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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数学课堂边沿 深挖学科育人价值

——《认识公顷》教学案例与思考

常州市武进区卢家巷实验学校 平金华

学情分析：

“认识公顷”是苏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多边形的面积》中的

一课时。“认识公顷”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常用的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平方分米、

平方米以及常见的平面图形面积计算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前期调查发现，学生

对于公顷这个面积单位并非一无所知，但真正在应用时却发现很少学生能建立公

顷这一较大土地面积单位的实际表象，也经常搞混公顷和平方米之间的进率。究

其原因还是由于直观体验的缺乏，建立 1平方厘米、1平方分米、1平方米、1

平方千米的实际表象时，都对应着一个长度单位，只有公顷不易找到一个相应的

长度单位与之对应，导致学生无规律可循。因此，帮助学生建立 1公顷实际大小

的表象，是学生能扩展面积单位认识的基础，也能进一步帮助学生开阔视眼，增

强疆土版权意识。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常用的土地面积单位公顷，结合测绘仪器了解 1公顷的实际

大小，知道 1公顷=10000 平方米，会进行平方米和公顷之间的简单换算，初步

学会以公顷为单位计算土地面积。

2、使学生联系熟悉的生活场所体会 1公顷的大小，能说出或估计现实生活

中 1公顷土地的大概范围，建立 1公顷的空间观念。

3、使学生感受计量单位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的，了解土地面积通常用公顷

作单位，能主动关注 1公顷的大小，主动与他人交流。

4、了解测绘仪器的发展，知道我国的测绘发展历史，激发学生爱校爱国的

热情，建立祖国的疆土版权意识。

前期准备：

1、每位学生用脚步丈量 100 米，知道根据自己的步幅大约走多少步是 100

米。

2、常州市武进区规划勘测设计院提供：测距仪、全球定位仪、无人机、学

校及周边著名景点的航拍影像图、1公顷标准范围。



教学过程：

（一）自学教材，认识公顷的基本概念。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新的面积单位——公顷。（板书课题）

师：关于公顷你想了解哪些知识呢？

生 1：我想知道 1公顷有多大？

生 2：我想知道公顷用哪个符号表示？

生 3：我想知道公顷和平方米哪个大？它们之间的进率是多少？

……

师：同学们想知道的这些，书上都有告诉我们，请带着你的问题去书里找一

找答案吧。（学生自学教材 P16 页例 8）

师：通过阅读教材，你获得了关于公顷的哪些知识呢？谁来和我们大家介绍

一下？

学生交流，教师板书：边长 100 米的正方形面积是 1公顷（hm
2
），1公顷=10000

平方米……

【设计意图】数学教科书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大多数

时候都是把它当成习题集，是让学生做上面的练习题。教科书的阅读者变成了教

师，教师读完后再“传输”给学生。这就导致了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差，对于信

息的获取能力得不到提高。因此，教师应重视引导学生阅读数学教科书，充分发

挥教科书的作用。学生通过自主初步阅读，能从书中找到问题的答案，即便这个

答案是比较浅显的，但这是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教科书所获取的，比教师直截了当

地“告知”“灌输”的效果要好得多。

（二）扩展课堂，建立公顷的实际表象。

1、走出教室，脚步丈量 1公顷。

师：同学们已经在书本上了解了 1公顷有多大，接下来我们用脚步去实际感

受一下 1公顷的大小。

全班分为 4个小组，在校园中用脚步丈量出 1公顷的长方形和正方形，测绘

人员利用全球定位仪和无人机对各组的图形面积进行测绘，得到实际面积。

【设计意图】在“认识公顷”的教学中， 让学生形成较为准确、清晰的表

象是重要的学习目标。然而仅通过书本阅读，学生很难直接体验“1 公顷”的大

小。所以本次教学活动在武进规划勘测设计院的技术支持下，将课堂搬到了室外，



让学生在校园中通过自己的脚步丈量 1公顷，由设计院工作人员对学生的丈量进

行测量并绘制成图象传回课堂。蒙台梭利说过：“我听过了，我就忘了；我看见

了，我就记得了；我做过了，我就理解了。”通过这样的一次校园实践活动，让

学生在小组合作中自主测量，将头脑中通过书本阅读获得的静态 1公顷表象，和

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动态 1公顷表象建立联系，这两种表象都能促进学生对 1公顷

