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 

 

 

 

 

圓柱與圓錐 

 

 

 

參選類型：教案 

參選編號：P019 

科目：數學 

組別：小學教育 

實施年級：小六



2019/2020 

P019 

 i 

簡介 

 

圓柱與圓錐對於學生來說既熟悉又陌生，因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不難找到

圓柱和圓錐體的建築物或生活物品，所以說圓柱與圓錐體與我們的生活結合在

一起，但是要學生們具體地描述它們的外形特徵、各組成部份及計算出它們的

表面積、體積等數學問題還是有一些困難。 

所以教材的編排既十分重視新知識與已有知識的聯繫，又注重學生自主探

求、歸納推理等能力培養。 

整個教學單元內容分圓柱和圓錐兩個部份。其中，第一部份圓柱，在教學

過程中具體又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從生活情境引入，結合實物圖片令學

生從整體上感知圓柱，幫助學生抽象出圓柱的表象，然後通觀察、觸摸圓柱形

的實物，使學生認識圓柱的底面、側面和高，掌握圓柱的特徵；第二層次，通

過複習正方體、長方體表面積的概念及計算方法，使學生瞭解圓柱表面積的含

義，即就是指圓柱的側面和兩個底面的面積之和，從而使學生推導出圓柱表面

積公式；第三層次，引導學生通過轉化的方法來求出圓柱的體積，並推導出圓

柱的體積計算公式，讓學生在實際應用中懂得根據圓柱的”底面積”及”高”計算

出圓柱的體積及引導學生通過觀察、發現把不規則形狀的體積轉化成規則形狀

來計算，加強學生運用轉化思想分析和解決問題。第二部份是圓錐的編排，主

要分兩個層次進行教學︰第一層次，通過觀察、比較、測量、交流等活動，探

索圓錐的特徵；第二層次，探究圓錐與圓柱體積之間的關係，歸納得出圓錐體

積的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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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作品名稱 圓柱與圓錐 人數 34 人 

實施年級 小六 總實施節數註 6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6 月 2 日- 6 月 9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週節數 6 節 

預計授課日期 

（年-月-日） 

節

數 

課

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20 年 6 月 2 日 1 
第一

課節 

圓柱的認識 認識圓柱的各部

份名稱和特徵。 
40 

2020 年 6 月 3 日 1 
第二

課節 
圓柱的表面積 

認識圓柱表面積

的計算方法和公

式。 

40 

2020 年 6 月 4 日 1 
第三

課節 
圓柱的體積 

認識圓柱體積的

意義和計算方法

及公式。 

40 

2020 年 6 月 5 日 1 
第四

課節 

圓柱體積的拓

展 

解決求圓柱體積

和容積的實際問

題。 

40 

2020 年 6 月 8 日 1 
第五

課節 
圓錐的認識 

認識圓錐的各部

份名稱和特徵。 
40 

2020 年 6 月 9 日 1 
第六

課節 
圓錐的體積 

認識圓錐的體積

計算方法和公

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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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學生能說出圓柱和圓錐的特徵，能指出圓柱和圓錐的底面、側面和高。 

2. 學生能說出圓柱的側面積、表面積的計算方法。能推導出求圓柱表面積的公

式及能解決求圓柱表面積的實際問題。 

3. 學生能掌握圓柱、圓錐體積的計算公式。會運用公式計算體積，解決有關的

簡單實際問題。 

4. 通過圓柱和圓錐體積公式的探索，使學生體會轉化、推理、極限、變中有不

變等數學思想。 

 

二、主要內容 

第一課時:從生活情境引入，結合實物圖片令學生從整體上感知圓柱，幫助學生

抽象出圓柱的表象。然後通觀察、觸摸圓柱形的實物，使學生認識圓柱的底

面、側面和高，掌握圓柱的特徵。學生通過快速旋轉長方形硬紙的操作活動，

使學生從旋轉的角度認識圓柱，感受平面圖形與立體圖形的轉換。通過活動，

使學生看到長方形的長、寬與圓柱的底面半徑、高之間的關係。通過動手操

作，沿著圓柱的高剪開圓柱的側面，使學生發現圓柱側面展開後得到一個長方

形。接下來，再通過操作、驗證、比較，把長方形紙重新恢復成圓柱的側面，

進一步發現這個長方形的長、寬與圓柱底面的周長，圓柱的高之間的關係，實

現平面與曲面之間的轉換。通過計算圓柱形側面貼著的商標紙，進一步鞏固圓

柱側面在展開前後各部份的對應關係。 

 

第二課時:通過複習正方體、長方體表面積的概念及計算方法。使學生瞭解圓柱

表面積的含義。即就是指圓柱的側面和兩個底面的面積之和。從而使學生推導

出圓柱表面積公式是:側面積+底面積×2。讓學生懂得運用公式計算出圓柱的表

面積，以及學生能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計算出圓柱的表面積，如做一個無蓋的

圓柱形筆筒時，只需計算圓柱的側面積和一個底面積、求做一個圓柱形通風管

時，只需計算圓柱的側面積等。 

 

第三節:通過複習長方體、正方體的體積計算。引導學生通過轉化的方法來求出

圓柱的體積。並推導出圓柱的體積計算公式是:底面積×高。讓學生在實際應用

中懂得根據圓柱的”底面積”及”高”計算出圓柱的體積。及學生能運用”圓柱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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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高=圓柱體積”公式解決有關”圓柱體積÷底面積=圓柱的高”、”圓柱體積÷

圓柱的高=圓柱底面積”等的實際問題。引導學生明白在求圓柱的容積與體積的

計算方法相同。只是要注意的是要從容器的內部去測量相關的數值。 

 

第四節:學生在懂得求圓柱容積的基礎上，以一個不規則的立體圖形引入，要學

生求出它的容積。引導學生通過觀察、發現把不規則形狀的體積轉化成規則形

狀來計算。加強學生運用轉化思想分析和解決問題。 

 

第五節:從生活中常見的圓錐形實物引入，讓學生對圓錐產生初步的感知。然後

通觀察、觸摸圓錐形的實物，使學生認識圓錐的底面、側面和高，掌握圓錐的

特徵。學生通過動一動把一張直角三角形的硬紙，在一直角邊上貼上小棒，快

速轉動小捧，使學生從旋轉的角度觀察、發現轉動起來是一個圓錐，發展學生

的空間觀念。 

  

第六節:通過學生動手操作，把等底、等高的圓柱和圓錐形容器，通過圓柱、圓

錐相互倒水的實驗，探究等底等高的圓錐和圓柱體積之間的關係。使學生通過

實驗發現:等底等高的圓錐和圓柱，圓錐的體積是圓柱體積的
1

3
。從而推導出圓

錐的體積計算公式是:底面積×高×
1

3
。讓學生能夠根據圓錐體積公式解決生活中

的數學問題。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通過利用課前收集圓柱形實物的過程，激發起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初步自

主感知圓柱的外形及特徵。 

2. 學生通過觀察、摸一摸等教學活動，讓學生不但能從視覺、聽覺方面感知圓

柱、圓錐的表象，更可以從觸覺上感受圓柱、圓錐的特徵。從而提高學生的

多感官學習。 

3. 學生通過快速旋轉長方形硬紙、直角三角形硬紙的操作活動，不僅激發學生

的學習興趣，同時使學生瞭解平面圖形與立體圖形之間的聯聯繫和轉換，發

展空間觀念。 

4. 學生通過分組合作，動手操作求圓錐體積的教學活動，讓學生經歷探究的過

程，以增強學生探究的意識和能加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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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重點 

