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折线统计图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认识折线统计图的特征，体会折线统计图在表示数据变化趋势方面的作

用。

2. 读懂折线统计图所反映的数据信息及其变化规律，并对图中所反映的现

象做出简单分析，能进行初步的判断与预测。

3. 能根据提供的数据，在网格图中有条理地初步绘制单式和简单的复式折

线统计图。

4. 能从报刊、电视等媒体中获取数据信息，读出简单的折线统计图中所反映

的事实，分析变化趋势。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教学内容包括折线统计图的认识、折线统计图的绘制、复式折线统计

图的认识、课堂活动、练习二十七以及综合与实践。

在前面有关统计的学习中，学生已经多次从不同层面经历了数据的收集、整

理、描述和数据分析的过程，对统计的过程和方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在数据描述方法上，四年级下学期进一步认识了1格代表多个单位的条形统

计图的特征与用途——表示数据的对比，能从条形统计图中读出信息，并分析所

反映的一些现象，能绘制简单的条形统计图。

教科书结合具体实例集中编排了折线统计图的认识、分析、绘制与简单应用

的内容。教科书还给学生留下了探索和尝试的空间，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

和经验，在“想一想”“说一说”“试一试”中发现或体会绘制折线统计图的要点与

程序。教科书在综合与实践中设计了“发豆芽”的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了

解豆芽的发制过程，将数学课的统计与计算、科学课的植物与栽培以及社会课的

市场调查等学科的相关内容整合其中，发展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单元教学重点］ 认识折线统计图，体会学习折线统计图的必要性。了

解折线统计图的特点，能看懂折线统计图，从统计图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培

养学生的读图能力。

［单元教学难点］ 认识折线统计图的特征，体会折线统计图的优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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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有横轴、纵轴的方格图上用折线表示相应数量的多少和变化情况。

（三）单元教学建议

在本单元的教学中，教师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关注知识的生长点，恰当地引入新知识，使学生体验新知识产生和学习的

必要性

教科书在学习折线统计图之前出现了已经学习过的条形统计图，条形统计

图能使我们快速、具体、形象地看出数据的多少、分布情况，但是不方便看出和预

测事件在某一范围内发展、变化的趋势，这恰好是折线统计图的优点，这就为新

知识的产生和学习奠定了基础。

2. 注意采用多种学习方式让学生体会折线统计图所反映数量的本质及其规

律

教学中，直观感知折线统计图所反映的现象、本质及其变化趋势，不要由教

师全部讲授，要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总结。折线统计图的特点应将学生的认识落

实在对应点的高低、对应线段的上升与下降以及倾斜程度上，这样有利于学生主

动体会和认识折线统计图的特点和作用，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

3. 注意培养学生认真、仔细的学习品质

绘制统计图对学生来说比较难，教学时学生除了掌握绘制的要点与步骤外，

还要注意使绘制的图整洁、美观，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另外在绘制折线统计图

时，由于受教科书篇幅的限制，所提供的网格线较密集，不容易准确描点，教学时

可以提前制作一些大的网格纸，为学生绘制折线统计图提供方便。

4. 通过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促进学生发展性领域目标逐步达成

不论是折线统计图反映的现象、本质及变化趋势还是复式折线统计图的优

点，教师都可以组织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合作交流、相互倾听、优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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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折线统计图”教学内容的安排是：首先认识单式折线统计图的特征，

再学习画单式折线统计图，最后学习复式折线统计图。本单元安排了3个例题，1
个课堂活动和练习二十七，建议用3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例2，课堂活动

第1~2题。第2课时教学例3，课堂活动。第3课时教学练习二十七。

★例1认识折线统计图。

教科书创设了亮亮打算去九寨沟

旅游，需要事先了解天气变化情况的情

境。在主题情境后面呈现了统计表与

条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在对比中

发现，条形统计图比统计表更能形象、

直观地看出某一个月的气温情况，但气

温在未来的时间究竟呈增加还是减少

的趋势从折线统计图上就更容易看出

来。这样安排不但复习了已经学习了

的知识，还体现了折线统计图的学习价

值和特点。

（1）联系条形统计图引导学生了解

横向和纵向的数据分别代表什么。

（2）横向和纵向数据的单位长度各

表示多少？

（3）小结：将各个月份与对应气温

的相交点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了折线统

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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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根据折线统计图回答教科书

上的问题时，一定要紧扣折线统计图的

特点来认识。比如第（1）问，要把气温的

最高点与对应的月份联系起来，7月份

的月平均气温最高。第（2）问，找到10℃
所对应的横线下的气温所对应的月份。

第（3）问，要引导学生在整体理解折线统

计图的基础上，结合生活经验，给亮亮提

出建议。

（5）完成“试一试”。

★例2教学绘制折线统计图。

画折线统计图能让学生加深对折线

统计图的认识。教学折线统计图的绘制

时：

（1）注意要让学生明白绘制顺序，先

根据数据描点，再顺次连线。

（2）画完后让学生根据自己在绘制

中的体会，交流画统计图时应注意的问

题，其中包括绘制的要点、绘制步骤以及

认真、仔细的学习品质。

（3）画出统计图后组织学生结合具

体情境议一议，巩固画图经验，初步形

成画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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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统计图回答问题时，第（1）
（2）问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第（3）问，

