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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面積這一單元，是在學生已經掌握了長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徵，

並會計算長方形和正方形周長的基礎上進行教學的。單元內容主要

分為四個大部分，包括面積的概念及面積單位的認識，運用公式計

算長方形、正方形面積，相鄰兩個面積單位間的進率，以及解決生

活上的實際問題。通過學習本單元，讓學生從一維長度的度量發展

到二維面積的度量，發展他們的空間觀念，為五年級其他平面圖形

以及體積的相關內容的學習奠定基礎。 

在單元教學中，通過多項動手活動，讓學生在觀察、摸索、對

比、估量的過程中，獲得面積的概念，明確區分周長及面積，並逐

步掌握長方形、正方形的面積公式。通過分組活動，讓學生在討論

和合作中互相學習成長，豐富學生的溝通能力和小組組織能力，有

效地提高知識攝取的效果。通過摸一摸、找一找和用紙拼砌面積單

位等活動，讓學生感受面積單位的實際大小，有利於對表象的形

成，對相關單位的應用打好基礎，進而讓學生能運用本單元的知識

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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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授課時間 

（年-月-日） 
節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19年 4 月 29日 1 
第一

課節 

面積的 

概念 

1. 認識面積的概念； 

2. 運用直觀比較法比較平

面圖形的面積； 

40 

2019年 4 月 30日 1 
第二

課節 

面積的 

大與小 

1. 運用多種比較法比較平

面圖形的面積； 

2. 學習以自訂單位比較圖

形的面積； 

3. 認識運用統一單位作量

度的重要。 

40 

2019年 5 月 2日 1 
第三

課節 

常用的 

面積單位 

1. 學習面積單位——平方厘

米、平方分米和平方米，

並掌握選用合適的面積單

位； 

2. 建立１平方厘米、１平方

分米、１平方米的表象。 

40 

2019年 5 月 3日 1 
第四

課節 

長方形 

正方形 

面積 

1. 學習推導長方形和正方形

面積的公式； 

2. 解答涉及長方形、正方形

面積的應用題； 

40 

2019年 5 月 6日 1 
第五

課節 
實際應用 

1. 運用面積的知識解決生活

中的實際問題； 

2. 運用 1 平方米作實際測

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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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學生能認識面積的含義； 

2. 學生能運用不同的方法比較平面圖形的面積； 

3. 學生能運用自選單位估計和測量圖形的面積，體會統一面積單位

的必要性； 

4. 學生能認識面積單位，建立 l 平方米、1 平方分米、l 平方厘米

的表象; 

5. 學生經歷推導長方形、正方形的面積計算公式過程，歸納出長方

形、正方形的面積公式； 

6. 能運用公式來正確計算長方形、正方形的面積； 

7. 學生能運用面積的知識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二、主要內容 

第一課節： 

通過填色活動，讓學生產生認知衝突，進而引出「面」的概

念；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通過觀察、摸索、比較，結合實物直觀形

象地描述物體的表面就是它的面積；再從生活中的事物延伸至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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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的面積比較，進一步鞏固面積的概念；在課堂練習中，加入描

線及塗色的活動，讓學生明確區分面積和周長，建立正確的概念。 

第二課節： 

以自訂單位作為引子，引入運用統一單位作面積測量的必要；

在測量的過程中，學生感受到運用不同自訂單位而產生結果的差

異，從而明白測量面積需要運用標準測量圖形。通過小組活動，學

生初步掌握用圖形測量法比較不同大小的圖形，並能選用邊長為

“1”的正方形作標準測量單位。 

第三課節： 

以生動有趣的故事引入，通過摸一摸、找一找、估一估、1 平

方米小屋子等活動，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實際觸摸感受 1

平方厘米、1 平方分米和 1 平方米的大小，建立常用面積單位的表

象。 

第四課節： 

學生在已認識圖形測量法和常用面積單位的基礎上，以小組形

式進行活動，交流探究長方形的面積與它的長和寬的關係，以及正

方形的面積與它的邊長的關係，從而分別推導歸納出長方形和正方

形的面積公式；在課堂練習上，運用小組競技形式，充分調動學生

的積極性及互助精神，合力解決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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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節： 

通過總結，學生能認識面積的概念及常用的面積單位；在建立

面積單位的表象後，學生能基本掌握選用正確的面積單位作量度，

以小組競賽形式解決生活問題，調動學習情緒並深化鞏固長方形及

正方形面積公式的應用，經歷實地測量，讓學生把面積的知識應用

在生活上，培養空間觀念及動手能力。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符合學生認知規律。創設具體情境，通過動手操作活動，培養學

生的觀察、操作和概括的能力。 

2. 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以小組合作進行探究活動，讓學生彼此分

享資源和相互助長學習，實現自主學習，培養合作學習的精神和

激發學習興趣。 

3. 注重類比思維的培養。把類比的數學思想滲透在教學中，讓學生

在學習中體會探索新知識的樂趣，感悟數學思想和方法的內在聯

繫，能具創造性的解決問題。 

4. 數學來源於生活，應用於生活。通過實際測量操作，讓學生體會

數學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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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重點 

1. 認識面積的概念； 

2. 學習運用多種比較策略比較圖形的面積； 

3. 學習以自訂單位比較圖形的面積； 

4. 建立常用的面積單位——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和平方米的表象，

並學習選用合適的面積單位； 

5. 學習長方形和正方形面積的公式，並根據公式計算正方形的面積

或邊長，長方形的長、寬或面積； 

6. 學習解答涉及長方形或正方形面積的應用題。 

五、教學難點 

1. 認識面積的概念，並建立面積守恆觀念； 

2. 建立常用面積單位的表象，及選用合適的面積單位； 

3. 正方形和長方形面積的公式推導，及運用公式解決生活上的問

題。 

六、教學用具 

教學簡報、實物投影機、工作紙、彩麗皮、報紙、剪刀、1 米直

尺、膠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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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教學活動教案 

