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位置与方
向教学设计(优质8篇)

欢迎词的写作，需要注重用词恰当，语气热情。欢迎词的内
容要紧扣主题，突出活动或仪式的重点。欢迎词范文5：尊敬
的各位嘉宾，感谢您们对本次活动的热情参与和支持！在这
个令人激动的时刻，让我们一起唱响友谊的赞歌，以激情和
热血为底色，共同演绎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

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一

学校：授课教师：授课时间年月日

课题位置与方向

课型新授课

课时1课时

教学目标知识目标：使学生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能够用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其余的三个方向，并能描述物体
所在的方向。

能力目标：使学生会认识地图上的东、南、西、北方向，会
看简单的路线图，并能描述行走的路线。

情感目标：能够积极参与辨认、描述、交流物体所在方向的
数学活动，并在活动中体会方位知识的作用和价值，感受方
位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难点教学重点：让学生认识实际生活中的东、南、
西、北四个方向和图上的东、



南、西、北四个方向。

教学难点:能运用所学的方位知识（四个方向），描述行走的
路线。

突破重点、难点设想实际生活中的东和西是：太阳初升的方
位是东，太阳落下的方位是西，用顺时针来认识南和北；与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来认识图上的四个方位。

教学媒体小黑板、课件

教学活动

一、创境激疑

1、师提问：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太阳是从哪一边升起的吗？

生：东方

生：西方

师：其他的南和北分别在哪个方向呢，同学们知道吗？

回答问题动脑经想一想齐读课题

二、互动解疑

认识实际生活中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1、师述：现在同学们认识了东面、西面，哪南面、北面分别
在哪个面呢？请同桌讨论。老师作适当提醒：东、南、西、
北四个方位的顺序是顺时针的方向。



2、师：同学们用手指一指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位置?

3、师：现在你面对的是东，背面是什么？左面是什么？右面
是什么？

生答：面对的是东，背面是西。左面是北，右面是南。

师：这么看来图书馆在操场的东面，体育馆在操场的（）面，
教学楼在操场的（）面，大门的操场的（）面。

4、看图得出：东与西相对，南与北相对.让学生读背。

认识方向

同桌讨论：面对东面，讨论南方、北方

回答问题

三、启思导疑

1、首先确定上方为北方，再辨认出其余的三个方向。

2、绘制十字方位图，看了这个图，你有事么结论呢？地图通
常是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绘制的。

听、想、回答熟读、理解动手画一画

四、实践运用

（一）、填空。

1、早晨，当你面对太阳时，你的后面是（）面，你的左面是
（）面，你的右面是（）面。

2、晚上，当你面对北极星时，你的后面是（）面，你的左面是



（）面，你的右面是（）面。

（二）、看图填空

1、帮奇奇、雯雯标出各自的家。

2、摄影室在科技室的（）面，在泥塑室的（）面。从绘画室向
（）走，到泥塑室；再向（）走，到摄影室；从摄影室向()
走，到科技室。

3、我国的五座名山，合称“五岳”。它们分别是中岳嵩山、
东岳泰山、（）岳衡山、（）岳华山、（）岳恒山。

4、在阳光小区东面50米的地方有一个超市，西边30米处有一
个体育场，请你标出超市和体育场的位置。

指名口答自由做题集体订正

五、总结评价

1、这堂课学了什么？你有什么收获？

回顾总结

板书设计：

位置与方位

东与西相对，南与北向对

北

西东

南



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通过生活情境和学生的生活经验，让学生辨认东、南、西、
北四个方向，知道地图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2．在东、南、西、北中，给定一个方向（东、南、西或北）
辨认其余三个方向，并能用这些词语描绘物体所在的方向。

3、借助现实的数学活动，培养学生辨认方向的意识，发展空
间观念，体验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难点：会在实景中辨认东、南、西、北，并能运用这
些词语来描绘物体所在的方向；知道地图上的方向。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生成问题。

同学们,你们会背有关东、南、西、北方向的儿歌吗?