1.學生能說出圓柱與圓錐的特徵。 

2.學生能掌握圓柱的側面積、表面積的計算方法。 

3.學生能掌握圓柱與圓錐的體積的計算方法。 

4.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體會轉化的數學思想。 

五、教學難點 

1.學生能指出圓柱與圓錐的底面、側面和高。 

2.學生能運用公式計算圓柱的側面積、表面積。解決有關圓柱表面積的實際問

題。 

3.學生能推導出圓柱與圓錐的體積公式。 

4.通過實踐操作、合作交流，體會轉化的數學思想。 

 

六、教學用具 

電子簡報、工作紙、長方體模型、正方體模型、圓柱模型、圓錐模型、把圓柱

沿底面等分成 16 份的教具、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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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一.圓柱的認識 

數學科教學活動教案(一) 

 

學

校 
澳門坊眾學校 班級 

小學教育六年級 

（ P6） 

執教 

教師 
盧環虹老師 科目 數學 

單元 

名稱 

第三單元 

圓柱與圓錐 

活動 

名稱 
圓柱的認識 日期 2020 年 6 月 2 日 課時 40 分鐘 

活

動

目

標 

知識與技能: 

1. 學生利用自己收集的圓柱體，認識圓

柱，掌握圓柱的特徵，知道圓柱的各

部分名稱。 

2. 學生通過動手剪一剪。瞭解圓柱的側

面展開圖的特徵。 

情感與態度: 

1. 培養學生觀察能力、操作能力和判斷

力。 

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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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認識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圓
錐體的特性。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
探索性和創造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
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密
切關係。 

學

情

分

析 

學生在一年級已經對圓柱有了初步認識，在這節課中通過生活中的圓柱形建築物和生活用

品等更多的例子，讓學生觀察它們的形狀有什麼共同特點，來喚醒學生己有的認知。並通

過學生摸一摸、剪一剪等操作活動。令學生更直觀地認識圓柱及圓柱各部份。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學生能說出圓柱的特徵。 

 

  

難點:學生能指出圓柱的底面、側面和高。 

活 

動 

準 

備 

 

電子課件，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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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程 

一.情境引入 

師:同學們，這兩個立體圖形你們認識嗎? (展示長方體和正方體模型。) 

生:長方體和正方體。 

師:對，那麼老師手中的這個立體圖形，你們認識嗎? 

生:認識。是圓柱體。 

師:答得對。圓柱體你們讀一年級時書本曾經介紹過的。這節課，就讓我們再加深認識圓柱

體吧! 

 

二.揭示課題:圓柱體的認識  

師:請同學們觀看一下這些圖片，這些物體的形狀有什麼共同的特點? (出示 PPT) 

 

生:這些物體的形狀都很相似，像圓柱體。 

 (從實物中抽象出圓柱的幾何圖形) 

 

師:對，原來我們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建築物或物品都是用圓柱體構成的。 

師:你們可以找一找課室裡有什麼物品是圓柱體構成的嗎? 

生 1:燈管。 

生 2:書檯的鐵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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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3:鉛珠筆中間部份。   

師:很好，原來圓柱體已經一直在我們的身邊出現呢! 

 

三. 自主探究，學習新知 

1.結合實物，認識圓柱的面。 

師:請你們觀察一下手中的圓柱體模型。可以告訴老師一下它的外形是怎樣的? 

(著同學們動手摸一摸手中的圓柱體模型，感受圓柱的外型特徵) 

生:圓柱上有 2 個圓形的面。(著學生用手指出 2 個面) 

師:對，這兩個圓形的面就是圓柱的底面。 

(板書:老師在圓柱圖上寫上底面) 

師:還有呢? 

生:圓柱的身是直直。(著學生指出側面部份) 

師:這部份是圓柱的側面。 

(板書: 老師在圓柱圖上寫上側面) 

師:你們摸一摸圓柱的側面，有什麼感覺? 

生:是曲的。 

師:對，圓柱的側面是一個曲面。請告訴老師圓柱一共是由多少個面圍成的呢? 

生:3 個面。 

師:說得對。圓柱是由 3 個面圍成的。這 3 個面我們分別叫做底面(2 個)和側面。 

 

  

師:圓柱的兩個底面大小一樣嗎? 

生:我覺得 2 個底面大小是一樣的。 

師:我們怎樣證明這兩個底面是大小一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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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可以量一量它們的直徑是否一樣。兩個圓形的直徑一樣長，圓的大小就一樣大。  

生 2:可以把其中一個底面印在紙上畫一畫，再剪下來。再與另一個底面量一量。 

(同學們動手量一量，畫一畫及剪一剪) 

師:很不錯的做法。所以根據我們驗證後，圓柱兩個底面是大小一樣的圓。 

 

小結:圓柱是由 3 個面圍成的。圓柱的上、下兩個面叫做底面．它們是兩個完全相同的兩個

圓。圓柱的側面，是一個曲面。 

 

2.圓柱的高。 

師:這兩個圓柱模型，哪個高，哪個矮? (老師展示手中 2 個高度不同的圓柱模型) 

 

生:第一個高，第二個矮。  

師:為什麼圓柱會有高有矮的呢? 

生:因為圓柱有高度。    

師:圓柱的高度與圓柱兩個底面之間有關係嗎? 

生:兩個底面之間的距離越遠，圓柱越高。兩個底面之間的距離越近，圓柱越矮。 

師:說得對。所以圓柱的高與兩個底面之間的距離是有關係的。 

師:你們能找出圓柱有幾條高嗎? 

生:有無數條。      

師:對，每條高都相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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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等。 

小結:圓柱的兩個底面之間的距離叫做高。圓柱的高有無數條。同一個圓柱的每條高都相

等。 

  

3.平面圖形與圓柱的關係。 

師:同學們看一看老師手中的長方形硬紙貼在木捧上，快速轉動木捧，看看轉出來的是什麼

形狀? 

生:圓柱體。 

師:原來平面圖形經過這樣快速轉動之後就會形成立體圖形。 

師:請同學們轉動一下你們手中的木棒。通過轉動後，你們看到長方形的長、寬與圓柱的底

面半徑與高之間的關係嗎? 

(讓同學們各自轉動手中大小不一樣的長方形木捧，感受平面圖形與立體圖形的轉換) 

 

  

 

 

 

 

 

 

 

小結:這個長方形的寬就是圓柱的半徑，長是圓柱的高。 

 

四. 知識應用 

完成課本第 18 頁。做一做第 1、2 題。 

1. 指出下面圓柱的底面、側面和高。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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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轉動長方形 ABCD，生成右面的兩個圓柱。說說它們分別是以長方形的哪條邊為軸旋轉

而成的,底面半徑和高分別是多少。 

 

答案: 

 

 

五.圓柱側面展開圖 

師:同學們想一想，如果用剪刀沿著圓柱的高把圓柱的側面剪開，展開後會是什麼形狀? 

 

(讓同學們動手操作，沿著高剪開圓柱形的廁紙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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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方形。 

師:接著把這個長方形重新包在圓柱上，你們能發現這個長方形的長、寬與圓柱有什麼關係

嗎? 

生 1:長方形的長是圓柱底面周長。 

生 2:長方形的寬是圓柱的高。  

 

小結:我們通過觀察展開圖，得知圓柱側面展開圖是長方形，這個長方形的長等於圓柱底面

周長、寬等於圓柱的高。(有時候圓柱的側面展開圖是正方形。) 

 

六.知識應用 

完成課本第 19 頁。做一做第 1、2 題。 

1. 下面是同一個圓柱的展開圖﹐說一說每個圖是怎樣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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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圖 1 沿著圓柱的高剪開。 圖 2 隨意地撕開。 圖 3 打斜剪開。 

2.一個圓柱形茶葉桶的側面貼著商標紙，圓柱底面半徑是 5cm，高是 20cm。這張商標紙展

開後是一個長方形，它的長和寬各是多少厘米？ 

 

答案:長:5×2×3.14=31.4(cm)，寬:20cm。 

 

七.課堂總結 

師:今天我們認識了什麼立體圖形? 

