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角”教学设计方案 
执教者 谢荟 年级 二年级 单    位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课  题 认识角 时间 2019.5.8 开课学校 常州翠竹新村小学 

一、教学目标 

1.经历从生活中抽象出角的过程，把握角的数学特征，认识角的各部分名称。  

2.动手制作活动角，感知角有大小，并在比较角的大小的活动中,加深对角的认识。 

3.通过学习活动初步感悟认识图形的方法结构，强化规范表达的意识，积累表达的能

力。 

二、制定依据 

1.教材分析 

小学图形认识的内容包含图形的直观认识、要素认识、类型认识、特征认识、图形计

算，逐步深入。而边和角就是图形构成的基本要素，本课内容是学生第一次认识构成图形

的基本要素之一：初步认识角，构建角的概念。 

角的认识，是学生第一次经历“感悟→比较→归纳→抽象”的概念生成过程，这也是

图形概念认识所共有的方法结构和过程结构。为了便于二年级学生感知这一结构和后续的

主动迁移运用，我结合自己的教学过程将这一过程提炼为“生活发现→观察比较→归纳特

征”。 

角是有大有小的，学生对角的大小的认识和判断会受到边的长短或物体大小的影响，

需要通过问题引导学生关注本质，并能初步比较角的大小，为后续直角的认识和角的度量

做准备。 

2.学生分析 

学生在直观认识一些平面图形的过程中已经初步经历了从立体到平面的提取过程，这

为学生从生活中发现并提取“角”这一平面图形奠定了基础。 

学生日常生活中所涉及到的“角”和数学上所指的意义并不一致，需要帮助学生对生

活认知和数学概念加以区分。 

让学生知道角从生活中来，通过学习，再带着数学眼光回到生活内化角的概念，学生

在找角并表达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需要细腻的指导和示范来规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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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示分类资源 

（1）要求：孩子们，老师带来了

5 幅大家都熟悉的图片。你能从

上面找到我们二年级上学期学过

的平面图形吗，找到了就和同桌

说一说。 

（2）引入：其实，从我们学过的

这些平面图形中选取一部分还能

得到新的平面图形呢，你们瞧！

仔细观察它们的特征，你能按照

一定的标准将它们分分类吗？为

了方便研究，老师给他们标上了

序号。 

 

 

 

同桌很快说一说。 

 

 

 

 

 

 

 

 

 

再经历提取过程，

简要回顾平面图

形，为再次提取

“角”作铺垫。 

 

 

 

 

 

 

 

 

 



 

 

 

2.根据标准分类，组织交流 

（1）一级分类交流： 

过程引导：分好的同学快速和同

桌说说你是怎么分的？ 

交流：（①资源 1:按曲直分成了

两类；）第一种你是怎么分的？

（板书：直和不直）很有道理； 

（②资源 2：按连不连分

成两类。）那这一种呢？（板书：

连和不连）      
小结：都很有道理，这就是你们

刚才两种不同的分法。 

（2）二级分类交流： 

指导二级分类：我们首先来看第

一种分类，在直的这一类中，我

们还能继续往下分吗？学生尝试

二级分类：第二种分类中边连在

一起的还能继续往下分吗？试试

看。 

 

3.比较抽象出角： 

（1）不管是第一种先按照直和不

直再按照连和不连分，还是第二

种先按照连和不连再按照直和不

直来分，分出来的结果你有什么

发现？最终都能分成这 3 类，其

中①②④都被分在了同一类，它

们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吗？ 

（2）揭示课题：这两条直直的线

就叫作边，连在一起的地方称作

是顶点。由 1 个顶点和 2 条直直

的边组成的图形叫作角。今天我

们就来认识这样的图形——角

（板书课题：认识角）我们伸出

手一起来指一指，这是角的顶点，

这是角的两条直直的边。还可以

用一条弧线，表示出这个角。 

（3）及时巩固：那这两个角的顶

点和边又在哪呢？可以在自己的

屏幕上选一个指一指、说给你的

同桌听一听。 

预设： 

第一种资源：按照曲直来

分，边直不直。 

第二种资源：按照连接和

不连接来分，有没有顶

点。 

 

 

 

 

 

 

预设： 

同桌讨论得出：直的一类

可以按照连和不连分成

两类。 

第二种：连接与否→曲直

→①②④ 

 

 

 

 

 

 

直直的边，连接在一起。 

 

 

 

 

指名交流：边不直、没有

顶点。 

 

根据直观，让学生

对图形进行简易

“分类”，并根据

学生的发言及时

提炼角的特征并

命名。 

 

 

 

 

 

 

 

 

 

 

 

 

 

 

 

 

 

 

 

 

 

 

 

 

 

 

 

 

 

 

 

 

 

 

 

 

 

 1.找角 

（1）平面图形中找角。 

刚才我们从平面图形中找到

了角，现在“调皮”的角又藏进

 

 

预设：第一题错误率高，

1个角或者 3个角呢？ 

及时巩固，根据特

征进行理性判断。 

 

 



 

 

 

 

 

 

 

 

 

 

 

 

 

 

 

 

 

二．动手

实践，进

一 步 认

识 角 的

特征  

 

