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行“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小学数学1组”实践研修活动的通知

为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切实提升培育站青年教师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

经研究，决定开展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数学青年教师教学研讨活动。本次活动特邀

请《小学数学教师》副主编陈洪杰老师，上海市徐汇区小学数学教研员顾亚龙老师

来校指导。

一、时间安排

2020 年 12 月 9 日（周三）8:15 至朱棣文小学阶梯教室签到，8:35 开始活动。

二、出席对象

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小学数学 1组全体学员及导师。

三、具体安排

时间 内容 地点 负责人

8:15-8:30 签到 阶梯教室门口 张艳萍

8:35-9:15 包雁老师公开课《圆的认识》 阶梯教室 张艳萍

9:25-10:10
数学辩课

《长方形、正方形的认识》
阶梯教室 张艳萍

10:20-11:40

讲座

顾亚龙《主题：小学数学单元整体教学》

陈洪杰《小学数学学具与教学》

阶梯教室 段孝宇

备注：按要求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要求，参加现场活动教师需填好《健康申报表》

和《疫情防控承诺书》（详见附件 2 和附件 3），签到时上交签到处老师！

联系人：单晓倩 15599055162

2020 年 12 月 1 日





圆的认识》教学设计
太仓市沙溪镇第三小学 包雁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85-87页例 1、例 2 和“练一练”，练习十三第 1-3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圆和圆的特征，知道圆各部分的名称，认识直径和半径长度之