生:圓柱體。 

師:圓柱體有什麼特徵?  

生:圓柱體由 3 個面圍成，分別是 2 個底面(兩個相等的圓)，一個側面。 

師:圓柱體有高嗎? 

生:圓柱兩個底面之間的距離是高，圓柱有無數條高。 

師:沿著圓柱的高把側面剪開，再展開會是一個什麼形狀? 

生:長方形或正方形。 

 

八.作業佈置 

1.做書 P.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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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資

源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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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圓柱的表面積 

數學科教學活動教案(二) 

 

學

校 
澳門坊眾學校 班級 

小學教育六年級 

（ P6） 

執教 

教師 
盧環虹老師 科目 數學 

單元 

名稱 

第三單元 

圓柱與圓錐 

活動 

名稱 
圓柱的表面積 日期 2020 年 6 月 3 日 課時 40 分鐘 

活

動

目

標 

知識與技能: 

1. 學生通過圓柱展開圖理解圓柱側面積

和表面積的含義。 

2. 學生能說出並懂得正確地計算圓柱的

側面積和表面積。 

情感與態度: 

1. 讓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獲得成功的體

驗，建立自信心。 

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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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會計算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的
表面積和體積。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
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解
題方法。 

F-2-4 面對及解決數實踐活動中所遇到的
困難。 

學

情

分

析 

學生已經掌握了圓柱各部份組成的認識。所以本節課主要是引導學生自主探求圓柱的表面

積有哪些，得出圓柱表面積=圓柱的側面積+兩個底面的面積。通過圓柱的展開圖進一步引

導學生將圓柱的底面半徑(或直徑)及圓柱的高和圓柱側面圖形的長、寬建立聯繫，自行推

導總結圓柱的側面積=底面周長×高，2 個圓柱底面面積=半徑×半徑×π×2。通過圓柱表面積

計算的應用，使學生明白需要根據具體的情況，確定求哪些面的面積之和。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學生能掌握圓柱的側面積、表面積的計算方法。 

 

  

難點:學生能運用公式計算圓柱的側面積、表面積。。 

活 

動 

準 

備 

 

電子課件、圓柱體、長方體、正方體。 

 



2019/2020 

P019 

 14 

活 

動 

過 

程 

一.複習引入 

師: 同學們，這裡要求計算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還記得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指的

是什麼?(出示 PPT 求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出示題目:計算下列圖形的表面積。 

 

生:長方體和正方體都是由 6 個面圍成的。所以計算 6 個面的面積總和就是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 

師:這 6 個面是什麼形狀? 

生:有的是長方形，有的是正方形。 

師:說得對。請你們計算一下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展示長方體和正方體圖片) 

   

 

生 1:根據長方體表面積公式:(長×寬+長×高+寬×高) ×2 

計算過程: (20×4+20×6+4×6)×2 

          =(80+120+24)×2 

          =224×2 

          =448(cm2) 

生 2:根據正方體表面積公式:棱長×棱長×6 

計算過程: 8×8×6 

         =64×6 

         =384(cm2) 

師:做得很好。 

 

二.自主探究，學習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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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圓柱的表面積。 

師:昨天我們認識了新的立體圖形--圓柱體，圓柱體的表面積指的又是什麼呢?(展示圓柱體

模型) 

生:圓柱是由 3 個面圍成的，計算這 3 個面的面積總和就是圓柱的表面積。 

師:很好，可以說一說分別是哪 3 個面? 

生:2 個底面和側面。 

(老師板書:圓柱表面積=兩個底面積+側面積) 

 

2.推導圓柱表面積公式。 

師:它們是什麼形狀呢?面積能否直接計算出來? 

生:底面是圓形。計算圓形的面積就是圓柱底面的面積。 

師:圓形面積怎樣計算呢?要有什麼條件? 

生:要知道圓形的半徑或直徑。所以，圓形面積=半徑×半徑×π 或 (直徑÷2)2×π。 

師:很好。但圓柱有兩個底面。所以計算出來的圓形面積要乘以 2。 

(老師板書:2 個底面積=半徑×半徑×π×2) 

師:圓柱的側面是一個曲面，怎樣計算它的面積呢? 

生:圓柱的側面展開是一個長方形。計算長方形的面積就是圓柱側面的面積。 

師:說法正確，我們昨天已經發現了沿著圓柱的一條高剪開，圓柱的側面展開圖是長方形

(有時會是正方形)，這個長方形與圓柱有哪些關係? 

生:這個長方形的長就是圓柱底面周長，寬就是圓柱的高。所以圓柱側面積=底面周長×高。 

(老師板書:側面積=底面周長×高) 

小結:所以圓柱的表面積是指圓柱的側面積和兩個底面的面積之和。圓柱表面積=底面積×2+

側面積 

 

三. 知識運用，練一練 

師:請同學計算圓柱的表面積。(出示例題) 

例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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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積:(6÷2)2
3.14×2=56.52(cm2) 

側面積:6×3.14×10=188.4(cm2) 

表面積:56.52+188.4=244.92(cm2) 

例題 2:一個圓柱形枕頭長是 6 分米，底面半徑是 4 分米，它的表面積是多少平方分米? 

底面積:443.14×2=100.48(dm2) 

側面積:42×3.14×6=150.72(dm2)  

表面積:100.48+150.72=251.2(dm2) 

 

四.知識延伸 

師:剛才我們計算圓柱形枕頭要用多少布料，就是計算圓柱的表面積。如果我們要計算以下

物品的表面積時，又要注意些什麼?(PPT 出示不同的圓柱形物品) 

           

(學生通過觀察、討論、歸納出求這些物品的表面積的方法) 

生 1:枕頭的表面積就是求兩個底面積和側面積。 

生 2:這個圓柱形水桶是無蓋的，所以底面只得一個。它的表面積就是一個底面積和側面

積。 

生 3:這些圓柱形透明管，是沒有底面。所以它的表面積就只得側面的面積。 

師:通過以上的例子，我們會發現計算一個圓柱的表面積時，要根據圓柱形物品的實際情況

去計算出它的表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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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計算圓柱表面積時，一般會有 3 種類型。第 1 種:計算圓柱的 2 個底面積+側面積。第

2 種:計算圓柱的 1 個底面積+側面積。第 3 種:計算圓柱的側面積。 

 

五.知識應用 

出示書本第 22 頁。做一做第 2 題。 

1.小亞做了一個筆筒，她想給筆筒的側面和底面貼上彩紙，至少需要用多少彩? 

 

解題方法:筆筒是沒有蓋的，所以是求圓柱的一個底面積和側面積。  

底面積:(8÷2)2×3.14 

       =50.24(cm2) 

側面積:8×3.14×13 

       =326.56(cm2) 

表面積=50.24+326.56 

      =376.8(cm2) 

答:至少需要用 376.8 cm2。 

 

出示書本第 23 頁。第 2 題。 

2. 一台壓路機的前輪是圓柱形，輪寬 2 米，直徑 1.2 米。前輪轉動一周，壓路的面積是多

少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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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壓路機的前輪是個圓柱形，壓路的部份是圓柱的側面，因前輪向前轉動一周。表

示求圓柱的側面積。還要注意的是輪寬表示圓柱的高。 

根據公式:圓柱側面積=直徑×π×高 

 1.2×3.14×2 

=3.768×2 

=7.536(m2)   

答:壓路的面積是 7.536 m2。 

 

六.課堂總結 

師:這堂課我們學會了有關圓柱的什麼知識呢? 

