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上位置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上位置教案篇一

数学家华罗庚曾说：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
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这
是对数学应用性的精彩叙述。

21世纪教材第二册中的《确定位置》一课，具有很强的生活
性，那怎样找到数学知识与生活的切入点呢？对于今天的孩
子，大部分有去影剧院看电影的亲身经历，而拿着电影票对
号入座的过程不就是在确定位置吗？于是我这样引入：事先
发给每位同学一张座位号，听到上课的铃响后，根据手中的
票去找自己的座位；有的很快找到了座位，有的找错了座位，
有的找不到座位很着急。这时我说：“没找到座位的同学暂
时先找个位子坐下来，看来，我们根据票找位子还有一定的`
困难，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确定位置好吗？”同学样齐声说：
“好”，目光中充满了期待，我说：“刚才，我发现有的同
学很快找到自己的座位，谁愿意告诉同学们，你是怎样找到
的？”玉佳说：“我的座位号是3排6号，我先找到了第三排，
再找第6号。”我说：“其实生活中的排也叫‘行’，接着我
让同学说说自己所在的行，并用‘行’来确定自己的位
置。”

生：“我在第二行的左数第二个。”

生：“我在第二行右数第一个。”



……

师：“刚才你们说的很好，谁来说说，你的好朋友是谁，他
在什么位置。”

生：“我的好朋友是刘颖，她在第三行左数第四个。”

生：“我的好朋友是孙丽君，她在第四行右数第二个。”

……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介绍着自己朋友的位置，我们用同样的方
法学习了“列”，之后我让全体同学站成队列，说说自己在
队列中的位置。

在这节课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咱们的生活中，还
有其它确定位置的方法吗？同学们讨论后纷纷发言，有的说：
“我家住在二单元6号，单元号也是确定位置的方法。”有的
说：“我家住在北大街17号，街号也是确定位置的方法。”
我问：“还有吗？”课堂上一片沉默，突然王英杰说：“老
师，我在华山小学一年级一班，小学年级班也是确定位
置。”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同学们思维活跃，学习积极性高。

上面的教学案例，体现了以下教学理念：

一、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到处存在着数学思想，教师要善于
结合教学内容去捕捉“生活现象”，利用捕捉到的“生活现
象”引入新知，使学生对数学有一种亲切感，觉得数学
与“生活”同在，并不神秘，同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爱
因斯坦曾说：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
的礼物来领受，而不是作为一项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
担，“生活化”的数学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宝贵礼物。

二、生活中的数学，必须依赖实践活动，使数学成为看得见，



摸得着，听得见的现实，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教师应把
数学知识融于生活，如在上面的案例中让学生说说自己和朋
友在教室的位置，在队列中的位置，让学切实地感受到数学
在教室里，在队列中，在自己身边，从而感悟出生活中处处
有数学，生活中人人用数学，体会数学的一种社会价值，形成
“人人学有用的数学，有用的数学应当为人人所学，不同的
人学不同的数学”的学习风尚。

三、数学源于生活，寓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课堂教学不
能受书本限制，教师找到它在生活中的原型后，应让它在生
活中得到丰富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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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位置教案篇二

本节课《图形与位置》，主要是复习小学阶段确定位置的两
种方法，数对和坐标。数对是六年级上学期学的，当时是我
教的，给学生强化的很好，学生都知道用数对表示物体的位
置要先列后行，并且以观察者的左右为准，学生到现在都记
忆深刻。而用坐标表示位置是四年级学的，这个地方本来就
难理解，加之时间长，多数学生都忘记了。为了帮助学生更



好的理解掌握，我精心制作了教学，帮助学生回忆、理解了
这个知识点，建构了知识系统。

在实际应用这个环节，我让学生以教室为原点，描述学校一
些建筑的位置，我随便问了一句，二班竟然有很多学生在生
活中分不清方向。我告诉他们，你们要先学着在熟悉的地方
找方向。

一上位置教案篇三

本节课，我充分利用现场资源，把数学问题简单化我根据学
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创设真实、具体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大
胆探索确定位置的方法，体会“数对”在确定位置的作用。
在教学时，我让学生从自己十分熟悉的座位入手，用自己唤
起探究如何确定位置的欲望。在学生探究确定位置的方法时，
我不急于告诉学生答案，而是让学生开动脑筋，尝试用自己
的方法去描述，组织学生讨论谁的方法比较好。引入“数
对”表示位置的方法时，我没有直接讲授，而是让学生运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此时，本课重要的知识点从学生之口
引出，使学生获得极大的满足感，更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
同时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中逐步抽象出数学的表示方法，
也使学生更易理解和接受。

一上位置教案篇四

知识来源于生活而又服务生活。学知识是为了长本领。本课
的主要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能用“第几排第几个”等词语
描述物体的方位，能在具体的情境中确定位置。其中，到模
拟电影院去找位置是本课的难点。

为此，我觉得充分的描述和交流是“确定位置”的有效方法。

上课伊始，我先出示小动物做操的场景图，说：“我喜欢的
小动物在第4排第2个。”让学生猜猜是谁？由于观察和思考



的角度不同，学生出现了不同的答案。然后让小动物们自己
说话。小猴说：“我排在第1排第1个。”小熊说：“我排在
第2排第3个。”让学生想一想，小动物的第几排、第几个分
别是怎么确定的？学生充分的思考和交流后，得出：从前往
后确定第几排，从左往右确定第几个。接下来让学生从两方
面来描述：说位置找动物，说动物找位置。通过反复地描述，
学生认识到：在这样的场景中，要讲清楚小动物的位置必须
用两个数来表示，而知道了第几排第几个就能确定是哪个小
动物了。另外我还设计了让学生说说自己和朋友在教室的位
置，在队列中的位置，让学切实地感受到数学在教室里，在
队列中，在自己身边，从而感悟出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在此
基础上我又设计了学生当老师给同学安排位置，这样的设计
极大的调动了全班的参与意识。使学生在玩中乐，乐中知。

本课不足之外，因为班级人数过多，时间有限，不能让每个
孩子都参与其中，所以有个别孩子会开小差，今后我还要多
培养孩子认真倾听的能力。

一上位置教案篇五

数学课程标准提出：好的数学教育应从学习者的生活经验和
已有的知识背景出发，提供给学生充分进行数学实践和交流
的机会。因此，结合方向在生活中的表现和反映，本节课我
注重培养学生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意识，上下来这节课之后，
我认为本节课基本达成了教学设想所期望的目标，但也有不
少值得反思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这节课的最大特点是：整个方向的认识都表现为学生的自
主探索习得，我只是起了引路人的作用，我为学生提供了从
事数学活动的机会，让学生在现实中进行观察、实践、猜测、
想象、讨论、交流，从而认识了方向和物体的空间位置。

2．本节课的教学评价方式上略显单一。我对学生的评价多一
些，但缺少学生和学生之间的评价，如果在判断方向这一环



节中，可以组织学生之间进行评价，把评价的权力交给学生，
及时激励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