清楚地表示出数量之间的关系，便于我们正确地解决问题。 

  （2）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的价格相差 60 元，上衣的价格是裤子价格的 3 倍。上衣

和裤子的价格各多少元？ 

  先请学生独立解答，然后集体讲评。 

  这道题把什么看做一倍量？（裤子的价格）上衣的价格是裤子价格这样的 3 倍，怎

样用字母表示这两个数量？（把裤子的价格看做 X 元，上衣的价格就是 3X 元） 

  教师同时在黑板上画出线段图： 

  根据题意，上衣的价格与裤子的价格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等量关系？（上衣的价格－

裤子的价格＝60 元） 

  根据这个关系，怎样列方程解答？ 

  解：设裤子的价格是 X 元。 

  3X－X＝60 

  学生也可以用算术法解答这道题，只需说出算理和数量关系即可。 

  教师：如果将“上衣的价格是裤子的 3 倍”改为“裤子的价格是上衣的 70%”，这就是

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解决百分数的问题。 

  板书课题：解决百分数问题 

 二、探索研究，解决问题 

  1．教学例 3 

  （1）学生读题，弄清题意。 

  教师：这道题与复习题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让学生明确，例 3 与复习题都是已知上衣与裤子价格的差，以及上衣价格与裤子价

格之间的倍数关系，求上衣与裤子的价格分别是多少。不同的是复习题是用整数表示两

者之间的倍数关系，而例 3 是用百分数表示两者之间的倍数关系的。 

  （2）在这道题中，是把什么看做单位“1”的？谁是与它相比较的量？（把上衣的价

格看做单位“1”，裤子的价格是与单位“1”相比较的量） 

  教师：你能像复习题一样，画出这道题的线段图吗？ 

  全班齐画，请一名学生到黑板上完成。 

  （3）刚才同学们已经理解了这道题的题意，并根据题意画出了线段图，你能根据

刚才的分析，结合线段图，找出这道题的等量关系，并独立解答这道题吗？ 

   请学生独立尝试解答例 3。 

  （4）在学生独立解答的基础上，请学生讲解解题思路。 

   方程解：由“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的价格相差 60 元”可以知道，这道题的等量关

系仍然是“上衣的价格－裤子的价格＝60 元”，根据这个等量关系可以列方程解答。 

   解：设上衣的价格为 X 元。 

   X－70%X＝60 

   30%X＝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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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00 

   200×70%＝140（元） 

  在学生分析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弄明白为什么把上衣的价格设为 X 元比较

好。 

  算术法解：由“裤子的价格是上衣的 70%”可知，裤子的价格比上衣便宜（1－70%）。

即已知上衣价格的（1－70%）是 60 元，求上衣的价格。所以，用 60÷（1－70%）就可

以求出上衣的价格。 

  （5）刚才同学们解决了有关百分数的数学问题，你们感觉百分数问题的数量关系

和解题思路与过去所学习的整数和分数应用题相同吗？ 

  让学生体会到用方程解百分数问题的数量关系和解题思路，与整数和分数应用题是

一致的。 

  2．课堂活动 

  出示教科书第 16 页“课堂活动”中的卡片：“梨树的棵数是苹果树的 75%”，请学生

根据卡片上的信息，用式子表示数量间的关系。 

  （1）齐读卡片上的内容。 

  （2）根据卡片上的信息，你能用式子表示出数量之间的哪些关系？请写出含有字

母的式子。 

  （3）学生独立思考，并写出含有字母的式子，然后请学生汇报。 

引导学生说出： 

  解：设苹果树有 X 棵，梨树的棵数为 75%X。苹果树和梨树一共有 X＋75%X 棵，

苹果树比梨树多 X－75%X 棵。 

  三、反馈练习，熟练运用 

  1．教师在上述卡片的后面补充 

  （1）“如果苹果树和梨树共有 150 棵，苹果树和梨树各有多少棵？” 

  （2）“如果苹果树比梨树多 150 棵，苹果树和梨树各有多少棵？” 

  请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讲评时，请同学说出等量关系。 

  2．完成练习四第 5 题 

  先请学生认真看统计表，在看懂统计表后提问：怎样求出妈妈的奖金是多少元？ 

  引导学生说出，只需要根据表格中任意一项支出的钱数和这项支出占奖金的百分比

就可以求出妈妈的奖金数。然后用妈妈的奖金数依次减去各项支出，就可以求出存入银

行的钱数。用“1-22%-5%-8%”或者存入银行的钱数除以妈妈的奖金数就可以求出存入银

行的钱占奖金的百分比。 

作业布置 练习四第 1~4 题。 

教学小结 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请学生自己谈一谈。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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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时解决问题（练习课）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17~18 页练习四第 6~10 题。  

教学目标 

 1．通过练习，进一步认识列方程解百分数应用题的数量关系，熟练掌握解题方法，

并能正确解决问题。 

2．在练习的过程中，认识到百分数乘、除法问题的区别，能采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

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3．使学生养成勤奋钻研的良好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进一步认识列方程解百分数应用题的数量关系，熟练掌握解题方法，并能正确解决问题。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一、基本练习 

  教师：我们已经学习了列方程解决问题，谁能说说列方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找出数量之间相等的关系，用字母表示出有关数量）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

练习。 

  1．填写数量关系 

  （1）一堆煤，第一次运走了总数的 20%，第二次运走了总数的 25%。 

  （   ）○（   ）=（   ） 

  （2）工厂 10 月份用电量比 9 月份节约 10%。 

  （   ）○（   ）=（   ） 

  2．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下面各个数量 

  （1）食堂有大米 X 千克，面粉的质量是大米的 140%，面粉有多少千克？大米和面

粉一共有多少千克？面粉比大米多多少千克？ 

  （2）食堂有大米 X 千克，面粉的质量比大米少 20%，面粉比大米少多少千克？面

粉有多少千克？大米和面粉一共有多少千克？ 

  （3）食堂有大米 X 千克，第一天用去了总数的 20%，第二天用去了总数的 25%。

两天共用去了多少千克？第一天比第二天少用多少千克？两天后还剩多少千克？ 

  请学生独立完成，并指名回答。 

  二、对比练习 

  1．巩固练习 

  （1）某校有学生 800 人，其中男生人数是女生的 60%，男、女生各有多少人？ 

  （2）某校有男生比女生多 120 人，女生人数是男生的 90%，男、女生各有多少人? 

  请全班同学独立完成，集体讲评，要求学生说出数量关系。 

  2．只列式（或方程），不计算 

  （1）学校有 20 个足球，篮球比足球多 25%，篮球有多少个？ 

  （2）学校有 20 个足球，足球比篮球多 25%，篮球有多少个？ 

  （3）学校有 20 个足球，篮球比足球少 20%，篮球有多少个？ 

  （4）学校有 20 个足球，足球比篮球少 20%，篮球有多少个？ 

  请学生独立列式（或方程），注意对比每道题的特点。 

  提问：为什么第（1）（3）两题应该用乘法计算，而（2）（4）两题应该用除法或

列方程计算呢？ 

  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因为（1）（3）两题都是把足球个数看做单位“1”，已知足球

个数求篮球个数，实际就是求足球个数的百分之几是多少，所以要用乘法计算；而（2）

（4）两题都是把篮球个数看做单位“1”，它是未知数量，所以应该用除法或列方程计算。 

  3．给下面各题补充一个问题或条件，使问题变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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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筐苹果重 100 kG，第一天卖出 20%，第二天卖出 25%，？ 

  （2）一筐苹果，第一天卖出 20%，第二天卖出 25%，，这筐苹果有多少千克？ 

  先请学生独立补充条件或问题，再解答。 

  重点对以下三种情况进行讲评： 

  ①两天共卖出多少千克？ 

  ②第一天比第二天少卖出多少千克？ 

  ③两天后还剩多少千克？ 

  讲评时请学生思考：为什么第（1）题的这三种情况都用乘法计算，而第（2）题的

这三种情况都用除法或列方程计算？ 

三、拓展练习 

  完成教科书第 18 页的思考题。 

  学生独立思考完成后，请学生说出思路。 

因为聪聪最后把这杯牛奶全部喝完了，所以他喝的牛奶的量就是 1 杯。他三次往杯中加

的水分别是 1 杯的 20%，35%和 45%，并且最后也喝完了，所以他喝的水的量是 20%＋

35%＋45%也是 1 杯。因此聪聪喝的牛奶和水是同样多的。 

作业布置 完成教科书第 17~18 页练习四第 6~10 题。 

教学小结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6 课时纳税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19 页例 4，练习五 1~2 题。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通过对纳税信息的收集处理，明确纳税的意义，理解应纳税额、税率的

含义，知道一些常见税种。 

2．学生能自主探索出解决应纳税额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

力。 

3．让学生体验数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感受数学的价值，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 

教学重点 纳税的意义和解决应纳税额问题。 

教学准备 
 教具：小黑板。 

 学具：课前对纳税资料的收集。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揭示课题 

  1．小黑板出示：王阿姨去税务局纳税片断 

  屏幕显示：一天，开服装店的王阿姨去税务局纳税，路上遇见小张。 

  小张：王阿姨，你去哪儿? 

  王阿姨：去税务局纳税。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2．揭示课题并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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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学习纳税的有关问题。（板书：纳税） 

 二、同伴交流，学习新知 

  1 信息反馈，了解纳税 

  （1）教师：你收集到哪些有关纳税的知识？ 

反馈：学生课前收集的有关纳税信息，了解纳税相关的知识。 

  （2）教师：什么是纳税?为什么要纳税？四人小组讨论。 

  学生分小组讨论、自主探索，教师参与并指导讨论。 

  反馈：学生围绕讨论的问题，向全班交流讨论的情况。教师要注意对学生的发言给

予评价。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引导学生说出重点内容。 

  学生 1：纳税的种类有契税、关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

城市房地产税…… 

  学生 2：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 

  学生 3：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 

  （3）教师小结。 

  教师：纳税是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按照一定税率把集体或个人收入的一部分缴纳

给国家，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国家用收上来的税款发展经济、科技、

教育、文化和国防等事业，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板书：税率 

  （4）教师：什么是税率？ 

学生：…… 

板书：应纳税额 

  （5）教师：同学们，通过大家的讨论交流，现在明白了王阿姨和小张他们谁做得

对吗？说一说你们现在对纳税有什么认识。 

  学生 1：主动纳税。 

  学生 2：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应该依法纳税，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2．自主探索，解决问题 

  （1）出示例 4 情景图。 

  教师：从情景图中你收集到什么信息？需要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2）学生独立分析信息。 

  教师：同学们在分析信息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学生 1：什么叫赢利? 

  学生 2：按营业额的 5%纳税的意思是什么？ 

  教师：哪位同学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反馈：…… 

  （3）学生解决问题（抽一名学生板演）。 

  （4）反馈、评讲、交流。 

   8 000×5%＝400（元） 

   8 000×（1－5%）＝7 600（元） 

   3 500＋800＋585＋600＝5 485（元） 

   3 500＋800＋585＋600＝5 485（元） 

   8 000－5 485－400＝2115（元） 

   7 600－5 485＝2115（元） 

   答：小餐馆上月赢利 2 115 元。答：小餐馆上月赢利 2 1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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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指导看书第 19 页并小结 

  教师：正确解决有关纳税问题，关键在于理解税率即百分率。与前面所学的解决百

分数问题的方法完全相同，从税率中找准单位“1”。 

  板书：关键 

 三、运用新知，解决问题 

  1．教科书第 21 页第 1 题 

  要求：学生先独立完成，教师再评讲。 

  注意：对于题中多余条件：“游客 18 万人次”这个信息的处理。 

  3 600×3%＝108（万元） 

  答：这个黄金周该风景区应缴营业税 108 万元。 

  2．教科书第 21 页第 2 题 

  要求：学生先独立完成，教师再评讲。 

  注意：题中“按 5%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意义的理解。即每月缴纳个人所得税

占超过 1 600 元部分的 5%，单位“1”是超过 1 600 元部分，而不是月收入 1 800 元。 

（1 800－1 600）×5%＝10（元） 

  答：方方的爸爸每月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10 元。 

 四、学生质疑，教师总结 

  （1）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你有什么收获？ 

  学生：今天我们学习了纳税，我的收获是…… 

  （2）教师：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如何去尽纳税的义务? 

学生：…… 

  （3）教师总结：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

务。而解决有关纳税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税率，与前面所学的解决百分数问题的方法完

全相同，从税率的概念中去找准单位“1”。 

 

作业布置  

教学小结  

板书设计 

纳税 

关键 

  税率应纳税额 

  8 000×5%＝400（元） 

  8 000×（1－5%）＝7600（元） 

  3 500＋800＋585＋600＝5 485（元） 

  3 500＋800＋585＋600＝5 485（元） 

  8 000－5 485－400＝2 115（元） 

  7 600－5 485＝2 115（元） 

答：小餐馆上月赢利 2 115 元。答：小餐馆上月赢利 2 115 元。 

教学反思 

 

 

 

第 7 课时  算利息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20 页例 5，练习五第 3~5 题。 

教学目标 1．学生经过收集和整理有关储蓄资料，了解储蓄的意义，明确本金、利息和利率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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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2．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等活动中，掌握利息、税后利息的计算方法，并能解

决生活中相关的问题。 

3．体会百分数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

兴趣。 

教学重点 能用利息、税后利息的计算方法解决问题。 

教学准备 学具：银行存款单，计算器，学生收集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揭示课题 

  1．谈话引入 

  教师：同学们，老师的一个朋友家里积攒了一万元钱。请你帮我朋友设想一下，要

想获得更多的钱，我的朋友可以用这一万元钱进行哪些投资？ 

  学生 1：买股票、买基金…… 

  学生 2：存入银行。 

…… 

  教师：哪一种投资方法风险最小？ 

  学生：银行储蓄。 

  教师：储蓄不但风险小，而且还能获得比原来更多的钱。其中银行多付的钱我们就

叫它利息。 

  2．揭示课题 

  教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如何计算利息的问题。 

  板书：算利息 

  二、小组合作，探究新知 

  1．反馈信息，了解概念 

  教师：你收集到哪些储蓄信息？ 

  学生：…… 

  2．小组讨论，理解概念 

  （1）小组整理。 

  教师：请同学们拿出自己课前所收集到的有关储蓄的资料，在小组中交流，请小组

长做好记录、整理，看看哪个小组整理得最好？ 

  小组整理，教师巡视指导。 

  （2）小组展示、评价。 

  教师：哪个小组自愿到投影仪前来，展示汇报你们小组的成果。其他小组的同学请

仔细地听，这个小组汇报完后请你发表看法和意见。 

  请一个小组同学把收集整理好的资料放在投影仪上进行展示，其他小组同学进行评

价、补充。 

  学生 1：存款的种类有：整存整取、活期存款、教育储蓄…… 

  学生 2：储蓄不仅可以支援国家建设，也使得个人用钱更加安全和有计划，还可以

增加一些收入。 

  学生 3：存入银行的钱叫做本金，取款时银行多支付的钱叫做利息，利息与本金的

比率就是利率。 

  学生 4：利息＝本金×利率×时间 

  学生 5：银行存款单…… 

  学生 6：出示银行利率表，利率可以分为年利率、月利率。年利率表示…… 

  教师：（出示教科书 20 页银行利率表）你能说一说，整存整取一年，年利率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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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的意义是什么？ 

  学生：3.87%表示整存整取一年，利息是本金的 3.87%。 

  教师：零存整取三年，年利率 3.42%表示的意义呢？ 

  学生：3.42%表示零存整取三年，一年的利息是本金的 3.42%。 

  小组在展示、汇报、补充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鼓励、评价并板书。 

  板书：利息＝本金×利率×时间 

  （3）学生联系生活举例说明本金、利息、利率的意义。 

  教师：哪位同学能结合我们的生活实际，举例说明什么是本金？什么是利率？什么

是利息吗？ 

  如果学生举例困难，教师可以自己举例说明。 

  学生 1：妈妈准备把家里的 800 元钱放入银行，这 800 元钱就是本金；存期一年，

年利率是 2.88%，2.88%就是利率，也就是一年的利息是本金的 2.88%；一年后，银行要

付给比 800 元钱还要多的钱给妈妈，多的钱就是利息。 

学生 2：老师的朋友家里的一万元钱，如果放入银行的话，这一万元钱就是本金…… 

  （4）教师小结。 

  教师：指着板书，强调本金、利息、利率的意义。强调利率的高低是由中国人民银

行按照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来制定。银行会按照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调整利率的，2007

年至今，银行已对利率作了多次调整。 

  教师：从利息的计算方法中，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 1：我发现了利息的多少与存入银行的本金多少、国家规定的利率多少以及时

间的长短有关。 

  教师：是这样的吗？请你验证说明。 

  …… 

  学生 2：我发现了算利息实际上就是用百分数的知识在解决问题。 

  教师：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探讨学习的算利息，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学的百分数

知识在生活中的具体应用之一。要求利息，必须知道本金、利率和时间。从今天的学习

中可以看出，数学知识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3．运用概念，解决问题 

  （1）出示例 5：学生独立收集信息，并解决问题。 

  （2）部分学生板演。 

  学生 1：400×5.22%×3＝62.64（元） 

  学生 2：400×5.22%×3×5%＝3.132（元） 

  学生 3：400×5.22%×3×5%≈3.13（元） 

  学生 4：400×5.22%×3×95%＝59.508（元） 

  学生 5：400×5.22%×3×95%≈59.51（元） 

  （3）反馈：说一说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教师纠错） 

  板书：到期利息、税后利息、利息税 

  教师：同学们，国家规定：人民币和外币储蓄系统从 1999 年 11 月 1 日起，对储蓄

存款利息征收利息所得税，现在是按利息的 5%缴纳利息税。 

  板书：税后利息＝利息×（1－5%）利息税＝利息×5% 

  4．指导学生看书第 20 页并小结 

  教师：请同学们打开数学书第 20 页，看看我们今天学习的新内容。 

  （1）读一读学习的新内容。 

  （2）教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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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同学们，我们在解决算利息的相关问题时，一定要看清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第一，解决的问题是否包含本金；第二，涉及利息的问题，一定要看清需要我们解决的

是（教师指着板书）到期利息，还是税后利息，或者是利息税的问题；如果是税后利息，

千万不要忘了按利息的 5%缴纳利息税；第三，人民币以元为单位，一般都保留两位小

数。 

  三、拓展运用，促进发展 

  1．学生课堂活动 

  （1）同桌议一议：400 元钱存 3 年，怎样存合算？ 

  （2）反馈学生讨论情况，教师板书存款的方式。 

  板书：一年一年地存；先存一年，再存两年；先存两年，再存一年；存三年。 

  （3）怎样存合算？ 

  教师：哪种存款方式最合算？请同学们先猜测，再分组用计数器计算验证。 

  （4）反馈：选择合算的存款方式。 

  2．完成教科书第 21 页第 5 题 

  要求：学生先独立完成，教师再评讲反馈。 

  3．完成教科书第 21 页第 3 题 

  （1）学生收集信息并质疑。 

  （2）师生破疑：让学生明白“贷款的年利率为 4.41%”的意义和“还款需要还哪些款

项”。 

  （3）学生解答后反馈。 

  4．教科书第 21 页第 4 题 

  （1）学生收集信息后反馈，介绍国债并强调国债不缴纳利息税。 

  板书：国债不缴纳利息税 

  （2）学生解答后反馈。 

作业布置 完成教科书第 21 页第 5 题 

教学小结 

（1）今天我们学习了哪些知识？请谈谈你有什么收获。 

  （2）关于算利息的问题，你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 

  （3）教师总结。 

  教师：算利息是我们所学的百分数知识在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必须知道本金、利率

和时间，用“本金×利率×时间”就可以得到利息，按利息的 5%缴纳利息税，所以税后利

息＝利息×（1－5%）；而国债不缴纳利息税。 

 