读了这首儿歌，你们能辨认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吗？这
节课我们一起来探究这个问题。（板书课题：认识东、南、
西、北方向）

二．探索交流，解决问题。

1、以4人小组为单位，根据儿歌让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辨认东、
南、西、北方向。

2、生观察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什么建筑物？

4、学生讨论各种不同方法后，教师讲解地图上通常的方向：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引导学生按地图的记录方式，重新整理自己的记录，完成校
园示意图。再结合示意图用“东、南、西、北”说一说各种
景物所在的位置。

操场

教学楼

北

三．巩固应用，内化提高。

1、说一说教室里东、南、西、北各有什么？

2、用东、南、西、北这些词语说一说你座位周围同学所在的
方向。

3、你说我做

4、合作完成教科书练习一的第2题。

四．回顾整理，反思提升。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内容：例1及练习。

学习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使学生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能
够用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其余的三个方向，并能用这些词语



描述物体所在的方向。

2、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能力。

教学重点：使学生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教具准备：东、南、西、北卡片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创造情景让学生说说“前、后、左、右、向左、向右、向
后转”。复习和感受方位。

2、组织学生活动：面向黑板，指一指前、后、左、右。

3、师：“谁认得东、西、南、北方向？你是怎样认识的？”

4、出示课题：东西南北

二、新知：

1、早晨，太阳从哪边升起？引出东。

2、指一指哪边是东？教室的东边有什么？（黑板）

3、东和西是相对的，那西边是哪边呢？教室的西边有什么？

5、完成书本填空和做一做：

出示例1挂图：

*图书馆在操场的东面，体育馆在操场的面。教学楼在操场的
（）面，大门在操场的（）面。



完成“做一做”

三、巩固练习：

1、完成练习一第2题

先观察，你从对话中了解到什么？（可以确定了两个方向：
北和西）

你能说说哪边是东、哪边是南吗？说说房间是怎样布置的？
东南西北方向各有什么？

2、在教室玩“走方向的游戏”。

3、小组讨论：你怎样记住我们学校的东西南北方向？各个方
向各有什么？

4、小组讨论：你怎样记住我们南宁市的东西南北方向？（琅
东、西乡塘、江南区、城北区）

5、背儿歌：

早晨起床面向太阳，前边是东后边是西，左边是北右边是南。

四、小结。

课外作业：认方向。

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在以前学习上下左右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境主动构建出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2.能够使用描述性的语言描述周围事物的方位。

3.培养学生观察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渗透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目标，学会合作交流中学习。
经历辨别方向和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的体验，学会服务他人，
服务社会的道德体验。

教学重难点：学会利用一定的参照物识别东、西、南、北4个
不同的方向。

教学准备：

1.实物：东西南北的方位标，太阳的图片、导游牌等。

：学校的平面图：大操场、教学楼、蘑菇亭、篮球场。

生活中怎样辨认方向。(几幅图)

芜湖步行街部分景图。(麦当劳、肯德基、鸠鹚广场)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手拉手学校和平乡先进
小学的同学们将到我们学校参观，还要在我们的步行街玩一
玩。

1.师：大队部将招聘部分同学作为小导游带领他们参观，你
们想报名参加吗?

2.问：怎样才能准确找到想游览的景点的位置呢?

二、学生在生活中寻找方向的用途



问：你会认方向吗?你们都有哪些辩认方向的好办法?

师：同学们，你们的课外知识可真丰富!我在网上也找到了一
些资料，想看看吗?(出示司南、树林、动物图片)教师作简单
的介绍。

三、认识东、南、西、北4个方向

问：我们的后面、左面、右面分别是什么方向呢?

3.师：这儿有一些小动物，他们迷了路，你们能帮他们找到
回家的路吗?请贴在教室相应的墙壁上。

师：我们已经认识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现在老师想
考考大家。

闭上眼睛，我说出方向请用手指出相应的方向。

5.游戏：找礼物。

请几位学生从座位出发，按照师所说的路线找到各自的礼物。

四、模拟招聘：

1.师：课前我说了关于招聘小导游的事，你们想不想报名参
加?现在我们就来一次模拟招聘，在座的每位同学都是评委，
如果他们的表现非常好，就请为他们鼓鼓掌。

问：谁愿意第一个来试一试?(课件)

问：还有谁想试一试?

2.(课件)师：这是我们学校的平面图，这可是我们最熟悉的
地方这是教学辅助楼，这是我们的船形教学楼和操场。



师：谁愿意来试一试?

师：通过刚才的介绍你们发现了什么?

五、小结：

问：你们这节课有了什么收获?

