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人教版教学反思 四年级人教版音
乐教案(精选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四年级人教版教学反思篇一

感受歌曲里一家三口唱歌的快乐，能随音乐用不同的肢体动
作表现节奏。

1、能由浅入深地认识歌曲的结构，通过感观和体验，认识到
乐曲的特点。

2、享受用乐器为歌曲伴奏的乐趣，体验与同伴合作演奏的快
乐和成功。

1、已熟悉碰铃、串铃和哨子三种乐器的使用方法。

2、每人各一套乐器(碰铃、串铃、哨子)。

一、完整欣赏音乐，初步感受歌曲欢快的旋律。

1、入室完整地欣赏歌曲。

2、小结：原来这是一首蒙古族的问答歌。

3、演示课件，第二遍完整欣赏歌曲。

提出要求：“这次我们来听听蒙语版的歌曲，请你们听听歌
曲里共有几段?到底是不是有问有答的?每一段是谁问谁答



的?”

4、小结：三段中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自由讲述，老师作总
结)

二、分段欣赏歌曲，用身体动作表现歌曲不同的演唱。

1、欣赏第一段，用不同的动作为歌曲伴奏。

――“现在我们来欣赏第一段，请用不同的动作为不同角色
伴奏，但注意要一拍一拍来打节奏。”

2、能做出代表动作的学生示范。(大家学着做)

3、激发学生做出女儿和爸爸同时出现的动作。

――“女儿来了(拍手)，爸爸来了(跺脚)，那么女儿爸爸一
起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4、欣赏第二段，创编不同角色的动作。

――“第二段又是谁问谁答的呢?那么妈妈声音可以用什么动
作来伴奏呢?”

5、同样方法欣赏第三段。

6、边看课件，完整地拍打身体的节拍演奏这首歌曲。

三、选择乐器进行节奏乐演奏。

1、乐器与歌曲的角色配对。

2、提出演奏要求：“愿意帮助谁就选择对应的乐器，但是音
乐没开始，我们的小乐器需要先休息的哦。”



3、看指挥，学生进行分角色用乐器为歌曲伴奏。

四、引导学生每人使用三种乐器为歌曲伴奏，感受演奏带来
的成功和快乐。

1、提出演奏方法和要求：边看图谱边操控乐器。

2、初步尝试看图谱演奏歌曲。

3、指出需要注意和演奏得不够好的地方。

4、再次进行演奏。

五、结束部分：

小结：刚才的游戏好玩吗?今天你们都表现得非常棒，有许多
同学的反映相当的敏捷，表扬。那我们把这么好玩的游戏表
演给其他同学看好吗?(离开活动室)

四年级人教版教学反思篇二

1、能用纯净、优美的声音演唱《少先队员采茶歌》。

2、能积极地参与小组的活动，以合作的方式创编几个舞蹈动
作。

创编舞蹈动作

（一）复习歌曲

1、注意第一小节五度音程的音准。要具有跳跃感。

2、注意第二小节圆滑线的唱法。要唱得连贯、柔和，和跳跃
的形成对比。



3、注意第三小节附点四分音符的时值。

4、第二乐段第一乐句可按顿音的唱法演唱，要唱得短促、有
均匀的节奏感，好象是有节奏的采茶动作一样。

5、后一个乐句第三小节的八分休止符要唱得短而轻，并要做
到声断气连，使歌声既分开又连贯，寄托着少先队员热爱茶
山的情感。

6、唱时要注意乐句的分句，可引导学生划分乐句，做到正确
地换气。

（二）欣赏有关采茶的音乐作品。

1、器乐合奏《采茶扑蝶》

2、广西民歌《采茶歌》

（三）创编采茶的舞蹈动作

板书设计：纯净、优美

四年级人教版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内容：

p11/例5(强化小括号的作用)、归纳运算顺序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含有两级运算的运算顺序，正确计算三
步式题。

2.在学生的头脑中强化小括号的作用。



3.在练习中总结归纳出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回忆前两节课的学习内容，回顾学习过的四则运算顺序。

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板书。

二、新授

出示例5

(1)42+6×(12-4)

(2)42+6×12-4

学生在练习本上独立解答。(画出顺序线)

两名学生板演。

全班学生进行检验。

上面的两道题数字、符号以及数字的顺序都没有改变，为什
么两题的计算结果却不一样?

