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圆柱和圆锥 

常州市龙城小学 杨洋 

 

教学内容：苏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第9～10页例1、“练一练”，练习二第1～3题。 

教材分析：“图形与几何”是小学数学重要的学习领域，它是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描述生活空间并进行交流

的重要工具。圆柱和圆锥是小学阶段认识的最后两个立体图形，因此这部分内容的教学，对学生空间观念

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明晰教材所承载的知识及学科本质的前提下，教师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补充和

拓展，以想象为主线的教学思路，沟通了平面图形与立体图形的联系，使学习更具挑战性，更有活力， 提

升了学生的几何直观和空间观念。 

学情分析：早在一年级，学生已经初步认识过圆柱，日常生活中他们也经常有机会接触圆柱和圆锥，如圆

柱形的包装盒、圆锥形的冰淇淋等。学生对圆柱和圆锥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感性经验。只不过，这些认知多

半是非正式的，有些甚至是模糊的，但这些都是学生学习和认识圆柱、圆锥的认知基础。本节课运用动作、

图像等多元表征来进一步认识圆柱和圆锥，提高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目标： 

1.学生在图像表征和动作表征中认识圆柱和圆锥，知道圆柱、圆锥的底面、侧面和高，了解圆柱和圆锥的

特征。 

2.学生在多元表征中进一步积累认识立体图形的学习经验，增强空间观念，发展数学思考。 

3.学生进一步体验圆柱、圆锥与生活的联系，感受立体图形的学习价值，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和学好数学

的信心。 

教学重、难点：探索和发现圆柱和圆锥的特征及高。 

教学过程： 

一、回顾迁移，揭示课题 

1、表征唤醒，正向迁移 

谈话：同学们，我们之前认识了长方形、正方形，回忆一下，我们是如何进行研究的？ 

预设：我们通过看一看、摸一摸、量一量、比一比来进行研究的。 

追问：我们通过看一看、摸一摸、量一量、比一比发现了方正方形的哪些特征？ 

小结：我们通过看一看、摸一摸、量一量、比一比发现长方形和正方形都有8个顶点，12条棱，并且相对的

棱和相对的面相等。 

2、图像表征，初识圆柱 

谈话：同学们，上面哪些物体的形状是圆柱体？ 

追问：生活中还有哪些物体的形状也是圆柱体？ 

归类分析，体会共性，揭题：认识圆柱。  

【设计意图：课始，先引导学生回忆长正方体的研究方法和特征，埋下两条主线，即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

随后再呈现一组圆柱、圆锥形状的物体的图片，让学生识别并描述它们的形状特征，并将它们按形状分类。

这样，让学生先整体感知， 再分类研究，既可以帮助他们进一步丰富对圆柱、圆锥的认识，积累感性经

验，又可构性的把握，促进良好认知结构的形成。】 

3、小组合作，表征圆柱 

 

 

 

 

 

 

活动要求： 

1、想一想：你打算怎样研究圆柱的特征？ 

2、同桌合作，寻找圆柱的特征。 

（可以看一看、摸一摸、量一量、比一比） 

3、4人小组议一议，汇报交流各自的发现，准备集体分享。 



表征圆柱特征：圆柱没有顶点，圆柱有三个面，上下两个面是圆形的，圆柱还有一个侧面，是一个曲面。 

4、快速反应，特征辨析 

下面这几个图形是圆柱吗？为什么？ 

 

完善交流：圆柱上下一样粗。 

5、动态表征，聚焦圆柱“高” 

谈话：通过刚才的动画，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预设：圆柱的底面没变，高度变了。 

追问：刚才这个同学提到了圆柱的底面没变，高变了，那么高在哪里呢？ 

5、多元表征，寻找圆柱的“高” 

谈话：请你找一找圆柱的高。 

操作：从圆柱侧面的高到圆柱（教具模型）内部的高。 

小结：两个底面之间的距离叫作高，圆柱有无数条高。（顺势完善板书。） 

6、整体认识，建构模型 

谈话：现在你能完整的说说你对圆柱的认识了吗？ 

总结：圆柱的上、下两个面叫作底面，围成圆柱的曲面叫作侧面。两个底面之间的距离叫作高，圆柱有无

数条高。 

【设计意图：行课中，引导学生借助收集的圆柱形物体，再次展开研究，并在教师精心设计的“研究提示”