六、作业：

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五

《方向与位置》这节课，主要就是让学生分清东西南北，并
且会绘制简单的平面图，来明白地图是按照上北、下南、左
西、右东的方向来绘制的。

我在进行本课教学的时候，先通过让学生观察教室内外的景
物，借助自身的前后左右、周围的建筑物或其他景物的的辨
别，了解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向，使学生知道位置随着参照
物的变化而不同，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使学
生了解生活中的位置和平面图上方向之间的转化关系。

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六

教学内容：

认识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八个方向。

教学准备：

1.实物：东西南北的方位标，太阳的图片、导游牌等。

2.cai：学校的平面图：大操场、教学楼、综合楼、篮球场。



生活中怎样辨认方向。（几幅图）

岳阳步行街部分景图。（新世纪商场、肯德基、广场、大桥）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蜡笔小新将到我们学校来参
观，还想到我们岳阳的步行街去看一看呢。

1.师：大队部将招聘部分同学作为小导游带领蜡笔小新参观，
你们想报名参加吗？

2.问：怎样才能准确找到想游览的景点的位置呢？

师：看来认清方向是十分重要的。会看地图是本次竞选小导
游的重要条件。今天我们就先来学习认识方向。

二、学生在生活中寻找方向的用途

问：你会认方向吗？你们都有哪些辨认方向的好办法？

师：同学们，你们的课外知识可真丰富！我在网上也找到了
一些资料，想看看吗？（出示年轮、树林、动物图片）教师
作简单的介绍。

三、认识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八个方
向。

3.师：这儿有一些小动物，他们迷了路，你们能帮他们找到
回家的路吗？请贴在教室相应的墙壁上。



5.师：我们已经认识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
西南八个方向，现在老师想考考大家。

闭上眼睛，我说出方向请用手指出相应的方向。

6.游戏：找礼物。请几位学生从座位出发，按照师所说的路
线找到各自的礼物。

四、模拟招聘：

1.师：课前我说了关于招聘小导游的事，你们想不想报名参
加？现在我们就来一次模拟招聘，在座的每位同学都是评委，
如果他们的表现非常好，就请为他们鼓鼓掌。

问：谁愿意第一个来试一试？（课件：小明上学路线图）

问：还有谁想试一试？（多人练习）

2.（课件）师：这是我们学校的平面图，这可是我们最熟悉
的地方啦！这是教学楼，这是我们的综合教学楼、小操场、
大操场、植物园和乒乓球台等。

师：谁愿意来试一试？

五、小结：

问：你们这节课有了什么收获？

六、作业：

蜡笔小新想去我们岳阳的步行街玩一玩，请你用我们今天学
习的知识为小客人设计从6路车站（一人民医院站）到步行街
的游玩路线图或者步行街的主要场所所在地的位置。



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七

教学目标：

1、通通过生活情境和学生的的生活经验，让学生辨认东、西、
南、北四个方向，知道地图上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2、在东、西、南、北中给定一个方向（东、西、南、北或北）
辨认其余三个方向。

3、借助现实的数学活动，培养学生辨认方向的意识，发展空
间观念，体验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难点：

会在实景中辨认东、西、南、北，并能运用这些词语来描绘
物体所在的方向，知道地图上的方向。

教学流程:

一、儿歌铺垫、引出课题

同学们，你们会背有关东、西、南、北方向的儿歌吗？读了
这首儿歌，你们能辨认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吗？这节课
我们一起来探究这个问题，（板书课题：认识东、南、西、
北方向）

二、在生活情境中，探索、体验新知

1、以4人小组为单位，根据儿歌让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辨认东、
南、西、北方向。

2、学生观察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什么建筑物？



4、学生讨论各种不同方法后，教师讲解地图上通常的方向：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引导学生按地图的记录方式，重
新整理自己的记录，完成校园示意图。再结合校园示意图
用“东、南、西、北”说一说各种景物所在的位置。

教室

操场

三、分层练习、巩固新知

1、说一说教室里东、南、西、北各有什么？

2、用东、南、西、北这些词语说一说你座位周围同学所在的
方向。

3、你说我做

4、合作完成教科书练习一得第二题

四、课堂总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位置与方向》说课稿

一、说教材

本课的教学内容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
学数学》三年级下册第2-4页。学习在日常生活中对东、南、
西、北等方向的知识已经积累了一些感性的经验，并通过第
一学年的学习，已经会用上、下、左、右、前、后描述物体
的相对位置。本课在此基础上，使学生学习辨认东、西、南、
北四个方向。



二、教学目标

根据新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和本节课的教学内容，结合学生
实际我制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通通过生活情境和学生的的生活经验，让学生辨认东、西、
南、北四个方向，知道地图上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2、在东、西、南、北中给定一个方向（东、西、南、北或北）
辨认其余三个方向。

3、借助现实的数学活动，培养学生辨认方向的意识，发展空
间观念，体验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难点：