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说“四则运算”，到底什么是四则运算
呢?

学生针对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概括：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统称四则运算。(板书)

谁能把我们学习的四则运算的运算顺序帮我们大家来总结一



下?

学生自由回答。

三、巩固练习

p12/做一做1、2

p14/4

教师巡视纠正。

四、作业

板书设计：

四则运算(三)

(1)42+6×(12-4)(2)42+6×12-4运算顺序：

=42+6×8=42+72-4(1)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如果

=42+48=114-4只有加、减法或者只有乘、除法，都

=90=110要从左往右按顺序计算。

(2)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有乘、

除法和加、减法，要先算乘、除法。

(3)算式里有括号的，要先算括

号里面的。

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统称四则运算。



课后小结：

四年级人教版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内容：

p6/例3p10/例4(含有两级运算或有括号的混合运算)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含有两级运算的运算顺序。

2.让学生经历探索和交流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感受解决问
题的一些策略和方法，

学会用两步计算的方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养成认真审题、独立思
考等学习习惯。

教学过程：

一、主题图引入

观察主题图，找出条件，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观察主题图。从图中你们都看到了什么?能提出什么
数学问题?

二、新授

学生在练习本上解答此问题。

同桌两人说说自己是怎样解答的。



汇报：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进行板书。

(1)24+24+24÷2

=24+24+12

=48+12

=60(元)

24÷2是一张儿童票的价钱，是半价，所以用24÷2，前两
个24是爸爸和妈妈的两张成人票的总价。两张成人票加上一
张儿童票就是他们购买门票需要多少钱。

(2)24×2+24÷2

=48+12

=60(元)

24×2是爸爸和妈妈两张成人票的总价，玲玲的儿童票
用24÷2，再把三张门票的价钱加在一起就是总门票的价钱。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了同一个问题，这两个综合算式有什
么共同特点?

这两个综合算式都是没有括号的，而且算式中有加减法也有
乘除法。

这样的综合算式的运算顺序是什么?

学生总结运算顺序。

买3张成人票，付100元，应找回多少钱?



等等。

小组讨论，独立完成。

小组内互相说说你是怎样解答的?

汇报。

=9-6

=3(名)

270÷30算出上午需要派几名保洁员;180÷30算出下午需要派
几名保洁员，然后再用减法计算出下午比上午需要多派几名
保洁员。

=90÷30

=3(名)

引导学生观察两个算是的不同点，以及运算顺序的不同。

学生进行小结。

教师根据学生的小结进行板书。

三、巩固练习

p7/做一做1、2

p11/做一做(完成书上的后，可以变化条件，如“买2副手
套”等等。)

教师在练习的过程中应抓住学生的关键语言进行知识的巩固。



四、作业

p8-9/5-9

板书设计：

四则运算(二)

星期天，爸爸妈妈带着玲玲去“冰雪上午冰雕区有游人180位，
下午有270位。

天地”游玩，购买门票需要花多少钱?如果每30位游人需要一
名保洁员，下午要

(1)24+24+24÷2(2)24×2+24÷2比上午多派几名保洁员?

=48+12=60(元)=9-6=90÷30

=60(元)=3(名)=3(名)

运算顺序：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有乘、运算顺序：算式里
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

除法和加、减法，要先算乘、除法。面的。

课后小结：

四年级人教版教学反思篇五

教师备课、备考伴侣 专注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建设

柳树醒了

教学目标：



1.认识“醒、雷”等8个生字。会写2个字。2.能正确朗读课
文。

3.通过朗读感悟春天的美。了解春天到了，大自然的变化。
教学过程：

一、看图说话，导入新课

1.出示图画小朋友，春天已不知不觉来了，春天是个万物复
苏、柳绿花红的季节。瞧，图上画的是什么呢？你能不能说
给我们听。

2.师：春天来了，小朋友多高兴呀！来，自己高高兴兴地把
课题读一读。谁来念？再读得亲切一点？再高兴些。

3.师：想不想自己读好课文？那么遇到不认识的字，怎么办？
注意把字音读正确、读流利。读好后，把不认识的字圈一圈，
认一认，想办法记住它。

二、检查生字

三、读课文，感知内容

1.师：冯老师相信，这些词到课文里，你们能读得更好，对
不对？来，先自己试试，把课文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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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备课、备考伴侣 专注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建设