生:推導了圓柱的表面積公式。 

生:利用表面積公式解決有關不同的圓柱表面積問題。 

師:這堂課大家都收獲不錯。 

 

七.作業佈置 

做書 P.23(1,3,4) 

工作紙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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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資

源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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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圓柱的體積 

數學科教學活動教案(三) 

 

學

校 
澳門坊眾學校 班級 

小學教育六年級 

（ P6） 

執教 

教師 
盧環虹老師 科目 數學 

單元 

名稱 

第三單元 

圓柱與圓錐 

活動 

名稱 
圓柱的體積 日期 2020 年 6 月 4 日 課時 40 分鐘 

活

動

目

標 

知識與技能: 

1. 讓學生自主探究和推導出求圓柱體積

公式的過程。 

2. 讓學生能掌握圓柱的體積公式，並能

運用公式進行計算。 

3. 讓學生能解決求圓柱體積的實際問

題。 

4. 培養學生的轉化思想。 

情感與態度: 

1. 在數學活動中，讓學生體驗探究數學

奧秘的過程，培養學生對學習數學的

積極情感。 

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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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會計算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的
表面積和體積。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
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解
題方法。 

F-2-4 面對及解決數實踐活動中所遇到的
困難。 

學

情

分

析 

本節課是學生會推導圓的面積公式，認識了圓柱，會計算圓柱的側面積和表面積的基礎

上，進一步從體積方面豐富學生對圓柱的感受和認識。但直接要學生推導出圓柱的體積公

式並不容易，所以在教學過程中先喚醒學生過往是怎樣把圓轉化成長方形求出圓面積的經

驗，引導學生探索並推導出圓柱的體積公式。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學生能掌握圓柱的體積的計算方法。 

 

  

難點:學生能推導出圓柱體積公式。 

活 

動 

準 

備 

 

電子課件、圓柱體、把圓柱沿底面等分成 16 份的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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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程 

一.複習引入 

師:我們已經學習了哪些立體圖形的體積呢? 

生:長方體和正方體。 

師:你們還記得怎樣計算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嗎?(出示長方體和正方體 PPT) 

生 1: 長方體體積=長×寬×高。 

生 2: 正方體體積=棱長×棱長×棱長。 

師:如果它們的底面積相等，高也相等。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相等嗎?(出示長方體和正方

體) 

 

 

生:體積=底面積×高，所以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相等。 

 (老師板書:V=Sh) 

師:圓柱的體積與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相等嗎?(PPT 出示圓柱模型) 

 

生:相等。(學生猜測) 

師:這只是同學們的猜測，我們應怎樣驗證? 

師: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硏究圓柱的體積。 

(板書課題:圓柱的體積。) 

 

二.自主探究，圓柱體積 

師:同學們看一看圓柱體和長方體、正方體有什麼聯繫和區別呢? 



2019/2020 

P019 

 22 

 

生:我們看到圓柱體、長方體和正方體都有高，但底面形狀不同。 

師:對的。長方體和正方體的底面是長方形和正方形。圓柱的底面則是圓形。 

師:試想想，如果圓柱的底面可以轉化成長方形或正方形，形狀會有什麼改變? 

生:圓柱的形狀就轉化成長方體或正方體。我們就可以計算出它的體積。 

師:對呀。圓柱的底面是圓形，亦即是要把圓形轉化成長方形或正方形。同學們有類似的轉

化經驗嗎? 

生:有呀!我們曾經學習過把圓形轉化成長方形。 

師:可以說一說用什麼方法嗎? 

生:把一個圓，平均分成若干個扇形，拼成一個近似長方形，長方形的長相當於圓周長的一

半，寬相當於圓的半徑。所以圓形面積=πr2。(根據學生的敍述，老師作演示。) 

 

 

師: 我們能把一個圓轉化成長方形推導出圓的面積公式，現在能否採用類似的方法將圓柱切

割拼合成一個學過的立體圖形來求它的體積呢? 

生:可以。把圓柱轉化成長方體。 

1.探究推導圓柱的體積計算公式。 

(結合課件演示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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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我們把圓柱的底面分成許多相等的扇形。把圓柱體沿著它的底面直徑剪開，兩等分、四

等分、八等分、十六等分，還可以繼續分割，通過分割、拼合，把圓柱體轉化成近似的長

方體，如果分成的扇形越多，拼成的立體圖形就越接近長方體。因為長方體是由圓柱體轉

化而成的，在轉化的過程中，體積既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說明求出了轉化後長方體的

體積，也就相當於求出了圓柱體的體積。 

(同學們動手把圓柱沿底面等分成 16 份的教具進行拼合成長方體) 

    

師:剛才我們通過動手操作，把圓柱切拼成一個近似的長方體，拼成的長方體和原來的圓柱

有什麼聯係?請與同學們進行交流? 

 (根據同學的匯報，進行歸納及小結) 

小結:把圓柱切拼成一個近似的長方體，拼成的長方體的底面積等於圓柱的底面積，拼成長

方體的高等於圓柱的高，因為長方體體積=底面積×高，所以圓柱體積=底面積×高。 

(板書: 圓柱的體積=底面積×高，字母公式是 V=Sh) 

師:現在你們知道剛才的圓柱的體積與長方體、正方體的體積相等了嗎? 

生:相等。 

師:為什麼? 

生:因為它們的體積都是底面積×高。 

 

三.課堂練習，鞏固新知 

完成書本第 25 頁。做一做第 1、2 題。 

1.一根圓柱形木料，底面積為 75cm2，長 90cm。它的體積是多少? 

解題方法:根據圓柱體=底面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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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0 

=6750(cm3) 

答:它的體積是 6750 cm3。 

 

2.李家莊挖了一口圓柱形水井，地面以下的井深 10m，底面直徑為 1m。挖出的土有多少立

方米? 

解題方法:  

1.先求出圓柱的底面積，根據圓形面積=πr2。 

底面積=(1÷2)2×3.14=0.785(m2) 

2.圓柱體積=底面積×高 

0.785×10 

=78.5(m3) 

答: 挖出的土有 78.5 立方米。 

 

四.解決實際問題 

師:展示課本第 26 頁例 6。 

例 6:下圖中的杯子能不能裝下這袋牛奶? 

 

師:要計算這個杯子能不能裝下這袋牛奶，就是計算什麼呢? 

生:就是計算杯子的容積。 

師:對呀!求杯子的容積就是求這個圓柱形杯子可容納東西的體積。計算方法跟圓柱體積的

計算方法一樣。 

(提醍同學注意:計算容積時數據是要從裡面測量得到的。) 

解題方法: 

1.杯子的底面積:(8÷2)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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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3.14 

              =16×3.14 

              =50.24(cm2) 

2.杯子容積:50.24×10 

          =502.4(cm3) 

          =502.4(ml) 

師:留意當我們計算液體的體積時，容積單位一般會用升及毫升。而 1 cm3=1ml。 

 

師:展示課本第 26 頁做一做例 1。 

1.小明和媽媽出去遊玩，帶了一個圓柱形保溫杯，從裡面量底面直徑是 8cm，高是 15cm。

如果兩人遊玩期間要喝 1L 水，帶這杯水夠喝嗎? 

解題方法: 

1.先計算保溫杯的容積: (8÷2)2×3.14×15 

                     =16×3.14×15 

                     =50.24×15 

                    =753.6(cm3) 

                    =753.6(mL) 

根據 1L=1000ml  所以 753.6mL=0.7536L   

答:因為 0.7536L 小於 1L，所以這杯水不夠喝。 

 

五.課堂總結 

師:通過這節課的學習，同學們有什麼收穫? 