间的关系，能用圆规画指定大小的圆。

2.使学生通过直观和操作等活动，充分感知、体验并理解圆的基本特征，形

成圆的概念；积累学习图形特征的基本经验，培养观察、比较以及抽象、概括等

能力，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

3.使学生主动参与感知、体验圆的特征等活动，主动了解圆的特征；体验认

识圆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点：

认识圆的特征

教学难点：

感受并发现圆的特征

教学准备：

圆规、直尺、圆片、一支水彩笔

教学过程：

一、初步感知，激趣导入

1.观赏一组生活中的圆。

2.说一说生活中你还在见过圆？

在此基础上引出课题并板书：圆。

3.小游戏：“信封寻宝”根据教师要求从信封中摸出对应图形。

并相机比较圆与其他平面图形的异同之处。

圆和以前学过的三角形、长方形等多边形相比，有什么不同？相同的地方？

（多边形由线段围成有顶点，圆由曲线围成，没有顶点；都是平面图形）

【设计意图：从生活中常见的圆形物体导入，结合游戏情境，激活学生已有

的关于圆的认知经验，初步抽象出圆的图形，体会圆与多边形的异同。】



二、自主学习，探索新知

（一）活动一：感受圆 1

1.学生徒手画圆，展示作品，学生点评作品（画的怎样？）

2.出示教师徒手画圆（椭圆），让学生点评，提出修改意见。交流中明确中

心点，等距离提示点（上下左右四个提示点）

（二）活动二：感受圆 2

1.拿出 1号纸：学生根据提示点画圆，展示作品。

追问：画的满意吗？怎样可以画的更好？（在这张纸上增加提示点，改一改）

2.怎样增加提示点？（小组讨论，指名交流，教师演示）

（三）活动三：圆的知识：圆心、半径和直径以及关系

1.拿出 2号纸：自己增加提示点让学生画圆，展示作品，点评：你觉得现在

画的圆比之前怎样了？

2.交流：

回顾刚刚的画圆经历，需要确定哪几个量？

中心点——固定长度（板书）

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提示点越来越多，画的圆会怎样？

3.归纳：

圆是怎样的图形？揭示：圆一中同长也。

介绍古代数学家的相关发现，并与学生的发现作比较。

认识圆心、半径、直径之间的关系。

师介绍：这句话什么意思？一中指的是中心点叫作圆心（板书），字母 o

表示。同长什么意思？（圆心到圆上任意一点的距离相等）

这些固定长度叫作半径（板书），字母 r 表示。

【设计意图：活动一至活动三，通过不断增加提示点的方式，对比发现画圆

需要确定两个量（中心点和固定长度），突破学生的难点，一中定长也，逐步加

深对相关概念的理解。】

4.练习： A A

交流中明确 A点应该在圆上。

5.那你知道什么是半径？PPT 展示半径的定义：连接圆心和圆上任意一点的

线段

指名学生上黑板画半径，还能画吗？你是怎样知道的？（圆上有无数个点有

无数条）

师：无数条半径之间有什么联系？你是怎样知道的？



板书： 无数条 长度都相等

6.师：圆中还有一条经过圆心，两端都在圆上的线段，叫直径。师画出直径。

7.练习：判断

这是直径吗？为什么？

我们在画直径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穿过圆心，两端都在圆上）

8.刚才半径我们研究过了，那直径有什么特征呢？

板书：直径 无数条 长度都相等（追问：为什么呢？）

师：那直径和半径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怎样简洁表示一下？

d=2r r=d÷2

9. 练习：

根据半径和直径的关系快速口答

（四）活动四：圆规画圆

1.师：刚才我们是怎样画圆的？那，数学上我们是怎样画圆的呢？

Ppt演示用圆规画圆。

师：这个圆，圆心在哪里？（圆规的一个支点）半径是什么？（圆规两脚之

间的距离）

2.学生画圆

3.展示学生错例，让学生讨论怎样画好圆。

4.再画一个圆，能不能全班画的同样大？

（明确半径决定圆的大小，圆心决定圆的位置。）

用圆规画半径是 3 厘米的圆，标上字母 o，画一条半径，一条直径，的、分

别标上 r，d。

展示学生作品。

【设计意图：简单介绍圆规的基本结构，通过让学生自主尝试用圆规画圆，

提醒在操作中步骤及需要注意的地方，小组内互相评价，既提供运用概念进行判

断的机会，又可以对半径、直径不同画法的观察中，丰富对相关概念的感知。】

5.生活中画圆

在操场上画一个半径 2米的圆，还能用圆规画吗？有什么办法？

PPT演示体育老师画圆，师：有什么想说的？把人作圆规，圆心，半径呢？



【设计意图：呈现不同的画圆方式、了解一些与圆有关的运动，让学生体会

圆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感受圆之美。】

（五）活动五：找圆心、对称轴

1. 师：我们可以利用圆的的特征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用圆形纸片做车

轮，车轴应该安装在哪？追问：为什么装在圆心？

2.师：为什么第二个行驶平稳？能用刚才的知识解释一下吗？（圆心到地面

的距离都相等）

3.师：车轮上没有圆心你能找到圆心吗？

拿出 1个圆。学生动手画出圆心，标上字母 o。

4.交流：（1）对折再对折；（2）用直尺量；（3）用圆规试；

5.师：对折中有没有新的发现？圆有几条对称轴？你是怎样找到的？（直径

就是对称轴）

三、课堂总结，回顾反思

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圆，你有什么收获？

引导学生明确：无论怎样画圆，都遵循了什么？（一中同长）

板书设计：

圆 的 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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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维在操作中成长

