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角的初步认识






 

角的初步认识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26~27页例1,例2,课堂活动第1,2题及练习八第1,
2题。

【教学目标】

1.经历从现实生活中发现角、认识角的过程,初步建立角、直角

的概念,能说出角的各部分名称,会辨认角与直角。

2.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发展空间观念。

3.感受角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和应用,体验数学的价值,让学生

获得成功的体验。 

【教学重、难点】

帮助学生形成角的正确表象,初步建立角的概念。
从实物中抽象出角以及理解角的大小与两边张开的大小有关。

【教学准备】

课件、小棒、圆形纸片。

【教学过程】

一、观察情境,引入课题

1.呈现主题图

  教师:同学们,喜欢课间活动吗? 课间活动丰富多彩,课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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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健康快乐,就让我们一起先去感受课间活动热闹的场景吧。
课件出示课间活动的主题图。

2.从实物中找角

教师:校园生活可有趣了。大家看,在美丽的校园里还藏着好多

角呢,聪明的孩子赶快找找吧! 哪些物体上有角呢? (生踊跃举手。)
教师:大家能用数学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事物,真是一群会观

察、会发现的孩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新图形———角。
板书课题:角的初步认识。
[点评:从学生熟悉的课间活动引入,动感的画面、欢快的音乐,

一方面给学生带来感官的冲击,另一方面唤起学生对生活中所感知

“角”的记忆。学生通过观察,发现了画面中藏着要认识的新的平面

图形———角,学生在欣喜、兴奋中自然地进入了学习状态。]

二、经历过程,探究新知

1.认识角

(1)指角。
教师:刚才同学们说到剪刀上有角,吸管上有角,水管上也有角。

剪刀上的角在哪儿? 谁愿意上来指一指? (学生指到了角的顶

点处。)
教师:孩子,这样指就更清楚了。(教师从顶点出发,分别指角的

两条边,最后在两边之间画一条弧线)这是一个角。其他孩子看清楚

了吗? 睁大眼睛仔细看,待会我们比一比谁和老师指得一样准。(老
师再指一遍。)你能像老师这样指一指、说一说吗? (请学生完整地指

出角。)
教师:吸管上的角在哪儿? (学生上台指,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整

地指出了角。)
教师:水管上的角在哪儿? (学生独立指出了完整的角。)
[点评:从学生找角到指角的过程,教师基于学生的认知起点,对

不准确的指角方法进行纠正,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实现生活化

向数学化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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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象出角。
教师:小朋友们已经能够准确地指出角了。这些角是什么样子

的呢? 想不想看?
教师:(课件出示实物剪刀。)闭上眼睛,回忆刚才指的过程,想象

一下这个角的样子。
教师:睁开眼睛看看吧! (课件演示从实物抽象出角的形状的过

程。)和你想的一样吗?
教师:吸管上的角,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呢? (课件演示从实

物抽象出角的形状的过程。)
教师:眼前出现水管上的角的样子了吗? 伸出手和老师一起比

划比划。(看课件演示。)这些图形都是数学中的角。老师把它们都

请到黑板上来,看看数学中的角是什么样子的。(将3个角画在黑

板上。)
(3)认识角各部分的名称。
教师:通过观察这些不同的角,认真比较它们有什么相同的

地方?
学生:它们都有一个尖尖,都有一个点。(抽学生指,教师用红色

粉笔点出来。)
教师: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学生:它们都有两条直直的线。
教师:我们把这个尖尖的点叫做这个角的顶点,这两条直直的线

叫做角的边。这是一条边,这是另一条边。一起打个招呼吧。(顶
点、边。)一个角有几个顶点、几条边? (一个顶点、两条边。)一个角有

一个顶点、两条直直的边。
教师:谁来指指这个角的顶点和边? 最后这个角谁来指?
学生上台指,引导学生评价指得是否正确。
给你一个角你能找到它的顶点和边吗? 拿出题单完成第1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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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仔细观察,一个角有几个顶点,几条边?
教师:(出示课件,回到主题图。)我们刚才在图中找到那么多角,