生 1:我們學會圓柱體積公式的推導方法。 

生 2:我們知道圓柱體積的公式及其應用。 

 

六. 作業佈置 

課本 P.28 第 1~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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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圓柱體積的拓展 

數學科教學活動教案(四) 

 

學

校 
澳門坊眾學校 班級 

小學教育六年級 

（ P6） 

執教 

教師 
盧環虹老師 科目 數學 

單元 

名稱 

第三單元 

圓柱與圓錐 

活動 

名稱 
圓柱體積的拓展 日期 2020 年 6 月 5 日 課時 40 分鐘 

活

動

目

標 

知識與技能: 

1. 學生能熟練運用圓柱的體積公式解決

實際問題。 

2. 學生能通過經歷發現和提出問題、分

析和解決問題的完整過程，掌握問題

的解決的策略，培養應用意識。 

3. 學生能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體會轉

化、推理和變中有不變的數學思想。 

情感與態度: 

1.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

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密切關

係。 

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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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結合生活情境理解體積的概念。 

B-2-11 會計算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的
表面積和體積。 

C-2-4 理解容量和體積之間的關係，會進
行單位間簡單的換算。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
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密
切關係。 

學

情

分

析 

學生在已經掌握圓柱體積計算方法後。本節課重點是要引導學生運用轉化思想分析和解決

問題能力。把不規則圖形轉化成規則圖形計算，使學生對轉化的數學策略有更為深刻和更

為一般性的理解和掌握，而不僅僅停留在”就題論題 ”的層面。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培養問題意識、體會轉化思想。  

 

難點:通過實踐操作、合作交流，體會轉化的數學思想。 

活 

動 

準 

備 

 

電子課件、工作紙、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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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程 

一.複習圓柱體積 

師:同學們，我們已經學會了計算圓柱的體積和它的容積。現在讓我們複習一下好嗎? 

生:好的。 

師:計算圓柱的體積和它的容積方法有分別嗎?公式是什麼? 

生:計算公式一樣，都是用圓柱的底面積乘以圓柱的高計算出來。 

(提醒同學計算體積時用圓柱外直徑或半徑及高。計算容積時要用圓柱內直徑或半徑及

高。) 

師:同學們說得真好。 

 

二.利用轉化的方法，計算瓶子的容積 

師:同學們都已經掌握了計算出圓柱體積和容積的方法了。現在我們運用已掌握的知識解決

這堂課的數學問題吧! 

出示書本第 27 頁。例 7 題目。 

師:請同學們自己閱讀題目,找出題目中的資訊和問題。(展示 PPT) 

 (同學們獨立思考，再互相交流討論) 

例 7.一個內直徑是 8cm 的瓶子裡，水的高度是 7cm，把瓶蓋擰緊倒置放平，無水部分的高

度是 18cm。這個瓶子的容積是多少?  

師:說說你們對這道題目的理解? 

生 1:我觀察到這個瓶子有部份不是圓柱體。 

生 2:我只能夠根據瓶子的直徑和水的高度計算出水的體積。 

生 3:我發現水在倒置前後體積沒有改變。 

師:同學們再認真觀察一下，瓶子裡除了有水之外，還有什麼嗎? 

生:空氣。 

師:同學們說得對。所以瓶子裡現在是容納了水和空氣。對嗎? 

生:對。所以我想到計算瓶子的容積就是把水的體積加上空氣的體積就可以了。 

師:真聰明，但可以直接利用圓柱的體積公式計算瓶子的容積嗎? 

生:不可以，因為瓶子不是一個完整的圓柱體。 

師:這樣我們用什麼方法計算出瓶子的容積呢? 

(老師引導學生思考:可以運用轉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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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再互相討論交流，再匯報) 

師:同學們想一想，瓶子裡水的體積在倒置前後有沒有變? (老師結合實物加以解釋) 

生:沒有。 

師:空氣的體積呢? 

生:空氣的體積都沒有變。 

師:所以倒置前，水的體積能不能直接求出來? 

生:可以，(8÷2)2×3.14×7=351.68(cm3) 。 

師:倒置前空氣的體積能不能計算出來? 

生:不能，因為是不規則圖形。 

師:這樣倒置後空氣的體積能不能計算出來? 

生:可以，(8÷2)2×3.14×18=904.32(cm3)。 

師:因為倒置前後，不僅瓶子裡水的體積沒變，瓶子裡空氣的體積也沒變。只要把倒置前水

的體積和倒置後空氣的體積加起來，就可以求出瓶子的容積。這樣，相當於把不規則的圖

形轉化成一個規則的圖形。 

(同學們結合實物演示，用自己的語言和同桌說說轉化的過程) 

師:我們利用了體積不變的特性，把瓶子轉化成了兩個完整，規則的圓柱。 

(同學獨立完成計算，老師巡視指導。) 

瓶子的容積=V 圓柱 1+V 圓柱 2 

          =(8÷2)2×3.14×7+(8÷2)2×3.14×18 

          =351.68+904.32 

          =1256( cm3) 

          =1256(ml) 

 

三.實踐應用 

出示例題 1。 

1.一瓶裝滿水的礦泉水，小明喝了一些，把瓶蓋擰緊後倒置放平，無

水部分高 3cm，內直徑 4.4cm。小明喝了多少水?(展示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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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請同學們同桌合作，利用自己的水瓶操作幾次，你能想出解決的辦法嗎? 

(同學動手操作、交流合作，老師巡視指導。) 

  

老師根據同學的匯報作分析:小明喝了水的份部是不規則的圖形。所以不能夠直接計算出它

的體積。所以我們把水瓶倒置後，就會發現沒有水的部份就轉化成圓柱體。因此我們可以

根據瓶的直徑和無水部份的高計算出沒有水部份的體積。亦即是小明喝水的體積。 

小明喝的水:(4.4÷2)2×3.14×3 

           =15.1976×3 

           =45.5928(cm3) 

(我們把水倒置後，空氣部分就是小明喝了水的部分。所以我們把空氣部分轉化成圓柱體積

來計算。) 

 

出示例題 2。 

2.一個圓柱形玻璃容器的底面直徑是 10cm，把一塊石塊放進玻璃容器後，水面上升 2cm。

這塊石的體積是多少立方厘米? (展示 ppt)  

師:請同學們與同桌討論後，獨立寫出計算過程。    

(同學互相討論，獨立計算。) 

老師根據同學的討論作分析:石頭放進容器後，水面就

會上升。因此上升的部份就是石頭的體積。從圖片觀

察到水面上升部份就是圓柱體的形狀，所以我們可以

利用圓柱體積公式計算出石頭的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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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塊的體積: (10÷2)2×3.14×2 

            =25×3.14×2 

            =157(cm3)    

答:這塊石頭的體積是 153 cm3。 

 

四.拓展練習 

1.一個圓柱形水箱裡盛有 10cm 深的水，水箱的底面積是 200 平方米，將一個棱長為 6cm 的

正方體鐵塊放入水中，水面將上升多少厘米? (展示 ppt)  

老師根據同學的討論作分析:當正方體放入水中，水面會上升，是

因為正方體的體積佔有空間，令到水向上升。因此水所上升的圓

柱形部份就等於正方體的體積。相對來說是已知圓柱的體積、底

面積，求圓柱的高。 

根據 圓柱的高=圓柱體積÷圓柱底面積 

因為 圓柱體積=正方體體積=6×6×6(cm3) 

         圓柱底面積=200(cm2) 

水面上升: 

   6×6×6÷200 

  =216÷200 

  =1.08(cm) 

 

答:水面將上升 1.08cm。 

 

五.課堂總結 

師:今天這堂課我們有什麼收穫呢? 