班

級 

小學教育三年級 

（ P 3 ） 

學生 

人數 
37人 

單元 

名稱 
第五單元 面積 

日

期 
2019年 4 月 29日 課時 40分鐘 

活動  

名稱 
面積的概念 

活

動

目

標 

（本節教學活動的目標） 

1. 通過摸一摸、比一比、找一找等活動認

識面積的含義； 

2. 在學習過程中區分面積與周長； 

3. 通過活動培養學生的觀察、比較和概括

抽象的能力； 

4. 在學習活動中，體會數學與生活的聯

繫，鍛煉數學思維能力，發展學生的空

間觀念。 

該節課相對應之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相對應之文字表述 

B-1-5 
結合生活情景理解平面圖形周長
及面積的概念； 

F-1-1 
樂於參與數學學習活動，表現積
極的態度。 

F-1-2 

能在數學活動中與他人進行交
流，學會傾聽和尊重他人的觀
點。 

學

情

分

析 

三年級的學生正處在學習能力發展的關鍵期，開始由具體形象思維過渡到抽象邏輯思維， 

本課節是在學生認識了長方形、正方形和平行四邊形等平面圖形的基礎上教學的，進而引導

他們認識「面積」這個抽象的概念，在教學過程中安排大量的摸索、觀察、比較等活動，讓

學生在實踐活動中經歷從具體到抽象的過渡，培養和發展學生空間觀念，為學習其他平面圖

形的面積計算奠定基礎。 

活 

動 

準 

備 

教學簡報、桔子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結合實例使學生建立面積表象，初步認識面積的含義。 

難點： 

學會比較物體表面和平面圖形的大小，理解只有封閉圖形才具有面積，區分周長與面積的概

念。 

活 

動 

過 

程 

一、創設情境，激發興趣(4分鐘) 

師：同學們，老師這裡有兩片樹葉，給這兩片樹葉進行塗色比賽，誰先塗完，誰就是冠軍，

你會選擇哪一片？為甚麼？ 

生：我會選擇那片小的，因為那片樹葉面小。 

師：同學們都認為這片樹葉的面大，而這片樹葉的面小，要想鬥快塗完，想當然選擇小的這

片來塗，是嗎？ 

生：是的。 

 

二、操作感受，認識物體表面的面積(25分鐘) 

(1) 生活中有很多物體都有面，有的物體的面大，有的物體的面小。 

師：請同學們找一找、摸一摸身邊物體的面。請學生彙報摸的面，邊說邊比劃。 

生：黑板的面、課桌的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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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剛才同學們摸的面，在數學裡把這些物體的面統稱為物體的表面。 

(板書：物體的表面) 

 

(2) 認識物體表面面積 

請同學們再摸一摸，比一比，比較物體的表面大小。 

師：請你拿起數學書，摸一摸它的封面，請你再用手摸一下課桌的桌面。誰的面大？ 

生：課桌的桌面。 

師：請你摸一摸書的封面，再摸摸桔子的表面。 

師：數學書的封面和桔子的表面摸起來有什麼不同？ 

生：數學書的表面是平平的，桔子的表面摸起來是彎曲的。 

師：（在黑板上貼數學書封面）想把桔子的表面也完整鋪在黑板上，有什麼好辦法？ 

生：把橘子皮剝下來。 

師：(剝桔子皮，鋪在黑板上)比較桔子的表面和書的封面的大小。 

生：進行舉例——(               )的面比(               )的面大。 

【設計意圖】結合生活實例，使學生理解“物體的面積”的含義，選用桔子作為例子是想讓

學生認識曲面也具有表面面積。 

小結：看來物體表面是有大小的。物體表面的大小就叫做它們的面積。 

（板書：的大小，就是它們的面積） 

 

師：比如數學書封面的大小就是數學書封面的面積。黑板面的大小就是黑板面的面積。你能

像這樣說出其他物體表面的面積嗎？ 

學生彙報。 

學生繼續舉例填空(               )面的大小就是(               )面的面積。 

如：課桌面的大小-----課桌面的面積。 

師：如果將數學書按不同的位置擺放，說一說數學書封面面積的大小是否有變化？ 

小結：物體的同一個面無論怎樣放，它的面積大小不變。 

【設計意圖】數學書向不同的方向擺放，面積不變，以此發展學生的面積守恆觀念。 

 

(3) 認識封閉圖形的面積 

師：比較兩個圖形的大小。(簡報出示） 

生：左邊的圖形大。 

(簡報演示) 

學生都改變主意，認為右邊的圖形大。 

師：再判斷一次，哪邊的圖形大？ 

師：你們認為這兩個圖形能比較大小嗎？什麼樣的圖形才能比大小？ 

生：圖形封閉起來，形成封閉圖形時，它才有大小。 

（板書：封閉圖形） 

生總結：封閉圖形的大小就是它們的面積。 

總結面積定義，出示課題。 

物體的表面或封閉圖形的大小就是它們的面積。 

【設計意圖】使學生學會直觀判斷面積的大小，理解只有封閉圖形才能比較面積大小。 

 

(出示簡報)練習：判斷具有面積的圖形並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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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區分周長與面積 

師：哪部分表示的是土地的面積？學生指出圈出的土地的表面。 

師：黃色的部分表示的是土地的什麼呢？ 

生：周長。 

師：圖形的周長和面積表示的意思一樣嗎？ 

鞏固練習：通過描出封閉圖形的周長及塗色，讓學生區分周長和面積。 

【設計意圖】使學生區分面積和周長的概念。 

 

三、鞏固練習(7分鐘) 

1、通過直接觀察判斷三個省份的面積大小 

2、拓展思考：在長方形上剪去一個小長方形，讓學生觀察及討論圖形的切割對周長及面積

的影響。 

 

