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活选择方法发展数学思考
———《圆的面积计算》练习课教学设计及思考

金坛市教育研训中心　 房小科

　 　 教学内容：
苏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下册第１０７页第２、３、４、５题

　 　 教学目标：
１． 进一步巩固圆的面积计算，初步体会在不同的问题情境中要灵活地测量不同的

数据来计算圆的面积，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２． 在图形与图形的相对位置及大小变化中，发现并体会圆的半径、直径、周长和面

积的变化规律，初步体验数学推理方法。
　 　 教学过程及说明：

　 　 一、基本练习———回顾巩固

１． 师：上一节课，老师和大家一起学习了圆的面积计算。大家都学会了吗？
（１）大声地告诉老师圆的面积怎么算。（结合学生的回答板书相应的公式）
（出示一大一小两个圆，无任何数据）
这两个圆，你们能算它的面积吗？如果知道什么就能算了呢？（半径、直径、周长）
（２）现在老师添上一些数据。（多媒体出示）

　 　 能算了吗？你是怎么想的？
（３）独立做在作业纸上，指名板演。说说是怎么想的。
２． 师：已知半径，已知直径都能算出圆的面积，那如果已知圆的周长，你会算圆的面

积吗？
（１）多媒体出示：李明家准备用２５． １２米的栅栏围一个鸡舍。如果围成圆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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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鸡舍的面积是多少？（多媒体出示圆形）
（２）不是说告诉周长的么，周长在哪呢？
（３）说说准备怎么算。独立计算在作业纸上。
（评订时，展示一个错误学生的作业纸，让其他学生纠正。师生共同明确计算方法）
（４）总结：刚才我们算了几个圆的面积。在算圆的面积的时候，你最希望知道什么

数据？如果不知道呢？
３． 师：这题还没完。李明的爸爸想把这个鸡舍围得面积更大一些，他又试着围了一

个正方形。
（１）你觉得面积会更大一些吗？（补充条件：如果围成一个正方形，这个养鸡场的面

积会是多少？
（２）要通过计算说明。打算怎么算呢？算在练习纸上。（允许使用计算器）
（３）对比。（展示一个学生的作业纸）刚才，一种围成圆形，一种围成正方形，什么

没变，什么变了？仔细观察这个正方形和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引导发现：这个圆和
正方形周长相等，面积不等；同样长的栅栏围成圆形比围成正方形的面积大）

【设计思路】
在前一课时刚刚学过圆的面积计算的情况下，通过适当的形式对新学知识进行回

顾和巩固显然是练习课的基本价值所在。本环节第一、二层次重点解决已知半径，已知
直径，已知周长怎么算圆的面积，属于基础练习。但在呈现方式上，做了一点调整，没有
直接出示半径，直径，周长，而是借助正方形间接地告诉半径，直径。这样做是试图让学
生直观地比较圆形与正方形的位置、大小关系，进一步体会图形间的联系，发展空间观
念。第三层次通过情境引导学生比较圆和正方形在周长相等的情况下，谁的面积更大
一些。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思维获得一次提升。

　 　 二、生活运用———解决问题

１． 师：发现了这个现象，有些事情就简单多了。比如说，给你一些栅栏，让你围成一
个花坛，要想使绿化面积尽可能大，你准备围成什么形状呢？

（１）还真有一个圆形花坛（出示：圆形花圃，如Ｐ． １０７第３题，无周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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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要算这个花圃的面积，你最想知道什么呢？如果让你量，你打算怎么量呢？说
说自己的想法。（讨论交流得出：这个花圃量半径和直径都不方便，先用绳子量周长再
算面积比较好）

（３）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果以下这几种情况，要算面积，如果是你，会去量
什么呢？出示四种情况：

（４）学生说说自己的想法。
展开交流讨论：第一个圆桌面的面积测量直径比较方便；第二个铅球投掷圈量半径

比较好；第三个轮胎的面积量半径、直径都可以；祈年殿的占地面积需要先测量周长。
总之，要根据实际情况测量合适的数据，再算面积。
２． 师：很遗憾，不能让你们实地去量。不过，老师去量了。
（１）出示相应数据
①圆桌：直径１． ２米　 　 　 　 　 ②铅球投掷圈：半径１． ０５米
③轮胎：半径３０厘米 ④祈年殿：周长大约７６米
（２）现在能算了吗？任选两个，做在作业纸上。提醒：除不尽的保留一位小数，可以