会在实景中辨认东、西、南、北，并能运用这些词语来描绘
物体所在的方向，知道地图上的方向。

四、说教学策略

1、学情分析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东、南、西、北等方向的知识已经积累
了一些感性的经验，并通过第一学年的学习，已经会用上、
下、左、右、前、后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对本课学习打下
了坚实基础。

2、设计理念：

（1）让学生学习有价值的数学

教师进行数学教学时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不能死抠教
科书，应避免让学生死记枯燥的概念。这节课从学生的兴趣
引入，选择了学生乐于接受，有价值的教学内容为题材在教



学过程中密切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自主的学习。

（2）合作、探究、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新课改积极倡导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其目的是让学生学
会学习。要切实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合作探究是重要
的方法之一。

3、教法

这节课我主要采用互动、合作、探究的教学方法，放手让学
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根据自己的学习体验，用自己的
思维方式通过师生、生生到动，合作，探究等方式，自由地、
开放地去探究，去发现，去“再创造”新知识。

4、说学法

课程标准指出必须转变学生旧的学习方式。本节课在学生学
习方法的引导上力求体现：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让学生亲
身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体验探索成
功的快乐；通过师生，生生互动、探究、合作完善自己的想
法，形成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通过灵活、有趣和富有创意
的练习，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联系生活实际解决身边
问题，体验学数学用数学的乐趣。

五、教学流程

（一）谈话激趣，导入新课

教学一开始，让学生背儿歌有关东、西、南、北方向的儿歌
让学生读这些儿歌，从而激发学生辨认东、西、南、北四个
方向的积极性和求知的欲望，教师引导学生引出课题、并板
书课题。



（二）活动体验，学习新知

1、辨别方向

以4人小组为单位，根据儿歌让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辨认东、西、
南、北方向。让学生观察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什么
建筑物，之后，在让学生到教室，请各小组的记录纸贴在黑
板上，引导学生汇报各种不同的方法。指导学生说出上方定
为什么方向？为什么这样定？学生讨论各种不同方法后，教
师随机讲解地图上通常的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这样引导学生按地图的记录方式重新整理自己的记录，从而
完成校园的示意图。接着在让学生结合示意图用“东、南、
西、北”说一说各种景物所在的位置。

形式多样的游戏活动，寓教于乐，让学生在做中学，生动具
体的教学情境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让学生在活
动中不知不觉，轻松愉快地理解了数学知识。

引导学生归纳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排列规律。让学生
去发现，有利于学生掌握这四个方向的关系，培养学生归纳
概括能力。

2、体验方位的相对性

由于三年级的学生正处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转化
的关键时期，此时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直接与感
性经验相联系，仍然是有很大成分的具体形象性。因此，借
助师生间的位置关系，让学生体会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的相对性容易理解，效果很好。

3、制作校园平面图：利用学具摆出学校的平面图，既让学生
感受到校园建筑布局合理、美观，又让学生认识了学校建筑
物所在的方向。



（三）实践运用，发展新知

2、用东、南、西、北这些词语说一说你座位周围同学所在的
方向。

3、你说我做

学生把所学的有关方向运用实际生活中，使学生获得充分的
解决问题的经验，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感受数学与
现实生活的联系，培养了学生的应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整节课是由各种活动贯穿其中，有“说一说”、“做一做”、
“走一走”、“画一画”等活动，充分体现了课程标准中数
学的生活性，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
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数学教学必须以学生已有的知识、
经验为基础等新理念，使学生愿学、乐学、教学重难点突出，
课堂气氛轻松、愉悦，是一个立体化的开放式教学，学生也
从中获得大量的知识信息，提高了各种能力。

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八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平时你们都喜欢做些什么运动呢？

生：……

师：看来大家的体育爱好都很广。今天老师将要带大家去认
识一种新的`运动，请看大屏幕。（课件出示公园定向运动图）

（1）从图中你得到了哪些信息呢？

（2）简单介绍定向运动。



定向运动是一项借助地图和指南针按规定方向行进的体育活
动。

二、自主探究

（1）探索1号检查点的位置

a.你能确定1号检查点的位置吗

b.同桌合作讨论

c.交流

d.引导归纳：

我们从哪几个方面确定1号检查点的位置？（距离和方向）

步骤：

a.辨析东南西北

b.确定观测点（从哪个位置看）

c.确定方向

（2）尝试练习（出示课件）

a.确定观测点

b.举例，引导学生观察小明家和学校的位置

c.独立完成

（3）交流反馈



三、课堂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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