--《圆的认识》教学反思

太仓市沙溪镇第三小学 包雁

《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提到：在数学课程中，应当注重发展学生

的几何直观、符号意识、推理能力和模型思想。本课《圆的认识》是在学生认识

了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等多种平面图形并且已经对圆有了直观的认识的基础

上展开，进一步学习圆的有关知识。虽然学生已经直观认识了圆，但是对圆的一

些基本特征并没有概念，这是学生第一深入了解曲线图形，也是小学阶段学生认

识的最后一种图形，那么这堂课就不仅仅需要学生掌握有关圆的特征，同时也应

作为学生学习曲线图形的“种子课”，在教学后，我有了如下的思考：

一、立足学情，把握操作的需要

1.教学前测，把握操作的起点

在本课的教学之前，我先对自己学校五年级学生进行了一个学情的前测，同

时在接触学生时对学生进行简单的课前小调查，从结果不难大部分学生对于圆只

停留在直观认识，对其内部基本特征概念了解较少，了解数学上可以用圆规画圆，

但对其原理以及操作性层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本堂课以画圆为主线，让学生

一次次的画圆的操作中不断深化对圆的特征的理解，从徒手画圆——根据中心点

和提示点画圆——用圆规画圆——生活中的画圆，立足学生学情，开展本节课的

操作活动，使学生在折一折、画一画、比一比等活动，帮助学生逐步感受并体会

圆的基本特征，并为他们后续学习圆的定义提供感性认识和直观经验。

2.初步感知，体会圆的不同

导入小游戏“信封寻宝”，通过让学生摸一摸的方式，对圆与其他平面图形

的区别形成初步感知。

通过摸一摸对比圆与其他平面图形的不同，可以让学生最直接的感受到圆



的特别，从而进一步调整或扩充已有的知识结构。学生在一年级就已初步认识了

圆，对生活中的圆也有许多感性认识。因此，初步比较圆与其他平面图形的异同

也符合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水平。在教学中，通过摸一摸这样操作的方式，

能让学生比较直观的感受到圆与其他平面图形的区别，成为后续操作活动的一个

起点。

二、多次对比，巧用操作的生成

1.初步对比，寻找知识生长点

通过对比圆与其他平面图形，使学生初步感知圆是由曲线围成的，通过徒手

用水彩笔画圆，画的不圆，引导学生思考，圆是由怎样的曲线围成的呢？

【教学片段】

（一）活动一：感受圆 1

1.学生徒手画圆，展示作品，学生点评作品（画的怎样？）

2.出示教师徒手画圆（椭圆），让学生点评，提出修改意见。交流中明确中心点，等距

离提示点（上下左右四个提示点）

（二）活动二：感受圆 2

1.拿出 1 号纸：学生根据提示点画圆，展示作品。

追问：画的满意吗？怎样可以画的更好？（在这张纸上增加提示点，改一改）

2.怎样增加提示点？（小组讨论，指名交流，教师演示）

通过两次画圆进行对比，寻找到知识的生长点，画的圆要经过上下、左右两

条相等线段的 4个端点，从而引出通过中心点和提示点的方式画圆，引导学生思

考提示点有什么特点，帮助学生明确提示点到中心点的距离都相等，从而为后续

怎样增加提示点的操作提供伏笔降低难度，同时也找到知识的生长点，圆是经过

一些点，再进行深入探究，这些点有着怎样的特点。

2. 二次对比，体会一中同长也

【教学片段】

（三）活动三：圆的知识：圆心、半径和直径以及关系

1.拿出 2 号纸：自己增加提示点让学生画圆，展示作品，点评：你觉得现在画的圆比之



前怎样了？

2.交流：

回顾刚刚的画圆经历，需要确定哪几个量？

中心点——固定长度（板书）

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提示点越来越多，画的圆会怎样？

3.归纳：

圆是怎样的图形？揭示：圆一中同长也。

介绍古代数学家的相关发现，并与学生的发现作比较。

通过对比两次根据中心点和提示点画的圆，学生能够明显感受到第二次画的

更圆。引导学生思考，如果提示点越来越多，画的圆会怎样？这时学生就会自然

而然的感受到圆是由无数个到中心点距离相等的点构成，此时介绍墨子对圆的描

述，彰显了圆的文化内涵，萌发了学习的自豪感，让学生体会到圆在动态中形成

的以及“圆，一中同长也”，虽然小学阶段并没有对圆的概念做出一个具体的定

义，但通过这样三次画圆的操作，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建构出了圆的数学模型，为

其进入初高中阶段继续学习圆的定义提供感性认识和直观经验。

3.再次对比，建构知识联系

通过上述的三次画圆操作，学生不断尝试画圆，层层递进，不断增加提示点

的方式，操作感知，不断调整画圆的过程中对比发现画圆需要确定两个量（中心

点和固定长度），突破学生的难点，一中定长也，了解圆的特征。此时再次与圆

规画圆进行对比，引导学生思考：“你知道用圆规画的圆的圆心在哪里吗？半径

呢？”帮助学生明确圆规画圆其实也遵循了“圆，一中同长也”的原则，让学生

建构了知识之间的联系，并且初步尝试运用数学知识去解释生活中一些画圆方式

的原理，体会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

三、递进联系，彰显思维的成长

1. 精心铺垫，顺学而导

【教学片段】

4.练习： A A

交流中明确 A 点应该在圆上。

指名学生上黑板画半径，还能画吗？你是怎样知道的？（圆上有无数个点有无数条）

师：无数条半径之间有什么联系？你是怎样知道的？



板书： 无数条 长度都相等

6.师：圆中还有一条经过圆心，两端都在圆上的线段，叫直径。师画出直径。

7.练习：判断

这是直径吗？为什么？

直径又有什么特点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本节课以画圆为主线层层递进，学生在不断尝试画圆的过程中其实对圆的圆

心、半径的特点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因此在揭示圆心和半径的概念后，学生进

行半径的辨析，显得水到渠成，尤其是对于圆的半径特点的探索，学生很容易理

解圆的半径有无数条而且长度相等，在前两次的画圆操作过程中，学生已经对

“圆，一种同长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对于半径的特征的发现，则较为顺利，

学生也能够较为清晰说出理由。后续直径特征及直径与半径之间关系的揭示，本

节课上也放手让学生自主进行探索，有了前面的精心铺垫，一切显得顺势而为，

学生也乐在其中，由自己探索发现圆的半径、直径特点及其之间关系，让学生的

思维得到发展，同时也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就感。

2. 巧设疑难，深化理解

设置生活的问题请学生帮忙解决，为什么车轮都是圆形的？学生往往想到的

是圆没有角或者圆由曲线围成，这时相机追问，只要车轮是圆形的就能在平地上

平稳前行吗？引导学生明确车轴也很重要，学生发现虽然其他图形中也有相等的

线段，但这些线段的条数却是有限的，只有圆中存在无数条相等的线段。事实上，

这也是理解“车轮为什么设计成圆形”的关键所在，再次回到“圆，一中同长也”，

进一步深化学生对圆的特征的理解。

3. 融会贯通，活学活用



本节课的最后安排了这样一个游戏，让学生运用今天所学的知识来说说看为

什么第三种方式最公平，引导学生运用数学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包括前面

的请学生举出生活中有关圆的事例，用所学的知识解答生活中的现象，如车轮为

什么做成圆形，而不做成三角形和方形？车轴为什么装在圆心？观看课件演示后

解释很到位。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源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

思维往往是从动手开始的，在本堂课的教学中，我尝试以画圆为主线，围绕

“圆，一中同长也”展开，引导学生用多种感官参与到知识的生成过程中，在画

圆的多次操作中，从徒手画圆——根据中心点和提示点画圆——用圆规画圆——

生活中的画圆，认识圆的各部分名称，理解圆的特征，教学圆的画法。同时安排

了让学生折一折、画一画、比一比、量一量等动手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用眼观察，

动脑思考，动手操作，动口讨论，以期让学生的思维能够在这样的操作活动中得

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