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物体》教学设计

太仓市明德小学 朱楷欣

一、教材分析

本课内容是苏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观察物体》的第一课时，

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新课标指出小学第一学段在图形与几何方面的要求是学生

能说出立体图形中某一面对应的平面图形，形成初步的空间观念以及会独立思考

问题，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这堂课之前一年级上册的《认位置》一课中学生已经掌握了如何辨别自身

左右面。一年级上册的《认识图形（一）》一课中认识了长方体、正方体等简单

的立体图形。一年级下册的《认识图形（二）》一课中初步认识了长方形、正方

形等简单的平面图形。在这堂课之后还有四年级的《观察物体》等相关课程。

纵向比较苏教版人教版北师大版浙教版小学数学课本可以发现虽然不同版

本教材安排的教学年级不一定相同、安排的课时数不一定相同，但是第一堂新授

课都安排在了小学第一学段中，但他们培养学生空间观念的逻辑是相同的，以苏

教版为例：苏教版的第一堂观察物体之前学生们已经初步认识了前后左右，简单

的立体图形和平面图形，必须把握好这堂课发展学生空间观念为学生后期进一步

学习方向、观察物体、图形的动态变化、平面图形几何几何图形等做铺垫。

教材在安排这部分内容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学生的生活情境和事物出

发,有层次地安排教学活动;二是精心选择观察对象,便于学生辨认观察到的物体

的形状,并表达自己判断的理由。

二、学情分析

通过课前小调查数据分析了解学生本阶段的认知水平可以发现：学生已经掌

握了如何辨别自身的左右面，但是分不清他人的左右面。两名学生观察同一物体

（例如汽车），学生不能理解面对面的两个人所看到的形状可能相反这一特点。

学生只能初步感知长方体与长方形、正方形之间的关系，但是不能说出立体图形

和平面图形之间的关系。

本节课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引导学生学会观察物体的方法，正确地观

察物体，会区分娃娃的左右面，能想象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娃娃是什么样子的，

进一步想象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生活中的物体、几何图形、运动中的物体会是什

么样子的，初步培养孩子的空间观念。

三、教学目标

1.学生能够在具体的观察情景中,通过实际的观察和比较,初步体会从不同的



位置观察物体,看到的形状可能是不一样的,能辨别从某个位置观察到的简单物体

的形状,或能根据看到的形状正确地判断观察者的位置。

2.学生能够在观察物体的过程中关注立体图形和平面图形之间的变化，丰富

对现实空间及图形的认识,在推理、想象的过程中发展空间观念，在二维三维的

切换中经历图形的抽象过程，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

3.学生通过观察活动,感受数学学习的乐趣,通过生生互助、小组探究、排队

观察等活动感受团队合作的力量，实现思政教育。

四、教学重难点

重点：在实际的观察活动中,初步体会从不同位置观察物体,看到的形状可能

是不一样的,学会根据看到的形状正确判断观察者的位置,并在实物(或实物图)与

相应视图之间建立正确的联系。

难点：辨认从不同侧面观察到的物体的形状。

五、教具与学具准备

学习单、课件、板贴、木棍、12 个不同的娃娃（娃娃面部清晰、手脚分明、

可以保持坐姿或站姿）

六、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知

1. 创设老师与学生在校园内观光游览情境。

（1）第一站：校门口

提问：这是哪里？你觉得这是从哪里拍的校门口？为什么？你们同意吗？那

这张照片你觉得是从哪里拍的校门口呢？为什么？你们同意吗？

（2）第二站：教室

提问：这是哪里？你觉得这是从哪里拍的教室？为什么，谁来补充更多细

节？那这张照片，你觉得是从哪里拍的教室？为什么，谁来补充更多细节？



（3）第三站：雕像

提问：你觉得这张是从雕像的哪里拍的？为什么？那这张照片呢？为什么？

【设计意图：通过设置主题情境，吸引学生注意力，引起学生兴趣。并且从学生

熟悉的校园环境出发，更有助于学生观察，把握图片中的细节。观察雕像这一过

程让学生初步认识前面，后面这两个观察角度】

2. 认识雕像中的人物。

谈话：雕像中的人物是谁？谁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她？听完这些你有什么

想法？

揭示：我们今天能够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是一代又一代许多人努力的结果，

同学们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能看到雕像背后的故事。

