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平方千米与公顷教学反思 公顷平方
千米的教学反思(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认识平方千米与公顷教学反思篇一

《公顷和平方千米》是在学生已经掌握常用的面积单位平方
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它的教学难
点在于体会1公顷的实际大小。

这节课上让学生感知的比较多，从看例题的图片到自己说说
对平方千米的认识，到揭示新知，阅读“生活中的数学”，
学生的脸上不时会露出惊讶的表情，很多惊叹句也会不时的
冒出来。我想，学生的数学学习需要借助一个个的阶梯和平
台，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公顷”和“平方千米”这两个
土地面积单位比较大，对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形成表象确实
有些因难。教材中所出示的场景学生并不熟悉，缺乏感知。
公顷和平方千米是较大的面积单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到
的地方不多，所以学生比较生疏。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的主要问题在于：对1公顷的认识不
够深刻，主要体现在填空的时候，遇到“故宫的面积大约
是40”时，学生会不自觉的填写平方千米，教学过程中有成
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

要让孩子们区分好“公顷”和“平方千米”的使用地方。大、
较大这两个词的界定是很含糊的，对于学生而言，熟悉的是
教室、篮球场、大操场的.面积，这些是学生深刻体会到的，
每天都能见到的，以这些为基准，来感悟1公顷，分别大约



是200个教室的面积、24个篮球场的面积、5个大操场的面积。

相对于1平方米而言，公顷是较大的单位，它是用来测量土地
面积的，这个时候需要给孩子一个整体的概念，它是有别
于“平方米”的，所以有1公顷=10000平方米，因为特殊所以
进率是10000，这也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

“大”是相对的，“较大”也是相对的，因为是相对来说，
所以学生的认知结构会出现混乱，自然会体现在搞不清楚到
底该填写公顷还是平方千米了，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要给
学生建立起一个标准。

在生活中，想要找到这个标准是困难的，尤其是“平方千
米”的标准，个人以为应该是建立在行政区划“市”的基础
之上，给学生这个标准之后，再让学生去感悟何时用平方千
米何时用公顷则有些好转。在一般的情况下，“较大”用公
顷，“大”用平方千米，这样的策略符合学生的认知需求，
有助于学生认知结构的重新建构。

认识平方千米与公顷教学反思篇二

对于这节课的设计，我要感谢我的校长及数学教研组的老师
们，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根本不知从何入手，特别是我的校
长不顾下班后的疲惫一字一句的给我改设计，当我回到家我
就在想：“她的一天该有多累啊？现在是不是靠在沙发上睡
着了呢？”我想出的任何感谢的词语都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

课前我首先让学生搜集了比较大的土地面积，课上进行汇报，
给学生提出疑问，你发现了什么？又让学生回忆了有关面积
单位的知识，然后在设计一些较大的土地面积问：“还用以
前的面积单位合适吗”，然后引出课题并板书。

让学生感受到100个这样的正方形面积为1公顷，而10000个这
样正方形的面积为1平方千米，通过视频让学生建立1平方千



米的概念，并感受1平方千米的大小。

紧接着进行1平方千米的概念、实际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
的教学。

1平方千米在教室里、书本上是不可能达到的。

只能通过数字和空间想象来感受1平方千米的大小，从而使学
生的印象得以深刻。

从这一节课中我体会到数学实践活动在学生理解数学概念、
巩固课堂所学、培养动手操作能力、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当学生面对某一个知识点时，学生会遇到一些困难，做为教
师，就是要找到好办法，让他们学会知识。

但是有些内容只能通过学生的理解，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
这些知识才能逐渐被学生融会贯通而加以熟练的应用。

认识平方千米与公顷教学反思篇三

1、“土地面积单位”这一课对教学内容（局部）进行生活化
处理。从学生熟悉的学校操场出发，通过实践动手量一量、
算一算中认识地积单位公顷、平方千米，并充分感知公顷、
平方千米的大小。通过引导学生自学课本，自学总结得出1公
顷=10000平方米，1平方千米=100公顷=1000000平方米。