四、課堂總結(4分鐘) 

師：今天我們收穫豐富，這堂課我們學會了甚麼？ 

生：認識面積。 

生 2 ：認識面積是指物體表面的大小。 

生 3：只有封閉的圖形才有面積。 

 

五、作業佈置： 

書 P64 (1) 

活 

動 

實 

錄 

(工作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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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及

建

議 

  本節課的學習氣氛良好，同學們都積極投入到學習活動中，在過程中四處尋找物體的表

面，通過觀察觸摸，再以完整的句子描述及比較不同物體的表面，逐漸建立及掌握面積的概

念。在同學舉例子的過程中，有同學舉例“鉛筆盒的面比課桌的面小”，老師已即時回饋鉛

筆盒有 6 個面，讓同學完整描述是“鉛筆盒的正面”或“鉛筆盒的側面”建立正確的面積概

念。建議在教學過程中除了舉例球面的物體外，也提出立體的物體，並介紹不同的面，讓學

生加深對面積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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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案 

班

級 

小學教育三年級 

（ P 3 ） 

學生 

人數 
37人 

單元 

名稱 
第五單元 面積 

日

期 
2019年 4 月 30日 課時 40分鐘 

活動  

名稱 
面積的大與小 

活

動

目

標 

（本節教學活動的目標） 

1. 經歷比較兩個圖形面積大小，感受比較

策略多樣性和統一面積單位的重要性； 

2. 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滲透數形結合的

思想，使學生體驗建立面積單位的必要

性； 

3. 在學習活動中，體會數學與生活的聯

繫，鍛煉數學思維能力，發展學生的空

間觀念。 

該節課相對應之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相對應之文字表述 

B-1-5 

結合生活情景理解平面圖形周長
及面積的概念； 

F-1-1 
樂於參與數學學習活動，表現積
極的態度。 

F-1-2 
能在數學活動中與他人進行交
流，學會傾聽和尊重他人的觀
點。 

學

情

分

析 

本課節是在學生初步掌握了長度和長度單位以及面積的定義，並能通過觀察和重疊法比較圖

形面積大小的基礎上教學的，從學生已有的認知水準出發，通過動手操作活動，認識比較面

積大小的三種方法(觀察法、重疊法、圖形測量法)，讓學生體驗比較策略的多樣性，培養學

生多方思考的能力，同時讓學生掌握運用邊長是“1”的正方形作度量的必要性。 

活 

動 

準 

備 

教學簡報、工作紙、彩麗皮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通過動手操作，經歷用不同圖形作面積單位的過程，感受比較策略的多樣性及統一面積單位

的必要性。 

難點： 

在操作中體會引進統一面積單位的必要性，感受用邊長為“1”的正方形作面積單位的合理

性。 

活 

動 

過 

程 

一、複習舊知(4分鐘) 

師：甚麼是面積？甚麼是周長？ 

生：物體的表面或封閉圖形的大小就是它們的面積。 

生 2：封閉圖形一周的長度就是它們的周長。 

師：請同學摸一摸，說一說，數學書封面的面積是什麼？周長是什麼？ 

師：上學期我們學過，周長的長短可以用尺子量出來，並且選用合適的長度單位米、分米、

厘米等作長度單位，可面積的大小我們可以怎麼知道呢？我們可以用哪些方法比較面積的大

小？面積單位又有那些呢？這節課，我們就繼續來學習有關面積的知識。 

 

二、操作實踐，探究新知(26分鐘) 

(1) 體會運用自訂單位測量： 

師：最初，人們借助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表示物體的面積，比如有人用手掌覆蓋在物體的表

面，就像測量這個長方形，知道它的面積大約有 15個手掌大小。(出示簡報) 

師：請同學們用手掌量一量你的桌面大概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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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大概 12個手掌大小。 

生 2：大概 15個手掌大小。 

師：為甚麼相同的課桌桌面，會出現不同的測量結果？用手掌做標準合適嗎？ 

生：不合適，我們的手掌有大有小。 

師：是的，每個人的手掌大小不一，自然不能作為測量的標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小明和

小麗想到用數學書和英文練習本作為測量的工具。(出示簡報) 

師：課桌桌面由多少本數學書組成？(小明的測量方法) 

生：4本數學書。 

師：課桌桌面由多少本英文練習本組成？(小麗的測量方法) 

生：8本。 

師：同樣地，為甚麼相同的課桌桌面，又再出現不同的測量結果？ 

生：因為他們用了不同的工具進行量度，所得的結果自然不同。 

師：同學們都很聰明，因此，在測量過程中使用標準的測量圖形來量度面積，在比較不同圖

形的面積大小時便會更準確和更方便。下面讓我們學習用圖形測量法量度面積。 

【設計意圖】讓學生從活動中掌握測量的多樣性，通過不同自訂單位的對比，初步感悟統一

單位的重要性。 

 

(2) 通過比較，進一步引進統一單位： 

出示教具，在信封中取出圖形 1(長 5厘米、寬 2厘米的長方形)和圖形 2(長 4厘米、寬 3 厘

米的長方形) 

師：我們看看這兩個圖形，能不能利用觀察法和重疊法進行比較出來呢？ 

生：不能靠重疊比較出來。 

師：生活中很多時候是既不能破壞圖形，但又要比較出面積的大小的情況，除了觀察法和重

疊法，還有甚麼方法可以進行面積比較呢？ 

生：可以用圖形測量法進行比較。 

小組合作：用你們喜歡的圖形貼一貼，比一比。(出示教具) 

四人小組交流活動。 

【設計意圖】讓學生在實際操作中體會數學方法的多樣性，激發學生的數學思維。 

 

小組彙報： 

生 1：我們是用正方形來比較的，這張紅紙片能擺 10個小正方形，這張藍紙能擺 12個小正

方形，所以藍紙的面積大。 

師：你們同意他的看法嗎？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生 2：我們小組用的是圓形來比較的，紅紙上能擺 10個圓形，藍紙上能擺 12個圓形，所以

