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位置

（一）单元教学目标

1．会用上、下、前、后、左、右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

2．能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际，初步辨认在同一场所自己或他人所在的

相对位置。

3．经历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的过程，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及语言表达

能力。

4．感受所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内容包括辨认物体相对位置上、下、前、后、左、右。它是学生学习辨

认方位的开始，为后续学习辨认东、南、西、北，测量，确定位置等做准备。内容包

括单元主题图、上下、前后、左右。

单元主题图创设了一个学生十分熟悉的生活情境，把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上

下、前后、左右都蕴含在内，同时渗透了下一单元“认识图形”的内容，还为三年级

学习东、南、西、北做准备。

对于上下、前后、左右的辨认和描述，学生对于上下的辨认积累的经验最多，

所以教材先安排认识上下。对上下的描述是基于垂直地面，教材创设了观察竖

立的动物图片的情境，引导学生认识上下。由于上下的位置是相对的，教材在引

导学生认识上下时，先定出参照点（基准物），再以此去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教

材还采用改变参照点的方式，来描述同一物体的位置，让学生切实体会上下的相

对性，从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前后的认识，教材是通过上学图来呈现有关内容的。教材首先选定参照物，

进而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让学生体会前后的含义。教材还通过填空的形式，来

反映前后位置的相对性，深化学生对前后位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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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左右的辨认是较难学的。因为左右的观察不仅要受到参照点的制

约，还与观察者的面向有关。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辨认左右，教材注意与学生的

生活经验相结合，通过学生举左手、右手，指左眼、右眼和看自己左边、右边各坐

了哪些同学等形式，帮助学生理解左右。

［单元教学重点］ 能在具体情境中运用上下、前后、左右说出物体的相

对位置。教材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和联系实际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学会用上下、前

后、左右进行正确描述。

［单元教学难点］
1．上下、前后的准确应用。在生活中，学生虽然积累了一些用上下、前后描

述方位的经验，但哪种情况用上下，哪种情况用前后，区分还不是很清楚。为了

突破这一难点，教材采用竖立的图片（垂直于地面）和平行的行走队伍（平行于地

面）为载体，呈现教学内容，让学生体会在不同的情况下正确选择上下或前后来

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

2．左右的辨认。为了降低一年级学生学习左右的难度，教材采用图中学生

都是背向而站，或背向而坐的方式。这样图中观察者与图中学生的观察方向相

一致，降低了学生辨认左右的难度，以此来突破难点。

（三）单元教学建议

1．注重所学知识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因为对物体相对位置用上下、前后、

左右来描述来源于生活，和学生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所以在教学中应创设学

生喜闻乐见的情境。

2．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学生在生活中已经积累了一些上下、

前后、左右的感性认识，教学中应尊重学生已有的认知和经验，找准教学的起点。

3．着重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在教学中，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多说，或

同桌交流，或小组讨论，或全班汇报，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发展学生的

思维。

4．注意把握《标准》的要求。本单元所涉及的左右辨认，都以观察者为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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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建议教学4课时。第1课时教学单元主题图、例1，完成课堂活动第1
题。第2课时教学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和练习五的第2题。第3课时教学例

3，完成课堂活动第3题，练习五的第3题。第4课时综合上下、前后、左右的知识，

完成练习五的第1，4，5，6题。

★单元主题图是让学生感受上下、

前后、左右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如气球

和标语反映上下关系；2辆汽车的排列

反映前后关系；警察指挥交通的手势反

映左右关系；还有路标的介绍，呈现东、

西、南、北；小朋友玩指南针；测量员测定

位置等，反映方向与位置在日常生活中

应用的普遍性。

（1）教学单元主题图时，引导学生认

真理解图意，在学生观察的基础上，指导

学生说一说“什么在什么上面”“什么在

什么下面”“什么在什么前面”“什么在什

么后面”。这时学生虽然还没有学习上

下、前后的有关知识，但依靠学生已有的

生活经验，是能运用这些语言描述图

意的。

（2）对于学生不易观察到的情境，如

警察手指的方向，两个学生玩指南针，两

个测量员用经纬仪测方位等情境，教师

可给予提示。

（3）关于指南针和经纬仪，可让学生

在课前查阅有关资料，然后在课堂上向

其他学生介绍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画

面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进入下

一内容的学习。

（4）另外，圆的岗亭、红绿灯、窗户等又是学生认识图形的好材料，可为认识图形作一些

铺垫和准备。所以这幅主题图也可以作为下一单元的主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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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是采用竖立的图片作为情

境，引导学生认识上下。

（1）最好做成一个合成图片，然后把

这个图片竖立起来（挂到黑板上）让学生

清楚地感受到“上下”关系是在一个竖立

面上产生的。

（2）注意指导学生找参照点，来描述

小羊和大象的相对位置。

（3）可提问学生：“如何确定大熊猫

与大象的相对位置，可以怎样说”。引导

学生说出：“大熊猫在大象的上面”，也可

以说“大熊猫在小羊的下面”。让学生体

会“上下位置”是相对的。

（4）例题中的“还可以怎样说”是开

放的。可提示学生：一是同一张图片的

位置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二是参照点的

选取不是唯一的。

★例2 是通过上学图来引导学生认

知前后。在这幅图中，学生的行走方向

是决定学生前后位置的关键所在。前后

方向的这种相对性要求我们在确定位置

之前，先确定走的方向。所以图中通过

小红的手势，指出这队学生走的方向。

（1）除了要求学生认真观察图意外，

还注意指导学生找准参照点。例如以小军为参照点。可以指导学生把小军圈起来，再用箭

头指出前进的方向，这样就能很好地描述其他学生的相对位置了。

（2）让学生充分交流，对前、后理解到位了，再去填空。

（3）让学生说教室的前、后各有什么，理解前后在生活中的价值。

（4）给学生提出要求，在竖立的情况用上下，在水平的情况用前后，让学生根据不同的情

况选择用上下或前后来描述物体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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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是从学生最熟悉的左右手入