板书设计 

算利息 

利息＝本金×利率×时间 

400×5.22%×3＝62.64（元） 

税后利息＝利息×（1－5%） 

400×5.22%×3×95%≈59.51（元） 

利息税＝利息×5% 

400×5.22%×3×5%≈3.13（元） 

（国债不缴纳利息税）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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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之整理与复习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23页整理与复习，练习六 1~5 题，7~8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进一步理解百分数的意义，熟练掌握百分数与分数、小数的互化的方法，

沟通知识间的联系，能将所学知识进一步条理化和系统化。 

2．能应用百分数的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让学生在解决百分数实际问题中，进一步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体会数学的

价值。 

教学重点 运用百分数知识解决问题。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一、回忆旧知，揭示课题 

  1．谈话揭示课题 

  教师：同学们，百分数单元的新课学习已经结束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对这一单

元的知识进行整理和复习。 

板书：百分数单元整理和复习 

  2．看到课题，你准备从哪些方面去进行整理和复习 

  板书：意义、互化、解决问题 

  二、整理复习，形成网络 

  1．小组合作，系统整理 

  （1）独立整理。 

  教师：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将百分数单元知识整理在作业本上，注意

突出所学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学生整理，教师巡视，对不会整理的学生给予指导。 

  （2）小组交流。 

  教师：整理好的同学请在小组中说一说你是怎样进行整理的。 

 2．汇报展示，交流评价 

  教师：哪一个同学自愿上讲台展示、汇报你的整理情况？其余的同学要注意认

真地看，仔细地听，待会对他的整理情况提出你的看法或者建议。 

  学生展示汇报。注意对学生整理知识的评价，突出教师评、师生评和生生评。 

  学生 1：百分数的意义，读法、写法，百分数与分数的区别和联系。 

  学生 2：百分数和分数、小数的互化方法。 

  学生 3：解决求生活中的百分率，如合格率、出勤率等问题；解决百分数问题

（成数、折扣、纳税、利息、贷款等）。 

…… 

  3．归纳总结，升华提高 

  教师：同学们，大家的整理和汇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百分数这一单元知识

进行回忆和梳理的过程。那么，这些知识之间有没有联系？有什么联系？ 

  （1）百分数的意义。 

  教师：谁来举一个例子说一说百分数的意义？ 

  学生：合格率 98%表示合格的产品数占产品总数的 98%。百分数表示一个数是

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百分数也叫做百分率或百分比。 

  教师：百分数和分数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你能举例说明吗？ 

  学生：…… 

  教师：从刚才同学们所举出的实例中我们知道了百分数和分数之间的区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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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本质的区别还是在于：百分数只表示两个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它的后面不能写单位

名称；而分数既可以表示一个具体的数量，又可以表示两个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如果分

数表示具体的数量时，它的后面就可以写单位；如果表示倍数关系时，它的后面就不写

单位。从这里可以看出：百分数和分数，当它们同时表示倍数关系的时候，可以相互转

化。 

  教师：请同学们用手势判断下面各题。 

  一本书看了 80%,还有 20%页没有看。() 

  一吨煤，运走 310 吨后，还剩 70%吨。（    ） 

  一项工程，已经完成 75%，也就是完成了这项工程的 34。（    ） 

  六年级有学生 98 人,今天全部到校,出勤率是 98%。() 

  教师：请打开数学书第 23 页，完成练习六第 1 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再反馈。 

  教师：完成数学书第 24 页练习六第 3 题。 

  （2）百分数和分数、小数的互化。 

  教师：哪位同学来说一说百分数和分数、小数是怎样互化的？ 

  学生：…… 

  教师：请打开数学书第 24 页，完成第 2题。 

  （3）解决问题。 

  教师：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用到百分数知识解决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依

据是什么？关键又是什么呢？ 

  板书：依据、关键 

  学生：解决百分数问题的依据是百分数的意义，关键是找准单位“1”。 

  板书：应用、确定“1” 

  教师：能不能说一说解决百分数问题的具体方法？ 

  学生：找出百分率的句子，确定好单位“1”，写出数量关系，对应列式或用

方程解决问题，检验和书写答语。 

  学生：储蓄存款需按利息的 5%缴纳利息税，国债不缴税。 

  教师：同学们，我们已经知道了解决百分数问题的依据和关键，请打开数学书

第 23 页，完成算一算。 

  要求：学生独立解答后，全班反馈。 

  教师反馈：说一说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865×（1－80%）÷90 

  （865－865×80%）÷90 

  865÷90×（1－80%） 

  三、应用拓展，提高技能 

  1．教科书第 24页第 4 题 

   反馈：由一个学生到展示平台上进行展示，并说一说是怎样解决问题的。 

  2．教科书第 25页第 5 题 

   反馈：说一说上座率是什么意思，再汇报结果。 

  3．学生独立完成教科书第 25页第 7～8题 

   反馈：增收一成表示什么意义？再介绍“几成”的意义与应用。 

  

作业布置  

教学小结 （1）通过这节课的整理和复习，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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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百分数知识，你还有什么问题？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综合应用：有奖购书活动中的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28 页的内容。 

教学目标 

1．能在生活中发现与百分数有关的数学问题，并能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这些问题，从

中掌握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2．感受所学知识的应用价值，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3．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 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 收集的情境资料，挂图。 

教学过程 

一、走进生活，引入主题 

   教师：同学们，我们学习了百分数的意义及其运用。那么在生活中你们都看到、

听到、用到过百分数吗？看看谁说的多，不过必须说出你所说的百分数的真正意义，以

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计算方法。 

   同桌的学生互相说，互相解决对方提出的问题（每人一次只说一个，然后交换进

行）：商场的打折，商场为促销全场按百分之几十出售，在福利彩票中的中奖率，满 100

送 50 元，银行的利率等。 

   在学生讨论之后，让学生总结百分数的运用方法。 

   创设场景：新华书城喜庆开业 10 周年，举办了大型的让利活动，昨天我和马老

师一起上街，看到他们的门前立了这样的一块牌子（挂图出示，或投影出示，教师要根

据班上学生的情况创设具有童趣和真实性的情境）： 

 有奖购书活动 

  （1）凡 4 月 20 日~4 月 30 日在本书城购书满 100 元者，送奖券 1 张。 

  （2）本次活动共送奖券 1000 张，送完为止，凭奖券抽奖。 

  （3）奖品设立：一等奖 10 名，奖品价值 300 元；二等奖 30 名，奖品价值 100 元；

三等奖 50 名，奖品价值 50 元。 

  （4）开奖时间：5 月 1 日上午 9：00。 

  教师：看到这里，你想到了什么？有哪些问题？ 

  二、自主选择，合作提高 

  1．提出问题 

   学生的问题会很多，教师把有意义的数学问题板书出来，学生可能会有： 

  （1）这次活动的总奖金是多少元？ 

  （2）一等奖的奖金占奖金总额的百分之几？ 

  （3）二等奖的奖金占奖金总额的百分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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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至少要卖出多少元的书，奖券才能全部送出？ 

  （5）本次活动的中奖率是多少？ 

  …… 

  2．解决问题 

   根据上面的问题提出：你现在会解决哪些问题了呢？学生动手实践尝试计算。 

  （1）要求学生首先做自己最想解决的问题，然后解决觉得有一定难度的问题。 

  （2）必须独立完成。 

  （3）教师巡视指导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4）在学生独立完成的基础之上，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每个学生说说自己对每一个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比较一下谁的方法最科学；探

索一下还有哪些方法，想一想如果还能提出些什么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三、师生互动，升华知识 

  小组汇报：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进行合理的引导。 

  （1）解决“奖品总金额”的问题。 

   引导学生把每一种奖的金额先算出来，再合计即：300×10，100×30，50×50；3 000

＋3 000＋2 500。 

  （2）解决“要卖多少元才能全部送出”的问题。 

   即：100×1 000。 

  （3）解决“本次活动的中奖率是多少”的问题。 

   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回答重点引导。即：一是如何理解中奖率的含义（谁是谁的

百分之几）。中奖的张数是奖券总数的百分之几。二是理解这类型的问题该如何来解决。

（10＋30＋50）÷1000×100%。 

   让学生挑战学生，即请一个同学到黑板上来讲如何求二等奖的中奖率，其他同学

向他挑战，提出什么地方还不明白。 

…… 

  四、拓展练习，升华运用 

  （1）如果 10 万元的书按八八折销售，这种让利销售与有奖销售相比，书城采用哪

种销售活动赢利更多？ 

   学生独立完成之后，小组进行比较，看看书城为什么要那么做，揭开商家促销的

真正面纱。 

  （2）某购物中心举行活动,活动内容是当天买 200 送 200,不满 200 不送。请你算一

算,这样的活动相当于打几折?商家为什么不直接说所有商品打折呢?请大家帮帮忙。 

   学生解决之后，教师要引导学生想一想商家为什么要那样做，提升学生的知识面。 

  （3）从前，某户人家有ａ、ｂ、ｃ、ｄ、ｅ、ｆ、ｇ兄弟姐妹七人，只知道ａ有

三个妹妹，ｂ有一个哥哥，ｃ是女的，她有两个妹妹，ｄ有两个弟弟，ｅ有两个姐姐，

ｆ也是女的，但她和ｇ都没有妹妹。请你想一想，这七个人中，男孩占了几分之几？女

孩占了几分之几？ 

  反思在生活中如何发现百分数？ 

作业布置  

教学小结 请学生独立反思这堂课的学习过程，总结一下自己有哪些收获，还有哪些问题和不足？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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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圆柱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29~31 页的内容，练习七第 1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能认识圆柱和圆锥,了解他们的特征及区别。 

  2．通过观察、想象、操作、思考、讨论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操作

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3．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自信心，体会数学与现实的联系。 

教学重点 

从实际生活中常见的圆柱形物体抽象出圆柱的几何图形，让学生经历圆柱、圆锥特

征的探索过程。 

使学生弄清圆柱侧面展开得到一个长方形，这个长方形的长和宽与圆柱的关系，建

立空间观念。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几个圆柱形的实物，其中一个能将表面的包装纸裁剪下来，再准备用纸做

的长方体、正方体、球各一个，大小不等的圆柱体两三个，一个小纸箱。 

  学生准备几个圆柱形的实物，一张白纸，直尺等。 

教学过程 

一、摸猜游戏，引入课题 

  （1）（教师用纸箱，装上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体）教师：老师这个纸箱中

有几个长方体、正方体等形状的物体，下面我请一位同学上台来摸一摸，一边摸一边描

述自己摸着的几何体的特征，其他同学边听他描述，边猜测是什么形状的物体。 

  （2）让一位学生上来摸，其余学生猜。 

   提醒学生从棱的多少、长短，面的大小、形状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来进行描述。学

生猜的时候可以在学生摸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去猜测，这样，可以根据物体特征的完

善而接近正确答案。 

   例如：圆圆的——球体 

   长长的，有六个面，每个面是平平的——长方体 

…… 

  （3）根据学生猜的情况过渡，引入课题。 

   教师：我们今天就来研究一下圆柱的特征。 

   板书课题：圆柱的认识 

   二、自主探究，学习新知 

  1．认识圆柱，并探索特征 

   教师出示圆柱。 

   教师：这就是圆柱。各小组的同学拿出你们（或老师准备）的圆柱，摸一摸，了

解一下圆柱由几部分组成。 

   学生按小组互相交流，感知圆柱的特征。 

   全班交流小结，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和板书。 

  板书：两个圆，一个曲面 

   教师：同学们很善于观察，一下子就看清了圆柱的各个部分及其形状，下面我们

继续来研究圆柱的特征。在我们手里有这么多的圆柱，大家有什么办法知道圆柱的上下

两个圆的关系？ 

  学生说说自己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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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大家选择自己认为可行的办法试一试。 

  学生分小组操作。（可以涂上颜色、墨水在纸上印，可以量圆的周长，可以量直径

等） 

  交流探索方法和结果，教师引导总结。 

  板书：相等的（在“两个圆”板书基础上补充） 

  2．测量圆柱的高 

  教师：同学们办法真多，动手的能力也很强，证明了圆柱两个底面是相等的。（教

师出示两个底面相等但高矮不同的圆柱）大家再来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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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充分发言，教师引导小结：圆柱两个底面之间的距离就是圆柱的高。 

  观察实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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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指导学生测量圆柱的高。学生拿出各种圆柱进行测量。 

  学生汇报测量结果。 

  3．探究圆柱侧面的特征 

   教师：大家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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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拿出准备好的罐头盒，把它的商标纸剪开，再展开，看看商标纸是什么图形？ 

   学生动手操作，教师巡视指导。 

   全班交流：沿高剪开后展开得到一个长方形；也可能得到一个正方形；斜着剪得

到一个平行四边形。 

   请学生观察、思考并讨论：展开后的长方形（或正方形、平行四边形）与圆柱有

什么关系？ 

   学生动手操作：把展开后的长方形还原成圆柱的侧面，发现：长方形的长等于底

面圆的周长，宽就是圆柱的高。（板书） 

作业布置 

1.判断下面那些是圆柱，并说明理由 

   教科书第 32 页练习七第 1 题。 

  2.说说生活中哪些物体是圆柱 

 

教学小结 教师：今天我们探究了圆柱的特征，大家说说，圆柱有些什么特征？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圆柱的表面积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31~33 页例 1，例 2，课堂活动，练习七的 2~6 题。  

教学目标 
1．理解圆柱表面积的含义。 

2．掌握圆柱的表面积的计算方法，会正确地计算圆柱的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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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灵活运用求表面积的有关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 
理解求圆柱的表面积的计算方法并能正确计算。 

灵活运用表面积的有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 炉筒、水桶、油漆桶、易拉罐桶、卷尺等。 

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 

  谈话：（出示水桶）昨天，我们家邻居的几个小孩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将张奶奶

的水桶弄坏了，为了表示歉意，几个小孩准备做一个一样大小的新水桶还给张奶奶，可

是不知道要用多少铁皮，就跑来问我。我经过计算告诉了他们，你知道老师是怎样计算

的吗？那你想不想学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圆柱的表面积。 

  这节课，我把平常看到的炉筒、水桶、油漆桶等圆柱都请上了我们的数学课堂，就

让我们通过它们来获取我们想要的知识。 

 二、小组合作，探索方法 

  1.探索侧面积的计算方法 

   出示水桶，教师提问：水桶的侧面展开是什么形状呢？我们用易拉罐来做个实验

吧。 

   学生分组实验，剪开易拉罐侧面的包装纸，展开观察思考，看能发现什么？ 

   组织学生交流，通过交流让学生明确：圆柱的侧面展开是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

长就是圆柱的底面周长，宽就是圆柱的高。 

   教师提问：怎样计算圆柱的侧面积？ 

   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与交流，最后概括出： 

   圆柱的侧面积=底面周长×高 

  2.探索表面积的计算方法 

  （1）观察实物，理解表面积的含义。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三种物体，比较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 

   学生汇报。归纳出： 

   炉筒：只有一个侧面。 

   水桶：有一个侧面和一个底面。 

   油漆桶：有一个侧面和两个底面。 

  （2）探索表面积的计算方法 

  根据三种物体的实际构造，你们能想办法求出它们的表面积吗？（小组讨论） 

  指生汇报，明确解决办法： 

  炉筒表面积＝侧面积 

  水桶表面积＝侧面积＋一个底面积 

  油漆桶表面积＝侧面积＋两个底面积 

  3．教学例 2 

  （1）出示例 2，让学生明确题中的信息及要解决的问题。 

  （2）学生独立解决。 

  （3）交流。教师重点提问：做水桶需要的铁皮应计算哪几个面的面积？为什么？ 

  三、课堂活动 

  1．完成教科书第 32 页课堂活动 

  （1）明确测量时的注意事项。 

   教师引导学生明确，测量三个物体的相关数据：直径——先在圆上固定一点，尺

子的另一端在圆上移动，寻找最大的距离，就是圆的直径。周长——可绕桶一周量出圆

的周长。高——一定是两底之间的最短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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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生分组测量数据，计算三种物体的表面积。 

  （3）交流。学生测量和计算可以稍有误差。 

教师提问：刚才同学们都是用“四舍五入”法取的近似值。在实际中，这样取能行吗？为

什么？ 

  2.完成教科书 33 页第 2 题的计算 

   在书上进行填表。及时反馈，矫正。 

  3．拓展练习 

  工人叔叔把一根高是 1 M 的圆柱形木料，沿底面直径平均分成两部分，这时表面积

比原来增加了 0.8 M2。求这根木料原来的表面积。 

作业布置 学生独立完成教科书第 33 页 3~6 题。 

教学小结 

1．提出问题 

   圆柱表面积的有关知识，在实际应用时要注意什么呢？还想到哪些问题？你能举

一些例子来说明吗？（让学生展开思路，充分发言。老师还可以适当提示） 

  2．小结 

  老师根据学生发言，对本节课的知识进行总结，学生说得不够全面教师补充：应用

圆柱的表面积有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实际需要来计算各

部分面积，必须灵活掌握。另外，在生产中备料多少，一般采用进一法，目的就是为了

保证原材料够用。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3 课时圆柱的体积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34~35 页例 3 及课堂活动，练习八 1，2，3 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学生体验圆柱体积公式的推导过程，掌握圆柱的体积公式并能应用公式解

决实际问题。 

  2．倡导交流、合作、实验操作等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观察、猜测、分析、比较、

综合的学习思考方法。 

  3．让学生感受探索数学奥秘的乐趣，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情感。 

教学重点  圆柱体积计算方法及应用。 

教学准备 教具：标有厘米刻度的透明长方体容器和圆柱容器、量筒、小黑板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实验回顾长方体体积计算方法 

  （1）出示透明长方体容器。 

  教师：现在我们向这个容器里倒入 1 厘米深的水，容器里的水会形成什么形体？（长

方体） 

  （教师现场操作倒水）估计一下，有多少立方厘米？ 

  怎样才能知道这层长方体的水有多少立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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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设：①计算；②倒入量筒测量） 