生 1:我們發現計算不規則圖形體積時可以通過轉化成規則圖形來計算體積。 

生 2:在圖形體積轉化的過程中，形狀改變了,但體積不變。 

師:同學們今天都很捧。 

 

 

六.作業佈置 

習作 p.22。 

 

 

活 

動 

資

源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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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圓錐的認識 

數學科教學活動教案(五) 

學

校 
澳門坊眾學校 班級 

小學教育六年級 

（ P6） 

執教 

教師 
盧環虹老師 科目 數學 

單元 

名稱 

第三單元 

圓柱與圓錐 

活動 

名稱 
圓錐的認識 日期 2020 年 6 月 8 日 課時 40 分鐘 

活

動

目

標 

知識與技能: 

1. 讓學生認識圓錐，掌握圓錐的特徵。 

2. 通過圓錐的直觀圖，使學生認識圓錐

的底面、側面、頂點和高的含義。 

 

情感與態度: 

1.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

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密切關

係。 

2.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

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解題方

法。 

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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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認識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圓
錐體的特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
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密
切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
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解
題方法。 

學

情

分

析 

圓錐體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時會出現，所以對於學生來說並不陌生。因此在教學過程中

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圓錐實物圖片，讓學生觀察和發現圓錐的特徵。並通過摸一摸圓錐體實

物模型，加深同學們對圓錐的底面、側面、頂點和高的認識。。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圓錐的特徵。 

  

難點: 圓錐高的測量方法。 

活 

動 

準 

備 

 

電子課件、圓錐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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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程 

一.情境引入 

1.出示雪糕圖片。 

師:最近天氣很炎熱呢!昨晚老師忍不住吃了一個芒果味的雪糕。 

師:你們有吃過這種款式的雪糕嗎? 

生:有吃過。 

 

2.出示圓錐體模型。 

師:這款雪糕令我聯想到一種立體圖形。像老師手中的立體模型嗎? 

生:像。 

師:同學們知道它是什麼圖形嗎? 

生:圓錐體。 

 

3.導入課題。 

師:今天我們就來硏究這種立體圖形—圓錐。 

(板書課題:圓錐的認識) 

 

二.觀察比較，建立表象 

1.出示圓錐形實物圖片 

師:同學們看一看這些實物的形狀有什麼共同的特點? 

 

生:有部份是由圓錐體組成。 

師:對呀!可以說一說在哪一部份? 

生 1:城堡的頂部。 

生 2:舞臺燈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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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3:魔術帽上面部份。 

 

2.從實物中抽象出圓錐的幾何圖形 

 

老師小結:這些物體的形狀都是圓錐體，簡稱圓錐。 

 

3.聯繫生活，加深認識。 

師: 你們在日常生活中還見過哪些圓錐形的物體? 

生 1:雪糕筒。 

生 2:削過的鉛筆頭。 

生 3:生日帽。 

師:原來我們身邊有這麼多物體是由圓錐構成的。 

 

三. 自主探究，學習新知 

1.結合實物，初步探案圓錐的組成及特徵。 

師:請同學們把圓錐拿到手中摸一摸它的整個表面，說一說你的感受? 

生:圓錐有一個頂點。(著學生用手指出頂點位置) 

(板書:老師在圓錐圖上寫上頂點) 

生:圓錐有 2 個面。(著學生用手指出 2 個面的位置) 

師:這 2 個面，分別叫作側面和底面。 

(板書:老師在圓錐圖上寫上側面和底面) 

師:底面是什麼形狀的呢? 

生:底面是圓形。 

(板書:底面是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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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側面是平面還是曲面。(著學生摸一摸側面) 

生:側面是曲面。 

(板書:側面是曲面) 

 

老師小結:圓錐有一個底面，是圓形，有一個側面，它是一個曲面，有一個頂點。 

 

2.認識圓錐的高。 

師:我們之前學習了圓柱體。圓柱兩個底面之間的距離叫做圓柱的高。那麼圓錐的高是指什

麼? 

(同學們自由討論，交流後匯報) 

生:圓錐的高就是指從頂點到底面圓心的距離。 

(板書:老師在圓錐圖上畫出圓錐的高。) 

 

師:圓錐的高有幾條? 

生:圓錐有一條高。 

師:為什麼只有一條高? 

生:因為圓錐只有一個頂點。所以只能有一條高。 

小結:從圓錐的頂點到底面圓心的距離是圓錐的高。圓錐的高有 1 條。 

 

3.測量圓錐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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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由於圓錐的高在圓錐的裡面，我們不能直接測量它的長度，怎樣測量圓錐的高呢? 

(同學們小組合作、交流匯報) 

師:把圓錐的底面平放，用一塊木板水準的放在圓錐的頂點上面，豎直地量出木板和底面之

間的距離。(課件演示測量過程，老師敘述) 

(同學們互相合作，動手測量手中圓錐的高。) 

          

 

4.平面圖形與圓錐的關係。 

師:同學們還記得老師快速轉動長方形硬紙木棒，會是什麼形狀? 

生:圓柱體。 

師:現在老師快速轉動手中的直角三角形硬紙木棒，你們猜一猜會是什麼形狀? 

生:圓錐體。 

師:正確。現在請同學們轉動一下你們手中的直角三角形硬紙木棒。通過轉動後，你們看到

直角三角形的高、底與圓錐的底面半徑與高之間的關係嗎? 

(讓同學們各自轉動手中大小不一樣的直角三角形木捧，感受平面圖形與立體圖形的轉換) 

  

小結:這個直角三角形的底就是圓錐的半徑，高是圓錐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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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練習，鞏固新知 

完成書本第 32 頁。做一做第 1 題。 

1.指出下面圓錐的底面、側面和高。 

 

答案: 

 

完成書本第 35 頁。做一做第 2 題。 

2.下面圖形以紅色線為軸快速旋轉後會形成什麼圖形?連一連。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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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圓錐的底面是一個( 圓 )，從圓錐的( 頂點 )到底面( 圓心 )的距離是圓錐的高，圓錐共有

(  1  )條高。 

4.圖 1 的三角形，以 AB 邊為軸，順時針旋轉一周，會得到( 圓錐 )體，這個(圓錐 )體的底面

直徑是(  18  )cm，它的高是(  4  )cm。 

 

 

五.課堂總結 

師:這堂課我們認識了什麼立體圖形? 

生:圓錐體。 

師:圓錐體有什麼特徵呢? 

生:圓錐體有 2 個面，一個是底面，底面的形狀是圓形。一個是側面，側面是曲面。圓錐有

一個頂點，頂點到底面圓心的距離是高。圓錐只有一條高。 

師:同學們都說得很好，這堂課大家對圓錐的認識都收穫豐富呢! 

 

六.作業佈置 

習作 P.21-22 

 

活 

動 

資

源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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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圓錐的體積 

數學科教學活動教案(六) 

 

學

校 
澳門坊眾學校 班級 

小學教育六年級 

（ P6） 

執教 

教師 
盧環虹老師 科目 數學 

單元 

名稱 

第三單元 

圓柱與圓錐 

活動 

名稱 
圓錐的體積 日期 2020 年 6 月 9 日 課時 40 分鐘 

活

動

目

標 

知識與技能: 

1. 學生能通過動手操作實驗，推導出圓

錐體積的計算方法。 

2. 學生能說出求圓錐體積的公式。 

3. 學生能解決求圓錐體積的實際問題。 

情感與態度: 

1. 能用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思維過程，

體會數學的嚴謹性和形式美。 

2. 通過學生動手操作，培養學生的思維

能力和空間想像能力。 

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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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認識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圓
錐體的特徵。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
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解
題方法。 

F-2-5 能用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思維過
程，體會數學的嚴謹性和形式美。 

學

情

分

析 

圓錐體是學生在學習了平面圖形和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的體積的基礎上進行教學的。