2.开展朗读接力其他小朋友拿起书认真听，呆会做小评委，
评评谁做到了正确、流利。

3.找小伙伴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四、理解课文，感悟内容

1.师：现在你能不能说说柳树有几个好朋友？来，拿起笔
用“——”把它们划出来。

2.说话训练：用上“_________是柳树的好朋友。”也可以自
己用其他句式说。3.读准：春雷、春雨、春风、春燕、小朋友
（词卡贴在黑板上）

4.把5句话合并成一句话说说，可以用上：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是柳树的好朋友。

5.这些好朋友为柳树做了什么呢？请你用喜欢的记号把它找
出来。

6.老师这里有几个词语（说话、洗澡、梳头、捉迷藏、玩
耍），来，读读，谁帮老师贴贴。贴好了说一句话。

7.指导朗读：这群好朋友真能干，你能不能夸夸他们呢？这
样吧，选其中一个夸夸。

先自己试试。

（1）谁来夸？你夸谁？

（2）春雷会跟柳树说什么悄悄话呢？（机动）如果你也夸春
雷，站起来也跟他一起夸夸。

（3）师生表演第二节（机动）

8.4人小组合作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夸夸柳树的5个好朋友。9.4
人小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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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备课、备考伴侣 专注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建设

10.齐读课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写字指导

七、欣赏《春天在哪里》

今天小朋友学得真好，老师奖励奖励大家，给大家听一首春
天的歌。下课后，老师希望大家去观察观察春天的美景，然
后把他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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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人教版教学反思篇六

教学内容：聆听妈妈格桑拉。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复习旧歌，通过让生谈藏族风土人情，引入对歌曲《妈妈格
桑拉》的学习。

二、新课教学。

1、视唱全歌乐曲，生跟着教师的琴声哼唱旋律，说说是哪个
地区的民歌。

2、播放歌曲的音乐，让生寻找与之共同的音调，从而导入歌
曲的学习。



3、初听歌曲，理解情感。

(1)教师介绍歌名的含义。妈妈格桑拉的意思是指妈妈幸福。

(2)初听歌曲，理解歌曲的情感。歌曲是反映妈妈的幸福，还
是祝愿妈妈幸福?生从歌词、情绪、速度上谈谈自己对歌名的
理解。

4、学唱歌曲，体验情感。

(1)跟琴学唱歌曲旋律。

(2)带着对妈妈的深情祝愿，再唱歌谱。

(3)有感情地朗读歌词，学唱歌曲。

(4)合唱部分通过分小组、分乐句自主学唱，各分声部都熟练
地演唱后再合成。

(5)对比聆听齐唱、合唱和领唱、合唱的不同效果。

三、全课小结。

1、师生共谈谈这节课的收获。

2、小组、师生、生生互评。

四年级人教版教学反思篇七

一《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1.，二十三年弃置身。2.诗中运用典故表达自己怀念故友的
心情，暗示自己因世事变迁而怅惘的句子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诗中蕴含发展哲
理，揭示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句子是：



