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圆锥的体积教学反思(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圆锥的体积教学反思篇一

该学习“圆锥的认识和体积”这部分知识了，想到在学生的
生活中，纯圆锥的物体并不多见，所以这样安排本部分内容
的教学。

第一节课带领学生做圆锥，画圆——剪圆——再剪出圆心角
不同的扇形——把两条半径无缝隙的粘住，放在桌上，一个
圆锥成型了，如果你想粘上底面也可以，可是得知道底面的
半径啊！（拓展怎样知道扇形的半径和圆心角的度数，求出
圆锥底面半径的大小）

学生自己做出来的圆锥，对它的认识肯定是比较深刻的——
圆锥由一个底面和一个曲面围城，底面是圆，侧面展开是一
个扇形，还有强调对圆锥的'高的理解。直角三角形沿一条直
角边所在的直线旋转可以得到一个圆锥，让学生试一试，想
象一下。

第一节课圆锥的认识，因为加上了让学生动手制作这一环节，
教学效果出奇的好，也为下一节课做好的铺垫。

圆锥的体积教学反思篇二

让学生真正成为活动的主动者，才能让学生真正的感受自己
是学习的主人。在图形的教学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注
重操作，注重实践，可以让教学达到最高效。



《圆锥》这节课，其教学目标是：

1）、认识圆锥，了解圆锥的底面、侧面和高；

2）、掌握圆锥高的测量方法；

3）、圆锥体积公式的推导；

4）、通过例一例二使学生会应用圆锥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教学中，学生通过实际触摸，动手测量、探索推导等活动，
前三个教学目标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顺利完成。在公式应用
这个环节，考虑到学生已经预习过例题，就把例二教学做了
改动给出一圆锥形麦堆，底面直径是20分米，高是14分米，
每立方米小麦重0.375千克，求这堆小麦重多少千克？让学生
自主练习，本以为应用公式很快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可学
生算了好长时间还没有完成。原来我在改动数字时没有考虑
到圆锥体积公式的1/3和3。14给出的直径和高与1/3都不能约
分，使本应该巩固公式应用的目标辩词了复杂的小数计算，
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课后习题没有处理完就匆匆结束了这节
课。课后反思数学既活又严谨，看似一个简单数字的出示也
要付出周密的策划。一节简单流畅的好课，并不是随手拈来
的，只要用心的去思考，统筹安排，关注到每个细节才能得
到。

教学需要学习，教学更需要反思，在反思中进步，在反思中
提高。

圆锥的体积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圆锥的体积是在掌握了圆锥的认识和圆柱的体积的基础
上教学的。本课教学摒弃了以往把学生分成若干组，小组实
验得出结论的方法。



新课一开始，我就让学生观察，先猜测圆锥的体积和什么有
关，学生联系到了圆柱的.体积，在猜想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使学生明白学习目标。然后让学生看白板演示将圆锥里
的水倒入等底等高的圆柱里，需要倒几次。虽然孩子们没有
进行实验，但孩子目睹了过程，从中得出结论：等底等高的
圆锥体体积是圆柱体体积的三分之一，从而推出圆锥的体积
公式。对圆锥的体积建立了鲜明的印象之后，就应用公式解
决实际的生活问题，巩固深化知识点。

思考：虽然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成为一个探索者、研
究者、发现者，但不是并不是每个知识的获得都必须学生动
手操作。从课后的作业反馈来看，学生的出错率比以前小组
合作的学习的还要好。看来，这样的学习，学生学的活，记
得牢，即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圆锥的体积教学反思篇四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
依赖模仿和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
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教学圆锥体积计算时，一改
以前教师演示或在教师指令下实验的做法；采取提供学生材
料和机会，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具体表现在：

（1）密切数学与现实的联系，富有儿童情趣。

学生从熟悉的经典历史故事《曹操称象》中，理解了“大
象”转化为“石头”的等量代换的数学方法，渗透转化的方
法，为新知识作好铺垫和准备。又从刨铅笔直观引入，引发
学生大胆猜想，学生的主动性，探究性得到培养。实验中的
米；最后，习题中又回归生活，延伸了课堂。