  （2）如果要计算的话，要测量哪些数据？ 

  （请一名学生前台测量，教师注意提醒从内部量） 

   教师板书数据，全体学生即时计算，一生板演。 

   学生讲解，教师从算式中用红线勾出表示底面积的部分。 

   说明：长方体的体积可以用底面积乘高来计算，当高为 1 CM 时，底面的面积数

就是这个长方体所含的体积单位数。 

教师再往容器内依次倒入 2 CM，3 CM……高的水，随机请学生口答出体积数。 

  （3）揭示：当长方体的高度增加，我们就可以用一层的体积数乘上高度（也就是

层数）来求得体积。 

   二、实验探究，学习新知 

  1．初次实验 

  出示标有厘米刻度的圆柱形玻璃容器。 

  教师：向这个容器里倒入 1 厘米深的水，水会形成什么形状？（圆柱） 

  教师操作倒水后：猜一猜，这个圆柱形水柱的体积如何计算？（教师板书学生猜测

结果：V=SH……） 

  教师：假如这些猜测合理，我们需要测量哪些数据？（D 或 R） 

  一名学生上前台在教师的协助下现场测量，记录下数据。 

  学生集体按照自己猜测的方法演算结果，并进行相关板演。 

  教师：怎样证明这些结果的正确性？（量筒测量） 

  教师将容器中的水倒入量筒，直观验证 V=SH 的正确性。 

  2．二度实验 

  教师：一次实验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进行几次行吗？ 

  教师往容器中倒入 2 CM，4 CM，5 CM，10 CM 高的水，学生计算后，师生共同用

量筒直观验证，并生成实验表格如下： 

  实验编号底面半径（CM）底面积（CM2）圆柱体积（CM3）12345 

  3．实验分析 

  教师：刚才的实验说明了什么？观察数据你还有哪些发现？ 

  4．回归课本，认识“转化”法推导圆柱体积，扩展对公式的认识 

  教师：圆柱体积 V=SH，关于这个方法，我们的数学家们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相关

的说明，一起来看看。 

  小黑板配音演示： 

  教师：欣赏了数学家的推导方法，再回忆一下我们刚才的实验，你想说点什么吗？  

  三、实践应用，巩固新知 

  1．基本技能训练 

   练习八第 1 题。 

  2．拓展应用，促进发展 

  教学例 3。 

  教师：不告诉圆柱的底面积，你能求出它的体积吗？ 

  小黑板出示例 3： 

  集体感知题意。全体学生独立完成，两名学生板演后讲解。 

  教师小结：当求体积的必要条件没有直接告诉时，我们应先根据相关信息予以解决。 

作业布置 练习八第 2，3 题。 

教学小结 今天我们一起研究了什么知识？在今天的学习中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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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4 课时生活中的圆柱 

教学内容 根据教科书第 36 页练习八设计的课堂活动。 

教学目标 

1．学生能综合运用圆柱的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简单实际问题，培养应用意识与实践

能力。 

  2．让学生经历看、说、猜、算、验等一系列活动，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思

维能力。 

  3．通过实验和计算，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 

教学重点  

教学准备 

1．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物体和容器。 

2．两张长方形的白纸（25.12 CM×10 CM)。 

3．计算器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教师：前面我们学习了圆柱的有关知识，今天这节课我们将用我们所学的知识解释

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板书课题：生活中的圆柱 

 二、探索等底面积的圆柱和长方体谁的体积大 

  1．认识 

  教师：这是什么？（水管）我们知道水管是用来送水用的，但水管为什么要做成圆

柱形而不做成方形呢？猜一猜会是什么原因呢？ 

  学生 1：和其他形体比圆柱形流的水多（单位时间流的水体积大）。（板书：流量

大） 

  学生 2：加工圆柱形水管，用料少，节约生产成本。（板书：用料少） 

  学生 3：…… 

  教师：同学们说的都有自己的道理，这里我们先来研究，圆柱形水管是否如同学们

所说“流量大”、“用料少”。怎样知道我们的猜想对不对呢？我们必须通过实践来证明。 

  2．探索 

  教师：看看你们手中的材料，（教师拿出两张纸）这是两张相同的纸，你能想出办

法来证明我们的猜想吗？（学生先交流、讨论，再汇报） 

  学生用两张同样的长方形的纸分别做成圆柱和长方体形水管。为了方便计算我们规

定长方体的底面是正方形。 

  3 交流 

  让学生说一说是怎么算的。 

  （1）在长方体底面周长为 25.12 CM，高为 10 CM 的情况： 

   25.12÷4=6.28（CM）……底面边长 

   6.28×6.28≈39.44(CM2)……底面积 

   39.44×10=394.4(CM3)……长方体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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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柱底面周长为 25.12 CM，高为 10 CM： 

   25.12÷3.14÷2=4（CM）……底面半径 

   3.14×42=50.24（CM2）……底面积 

   50.24×10=502.4（CM3）……圆柱体积 

  （2）在长方体底面周长为 10 CM，高为 25.12 CM 的情况： 

   10÷4=2.5（CM）……底面边长 

   2.5×2.5=6.25（CM2）……底面积 

   6.25×25.12=157（CM3）……长方体体积 

   圆柱底面周长为 10 CM，高为 25.12 CM： 

   10÷3.14÷2≈1.6（CM）……底面半径 

   3.14×1.62≈8（CM2）……底面积 

   8×25.12=200.96（CM3）……圆柱体积 

  4 结论 

   教师在这里引导学生分析，用同样的材料围一个圆柱和长方体，圆柱的体积大，

如果不考虑材料的厚度，也就是说圆柱的容积大，所以水的流量就大，因此一般的管子

都做成圆柱形。 

   教师：谁的体积大？（圆柱）说明我们的猜想对吗？ 

   教师：是的。用同样的材料围一个圆柱和长方体，圆柱的体积大，如果不考虑材

料的厚度，也就是说圆柱的容积大，当然水的流量就大，所以一般的管子都做成圆柱形。 

   教师：像这样通过实验、计算来证明猜想的方法（板书：猜、实验、算），科学

家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也经常用到。孩子们运用这一方法证明了我们的猜想，真了不起。

其实水管为什么要做成圆柱形的除了这个原因，还有物理学上的因素。请看屏幕显示，

请一个同学读。 

  5.科学常识介绍 

   水管为什么要做成圆柱形？ 

   圆柱形水管除了“流量大”、“材料省”；从力学的角度上来说，圆柱形的东西受力

均匀，不易变形，不易被破坏，例如：一个鸡蛋，很脆弱，但是用手掌握住，用力捏是

不易捏碎的，石拱桥做成拱形也就是这个道理；另外加工圆柱形的管子比加工其他形状

的管子容易，工艺也要简单些。 

 三、深化 

  1.认识 

  教师：在我们的生活中，许多装液体的容器也是圆柱形的，例如：油桶、装饮料的

易拉罐等，这又有什么原因呢？ 

  学生说装得多。 

  教师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学生说材料省。(可能会有争议，教师应及时肯定、激励） 

  如果把刚才的圆柱和长方体加上底，就是两个容器，算算吧？ 

  教师：究竟做圆柱形容器省不省材料呢？通过解决下面的问题看看能否找到答案。 

  2.探索 

  已知底面是正方形的长方体，它的底面积是 12.56 CM2，高是 10 CM，有一个圆柱

和它等底等高。（12.56≈3.55×3.55)要画图。 

  教师：这两个物体的体积怎样？（相等）你怎么知道的？ 

  教师：如果不考虑材料的厚度，也就是说长方体容器和圆柱形容器装的东西一样多。 

  教师：那做这两个容器谁的用料少呢？请你们算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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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长方体表面积： 

   12.56×2=25.12（CM2）……上下两底面积 

   3.55×4=14.2(CM)……底面周长 

   14.2×10=142（CM2）……侧面积 

   142＋25.12=167.12（CM2）……表面积 

  （2）圆柱表面积： 

   12.56×2=25.12（CM2）……上下两底面积 

   12.56÷3.14=4(CM)……底面直径 

   4×3.14×10=126.6（CM2）……侧面积 

   125.6＋25.12=150.72（CM2）……表面积 

  3.结论 

   小结：在等底、等高的情况下，做圆柱容器的材料比长方体容器的要少，所以我

们生活中的许多容器都选用圆柱的。那有没有比圆柱形更为省料的形状呢？ 

  4．科学常识介绍 

   有没有比圆柱形更为省料的形状呢？ 

   根据数学的原理，用同样的材料做的容器中，球形容器的容积要比圆柱形的更大，

也就是说，做球形的容器，可以更节省材料。但是，球形容器很容易滚动，放不稳，它

的盖子也不容易做，所以不实用。 

 四、拓展 

  教师：既然圆柱有这么多的优点，那为什么生活中的容器不都做成圆柱形呢？ 

  学生发表意见。 

  教师：虽然做圆柱形的容器比较省料，但是，装起固体东西来都不经济，所以装固

体物体的容器通常把它们做成长方体的。比如：放饼干的盒子、装衣服的箱子和柜子等。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有什么收获呢？ 

作业布置  

教学小结 

有趣的数学问题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你们做有心人，运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和

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它，相信你们都能成功。把观察、思考当作一种习惯，把习惯用在你

的学习之中，你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圆锥 

第 1 课时圆锥的认识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38 页的内容。 

教学目标 
   1．通过实物感知，使学生认识圆锥，掌握圆锥的特征及各部分的名称，会测量圆

锥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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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操作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重点 
圆锥的特征及圆锥各部分的名称。 

测量圆锥高的方法。 

教学准备 小黑板、圆柱和圆锥形实物、三角板、直尺、扇形图片一张。 

教学过程 

一、复习铺垫，引入新课 

  1．找生活中的圆锥 

   教师出示小黑板画面(或小黑板板贴），展示各种形状的物体（有长方体、正方体、

圆柱、圆锥……），学生观察图中的物体。 

   教师：哪些是我们已经认识过的物体？（长方体、正方体、圆柱） 

   教师：谁能说一说圆柱有哪些特征？抽学生回答。 

   教师指着圆锥问：你们见过这种形状的物体吗？谁知道像这种形状的物体叫什

么？（圆锥） 

   谁能说一说在哪些地方见过这种图形？ 

  （楼顶上的铁架台是圆锥形的，建筑工地上的铅锤、圣诞节戴的帽子、铁路边上的

煤堆。） 

  教师对学生的回答给予肯定，接着教师用小黑板展示生活中常见的圆锥形物体。 

  小结：像麦堆、谷堆、铅锤、帽子等物体的形状都是圆锥。 

  板书：圆锥 

  2．揭示课题 

  教师：前面我们认识了圆柱，知道圆柱的特征，同学们，你们想认识圆锥吗？ 

  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去认识圆锥吧。揭示课题。板书课题：圆锥的认识 

  学生齐读课题。 

  二、合作探究，学习新知 

  1．实物感知，抽象图形 

  教师：圆锥是什么形状的呢？请同学们拿起桌上的圆锥仔细地看一看，用手摸一摸，

感受并体验一下圆锥的形状。然后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你所看到的圆锥的形状。 

  反馈信息。抽生说出观察的结果。 

  引导学生初步感知圆锥的特征：圆锥的底面是圆形，上面是一个曲面。圆锥的曲面

和圆柱的曲面不一样，圆柱的曲面展开后是一个长方形，圆锥的曲面展开后不是长方

形…… 

  当学生叙述圆锥的底面是圆形，上面是一个曲面时教师给予表扬。 

  教师：还有补充的吗？ 

  教师：他的观点有新意，观察仔细。 

  教师：这些圆锥形的物体怎样用图形表示？ 

  教师用小黑板演示，从实物中抽象出帽子、铅锤、谷堆的图形。并在黑板上贴出圆

锥的图形，让学生明白像这种形状的图形就是圆锥。 

  2．认识圆锥各部分的名称 

  （1）认识圆锥各部分的名称。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黑板上的圆锥图形，有哪些相同点？ 

   这些圆锥的底面都是圆的，顶部都是尖的。 

   教师：圆锥由几部分组成？能给各部分取名吗？ 

   学生分小组观察讨论，作好记录，小组推荐一名同学汇报讨论结果。 

   学生讨论，教师巡视指导。 

   反馈：教师找 3 个小组的代表汇报小组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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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 1：圆锥由两部分组成，有一个面是平的，有一个面是曲的。平的面叫底面，

曲的面叫侧面。 

   学生 2：曲面最顶端的部分是圆锥的顶点。 

   学生 3：圆锥和圆柱一样有高。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在黑板上标出顶点和底面。表扬学生观察仔细。 

  （2）认识圆锥的底面。 

   学生观察自己桌上的圆锥，说说圆锥的底面是什么形状。 

   学生通过观察知道圆锥的底面是圆形。底面圆心就是圆锥底面的中心。教师在黑

板上标出圆心 O。 

  （3）认识圆锥的侧面。 

   教师：圆锥的侧面展开后是什么形状的？ 

   学生猜测圆锥侧面展开图的形状。 

   教师用小黑板演示，把圆锥的侧面展开，学生观察展开图的形状，直观感知圆锥

侧面展开后是一个扇形。 

   学生动手做一做圆锥。 

   操作：学生拿出准备的扇形图片，然后围起来看一看是什么形状。 

   学生通过操作制成一个圆锥，从而了解圆锥的侧面展开后是一个扇形。 

  （4）引导学生探究圆锥的高。 

   教师：刚才同学们谈到圆锥也有高，那么圆锥的高在哪里？ 

   教师抽学生在黑板上标出高。 

   可能有的学生认为母线是高，也可能有的学生认为顶点到圆心的距离是高。 

   教师：到底圆锥的高应该在哪里？ 

   教师请持两种观点的同学各选出一名代表进行辩论，发表各自的见解。 

   让学生在辩论中明白圆锥的高是指圆锥顶点到底面的距离，距离是指从顶点到底

面的垂线段的长，从而找到圆锥的高。 

   然后教师在黑板上画出圆锥的高。得出高的定义。 

   板书：从圆锥的顶点到底面的距离叫做圆锥的高。 

   教师：圆柱的高有多少条？圆锥的高有几条？ 

   学生可能会因为圆柱的高有无数条，从而推断出圆锥有无数条高。也可能会说只

有一条高。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圆柱和圆锥的形状，通过对比找出从圆锥的顶点到底面的垂线

段只有一条，因此圆锥的高只有一条。 

  （5）测量圆锥的高。 

   教师：怎样利用直尺和三角板测量圆锥的高呢？ 

   小组合作，想办法测出圆锥的高。 

   教师巡视指导。 

   反馈：教师抽两个学生到黑板前演示高的测量过程。边测量边叙述。 

   这一环节中有的学生可能测量的是顶点到地面圆周的长度，也有的学生可能把圆

锥切破进行测量。 

   教师根据学生的探究情况，引导学生明白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都把圆锥形的物体

剖开进行测量。但根据圆锥高的特点可对圆锥的高采用以下方法测量。测量高的方法： 

板书： 

  （1）先把圆锥的底面水平放置。 

  （2）用一块三角板水平地放在圆锥的顶点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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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用直尺竖直地量出三角板和底面之间的距离，就得到圆锥的高。 

  3．小结圆锥的特征 

  教师：谁能说说圆锥的特征？ 

  抽学生归纳总结。 

  圆锥有一个顶点，底面是一个圆，圆锥的侧面是一个曲面。圆锥只有一条高。 

  三、练习应用，巩固新知 

  1．辨一辨 

  在下图中的圆锥下面的（    ）里画√。（图略） 

  （    ） 

  （    ） 

  （    ） 

  （    ） 

  2．填一填 

  （1）圆锥的高是（    ）。圆锥有（    ）条高。 

  （2）将一个圆锥沿着它的高平均切成两半，截面是一个（    ）形。 

  （3）下图圆锥的高是（    ）CM。 

  （4）圆柱的侧面展开，得到一个（    ）形，把圆锥的侧面展开，得到一个（    ）。 

  3．小法官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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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和圆锥的侧面都是曲面，圆柱的侧面展开后是一个长方形，圆锥的侧面

展开后是一个扇形。（    ） 

  （4）测量圆锥的高只要测出顶点到底面圆周上的一点就是圆锥的高。（    ） 

作业布置  

教学小结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探究，同学们有收获吗？谈谈你有哪些收获和体会？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圆锥的体积(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39~40 页例 1，课堂活动及练习九第 1 题，第 2 题。 

教学目标 

1．在操作和探究中理解并掌握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 

  2．引导学生探究、发现，培养学生的观察、归纳等能力。 

  3．在实验中，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重点 
圆锥体积的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 

  圆锥体积计算公式的理解。 

教学准备 小黑板、等底等高的圆柱和圆锥、圆柱形水槽、河沙或水。 

教学过程 一、情景铺垫，引入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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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出示小黑板画面，画面中两个小孩正在商店里买蛋糕，蛋糕有圆柱形和圆锥形

两种。圆柱形蛋糕的标签上写着底面积 16 CM2，高 20 CM，单价：40 元/个；圆锥形的

蛋糕标签上写着底面积 16 CM2，高 60 CM，单价：40 元/个。 

屏幕上出示问题：到底选哪种蛋糕划算呢？ 

  教师：图上的两个小朋友在做什么？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了？他们应该选哪种蛋糕划

算呢？谁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教师抽学生回答问题。 

  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学生会认为买圆柱形的蛋糕比较划算，理由是这种蛋糕比圆锥形蛋糕的个

大。 

  第二种学生会认为买圆锥形的蛋糕比较划算，理由是这种蛋糕比圆柱形蛋糕高。 

  第三种学生会认为不能确定，理由是不知道谁的体积大，无法比较。 

  教师：看来要帮助这两个同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学生明白首先要求出圆锥形蛋糕的体积。 

  教师：怎样计算圆锥的体积？这节课我们一起研究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 

  揭示课题。板书课题：圆锥的体积 

  二、自主探究，感悟新知 

  1．提出猜想，大胆质疑 

  教师：谁来猜猜圆锥的体积怎么算？ 

  学生猜测：圆柱和圆锥的底面都是圆的，它们之间可能有联系，可不可以把圆锥变

成圆柱，求出圆柱的体积，从而得出圆锥的体积…… 

  对学生的各种猜想，教师给予肯定和表扬。 

  2．分组合作，动手实验 

  教师：圆锥的体积和圆柱的体积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有关系的话，它们之

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通过什么办法才能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带着这些问题，请同

学们分组研究，通过实验寻找答案。 

  教师布置任务并提出要求。 

  每个小组的桌上都有准备好的器材：等底等高空心的或实心的圆柱和圆锥、河沙或

水、水槽等不同的器材，以及一张可供选用的实验报告单。四人小组的成员分工合作，

利用提供的器材共同想办法解决问题，找出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并可根据小组研究方

法填写实验报告单。 

  学生小组合作探究，教师巡视指导，参与学生的活动。 

  3．教师用投影仪展示实验报告单 

  圆锥的体积实验报告单 

  第（    ）小组记录人： 

  名称底面半径最初水面高度最后水面高度水面上升高度体积 

  圆柱 

  圆锥 

  结论 

  反馈信息。各小组交流实验方法和结果。 

  教师：你们采用了哪些方法研究等底等高的圆柱和圆锥之间的关系？通过实验，你

们发现了什么？ 

  方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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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三次，刚好装满圆柱形容器，因为圆柱的体积=底面积×高，所以圆锥的体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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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的体积。 