學生在學習求圓柱體積的教學經歷中，體會到把圓柱體轉化成長方體的方法而推導出求圓

柱體積的過程。 所以這節課首先讓學生猜想一下圓錐體的體積能否轉化成已學過的立體圖

形的體積，從而推導出它的體積公式。接著再進行實驗探究推導出圓錐體的體積。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學生能理解圓錐公式的推導過程。 

 

  

難點: 學生能運用圓錐體積公式正確地計算圓錐的體積。 

活 

動 

準 

備 

 

電子課件、圓錐體、圓柱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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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程 

一.談話引入 

師:同學們，看看這個圓柱體和圓錐體，猜猜哪一個的體積比較大呢?(出示 PPT) 

 

生 1:我猜是圓錐體。 

生 2:我想是圓柱體。 

師:我們不能夠單憑觀察及猜測去判斷誰的體積比較大，而需要計算出它們的體積大小才可

以作出比較的。 

生:我們只學過圓柱的體積計算，圓錐的體積怎樣計算還沒有學。 

師:今天就讓我們學習圓錐的體積計算。 

(板書課題:圓錐的體積) 

 

二. 自主探究，圓錐體積 

1.引導學生思考，猜想。 

師:請同學們想一想，我們是怎樣知道圓柱的體積計算公式的? 

生:我們是把圓柱轉化成長方體推導出圓柱的體積計算公式。 

師:同學們，你覺得圓錐的體積可能與哪個圖形的體積有關? 

生:圓柱與圓錐的底面都是圓形。我想圓錐的體積可能與圓柱有關係。 

師:這位同學的猜想不錯。為了要驗証這種想法，我們進行一個實驗驗証一下。 

2.實驗探究。 

師:現在每個組都準備了一個圓柱體和一個圓錐體。你們小組比比看，這兩個形體有什麼相

同的地方? 

(學生分組操作比較後，再用課件演示。) 

師:你們發現到什麼? 

生:它們的底面積相等，高也相等。 

師:底面積相等，高也相等，我們可以說成”等底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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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書:等底等高) 

師:既然這兩個形體是等底等高的，那麼我們就跟求圓柱體積一樣，用”底面積×高”來求

圓錐體積，可以嗎? 

生:不可以，因為它們的體積不相等。圓錐的體積比較小。 

師:對呀，圓錐的體積小。那你估計一下它們的體積之間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老師把圓錐體套在透明的圓柱裡，引導學生觀察作出比較。) 

師:現在我們分組用水和圓柱體、圓錐體做實驗。最後要向同學們匯報，你們組做實驗的圓

柱體和圓錐體在體積大小上有什麼關係。 

(老師巡視小組中的活動情況，對個別小組予以適當的幫助) 

   

師:通過剛才的實驗，圓柱體和圓錐體在體積大小上發現有什麼倍數關係? 

生:我們剛才把水倒滿了圓錐體裡，再將水倒入圓柱體裡。這個步驟重覆了 3 次。才能倒滿

圓柱體。所以我們發現圓柱的體積是圓錐體積的 3 倍。 

師:同學們得出這個結論非常重要，其他組也是這樣的嗎? 

生:是的。 

(老師用教學課件作演示實驗的全過程，並啓發學生在小組內有條理地表述圓錐體積計算公

式的推導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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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我們可以這樣用圖示表示嗎? 

 

生:可以。 

師:從圖示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圓柱體積是圓錐體積的 3 倍，對嗎? 

生:對的。 

師:是否任何一個圓柱的體積都是圓錐體積的 3 倍呢? 

(老師拿起一個大圓錐、一個小圓柱作倒水實驗) 

師:往這小圓柱體裡倒，需要倒三次才能倒滿嗎? 

生:不需要。 

師:為什麼你們做實驗的圓錐體裡裝滿水往圓柱體裡倒，要倒三次才能倒滿呢? 

生:因為是等底等高的圓柱和圓錐。 

師:說得對呀!所以我們必須說明在”等底等高”的條件下，圓柱體積是圓錐體積的 3 倍。 

(板書:圓錐體積計算公式) 

師:我們知道在等底等高的條件下圓柱體積是圓錐體積的 3 倍。我們怎樣計算出圓錐的體積

呢? 

生:圓錐的體積等於和它等底等高的圓柱體積的三分之一。 

(板書:圓錐的體積=等底等高的圓柱體積×
3

1
) 

師:圓柱的體積公式是什麼? 

生:圓柱體積=底面積×高。 

(板書:圓錐體積=底面積×高×
3

1
) 

師:我們還可以用字母來表示公式。怎樣寫? 

生:V=Sh×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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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書: V=Sh×
3

1
) 

小結:通過剛才的實驗，我們發現圓錐的體積等於和它等底等高的圓柱體積的三分之一，圓

柱的體積是圓錐的 3 倍。 

 

三.知識應用 

出示課本第 35 頁，第 4 題。 

1.一個圓柱的體積是 75.36m3，與它等底等高的圓錐的體積是( 25.12 )m3。 

解題方法:根據圓柱體積是等底等高圓錐體積的 3 倍的關係。 

列式:75.36÷3=25.12(m3) 

 

2.一個圓錐的體積是 141.3 m
3，
與它等底等高的圓柱的體積是( 423.9 ) m

3
。 

解題方法:根據圓柱體積是等底等高圓錐體積的 3 倍的關係。 

列式:141.3×3=423.9(m3) 

 

出示課本第 34 頁，做一做。 

3.一個圓錐形的零件，底面積是 19cm2，高是 12cm。這個零件的體積是多少? 

解題方法:利用圓錐體積公式=底面積×高×
3

1
 

列式:19×12×
3

1
 

    =76(cm3) 

答:這個零件的體積是 76 cm3。 

 

四.知識延伸，解決問題 

出示課本第 34 頁。 

例 3:工地上有一堆沙子，近似於一個圓錐(如下圖)。這堆沙子的體積大約是多少?如果每立

方米沙子重 1.5t，這堆沙子大約重多少噸?(得數保留兩個小數。) 

師:這堆沙子的體積大約是多少，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 

生:就是求沙堆的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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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我們可以怎樣計算? 

生:沙堆的形狀近似於一個圓錐體。我們可以用”圓錐體積=底面積×高×
3

1
”公式計算。 

師:圖中的 4m 表示沙堆的底面積嗎? 

生:不是，4m 表示圓沙堆的底面直徑。 

師:我們可以什麼求沙堆的底面積呢? 

生:根據底面積=(直徑÷2)2×3.14。 

學生列式:沙堆底面積=(4÷2)2×3.14=12.56(m2) 

師:圖中的 1.2m 表示什麼? 

生:沙堆的高。 

學生列式:沙堆體積=12.56×1.2×
3

1
=5.0245.02(m3) 

師:每立方米重 1.5t，表示什麼意思? 

生:表示沙堆 1 立方米重 1.5t。 

師:沙子堆的體積是 5.02 立方米。即沙堆有多重? 