的指导下，经动作表征、图像表征、抽象概括等活动，将研究逐步引向深入，进而掌握圆柱的基本特征，

建立相应的空间观念， 积累研究图形特征的学习经验。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在观察收集到

的圆柱形物体时，要求学生比较它们的相同和不同。比较相同点，目的是引导学生感受从多个实例中抽象

圆柱的空间形式的过程，即舍弃一切除空间形式以外的其他属性。比较不同点，目的是引导学生体会在认

识圆柱的过程中，舍弃了哪些非本质的属性，这对学生感受数学抽象的过程与方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通过师生谈话，启发学生感受用二维平面图形表示三维立体图形的过程，这对学生正确建立立体图

形的表象，感受立体图形的特征是十分有用的。】 

二、顺势迁移，研究圆锥 

谈话：研究完圆柱，现在我们来研究圆锥，你准备怎么研究圆锥？ 

1.讨论。 

谈话：接下来，我们要研究——圆锥的特征。怎样进行研究呢？ 说说你的想法。 

启发学生想到用“看、量、比、画”等方法来研究，同时，具体说说分别可以怎样做，如看什么、量什么、

比什么等。 

2.探索。 

谈话：明确了研究方法，接下来就可以研究了。请大家拿出课前收集的圆锥形物体，根据小组合作要求展

开研究，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向老师求助。 



 

学生在小组里活动，教师巡视、指导， 

然后组织交流，师生共同讲评。 

引导学生发现：圆锥的底面是一个圆，侧面是一个曲面。从圆锥的顶点到底面圆心的距离叫做圆

锥的高。 

 

3.表征。 

谈话：刚才同学们徒手画了一个圆锥，虽然不够规范，但说明大家头脑中已经有了圆锥的样子。

（边说边演示）画圆锥时，先画一个椭圆表示圆锥的底面，再用虚线沿水平方向画一条底面直径，

标出底面圆心，然后过圆心画这条水平方向直径的垂线，并在垂线上找一个点，最后把这个点分

别与这条直径的顶点连接起来，就得到一个圆锥。你能看图指一指圆锥的底面、侧面、顶点和高

吗？ 

小结：我们研究的圆锥都是直圆锥。圆锥的底面是一个圆，侧面是一个曲面， 从圆锥的顶点到

底面圆心的距离是圆锥的高。 

提问：你会测量圆锥的高吗？ 指名演示，教师作适当指导。 

【设计意图：充分利用学生在研究圆柱的特征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引导学生先讨论怎样研

究圆锥的特征，再以“研究提示”的方式引领学生的探究活动，并通过交流抽象ft圆锥的基本特

征。对于圆锥的几何表示，先让学生试着画一个圆锥的草图，再师生共同讨论在平面上表示圆锥

的方法。一方面，学生可以在把头脑中的映象画来的过程中使表象更加清晰化，另一方面也可以

让学生再次感受用平面图形描述立体图形的方法。而让学生看着圆锥的直观图，指一指圆锥的底

面、侧面、顶点和高，能帮助他们巩固和强化相关概念，加深对圆锥的特征的认识。之后，引导

学生想象把怎样的图形旋转一周可以得到一个圆锥，更是要求学生借助表象操作展开想象和推理，

这也是培养他们空间观念的有效手段。最后，引导学生比较圆柱和圆锥的异同，目的是启发他们

对圆柱、圆锥的特征进行梳理，弄清楚它们的联系与区别，完善认知结构。】 

三、对比巩固，螺旋提升 

谈话：你能谈谈圆柱和圆锥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四、练习提升，思维拓展 

 点 面 高 

圆柱  

3个面 

2个底面、1

个侧面 

无数条高 

圆锥 1个顶点 

2个面 

1个底面、1

个侧面 

只有1条高 

小组活动要求： 

1、观察本小组收集的圆锥形物体， 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2、找一找圆锥的表面有几个面，它们各是什么形状的。 

3、圆锥的高指怎样的线段？怎样测量圆锥的高？ 

4、想象一下，把一个圆锥画下来是什么样子？试着画一个草图。 



 

 

 

 

 

 

 

 

底面 

底面 

侧

面 
高 

看一看 

摸一摸 

量一量

比一比 

上
下
一
样
粗 

底面：2个相同的圆 

侧面：1个曲面 

高：无数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