。4.诗中表达诗人坚定乐观精神的句子是：

。二《过零丁洋》

5.诗中作者回顾自己一生的句子是：

。6.诗人运用比喻修辞表现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诗句是：

。7.诗中表现文天祥为国捐躯的爱国热情（愿意以死明志）
的句子是：

，？ 8.惶恐滩头说惶恐，_______________。

9.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文天祥“

，？”的浩然正气；是范仲淹“

10.词中蕴含自然哲理的句子是：

。11.词中表达良好祝愿的句子是：

。12.描写月亮的句子

。四《饮酒》

。16具体描写南山景象，使诗人从自然景色中领略到无限乐
趣的诗句是：

。17描写自己居住环境安静的诗句是：

。18对全诗内容进行总结的诗句是：

。五《行路难》

19诗中运用比喻修辞表达作者怀才不遇的句子是：



。20诗中运用典故表达了作者对从政的期待的句子

。两句的动作细节刻画，形象地揭示了他内心的苦闷抑
郁。24用

。两句，既表明诗人的许多理想都因权贵当道而阻塞了出路，
也暗点诗人企盼终有一天能得到重用的心情。25表现自己身
处逆境仍然乐观自信的名句是：

。（常用于勉励别人）六《小石潭记》

26文中写鱼儿自由轻灵的游动姿态的句子是：

。27文中体现水清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28文
中揭示作者游览心情的一句话是：

31文中反映滕子京政绩的一句话是：

。32文中描写岳阳

楼

全

景的句

子是：

，，。33文中描写夜晚洞庭湖波光月影的语句是：

。34文中“进亦忧，退亦忧”中的“进”指：

“退”指：

35文中体现作者旷达胸襟的句子是：



。36文中体现作者政治抱负的句子是：

。37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日星隐曜，山岳潜形；

，____；薄暮冥冥，虎啸猿啼。38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
；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39《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送别
友人、依依惜别，但气势豪迈、意境开阔的千古名句是：

。

四年级人教版教学反思篇八

汉中市青年路小学教师 牛汉霞

教材分析：

《春雨的色彩》是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人教版一年级第一单
元的一篇课文，讲的是一群小鸟在争论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
的故事。春雨本无色，但课文用童趣的语言，创设一个充满
童话情趣的故事，让孩子们感知春雨把大地染成了五颜六色。
设计思路：

低年级孩子充满想象力，为了让孩子把生活中常见的春雨，
描绘出五彩缤纷，我充分利用孩子富于想象，善于表演的特
点，借教材来拓展孩子的想象力，把课堂变成舞台，让孩子
在充满情趣的世界中尽情朗读感悟，模仿课文的的语言，达
到运用语言的目的。真正践行了新课标提出的：“学习语言
文字运用是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培养提升语文素养是教学
语文的任务。”我根据本班孩子活泼，好动，模仿力强，有
一定的识字经验，设计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１、
知识与能力：



（1）、认识“线、论、趣、题、底、颜、淋、洒、滴、油、
欢”11个生字，读准字音，并能运用自己的识字技巧掌握这
些字。（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指导会正确规范地书写“绿”字。

2、过程与方法：

在看、读、表演读中感悟春雨给大地带来的变化，体会春天
是五彩缤纷的。能联系生活实际，说说春雨是什么颜色的。
３、情感、态度、价值观：

能在分角色表演中感受小燕子、麻雀、小黄莺在春雨中充满
情趣的争论，体会它们对春雨的热爱，向往在春雨中尽情地
玩耍，激发孩子有探究春雨的颜色的愿望，培养孩子热爱大
自然的情感。教学重难点：

重点：能采用个性化的朗读，读出小鸟们争论时的不同语气。

难点：理解春雨本无色，只起到滋润万物的作用，但我们要
像小鸟们一样充满想象力，让生活充满情趣。教学准备：

多媒体教学课件；板书的田字格；小鸟的图片。教法学法：

根据本课教材特点、学生的年龄特点及新课标的要求，在教
学中我采用了情景教学法、小组合作教学法、表演法等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读中感悟，实现与文本对话。课 型：
新授课 课 时：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春天来了，让我们一起欣赏美丽的春景吧！（出示多媒体课
件）谁能用刚刚学过的四字词语来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春天。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柳绿花红、百花齐放、、、、、）



春天真美啊，五彩缤纷，万紫千红，你知道是什么让春天变
成五颜六色的吗？（春雨）

学习第一自然段

1、你见过春雨吗？说说你见到的春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
可以这样描写春雨（出示幻灯片），（点名读）

