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长方体的表面积教案 五数下长方
体的表面积教学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
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长方体的表面积教案篇一

新课程倡导学生学习有用的数学，并尽可能在有趣的情境中
进行学习。教学《长方体表面积》这一课时我也在努力着，
力求让学生乐学、学懂、学会，并在教学中不断地调整自己
的思路。先是从生活实际出发，求长方体表面积的方法。。
接着解决为什么要求长方体的表面积（学有用的数学），解
决生活中，如：包装盒子、粉刷墙壁等不是都求六个面的表
面积的具体问题，即组织学生完成“练一练”的题。反思如
下：

一、继续抓好计算。我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方法懂了，计
算却出错了，孩子们的借口是数字太大容易出错。所以计算
应是常抓不懈的。

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学生出错的原因之一
是分不清底面是哪两条棱相乘的面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对
长方体革面的人是没有理解透彻。

三、进一步在学生“乐学”方面下功夫，从这一节课看数字
是大点，算起来复杂些，孩子们就觉得没趣了，有部分学生
对数学有了畏惧的念头，这是最不利于我们教学的因素之一。

四、通过让学生自己动手剪、看观察分析得出表面积的几种
计算方法，学生能自主探索出表面积的计算方法，学习兴趣



较浓，且对计算方法也掌握的较好，避免了死记公式的办法。

五、在学生掌握了表面积的计算方法后，再出示一些生活实
际应用题，既练习了实际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长方体的表面积教案篇二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总结出以下两点：

1、理解表面积的定义上，出示一个长方体纸盒，要包装礼盒，
需要多大面积的纸片，求什么，把一个生活实际问题转化为
一个数学问题，也就是要去求这个长方体的表面积，让孩子
们指一指表面积在哪里。这个时候不急着去计算这个长方体
的表面积，而是让孩子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哪些地
方需要计算表面积的，孩子们举例了给教室贴瓷砖、做纸箱、
做鱼缸、给教室的们刷漆，等等，这个时候我会追问你的场
景中的表面积在哪里，像鱼缸是会少一个面的。这样为学生
建立了空间想象的表象认识，学生在后面完成解决问题时就
会在脑海里有立体图形的浮现。

2、在探索具体计算表面积我关注了几下几点，第一，先想计
算策略，让孩子们说一说打算怎么计算，那孩子们都会说，
把六个面加起来，有的孩子说了不必每一个面都求，对面相
等，只要求出三组面。第二，让孩子们说清楚计算的过程，
有条不紊的阐述自己的计算过程，我就追问为什么要乘以2这
样的细节问题。第三，引导孩子去概括总结计算的公式，最
后大家一起总结得到一个公式，用长宽高来表示这个公式。
同时出示长和宽都相等的长方体，让学生体会，按公式计算
不会重复或遗漏，这样的计算表面积更加是准确。第四、在
出示长方体与正方体表面积公式之后，着手让孩子们去比较
长方体与正方体表面积计算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我觉得
这里的相同之处十分重要，让孩子们明白求一个完整的长方
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实际上是在求外面六个面的面积总和，
无论孩子们的计算过程如何，公式又是如何，本质就是求那



六个面的面积之和。

长方体的表面积教案篇三

1、要给学生留有较大的时间和空间。

2、学生拥有不可估量的潜力。

当我把问题：“用8个1立方厘米的小正方体凭借想象表示出
一个表面积最大的长方体、一个表面积最小的长方体”展现
在学生面前时，发现并不如我所预料的学生无法解决。有的
学生说出了：长8厘米、宽1厘米、高1厘米，长4厘米、宽2厘
米、高1厘米，长2厘米、宽2厘米、高2厘米，还有的学生画
出草图。让我深深体会到学生确实拥有不可估量的潜力。只
要我们为学生创设出一个能展现他们才能的时间和空间，隐
藏在学生头脑中的潜力就会如埋藏在地下的能量喷涌而出。