大小的认知，但通过亲身操作实践获得的动态表象更能使学生对知识经验的来龙

去脉进行回顾和思考，在辨析中加深认识。

（三）回顾反思，加深数学思考

师：刚才同学们在设计院老师的帮助下，每个小组都用脚步测量出了 1公顷

的实际大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个小组徒步测量结果吧。

师：回顾刚才的测量过程，结合小组测量结果，谈一谈你们小组的测量过程

遇到的问题以及体会吧。

生 1：我们本来想测量一个 200×50 的长方形，面积刚好是 1公顷，但在实际

测量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操场找不到没有任何建筑物遮挡的 200 米直线，所以将



长方形调整为 165×60，这个面积不到 1 公顷，但是已经很接近了。

生 2：我们组在测量边长 100 米的正方形时，借助了 100 米的跑道，将正方

形的两个顶点确定在 100 米跑道的起点和终点，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标准的 100
米的边长。

生 3：我们组在徒步丈量边长 100 米的正方形最后一个顶点时，遇到了困难：

从跑道到体育馆大门不足 100 米，最后一个顶点被建筑物挡住了，没法确定。

所以我们组将已经确定的 3 个点都像南移动了 30 步，这样就避开了建筑物，确

定了最后一个顶点的位置。

……

【设计意图】《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出：“对于学生学习的数学的具

体内容，应该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并且是富有挑战性的内容，是要求学生通过自

己主动的观察和猜测，再进行实验对自己的猜测进行验证，然后与同学进行交流。”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也指出：“让学生学习有价值的数学，每个学生也都

能学习到必要的数学。”数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应用的广泛性，教育学生运用学到

的抽象知识，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具体问题，正是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学生在

徒步丈量 1公顷面积的活动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最后都通过集体的智慧

解决了。通过回顾和交流，能更好的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是源于生活，但生活中的

数学并不是标准数学模型，会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比如徒步丈量的 100 米是不

够精确的，校园中找不到 200 米的直线，比如最后几米被建筑物挡住了等等。但

是这些问题都可以运用已经学习的数学知识来解决，可以直接借助操场现有的

100 米跑道提高精确度，可以调整长方形的长和宽，可以将正方形整体平移……

在实际测绘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了合作、反思、协调、共同解决问题。

（四）加强对比，扩展面积的认识

1、师：同学们通过徒步测量得到了比较接近 1公顷的面积，那我们一起来

看看标准的 1公顷到底有多大呢？为什么我们测量得到的就不是标准的 1公顷

呢？

生 1：我们是依靠徒步来测量的，每个人的步子大小不一样，测出来的长度

是不精确的。

生 2：在徒步的过程中，受学校绿化带和建筑物等影响，测量得到的图形并

不是标准的长方形或者正方形，走着走着就歪了。

生 3：规划勘测设计院的老师们利用了更先进的测距仪和全球定位仪，才可



以确定标准的 1公顷面积的大小。

2、师：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几组素材，请你根据标准 1公顷的大小，估计

它们的面积。

武进规划勘测设计院提供学校、新天地公园、淹城遗址公园的航拍图，通过

现实生活中学生熟悉的地点，进一步扩展学生对面积的认识。

（1）根据校园中的 1公顷，估计学校的面积。

（2）根据学校的面积大约是 5公顷，估计新天地公园的面积。

（3）根据新天地公园的面积是 32 公顷，估计淹城遗址公园的面积。

3、师：你知道比公顷更大的面积单位吗？

生：平方千米。（展示学校周围的 1平方千米航拍图和学校面积的对比）

师：你知道我们生活的武进区的面积是多少吗？（展示常州市武进区地图）

师：你知道中国有多大吗？（展示中国地图）

生：960 万平方千米。

师：同学们所说的 960 万平方千米只是我国的陆地面积，我国的海洋面积约

470 万平方千米。

师：同学们看到地图上的这一个点了吗？这就是我国的钓鱼岛。虽然在中国

地图上我们看它只是一个点，但实际它的面积是很大的。在中国的版图上，一个

点都不能少。

4、观看影片《测绘仪器的发展》和《学校 20 年的变化》。

【设计意图】数学教学中，教师应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联系生活讲数学，

把生活经验数学化，数学问题生活化，把社会生活中的鲜活题材引入学习数学的

大课堂中，使学生感受到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使他们学会用数学的角度去观察。在教学中加入了学生非常熟悉的生活场所，让

学生估计它们的面积，这样将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感受到

数学与生活如此密不可分，使学生真正感受到了数学在生活中的价值和应用的广

泛性。

通过对公顷的认识，将面积单位推广到平方千米，从而展示更大的土地面积。

结合今天活动中使用的测绘技术，让学生感受到从最初的徒步丈量到如今的全球

定位仪和无人机的测绘发展，激发了学生对学习知识的热情和渴望。同时通过对

中国版图的进一步认识，激发学生的爱校爱国情怀，增强学生国家疆土版图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