  方案二：方法与一小组的方法基本一样，只不过装的是河沙。我们的结论和一小组

一样，圆锥的体积也是这个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 

  方案三：我们组与前两小组的方法不一样。我们是用两个同样大的水槽装同样多的

水，在水面的位置分别作好标记，然后把这两个实心的圆柱和圆锥分别放入两个水槽中，

在升高后的水面分别作好标记，算出两个水槽水面上升的高度，发现放圆柱形水槽的水

面上升的高度是放圆锥形水槽水面高度的三倍。因为两个水槽底面一样大也就是底面积

相等，由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算出两个水槽中水的体积，发现圆锥的体积是圆柱的体积

的三分之一。因此我们组得出的结论是：圆锥的体积是与它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分之

一。 

  教师：三个小组采用的实验方法不一样，得出的结论都一样。老师为你们的探索精

神感到骄傲。 

教师把学生们的实验过程用小黑板演示一遍，让学生再经历一次圆锥体积的探究过程。 

  4．公式推导 

  教师：圆柱的体积怎样计算？圆锥的体积又怎样计算？ 

  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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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乘以三分之一，

就得到圆锥的体积。 

  板书：圆柱的体积=底面积×高 

  V=S×H 

  ↓〖4〗↓〖6〗↓ 

  圆锥的体积=13×底面积×高 

  V=13×S×H 

  教师：圆柱的体积用字母 V 表示，圆锥的体积也用字母 V 表示。怎样用字母表示

圆锥的体积公式？ 

  抽学生回答，教师板书：V=13SH 

  教师引导学生理解公式，弄清公式中的 S 表示什么，H 表示什么。 

  要求学生阅读教科书第 39 页和第 40 页例 1 前的内容。勾画出你认为重要的语句，

并说说理由。 

  5．拓展 

   教师：是不是底和高不相等的圆锥体积也是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呢？我们来做个

实验。 

   教师利用学生的实验器材进行演示。 

   用两个等底不等高的圆柱和圆锥装水；再用两个等高不等底的圆柱和圆锥装水，

两次结果都没得到圆锥体积是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进一步让学生体会等底等高的含

义。 

  6．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教学例 1。 

  一个铅锤高 6 CM，底面半径 4 CM。这个铅锤的体积是多少立方厘米？ 

  学生读题，找出题中的条件和问题。 

  引导学生弄清铅锤的形状是圆锥形。 

  学生独立解答。抽学生上台展示解答情况并说出思考过程。 

  三、拓展应用，巩固新知 

  1．教科书第 42 页第 1 题 

   学生独立解答，集体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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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填一填 

  （1）圆柱的体积字母表达式是（    ），圆锥的体积字母表达式是（    ）。 

  （2）等底等高的圆柱的体积是圆锥体积的（    ）倍。 

抽生回答，熟悉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 

  3．把下列表格补充完整 

   形状底面积 S（M2）高 H（M）体积 V（M3） 

   圆锥 159 

   圆柱 160.6 

   学生在解答时，教师巡视指导。 

  4．教科书第 42 页练习九第 2 题 

   分组解答，抽生板算。教师带领学生集体订正。 

  5．应用公式解决实际问题 

  教师：现在我们再来帮助这两个同学解决他们的难题。 

  要求学生独立解答新课前买蛋糕的问题。 

  抽学生说出计算的结果。明白两个蛋糕的体积一样大，因此买两种形状的蛋糕都可

以。 

  教师引导学生明白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中都藏着数学问题，只要留心观察就能得出结

论。 

作业布置  

教学小结 这节课的学习中，你都有哪些收获？有关圆锥体积的知识还有哪些不清楚的？ 

板书设计 

圆锥的体积（一） 

圆柱的体积＝底面积×高Ｖ＝ＳH 

圆锥的体积＝13×底面积×高Ｖ＝13ＳH 

例 113×3.14×42×6 

 

教学反思 

 

 

 

第 3 课时圆锥的体积(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40~41 页例 2，练习九第 3~7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并掌握圆锥体积的计算公式，能较熟练地运用圆锥的体积公

式解决问题。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会思考，增强思维的灵活性，培养学生有序思考的习

惯。 

  3．在探究问题中，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重点 
运用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灵活运用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解决问题。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课题 

  教师：怎样计算圆锥的体积？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体积公式：V=13SH 

  教师：谁能说说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抽学生简要叙述圆锥的推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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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要求圆锥的体积，应该知道哪些条件？ 

  让学生弄清要求圆锥的体积应该知道圆锥的底面积和高。 

  教师：这节课我们就利用圆锥体积的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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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 2 

   教师用投影仪出示例 2。 

   一煤堆的底面周长 18.84 M，高 1.8 M，这个煤堆近似一个圆锥体。准备用载重 5

吨的车来运。一次运走这堆煤，需要多少辆车？（1 M3 煤重 1.4 吨） 

  教师要求学生带着问题理解题意。用投影仪出示问题。 

  （1）这道题讲的是什么事情？知道哪些条件？要求什么问题？ 

  （2）要求这堆煤的质量，必须先求什么？ 

  （3）要求煤的体积应该怎么办？ 

  （4）这题应先求什么？再求什么?最后求什么? 

   教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教师适时点拨。 

   反馈：要求学生用完整的语言叙述题意。 

   教师抽学生叙述思考过程，要求语言简洁，思路清晰。 

   在反馈过程中，尽量多抽几个学生叙述。 

  通过讨论，使学生明白，这题的关键是求出圆锥形煤堆的体积，也就求出了煤堆的

质量。 

教师抽学生上台板算。 

  板书： 

  煤堆的底面积：3.14×（18.842×3.14）2=3.14×9=28.26（M2） 

  煤堆的体积：13×28.26×1.8=16.956(M3) 

  1.4×16.956÷5≈5(辆)答：…… 

  教师：最后的结果为什么要取整数部分再加 1？ 

  让学生明白装了 4 辆车后，剩下的虽然不够装一车，仍然要用一辆车装，因此要取

整数。 

  教师：在实际生活和学习中，经常会遇到不知道底面积的情况，这时怎样求圆锥的

体积？ 

  2.小结 

   要求圆锥的体积必须知道底面积和高，如果只知道底面半径、底面直径或底面周

长和高，要先算出圆锥的底面积，再利用圆锥的体积公式求出圆锥的体积。学会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 

 三、巩固练习 

  1．教师用投影仪出示教科书第 42 页第 3 题 

   观察图形，独立解答。抽二生上台板算。 

   让学生理解此题应先算出圆锥的底面积，才能求出容器的体积。 

  2.解答教科书第 42 页第 4 题 

   学生独立解答，抽生反馈说出思考过程。 

   通过这一题的练习，体会圆锥与圆柱之间的关系。 

  3．解答练习九第 6 题 

   学生独立完成，小组交流，展示思考过程，先算什么，再算什么。解答此题的关

键是抓住体积不变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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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发展练习 

   有一个底面周长是 31.4 DM，高 9 DM 的圆锥形容器里装满了黄豆，现在要把这

些黄豆放入另一个高 9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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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引导学生读题，理解题意。 

   弄清已知条件和问题，根据条件寻找中间问题。明白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学生小组内交流，探讨解决方案。 

  反馈：学生用完整清晰的语言叙述解题思路。 

  弄清解决这题的关键是抓住黄豆的体积不变，即圆柱和圆锥的体积相等。这是解答

此题的突破口。 

作业布置 教科书练习九第 5 题，第 7 题。 

教学小结 

教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了什么知识？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对圆锥的体积计算更熟悉了。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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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序思考，灵活

运用知识。 

板书设计 

圆锥的体积（二） 

例 2…… 

煤堆的底面积：3.14×（18.842×3.14）2=3.14×9=28.26（M2） 

煤堆的体积：13×28.26×1.8=16.956(M3) 

1.4×16.956÷5≈5(辆)答： 

教学反思 

 

 

 

第二单元之整理与复习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44 页，练习十第 4，5，6，9 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学生自主整理本单元的内容，建立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进一步掌

握圆柱、圆锥的特征，能判断一个物体或立体图形是不是圆柱和圆锥。 

  2．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并掌握求圆柱的表面积、圆柱和圆锥的体积（容积）的计算

方法。提高学生灵活应用计算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提高学生归纳、整理、有序思考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概念。 

教学重点   圆柱的表面积、圆锥和圆柱的体积（容积）的计算方法。 

教学准备 
   等底等高的长方体、圆柱、圆锥实物各一个，课前整理笔记。长方形纸、正方形纸

各一张。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揭示课题 

  1．创设情景 

   教师投影仪出示，画面中呈现四年级科技小组的同学在做飞机模型的场景。 

  

   配音：这些同学要做火箭模型，准备购买做模型用的材料，请帮他们算一算要用

多少材料？ 

   教师：你从图上获得了哪些数据？这些数据对他们有什么作用？ 

   引导学生观察画面，找到火箭模型底面半径 30 CM，圆柱部分高 50 CM。圆锥部

分高 20 CM。 

   学生解答，集体评议。 

  2．揭示课题 



 42 

  教师：解决问题时，用到了哪些知识？（圆柱表面积计算、圆锥表面积的计算） 

  教师：通过第二单元的学习，我们已经认识了圆柱和圆锥。在这一单元里，我们除

了学习圆柱和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以外，还学习了哪些知识？这些知识之间有哪些联

系？ 

  这节课我们将对本单元的知识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复习，通过整理和复习进一步加深

对圆柱和圆锥特征的认识，能熟练地解决常见的有关圆柱与圆锥的问题。 

  板书课题：圆柱、圆锥的整理和复习 

 二、自主合作，整理知识 

  1．小组交流笔记，形成知识网络 

   教师：请同学们拿出课前整理的笔记（没有笔记可以让学生看书），在小组内交

流，说说你从哪些方面进行整理的？把你们的笔记进行整理分类。使本单元的知识线索

更清晰，一目了然。 

学生小组交流讨论，教师巡视，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 

  2．反馈 

   抽学生上台展示小组整理的情况，并介绍整理方法。 

   教师：刚才各小组的同学介绍了他们的整理情况和方法。下面我们用投影仪展示

各小组整理的成果。 

   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在小黑板上呈现圆柱和圆锥的知识线索。 

  (1)表格式。 

   名称面的特点高的特点侧面积体积 

   圆柱有 3 个面； 

   上、下两面是圆形，大小相等； 

   侧面是曲面。有无数条高侧面积=底面周长×高体积=底面积×高 

   圆锥有两个面； 

   底面是圆形，侧面是曲面。只有一条高体积=13×底面积×高 

  (2)结构式。 

   圆柱和圆锥圆柱上、下两面是圆，同样大侧面积=底面周长×高 

   侧面是曲面 

   有无数条高体积=底面积×高 V=SH 

   圆锥底面是圆 

   侧面是曲面 

   有 1 条高体积=13×底面积×高 V=13SH 

   教师对学生的整理给予表扬。 

  3．回忆圆柱和圆锥表面积、体积的推导过程 

   教师：圆柱有几个面？有什么特征？ 

   教师：圆柱的侧面积计算方法是怎样推导出来的？谁来说说？抽生叙述侧面积的

推导过程。 

   学生用准备的纸做一个圆柱，然后打开，感受圆柱侧面积的计算方法的推导过程。 

   教师：知道圆柱的底面半径和高，怎样求它的表面积？引导学生回忆求表面积的

方法。 

   板书： 

   圆柱的侧面积=底面周长×高 

   圆柱的表面积=底面积×2＋侧面积 

   教师：圆柱的体积计算方法是怎样推导出来的？抽学生上台演示将圆柱转化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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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体的过程，同时引导学生完整叙述推导过程。 

板书： 

长方体的体积=底面积×高 

圆柱的体积=底面积×高 

V=SH 

教师：请同学们回忆圆锥的体积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抽学生上台演示推导过程。 

板书：圆锥的体积=13×底面积×高 

V=13SH 

  4．圆柱与圆锥之间的联系 

  教师：圆柱和圆锥之间有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请同学们认真找找。并作

好记录，集体交流。 

   相同点：底面都是圆，侧面都是曲面。 

   不同点：圆柱有两个大小一样的底面，圆锥只有一个底面；圆柱的高有无数条，

圆锥的高只有一条；圆柱的侧面展  开是长方形或正方形，圆锥的侧面展开是一个扇

形。 

  联系：等底等高的圆锥的体积是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 

 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1．基础练习 

  （1）计算下面图形的表面积和体积。教科书第 44 页题。 

   学生独立解答，集体订正。 

  （2）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 

   圆柱的侧面展开，一定得到一个长方形，圆锥的侧面展开得到一个扇形。（    ） 

   一个扇形可以卷成一个圆锥，一个长方形可以卷成一个圆柱。（    ） 

   一个圆锥形木箱的体积就是它的容积。（    ） 

   将一个圆锥沿着它的高平均切成两半，截面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 

   用刀将一个圆柱切成两半，从圆柱一底面切入，另一底面切出，切开的面一定是

长方形。（    ） 

   圆锥的体积是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    ） 

   学生集体解答，并说出理由。 

 （3）填空。 

  圆柱的高有（    ）条，圆锥的高有（    ）条。 

  一个长方形的长是 12 CM，宽是 8 CM，把它卷成一个圆柱，这个圆柱的底面周长

是（    ）CM。 

  等底等高的圆柱体积是圆锥体积的（    ）。 

  一个圆锥的底面半径是 10 CM，高是 10 CM，与它等底等高的圆柱的体积是（    ）

CM3。 

  2．提高练习 

  出示教科书第 45 页练习十第 4 题、第 5 题、第 6 题。 

  引导学生读题，理解题意，学生独立解答，分小组比赛。展示各组解答过程，师生

点评。 

  学生通过这组题的训练，加深了对体积和容积概念的区别理解。同时对圆柱和圆锥

体积的计算更加熟练。 

作业布置 教科书第 46 页第 9 题，学生可以分小组讨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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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此题关键：理解进水管每分钟进水的意思。 

  灵活运用圆柱体积的计算公式进行解答。教育学生节约用水，爱惜每一滴水。 

教学小结 这节课里你有哪些收获？说说你的感受。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比例 

第 1 课时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48~50 页例 1、例 2，课堂活动及练习十一 1，2 题。 

教学目标 

  1．理解比例的意义，认识比例各部分的名称。 

  2．让学生经历探讨“两内项之积等于两外项之积”的过程，使之更好理解并掌握比

例的基本性质。并能运用比例的意义和比例的基本性质，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会

组比例。 

  3．培养学生自主参与的意识、主动探究的精神；培养学生进行初步的观察、分析、

比较、判断、概括的能力，发展学生思维，能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到学习数学的

愉悦。 

教学重点 
  理解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应用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并能正确地组成比例。 

教学准备 小黑板，扑克牌 10 张（2~10 以及 A），圆规一个。 

教学过程 

一、复习准备 

  （1）一辆汽车 4 时行 160 kM，路程和时间的比是多少?这个比表示什么? 

  （2）求下面各比的比值，你发现了什么？ 

   12∶16      34∶18      4.5∶2.7      10∶6 

   教师：同学们发现 4.5∶2.7 和 10∶6 的结果是一样的，说明了什么？（这两个比

相等。）这两个比你能用等号连接起来吗？（能。）请同学们用等号把这两个比用等号

连接起来。 

 二、探究新知 

  1．提出问题 

   这节课我们在比的知识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新知识。 

   揭示课题——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板书：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2．探究比例的意义 

   小黑板出示例 1：两组同学同时在操场探讨竹竿长与影子长之间的规律。列表如

下： 

   竹竿长 26…… 

   影子长 39…… 

   教师:观察上表，你能写出多少个有意义的比？并求出比值。把这些比都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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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讨论并写出比，完成后抽几个学生的作业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教师选几个有

代表性的比在黑板上板书。 

  教师：观察这些比，哪些能用等号连接？把能用等号连接的比用等号连接起来。 

  学生口答，教师板书：3∶2＝9∶6，6∶2＝9∶3……32＝96，62＝93…… 

  教师：这些都是比例。你能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什么是比例吗？ 

  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归纳比例的意义。（板书：比例的意义） 

  教师：2∶9 和 3∶6 能组成比例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指导学生说出“判断两个比能不能组成比例，要看他们的比值是否相等。”再判断 2∶

5 和 80∶200 能否组成比例？并说明理由。 

  组织并指导学生完成书上第 50 页的课堂活动。 

  3．认识比例的各部分 

   教师：在一个比例里，有四个数，这四个数分别叫什么名字？同学们看看书就明

白了。 

   指导学生看书后汇报。 

   教师：请同学们分别找出 3∶2＝9∶6 和 62＝93 的内项和外项。 

   学生找出后，随学生的汇报教师板书： 

   要求学生找出刚才自己说的几个比例的内项和外项，然后引导学生分析归纳出：

在比例里，靠近等号的两个数是内项，剩下的两个数是外项；如果写成分数形式，那么

可以用交叉的方法找出比例的内项和外项。 

  4．教学比例的基本性质 

   教师：前面我们已经探究发现了比例的一个秘密，就是组成比例的两个比的比值

相等，比例还有一个秘密，你们愿意去寻找吗？（愿意）你们任意找一个比例，把它们

的内项和外项分别乘起来，又可以发现什么？ 

   学生初步发现两个内项的积等于两个外项的积后，教师提醒学生：是不是每个比

例都有这个规律，多找几个比例试一试，如果把这个比例写成分数形式，它是不是也有

这样的规律呢？ 

   教师：同学们通过多个比例的探究，发现它们都有这个规律。你能用你自己的语

言归纳这个规律吗？ 

指导学生归纳后，教师板书：在比例里，两个内项的积等于两个外项的积，并且告诉学

生，这就是比例的基本性质。 

  5．运用比例的基本性质判断两个比是否能组成比例 

   教师：用比例的基本性质，也可以判断两个比能不能组成比例。请同学们用比例

的基本性质判断一下，0.4∶25 能否和 1.2∶75 组成比例？为什么？ 

   学生讨论后回答：因为 0.4×75＝25×1.2，所以 0.4∶25 和 1.2∶75 能组成比例。 

 三、巩固提高 

  （1）说一说比和比例有什么区别。 

   讨论后指名说：比是表示两个数相除的关系，有两项；比例是一个等式，表示两

个比相等的关系，有四项。 

  （2）在 6∶5＝30∶25 这个比例中，外项是（    ）和（    ），内项是（    ）

和（    ）。根据比例的基本性质可以写成（    ）×（    ）＝（    ）×（    ）。 

  （3）下面的四个数可以组成比例吗？把组成的比例写出来（能组几个就组几个）。

2，3，4 和 6 

作业布置 
  （1）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一的第 1 题。 

   要求：第（1）小题用比的意义来判断，第（2）小题用比例的基本性质判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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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小题学生自由选择方法判断。 

（2）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一的第 2 题，教师订正。 

教学小结 先让学生总结本课所学内容，谈感想说收获，教师再进行全课总结。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解比例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50 页例 3，练习十一 3~6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解比例的意义。 

  2．使学生进一步掌握比例的基本性质，学会应用比例的基本性质解比例。 

  3．让学生在解比例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知识的意识和能力，感受到学习

数学的乐趣，增强学习的兴趣和自信。 

教学重点 
  使学生掌握解比例的方法，学会解比例。 

  建立解比例和解方程之间的联系。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复习准备 

  （1）什么叫比例?什么叫做比例的基本性质? 