借助计算器计算。
（３）展示，汇报。评订。
【设计思路】
本环节主要解决教材安排的四个实际问题。根据教材原本的安排，这四个问题是

以应用题的形式呈现的，已经告知了圆形物体的半径、直径或周长，学生要做的仅仅是
利用合适的公式进行计算，训练的只是单纯的技能。改编后把这四个问题统整在一个
大的生活背景之下。“要算面积，如果是你，会去量什么呢？”让学生设身处地地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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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去选择测量合适的数据。毕竟，在实际生活中，通过现成的数据来计算圆的面积
是不多见的，相比起来，方法的选择与优化倒更切合数学的本质。

由于课堂时空的限制不能进行实地测量，代以教师呈现数据。但这些数据并没有
因为追求计算上的简便而人为“优化”（教材也是如此）。这样安排，更贴近实际生活，
而且生活应该是真实的、可信的，毕竟生活中很多圆的半径并不都是整数。

　 　 三、整理信息———发现规律

１． 师：生活中的圆的面积计算需要我们灵活地选择方法，课堂上更需要我们敏锐地
观察力。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三个圆。（多媒体出示课始的三个圆，半径分别是１米、２
米、４米。并隐去正方形，标注半径，直径，周长、面积。）

（１）其实这里面还蕴含着数学规律，你发现了吗？
（２）（学生可能一下子发现不了，或者表述不完整）信息很多，很乱，实在不方便我

们找规律，回忆一下，我们四年级时学到过哪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能帮助我们整理信
息，很方便地找出规律？（引导：列表）

半　 径 直　 径 周　 长 面　 积
①

②

③

　 　 （３）学生列表整理。小组讨论，探索规律。
（４）汇报交流。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初步整理：一个圆的半径扩大２倍、４倍，那

么它的直径、周长也扩大２倍、４倍，面积则扩大４倍、１６倍。
２． 师：如果一个圆的半径是另一个圆的３倍还有这样的规律吗？想不想自己研究

一下？
（１）分别用ｒ和３ｒ表示两个圆的半径，填写表格。（在上表的基础上补充表格）

半　 径 直　 径 周　 长 面　 积
①

②

③

④ ｒ ２ｒ ２∏ｒ ∏ｒ２

⑤ ３ｒ ６ｒ ６∏ｒ ９∏ｒ２

　 　 （２）比较，说一说自己的发现。
３． 师：看来圆的半径扩大３倍也有这样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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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果扩大的是其它倍数，也有这样的规律吗？能肯定这个规律是正确的吗？结
合计算公式说一说。

（２）说一说发现的规律。整理：一个圆的半径扩大几倍，那么直径、周长也扩大几
倍，面积扩大是平方倍。

（３）如果反过来从下往上观察这个表格，你又有什么发现呢？引导完整的叙述：一
个圆的半径扩大（或缩小）几倍，那么直径、周长也扩大（或缩小）几倍，面积扩大（或缩
小）平方倍。
【设计思路】

练习课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反复的计算操练上，也不能一味地在技巧上拓展。本环
节，通过课始三个圆相关数据的整理，回顾并运用了已经学过的列表策略，并使学生的
思维在这种观察、比较、交流、表达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同时对三个圆相关数据的观察、
归纳，引导学生发现体悟初步的数学规律，但这种规律是否具有广泛性和普适性，还需
要严谨地证明。因此下面的教学，又安排了用字母表示半径、直径、周长和面积，通过
“如果扩大的是其它倍数，也有这样的规律吗？”“能肯定这个规律是正确的吗？”的追
问，让学生试着结合公式说一说，通过公式的推演得出严密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完整地经历了不完全归纳发现规律，再通过数学演绎证明规律的过程，帮助学生初步
体验数学严谨、理性之美。

本文发表于《小学数学教师》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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