每一个角都有一个顶点,两条边,像这样的图形就是角。
[点评:通过观察,帮助学生从实物中抽象出角的形状,再通过比

较找到共同特征,使学生清晰地建立起角的表象,发展学生的抽象概

括能力和空间观念。]
(4)操作做角。
教师:我们认识了角,想和它成为好朋友吗? 那我们一起来动手

做做角吧!
活动要求:①前后4人合作,用不同的材料做角。

②把做的角摆放在桌子上,比一比谁做的角又好又多。
反馈汇报:
教师:刚才每个组的同学用不同的材料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角。

哪一组自告奋勇地来展示你们做了哪几种角? 其他同学认真倾听、
仔细看。

①学生用两根小棒摆出一个角。
教师:你为什么要把这两根小棒这样连起来? 分开摆是角吗?
学生:两根小棒的一头要挨在一起。如果分开了就没有角的顶

点,就不是一个角了。(说完后小心翼翼地将两根小棒的一端靠在

一起。)

②学生用圆形纸折角。
学生独立创造角,小组交流折法。
教师:你是怎样折的? 指一指你折的角顶点和边在哪里。

③做活动角。
教师:为什么选择两根塑料片,还要把一端扣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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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因为两根塑料片就是角的两条边,这样扣起来就有了角的

顶点。
教师:你做的角和前面用小棒摆的角、用纸折的角有什么特别的

地方? (可以动。)你动给大家看一看。
教师:准备好活动角,我们来做一个“超级变变变”的游戏。
教师:听口令,先做一个小小的角,请把你的角变大一点,再变大

一点,变小一点,再变小一点。
教师:加快节奏,看谁的反应快。变大、变小、变大、变大、变小。

变成功了吗? 成功的孩子用行动告诉老师。
教师:通过刚才的游戏,你有什么发现?

①角的两边张口越大,角越大。

②不论角变大或变小,都有一个顶点,两条边。
教师:在生活中你们见过像这样大小可以变化的角吗?
课件演示:剪刀,时针和分针组成的角的变化,扇子合拢、打开组

成的角的变化。

2.初步认识直角

(1)观察教科书封面上的直角。
教师:看看它上面有几个角。你认识这些角吗? 它叫什么名字?
(2)联系生活认识直角。

①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东西上面有直角,并指出来。

②小组互说。
学生:黑板面、五星红旗、桌子面、墙面、笔盒面上都有直角。

③找一找,我们的三角板上有直角吗? 老师把三角板上的直角

画下来,你能找出它的顶点和边吗?
(3)认识直角符号。
教师:老师在直角处画“┐”符号,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4)折直角,拿出一张你喜欢的纸,你能折出一个直角吗?
小组活动后汇报。
(5)用三角板上的直角比一比,判断黑板、教科书封面上的角是

否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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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通过观察、操作等多样化的方式认知直角,初步建立直角

的表象,发展空间观念。]

三、练习应用,巩固内化

1.完成第30页练习八第1,3题

2.摆角、数角

教师:今天,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认识了角,那么你们都知道了哪

些有关角的知识?
教师:瞧,数学博士正从数学王国中赶来,他还从数学宝库中给

我们带来了一些题目,你们想不想和数学博士比一比?
(1)用3根小棒,你能摆出几个角? (小组活动、汇报交流。)
(2)数一数,下面图形各有几个角? (同桌互指、汇报交流。)
(3)数一数,图中共有几个直角? (小组讨论、汇报交流。)
[点评:通过动口说一说、动手摆一摆、数一数等多样化的练习方

式,促进学生对角与直角特征的进一步感知与巩固,发展学生的空间

观念。]

四、反思总结,概括提升

教师:这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角。你们对自己的表

现满意吗? (满意。)我们用一个手势来表示一下。别动,你看到角

了吗?
教师:因为有了角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课件

欣赏生活中的角。)关于角的知识还有很多,课后大家还可以继续探

究更多有关角的奥秘。
[点评:通过做胜利手势、生活中的角的欣赏,使学生感受到角在

生活中广泛存在,再看角多了一份数学的眼光,也为后续学习起到很

好的激励作用。]
(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小学 陈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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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角和钝角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28~29页的例3、例4及第29页的课堂活动1,2题。