  （2）下面哪一组中的两个比可以组成比例?用比例的基本性质判断。 

   18∶20 和 7.2∶8100∶0.2 和 10∶0.002 

   学生独立完成后，抽取个别学生的答案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 

  （3）填空。 

   3.6∶9＝2.4∶6（    ）×（    ）＝（    ）×（    ）。 

  二、导入新课 

  教师：谁能很快说出下面比例中缺少的项各是几？（学生试说） 

   14∶21＝2∶（    ）1.25∶（    ）＝2.5∶4 

  教师：在一个比例式中，共有四项，如果已知其中的任何三项，要能很快求出这个

比例中的另外一个未知项，就要用我们今天学的知识——解比例。 

  板书课题：解比例。 

  三、探究新知 

  1．教学例 3 

  教师：像这样知道比例中的任意三项，求另外一个未知项叫做解比例。同学们能用

以前学过的知识求出 34∶12＝X∶49 中 X 的值吗？ 

  引导学生先独立思考，再组织学生合作交流。交流中既要听取学生的意见，又要注

意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把比看做除法，那么 34∶12＝X∶49

就可以转化成 34÷12＝X÷49，学生就可以运用原来学习解方程的有关知识来解；也可以

应用比例的基本性质，把 34∶12＝X∶49 转化成 12X＝34×49 来解。 

  教师：同学们真聪明，想出了这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下面请一个同学回答，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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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X∶49 转化成 12X＝34×49 来解，根据是什么？（根据比例的基本性质。） 

  2．巩固练习 

  教师：你能根据比例的基本性质，把下面的比例改写成含有未知数的乘法等式来解

吗？在黑板上出示： 

   3∶4＝X∶2      14∶13＝9∶X      X∶8＝12∶32 

  学生解答，抽取几个学生的作业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并集体订正。 

  3．教学“试一试” 

  出示 96＝X4 

  教师：这个比例和前面几个比例有什么不同？（这个比例是分数形式。） 

  指出它的内项和外项。像这样的分数形式的比例，同学们会用比例的基本性质来解

吗？想一想，怎样解？ 

  学生讨论并解答，完成后，请学生说一说是怎样求出 X 的值。 

  教师：解分数形式的比例时要注意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要注意用交叉法找出比例中的两个内项和两个外项。 

  教师指导学生进行验算，注意书写格式的规范性。 

  四、巩固练习 

  （1）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一的第 3 题和第 5 题。 

  （2）讨论完成练习十一的第 4 题。 

  教师先引导学生做：这道题需要逆用比例的基本性质。在比例里，两个内项的积等

于两个外项的积。这道题是知道两个积相等，如果我们把左边的两个数当作比例的内项，

那么右边两个数就应当作为比例的外项，这样就可以写出比例式了。如果我们把左边的

两个数当作比例的外项，那么右边两个数就应当作为比例的内项，也可以写出比例式。 

  学生自己写出比例式，小黑板显示： 

  如果把 6，1.2 作为外项，有下面这些比例式： 

  6∶X＝3.6∶1.2      6∶3.6＝X∶1.2 

  1.2∶X＝3.6∶6      1.2∶3.6＝X∶6 

  如果把 6，1.2 作为内项，有下面这些比例式： 

  X∶6＝1.2∶3.6      X∶1.2＝6∶3.6 

  3.6∶6＝1.2∶X      3.6∶1.2＝6∶X 

  教师：写比例时，我们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写才能写出所有的比例式，即不重复又

不遗漏。 

  （3）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一的第 6 题，然后教师讲评。 

作业布置  

教学小结 

（1）什么叫解比例？ 

  （2）用比例的基本性质解比例的一般方法。 

   ①根据比例的基本性质把比例改写成方程。 

   ②根据以前学过的解方程的方法求解。 

（3）这节课你运用了哪些学习的方法？还有哪些问题？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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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正比例 

第 1 课时正比例的意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52 页例 1，第 55 页课堂活动第 1 题及练习十二 1，2，3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通过具体问题情境认识成正比例的量，理解其意义，并能判断两种量是否

成正比例关系，能找到生活中成正比例的实例，并进行交流。 

  2.通过探索正比例意义的教学活动，使学生感受事物中充满着运动、变化的思想，

并且特定的事物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 

  3.通过观察、交流、归纳、推断等教学活动，感受数学思维过程的合理性，培养学

生的观察能力、推理能力、归纳能力和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 

教学重点 

  认识成正比例的量，理解其意义，并能判断两种量是否成正比例关系。 

  理解正比例的意义，感受事物中充满着运动、变化的思想，并且特定的事物发展、

变化是有规律的。 

教学准备 
  教具：小黑板小黑板。 

  学具：作业本，数学书。 

教学过程 

一、联系生活，复习引入 

  （1）下面是居委会张阿姨负责的小区水费收缴情况，用这个表中的数能写成多少

个有意义的比？哪些比能组成比例？把能组成的比例都写出来。 

  住户张家赵家 

  水费（元）1520 

  用水量（吨）68 

  （2）揭示课题。 

  教师：在上面的表中，有哪两种量？（水费和用水量、总价和数量）在我们平时的

生活中，除了这两种量，我们还要遇到哪些数量呢？ 

  教师：这些数量之间藏着不少的知识，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这些数量间的一些

规律和特征。 

  二、自主探索，学习新知 

  1．教学例 1 

  用小黑板在刚才准备题的表格中增加几列数据，变成下表。 

  住户张家赵家李家周家刘家吴家 

  水费（元）1520352517.5 

  用水量（吨）6814109 

  教师：请同学们观察这张表，先独立思考后再讨论、交流：从这张表中你发现了什

么规律？并根据这种规律帮助张阿姨把表格填写完整。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将表格完善，并作必要的板书。 

  教师：同学们发现表格中的水费随着用水量的增加也在不断增加，像这样水费随着

用水量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就说水费和用水量是相互关联的。 

  板书：相关联 

  教师：你们还发现哪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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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在这里主要体会水费除以用水量得到的每吨水单价始终是不变的，教师可根据

学生的回答板书出来，便于其他学生观察： 

  水费用水量=156=208=3514=……=2.5 

  教师：水费除以用水量得到的单价相等也可以说是水费与用水量的比值相等，也就

是一个固定的数。 

  板书：水费用水量=每吨水单价（一定） 

  2.教学“试一试” 

  教师：我们再来研究一个问题。 

  小黑板出示第 52 页下面的“试一试”。 

  学生先独立完成。 

  教师：你能用刚才我们研究例 1 的方法，自己分析这个表格中的数据吗？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归纳如下： 

  表中的路程和时间是相关联的量，路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时间扩大若干倍，路程也扩大相同的倍数；时间缩小若干倍，路程缩小相同的倍数。 

  路程与时间的比值是一定的，速度是每时 80 kM，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成路程时

间=速度（一定） 

  3.教学“议一议” 

  教师：我们研究了上面生活中的两个问题，谁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呢？ 

  引导学生归纳出这两个问题中都有相关联的量，一种量扩大或缩小若干倍，另一种

量也随着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所以它们的比值始终是一定的。 

  教师：像上面这样的两种量，叫做成正比例的量，它们的关系叫做成正比例关系。 

  4.教学课堂活动 

   教师：请大家说一说生活中还有哪些是成正比例的量。 

作业布置 

  （1）完成练习十二的第 1 题。 

   教师：请同学们用所学知识判断一下，下面表中的两种量成正比例关系吗？为什

么？ 

   学生独立思考，先小组内交流再集体交流。 

  （2）完成练习十二的第 2 题。 

 

教学小结 这节课你们学到了哪些知识？用了哪些学习方法？还有哪些不懂的问题？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正比例图像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53 页例 2，第 55 页课堂活动及练习十二第 4 题。  

教学目标 
  1.初步认识正比例关系的图像，能根据给出的有正比例关系的数据在方格纸上画出

图像，并会根据其中一个量在图像中找出或估计出另一个量的值。 



 50 

  2.通过探索正比例关系图像的教学活动，使学生感受事物中充满着运动、变化、相

互联系的思想。 

  3.渗透函数思想，使学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的启蒙教育。 

教学重点 

  认识正比例关系的图像，能根据给出的有正比例关系的数据在有直角坐标系的方格

纸上画出图像，并会根据其中一个量在图像中找出或估计出另一个量的值。 

  在理解正比例函数图像的基础上会根据一个量在图像中找出或估计出另一个量的

值。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判断下面各题中的两种量是不是成正比例？为什么？ 

   ①《中国少年报》的单价一定，总价和订阅的数量。 

   ②小明的跳高高度和他的身高。 

   ③书的总页数一定，已经看的页数和未看的页数。 

   ④水稻每公顷产量一定，水稻的公顷数和总产量。 

  （2）请你举出生活中还有哪些是成正比例的量。 

  （3）揭示课题。 

   教师：这些数量之间藏着不少的知识，昨天我们认识了成正比例的量，今天这节

课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些数量间的一些规律和特征。 

 二、自主探索，学习新知 

  1．用小黑板出示例 2 

   小麦质量（kG）…100200300400… 

   面粉质量（kG）…70140210280… 

   教师：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个表，请你写出几组面粉质量与相对应的小麦质量的比，

并比较比值的大小。说一说这个比值表示什么。 

   教师随学生的回答作必要的板书： 

   70100=140200=210300=280400=0.7 面粉质量小麦质量×100%=出粉率 

   教师：表中的面粉质量和小麦质量成正比例吗？为什么？ 

  2.用图像表示正比例关系 

   出示空白坐标系。 

   教师：正比例关系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图像来表示。 

   教师：仔细观察这个图表，谁能明白这个图表所表示的意思？ 

   在这里引导学生认识图表要达到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横着的这根有箭头的轴即横

轴，表示小麦质量，单位是千克，竖着的这根有箭头的轴即竖轴，表示面粉质量，单位

也是千克；第二层，横轴上的数从左往右数据从 0 开始逐渐增加，竖轴上的数从下往上

数据从 0 开始也是逐渐增加的。 

   教师：例题中的每一组数据你能用一个点来表示吗？ 

在这里使学生明白，表中的每一组数据都可以用一个点来表示，如：面粉质量 70 kG，

小麦质量 100 kG 这对数据，就可以用（70，100）表示。 

   教师通过小黑板同步演示在坐标系中描点（70，100）。 

   教师：请同学们翻开书 54 页，按照这样的描点方法，描出各点，并把描好的点

连起来，形成一条直线。 

   教师通过小黑板同步演示，告诉学生：这就是面粉质量和小麦质量的正比例关系

图像。 

  3．认识正比例关系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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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观察上图，你发现了什么？ 

   在这里，使学生了解从这个图像可以直观看到面粉质量与小麦质量的变化情况，

小麦质量增加，面粉质量也随着增加，小麦质量减少，面粉质量也随着减少。 

   教师：王大爷家有 500 千克小麦，如果全部加工，能磨出多少千克面粉？对于这

个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 

在这里如果学生要计算也可以，但可启发学生：不计算，你能有更简便的方法吗？ 

   使学生知道：利用正比例关系图像，不用计算，可以由一个量的值，直接找到对

应的另一个量的值。如：知道小麦质量是 200 kG，可以从图像上找到小麦质量是 200 kG

的点,再找这个点对应的竖轴上的数是 140，即小麦质量是 200 kG 时，对应的面粉质量

是 140 kG。 

 三、课堂活动 

  出示教科书第 55 页课堂活动第 2 题。 

  教师：请将相应的金额填在表中。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集体评议。 

  教师：购买丝绸的长度和所需要的金额成正比例吗？ 

  教师：用图像把它们的变化规律表示出来。 

  教师：观察图像有什么特点？ 

  使学生认识到：图像是一条直线。从这个图像可以直观看到购买丝绸长度与所需金

额的变化情况，购买丝绸长度增加，所需金额也随着增加，购买丝绸长度减少，所需金

额也随着减少。 

  教师：观察图像，280 元可购买多少米丝绸？ 

  教师：根据图像估计一下，买 6.5 米丝绸需要多少元？ 

  学生回答，教师可以通过小黑板同步显示。 

  

作业布置 

  完成练习十二第 4 题。 

  第（1）问，通过图像可以判断行驶路程和耗油量成正比例。 

  第（2）问，也可判断成都到都江堰需要 5 L 汽油。 

  第（3）问，可以通过图像直接估计，先在图像中延长直线至横轴 80 kM 处，再在

竖轴上找到 80 kM 对应的数值。也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如从图上可以得知 10 kM 需要 1 

L 汽油，那么 80 kM 就需要 1×8=8（L）汽油；也可以根据它们成正比例关系，列出比

例式，解比例得到。 

   设 80 kM 需要 X L 汽油。 

   202=80X 

   160=20X 

   X=160÷20 

   X=8 

教学小结 通过今天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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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时正比例的应用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54 页例 3，练习十二 5，6，7 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理解正比例的意义，会运用正比例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2．通过运用正比例解决实际问题的活动，让学生体验数学的应用价值，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 

  3．渗透函数思想，使学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的启蒙教育。 

教学重点   运用正比例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 
  教具：小黑板小黑板。 

  学具：作业本，数学书。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判断下面各题中的两种量是不是成正比例？为什么？ 

  （1）飞机飞行的速度一定，飞行的时间和航程。 

  （2）梯形的上底和下底不变，梯形的面积和高。 

  （3）一个加数一定，和与另一个加数。 

  （4）如果 Y=3X,Y 和 X。 

  2．揭示课题 

  教师：我们已经学过正比例的一些知识，应用这些知识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正比例的应用”。 

 二、合作交流，探索新知 

  1．用小黑板出示例 3 

  教师：这幅图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教师：先独立思考，再小组合作交流，看能想出哪些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2．全班交流解答方法 

  指导学生思考出： 

  （1）195÷5×8=312（元），先求每份报纸的单价，再求 8 份报纸的总价，就是李老

师应付给邮局的钱。 

  （2）195÷（5÷8）=312（元），先求 5 份报纸是 8 份报纸的几分之几，即 195 元占

李老师所付钱的几分之几，最后求出李老师所付的钱。 

  （3）195×（8÷5）=312（元），先求出 8 份报纸是 5 份报纸的几倍，再把 195 元扩

大相同的倍数后，结果就是李老师所付的钱。 

…… 

  3．尝试用正比例知识解答 

   如果有学生想出用正比例方法解答，教师可以直接问：“你为什么要这样解？”让

学生说出解题理由后再归纳其方法；如果学生没想到用正比例知识解答，教师可作如下

引导。 

   教师：除了这些解题方法外，我们还会用正比例方法解答吗？请同学们用学过的

有关正比例的知识思考： 

   （1）题中有哪两种相关联的量？ 

   （2）题中什么量是不变的？一定的？ 

   （3）题中这两种相关联的量是什么关系？ 

  引导学生分析出：题中有所订报纸份数和所付总钱数这两个相关联的量，它们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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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所付总钱数÷所订报纸份数=每份报纸单价，而题中的每份报纸单价一定，因此所付

总钱数和所订报纸份数成正比例关系。 

  随学生的回答，教师可同步板书： 

   所付总钱数 195 元 X 元 

   所订份数 5 份 8 份 

  教师：运用我们前面所学的正比例知识，同学们会解答吗？准备怎样列比例式？ 

  引导学生讨论后回答，先要把李老师应付的钱数设为 X 元，再根据所付总钱数所订

份数=每份报纸单价的关系式，列式为 1955=X8。 

  教师：同学们会计算吗？把这个比例式计算出来。 

学生解答。 

  教师：解答得对不对呢?你准备怎样验算？ 

  学生讨论验算方法，教师引导：把求出的 312 元代入等式，左式=1955=39，右式

=3128=39，左式=右式，也就是它们的比值相等，与题意相符，所以所求的解是正确的。 

 三、课堂活动 

  1．出示教科书第 49 页的例 1 图和补充条件 

   竹竿长（M）26… 

   影子长（M）39… 

   教师：在这个表中有哪两种量？它们相关联吗？它们成什么关系？你是根据什么

判断的？ 

   教师出示问题：小明和小刚测量出旗杆影子长 21 M，请问旗杆有多高呢？根据

刚才我们判断的比例关系，你能列出等式吗？ 

   学生独立思考解答，讨论交流。 

  2．小结方法 

   教师：你觉得我们在用正比例知识解决上面两个问题的时候，步骤是怎样的？（初

步归纳，不求学生强记，只求理解。） 

  （1）设所求问题为 X。 

  （2）判断题中的两个相关联的量是否成正比例关系。 

  （3）列出比例式。 

  （4）解比例，验算，写答语。 

  

  

作业布置   完成练习十二的 5，6，7 题。 

教学小结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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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时反比例的意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58~59 页例 1，课堂活动及练习十三 1~3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反比例的意义,能正确判断成反比例关系的量。 

  2.经历反比例意义的构建过程，培养学生的探索发现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 

  3.使学生体会反比例与生活的联系，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启蒙教育。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反比例的意义。 

  正确判断两种量是否成反比例。 

教学准备 
  教具：小黑板。 

  学具：每个学生自己制作一个周长为 30 CM 的长方形。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感受新知 

  情景游戏：对口令 

  （1）同样的面包单价：2 元∕个。老师说个数，学生对总价（对口令的同时用小黑

板展示出下表）。 

   表 1 买同样的面包 

   买的数量（个）12345…… 

   总价（元）246810…… 

   教师：面包总价与个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成什么比例？为什么？ 

   反馈：面包的总价与个数成正比例。因为它们是两种相关联的量，面包个数扩大

或缩小若干倍，总价也随着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并且它们的比值（单价）一定。 

   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成正比例的量所具有的三个特征： 

  ①两种相关联的量②变化有规律③一定的量 

  （2）共有 30 个苹果分给小朋友。老师说出小朋友的人数，学生回答分得的苹果个

数。（对口令的同时用小黑板展示出下表） 

  表 230 个苹果分给小朋友 

  小朋友的人数（人）13510…… 

  每个小朋友分得个数（个）301063…… 

  从这个表中，你有什么发现？ 

  反馈：小朋友的人数与每个小朋友分的个数的乘积都是 30；它们是相关联的两种量；

小朋友的人数越多，每个小朋友分得的苹果个数就越少…… 

  提问：小朋友的人数与每个小朋友分得的苹果个数成正比例吗？为什么？ 

  教师：那么这两种量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新的知识。 

  二、对比探究，获取新知 

  1.感知几种不同的变化规律 

  （1）（运用小黑板设置例 1 第一个情景，并出示下面的表格）某旅游公司的导游带

领 60 名游客来到井冈山游览，准备分组活动，提出的分组建议如下表。 

  表 360 名游客在井冈山游览 

  每组人数 35610 

  组数 2012104 

  教师：谁来说说，你是怎样算每组人数和组数的？ 

  抽几名学生说出自己的计算方法。 

  教师：从这个表中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反馈：总人数 60 人没变，每组人数和组数的乘积是一定的；每组的人数在扩大，