了一些平面图形中，要你来找一

找，下面的图形中有几个角呢？

听好口令，老师说开始才开始哦。

（过程引导：有的同学找到一个

就用小弧线标一个，真快啊！快

的同学还可以和同桌说一说角的

顶点和边在哪里） 

    交流错误资源：第一题错误

率特别高，到底是 1 个角还是 3

个角呢？你来指一指。继续追问：

为什么这 2个不是角？ 

 

（2）生活中找角。 

我们学会了在平面图形上找

角，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

能找到角呢。 

①数学书：比如在数学书的

封面上我们就能找到角，这是一

个角，这是角的顶点，这是角的

两条边。你也能找到封面上其他

的角，并说一说它的顶点和两条

边吗？   （一生上台找一找）你

的意思是这是一条边，这是另一

条边。你也能像老师这样完整的

说一遍吗？你说的真清楚。 

②其他物体上的角：数学书

上能找到角，那身边其他物体上

你也能找到一个角，指一指并说

一说它的顶点和两条边吗？（黑

板上的角，桌面上的角等） 

③墙角：刚才谢老师还听到

有同学说墙角上也有角，有角

吗？又有几个呢？用小弧线快速

标一标角在哪里？交流：1.这里
有角吗？指一指顶点和边；你的
意思是这里是一个角，还有吗？
2.这里有 3 个角，这位同学就是
这样标的，非常清楚，如果要更
清楚，我们还可以标上 123。 
过渡：刚才我们找到了很多角,

想不想自己也来创造一个角呢？ 

 

2.创造角    

（1）利用材料创造角：小组 4人

利用身边的材料（剪刀、小棒、

 

 

 

 

 

 

 

 

 

 

 

 

 

 

 

 

（1）指名学着摸一摸说

一说数学书封面的另外

三个角。 

 

 

 

 

 

 

（2）独立找角，同桌每

人至少找一个，指名交

流。 

 

（3）预设： 

画了一个圆圈，不清数是

几个角；有 3个，分别标

一标。 

 

 

 

 

 

 

 

 

 

 

 

 

 

 

 

 

 

 

 

 

 

 

 

 

 

 

 

 

 

 

 

 

 

 

 

带着对角的理性

认识去寻找数学

图形和生活情境

中的角。 

 

 

 

 

 

 

 

 

 

 

 

 

 

 

 

 

 

 



 

 

 

没有直边的小棒）创造角，并轮

流在小组里介绍你是怎么创造

的，角的顶点和两条边又在哪里。 

（2）比大小 

①展示一组学生创造的角

（实物投影：活动角、折、剪）：

孩子们你们真富有创造精神，利

用不同的材料创造出数量不同、

大小也不同的角。 

②同桌比较活动角：大家都

有小棒创造的活动角，举起来看

一看，和你的同桌比比看谁的角

大，说说角的大小和什么有关

系？ 

观察法：谁的角大？你们同意

吗？怎么比出来的？当两个角的

大小很明显时，用观察法一眼就

看出大小了。 

重叠法：但是如果这个角和这角

变得差不多大，那还能用观察法

比出来吗？开动大脑想想看，有

什么好方法？ 

小结：把角的顶点重合，一条边

也重合，比另一条边。 

    ③出示长边小角： 

老师这里还有一个角，我觉

得比你们的都大，你们同意吗？

你能比一比吗？ 

巩固方法：要把顶点和一边重合，

比另一边，果然老师的角比较小，

你们的角大。 

及时小结：那角的大小到底

和角的什么有关系？和什么没有

关系呢？角的大小只与两条边张

开的大小有关，和边的长短无关。 

小组展示并介绍自己制

作的角，其他同学判断。 

（小棒拼、纸片折或画、

用剪刀剪或者张开剪

刀……） 

 

 

 

 

 

 

 

 

 

 

 

 

一眼就看出大小了。 

 

 

 

 

预设：顶点重合，一条边

重叠，比另一条边，在外

面的角就大，边在里面的

角就小。 

 

 

 

（1）引起争论，预设：

只是边比较长，其实角的

两边张开的很小，角反而

比小棒的角更小。 

 

（2）预设：角的大小只

与边的张开大小有关系。 

 

通过制作活动和

语言表达的伴随

来发展和深化对

角的数学认识。 

 

 

 

 

 

 

 

激发学生对角的

大小的认知冲突，

促进比较方法的

产生，通过小组合

作，交流评价形成

对一般比较方法

的认识，也为后续

认识直角和第二

学段角的度量作

铺垫。 

 

 

 

 

 

巩固方法并进一

步打破原有认识。 

 

 

 

 

 

丰富对生活中角

的认识，及时巩固

对角的大小的判

断。 

三、及时

运用，拓

展延伸   

1.及时运用：现在你知道怎样比较角的大小了吗，下面

这三个角相等吗？ 

2.拓展直角：你是想要用旋转拖动的方法将它们重叠在

一起比较，还有其他方法吗？中间这块三角板上的角我们都

有，我们可以用它直接去比一比也能得出三个角相等。其实

这三个相等的角就是角当中比较特殊的角，数学上我们称它

们是“直角”，比直角大的角是什么角，比直角小的角呢？

以后我们会继续来研究这三类特殊的角。 

 

 

鼓励和提示学生

继续发现、观察、

提炼，数学来源于

生活，也在生活中

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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