我們比較的結果是藍紙的面積大。 

生 3：我們小組用的是三角形來比較的，紅紙上能擺 18個三角形，藍紙上能擺 21個三角

形，所以我們比較的結果是藍紙的面積大。 

師：同學們用三種圖形作單位，都能比較出兩個圖形面積的大小。如果要準確的測量出圖形

的大小，用甚麼圖形最合適？為甚麼？ 

生：用正方形最合適，因為正方形能鋪滿所測量的圖形，而且正方形四邊長度一樣，怎麼擺

都可以，較為方便。 

小結：比較圖形的大小，首先要用統一的面積單位，而用正方形表示面積單位最合適。 

【設計意圖】以小組為單位，讓學生在實際操作中提高動手和溝通交流能力，經歷用不同圖

形作單位度量的過程，體會到正方形“既能密鋪所測圖形，且拼擺方便”的特點，感悟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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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作面積單位的合理性。 

(3) 選用邊長為“1”的正方形作面積單位的必要性： 

師：可是，正方形有大有小，是不是所有正方形都能幫助我們把圖形正好鋪滿呢？我們來進

一步的研究和驗證一下。 

出示工作紙一 

師：請你們先用尺量度每個圖形的長和寬，並記錄在工作紙上，然後分別用邊長是 1厘米和

邊長是 2厘米的正方形作度量單位測量表中長方形，把你們的發現記錄在工作紙上。 

 

小組彙報： 

師：仔細觀察表格，你們發現甚麼了嗎？ 

生 1：我們發現圖形 1、3只能用邊長是 1厘米的正方形來鋪滿，圖形 2、4既能用邊長是 1

厘米的正方形，也能用邊長是 2厘米的正方形來鋪滿。 

師：你們同意他的看法嗎？還有沒有其他的結論？ 

生 2：並不是所有的正方形都正好能鋪 滿圖形。 

生 3：我們發現這些圖形都能用邊長是 1厘米的正方形鋪滿。 

生 4：我們還發現長方形長是幾，一行就能鋪幾個，寬是幾，就能鋪幾行。 

小結：邊長是“1”的正方形更容易把圖形正好鋪滿。 

【設計意圖】讓學生通過小組活動和活動記錄，掌握實驗操作的技巧，並從中通過觀察體會

選用邊長為“1”的正方形作面積單位的必要性。 

 

三、鞏固練習(6分鐘) 

請同學完成書 P62的做一做。重點引導學生解決第 2和第 3個圖形。 

師：有不完整的方格怎麼辨？ 

引導學生觀察發現：通過移一移、拼一拼的方法，可以得到完整的方格，滲透割補法。 

 

四、課堂總結(4分鐘) 

師：今天我們收穫豐富，這堂課我們學會了甚麼？ 

生：認識要正方形能作面積的度量單位。 

生 2 ：用邊長為“1”的正方形作面積單位。 

師：大家都說得很棒，下一節我們就認識生活中我們邊長為“1”的正方形——常用的面積

單位。 

 

五、作業佈置： 

書 P64 (3) 

活 

動 

實 

錄 

(工作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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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及

建

議 

  本節課在同學們一片熱烈的討論聲中完結，在小組動手活動的過程中，學生表現積極，互

相分享自己的觀點，在思想碰撞的過程中得出共識。建議小組活動一的工作紙添加空格記錄

度量圖形的個數，以方便學生比較兩個圖形的面積大小，並讓學生明白數度量圖形即可作面

積比較。另外，在工作紙二加入“我發現”，讓學生能在小組討論中思考；在教具方面，學

生需要花大量的時間黏貼小彩麗皮，建議改用磁性貼，既可節省操作時間，又可循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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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案 

班

級 

小學教育三年級 

（ P 3 ） 

學生 

人數 
37人 

單元 

名稱 
第五單元 面積 

日

期 
2019年 5 月 2日 課時 40分鐘 

活動  

名稱 
常見的面積單位 

活

動

目

標 

（本節教學活動的目標） 

1. 認識面積單位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

方米，結合生活實際建立 1 平方厘米、1

平方分米、1平方米的表象； 

2. 能根據物體表面的大小選擇合適的面積

單位，並能運用面積單位估計物體表面

的面積； 

3. 通過觀察、操作等活動培養學生空間觀

念，感受數學和生活之間的密切聯繫。 

該節課相對應之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相對應之文字表述 

B-1-5 

結合生活情景理解平面圖形周長
及面積的概念； 

F-1-1 
樂於參與數學學習活動，表現積
極的態度。 

F-1-2 
能在數學活動中與他人進行交
流，學會傾聽和尊重他人的觀
點。 

學

情

分

析 

學生在學習本節課前，已經掌握了長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徵，理解了面積的概念和認識統一面

積單位的必要性，在教學中安排活動實踐，通過“用手比劃”、“找出面積為 1平方厘米和

1平方分米的正方形”、“1平方米的小屋子”的活動，讓學生感知這些面積單位的大小，

以便建立相關面積單位的表象，讓學生在實踐活動中經歷從具體到抽象的過渡，為之後進行

面積的估測奠定基礎。 

活 

動 

準 

備 

教學簡報、教具、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1平方分米的正方形、1平方米的報紙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認識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等常用的面積單位，建立 1平方厘米、1平方分米、1平

方米的表象。 

難點： 

常用的面積單位形成的過程，以及根據物體面積選擇合適的面積單位。 

活 

動 

過 

程 

一、創設情境，引入新課(6分鐘) 

師：動物王國裡面小豬和小猴正吵個不停。(出示簡報) 

