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公顷和平方千米的课后反思 公顷平
方千米的教学反思(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公顷和平方千米的课后反思篇一

公顷和平方千米是在学生已经掌握常用的面积单位平方米、
平方分米、平方厘米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它的教学难点在
于公顷与平方米这两个面积单位不容易亲身体验，因此在他
们的头脑中还是基于想象的基础。而在教学平方千米时，学
生理解的难度更大，本身公顷已经够大了，再加上平方千米，
学生更是缺乏平方千米知识的了解。在教学中，我结合学生
熟悉的场地，如教室的面积一般是50平方米，200个教室的面
积大约是1公顷，通过学生的想像，加深学生对“公顷”这个
土地面积单位的认识。

在使学生明确了边长是1000米的正方形面积是1平方千米之后，
可以在学生对1公顷形成了表象之后，让学生想象一下100块1
公顷的土地，就是1平方千米大。还通过其他的素材帮助学生
认识和想象，如，一个足球场的面积约7000平方米，140个足
球场的面积约1平方千米。通过这样的学习，学生既能体会到
公顷是一个较大的面积单位，又能具体感知1公顷的实际大小，
从而建立1公顷的正确表象，发展空间观念。最后通过让学生
举例来说明什么时候用公顷、什么时候用平方千米来计量土
地面积比较合适，掌握了这两个较大土地面积单位的实际用
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



公顷和平方千米的课后反思篇二

本节课能把各种资源加以整合、并灵活安排学习时间与空间
很好的体现了学科性和综合性，以数学书本知识为基准，结
合生活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创设一系列围绕主题的教学活动，
确立了以学科知识为基础，以情景主题为背景，适时的穿插
另外学科知识，丰富发展数学的内涵，让学生学习数学学科
以外的知识，让学生从多种途径中获取信息，指导具有针对
性，启发性，从而领略数学的精彩。

1、教材安排照片和文字说明的意图，要激发学习热情、引起
学习心向、营造学习氛围。首先是这些旅游景点、著名建筑
都是学生比较熟悉而且非常向往的，学生的兴趣由此产生。

2、在游戏中体会1公顷。28个小朋友手拉手围成一个正方形，
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也是学生愿意做的游戏。教材告诉学生，
这个正方形的面积大约是100平方米。如果让学生这样围一围，
看着围成的正方形，想像100个这样的正方形有多大，他们又
一次体会了1公顷。1公顷的观念清晰了，有利于形成1平方千
米的观念。

3、在有吸引力的情境中首次呈现公顷和平方千米。例1以四
张照片为背景，分别呈现明孝陵、中华世纪坛的占地面积，
日月潭的面积和2004年我国的森林面积，这些面积都以公顷
为单位。

4、在丰富、多样的活动中感受1公顷，形成1公顷的观念，要
知道它有多大。“知道”可以在听和看中接受，也可以在操
作实践中体会。教材为学生选择了多种渠道，通过各种形式
的活动，在头脑中留下1公顷的印象。教材理解学生形成面积
单位观念的困难，给他们反复感受的机会，使印象逐渐清晰、
逐步深刻。

本节课同学们学习兴趣浓厚，积极主动，课堂上学生通过动



手操作，认真观察，独立思考，互相讨论，合作交流，发现
了知识，领悟了知识，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培养了学生优
化思维和求异思维的能力，促进了课堂效益的提高，也使学
生在愉快的气氛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课后，我访问了一
些学生，由于农村小学生视野比较窄，个别学生对公顷的大
小感知还是有些模糊。

公顷和平方千米的课后反思篇三

1、师出示：填上合适的单位名称：

课桌面大约８０（）；小黑板面大约（）；你的指甲盖大约１
（）

我们学校的操场面积大约有5000（）；我们祖国的领土面积
大约是960万（）。

2、感知１平方厘米、１平方分米、１平方米的面积有多大？
（指名说一说，并举例）

（板书：土地面积单位：公顷、平方千米）

1）认识公顷：感知公顷有多大。

a、让学生动手量一量学校操场的长和宽。（分组测量，并指
定专人记录，集中后汇报测量结果）

b、师板书：学校操场长=100米宽=50米。

c、计算出我们学校的操场面积：100×50=5000（平方米）

2）师引导探究：我们学校的操场除了用平方米作单位外，还
可以用什么作单位呢？（师引出地积单位：公顷）



师板书：1公顷=10000平方米

1）请你把我们学校的操场面积用公顷作单位：5000平方
米=0.5公顷（板书）

2）请你看看我们学校操场的面积是0.5公顷.

3）请你闭眼想一想1公顷的场地面积有多大？

1）师设疑：计算更大的面积，如本地城市的面积，我们伟大
祖国领土的面积，就要用到更大的面积单位——平方千米。

2）那么平方千米与公顷、平方米的关系是什么？（学生自学）

3）指名回答后师板书：1平方千米=1000000平方米=100公顷

4）感知1平方千米有多大？

a、请你闭眼想一想1平方千米等于200个我们学校操场的面积，
那1平方千米该有多大啊！

b、我们伟大的祖国的领土面积有960万平方千米，是多么的辽
阔呀！

c、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

1、“土地面积单位”这一课对教学内容（局部）进行生活化
处理。从学生熟悉的学校操场出发，通过实践动手量一量、
算一算中认识地积单位公顷、平方千米，并充分感知公顷、
平方千米的大小。通过引导学生自学课本，自学总结得出1公
顷=10000平方米，1平方千米=100公顷=1000000平方米。

2、本节课把原本抽象、枯燥、学生生疏的'土地面积单位公
顷、平方千米，通过实践操作，形成认识和感知。通过学习，



使学生了解到我们伟大祖国领土面积的广阔，我们祖国地大
物博，从而激发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