手来认识左右的。

（1）教学时，教师面对黑板让学生

举左手，再举右手。发现问题，教师应

给予明示。

（2）注意学生的生活经验，通过“右

手写字，左手压本子”“右手拿筷子，左

手端碗”等生活常识，让学生认识左、

右。并要求学生说一说，还有什么时候

用左手，什么时候用右手。

（3）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左眼、左

腿、左耳、右眼、右腿、右耳，帮助学生准

确地认识左右。

（4）让学生观察，说一说小红左边

有什么，右边有什么。这是从本人过渡

到根据他人辨认左右，应把握难度。

（5）突出“说一说”中的内容，进一

步巩固左右的认识。让学生相互说一

说，再全班交流。

（6）生活中辨认左右的素材有很多，

教师另外选取素材时，注意难度的把握，

注意两点：一是站在观察者的角度辨认

左右；二是如果要以他人的角度看，观察

者应与他人的面向保持一致。

（7）在教学中，如果学生提到类似主

题图中，学生面对观察者的例子，教师要给学生说明：现在对左右位置的辨认，是以自己为标

准辨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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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 1题是巩固深化上下

的辨认。

（1）教学时可以直接看教科书上的

画面，让学生试着说。

（2）也可以让学生按照教科书的示

范，依样上下摆出三样物品，同桌两人相

互说。

（3）教师可以改变题目要求，如要求

把汉语字典放在最下边，让学生说它们

间的位置。通过说，帮助学生理解上与

下的基本方位。

★第2题与例2是相应的活动，可以

让学生相互说，加深对前后的理解。

★第 3 题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

活动。

（1）让学生把教科书后面的附图剪

下来，剪纸时，指导学生正确使用剪刀，

防止意外发生。

（2）让学生读题。搞清楚每个图片

放在什么位置，必要时，教师可给予

演示。

（3）可以同桌两人合作，一人读题，

一人操作，体现合作学习。

（4）也可以提出要求，看谁摆的对，以训练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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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五共安排了6个题。因为本

单元只安排了 1个练习，对其他知识的

强化巩固都是通过课堂活动来实现的，

所以这个练习中的题是本单元所学知

识的综合。教学中把这些内容分散到

各节新课中去练习，才能收到较好的教

学效果。

★第 1题是按描述的要求放花盆，

让学生在教科书上连线即可。做完后

同学间相互检查、交流。

★第2题是用小动物赛跑的情境作

为练习内容。让学生先关注赛跑的方

向，在此基础上，用前后来描述动物间

的相对位置。本题可配合例 2的教学，

重在让学生交流。

★第 3题可以配合例 3教学。首先

要求学生阅读题目，其次要求学生看清

图画中课本的名称，第三是按观察者的

左右作出判断，再画“√”或“○”，第四注

意反馈、交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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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是根据体育用品的摆放位

置，要求学生用上下、左右去描述这些物

品的相对位置。

（1）让学生根据图片上提供的信息

说位置。

（2）“你还可以怎样说”，具有开放

性。可以提出，不选足球作参照点，而是

选其他物品做参照点（例如篮球），又该

怎样说？篮球的右边有足球、羽毛球两

种物品，这种 练习比例题更进一层。

（3）注意学生的不同说法，如“足球

的上面是乒乓球拍”如果改换参照点，可

以说成“足球在乒乓球拍的下面”，还可

以说“乒乓球拍的下面是足球”等。

★第5题是让学生体会所学知识与

实际生活的联系，体会“前后、左右”在交

通中的作用。可以让学生设想站在车后

来判断左右，在书上画箭头即可。

★第 6题应根据交通规则：“自行

车、行人靠右”来判断。

（1）可采取旋转教科书，使骑自行车

的人背对自己，体验骑车人是否靠路的

右边行驶，从而判断骑车人是否遵守了

交通规则。

（2）在解决本题的同时，应对学生进行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及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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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1.方位词。

（1）上和下。

在地球上,指向球心的方向为下,逆地心的方向为上。上与下的方向都是垂

直地面的。

（2）前和后。

在同一平面内,物体的正面所对的方向为前,相反的方向为后,前与后都是

水平的方向。前后方向会随着物体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3）左和右。

古人习惯以东为左,以西为右。古人认为,西为上,所以规定西为右。若人

站立面向南,西方则为右方，于是就有了右手、右臂、右耳……之说。古人把东西

与左右互相替代。魏禧《日录杂说》云: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自江北而论

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

左右方向也都是水平的方向,且随着物体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上下、前后、左右都是方位词。方位词是名词的一种，是表示方向或位置的词。

方位词分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类。

单纯的方位词有“上、下、前、后、左、右、东、西、南、北、里、外、中、内、间、旁”。

合成的方位词由单纯词以下列方式构成：

④ 前边加“以”或“之”。如，以上、之下等。

④ 后面加“边”“面”“头”。如，上边、下面、里头等。

④ 对举，如，上下、前后、里外等。

④ 其他，如，底下、头里、当中等。

2.上下、前后、左右的应用。

一般来讲，上下、前后、左右这6个方向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三维的方向空

间，被运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人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实，对于上下、前

后、左右的应用，还不仅仅是辨认方向和确定位置，在其他方面的运用更加广泛。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上下有时指职位、辈分的高低，如：君臣上下。有时也

指程度的高低，或事物的优劣，如：不相上下。有时还表示一个大概，如：五十岁

上下等。

前后有时用于空间，指事物的前边和后边，如：春节前后。有时还表示开始

到结束的一段时间，如：全场演出前后用了两个小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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