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四 认识图形

（一）单元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操作、交流等活动，理解并能用自己的语言描述长方形、正方形

的特征。能辨认平行四边形。

2.会用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圆拼组图形，发展空间观念。

3.在对长方形、正方形特征的合作探索过程中，学会与他人合作、交流，并从

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二）单元内容分析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认识是学生在一年级下册对长方形、正方形以及二年级

上册对直角有了初步认识，并能进行简单辨认的基础上，进一步安排的对长方

形、正方形特征的认识。它是学生以后学习长方形与正方形的周长、面积计算，

以及认识长方体、正方体特征的基础。因此，这部分内容的教学具有承上启下的

作用。

本单元内容有：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平行四边形的认识、拼组图形，包括

4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1个练习和1个数学文化。

平行四边形是在本套教科书中首次出现的内容，只要求学生会辨认，它是学

生以后学习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和面积计算的基础。

拼组图形是在学生对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圆有了初步认识，对长方形、正方

形特征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编排的内容。主要是通过拼组图形的活动，巩固对

图形的认识，并通过看、拼、想、说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合作

交流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单元教学重点]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由于以前辨认长方形和正方

形是感性的认识，而现在是对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理性认识，要知道长方形、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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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和角的特征，从边和角去认识图形特征，也为以后学习其他平面图形做铺垫。

[单元教学难点] 辨认平行四边形。由于学生对平行四边形的认知有一

定难度，需要具备最基本的四边形（长方形、正方形）的认识基础，所以只要求学

生会辨认。把这部分内容安排在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认识之后，由易到难，符合学

生的认知规律。

（三）单元教学建议

1.加强学生的观察与操作活动。本单元要重视学生借助观察与操作的实践

活动进行学习。对长方形、正方形特征的探索，一定要让学生去数一数、比一比、

量一量、折一折；对平行四边形的认识，要让学生认真观察生活中平行四边形的

实物，再抽象出图形；在拼组图形的学习中，更需要学生通过看、拼、想、说等活

动，在实践中创新、创造、发展。

2.重视学生探索中的合作交流。本册教科书的编排较突出地体现了学生在

自主探索、动手实践过程中的合作与交流。如在学习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时，

教师要根据教科书提供的情境，结合教学实际，给予学生合作交流的时空，鼓励

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培养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通过交流，使学生

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3.注意把握教学要求。长方形、正方形是第2次出现，要求学生在观察、操作

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长方形、正方形的特征，理解一个图形为什么是长方形、正

方形。而平行四边形是第一次出现，是感性认识，只要学生能辨认即可。因此在

教学中既不能降低对长方形、正方形的学习要求，又不能拔高对平行四边形的学

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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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建议用4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完成第65页课堂活动第1，4题

和练习十三第1，2，4题；第2课时教学例2，完成第65页课堂活动第2，3题，练习

十三第 3，5，6题；第 3课时教学例 3、例 4，完成第 66页课堂活动第 1，2题；第 4课

时是本单元的练习课，完成练习十三第7~11题。

★长方形和正方形在日常学习与生

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学生也有较多的直

观体验，所以教科书一开始就从生活中

的实例“黑板的面是长方形，方巾的面是

正方形”引入学习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

实际。

★例1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操作等活

动认识长方形、正方形的边和角的特征。

（1）每个学生都要准备长方形和正

方形的纸片作学具，还要准备直尺和三

角板。

（2）采用多种方法探索长方形和正

方形的特征。通过“数一数它们的边和

角”，发现它们都有 4条边、4个角；通过

“比一比，量一量”“折一折”等各种不同

的方法，进一步发现长方形与正方形的

边、角的特征。

（3）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长

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学生的描述可能

不完善、不规范，教师要加以引导和归

纳，在交流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

（4）了解长方形、正方形的特征是本

单元的教学重点，是学生应理解并掌握的内容，所以教科书把“长方形的对边相等，4个角都

是直角。正方形的4条边都相等，4个角都是直角。”完整地表达出来，强化学生对长方形和

正方形特征的认识，教学时可让学生读一读或勾画，但不必要求学生死记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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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是平行四边形的初步认识，