【设计意图：通过观察校园中的雕像认识吴健雄女士，了解明德小学的前生以及

一代代人为明德小学的付出，让学生感受雕像背后的故事，激发学生对自己学校

的自豪感以及对前人的感激之情，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实现育人。】

3. 初步认识观察角度。

提问：为什么观察的物体相同，但是看到的样子却不同呢？

揭示：原来观察的物体相同，但是站的位置、观察的角度方向不同，看到的

样子也可能不相同。

提问：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图片是从什么观察角度看到的？

揭示：因为看到了图片上的许多细节。

【设计意图：通过三组图片的对比激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在问题中认识观察角度，

并在观察图片中发现抓住图片中的细节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观察角度，为接下来的



学习做铺垫。】

（二）自主探究，感悟新知

1. 活动一：会观察——切换判断视角，改成以娃娃为中心。

（1）能正确地观察娃娃。

提问：这位同学这样做对吗？为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观察娃娃？谁能到娃娃

的左面正确地观察娃娃？

揭示：观察物体时目光与物体一样高，观察时要正对物体。

（2）能分清娃娃的左右面。

提问：如果让你观察一个这样的娃娃（此时娃娃面朝窗台），你还能找到娃

娃的左面吗，谁来尝试？谁有不同意见？观察娃娃的左面时，找的是谁的左面？

搞不清哪只是娃娃的左手时该怎么办？

揭示：如果我一时分不清娃娃的左右手的时候可以转到跟娃娃同一方向，这

样左右手就一致。

【设计意图：这一活动点出了小朋友判断错娃娃的左右面的原因，且生成了小朋

友们正确判断娃娃左右面的方法。解决了课前小调查中孩子分不清娃娃左右面的

问题，实现了旧知迁移。生生互助解决问题的形式培养了孩子团结友爱的好品质。】

（3）观察娃娃时不能触碰娃娃。

提问：请同学们指一指自己桌上娃娃的左手，再指一指自己桌上娃娃的右

手？观察娃娃的手可以碰到娃娃吗？为什么？

揭示：观察娃娃时不能触碰娃娃。

（4）观察娃娃。

提问：请边观察边思考：我坐在娃娃的哪一面？看到了娃娃的什么？

2. 活动二：选照片——通过观察局部细节来区别娃娃左右面。

（1）小组先猜测后验证。

请观看选照片活动的要求，先组员猜测每张照片是从娃娃的前后左右哪一面

看到的，组长将结论填写在对应照片的便签，再组员在组长的带领下拿好照片到

娃娃的前后左右面比对照片，验证猜测。

（2）小组成员汇报结果。

选一个小组上台展示，小组每位成员按顺序依次汇报观察结果，期间其他同

学点评与补充。

【设计意图：让学生先猜测选出娃娃前后左右照片再到娃娃的前后左右面观察比



对这个环节是让学生经历先猜测想象再实际验证的过程，整个活动过程将三维立

体图形与二维平面图形联系起来，让学生初步具备能将三维立体图形转化成二位

平面图形的能力且激发学生思考，培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与空间观念也让学生感

受到了数学学科的严谨性。活动期间小组成员配合发言、互相说服、相互帮助培

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与表达能力。】

（3）收集所有小组选出的从娃娃左面看到的照片。

提问：这些小组有没有都选对？他们观察到的娃娃长得一样吗？那这些照片

有什么共同之处？

揭示：从娃娃的左面看，可以看到娃娃的左脚、左手、左耳等。

（4）展示其他班级收集的照片。

提问：其他班级选出的照片都选对了吗？为什么？

（5）收集所有小组选出的从娃娃右面看到的照片。

提问：这些小组有没有都选对？他们观察到的娃娃长得一样吗？那这些照片

有什么共同之处？

揭示：从娃娃的右面看，可以看到娃娃的右脚、右手、右耳等。

（6）对比所有从娃娃右面看到的照片与从娃娃左面看到的照片。

提问：对比所有从娃娃右面看到的照片与从娃娃左面看到的照片，你有什么

发现？

揭示：从左面和从右面看到的图图案完全相反。

【设计意图：通过观察大量例子帮助学生生成收获：判断从物体的哪一面观察的

方法是关注细节特征。】

（三）练习巩固，加强运用

1.观察雕像

提问：这是从雕像的哪一面看到的？为什么？谁注意到了雕像的动作？

揭示：动作其实也可以当做细节帮助我们推测观察角度。

谈话：可别忽略了这小小的书本，吴健雄女士就是靠着书本从小镇走向国际，

又将知识重新带回国内，不论离家多远，爱国的心一直是不变的。



【设计意图：通过对吴健雄女士雕像动作背后故事的拓展实现“课程思政”教育。】

2.观察娃娃的局部照片

提问：这是从娃娃哪一面看到的？为什么？

揭示：有时候细节可以帮助我们从局部推测出整体。

【设计意图：从娃娃的局部推测出娃娃照片的整体样子是从局部推测出整体，培

养孩子的推理能力与能将二维的视图匹配对应的三维视角的能力。关注立体图形

和平面图形之间的变化，发展了孩子的空间观念。】

3.观察生活中的物体——汽车

提问：三个小朋友看到的形状分别是什么样的？问什么？如果又来一个小朋