【教学目标】

1.通过比较认识锐角和钝角,能辨认锐角和钝角。

2.加深对直角与锐角、钝角的关系的认识,发展学生的空间观

念,丰富学生的形象思维。

3.感受钝角与锐角在生活中的存在与应用,激发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会辨认锐角和钝角。
教学难点:能根据直角与锐角、钝角的关系判断、辨认锐角与钝角。

【教学准备】

角卡、小棒、三角板。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教师:同学们喜欢去儿童公园玩吗? 谁愿意把你玩过的项目告

诉大家? (让学生充分地说。)今天,我们一起去儿童公园玩玩,好吗?
出示公园情境图,引导学生观察思考:图上画的是什么? 你能根

据所学的有关角的知识,说说图上哪里有角,哪些是直角,哪些不是

直角吗?
教师引导学生汇报交流后谈话导入:你们知道吗? 在数学王国

里,“角的家族”里有三兄弟,我们已经认识了它们中的老二———直

角。你们还想认识直角的弟弟和哥哥吗? 今天,我们比一比,看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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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最先认识它们,并和它们交上朋友!
[点评: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采用童话故事引出课题,激发了学

生认识新的角的需要。]

二、经历过程,探究新知

1.操作体验,初步感知直角、锐角和钝角

(1)组织学生分组活动。

①拿出教师准备的装有各种角卡的袋子,把这些角展开在桌面

上,看看你能把它们分成几类?

②学生按要求活动,教师巡视辅导。
(2)组织学生汇报交流。

①分成两类:一类是直角;一类不是直角。

②分成三类:直角是一类;比直角小的分为一类;比直角大的又

分为一类。

2.讨论交流,明确锐角和钝角的含义

学生交流后小结:比直角小的就是直角的弟弟,我们叫它———锐

角;比直角大的就是它的哥哥,我们叫它———钝角。
教师:怎样判断一个角是不是锐角或钝角?
学生讨论得出用三角板上的直角去比的方法来判断。

3.教学例4,尝试练习

(1)让学生试着把这些角进行分类。
(2)全班交流,评议。
(3)总结辨别锐角、钝角的方法。

4.游戏操作,加深对锐角和钝角的认识

教师:一个长方形有几个角,是什么角? 猜猜看,如果剪一刀,剪
掉一个角,还剩几个角?

动手操作,验证猜想。
请学生拿出课前准备好的长方形图片进行操作,剪得的结果可

能有如图1、图2、图3所示,然后进行集体交流。交流时教师用多媒

体课件动态展示学生剪的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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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教师:看来一个长方形剪掉了一个角以后,会出现剩3个角、4个

角或5个角的情况。仔细观察这些角分别是什么角?
学生拿出刚才剪的图形,同桌之间交流,然后全班交流,加深对

锐角、直角、钝角的理解。
[点评:通过创设 “一个长方形剪一刀,剪掉一个角,还剩几个

角”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操作活动,让学生在操作中观察角的

变化,将角合理分类,进一步加深对直角、锐角、钝角的认识。]

三、练习应用,巩固内化

1.第29页课堂活动第1题

游戏:用手臂做出大小不同的角,小组判断是什么角。
抽小组上台展示,全班判断。

2.用小棒摆角

(1)学生先独立操作,用两根小棒摆出不同的角。
(2)在小组内交流自己摆的是什么角? 比直角大还是小?
(3)再全班交流,加深对锐角、钝角的认识。

3.用三角板拼角

教师:三角板上有哪些角? (直角和锐角,没有钝角。)如果老师

给你两块三角板,你能不能拼出各种不同的角?
同桌合作,小组交流。(学生用两块三角板拼出了各种锐角、钝

角和直角,并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
[点评:让学生在形式多样的做角、摆角、拼角的游戏中加深对这3

种角的认识,使学生感受到了数学学习的乐趣,也获得了成功的体验。]

四、反思总结,概括提升

教师:今天你认识了哪些新朋友? 你有哪些新的收获? 在我们

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锐角和钝角,让我们课后去寻找吧!
(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小学 陈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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