學生列式:沙堆重=1.5×5.02=7.53(t) 

 

五.鞏固練習 

出示書本第 34 頁，做一做第 2 題。 

1.一個用鋼鑄造成的圓錐形鉛錘，底面直徑是 4cm，高 5cm。每立方厘米鋼大約重 7.8 克。

這個鉛錘重多少克?(得數保留整數) 

鉛錘底面積: (4÷2)2×3.14=12.56(cm2) 

鉛錘體積: 12.56×5×
3

1
20.9(cm3) 

鉛錘重: 7.8×20.9=163.02163(克) 

答:每立方厘米鋼重 163 克。 

 

六.課堂總結 

師:我這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生:我們學會推導出圓錐的體積計算公式。知道圓柱體積是等底等高圓錐體積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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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業佈置 

習作 p.23。 

活 

動 

資

源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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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試教評估: 

     為了更有效地知道學生在每節課的學習情況，瞭解學生掌握知識的程度，老

師根據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回答提問的情況，及完成課後練習及工作紙的成

績，在學生完成每一節課後作出評估，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節:圓柱的認識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很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能說出圓柱的特徵  √    

能指出圓柱的底面、側面和高 √     

能說出圓柱側面展開圖的特徵  √    

能主動參與教學活動  √    

能積極回答老師提問  √    

 

反思:本教節重點是讓學生結合實物探索圓柱的特徵，所以在設計此節課時，除

了讓學生用眼去觀察圓柱體模型外，還讓學生用手摸一摸感受圓柱的外形特

徵，用口說一說、動手操作轉一轉、剪一剪等教學活動。使教學知識不只是局

限於老師傳遞的層面，而是由學生通過各種觸踫、操動等活動去感受去獲得有

關圓柱的知識。因為通過各種不同的操作活動，而令課堂氣氛活躍起來，大部

份同學都放膽去發言及回答問題。 

 

建議:1.本節課所教授的內容比較多，活動亦較多，導致課堂時間較緊迫。所以

在教學內容上可以作一些適當的調整。2.學生在快速轉動長方形硬紙的操作活

動可以體會立體圖形的形成過程，但當把長方形的長和寬與圓柱的高及半徑聯

繫起來時，對有部份同學來說比較困難，他們會把其中一邊看作是圓柱的直徑

而不是半徑。所以對於此部份亦可以加強對學生的講解。3.學生能夠說出圓柱

的側面展開圖就是一個長方形或正方形。但是否能完全理解到圓柱底面的周長

就是長方形的長，這種化曲為直的聯繫，還是理解得不夠透徹，需要老師作重

覆的教學演示及學生多動手操作才能深化體會到。 

 

第二節課:圓柱的表面積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很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能說出圓柱表面積的含義 √     

能計算圓柱的側面積、表面積   √   

能解決有關圓柱表面積的應用題   √   

能主動參與教學活動 √     

能積極回答老師提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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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這節課是通過複習長方體、正方體表面積的含義和計算方法作為引入，喚

起學生過去的記憶。再通過圓柱的展開圖，一步步引導學生推導出圓柱的表面

積公式:圓柱表面積=2 個底面的面積+圓柱的側面積。當學生學會計算圓柱的表

面積後，在教學中，我聯繫生活例子引入了計算圓柱表面積的 3 種不同情況。

要求學生說出要計算哪幾個面，體現了”數學來源於生活，數學應用於生活”的

思想。最後通過知識應用的練習，加強學生鞏固本節課的學習內容。 

 

建議:1.我覺得在引導學生計算圓柱表面積的 3 種不同情況時，除了運用簡報中

的圖片展示給學生觀看外，如果可以借助一些實物的物件給同學觀察和感受會

更好。2.學生在計算圓柱表面積時，公式還未夠熟練。有時會忘記把底面積乘

以 2。 

 

第三節課:圓柱的體積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很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能推導出圓柱的體積  √    

能說出圓柱體積的公式   √   

能運用圓柱體積公式解決求圓柱

的實際問題 

 √    

能主動參與教學活動  √    

能積極回答老師提問  √    

 

反思: 這節課先以複習長方體、正方體的體積作為引入。再通過觀察底面積和高

都相等的長方體、正方體和圓柱體圖形，著學生猜測它們的體積是否相等，激

發學生探究的欲望。再讓學生通過驗証，經歷圓柱體積的轉化過程，發展學生

的空間想像力。在探究圓柱體積的過程中，結合以往學習幾何圖形的經驗，回

顧圓的面積推導過程，實現知識遷移，明確”轉化”思想在數學硏究中的重要意

義。為了讓學生直觀感受到圓柱體轉化為長方體的過程，我借助實物模型和多

媒體課件演示，把二者結合。再讓學生動手操作，感受圓柱體”轉化”成長方體

的過程。再通過學生討論交流而得出結論:圓柱的體積等於底面積乘以高。整個

探究過程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主，讓學生帶著疑問去學習，伴隨著問題的解決，

學生體驗到了成功的喜悅。 

 

建議:1.因教具所限，只有把圓柱沿底面等分成 16 份的教具模型讓學生動手操

作。如果想要把圓柱等分成更多等份的模型，只可以通過多媒體演示。2.因學

生剛學會了圓柱體積公式，掌握得不夠牢固。有部份學生會把圓柱體積公式與

圓柱表面積混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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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 圓柱體積的拓展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很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能理解容積和體積之間的關係  √    

能運用圓柱的體積公式解決實際

問題 

 √    

能主動參與教學活動 √     

能積極回答老師提問  √    

小組活動時能互相合作 √     

反思: 本節課的教學重點是要引導學生運用轉化思想來解決關於圓柱體積類型的

各樣問題。為了能把抽象化的問題變得更真實更容易理解，因此為學生準備了

裝水的玻璃瓶實物進行教學講解，使學生能夠親自動手操作，感受轉化的過

程。令到學生掌握教學內容的重難點。但可惜的是有部份教學內容未能全部用

敎具演示給同學觀看，是較為美中不足的。另因本教節是本單元的難點，對部

份同學來說是比較難理解，所以在進行分組討論時有部份同學未能進行積極參

與及討論。 

 

建議: 1.利用實物去進行教學，使學生動手操作，更能容易使學生理解題目。2.

進行分組討論，能提供較多的師生交流機會，讓課堂學習氣氛更濃厚，但有部

份小組合作性不足。 

 

第五節課: 圓錐的認識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很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能說出圓錐的特徵 √     

能指出圓錐的底面、側面、頂點

和高 

√     

能量度出圓錐的高  √    

能主動參與教學活動 √     

能積極回答老師提問  √    

反思:這節課是以圓錐形的雪糕作為引入，切合於學生的生活經歷，令學生更容

易投入教學當中，並聯繫生活實際讓學生列舉了生活中的圓錐，再幫助學生建

立起圓錐的表象。然後通過看一看、摸一摸、說一說等活動去發現圓錐的特

徵，在實踐中去理解概念。這節課的教學重點是量度圓錐的高，為了加深對知

識的理解，我通過多媒體直觀演示測量圓錐的高，再讓學生以小組合作測量圓

錐的高，再次強化了知識。著接再通過學生轉動直角三角形硬紙棒，再次感受

平面圖形與圓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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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1.在教學過程中，可先讓學生自主探究測量圓錐高的方法，再由老師操作

示範，這樣會更好。2.學生在分組測量圓錐的高時，需要提醒同學注意間尺擺

放的位置和兩書本都要平放，不可以有偏斜，以免量度時有誤差。 

 

 

第六節課: 圓錐的體積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很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能推導出圓錐體積的計算方法  √    

能說出圓錐體積的公式  √    

能解決求圓錐體積的實際問題  √    

能主動參與教學活動 √     

能積極回答老師提問  √    

小組活動時能互相合作 √     

反思:這節課的突破口是如何引導學生知道在等底等高的條件下，圓柱的體積是

圓錐體積的三分之一，因而推導出圓錐的體積公式。所以在設計這節課中，我

非常重視學生動手探索的過程，讓學生小組合作親自動手實驗，又動腦筋思

考，努力探索圓錐體積的計算方法。這樣的學習，學生記得牢，既發揮老師的

主導作用，又實現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始終是一個探索

者、硏究者、發現者，並獲得了富有成效的學習體驗。 

 

建議:1.學生在動手做實驗時，每個組別的圓柱體和圓錐體不全是等底等高，這

樣做才會出現實驗結果的異同，提高學生動腦思考和探究能力。2.設計的練習

內容缺乏趣味性，及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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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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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課件 

1. 課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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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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