组数反而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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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游览的第一天晚上，导游写了一篇情况总结，要把它存入电脑（小黑板出示

例 1 第二个情景图）。 

  表 4 打一篇稿子 

  每分打字（个）1201007560 

  所需时间（分）2530〖6〗60 

  教师：必须先算出哪个量？为什么？学生独立计算，然后集体订正。 

  （3）第二天，导游将带领这批游客，行一段路程。 

  表 5 行一段路程 

  已行的路程（kM）1234 

  剩下的路程（kM）19181715 

  填这个表时，你是怎样想的？集体订正。 

  表 6 行一段路程 

  路程（kM）12202436 

  时间（时）3567 

  集体订正。 

  2.分类区别，概括意义 

  （1）教师：请同学们把这 6 张表进行分类，你会怎么分？为什么这样分？带着这

个问题，请同学们分组讨论。 

  教师巡视，听取各小组意见，加强指导。 

  （2）汇报交流 

  反馈 1：表 1，6 分一类，表 2，3，4，5 分一类。 

  反馈 2：表 1，6 分一类，表 2，3，4 分一类，表 5 单独分成一类。 

  教师：为什么这样分类？ 

  引导学生说出：表 1，6 成正比例分一类；不成正比例的表 2，3，4 它们的乘积一

定，分成一类；表 5 是和一定，单独分成一类。 

  教师：现在我们一起来找出表 2，3，4 的共同特征。 

  学生 1：每个表中的两种量都相关联。（板书：相关联） 

  学生 2：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化。 

  学生 3：从变化规律上看，表 2 中，人数越多，每人分得的个数越少，人数越少，

每人分得的个数越多。 

  学生 4：表 3 中，每组的人数扩大，组数反而缩小；表 4 中，每分打字的个数越少，

所需要的时间反而越多…… 

  教师简单概括：一种量扩大或缩小若干倍，另一种量反而缩小或扩大相同的倍数。

两种量的变化方向正好相反。（板书：反） 

  学生 5：表中两种量相对应的两个数的乘积是一定的。（板书：积） 

  正比例是一种量扩大或缩小若干倍，另一种量也随着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而表

2，3，4 中，是一种量扩大或缩小若干倍，另一种量反而缩小或扩大相同的倍数。 

  （3）概括得出反比例的意义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导学生概括得出： 

  两种相关联的量。 

  一种量扩大或缩小若干倍，另一种量反而缩小或扩大相同的倍数。 

  两种量相对应的两个数的乘积是一定的。 

  这是你们自己总结概括出来的结论，那么，你能给它们取个名字吗？ 

  （揭示课题：反比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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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两种量，叫做成反比例的量，它们的关系叫做反比例关系。 

  4.举例 

  抽生说一说生活中还有哪些成反比例的量。 

  学生 1：路程一定，所行的时间与速度成反比例。 

  学生 2：砖的总块数一定，每次搬的块数与搬的次数。 

  学生 3：大米的总质量一定，平均分的份数与每份的质量。 

…… 

  5．区分 

  表 5 中，一段路程 20 kM 一定时，已行的路程和剩下的路程成比例吗？为什么？ 

  引导学生明确：虽然这也是两种相关联的量，但是它们的变化规律是增加或减少相

同的数，而不是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它们的和一定，而不是商一定或积一定。所以，

它们不成比例。 

 三、直观操作，加深理解 

  1.完成第 60 页课堂活动 1 题 

  教师：请同学们看第 1 题的要求。哪位同学愿意说说你看了题目后的想法？ 

  反馈：用 24 个边长为 1 CM 的正方形拼一个长方形应该有很多种拼法；拼出来的长

方形可能会有不同的形状；长和宽是否成反比例必须要填表后观察才能得出。 

  教师：看来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下面我把拼和填表的任务交给同学们，大家亲

自动手试一试，看到底有什么结果？ 

  学生独立活动，教师参与其中，然后教师再展示出学生所填表格，面向全体学生进

行评价。 

  教师：认真观察上表，你有什么发现？表中的长和宽成反比例吗？ 

  学生独立思考后，反馈：长和宽是两种相关联的量，当宽扩大几倍时，长反而缩小

相同的倍数，长×宽=长方形的面积（24 CM2 一定），所以在上表中，长和宽成反比例。 

 2.完成第 60 页课堂活动 2 题 

  放手让学生独立操作，独立思考当宽一定时，长方形的面积和长成什么比例？展示

所填表格，然后抽生说出自己的判断及其理由。 

 3．完成第 61 页课堂活动 3 题 

  分组合作：要求将小组内每人制作的一个周长为 30 CM 的长方形的长和宽的数据填

入表中，再观察讨论，你认为在上表中，长和宽成比例吗？为什么？ 

  小组讨论后，再汇报交流：长方形周长一定时，长和宽不成比例。 

  

作业布置 
  练习十三 1~3 题，主要抓住正比例的本质属性“商一定”，反比例的本质属性“积一

定”，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再集体订正。 

教学小结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什么？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57 

第 2 课时反比例的应用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59 页例 2 及练习十三 4~6 题。  

教学目标 

  1.能运用反比例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2.经历探索反比例应用的学习过程，体会反比例知识与生活的联系。 

  3.使学生感受事物的普遍联系，受到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启蒙教育。 

教学重点 
  根据反比例的意义解决有关反比例的实际问题。 

  理解反比例应用题的解题思路。 

教学准备 教师先准备好复习题和增加的练习题。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复习铺垫 

  1.运一堆煤 

  车的载重量（T）23AX 

  辆数（辆）1286Y 

  根据表格中的内容，你能写出多少个等量关系式？ 

  2.判断 

  （1）当速度一定，路程和时间成什么比例？为什么？ 

  （2）当时间一定，路程和速度成什么比例？为什么？ 

  （3）当路程一定，速度和时间成什么比例？为什么？ 

  教师：运用反比例和以前学过的知识，我们可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板书课题：反比例的应用 

 二、合作学习，探索方法 

  1 教学例 2 

  引导学生理解题意，找出题中的两种量。 

  反馈：速度和时间是两种相关联的量。形成板书：（表格如下） 

  速度（千米∕时）6 

  时间（时）4 

  教师：看到这两种量，你还联想到了哪种量？（路程） 

  教师：上题中路程是一定的量吗？ 

  着重引导学生明白：“青年突击队”参加泥石流抢险，从出发到目的地的路程是一定

的。 

  教师：路程一定，速度和时间成什么关系？为什么？ 

  反馈：速度和时间是两种相关联的量，速度扩大或缩小几倍，时间反而缩小或扩大

相同的倍数，它们的积（路程）一定，所以速度和时间成反比例。 

 2．解答例 2 

  （1）接着出示例 2 后面的内容：“出发时接到紧急通知要求 3 时之内必须到达，他

们每时至少需行多少千米？” 

让学生说出，现在增加的这个条件和问题应该对应在表的哪个位置？突出让学生找准对

应关系。 

  速度（千米∕时）6？ 

  时间（时）43 

  （2）合作学习：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后，再试着用多种方法解答这个问题，然后在

小组内交流。 

   交流要求：把思路和解答方法说给自己小组的成员听，把同组同学认为正确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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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方法，请组长板书在黑板上。如果有其他组长已经写在黑板上了，另一组长就不再板

书同样的解决方法。如果你用的解答方法，同组的同学不能准确判断对错，或者引起了

争议的解答方法，可以自己上来把它板书在黑板上。 

学生活动，教师巡视指导。（把黑板分成 3 大块，供学生板书解答方法） 

  （3）集体交流，结合黑板上的板书，师生共同理解解法： 

   预设方法 1：6×4÷3=8（kM） 

   抽生说出，算式 6×4 表示什么意思？ 

   预设方法 2：解：设他们每时至少行 X kM。 

   3X=6×4 

   X=24÷3 

   X=8 

  教师：这样列式的根据是什么？ 

  反馈：根据速度和时间成反比例，它们的路程相等，列出等量关系。 

  预设方法 3：解：设他们每时至少行 X kM。 

  6∶X=3∶4 或 X∶6=4∶3 

  这种列式的方法有时会在学生中出现，应该由写这种解答方法的同学来说说他的想

法。在这里主要还得根据课堂上学生出现的各种解法来引导他们理解解题思路。 

 三、巩固应用，促进发展 

  1.基本练习 

  （1）将例 2 的最后一句话改编成 2 道应用题。 

   如果要想 2 时到达，他们平均每时需行多少千米？ 

   如果每时行 8 kM，要几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板书如下表） 

   速度（千米∕时）68 

   时间（时）42 

 （2）练习十三第 4 题，先独立完成，再集体订正。 

 2.对比练习 

  （1）完成练习十三 5 题和 6 题。 

  教师引导提示：题中有哪两种相关联的量？哪种量是一定的？根据一定的量找出它

们的等量关系，再解答。 

  （2）补充练习：修一条路，原计划每天修 400 M，25 天完成。实际前 4 天修 200 M，

照这样的速度，修完要用多少天？（沟通区别与联系） 

  小组讨论后反馈： 

   ①每天的米数——天数②总米数——天数 

   400——25200——4 

   200÷4——X400×25——X 

  反比例知识解答：200÷4×X=400×25 

  正比例知识解答：200∶4=（400×25）∶X 

  提问：为什么一道题既能用正比例解答又能用反比例解答呢？ 

  引导学生明白：因为题中既有速度（照这样的速度）一定，也有总米数（一条路长

度）一定。 

  小结：在解答时，一定要认真审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说一说生活中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用反比例来解答。 

作业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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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小结 今天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说给大家听听。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3 课时反比例的练习 

教学内容 根据教科书自选内容。  

教学目标 

  1．通过练习，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并掌握反比例的意义，会正确判断两种相关联的

量是否成反比例，并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2．进一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结合实例，培养学生仔细分析、主动探索的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正确理解反比例的意义，并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能根据反比例的意义，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一、学习准备，揭示课题 

  1．谈话引入 

   上节课我们学了什么？今天，我们进行练习（板书：反比例练习）。通过练习，

达到以下两个目标：①进一步理解反比例的意义，并能正确判断两个相关联的量是否成

反比例；②能根据反比例的意义，解决实际问题。 

  2．你知道哪些有关反比例的知识 

   板书：意义、字母表示：XY=k（一定） 

 二、基本练习 

  1．观察下面三个表 

  （1）表 1 中的两种量是怎样变化的？哪种量是一定的？每天烧煤量和烧的天数成

什么比例？为什么？ 

   每天烧煤量（kG）204050100 

   烧的天数 50252010 

  （2）表 2 中的两种量是怎样变化的？哪种量是一定的？用去的煤和剩下煤的吨数

成比例吗？为什么？ 

   用去的煤（吨）15141211 

   剩下的煤（吨）5689 

  （3）表 3 中的两种量是怎样变化的？哪种量是一定的？平行四边形的底和平行四

边形的高成什么比例？为什么？ 

   平行四边形的底（CM）2015106 

   平行四边形的高（CM）34610 

  2．判断 

   判断下面各题中的两种量是否成比例。如果成比例，成什么比例？ 

   （1）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一定，它的底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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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筐桃平均分给猴子，猴子的只数和每只猴子分的个数。 

   （3）报纸的单价一定，订阅的份数与总价。 

   （4）小刚跳高的高度和他的身高。 

   （5）C=4A 

 三、解决问题 

  1．巩固练习 

   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每时行 70 kM，5 时到达。如果要 4 时到达，每时需

要行驶多少千米？ 

   (1)学生读题，理解题意。 

   (2)会列式解答吗？试试看。还可以怎么解？（引导学生用反比例知识解答） 

  2．用比例知识解答 

  （1）同学们做广播操，每行站 20 人，正好站 18 行。如果每行站 24 人，可以站多

少行？ 

  （2）用同样的砖铺地，铺 18 M2 要用 618 块砖。如果铺 24 M2，要用多少块砖？ 

   学生独立分析、解答，教师巡视，并加以指点。 

   根据这两道题组织学生讨论正比例关系和反比例关系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讨论后全班交流，教师引导学生归纳并板书。 

   相同点：都有两种相关联的量，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化。 

   不同点：正比例是相对应的两个数的比值（商）一定。反比例是相对应的两个数

的积一定。 

 四、变式提高练习 

  按规律填数。 

  （1）（1，36），（2，18），（3，12），（4，），（5，） 

  （2）15，210，315，4()，()25 

  （3）81，27，（    ），3，1，（    ） 

  

 

作业布置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各构建一道生活中用正比例和反比例解决的问题，再解决，

并与同学交流你构建问题的思考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学小结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你有什么收获？还有哪些疑问？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三单元之整理与复习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63 页的内容，练习十四 1，3，4，5，6，9，10 题。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参与系统、全面整理知识的过程，梳理本单元的所学知识，引导学生沟

通知识间的联系，构建知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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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过本单元知识的复习，比较熟练掌握比例知识，并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培养学生自主归纳、整理知识的兴趣和能力。 

教学重点 
  整理本单元知识，沟通知识间的联系。 

  能灵活运用正、反比例的意义，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 回家先整理本单元知识，作好交流的准备。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揭示课题 

  教师：我们已学完了本单元知识，今天来进行“整理与复习”。 

  板书课题：整理与复习 

 二、梳理单元知识，形成知识网络 

  1．方法回顾 

  （1）以前我们是怎样整理单元知识的？ 

  （2）你们昨天回家是这样整理的吗？ 

  （3）四人小组进行交流。 

  2．学生汇报交流 

  （1）抽 2 位汇报整理结果（投影标出）。 

  （2）根据学生的整理，大家提出建议并进行修改。 

  （3）展示教师整理的结果，说出整理思路（展示）。 

  比例比例意义、基本性质、解比例 

  正比例意义[XY=k（一定）] 

  应用 

  反比例意义[XY=k（一定）] 

  应用 

  3．教师小结整理知识的情况 

三、复习本单元知识 

  1．完成练习十四第 1 题 

  这两面国旗的长和宽的比，是否可以组成比例？ 

  如果可以组成比例，把组成的比例写出来，并指出这个比例的内项和外项（生齐练）。 

  教师：通过前面两个题的复习，你能说说什么叫做比？什么叫做比例？比和比例有

什么区别？ 

  在这里使学生明白比表示两个数，有两项；比例表示两个比相等，有四项。 

  （2）完成练习十四第 3 题。 

  教师：什么叫做解比例？ 

  学生在练习本上练习，指名板演，学生练习后讲评。 

  2．正、反比例关系的判断 

  （1）判断下面各题中两种量是否成比例。如果成比例，成什么比例？ 

   ①正方形的边长与周长。 

   ②行驶一段路程，车轮的直径与车轮转过的转数。 

   ③Y=5X，Y 和 X。 

   ④YX=24，Y 和 X。 

  （2）说出下列各组中的三种量在什么条件下能组成什么比例关系。 

   ①速度，时间，路程。 

   ②汽车每次运货吨数，运货的次数和运货的总吨数。 

   ③三角形的底、高和面积。 

  （3）说一说什么叫正比例关系？什么叫反比例关系？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62 

   梳理判断两种量是否成正（反）比例的思考步骤。 

   ①先找出两种相关联的量和一个定量。 

   ②根据两种相关联的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列出关系。 

   ③根据正、反比例的意义，判断比例关系。 

  （4）用比例知识解决下面的问题（练习十四第 6 题）。 

   ①学校举行方阵团体操表演，排成 5 列需要 90 人，排成 24 列，需要多少人？ 

   ②学校举行方阵团体操表演，如果每列 16 人，要排 27 列，如果每列 18 人，要

排多少列？ 

   教师：说一说，用比例知识解答应用题的关键是什么？解题的步骤有哪些？注意

什么问题？ 

   学生 1：设所求问题为 X。 

   学生 2：判断题中的两个相关联的量是否成比例关系及成什么比例关系。 

   学生 3：列出比例式。 

   学生 4：解比例，验算，写答语。 

   教师：用比例知识解答应用题的关键是正确判断题中两种相关联的量成什么比例

关系，所以解题时要认真审题，做出正确判断。 

 四、拓展应用练习 

  （1）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四第 9 题。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集体评议。 

   教师：航程和相对应的飞行时间的比值表示什么？成什么比例？为什么？ 

   教师：用图像把它们的变化规律表示出来。 

   教师：观察图像有什么特点？ 

   使学生认识到：图像是一条直线。从这个图像可以直观看到航程和相对应的飞行

时间的变化情况，航程增加，所需飞行时间也随着增加，航程减少，所需飞行时间也随

着减少。 

   教师：观察图像，估计飞行 2 000 千米需要多少时间？ 

   教师：根据图像估一下，7 时大约飞行多少千米？ 

   学生回答，教师可以通过小黑板同步显示。 

  。 

  

 

作业布置 完成练习十四第 10 题 

教学小结 
今天我们一起进行了正、反比例这一单元的整理与复习，你有什么收获？还有哪些不明

白的？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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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统计图 

第 1 课时扇形统计图（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66~67 页例 1，课堂活动第 1 题及练习十五 1，2 题。  

教学目标 

  1．联系生活情境了解扇形统计图的特点，会用扇形统计图表示数据并能利用扇形

统计图的特征获取有用的信息。 

  2．体会数据对决策的作用，体会统计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 
  了解扇形统计图的特点，并能利用扇形统计图的特征获取有用的信息。 

  了解扇形统计图的特点。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联系生活，引入新课 

  1．回顾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 

   教师：同学们，为迎接奥运会的到来，班集体准备发动大家折幸运星的活动，我

们要买合适的颜色纸就需要调查我们班喜欢各种颜色的同学人数，可以怎么办？你会用

到什么方法？ 

  2．揭示课题 

   教师：刚才，大家想到了可以用已经学过的统计表和绘制统计图来反映喜欢各种

颜色的同学人数。今天我们将在以前学习的统计知识基础上来进一步研究统计图。板书

课题：统计图。 

 二、自主探索，学习新知 

  1．教学例 1 

   填写统计表，并计算百分比。 

   教师：刚才大家说到可以用统计表，我们一起来填写，同时我们要结合前面所讲

的百分数知识，计算出喜欢每种颜色的同学占全班人数的百分比。 

   在 WORD 中制作统计表，并根据计算出来的百分比填写相关数据。 

   提问：填写“红”这一栏的百分数是怎样得到的？又表示什么意思？ 

  2．选择统计图，感知特点 

   教师：根据统计表我们可以制作出什么统计图？为什么？（教师利用 WORD，直

接生成条形统计图） 

   引导感知特征：只需记录数量的多少，因此选用条形统计图，没有记录增减变化

的需要因此不选折线统计图。（强调：条形统计图的特点——容易看出数量的多少，并

便于比较） 

   教师引导：与统计表相比它能更加形象直观地反映出什么？（小黑板上突出显示

数量）它有什么不足之处呢？（小黑板上突出显示百分比）面对这样的情形你有什么问

题要提吗？（有没有什么图形能弥补条形统计图的这一缺陷呢？） 

  3．教学扇形统计图 

   教师利用 WORD，直接生成扇形统计图。 

   教师：像这样的统计图叫做扇形统计图。从中能发现什么？比一比谁的发现更

多？ 

   引导学生观察这幅扇形统计图，整个圆表示什么意思？能不能说一说每一部分扇

形所表示的意思是什么？ 

   学生先独立思考，然后在小组内交流一下自己的见解。教师巡视参与学生的讨论

并引导学生关注整个圆的含义以及每块扇形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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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教师请几个同学到屏幕上去指一指自己的发现。 