小豬：我家地面鋪 6塊磚呢？我家面積大。 

小猴：我家的面積才大呢！我家鋪了 24塊磚。 

師：他們因為什麼事情發生爭吵呢？到底誰家的面積大呢？說說你的看法。 

生 1：我覺得是小猴家面積大，24塊比 6塊磚多。 

生 2：我覺得小豬家的面積大，因為也許小豬家的磚大一些。 

生 3：也許小豬家和小猴家的面積一樣大呢！ 

師：到底誰家面積大呢？我們來看一看。 

(出示簡報)：小豬家的面積大。 

師：看來，要想知道哪個面積大那個面積小，就必須有統一的度量面積的單位，上一節課我

們已經認識了度量面積最好選擇用邊長是“1”的正方形，那麼這節課我們就來學習這些邊

長是“1”的正方形的數學名字——面積單位。(板書：面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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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實踐，探究新知——常見的面積單位(22分鐘) 

師：同學們你們有誰知道常見的面積單位有哪些嗎？ 

(出示簡報)：常用的面積單位有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  

師：我們還可以用字母來表示，也讀作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  

師：1平方厘米、1平方分米、1平方米到底有多大呢？數學上是怎樣規定的？我們先來認識

1平方厘米。 

(1) 認識 1平方厘米 

(出示簡報)：邊長 1厘米的正方形，面積是 1 平方厘米。 

讀一讀  

師：大家一起讀一讀，誰明白這句話的意思，請你說一說。你指一指哪的長度的 1厘米，哪

的大小是 1平方厘米。 

摸一摸  

師：現在請大家都拿出邊長 1厘米的小正方形，看一看、摸一摸，你覺得怎麼樣。（把 1平

方厘米正方形貼在黑板上)大家看一下，真的很小！你能不能用手試著比劃一下 1平方厘米

有多小啊？ 

找一找 

師：我們身邊的哪些物體表面的大小大約是 1 平方厘米。 

生：大拇指指甲的表面。 

估一估 

師：你們已經認識了 1平方厘米。現在老師考考你，請你估測一下橡皮這個面的面積大約是

多少平方厘米？師生一起用 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擺一擺驗證。 

 

(2) 認識 1平方分米： 

師：面積單位除了我們已經認識的平方厘米，還有平方分米。 

（出示簡報）：邊長 1分米的正方形，面積是 1平方分米。 

師：想想我們剛才是怎樣認識 1平方厘米的呢？ 

師：我們來總結一下，我們先讀一讀數學定義，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然後摸一摸 1平方

分米有多大，再找一找生活中哪些物體表面的大小是 1平方分米。最後估計一下身邊物體表

面的面積大約是多少平方分米，老師想讓大家估計下數學書表面的面積。 

邊說邊板書：讀一讀 摸一摸 找一找 估一估(數學書表面面積)  

請小組長組織組員用同樣的方法學習 1平方分米。 

學生活動，教師巡視。小組合作認識 1平方分米。在教師的指導下四人合作鋪一鋪，驗證數

學書表面的面積(大約是 6平方分米)。 

 

(3) 認識 1平方米 

師：通過操作，我們知道了數學書的面積大約是 6平方分米。現在老師想你們用剛才的方法

測量一下操場的面積大約是多少平方分米？ 

生：太麻煩了，操場太大了，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測完。 

師：看來，測量比較大的面積時，用平方分米就不適合了，需要用更大的面積單位。平方

米，現在誰能試著說說 1平方米是怎麼規定的？ 

生：邊長 1米的正方形，面積是 1平方米。 

師：真棒！能根據已經學會的知識進行遷移，數學上對 1平方米就是這樣定義的。 

(活動——1平方米的小屋子) 

師：1平方米有多大呢？請你們手拉手圍一個 1平方米大的正方形，看看誰最準確！(出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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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正方形作比較) 

 

(活動：1平方米的小屋子) 

師：現在請你們估計一下：在這個 1平方米的正方形上站小朋友，一共能站多少個？我們試

一試。(1平方米上面大約能站 16個小朋友。) 

師：我們身邊哪些物體的表面大約是 1平方米？ 

生：4張課桌的大小。 

師：估測一下黑板的面積是多少？ 

【設計意圖】讓學生在摸一摸、找一找、估一估等數學活動中感知 1平方厘米、1平方分米

和 1平方米的大小，建立正確表象以便學生選擇合適的面積單位測量物體的表面。循序漸進

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在過程中知識遷移，從而提升學習成效。 

 

小結：  

師：我們今天學習了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這些常用的面積單位。說說我們是用怎樣

的方法來學習的？ 

師：測量像橡皮這樣的物體表面大小，我們用什麼做單位比較合適。 測量課桌的面積大

小，我們用什麼單位比較合適。測量教室操場的面積呢？ 

 

三、鞏固練習(8分鐘) 

選一選： 

(1)橡皮擦的表面約是 4(         ) 

A.平方厘米       B.平方分米       C.平方米 

(2)一張手帕紙的面積大約是 4(         ) 

A.平方厘米       B.平方分米       C.平方米 

(3)小紅家的衛生間大約是 4(         ) 

A.平方厘米       B.平方分米       C.平方米 

 

我是小法官： 

1.小明的身高是 128 平方厘米。（       ）  

2.小亮的手掌面積大約是 1平方分米。（      ）  

3.課桌高 7平方分米 。（       ） 

4.教室的面積大約是 60平方厘米 。（       ）  

 

請同學完成書 P65的(5) 

 

四、課堂總結(4分鐘) 

師：今天我們收穫豐富，這堂課我們學會了甚麼？ 

生：認識了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 

生 2：它們都是面積單位。 

生 3：測量小的面積時可以用平方厘米。 

生 4：像課室這麼大的面積要用平方米作度量。 

 

五、作業佈置： 

書 P65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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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實 

錄 

(工作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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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及