“春雨像春姑娘纺出的线”，出示“线”生字卡。（其
中“线”这个字，是本课要会认的字。看图（出示多媒体课
件），一种植物叫青麻皮，古代的人们把它的皮夹刮后分裂
成很细很细的麻丝，就形成了最早的线，所以这个字的偏旁是
“绞丝旁“右半部就是不断刮夹，分割的动作，线字就是这
样造出来的，后来就演变成我们现在的“线”字。）

2、你见过那些线？（出示多媒体课件）线多细啊，春天的雨
就像线那么细，那它下在地上一定很轻很柔。谁读出这细细
的春雨？（个人读，齐读）

二、分层次朗读课文，完成整体感知：

1、请自由朗读课文，第一遍，把课文读通顺，如果遇到不会
认识的字，请拼音宝宝来帮忙。读第二遍，请思考：有哪几
个小动物在争论?它们争论的有趣的问题是什么？快快进入课
文吧！

2、（出示多媒体课件）填空：、和 正在争论着一个有趣的
问题： ？

3、齐读这段话，这是我们文章的第二段，也是这篇文章主要
讲的一件事。这段话中，有许多字是我们要认识的字。出示
生字“论”、“趣”“题”、“底”、“颜”（点名读，大
家跟读一次），孩子们有许多识字法宝，请把你们识字法宝
和大家分享一下。



学生交流识字方法,师梳理识字方法。（出示多媒体课件）

4、你们看，三只小鸟争论得多起劲啊。（出示多媒体课件）
我们快快请出这三位小客人吧!请热情地和它们一一打个招呼
吧。（出示小燕子，麻雀和小黄莺的图片，师张贴在黑板上。
）

三、学习3—5自然段，读中感悟。

1、我们先听听小燕子认为春雨是什么颜色的？（出示多媒体
课件），谁愿意扮演小燕子来读一读。（生回答，老师贴出
绿色的纸。）

我们还可以这样读，我们可以只读小燕子说的话。哪只小燕
子再把自己的理由说得更明白一些。（出示多媒体课件：只
出示小燕子说的话。）这只小燕子把自己的理由说得多明白
啊。可是小麻雀却不同意它的看法。你们听，小麻雀说话了。

（出示多媒体课件）谁来读一读。说一说小麻雀认为春雨是
什么色彩的?（生回答，老师贴出表示红色的纸）

（出示多媒体课件：填空读，请补充出小麻雀的语气来读。）

麻雀（）地说：“不对，春雨是红色的。你们瞧，春雨洒在
桃树上，桃花红了。春雨滴在杜鹃丛中，杜鹃花也红了。”

（点名来读，可以填“着急地”的“大声地”）

3、小黄莺听了，也加入了争论的行列，你听（出示多媒体课
件）“不对，不对，春雨是黄色的。你们看，春雨落在油菜
地里，油菜花黄了。春雨落在蒲公英上，蒲公英花也黄
了。”想象小黄莺争论的时候表情是什么样的呢？动作会是
怎样的？比一比哪只小黄莺争论得最起劲（请个别孩子表演
来读，指导孩子把表情和动作带上）（老师相机贴出黄色的



颜色。）

4、你们有没有发现，小鸟们在说春雨下到植物上面时，用上
了不同的词，如“春雨淋在柳树上，柳枝也绿了。”用上
了“淋”（把淋贴在黑板上）你们还能在课文中找出“下”
还用了哪个词吗？请用铅笔圈出来。（生回答，师分别贴
出“落、洒，滴”）

5、（认识“林、洒、滴”这三个生字）你看中国的汉字是多
么的博大精深啊，一个“下”字，可以用不同的字来表达，
让语言不再重复，而变得丰富多彩。这三个字也的我们今天
也认识的字，你们发现它们都共同拥有一个什么偏旁（三点
水）是啊，雨落下来都是水，所以要用“三点水”。

四、拓展练习说话：

你们瞧，又有一些小鸟也加入了争论，谁来说一说，你能不
能也用上“淋，洒、落”等词。（出示多媒体课件，填空说
话）

孔雀说：“不对，不对。春雨是（）色的，你们瞧，春雨（）
到梨花上，梨花变（）了。“

喜鹊说：“不对，不对。春雨是（）色的，你们看，春雨（）
到紫丁香上，紫丁香变（）了。”