  教师小结：同学们都发现了扇形统计图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每个部分都是占整体（小

黑板强调全体人数以及整个圆）的百分之几。也就是喜欢每种颜色的人数占总人数（小

黑板强调全体人数）的百分之几。 

  教师：借助扇形统计图的这个特点我们就能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小黑板演示：如果准备一共购买 200 张彩纸，那么红黄蓝三种颜色的彩纸各应买多

少张？ 

  引导学生思考要求红色彩纸需要多少张就是求“200 的 25%是多少”。 

  学生独立尝试，教师巡视并指导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提前完成的学生思考：你还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并能解决它？ 

  教师：在这里我们又用整个圆表示什么？从刚才的学习中我们发现扇形统计图有什

么特点？ 

  引导学生认识：用圆代表一个总数，扇形可以反映一个部分数量同总数之间的关系。 

 三、课堂活动 

  1．完成第 67 页“试一试”的题目 

  学生先独立操作，教师巡视并检查同学是否已经掌握。 

  教师：我们一起来判断以下这几位同学的方法是否正确。（展示两三位同学的计算

以及提出的数学问题和解答） 

  教师：从同学们的解答中我们不难看出，整个圆代表全班总人数（小黑板强调），

每块颜色代表参加每类活动的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率（小黑板强调）。 

  2．认识三种统计图的特点 

  教师：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比较全面地学习了三种统计图。 

  小黑板出示三种统计图。 

  教师：三种统计图各有什么特点和作用？ 

  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应结合图示，并结合具体情景来进行理解。 

  教师：根据我们对三种统计图特征的认识，选择合适的统计图来表示下列数据。 

  （1）红光小学 2002~2006 年树木总数情况统计表。 

   年份 20022003200420052006 

   总量（棵）100120150180200 

  （2）红光小学各种树木所占百分比情况统计表。 

  树种杨树柳树松树槐树其他 

  百分比（%）2520151525 

  （3）红光小学各种树木数量统计表。 

  树种杨树柳树松树槐树其他 

  数量（棵）5040303050 

作业布置 完成练习十五 1，2 题。 

教学小结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扇形统计图）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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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时扇形统计图（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67 页例 2，第 68 页课堂活动第 2 题及练习十五 3~5 题。  

教学目标 

  1．联系生活情境进一步了解扇形统计图的特点，会根据扇形统计图前后的变化获

取相关的数据和有用的信息。 

  2．体会数据对决策的作用，体会统计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教学重点 

  进一步了解扇形统计图的特点，会根据扇形统计图前后的变化获取相关的数据和有

用的信息。 

  会根据扇形统计图前后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教师：扇形统计图有什么特点呢？ 

  教师：今天我们将在以前学习知识的基础上来进一步研究扇形统计图。 

  板书课题：扇形统计图 

 二、自主探索，学习新知 

  1．教学例 2 

  （1）先后出示两个统计图。 

   先出示第一幅扇形统计图。 

   教师：从这幅图中我们能获得哪些信息？ 

   根据学生的回答在小黑板中点出相关部分。 

   教师：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数据？ 

   再出示第二幅扇形统计图。 

   教师：从这幅图中我们又能获得哪些信息？这些又是什么时候的数据？ 

   教师：耕地、森林、果园的面积各是多少平方千米呢？没有改造的荒山还有多少

平方千米？请你们算一算。 

   将两幅图放在一块观察。 

   教师：看了这两幅扇形统计图，你想说些什么？看看谁的发现最多，最有价值。 

   学生先独立思考，然后小组内部交流自己的发现（“退耕还林”前与 2006 年底相

比土地的变化情况）。 

  （2）进一步了解扇形统计图的作用。 

   教师：刚才同学们在小组内部互相交流了自己的发现，现在哪位同学能代表你们

小组进行发言？ 

   请一两位同学相互补充，找到统计图中发生变化的项目。 

   小结：对比两幅扇形统计图，同学们强调最多的是有许多项目发生了变化。有没

有没发生变化的量呢？（小黑板重点强调：土地总面积没发生改变）也就是两个圆所代

表的都是靠山村的土地总面积。 

   教师引导：结合我们的发现思考：森林面积的增加与荒山面积的减少会给这个村

庄带来怎样的变化？如果你是村委会的领导面对 2006 年底的统计图你又会作哪些思

考？ 

  （3）根据扇形统计图解决问题。 

   教师：观察扇形统计图，你还能提出并解决哪些数学问题？ 

   学生先独立思考并解答，教师巡视找出典型的问题并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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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堂总结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扇形统计图）你又有什么收获？ 

 三、课堂活动 

  教师：刚才我们分析的两个扇形统计图的圆都代表相同的含义——土地总面积，（小

黑板点出“课堂活动”第 2 题——改变题目增加两个参数——美国、俄罗斯的面积和人口）

现在呢？ 

  教师：仔细观察这些统计图，你有哪些发现？ 

  教师引导：重点分析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国情。 

  教师：面对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局面，你会做哪些思考？ 

 四、练习应用，促进发展 

  完成练习十五第 3 题 

   出示题中的两幅扇形统计图，引导学生对比。 

  （1）从两幅统计图中，你获得了哪些信息？ 

  （2）算一算：从 1996 年到 2006 年，工业用地、居住用地、绿化用地分别增加或

减少了多少平方千米？ 

   学生独立计算，教师巡视，抽几个学生上台板演，集体评议。 

  （3）议一议：你对这种变化有什么看法？ 

作业布置 完成练习十五第 4，5 题 

教学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扇形统计图）你又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综合：统计活动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70~72 页例 1，第 72 页课堂活动及练习十六。  

教学目标 

  1．进一步了解统计表和三种统计图的特点，并能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统计图

来表示数据和反映情况，能利用统计图的特征获取有用的信息。 

  2．体会数据对决策的作用，体会统计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 

教学重点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统计图来表示数据，并能利用统计图的特征获取有用的信

息。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统计图来表示数据。 

教学准备 
  教具：小黑板。 

  学具：计算器。 

教学过程 

一、联系实际，引入新课 

  教师：同学们，我们在学校已经学习了 6 年时间，同 6 年前刚进校时相比我们自己

有哪些变化？ 

学生自由发表见解，教师进行适时引导。 

  教师：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同时我们的身体也在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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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今天我们就利用已经学过的统计知识来展示我们的身高变化吧！ 

  板书课题：综合统计活动 

 二、自主探索，学习新知 

  1.教学例 1 

  （1）汇总搜集的资料，填写统计表。 

   教师：我们课前已经从医务室的档案里查到了自己这 6 年来的身高数据，现在我

们以小组为单位互相交换自己的身高资料，一起填写书 71 页的统计表（一）。比一比

哪组同学协作得最好，完成得更快。 

   学生合作完成，教师巡视并指导速度比较慢的小组合理进行分工合作。 

   教师小结：在刚才的合作中，有的小组团队协作意识很强，而且有比较明确的分

工，两个同学为一个单位，本单位填好后立即与另一组的两个同学互换资料。这样既合

理地安排了时间，同时又避免了合作中的混乱。 

  （2）完成每组中平均数的计算。 

教师：现在我们再次以小组为单位，借助我们手中的计算器，计算出组内同学在每个年

级时的平均身高。想一想我们该怎样合理地安排人员，才能更快更准确地计算出平均身

高？ 

引导：两人一组，同时计算同一个年级的平均身高，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3）汇总全班同学的身高并计算出平均数。 

   教师引导：在刚才的合作中，我们进行了有效合理的安排——谁与谁同时计算一、

二年级，谁与谁同时计算三、四年级……这样既节约时间，又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现

在我们想要汇总全班同学的身高并分别计算出同学们在每个年级时的平均身高，大家想

想又应该怎样合理地安排呢？如何有效利用其他小组整理的结果呢？ 

   让同学各抒己见，教师梳理出合理的方案。 

   教师：正像同学们所想的那样。我们首先要计算出自己小组同学在各年级的身高

总数，然后指定各年级的平均身高计算，我们就指派各对应小组成员同时计算。 

   指派计算各个年级的平均身高计算的小组，每个小组依次汇报本组各年级的身高

总数。 

   汇报计算的结果完成教科书 71 页统计表（二）。 

  （4）制作统计图。 

   教师：根据同学们在各个年级时的平均身高制作成统计图。三种统计图你会怎么

选？（强调为什么不会选择扇形统计图，从而突出扇形统计图的特征——反映部分属于

总数之间的关系） 

   教师引导：实际上关于平均身高的统计图我们既可以选择条形统计图又可以选择

折线统计图，因为它们都能直观看出数量的多少。两种统计图有什么区别呢？（强调折

线统计图突出的特点是还能看出数量的增减变化情况。） 

  （5）看图和看表分析 

   教师：观察这幅图你能获得哪些信息？ 

   学生各抒己见，教师引导学生重点观察平均身高每一年各是多少，平均身高在发

生怎样的改变？ 

   教师：6 年来全班同学的平均身高增加了多少？ 

   教师：观察统计图你能否发现小学身高增长的关键期是什么时候？此时你会给学

校伙食团长以及家长提出什么建议？ 

   学生各抒己见，教师引导学生注重锻炼和营养搭配。 

  （6）然后解决教科书 72 页第（4）题的第②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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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如何才能知道现在班上有多少个同学的身高不低于全班的平均身高？（回

顾最简单的数据收集方法——点数）算一算占全班人数的百分之几？ 

  2.课堂总结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综合统计活动）你有什么收获？ 

 三、课堂活动 

  教师：如果我们想把全班同学按现在的身高分成 5 组，你们会怎么分？每组的统计

结果又怎样表示？ 

   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小结：可以按从最低到最高的身高分出相等的 5

段，然后统计出每段中的人数。 

根据学生的想法完成第三个统计表。 

身高（CM）(    )~(    )(    )~(    )(    )~(    )(    )~(    )(    )~(    ) 

人数（人） 

  教师：对于这一个身高资料你认为还可以选择哪种统计图进行整理和分析？（根据

学生的回答在 WORD 中自动生成扇形统计图，并进行分析） 

作业布置 完成练习十六第 1 题。 

教学小结 你这节课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综合应用：设计“六一” 

庆祝活动方案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76 页的内容。  

教学目标 

  1．联系“六一活动”情境，综合运用比例尺、可能性等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

生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2．感受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联系“六一”情景，引入新课 

  1．激趣引入 

   教师：同学们，今年的“六一”节将是你们小学成长中的最后一个儿童节，你们想

为自己的童年生活留下美好的回忆吗？有什么好的提议吗？ 

   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想法，教师适时引导开展庆祝活动。 

  2．揭示课题 

   教师：刚才，有不少同学提到想搞庆祝活动，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设计一个“六一

庆祝活动方案”，行吗？ 

   板书课题：设计“六一”庆祝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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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团结合作，共谋策略 

  1．了解活动涉及的各个方面 

  （1）研究需要筹备的活动。 

   教师：要进行活动方案的设计首先就要弄清楚需要作好哪些准备？安排哪些项

目？ 

   学生自由发表自己的想法，教师适时引导并梳理出相关内容。 

    ①文艺表演节目——唱歌、跳舞、小品、游戏等； 

    ②场地的安排和布置； 

    ③抽奖活动； 

    ④记录活动——照相。 

  （2）拟定活动安排时间表。 

  教师：我们首先应制作一个合理的时间表。根据同学们各自上报的节目及节目所需

时间我们一同制作活动安排表。 

    9：00 宣布活动开始 

    9：00~9：05 请老师、学校领导讲话 

    9：05~9：10 第一个节目：竖笛合奏《乘着歌声的翅膀》 

    9：10~9：20 第二个节目：歌伴舞《拜访春天》 

    9：20~9：30 第三个节目：钢琴独奏《清晨，我们踏上小路》 

    9：30~9：45 第四个节目：小品《孙悟空三难小聪聪》 

    9：45~9：55 抽奖活动 

    9：55~10：15 第五个节目：舞蹈《算一算》 

    10：15~10：45 第六个节目：游戏《推小车》、《吹气球比赛》 

    10：45 颁奖，活动结束 

  （3）照相费用计算 

    教师：我们在活动的过程中由承担照相任务的同学为每个节目拍摄一张照片，

并给每位表演者赠送一张照片，按照这样的方案算一算，如果每张照片 0.5 元，那么照

相大致需要花多少钱？ 

    学生根据之前统计的参与节目的人数进行独立的计算。集体汇报。 

  （4）抽奖设计 

    教师：活动中进行的抽奖活动，如果我们按一等奖 20%，二等奖 30%，三等奖

50%的方案来设计。大家能想到哪些抽奖形式？ 

    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梳理出①摸彩球（红黄蓝各 2 个、3 个、5 个），

②制作彩色转盘（红黄蓝各占 20%，30%，50%）。 

  （5）场地安排 

    教师：我们的活动场地安排如果能够在纸上画出来的话那就更好了！能行吗？

首先应确定平面图的什么？（强调比例尺应该合理） 

    教师引导：除活动场地外，我们再按同样的比例尺确定出观众席的位置范围，

关于黑板的布置我们可以选用其他的比例尺来呈现。 

    将学生分两个大组，一组制作活动场地平面图，另一组制作黑板布置平面图。 

   

作业布置 设计一个“毕业晚会的活动方案”。 

教学小结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扇形统计图）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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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代数 

第 1 课时数的认识（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77~78 页例 1，课堂活动及练习十七的第 1，2，3，6 题。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回顾和整理知识的过程，结合具体情境系统复习整数、分数、百分数、

小数和负数的意义，熟练掌握这些数的读、写法。 

  2.熟练掌握数的改写的方法，会正确地把较大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

和把一个较大数精确到万位或亿位。 

  3.能正确比较整数、分数、小数的大小。 

  4.通过对数的知识进行全面梳理，培养学生的归纳、整理的能力，帮助学生形成系

统的知识结构。 

教学重点   数的意义，数的读、写法，数的改写和省略以及大小比较。 

教学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回忆知识，引出课题 

  （1）教师：同学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要对小学阶段所学的数学知识进行系统的

复习。 

   板书课题：数的认识 

  （2）教师：请同学们在小组内讨论一下，我们学了哪些数？你对这些数有哪些了

解？ 

   反馈：抽几名同学谈谈自己的看法，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整数、分数、小

数、百分数、负数。 

 二、创设情境，梳理知识 

  （小黑板出示书 77 页例 1 提供的“生活中的数”） 

  1．梳理数的意义和读、写法 

  （1）教师：从这张统计表中你能获得哪些信息？ 

  学生观察，独立思考，随后教师抽学生回答所获得的各种信息。 

  教师：你能读出表中的数吗？ 

  先抽学生读，再全班读表中的整数。 

  教师：我们现在读的这些数都是什么数？ 

  教师：那读这些多位数时要注意些什么？ 

  教师引导学生小结：在读多位数时要从高位到低位一级一级地读；读亿级和万级时

要在后面加上“亿”和“万”。每一级末尾的“0”都不读出来，其他数位连续几个“0”都只读

一个零。 

  教师：我们读的这几个数都已经很大了，那有没有最大的整数、最小的整数？ 

  在这里使学生掌握整数的个数是无限的。 

  教师引导学生在下面带有箭头的直线上标出 1，2，3，4……和-1，-2，-3，-4……

体会整数个数的无限性。 

  （2）教师指着分数一列：会读这一列数吗？（全班齐读） 

  教师：你知道这些分数表示的意义吗？自己任选一个来说一说。 

  教师：这些分数都是把什么看成单位“1”？ 

  引导学生小结：所以分数的意义其实就是把单位“1”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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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或几份的数。 

  教师：那你知道这些分数的分数单位各是什么？每个分数各有几个这样的分数单

位？ 

  抽几名学生回答后小结：分数单位就是表示这样一份的数。 

  教师：分数可以怎样分类？ 

  反馈整理并板书如下： 

  分数真分数：分子小于分母（小于 1）。 

  假分数：分子大于或等于分母（大于或等于 1）。 

  （3）教师指着百分数这一列：这一列数是我们这学期认识的百分数，咱们读一读。

（全班齐读） 

  教师：你知道这些百分数表示的意义吗？自己任选一个来说一说。 

  小结：表示一个数占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叫做百分数。 

  教师：百分数还可以叫什么？ 

  教师：为什么百分数还可以叫百分比或百分率？ 

  教师出示 3 个数：50%，12，12 kG。这三个数有区别吗？百分数能写成分数形式吗？ 

学生反馈后，教师引导：百分数只表示两个数量间的倍比关系，不能表示具体的数

量，所以又叫百分比。而分数即可以表示两个数量间的倍比关系，如 12；还可以表示具

体的数量，如 12 kG，因此它和百分比是有区别的，所以，百分数通常不写成分数形式，

而用“%”来表示。 

2．复习数的改写和省略 

  （1）教师：这 4 个国家的陆地面积你能用“万”作单位来表示吗？翻开书 78 页，在

书上写一写。 

学生在书上写，抽 4 名同学写到黑板上。 

  引导学生观察板书，并思考：用“万”作单位表示数的方法是什么？然后在小组内讨

论。集体交流。 

  （2）教师：现在我们要把这 4 个较大的数用四舍五入法精确到万位，应该怎样做？ 

  学生思考后写在作业本上，抽 4 名学生上台写。 

  引导学生观察板书，说一说：怎样把一个较大数用四舍五入法精确到万位？ 

  （3）观察前两次写数结果，小组讨论：这 4 个数改写成用“万”作单位和用四舍五

入法精确到万位有什么不同？集体交流。（改写不改变数的大小，所以得到的是一个精

确值，用“＝”；而用四舍五入法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要改变数的大小，所以得到的是一

个近似值，用“≈”。） 

  （4）教师：现在请你们完成书上练习十七第 2 题。 

  学生在书上写，抽 2 名学生上台用实物投影仪展示，引导生生评价。 

  3．复习十进制计数法、计数单位 

  （1）教师：我们的整数和小数采用的是什么计数方法？ 

  教师：什么是十进制计数法呢？你知道哪些计数单位？小组讨论讨论。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补充完整数位表，用小黑板展示。 

  （2）教师运用小黑板在数位表下出示中国人口数和美国人口数，启发学生思考：

在 1267430000 这个数中，3 在什么数位？表示 3 个什么？2 在什么数位，表示 2 个什么？

在 28155000 这个数中，两个 5 分别在什么位置？表示的含义各是什么？相同吗？ 

  （3）小黑板出示书上练习十七第 6 题。引导学生明白数字“3”因为所在数位不同而

表示的不同意义。 

  4.复习数的大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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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师：按人口多少，4 个国家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 