建

議 

    本節課的活動安排，讓學生通過摸一摸、找一找、估一估等活動，建立面積單位的表

象，為選用正確的面積單位度量面積打好基礎；學生經歷用手比擬面積單位，通過初步估量

及實際比較，建立了良好的面積表象。但在做課堂的“小判官”練習時，發現學生在長度單

位和面積單位的應用上出現混淆，建議在教面積單位前先和同學複習，並作明確區分，提醒

學生注意找出問題的關鍵字(例如長、高、面積、大小)，根據提示選用適切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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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案 

班

級 

小學教育三年級 

（ P 3 ） 

學生 

人數 
37人 

單元 

名稱 
第五單元 面積 

日

期 
2019年 5 月 3日 課時 40分鐘 

活動  

名稱 
長方形、正方形面積 

活

動

目

標 

（本節教學活動的目標） 

1. 在操作實踐中，感知長方形、正方形的

面積與長和寬有關，經歷長方形、正方

形的面積計算公式的推導過程，通過猜

想、分析、推理得出長方形、正方形的

面積計算方法； 

2. 掌握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計算方法，

運用長方形、正方形的面積計算方法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3. 能夠運用所學過的計算長方形、正方形

的面積公式，靈活的解決與面積有關的

實際問題，激發學習數學的情感。 

該節課相對應之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相對應之文字表述 

B-1-6 
會計算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長及
面積； 

F-1-1 
樂於參與數學學習活動，表現積
極的態度。 

F-1-2 
結合具體的生活情境，認識數學
與生活的聯繫； 

F-1-3 

能在數學活動中與他人進行交
流，學會傾聽和尊重他人的觀
點。 

學

情

分

析 

本課節的教學是在學生已經掌握了長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徵，並會計算長方形和正方形周長，

理解面積的概念和認識了面積單位的基礎上進行教學的。讓學生經過猜想、操作驗證、探

索、歸納等活動掌握長方形、正方形面積計算的方法。 

活 

動 

準 

備 

教學簡報、工作紙、彩麗皮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掌握長、正方形面積計算方法，並能正確應用。 

難點： 

在操作過程中理解長、正方形面積計算公式的推導過程。 

活 

動 

過 

程 

一、複習導入，提出問題(5分鐘) 

師：同學們前幾節課已經認識了面積和面積單位。什麼叫做面積？ 

生：物體表面或封閉圖形的大小，叫做它的面積。 

師：那麼，常用的面積單位有哪些呢？ 

生：常用的面積單位有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和平方米。 

(出示簡報) 

師：這兩個圖形哪個面積比較大？你們有甚麼辦法比較嗎？ 

生：用 1平方厘米的面積單位進行測量。 

師：那麼，想要知道課室的面積有多大，你們怎麼測量呢？ 

生：用 1平方米的面積單位去測量。 

師：如果想要知道學校的面積有多大，你們又怎麼測量呢？ 

【設計意圖】：讓學生感悟一個一個面積單位去擺放作測量的方法不切實際，從而引入新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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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用面積單位去量的方法不現實，那麼有沒有一種簡便的計算方法可以求出長方形和正方

形的面積？這節課，我們就來研究長方形和正方形面積的計算。 

(板書：長方形、正方形面積的計算) 

 

二、實踐探究，發現方法(20分鐘) 

(1) 分組操作推導長方形面積公式(出示工作紙一) 

(出示圖形 1：長 5厘米、寬 3厘米的長方形)： 

師：這個長方形的面積到底是多少呢？請每個小組運用學具裡的 1平方厘米面積單位實際量

一量。 

學生活動，教師巡視。 

師：你們是用甚麼方法測量得到的呢？ 

生 1：全部鋪滿，一共用了 15 個 1平方厘米的面積單位，所以這個長方形的面積是 15平方

厘米。 

生 2：我們也是用擺的方法，每行擺 5 個 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每列可以擺 3個，即可以擺

3行，所以 5乘以 3就是 15 個 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 

師：同樣是用 1平方厘米正方形擺的方法，你們更喜歡哪一種？請說說理由。 

師：還有同學有其他方法嗎？ 

生：我們用尺量的，量到長是 5厘米，寬是 3 厘米，相乘就得出面積是 15平方厘米。 

師：請說一說你們的想法。 

生：長 5厘米就是沿長可以擺 5個 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也就是一排 5個；寬 3厘米就是沿

寬可以擺 3個 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也就是 3 排，所以面積 15平方厘米。 

師：其他同學同意嗎？這種方法對於其他長方形是否也適用？我們再來檢驗一下。 

 

(出示教具及工作紙二) 

師：請你們用相同的 12個 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拼成不同的長方形，並完成工作紙上的記錄

表。 

師：有同學可以概括一下你的發現嗎？ 

生：一個長方形，它的長是幾，一排就可以擺幾個面積單位，它的寬是幾，就可以擺幾排。 

 

教師小結：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長方形，每排擺幾個面積單位，它的長就是幾，擺這樣的幾

排，它的寬就是幾。反過來說，一個長方形，它的長是幾，一排就可以擺幾個面積單位，它

的寬是幾，就可以擺這樣的幾排。 

 

師：你發現長方形的面積與它的長和寬有什麼關係？誰能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概括出計算長方

形面積的方法？ 

通過交流驗證，我們得出結論： 

長方形的面積=（ 長）× （寬 ） 

（板書：長方形的面積=長×寬） 

師：看來計算長方形的面積只要知道什麼條件就可以了？我們用這個公式來解決一個生活中

的實際問題，需要思考以下問題： 

1. 你們的圖形每排能擺幾個小正方形？共擺了幾排？ 

2. 一共用了幾個 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 

3. 擺的長方形面積是多少？長和寬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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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組操作推導正方形面積公式 