友思思，你觉得思思看到的形状会是什么样的？为什么？

揭示：两个小朋友面对面观察物体时，看到的形状可能是相反的。

提问：如果老师把这四张图的边描出来，但是把里面的细节都扣掉，你还能

很快看出每幅图分别是谁看到的吗？

揭示：细节不能随便忽视掉。

【设计意图：通过多加入一个小朋友进来观察汽车会看到什么形状的设计进一步



激发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空间观念。把图形中细节扣掉让学生们重

新猜测每张图分别是谁看到的设计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到了观察物体时注意细节

的重要性。】

3. 观察生活中的物体——水杯

提问：三个小朋友在观察水杯，小红看到的样子已经被画下来了，你觉得小

方看到的水杯手柄是朝左还是朝右的呢？小雨看到的又是怎样的呢？观察小方

和小雨看到的形状，你有什么发现？

揭示：两个小朋友面对面观察物体时，看到的形状可能是相反的。

4. 观察生活中的物体——茶壶

提问：如果现在有个小男孩观察茶壶，你觉得小男孩看到的会是右边的哪幅

图呢？如果现在我们去看这个水壶，我们看到的是哪一幅？你有什么发现？

5. 观察立体几何图形

提问：图上男生女生在观察长方体和圆柱，请把这两题男生女生分别看到了

什么在探究单上连一连。如果老师把长方体换成了正方体会怎样呢？如果把圆柱

换成球会怎样呢？

【设计意图：让学生能说出立体图形中某一个面对应的平面图形，进一步关联立

体图形和平面图形，引导学生经历图形的抽象过程培养学生空间观念。】

6. 观察运动中的物体

提问：请你按照时间顺序给下面的 3幅图编号，在探究单上填一填。谁来说



一说你是怎么填的？为什么？让我们来看看你想象的小船动起来的样子跟视频

里是否一样。

【设计意图：鼓励学生从动态的角度认识图形,为后期学习新知例如物体的旋转

对称等做铺垫。】

（四）总结概括，学会反思

提问：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设计意图：通过回顾学习的过程，引导学生学会总结、反思，同时学会表达，

并加强知识间的联系，增强语言表达能力与数学思维能力。】

（五）感悟观察，投入现实

今天我们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了许许多多的物体，老师希望大家以后还能用数

学的眼光去观察现实世界。

七、课后作业设计

同桌合作，先一位同学用身边的东西在课桌上摆一摆，另一位同学猜从不同

角度去观察摆成的造型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再交换。

八、板书设计



九、全课设计意图

本课从孩子的需求出发，旨在打造以生为本、自主探究的活力课堂，培养学

生的空间观念与想象能力。同时融入“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实现育人价值。

从“课程思政”角度出发：

1. 本课利用吴健雄女士的雕像展开雕像背后的故事，让学生对明德小学的

历史有所了解，引导学生们了解今天舒适的学习环境是许许多人无私付出的结果，

同时让学生们产生自豪心理，实现育人价值。

2. 通过吴健雄女士雕像手里拿书的动作补充吴健雄女士的个人经历，引导

学生们感受学习的力量以及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实现育人价值。

3. 小组合作、完成任务环节让学生在遇到困难时生生互助，小组发言、完

成汇报环节让班级同学相互补充，培养学生耐心倾听能力、合作能力与表达能力，

实现育人价值。

从“活力课堂”角度出发：

1.从学生熟悉的校园出发观察周遭，自然引出观察角度这一概念以及观察物

体可以注意观察细节这一方法。

2.学习观察方法环节让学生上台示范，生成错例，由学生发现问题，相互补

充，突破找娃娃左右手的难点：我们转到跟娃娃同一方向，这个时候我们与娃娃

的左右手一致了。

3.小组合作先猜测每张照片分别是从娃娃的前后左右哪一面看到的，再走到

相应位置拿照片比对检验，从猜测到验证整个活动过程将三维立体图形与二维平

面图形联系起来，让学生初步具备能将三维立体图形转化成二位平面图形的能力

且激发学生思考，培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与空间观念也让学生感受到了数学学科

的严谨性。

4.本课练习设计从观察雕像到观察娃娃、观察生活中的物体、观察几何图形、

观察运动中的物体，层层递进，让学生在推理、想象的过程中发展空间观念。

本课以层层递进，在推理、想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为主线，以留

心事物背后故事以及小组合作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暗线，让学生在收获知

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同时培养学生优秀思想品质，促进学生发展。



附学习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