我想听听春雨在小朋友的眼里又是什么颜色的？（出示多媒
体课件）我说：“不对，不对，春雨是（）

（有的孩子说春雨是无色的。为了让孩子充满童趣，我是这
样对孩子解释的：有的小朋友观察的真仔细，他说春雨是无
色的，春雨本来就是无色的，因为它滋润了万物，所以大地
才变得这么美丽。但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想小鸟们一样，
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把春雨想像成五颜六色，这样生活才会



更有情趣。）

五、学习最后一个自然段，在音乐中结束课文。

春雨听到这么多小鸟的争论，下得更欢了。齐读最后一个自
然段。（出示多媒体课件）“更欢了”的“欢”，也是我会
认的字，你用什么好方法记住的？下得更欢了，也就是说下
得更（高兴了，兴奋了，快了），那我们也读得欢快一些吧。
（指导读最后一自然段。要求轻、快。）

你们听，春雨听了大家的争论，高兴地唱起了歌儿。（播放
《春雨沙沙》的儿歌）

六，开火车巩固“我会认”的字。（出示多媒体课件）

我们结束了春雨的讨论，春雨很满意大家对它的热情关注。
它想考考大家，你们学完了课文，还认识藏在课文中的生字
宝宝吗？要求读一个字，还要组一个词。

七、指导“绿”字的书写

春雨给带来一个任务，说你们会写“春雨是绿色的”
的“绿”字。（孩子观察，师范写。）注意这个字的绿
的“绞丝旁：要写窄一些，最后一笔要提起来。”“绿”的
右半边注意倒山的横要长，下半边不要写成“水”。

八：作业布置： 画一副春雨图。附：板书设计

2、春雨的色彩

淋 洒 滴 落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亮点在于我主要创设情境，让课堂充满情趣，利用
文本中的情节，让孩子体会争论的语气、表情、动作，训练
孩子们的个性化朗读，达到孩子与文本的对话，让语言文字



有了灵动和情趣。我还充分运用电教媒体体等多种教学手段，
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感知春雨给大地带来的美丽。在识字
方面，充分调动了孩子已有的识字经验，采用多种多样的识
字方法，互相交流，教师总结出孩子们的识字方法，并渗透
一些别样的识字方法，如“比一比”“字源分析”等方法，
让孩子知道识字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本节课的不足体现
在朗读中还存在缺憾，带来的学生是两个班选取的一部分孩
子，每个人的阅读经历有差异，在阅读上没有达到我预期的
目的，所以设计在关注学生个体上还要加强一些。

四年级人教版教学反思篇九

教学内容：

角的度量和“练一练”，练习二十二第5～7题。

教学要求：

1．使学生认识量角器，知道量角器的刻度结构，能按不同向
认识量角器上刻度的排列顺序，知道角的大小的计量单
位“度”认识1的角的大小。

2．使学生初步掌握量角的方法，初步学会用量角器量角。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仪，红色木条做的一个角，师生每人准备一个量角器。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

1．口算。



练习二十二第5题。用小黑板出示，指名学生口算得数。

2．判断下面哪些图形是角。

3．直接比较角的大小。

在黑板上画两个大小不同的角，第一个角稍大一些。再用红
色木条做一个角，使它与画的第二个角相等。

先用木条做的角与第一个角比较。

提问：哪个角大？是怎样比出来的？你能具体说出大多少吗？
（不能）

再用木条做的角与第二个角比较。

提问：这两个角的大小怎样？是怎样比的？你能具体说出这
两个角都是多大的角吗？（不能）

如果我能说出红木条的角有多大，你能说出第二个角有多大
了吗？

4．引入课题。

我们已经能直接比较出两个角的大小，但不能说出它们具体
有多大。如果能像量线段那样，能用一种单位去量一量，知
道一个角的大小，就能很方便地知道一个角的大小了。那么，
究竟用什么去量呢？量出的结果用什么做单位呢？怎样去量
角呢？这些就是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角的度量。（板书
课题）