长方体的表面积教案篇四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一些简单
的平面图形知识和把长方体、正方体的立体图形展开的平面
基础上，过渡到初步的立体图形上学习的。本节课的学习目
标是让学生进一步认识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特征，掌握长方体
和正方体表面积的计算，体现“立体——平面——立体”循
序渐进的教学思想，并通过展形的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的联
系，培养和发展学生初步的空间想象能力。新课标强调学生
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活动过程，因此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自主探索，锤炼思维，培养能力，发展
智力。所以“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一课，就从这一思
路出发预设、生成教学过程。

一、从生活实际引入新课

一个好的情境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愿望，使学生处于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有利于学
生自主探索。新课标强调“要让学生在现实情境中和已有知
识的基础上体验和理解数学知识”“要提供丰实的现实背
景”任何知识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让现实的生活数学走进学生视野，使生活数学与数学问题有
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体会在生活中做数学的乐趣。在教学
中我设计为捐款箱包装外表，让学生明确学习求长方体、正
方体表面积的必要性，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二、积极实践操作，以动激思

数学知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所以我们要多引导学生在操作
中思考加工，培养技能技巧，促进思维发展。因此，在教学
长方体表面积计算方法时，我打算先让学生动手操作，“解
剖”以长方体，展示出6个面。通过比较分析深刻地体会长方
体各个面积之各就是这个长方体的表面积，以及长方体6个面
之间的关系，抓住了推导长方体表面积计算方法的关键，然
后再让学生测出自己的长方体的长、宽、高，通过小组合作
共同探索出长方体表面积的计算方法。设计是如此，但在教
学中因为担心把学生一放开就收不拢完不成教学任务，所以
就临时改变了教学方法，由教师统一指引下进行学习，
使“以动激思”变成了“以师为主”。

三、以练带学，自主学习

在学生掌握了长方体表面积的计算方法后，不单独安排时间
推导正方体表面积的计算方法，而是设计了一道练习，让学
生自主学习，由学生在算式说意义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发现了
正方体表面积的计算方法，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培养了学
生优化思维和求异思维的能力，促进课堂效益的提高，也使
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在师生共同参与和评价中，达到优化
思维，推陈出新的效果，并从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长方体的表面积教案篇五

本节课的内容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面积和面积单位、长方体
和正方体特征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为进一步学习其他立体
图形奠定基础。

成功之处：

1、重视表面积概念的教学。在教学中利用在上节课中学生粘
贴的长方体和正方体，让学生沿着棱剪开得到它们的展开图，
并标出“上、下、前、后、左、右”六个面。这样把长方体
和正方体的展开图与表面积的概念结合起来进行教学，便于
把展开后的每个面与展开前的每个面的位置对应起来，可以
更加清楚地看出长方体相对的面的面积相等，每个面的长和
宽与长方体长、宽、高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表面积的概念，
即长方体和正方体六个面的总面积，叫做它的表面积。

2、重视表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在例1的教学中，通过结合
生活中的情境将知识学习、方法探究和解决问题三者统一起
来进行教学，可以使学习内容基于问题学习，让学生进行主
动探索表面积的计算方法，从而起到“一石三鸟”的功效。
另外在推导长方体表面积计算公式的过程中，得出两种计算
方法，教学中充分利用已有知识乘法分配律来沟通两种方法。
特别要突出计算上（或下）面是长与宽的积，前（或后）面
是长与高的积，左（或右）面是高与宽的积的教学，让学生
牢固进行记忆，避免出现死记硬背计算公式的现象。

不足之处：

1、计算出现错误的现象很严重，主要是学生不细心，对于小
数的计算不重视。

2、个别同学对于上下面、前后面、左右面的计算混淆，导致
出现有的面不需要计算还是计算在内。



3、对于特殊的长方体进行侧面积计算时应补充为侧面积=底
面周长×高，这样对于计算特殊长方体比较简便。

改进之处：

突出计算上（或下）面是长与宽的积，前（或后）面是长与
高的积，左（或右）面是高与宽的积的教学，让学生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