(出示簡報)：計算圖形 1和圖形 2的面積。 

師：計算圖 2的面積，你是怎麼算出來的？ 

生：用長方形公式計算。 

師：圖 2是我們學過的甚麼圖形？ 

生：正方形。 

師：為甚麼正方形的面積也可以用長方形公式來計算呢？ 

生：長方形的面積是用長乘以寬，正方形的面積應該也可以這樣算。 

生 2：正方形是特殊的長方形，只是 4條邊的長度相等，所以我用長方形的面積公式計算。 

師：大家都很聰明，誰能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概括出計算正方形面積的方法？ 

長方形的面積  =（ 長）× （寬 ） 

  

正方形的面積   =   邊長 × 邊長 

（板書：正方形的面積=邊長×邊長） 

【設計意圖】讓學生在掌握長方形面積公式後，能根據已經學會的知識進行遷移。 

 

三、聯繫實際，應用拓展(小組問答環節) (10分鐘) 

老師出示各種深淺不一的題目，讓同學獨立思考後，經小組討論後，以數字頭的方式抽取小

組成員回答，答對的隊伍可獲得俄羅斯方塊的小方塊，小方塊用作下一節的活動用具。 

(1) 計算圖形面積 

(2) 一張長方形的手工紙，長 6厘米，寬 3厘米，它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厘米？ 

(3) 一片草地長 40米，寬 25米，它的面積是多少平方米？ 

(4) 師：想求教室的面積，怎麼辦？ 

生：量出長，寬。 

出示簡報：三乙班教室的長是 9米，寬約 6米，教室的面積大約是多少平方米？ 

 

選擇題。 

(1) 老師想為一張長 20厘米，寬 15厘米的照片配個鏡框，需要一塊多大的玻璃？ 

① 20厘米×15 厘米＝300 (平方厘米)               ② (20厘米+15厘米)×2＝70厘米 

(2)老師想為這張照片配個鏡框，四周圍上木條，共需要多長的木條？ 

① 20厘米×15 厘米＝300 (平方厘米)               ② (20厘米+15厘米)×2＝70厘米 

(3) 花園裡有一個正方形的荷花池，它的邊長是 50米，圍著走一圈是多長呢？ 

① 50米×50 米＝2500（平方米）             ② 50米×4＝200米 

 

應用練習： 

1. 籃球場的長是 28米，寬是 15米。它的面積是多少平方米？半個場地的面積是多少平方

米？ 

2. 花園裡有一個正方形的荷花池。它的周長是 64米，面積是多少平方米 

3. 用一張長 6厘米、寬 4厘米的長方形紙剪出一個最大的正方形。這個正方形的面積是多

少平方厘米？ 

【設計意圖】以小組合作形式完成堂上練習，讓學生在小組內交流討論，發揮小組互助精

神，隨機抽取小組內的答題號碼，可讓組內每位成員都有機會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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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總結(5分鐘) 

師：今天我們收穫豐富，這堂課我們學會了甚麼？ 

生：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公式。 

生 2：計算長方形的面積，需要知道長和寬。 

生 3：長方形的面積公式是長乘以寬。 

生 4：正方形的面積公式是邊長乘以邊長。 

 

五、作業佈置： 

書 P68 (1) (2) (3) 

活 

動 

實 

錄 

(工作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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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及

建

議 

   這節課的小組動手操作活動安排適宜，通過擺放 1 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學生在操作過

程中觀察感悟到長方形的面積與它的長和寬的關係，然而在總結過程中學生未能用較完整的

數學語言表述，建議老師在活動小結時加強引導概括；另外引入推導正方形面積公式時，部

分同學已遺忘正方形是特殊的長方形，建議在引入之前先派發工作紙“比較異同”讓小組討

論長方形和正方形的相同相異之處，小結得出“正方形是特殊的長方形，4 條邊都相等，因

此可用長方形的面積公式計算”，但需改寫成“邊長乘以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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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案 

班

級 

小學教育三年級 

（ P 3 ） 

學生 

人數 
37人 

單元 

名稱 
第五單元 面積 

日

期 
2019年 5 月 6日 課時 40分鐘 

活動  

名稱 
實際應用 

活

動

目

標 

（本節教學活動的目標） 

1. 掌握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計算方法； 

2. 運用長方形、正方形的面積計算方法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3. 在操作活動中，拼貼 1 平方米的面積表

象，並作實際度量，培養學生空間觀

念，感受數學和生活之間的密切聯繫。 

該節課相對應之基本學力要求 
項目編號 相對應之文字表述 

B-1-4 

會用平面圖形拼砌不同的圖形和
圖案； 

B-1-6 

會計算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長及
面積； 

F-1-1 
樂於參與數學學習活動，表現積
極的態度。 

F-1-3 
能在數學活動中與他人進行交
流，學會傾聽和尊重他人的觀
點。 

學

情

分

析 

學生已認識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長及面積計算方法，以及認識面積單位大小；本節課主要讓

學生通過小組合作的形式解決不同程度的問題，培養學生在數學活動中的交流及解難能力，

藉著互相交流提升彼此的學習成效；課堂中組織學生拼砌“1平方米”的正方形的活動並實

際測量 6平方米大小的範圍，有效培養學生的空間觀念，讓學生通過操作交流，豐富學生對

面積的認識與理解，學生親身經歷實作評量，同時透過不同的情境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讓

學生能從生活中理解數學概念。。 

活 

動 

準 

備 

教學簡報、工作紙、報紙、膠紙、剪刀、1米的直尺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掌握長、正方形面積計算方法，並能正確應用。 

難點： 

1. 區別長方形、正方形周長及面積公式的使用情境； 

2. 實際測量生活中的具體面積； 

活 

動 

過 

程 

一、複習導入(4分鐘) 

師：同學們前幾節認識了面積，並學會了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公式，有誰能說出計算長方

形的面積需要知道哪兩個條件？ 

生：需要知道長方形的長和寬。 

師：那麼，長方形的面積公式是甚麼呢？ 

生：長方形的面積公式是長乘以寬。 

師：那麼計算正方形的面積，需要知道甚麼候件？ 

生：邊長。正方形的面積公式是邊長乘以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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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繫實際，應用拓展(33分鐘) 

