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观察物体

观察物体(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7页的例1、例2,第48,49页课堂活动第1,2题。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物体有正面、侧面、后面等,知道从不同位置观察同

一个物体,所看到的形状是不同的。

2.能根据具体实物、照片或直观图辨认从不同位置观察到的简

单物体,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3.灵活运用“转动被观察物”“改变观察者位置”两种观察方法实

现多角度观察。

【教学重、难点】

能根据具体实物、照片或直观图辨认从不同位置观察到的简单

物体,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让学生4人一组四面围坐,教师为每组准备小马玩具

一只;课件。
学生准备:每组自备字典、卷笔刀或文具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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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体会为什么要“观察”

1.局部观察,引发争论

课件出示一位女教师身着演出服的背影照,请学生看看她是哪

位老师。学生可能从身材、发饰等方面来猜测,引发争论。

2.全面观察,统一意见

课件依次出示女教师侧面照、正面照。学生不再争论,齐声准确

地叫出老师的名字。
提示课题:要想准确辨认一个人,我们不能只看一个面,而要从

多个面进行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怎样观察物体(板书:观察

物体)。
[点评:学生开始争得面红耳赤,继而又众口一词,正是这种强烈

的反差,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多角度“观察”的必要性。]

二、观察实物,学习怎样“观察”

1.本位观察,认识正面、侧面、背面

老师为每个小组准备一只恐龙玩具,并让恐龙头朝着黑板方向

放在桌子中央。每个同学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说说自己看到了恐

龙的哪一面,有些什么。
请一个小组的同学来汇报。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看到了恐龙的前面,有头、两只眼睛、两条前腿。

②看到了恐龙的侧面,有身子、左眼、两只左腿。

③看到了恐龙的尾巴。
……
老师追问:还有哪些同学看到了恐龙的侧面? 你看到的也是左

眼和两只左腿吗?
[点评:二年级的孩子不易理解物体的左侧面和右侧面的细微差

别,而辨别恐龙的左眼和右眼、左腿和右腿则是极容易的事。通过追

问,让学生有意识地关注左侧面与右侧面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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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换位观察,感受不同

想不想看看恐龙的另一面是什么样的呢? 请你和对面的同学交

换位置坐好,再次观察恐龙,说说你又看到了什么?
小结:我们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观察的位置就不同了,所以看到

的恐龙的形状也就不一样了。

3.“拍照”游戏,全面观察

教师:老师给恐龙拍了照,猜猜这几张照片分别是从恐龙的哪一

面拍到的? (课件出示照片,学生口答。)你猜得对不对呢? 亲自来给

恐龙拍拍照吧! 老师随便指一张,你认为是在恐龙的哪一面拍到的,
就快速跑到那个位置上,“咔嚓”一声拍下来。

4.辨认照片,推测观察者位置

教师:我们身边有许多熟悉的物体,比如文具盒、字典、削笔刀、
电脑等等,请大家现场找一个物体进行观察,说说你看到了什么。请

大家看教科书第47页的例1,这4张茶壶图分别是哪位小朋友看到

的呢? 说给同桌听听。
[点评:通过换位观察、拍照、辨认等,让学生感受不同位置看到

的实物的形状,体验不同的观察角度,发展空间观念。]

5.动手操作,巩固新知

学生完成教科书第47页例2。集体订正时,着重让学生说说小

军和小明画的有什么不同。

三、练习应用,积累观察经验

1.转动被观察物

教师:泥塑作品中的小朋友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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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把作品转过来,大家再看看! 原是他们是在玩老鹰捉小鸡

的游戏。

2.改变观察者的位置

课件出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正面照(也可是其他代表性建筑物

照片)。
教师:如果我想看看大礼堂的侧面,请同学们想想办法。
学生很快想到应该让观察者到人民大礼堂的侧面去。

3.完成第48,49页“课堂活动”第1,2题

请学生说说是怎么想的。

四、欣赏总结,培养观察习惯

教师出示一组夜景图片,注意分辨拍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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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孩子们,我们的家乡山水秀丽,让我们用今天学到的知

识,选择最佳的角度去观察、发现、欣赏身边的美吧!]
(重庆市巴蜀小学 周智雄)

观察物体(组合体)(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8页的例3,第49页练习十二第1,3,4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根据实物、图片辨认由两个实物(人物)组成的物体,发
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2.学习从不同角度观察组合物体(或多个人),并根据提供的图

片确定观察者的位置。

【教学重、难点】

从不同角度观察组合物体(或多个人),并根据提供的图片确定

观察者的位置。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课件。
学生准备:铅笔、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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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为观察做准备

完成教科书练习十二第1题。

教师:小刘家准备买车了,几个小伙伴正在帮着挑选呢! 以下照

片分别是谁拍摄到的? 连一连。(学生在书上连线。)

指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

教师:如果再来一个小朋友,站在轿车右门边拍照,得到的照片

和这几张照片一样吗? 为什么?
学生:不一样。因为右侧面和左侧面拍摄出来的照片的车头方

向不同。

教师:今天,我们就来继续学习观察物体。

板书课题:观察物体。
[点评:熟练地辨认单个物体前、后、左、右面的形状,是观察组合

体的基础,通过复习唤起学生已有的经验,有利于对组合体的观察。]

二、观察想象,体验观察方法

1.教学例3

(1)“我是摄影师”。

课件出示教科书例3主题图:母女俩面带微笑站好,动画显示孩

子的爸爸奔往4个方向拍照。

教师:假如你就是图上那位摄影师,说说看:在前面你拍到的人

和景物是什么样的? 到了后面呢? 左面呢? 右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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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一填、议一议。
课件出示4张照片。
教师:你能分辨这4张照片分别是从哪一面拍到的吗? 请你在

教科书上填一填。
学生完成以后,分组讨论:第3,4张照片都填“侧面”可以吗? 为

什么?
学生汇报:这样填不准确。因为第3张照片是在母子俩的右侧

面拍摄的,第4张照片是在母子俩的左侧面拍摄的。

2.巩固练习

完成教科书练习十二第4题。
[点评:组合体的观察,比单个物体的观察复杂———要考虑物体

与物体之间的前后遮挡、左右方向等问题。根据某组合体的照片,确
定观察者位置这一任务,对学生的空间想象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让

学生假扮摄影师的活动,目的在于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实现由形象

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过渡。]

三、练习应用,巩固观察经验

1.猜猜画画,观察验证

在讲桌上摆长方体、正方体纸盒各一个,并请4位同学站在桌子

四周。每个同学平视前方,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呢? 请你画一画。带

上你的作品,实地考察一番,验证自己画得对不对。

教师:有人认为前面和后面两位同学看到的是一样的,你觉

得呢?
学生展示作品,证明前面和后面的同学看到的不一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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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两位同学看到也不一样(如下图)。

[点评:改变传统的数学作业方式,让学生动手画一画,有利于激

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2.完成教科书练习十二第3题

3.看图连线:下面的图形是谁看到的? 请你连一连

4.下面的照片分别是谁拍摄到的? 用线连一连

[点评:通过多层次的练习,进一步让学生巩固观察方法,积累观

察组合体的经验,促进空间观念的发展。]

四、反思总结,内化经验

教师:同学们,今天学习的观察物体与上节课学习的有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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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你有什么新的收获呢?
(重庆市巴蜀小学 周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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