即辨认平行四边形。

（1）可用课件呈现教科书中提供的

木栅栏、铁花、楼梯扶手、编织花纹等实

物，让学生从实物中感知平行四边形，形

成对平行四边形的表象认识。

（2）在课件中将平行四边形的边框

进行闪烁，再抽象出平行四边形的几何

图形；也可以把平行四边形贴在黑板上，

用粉笔描出平行四边形的边缘，这样也

可以抽象出平行四边形的几何图形。

（3）让学生说一说平行四边形是什

么样子的，如能说出左右两边是斜的，角

不是直角等就可以了，教师不要去总结

平行四边形的特征。

（4）说一说生活中还见过哪些物体

上有平行四边形，感受平行四边形与生

活的联系。

★课堂活动第1题是通过围的活动巩

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边和角的特征。可

让学生说一说为什么围的图形是长方形

或正方形。

★第2题是通过折一折，剪出1个平

行四边形。用一张长方形的纸先对折2
次，然后展开，按照图示画2条线段，再剪。

★第3题是用两副一样的三角板分别拼出正方形、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加深对这3种
图形的认识。

★第4题是用小棒围正方形和长方形，进一步巩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学生的围

法可以多种多样，但无论怎么围，长方形的对边都是相等的，4个角都是直角，正方形的4条
边都相等，4个角都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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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是让学生先看到已经存在的实

物图片，然后在脑子里建构由图形组成的

表象，再用图形拼出来。

（1）出示教科书中的大树、房子、卡车

的实物图片，让学生想象这些实物的各个

部分分别像学过的什么图形，如大树的树

叶像一个三角形，树干像一个长方形等。

（2）在头脑里想象大树、房子、卡车的

样子，然后用学过的图形把它们拼组出来。

（3）说一说所拼的大树、房子和卡车各

用了哪些图形。

（4）通过学生看、想、拼、说等活动，学

习拼组简单图形的方法，体会拼组图形的

乐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及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空间观念的发展。

★例4是先想象一个图案，然后试着

拼组，再说一说用了哪些图形。

（1）先激发学生拼图的兴趣，让学生想

象准备用手中的学具拼组什么图案。教师

可以提示学生，可以拼组一个事物，或者拼

组一个情境。

（2）学生根据自己的想象用学具拼出

实物或者情境。

（3）拼图之后，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说一说拼的是什么，用了哪些图形。有的学生会直接说

自己拼的是什么，也有的学生会通过拼组的图形讲一个小故事。

★课堂活动第2题是七巧板的拼组图形活动。

（1）要求学生课前将教科书第107页的七巧板剪下来。

（2）结合教科书第69页的数学文化，介绍七巧板的组成、由来和用途。七巧板是一种传统的

数学游戏，它可以使学生在有趣的活动中进一步感知各种图形的特点，体会图形的联系和区别，

培养学习的兴趣。

（3）仿照第2题中的图示拼一拼，并说说拼的是什么。

（4）为使拼图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可以在课堂上搞一个拼图大赛，比一比谁的拼图最有

创意。教师要组织学生相互交流、展示，让每个孩子都有成功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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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学生可以按自己的意愿

在方格图上画出长方形和正方形，只要

符合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即可。

★第4题，学生先独立填写，然后让

学生说出为什么要这样填，进一步巩固

长方形、正方形边的特征。

★第 5题，将对应图形的番号填入

括号里。填完后说说是怎样辨认长方

形、正方形和平行四边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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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题，可先让学生观察钉子板

上的图形，再想一想怎样才能变成平行

四边形，然后在书上画出怎样改的。

★第9题，可先让学生仔细观察图，

然后试着填一填，再引导学生说出空白

长方形的长就是涂色的大正方形的边

长，宽就是涂色的小正方形的边长。

★第 10题有 2个小题，并且是连续

的、递进的，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第（1）题，让学生明确最大正方形就

是以长方形宽的长度作边长的正方形，

可让学生在图中画出边长是5cm的正方

形，并标出数据。

第（2）题，要引导学生观察剩下部分

的长方形，通过观察分析，得出剩下长方

形的长是原长方形的宽（5cm），剩下长

方形的宽是7-5=2（cm），并在图上标出。

★思考题，教师要引导学生有序地

数图形。先一个一个地数有3个平行四

边形，再把2个平行四边形看作1个大平

行四边形，两个两个地数有 2个平行四

边形，再三个三个地数有1个平行四边形，共6个平行四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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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七巧板。用连环画的形式介绍七巧板的组成、由来和用途。

★建议结合拼组图形进行教学。

★可以让学生自己阅读，然后说说

通过阅读知道了什么。

★通过交流，教师要引导学生感受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和七巧板的

神奇，激发学生用七巧板拼图的兴趣。

★把教科书第107页的七巧板剪下

来，拼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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