活動一：小組問答環節 

老師出示各種深淺不一的題目，讓同學獨立思考後，經小組討論後，以數字頭的方式抽取小

組成員回答，答對的隊伍可獲得俄羅斯方塊的小方塊，累計上節的小方塊用作本節的活動用

具。 

(1) 一個長方形花壇，長 20米、寬 10米，它的面積是多少平方米？在花壇的四周圍一圈圍

欄，它的長度是多少米？ 

(2) 一塊正方形手帕，邊長是 30厘米，它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厘米？ 

(3) 一塊正方形的菜園，有一面靠牆，用長 18米的籬笆圍起來，這塊菜地的面積是多少平

方米？ 

(4) 小東要從長方形紙上剪下一個最大的正方形。剩下的部分是一個甚麼圖形？它的面積是

多少平方厘米？ 

 

活動二： 方塊遊戲 

每個小組需根據要求，把比賽獲得的俄羅斯方塊拼合成 16cm2的長方形(工作紙一)及 16 cm2

的正方形(工作紙二)，並完成工作紙。若方塊不夠，請小組計出還剩多大的面積才能形成相

相關的圖形，並以筆補全圖形。 

學生：(小組討論後由組員分享心得及答案)。 

【設計意圖】：通過拼砌，深化長方形的面積與長和寬的關係以及正方形面積與邊長的關

係，讓學生感悟即使面積相同，但圖形的形狀和周長不一定相同。 

 

活動三：我的 1平方米 

師：同學們還記得甚麼是 1平方米嗎？ 

生：邊長是 1米的正方形，面積就是 1平方米。 

師：那麼在這節課的最後，我們就來製作屬於自己小組的 1平方米吧！ 

讓小組製作屬於自己的 1平方米正方形，強化學生測量的能力及動手操作能力，加深他們對

標準面積單位大小的認識，通過小組合作，有效加強他們的溝通合作能力，學懂聆聽、接納

和尊重他們的觀點；在完成 1平方米的拼砌後，小組會被安排到學校的走廊作實際測量，畫

出 6平方米大小的位置。 

【設計意圖】：通過小組合作，鞏固學生對 1 平方米的定義和表象認知；讓學生在活動過程

中，通過溝通，掌握測量面積的技巧。 

 

三、課堂總結(3分鐘) 

師：今天我們收穫豐富，這堂課我們學會了甚麼？ 

生：用長方形公式作計算。 

生：用正方形公式作計算。 

生：自己砌 1平方米。 

生：我學會了測量。 

活 

動 

實 

錄 

(工作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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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及

建

議 

   本節課的活動安排較為豐富，在小組搶答環節，小組成員通過獨立思考、小組討論、再

作成果分享，讓每位學生都有思考學習和成長的機會，在討論中互相學習。在拼砌圖形的活

動中，感受到長方形面積與長和寬的關係、正方形面積與邊長的關係，內化他們對面積的應

用。然而，課節中安排學生拼砌 1 平方米並作實際測量，花費時間較多，在安排上要稍作調

整，建議預留半節課時間讓學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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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 試教評估： 

為了更有效地知道學生的學習情況，了解學生掌握知識的程

度，老師根據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及完成課後練習的情況作出評

估，具體情況如下：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注 
優 良 合格 

有待

改進 

能說出面積的

含義 
     

能區分周長和

面積 
     

能運用多種方

法比較面積大

小 

     

能選用合適的

面積單位作測

量 

    

學生已基本掌握常用面

積單位的表象，並能正

確運用，但容易混淆長

度單位和面積單位的使

用情景。 

能 運 用 長 方

形、正方形公

式解決有關的

應用題 

    

在知道長、寬或邊長

時，學生能運用公式計

算長方形/正方形的面

積；然而，當“知道正

方形周長求正方形面

積”的題目，計算過程

就會較為複雜，需要老

師多加引導。 

能主動參與教

學活動 
     

小組活動時能

互相合作和互

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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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思及建議： 

面積這單元的教學重點是了解面積的概念，認識常見的面積單

位，以及理解並運用長方形﹑正方形的面積公式解決實際問題。在

課堂中，以分組形式進行討論和學習，學生能在小組合作的過程中

互相分享自己的想法，尊重和接納別人的意見，也能在小組中取長

補短，雖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但也能在老師的幫助下調解，為學習

合作建立一個良好的基礎。在課堂上適當地加入動手元素，讓學生

在玩樂中學習，但仍有不足之處，例如在探究歸納“長方形的面積

公式”時，應引導學生觀察長方形的長和寬與面積單位個數的關

係，再讓學生通過討論歸納出長方形的面積公式，強化學生總結課

堂重點的能力。通過這五節課的教學，學生基本上都能掌握面積的

概念，但是在功課和堂課練習時反映出學生容易把面積公式和周長

公式混淆，混淆運用長度單位及面積單位的情景，對於較為複雜的

應用題題目仍是掌握不足，亦是日後教學上需要加強的環節。 

建議在日後的教學注意以下兩點： 

(1) 重視知識點的歸納過程，讓學生通過在課堂上互相討論、

探究、歸納、總結得出結論，並掌握記錄的技巧，把小組成員的想

法整理歸納，最後才由老師把學生的結論加以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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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及時對所學知識進行總結和鞏固：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每

節課應安排小總結及單元總結，及適量的課後練習，使學生的知識

能更牢固。在學生都能運用面積公式進行運算後，適當地提高問題

難度，讓學生除了能區分周長和面積的差異，也懂得通過周長找到

求面積所需要的條件，提升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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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工作紙 

第二節：面積的大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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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長方形、正方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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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實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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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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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課件 

1. 課本照片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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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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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實際作 6平方米的測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