  反馈：中国排第一，美国第二，俄罗斯第三，加拿大第四。 

  教师：你是怎么比较人口数的大小的？ 

  反馈 1：一个学生说，中国人口数肯定排第一，因为它是 10 位数，而其他三个数都

是 9 位数。整数部分位数多的数肯定比位数少的大。其他三个数位数相同，因此从最高

位开始比，如果最高位相同就比下一位。 

  反馈 2：如果有学生用表中的百分率直接进行比较，教师一定要及时给予肯定和表

扬。 

  （2）出示“按面积大小，4 个国家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一题，学生独立完成，集

体评议。 

 三、夯实基础，巩固提高 

  小黑板出示书上 78～79 页的课堂活动 

  （1）教师：自由朗读出车票及产品说明书上的数。 

  反馈：学生自由朗读后，教师抽生读。 

  教师：这些数哪些表示数量的多少？哪些表示排列顺序和编码？ 

  （2）教师：找一找生活中表示数量多少、排列顺序及编码的数。 

  反馈：学生谈生活中的数。 

   

 

作业布置 
2．教师出示练习十七第 1 题 

  3.在书上完成练习十七第 3 题 

教学小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空间与图形 

第 1 课时平面图形（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104 页平面图形的认识，课堂活动及练习二十一 1，2，3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牢固掌握常见平面图形的基本特征，明确概念间的区别和联系。 

  2．继续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理清平面图形间的相互联系，初步感受事物间的相

互联系，并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3．初步学会分类整理的方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合作意识。 

教学重点   掌握平面图形的特征，明确概念间的联系和区别。 

教学准备 
  教具：字卡若干（线段、射线、直线、角、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

梯形、圆） 

教学过程 一、联系实际，引入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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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谈话激趣 

   谈话主题：日常生活中的整理话题。 

  2．迁移导课 

   教师：生活中我们很多地方用到了整理，整理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这

节课我们共同整理和复习有关平面图形的基础知识。 

   板书课题：平面图形的整理复习 

 二、回忆整理，沟通联系 

  1．平面图形的搜集 

   教师：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小学阶段都学习过哪些平面图形呢？ 

   学生回忆搜集小学阶段学过的平面图形。（随着学生回忆教师黑板上板书，小学

阶段学过的平面图形：线段、射线、直线、角、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

梯形、圆） 

  2．复习平面图形的特征 

   教师：看来我们学过的平面图形还真不少，这节课我们重点来整理和复习这些平

面图形的特征。 

   大家还记得这些平面图形各自的特征吗？咱们看着黑板，小组内互相说一说这些

平面图形都有什么样的特征。 

  3．分类整理 

  （1）小组活动。 

   教师：这些图形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老师给黑板上的图形编上了号，咱们

动手来整理一下（只写编号就行了），写在作业本上。在整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体现这些

图形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学生在本子上进行整理。（选一个小组的同学在黑板上整理） 

   平面图形线 

    ①线段 

    ②射线 

    ③直线 

    ④角 

    ⑤三角形 

    四边形 

    ⑦长方形 

    ⑧正方形 

    ⑥平行四边形 

    ⑨梯形 

    ⑩圆 

  （2）对比交流。 

   展示整理结果，并说明整理的依据，其他小组发表意见，争论辨析，互相评价，

共同建构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网络。 

  4．沟通联系 

  （1）讨论。 

   学生小组讨论：梯形、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正方形等四边形之间，有什么联系？

如何在图上表示出来？ 

  （2）交流。 

   小组发表意见，通过学生互评、争论，明确四者之间的联系，体会一般与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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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体会事物既是变化的又是联系的。 

  （3）举一反三。 

   几类四边形之间有这样的关系？那么三角形又有几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

系呢？（完成三角形的分类：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等

边三角形、不等边三角形） 

角呢？（锐角、直角、钝角）（并把黑板上的板书补充完整） 

   线呢？（直线、射线、线段）有关直线的内容我们还学习了哪些知识？（平行线、

垂线）什么是平行线？垂线？ 

三、巩固练习，加深理解 

  1．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小黑板出示第 110 页１题） 

   教师：注意第５题，对轴对称图形的掌握情况，和第６题对三角形拼图准确判断。 

  2．完成教科书第１０４页的课堂活动１，２题 

作业布置 完成课堂作业第 110 页第 2，3 题 

教学小结 

   教师：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师生共同完善黑板上的知识树，四边形除了黑板上的几种之外还有吗？同学们认为

还有哪些地方不完整？为什么？小学阶段我们只是研究了一小部分规则的平面图形，其

余的平面图形在今后的学习中将会遇到。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平面图形（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105 页的内容，课堂活动第 2 题及练习二十一第 5 题。  

教学目标 

  1．通过整理，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周长和面积的含义，理解常见平面图形周长、面

积计算公式间的联系，进一步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 

  2．提高学生整理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数学表达能力。 

  3．通过整理，培养高年级学生严谨的学习态度和有条理的数学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 
  理解周长和面积的含义，理解公式间的联系。 

  理解公式间的联系，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 

教学准备 将教科书第 105 页的整理图示制作成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教师：前面我们复习了平面图形的认识，回顾了常见平面图形的特征，今天，我们

一起来复习平面图形的周长和面积，希望通过复习，同学们能够进一步理解周长和面积

的含义，理解公式间的联系。 

  板书课题：周长和面积的整理与复习 

 二、复习周长和面积的概念 

  1．请学生举例说明什么是平面图形的周长 

  （1）让学生自主发表意见。 

  （2）教师梳理：围成一个图形的所有边长的总和叫做这个图形的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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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请学生举例说明什么是平面图形的面积 

  （1）让学生自主发表意见 

  （2）教师梳理：物体的表面或围成的平面图形的大小，叫做它们的面积。 

  3．实例感知周长和面积概念的区别 

  （1）指出课桌面或教室里其他物体表面的周长和面积。 

  （2）请学生说一说周长和面积有什么区别。 

  （3）教师梳理：周长是指围成一个图形的所有边长的总和，它应使用长度单位。

而面积是指物体的表面或围成的平面图形的大小，它应使用面积单位。 

 三、小组合作，自主整理 

  1．提出整理内容及要求 

  （1）整理内容 

   整理出我们研究过的平面图形的周长和面积计算公式。 

  （2）整理要求 

   用自己喜欢的形式，有条理地进行整理，要求简洁明了。 

  2．自主整理、组内交流 

  （1）学生按照要求自主整理。 

  （2）四人小组内交流整理结果，推选出一份最优整理方案，并作好汇报准备。教

师巡视，有意识地筛选汇报小组。 

  3．小组汇报、全班梳理 

  （1）小组代表上台汇报。（小黑板展示） 

  （2）师生共同梳理出教科书第 105 页上的整理图示，小黑板中暂不出现图示中的

公式推导箭头。 

  （3）请学生一起读一读梳理出的平面图形的周长和面积计算公式。 

 四、回忆公式推导过程，理解公式间的联系 

  1．回忆平行四边形和圆的面积公式推导过程 

  （1）学生回忆、全班交流。 

  （2）教师梳理：面积计算公式是以长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为基础的，正方形可以

看做长和宽相等的长方形，平行四边形可以通过割补平移转化成长方形，圆也可以通过

分割转化成长方形。实际上，正方形、平行四边形和圆的面积的研究，都是转化成之前

学过的长方形来推导的。（在整理图示小黑板中加上第一排推导箭头） 

  2．回忆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公式推导过程 

  （1）学生回忆、全班交流。 

  （2）教师梳理：在研究三角形的面积时，我们是把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拼成一

个平行四边形来进行推导的；在研究梯形的面积时，我们也是把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拼

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来进行推导的；也就是说，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的研究，都是转化成

之前学过的平行四边形来推导的。（在整理图示小黑板中加上第二排推导箭头。） 

  3．梳理提升 

   实际上，我们在学习很多数学新知识时，都是把新知识转化成学过的旧知识来进

行研究的，这种思想是数学上非常重要的转化思想，在今后的学习中还会经常运用。 

 五、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1．填空 

  （1）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可以拼成一个（    ）。 

  （2）一个三角形的面积是 12 CM2，与它等底等高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    ）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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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底是 0.5 DM，高是 3 CM，面积是（    ）CM2。 

  （4）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是 6 CM，面积是（    ）。 

  （5）一个梯形的上底是 2.3 CM，下底是 2.7 CM，面积是 25 CM2，高是（    ）

CM。 

  （6）一个圆的半径是 2 CM，它的周长是（    ），面积是（    ）。 

  2．教科书第 106 页课堂活动第 2 题 

  （1）读题，明确题目要求。 

  （2）学生独立作图。 

  （3）集体订正。（同学们可能出现了多种画法，只要两个图的面积相等都是正确

的）。 

  （4）梳理提升：同学们要想画得又对又快，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把两个图形

的底画得相同，三角形的高画成平行四边形高的 2 倍，这样两个图形的面积就一定相等；

另一个办法是把两个图形的高画得相同，三角形的底画成平行四边形底的 2 倍，这样两

个图形的面积也相等。 

作业布置 练习二十一第 5 题 

教学小结 请学生谈本节课的学习收获。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统计与概率 

第 1 课时统计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117~118 页例 1，第 119 页课堂活动，练习二十三的第 1~4 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复习已学过的统计的初步知识，加深学生对统计的意义及其应用的理解。 

  2．培养学生会看、会分析、会制作简单统计图表的能力和综合运用统计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引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2008 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我国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中夺冠的可能

性有多大？最终能夺到多少金牌、银牌和铜牌呢？这里面涉及统计与概率的知识。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复习统计与概率。 

  板书课题：统计复习 

 二、复习统计与概率的知识点，形成知识网 

  教师：有关统计的知识你还记得哪些？请在小组内交流。 

  请学生汇报，并请其他同学补充。 

  学生：统计活动要经历确定任务、收集数据、整理数据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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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收集数据的途径很多，比如可以上网查询数据，可以从报刊、杂志、电视等

媒体中获取数据。 

  学生：收集数据有两种情形，一是收集静态的数据，如全校各班人数；二是收集动

态数据，比如统计各种车的车流量，可以用画正字的方法进行收集。 

  学生：经过整理后的数据可以用统计表表示，也可以用统计图表示。 

  学生：统计表可以分为单式统计表和复式统计表。 

  学生：统计图可以分为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和扇形统计图。 

  学生：条形统计图的优点是很容易看出数量的多少，折线统计图的优点是不但可以

看出数量的多少，还可以看出数量的增减变化情况，扇形统计图的优点是容易看出部分

与整体的关系，生活中要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统计图。 

  学生：在统计过程中有时需要用到平均数，用总数÷总份数=平均数。 

  通过老师的启发和学生的相互补充构建知识网，教师板书在黑板上，可让学生做笔

记。 

 三、教学例 1 

  1．出示例 1 的原始数据 

   教师：这是我国运动员在第 25～28 届奥运会上获奖情况，请根据这些数据完成

下面的统计表。 

  2．学生独立完成书第 118 页上的统计表 

   教师可以给予适当提示：比如合计一列中的数据表示什么？总计一行中的数据表

示什么？ 

  3．学生展示所填的统计表 

   请学生说说总计是怎样求的？合计是怎样求的？集体订正。 

  4．体会统计表的优势 

   教师：把前面的原始数据制成这个统计表之后，与前面的原始数据相比较有什么

优势？ 

   学生：能清楚地看出每一届奖牌总数和这四届金牌、银牌和铜牌总数各是多少。 

  5.学生完成书第 118 页上的绘制统计图 

   教师：请利用这四届奥运会的金牌数和银牌数制成条形统计图或者折线统计图。 

   可以让一半的学生制条形统计图，一半的学生制折线统计图。教师可以给予适当

提示：一格代表 2 枚比较合理，注意别忘了标图例。 

  6．学生展示绘制的条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 

   分别结合条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的特点说说从图中发现了什么？ 

   学生：从条形统计图中明显看出 28 届奥运会的金牌数最多，25，26 届奥运会的

金牌数同样多，27 届奥运会银牌数最少…… 

   学生：从折线统计图中可以看出金牌数呈上升趋势，银牌数呈下降趋势…… 

  7．结合上面统计表和统计图说说自己的感想 

  8．根据这四届奥运会的获奖情况，预测 2008 年奥运会的获奖情况 

 四、课堂活动 

  1.完成第 119 页课堂活动第 1 题 

  （1）以小组为单位汇报，并估计、计算小组内上月的平均用电量。 

  （2）汇总各小组的平均用电量，估计并计算全班上月的平均用电量。 

  2.复习扇形统计图 

  （1）出示第 119 页课堂活动第 2 题。 

   教师：这是什么统计图？学法交流占百分之几？怎样求？从这幅统计图上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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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2）学生自己解决第 2 题的 3 个问题。 

  （3）学生汇报解题方法，集体订正。 

   教师：求学法交流的播放时间是多少实际上是求 2 时的 35%是多少？求特长展示

播放时间比音乐欣赏多百分之几可以用哪些方法？ 

  

  

 

作业布置 

  1．完成练习二十三的第 1~4 题 

  2.拓展练习 

  同学去参观歌乐山烈士陵园，从学校到烈士陵园的行程情况如下图： 

  （1）经过（    ）时到达歌乐山烈士陵园。 

  （2）（    ）到（    ）这段时间停车休息，休息了（    ）时。 

  （3）汽车前 2 时的平均速度是多少？最后 1 时的平均速度是多少？哪个时间段汽

车行驶得最快？ 

（4）请你用语言描述同学们乘车去歌乐山烈士陵园的行程情况。 

教学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复习你有什么收获？有什么疑问？有什么要提醒大家需注意的地方？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第 2 课时概率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119~120 页例 2 和第 121 页课堂活动，练习二十三的第 5~7 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复习使学生能进一步熟练地判断简单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2．通过复习使学生能熟练地用分数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并且会用概率的思维去

观察、分析和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3．通过复习使学生进一步感受、了解数学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以提高学生学数

学、用数学的意识。 

教学重点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教师：在老师的盒子里有 5 个球，从中摸出 1 个球，如果摸到的球是红色就可获得

奖品。你希望里面的球是些什么颜色，为什么？如果你是老师你会装些什么颜色的球？

为什么？刚才的活动涉及我们学过的什么知识？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复习“可能性”。 

  板书课题：概率复习。 

 二、回顾整理有关可能性的知识 

  （1）教师：有关可能性的知识你还记得哪些？请在小组内交流。 

  （2）请学生汇报，并请其他同学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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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有大小的。 

   学生：有些事件的发生是确定的，有些则是不确定的。 

   学生：有些事件的发生是一定的，有些事件的发生是有可能的，还有些事件的发

生是不可能的。 

 三、教学例 2 

  1．复习体会简单事件发生的三种可能性 

   教师出示一副扑克，当众从中取走 J，Q，K 和大小王。 

   教师：现在从中任抽一张，请你判断下面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1）抽到的牌上的数比 11 小。 

   学生：一定发生，因为剩下的所有扑克点数都比 11 小。 

  （2）抽到的牌是黑桃 Q。 

   学生：不可能发生，因为所有的 Q 都被拿走了。 

  （3）抽到的牌是方块 2。 

   学生：有可能发生，因为方块 2 还在老师手中。 

  2．复习体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少种 

   教师：从老师手中的扑克中任意抽取一张，会有哪些可能的结果呢？ 

   教师：按照花色分有黑桃、红桃、方块和梅花四种可能性。 

   教师：按照数字分有 1 到 10 共十种可能性。 

  3．用分数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 

   教师：抽到各种牌的可能性究竟是多少呢？请大家独立完成第 120 页“算一算”的

5 道题。 

   学生独立完成之后全班交流。 

   学生：抽到黑桃的可能性是 14，因为一共只有四种花色的扑克；还可以这样理解，

一共有 40 张扑克，其中有 10 张黑桃，所有抽到黑桃的可能性是 14。 

   学生：抽到 5 的可能性是 110，因为按照数字分只有 1 到 10 这 10 种可能，5 占

其中的一种，所以抽到 5 的可能性是 110；也可以这样理解，40 张扑克中有 4 张 5，抽

到 5 的可能性是 110。 

   学生：抽到梅花 A 的可能性是 140，因为在 40 张扑克中只有 1 张梅花 A。 

   学生：抽到 A 和抽到梅花 A 的可能性不一样大，因为抽到 A 的可能性是 110，

抽到梅花 A 的可能性是 140。 

   学生：在 40 张牌中任意抽 1 张抽到 5 的可能性是 110，在 10 张黑桃中任意抽 1

张抽到 5 的可能性也是 110。 

 四、完成课堂活动 

  （1）学生独立完成，如果有困难可以先让学生说一说 1 到 20 的奇数、偶数、质数、

合数分别是哪些？ 

  （2）集体交流。 

  学生：摸到奇数的可能性是 12，摸到偶数的可能性是 12，摸到质数的可能性是 25，

摸到合数的可能性是 1120。 

作业布置 练习二十三的第 5，6，7 题。 

教学小结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复习有什么收获？有什么疑问？有什么要提醒大家需注意的地方？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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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实践与综合应用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125 页的内容。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2．通过学习让学生获得一些初步的数学实践活动经验，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通过学习让学生体会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 

教学重点  

教学准备 学生调查了解有关商品房交易的相关知识。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你们小学即将毕业，通过小学六年的学习，已经具备解决一些简单

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今天就请大家来帮老师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课前大家都去做了相关

的调查了解，你都了解到了些什么？ 

 二、教学“王老师买新房” 

  1．出示房屋平面图 

   教师：这是王老师选中的一套商品房的平面图，请你根据这幅图的数据算出这套

新房的面积有多大。 

  2．学生尝试练习后全班交流 

   学生：整套房子是由一个长方形和一个半圆形组成，所以用长方形的面积加上半

圆形的面积就是这套房子的总面积。 

   房间：（3＋3＋5）×（5＋3）=88（M2） 

   阳台：3.14×2×2÷2=6.28（M2） 

   一共：88＋6.28=94.28（M2） 

  3．计算第 2 题 

   如果这套房子每平方米 1 800 元，王老师按揭这套房子，首付了 44 052 元，剩下

的向银行贷款，需要贷多少元？ 

   教师提醒：在商品房交易中一般把阳台单价按照房子单价的一半计算。 

   学生尝试练习后全班交流。 

   学生：要求需要贷款多少元，应该先求到这套房子的总价，再扣除首付部分，即：

1 800×88＋6.28×1 800÷2－44    052=120 000（元） 

  4．计算第 3 题 

   王老师如果选用规格为 50 CM×50 CM 的地砖铺地，每块地砖单价 20 元，购买地

砖至少要多少元？（需要铺地砖的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85%） 

   学生尝试练习后全班交流。 

   学生：先求大约需要多少块地砖，再求总价。即：94.28×85%÷（0.5×0.5）大约等

于 321 块，321×20=6420（元）。 

  5．拓展 

   根据平面图中数据，你还能提出什么问题？请提出问题并解答。 

   学生尝试练习后全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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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小结 

   教师：非常感谢大家，帮王老师解决了买新房中的数学问题。通过刚才的练习，

你有什么感想？ 

作业布置  

教学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