3、通过教学，让学生更加体验到数学与日常生活是密切联系
的，体会到数学的内在价值，体会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又应
用于数学，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4、数学《新课标》指出：数学教学要培养学生数学地思考问
题，也要培养学生数学应用的意识和能力。数学教育要全面
促进学生的发展，力求使他们既能有效地应用所学知识和方
法去解决日常生活、相关学科和工作中的问题，又能独立去
探索去发现。本教学片断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出发，创
设条件向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并引导帮助他
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
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
验。

公顷和平方千米的课后反思篇四

《公顷和平方千米》是在学生已经掌握常用的面积单位平方
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它的教学难
点在于体会1公顷的实际大小。

这节课上让学生感知的比较多，从看例题的图片到自己说说
对平方千米的认识，到揭示新知，阅读“生活中的数学”，
学生的脸上不时会露出惊讶的表情，很多惊叹句也会不时的
冒出来。我想，学生的数学学习需要借助一个个的阶梯和平
台，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公顷”和“平方千米”这两个
土地面积单位比较大，对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形成表象确实
有些因难。教材中所出示的场景学生并不熟悉，缺乏感知。
公顷和平方千米是较大的面积单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到
的地方不多，所以学生比较生疏。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的主要问题在于：对1公顷的认识不



够深刻，主要体现在填空的时候，遇到“故宫的面积大约
是40（）”时，学生会不自觉的填写平方千米，教学过程中
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

要让孩子们区分好“公顷”和“平方千米”的使用地方。大、
较大这两个词的界定是很含糊的，对于学生而言，熟悉的是
教室、篮球场、大操场的面积，这些是学生深刻体会到的，
每天都能见到的，以这些为基准，来感悟1公顷，分别大约
是200个教室的面积、24个篮球场的面积、5个大操场的面积。

相对于1平方米而言，公顷是较大的单位，它是用来测量土地
面积的，这个时候需要给孩子一个整体的概念，它是有别
于“平方米”的，所以有1公顷=10000平方米，因为特殊所以
进率是10000，这也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

“大”是相对的，“较大”也是相对的，因为是相对来说，
所以学生的认知结构会出现混乱，自然会体现在搞不清楚到
底该填写公顷还是平方千米了，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要给
学生建立起一个标准。

在生活中，想要找到这个标准是困难的，尤其是“平方千
米”的标准，个人以为应该是建立在行政区划“市”的基础
之上，给学生这个标准之后，再让学生去感悟何时用平方千
米何时用公顷则有些好转。在一般的情况下，“较大”用公
顷，“大”用平方千米，这样的策略符合学生的认知需求，
有助于学生认知结构的重新建构。

结合教学，渗透思想教育。在本节课教学中，我利用生动的
图片、数据，让学生感受祖国的山河壮丽，从而激发学生爱
祖国的热情。

我们在教学平方千米、公顷的时候，我们应该深知，知识形
成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体验、辩论、
思辨的过程。



公顷和平方千米的课后反思篇五

数学课上学习了面积单位公顷、平方千米的知识，总觉得学
生对于实际意义的认识仍然是很模糊的。1公顷到底有多大？
不太明白。1平方千米是个什么概念？就更不理解了。正是基
于学生在学习上的这一困惑，于是我决定利用下午课外活动
的时间去操场亲身体验一下面积的大小。

我先领着学生在教室里先把公顷和平方千米的知识复习了一
下，让学生加深以下认识：1公顷等于10000平方米，就是边
长为100米的正方形的面积；1平方千米等于1000000平方米，
就是边长为1000米的正方形的面积；1平方千米等于100公顷。
我带上卷尺让学生们在操场上排成体育队，开始布置要求：

1、估量操场面积和1公顷进行比较，实际感知1公顷的大小；
在此基础上感知1平方千米的大小。

2、明确步骤。问：我们的操场大致是什么形状，怎么计算它
的面积？引导得出：需要估出长、宽，然后用长乘宽算出操
场面积。

3、活动纪律要求，不能随便乱跑和大声喧哗。依据不久前我
校达标运动会跑步比赛项目，我们较容易地估计出长约为100
米，宽大约为20米，测量出操场的长和宽后，我让同学们在
练习本上算一算操场的面积。100×20=2000（平方米），在
学生算出操场的占地面积以后，我让学生比较1公顷与操场面
积的大小。学生认识到1公顷大约相当于五个操场的面积。接
下来，我又问：1平方千米相当于多少个操场的占地面积呢？
引导得出1平方千米=100公顷，就是大约500个操场的占地面
积。一节课就这样过去了。

反思这节课，学生对于土地面积单位平方米、公顷和平方千
米等概念、实际意义以及三者之间的联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
识，这在教室里、书本上是不可能达到的。通过实际感受学



生对公顷和平方千米有了一定的认识。当然暴露的问题也很
多：

（1）像苏纯宝、白勰等爱动的同学注意力不集中、交头接耳，
而像陈月婷、李芙蓉等这样的学困生看热闹的成分多一些，
没有参与其中，纪律不太令人满意。事后我想这是因为老师
在不知不觉之中又充当了主角，一个人不停的在说，让一些
同学探究的兴趣没能得到激发，好奇心没能得到满足，学习
就成了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学习形式对学生来说仍是枯燥乏
味的。如果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自行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汇报总结，那样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2）在下课铃声响起之前，如果能让学生们沿着操场围墙走
一圈，在享受着收获的幸福氛围中，去实际感受一下操场的
面积与1公顷的大小，那将使学生的印象更加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