可以引导学生用手势比画折线的变化，

感受变化的趋势，在整体理解折线统计

图的基础上，获得正确的答案。

★课堂活动第1题是让学生根据自

己的生活经验与估计，用手势比画出题

目涉及的数量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在

这些学生十分熟悉和感兴趣的情境中，

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描述数量的上升、

下降以及变化的平缓程度，其意图在于

能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进一步形象地感

知折线统计图能够反映出数量增减变

化的趋势与程度，并且这样的课堂活动

学生会很有兴趣来参与。

★第 2题是某商场 7月~12月毛衣

和衬衣销售情况统计图，要求学生根据

生活经验及折线统计图上升或下降趋

势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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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描述两种衣服销售量的变化

时，重点要对最高点、最低点以及折线

变化过程中倾斜度最大的部分、最平缓

的部分进行对比认识，并结合天气变化

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2）结合现实生活让学生想象如果

自己是销售经理，在进货方面按不同的

时间考虑衬衣和毛衣哪种多进些，哪一

种少进些。

（3）作为消费者，又可以考虑在什

么时间段去购买某种衣服会有比较大

的选择，在什么时间段去购买某种衣服

可能会比较便宜等。

★例3教学复式折线统计图。

（1）了解信息：中美两国自 1984年

以来参加 8届夏季奥运会获得的金牌

数。

（2）尝试绘制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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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流从图中了解到的信息。

（4）讨论统计图的优点。

这样编排的意图是让学生从统计

表中众多信息的认读体会到绘制复式

折线统计图的必要性。学生经历了绘

制的过程，更能理解复式折线统计图的

特点。

★课堂活动是根据复式折线统计

图回答问题。

这个情境和学生的生活实际有一

定距离，要了解学生这方面的生活经

验，在交流中结合情境让学生了解当营

业额大于支出就产生盈利，当营业额小

于支出就会亏本。盈利多，说明经营得

越好；产生亏本，说明经营有问题。比

如6月不仅营业额最大，说明顾客多、人

气旺，而且产生了最大的盈利，是营业

情况最好的一个月。可是到了 7月，经

营状况开始出现了问题，营业额下降，

可支出在不断地增加，到了 8月已经明

显出现亏本，9月、10月的亏本情况较 8
月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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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二十七第1题是观察折线

统计图并填写统计表，然后回答问题。

目的是通过找准折线统计图中的对应

点填写统计表，了解统计图与统计表的

联系，并通过填空引导学生理解图中对

应点、折线段的倾斜程度以及整体折线

变化趋势的实际意义，使学生进一步读

懂图意，联系实际需要做出分析和预

测。

★第2题是根据统计表提供的数据

绘制折线统计图，并看图回答问题。目

的是让学生进一步掌握绘制折线统计

图的方法，能较准确地绘图，并能根据

折线统计图进行实际状况的分析，对一

些问题作出预测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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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题和第 4题是直接让学生看

折线统计图回答问题。要重视对问题

的现象分析、判断或预测，落实到统计

图对应点或折线段特征的认识上，从而

进一步发展学生认读折线统计图的能

力，体会利用折线统计图帮助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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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与实践“发豆芽”，通过学生亲自发豆芽的活动，学生不仅可以了解豆芽

的生长过程，还在这个活动中学会运用多种途径查询和收集相关资料，并运用数

学的方法记录和描述豆芽的生长情况，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劳动和市场意识，发展

了动手实践以及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建议用1课时教学。

★教科书在编排上，从五年级学生

的知识积累、动手能力以及生活经验出

发，将发豆芽的过程落实在 4个具体的

环节中：调查与收集——发制与记录

——整理与分析——预测与应用。

（1）“调查与收集”是任何一项研究

的开始，可通过上网、报纸、相关刊物以

及询问等方式，学会查询、调查和收集相

关资料，从中了解到关于豆芽的一些相

关情况，并将这些信息整理、记录下来，

从而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

力。

（2）“发制与记录”是学生按照发制

程序，动手发豆芽的过程，这需要一个较

长的时间来完成（7~10天），在此过程中

要对豆芽的生长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

就需要用数学的方法设计一张记录表，

记录表栏目的设计应包括日期、豆芽高

度（含最高与最低）、死亡棵数，还可以增

加浇水次数、浇水时间以及浇水的多少

等，以便日后分析生长原因。记录表在

使用过程中可以逐步完善。

（3）“整理与分析”是在豆芽发制结

束后，首先将过程中记录的豆芽成活与

死亡的情况以及豆芽的生长情况绘制成

统计图表，并从豆子的选择、容器的确

定、发制的程序、过程的管理对豆芽的成

活与生长情况进行分析与反思，总结发豆芽过程中的成绩与不足。

（4）“预测与应用”是让学生深入实际、走访市场，了解黄豆、豆芽的销售价格，并预测一

下用一定量的黄豆发制豆芽到底有多大的盈利，让学生将参加本次活动的体会与收获在小

组内说说，并用自己的话写下来。

★活动拓展。安排学生先作市场调查，然后安排时间让学生交流。

本活动中，教师要重点关注学生参与每个环节活动的目的与价值，借助统计图表汇报豆

芽生长情况，交流具体的做法，而不必对豆芽发制的成果进行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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