（2）致力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和动手操作



上，经过学生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解决了与生活经验密切
联系，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课堂中，启发学生提问，猜想，
动手测量，注重了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体验到了成功的快
乐。

（3）学习过程中揭示了一般科学的研究方法。

提出问题——直觉猜想——实验探索——合作交流——实验
验证——得出结论——实践运用。这为以后的探究学习提供
了一个基本方法，使学生在自主探索中掌握了知识，同时获
得了最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理想和方法，更发展了学生的
反思意识、小组自我评价意识。

纵观本节课的设计，运用现代教学理论，以新课程的理念指
导教学，较好的处理了主导和主体、知识和能力、过程和结
论的关系，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全体学生动脑、
动手、动口参与学习的全过程。整节课教学目标明确，教学
层次清楚。结构严谨，重点突出，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圆锥的体积教学反思篇五

我将班上同学分成了9个小组，在课堂开始前告诉同学们在今
天的小组学习中会选出一个优秀小组，并且从合作，纪律，
发现三个方面进行评价，组长安排组员活动体现小组合作性，
巩固了小组合作探究的实效性，活动时间结束时从纪律方面
进行评价，有效的组织了教学，使学生的兴奋点得到有效控
制，尽快投入到公式的推到过程中，在推到过程中鼓励同学
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从发现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价提高学生的
积极性。

在教学圆锥的体积时，我首先复习了圆柱的体积的计算过程，
再用生活中的问题引入学习圆锥体积的必要性，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然后要学生用自己的学具动手做实验，从实验的
过程中得出结论：等底等高的圆锥体体积是圆柱体体积的三



分之一，从而推出圆锥的体积公式。这样，就有一种水到渠
成的感觉。然后，利用公式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加深学
生印象。

新课一开始，我就让学生比较两堆沙的大小，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使学生明白学习目标。在应用公式的教学中，又把
问题转向到课初学生猜测且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引导学生计
算出圆锥的体积，终于使悬念得出了满意的结果，使学生获
得了成功的喜悦。

由于我平时非常重视让学生参与教学的全过程，重视培养学
生的思维想象力，因此，学生在这节课上，表现也相当的出
色。我在教学中注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采用分组观察、
操作、讨论，动手做实验等方法，突出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关于两堆沙的多少的比较课让学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例如
从价钱，重量等方面考虑，在这些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才通过
求体积的方法，事实上从价钱上来看更简单一些，要让学生
有选择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操作活动过程中，指向性过于直接，在第二次教学中我做
了一些新的尝试。简单的导入，我出示了一组圆柱和圆锥，
先让学生猜一猜学生它们体积的关系，因为学生都有预习，
圆锥体积是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很快从学生口中脱出。那我
们就来做个试验验证一下！我给六个小组分别准备了等底等
高、等底不等高、等高不等底、既不等底也不等高的圆柱和
圆锥,当然，实验还没结束，学生中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做
的正好是三分之一、怎么回事？我们的是二分之一？，我们
的是四分之一是不是书上写错了？学生思维出现激烈的碰撞，
这时我没有评判结果，适时让学生观察、对比、通过合作、
讨论，等底等高这一前提，这样让学生在看似混乱无序的实
践中，增加对实验条件的辨别，既圆满地推导出了圆锥的体
积公式，又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和批判意识的发展，而不必
苦口婆心地强调等底等高，对三分之一的认识也深入学生之



心，圆锥体积计算漏乘三分之一的错误将得到很好的纠正。
而这些目标的达成完全是灵活机智地利用错误这一资源，所
产生的效果，这节教学虽没以前那么顺利，但我觉得今天的
学生才真正掌握了知识。因为学生更需要经历知识形成的全
过程。真正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就要有效利用错误这一资
源，教师要勇于乐于向学生提供充分研究的机会，帮助他们
真正理解和掌握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
这样，我们的课堂才是学生成长和体验成功的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