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锥体积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 圆锥体积
教学反思(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圆锥体积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今天上了《圆锥的体积》这节课，反思整堂课的教学，自我
感觉较为满意的是以下几点：

假设和猜想是科学的天梯，是科学探究的重要一环。任何发
明创造我想都是离不开假设和猜想的。基于这样的认识，结
合本节课教学内容的特点，我在教学中把生活中的故事引入
数学课堂，让学生大胆猜想它们的体积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关
系？使课堂充满生机、乐趣，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然后让
学生借助学具进行实验、探究。事实证明这样教学设计不仅
仅是能够培养学生的猜测意识，更重要的是充分调动了所有
学生的积极性，大家探究的欲望强烈，为本节课的成功教学
奠定了基础。

数学不仅是思维科学，也是实验科学。教学中，学生能通过
观察、猜测、实验、验证、推理与交流等数学活动，积极主
动地发现了等底等高的圆柱与圆锥体积间的关系，进而推导
出圆锥体积的计算公式：v=1/3sh。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非
常重视让学生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学生始终是活动的主体。
同时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这个实验，实事求是，认
真分析自己的实验结论，培养了学生科学的实验观。

教学中“圆柱和圆锥不等底等高，他们的体积还是三倍的关



系吗？”这一教学环节不是预先设计的。它是课堂中随机生
成的，却饱含着教师和学生真实的、情感的、智慧的、思维
和能力的投入，有互动的过程，气氛相当活跃。在这个过程
中既有资源的生成，又有过程状态生成，让学生在实践中进
一步明确了：只有等底等高，圆锥的体积才能是圆柱体积的
三分之一。总之，这节课，每个学生都经历了“猜想———
实验———发现”的自主探究学习的过程。学生获得的不仅
是鲜活的数学知识，获得更多的是科学探究的学习方法和研
究问题的方法，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体验到了探究成功
的喜悦。

圆锥体积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圆锥的体积是在学习了圆锥的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

这节课我是这样设计的：第一部分，复习圆锥的特征和圆柱
的体积=底面积×高。反思：复习旧知识之间的联系，便于运
用已学知识推动新知识的学习，为学习新知识做准备。

第二部分，便于圆柱体积的计算公式，先让学生用转化的思
想大胆猜测，能否把体积计算方法转化成已学过的立体图形
来推导圆锥体积公式呢？学生猜测之后，让学生拿出手中等
底等高的圆柱体，然后同桌讨论得出结论，全班交流。再进
行第二次实验，同桌交换圆柱或圆锥倒进沙子之后，同桌讨
论，全班交流，老师引导学生两次实验的结论有什么不同，
经过学生的讨论，师生归纳出：圆锥的体积等于等底等高的
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并强调v=3sh的前提条件是等底等高。

反思：这一环节让学生用转化的思想猜测，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调动学生的探究欲望。紧接着让学生两次动手实验，
亲自体验知识的探究过程。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规律，便于学
生主动地获取知识，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通过实验，学生
参与了知识的形成过程，得出了只有在等底等高的情况下圆
锥的体积是圆柱的三分之一，否则这个结论不成立。



圆锥体积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圆锥的体积是在学生掌握了圆柱的特征及圆柱的体积等有关
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

1.让学生经历圆锥体积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弄清来龙去脉。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在课前自己先制作出等底等高的圆柱和
圆锥型容器教具，让学生通过倒水，发现在等底等高的圆柱
和圆锥中，用圆锥容器装水倒入等底等高的圆柱容器中，刚
好倒三次，即圆锥的体积是与它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分之
一，由此通过公式可以得出：

v圆锥=1/3圆柱=1/3sh(知道底面积和高)

=1/3πr2h（知道半径和高）

=1/3π（d*2）2h(知道直径和高)

=1/3π（c*2*π）2h(知道周长和高)

2.加强学生的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与自主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教学中，我让学生自己制作学具，目的是让学
生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亲自动手，亲身体会圆柱与圆锥体
积之间的关系，这样利于培养学生自主探索，与同学之间合
作学习，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此项活动中，不仅收
获了知识的来龙去脉，还体会到了与同学合作，共享成果的
幸福喜悦。

没有在制作学具时候，制作出等底不等高的圆柱和圆锥型容
器教具，然后挑一组学生实验，得不出圆锥的体积是与它等
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的结论。所以，缺乏对比性，如
果加入这个教具的话，更能让学生深知等底等高的重要性。



圆锥体积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以前教学圆锥的体积时，多是先由教师演示等底等高情况下
的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正好是圆锥的体积，再让学生验证，
最后教师通过对比实验说明不等底等高的差异，但收到的效
果不佳。

学生对“等底等高”这一重要条件掌握并不牢固，理解很模
糊。为了让学生理解“等底等高”是判断圆锥的体积是圆柱
体积的三分之一的前提条件，我在六年级（6）班设计了这样
的教学片断：让学生自选空圆柱和圆锥，研究圆柱和圆锥体
积之间的关系，学生通过动手操作，得出的结论与书上的结
论有很大的差异，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二分之一的。

思维也出现了激烈的碰撞。这时，我没有评判结果，而是让
学生经历一番观察、发现、合作、创新的过程，得出圆锥体
积等于和它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这样让学生置身
于看似混乱无序的实践中，增加对实验条件的辨别及信息的
批判。既圆满地推导出了圆锥的体积公式，又促进了学生实
践能力和批判意识的发展。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完全是灵活
机智地利用“错误”这一资源所产生的效果。

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我们要善于利用“错误”这一资源，
让学生思考问题，让他们去几经碰壁，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把思考问题的实际过程展现给学生，让学生经历思维
的碰撞。这样做实际上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学生做数学题
不仅要学会这道题的解法，而且更要懂得这个解法的来历。

教学不仅仅是告诉，更需要经历。真正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
有效利用“错误”这一资源，勇于、乐于为学生创造时机，
帮助他们真正理解和掌握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
活动经验。这样，我们的课堂才是学生成长和成功的乐园！



圆锥体积的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圆锥的体积是在学生掌握了圆柱的特征及圆柱的体积等有关
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

1。让学生经历圆锥体积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弄清来龙去脉。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在课前自己先制作出等底等高的圆柱和
圆锥型容器教具，让学生通过倒水，发现在等底等高的圆柱
和圆锥中，用圆锥容器装水倒入等底等高的圆柱容器中，刚
好倒三次，即圆锥的体积是与它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分之
一，由此通过公式可以得出：

v圆锥=1/3圆柱=1/3sh（知道底面积和高）

=1/3πr2h（知道半径和高）

=1/3π（d*2）2h（知道直径和高）

=1/3π（c*2*π）2h（知道周长和高）

2。加强学生的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与自主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教学中，我让学生自己制作学具，目的是让学
生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亲自动手，亲身体会圆柱与圆锥体
积之间的关系，这样利于培养学生自主探索，与同学之间合
作学习，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此项活动中，不仅收
获了知识的来龙去脉，还体会到了与同学合作，共享成果的
幸福喜悦。

没有在制作学具时候，制作出等底不等高的圆柱和圆锥型容
器教具，然后挑一组学生实验，得不出圆锥的体积是与它等
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的结论。所以，缺乏对比性，如
果加入这个教具的话，更能让学生深知等底等高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