二、认识量角器

1．认识角的计量单位。



说明：量角的大小，要用到量角器。这就是一个量角器。
（出示量角器）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量角器。（投影出一个量角器）

提问：量角器是什么形状的？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半圆，从0开始到180为止。想一想，这个
半圆被平均分成了多少份？

说明：把半圆平均分成180份，每一份所对的角就叫做1度的
角。（用一根线穿过量角器的中心，拉出1度的角让学生看）
也就是说，计量角的单位是“度”。（板书：度）写“度”
可以用一个小圆圈来表示，此为“1度”，我们这样写。（板
书：）

领学生读“1’。

追问：计量角的单位是什么？1‘的角有多大？（用线拉出角
再观察）

指出：计量角的单位是“度”，用符号“’表示。

2．认识量角器的结构。

（1）把半圆分成180等份，每一份是1‘，这样的10份所对的
角是10度的角，（拉出10度的角，并板书：10。）这样的60
份所对的角是60度的角，（拉出60度的角，并板书：60。）
这样的90份所对的角是90度的角。（拉出90度的角，并板书：
90）

（3）现在来观察外圈的刻度线，从左边起看到o’刻度线了吗？
（在线一端打结，与中心重合。用线拉00）拉出10、30、90、
120、180，分别让学生说出是多少度。



提问：谁能从左边起找出外圈50的刻度线，请你拉这根线来
表示。（指名演示）

谁再来找出90的刻度线？（指名演示）

再请哪位同学来找出外圈125的刻度线？（指名演示）180呢？

外圈的刻度会找到吗？

哪位同学来找内圈的80？（指名演示）90呢？

再指名学生用拉线的方法找出140、180的刻度线。

内圈的刻度会找了吗？

（5）请同学们拿出自己的量角器。与老师这里的一样吗？你
的量，角器上的中心在哪里？

大家一起来找量角器上的刻度。从左边起，找0刻度线、10刻
度线、135刻度线、180颗度线。再从右边起，找0、10、135、
180刻度线。（老师巡视）

三、教学角的量法

1．自学课本。

2．提问：量角要分几步进行？哪两步？

指出：可以把量角的方法归纳为“两重合，一看数”。

教师用小黑板出示：

两重合：量角器中心和角的顶点重合，o刻度线和角的一条边
重合。



一看数：看角的另一条边对的刻度数。

3．请大家和老师一起来量这个角的度数。（投影一个40的角）
先要把量角器放在角的上面，然后做到“两重合”。（边说
边演示重合的方法）

指出：在量角时要特别注意，弄清看哪一圈的刻度。这里是
用右边起内圈的o刻度线和角的一条边重合的'，要按逆时针
方向找出另一条边对着多少度。这条边对着40，这个角就
是40，可以这样写。（板书：40）

4．练习。

请同学们按这样的方法，量一量“练一练”中的三个角各是
多少度，写在角的下面。量的时候，把量角器按照图上表示
的量角器的位置放。（老师巡视指导）

提问：量出每个角各是多少度？

5．提问：请你看一看，第112页例1下面有两个角，它们的大
小一样吗？

想一想，怎样才能知道它们大小是不是一样？

现在请同学们量一量，这两个角各是多少度，比一比它们的
大小。

提问：左边的角多少度？（板书：30）右边的角呢？（板书：
30）

提问：这两个角大小怎样？为什么？

指出：角的两条边是两条射线，可以无限延长。所以，角的
大小和画出的边的长短没有关系。



追问：角的大小跟什么有关系？（用木条角再演示，说明跟
两边叉开的大小有关系）

6．比较上课开始时出现的两个角的大小。

现在我们来量出上课开始时，黑板上的两个角的度数。（师
生一起量，写出度数）

你现在能具体说出这两个角有多大了吗？第一个角比第二个
角大多少度？

四、课堂小结

说明：用量角器量角时，还要注意应该看哪一圈的度数。

五、课堂作业

1．请同学们量出练习二十二第6题里三个角的度数，并把它
写在自己的课本上。

2．练习二十二第7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