2、本节课把原本抽象、枯燥、学生生疏的土地面积单位公顷、
平方千米，通过实践操作，形成认识和感知。通过学习，使
学生了解到我们伟大祖国领土面积的广阔，我们祖国地大物
博，从而激发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

3、通过教学，让学生更加体验到数学与日常生活是密切联系



的，体会到数学的内在价值，体会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又应
用于数学，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4、数学《新课标》指出：数学教学要培养学生数学地思考问
题，也要培养学生数学应用的意识和能力。数学教育要全面
促进学生的发展，力求使他们既能有效地应用所学知识和方
法去解决日常生活、相关学科和工作中的问题，又能独立去
探索去发现。本教学片断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出发，创
设条件向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并引导帮助他
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
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
验。

认识平方千米与公顷教学反思篇四

学生已经掌握常用的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
公顷和常见平面图形面积的计算以及掌握了它们之间的进率
并且会进行单位间的换算。

本课难点是在感知了1公顷的实际大小的基础上感知更大的1
平方千米的大小，重点是发现平方千米、公顷、平方米之间
的进率，会进行简单的换算和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我仍按上节思路，用教材中通过精选的现实素材：九寨沟、
三峡水库、杭州西湖、植树造林面积使学生初步感知平方千
米这个大的面积单位后，揭示课题，然后让学生根据所学知
识以及平方千米字面上猜想1平方千米是怎么规定的，培养了
他们的.发散思维和联系能力，引导他们得到边长是1000米的
正方形土地面积就是1平方千米，并让学生通过观察、计算、
推理和想象等活动进一步认识1平方千米的大小，以及与平方
米、公顷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试一试、练一练巩固所学知
识。

最后用房产商的广告作为课堂外的拓展练习，更好的体现数
学的生活化。整体来讲，效果比上节好很多，只是学生在转



换单位时，仍然不能快速的用情境记进率。在生活问题中，
活用数学的能力还有待加强。

认识平方千米与公顷教学反思篇五

通过教学实践，我认为本节课的教学过程成功之处在于以下
几点：

《认识平方千米》是在学生已经掌握常用的面积单位平方厘
米、平方分米、平方米、公顷和常见平面图形面积的计算以
及掌握了它们之间的进率并且会进行单位间的换算的基础上
进行教学的。

为此复习题：口答正方形的面积公式和求边长为1厘米、1分
米、1米、100米的正方形的面积，让学生发现面积为1平方厘
米、1平方分米、1平方米的正方形边长分别为1厘米、1分米、
1米，为接下来的“边长是1千米的正方形的面积是1平方千
米”或“1平方千米的正方形的边长是1千米（1000米）”的
新知的学习搭建了一个阶梯，使知识能够顺利迁移和过渡。

如：欣赏美丽的风景图，找找新的面积单位的环节。学生在
看着优美的大自然，感受着九寨沟、杭州西湖的美丽，三峡
水库的辽阔，体会着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发现新的
较大的土地面积单位“平方千米”，进而探究平方千米这个
大的土地面积。知识虽新、虽陌生，可伴随者优美的音乐和
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的感官享受中出现，一切却变得那么的
自然与深刻。

“1平方千米”比较大、比较抽象，要感受它的实际大小并不
容易。通过地图、卫星导航图去举例、分析校园附近的路段
及大家熟悉的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从而想像由这些路线所围
起来的图形的面积。这里教学手段鲜活、具有科学性，吸引
了学生的目光，激发了他们探讨的兴趣。



教学中不管从时间的长短去感受面积的大小，还是闭上眼睛
去想像，还是到最后的以大家熟悉的中山体育场为参照，想
像它的4倍的大小，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能深刻认识1平方千
米的实际含义。同时这一设计充分体现了数学与生活有着密
切的联系，反映出数学在生活中的价值，从而营造出生动活
泼且富有意义的课堂氛围。

需改进的地方：

由于是借班上课，不了解学生的基础，也没考虑到平方米与
平方千米之间的进率比较大，要转换它们的大小对学生来说
是一个难点，导致在做单位的转换这一练习时用时较长，部
分学生感到吃力。为此以后上此课时，复习中该增加：一个
数扩大或缩小整十、整百、整千等等倍时，小数点该如何移
动这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