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角形面积的核心概念 三角形的
面积教学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三角形面积的核心概念篇一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动手操作，分别将三组两个完全一样的
三角形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并比较每个三角形与拼成的平
行四边形各部分间的关系，同时在操作中向学生渗透旋转、
平移的方法，让学生体验和感知三角形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个个都很积极、
很投入地动手操作，极大调动了学生思维活动。学生真正成
为了学习的主体。

在这节课中，探讨平行四边形面积公式与三角形面积公式有
何不同，三角形面积公式中的“除以2”是怎么来的？在探讨
这个问题时，我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在讨论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既可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又可活跃课堂气氛。

学生已经经历了平行四边形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学习三角
形面积公式会以在平行四边形面积推导中获得的经验，迁移
到学习三角形面积之中，在探讨把一个三角形转化成学过的
图形时，有的学生用在平行四边形中学到的割补法把三角形
转化成了长方形，有的转化成平行四边形，还有的用折叠的
方法折出了两个长方形。学生的思维被激活了，每个学生都
在积极的参与，认真的思考，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我也充分的感受到学生浓郁的探究热情。



此外，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平时教学方式
上的不足。例如学生在探究问题时，我有时操之过急，没给
学生留有足够的活动时间。在重难点的地方处理过快，留有
遗憾。

三角形面积的核心概念篇二

尊敬的各位考官大家好，我是今天的x号考生，今天我说课的
题目是《笔算除法》。

新课标指出：数学课程要面向全体学生，适应学生个性发展
的需要，使得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的人在数
学上都能得到不同的发展。今天我将贯彻这一理念从教材分
析、学情分析、教学过程等几个方面展开我的说课。

一、说教材

本节课选自人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第二小节
《三角形的面积》的内容。在学习本课之前已经讲授了三角
形的特征及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和推导过程，这位本节课
的学习奠定了知识基础，同时本节课的学习也为后面探究梯
形的面积及组合图形的面积做了铺垫。因为本节课的学习与
平行四边形的学习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本节课的教
学中教师要注重启发式教学，注重引导引导学生探究、发现、
归纳出三角形的面积计算方法。

二、说学情

接下来谈谈学生的实际情况。新课标指出学生是教学的主体，
所以要成为符合新课标要求的教师，深入了解所面对的学生
可以说是必修课。此阶段的学生已经掌握了三角形的形状特
征，并且刚刚学习了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知道可以将未知图
形转化为已知图形进行求解。学生的动手操作及观察、分析
能力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此阶段的学生还具备活泼好动、



注意力不集中的特点。所以教学中我会充分考虑学生的已有
知识经验及学生的性格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进行
教学。

三、说教学目标

根据以上对教材的分析以及对学情的把握，我制定了如下三
维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探索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公式，掌握三角形的面积计算方法，
能应用其解决相应的实际问题。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三角形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提升动手能力及小组合作
能力，发展空间观念，渗透转化思想。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在探索活动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增强学习数学的兴趣。

四、说教学重难点

我认为一节好的数学课，从教学内容上说一定要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而教学重点的确立与我本节课的内容肯定是密不
可分的。那么根据授课内容可以确定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
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教学难点是：三角形面积公式的推导过
程。

五、说教法和学法

数学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
经验基础上。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向学生提供充



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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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
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所以在这节课
中我采用了激、导、探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带着问题学、在
探索中学、在合作交流中学。在教学中积极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动机，明确学习目的。

六、说教学过程

下面我将重点谈谈我对教学过程的设计。

(一)导入新课

通过展示红领巾，让学生帮助我计算红领巾大小的问题，不
仅回归了教材情境图，同时将教材情境图转化为学生身边真
实接触的情境，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作用，
进而激发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情趣。

(二)讲解新知

接下来是新知探索环节。

因为三角形面积的学习过程，类似于平行四边形面积的学习
过程，因此在讲授三角形面积探究前，我会先引导学生回顾
上节课学习的平行四边形面积的探究过程，学生能够想到将
图形进行转化，进而我会让学生思考是否可以将三角形转化
为已经学习过的图形的面积，进而得到三角形面积的计算方
法。

我会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探究，思考如何将图形进行转
化，并对比转化前后的图形，我会提示学生不要局限与看一
个三角形，可以考虑看几个相同的三角形。同时我也会走到
学生中间，观察学生的学习进度，对没有思路的小组我会及



时给予提示。操作结束，找小组代表展示分享转化结果。

学生通过探究能够发现，在转化过程中需要用到两个相同的
三角形，将相同的边拼接，另外两条相同的边相对，即可拼
接出平行四边形。用两个相同的直角三角形还可以拼出矩形。

学生有了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学习经验，在拼出已经学过的图
形面积时，能够有目的的分析拼接前后图形间的联系，即三
角形的底和高与拼接后的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对应相等，但
是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在学生分析出
前后关系之后我会让学生自己写出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公式，
并让学生给出字母表示形式。最后找学生分享结果即可。

我深知对于陌生事物的学习中，听到的不如自己探究得到的，
同时基于新课标的要求：以学生为主体。因此在三角形面积
公式的得出方面，我主要是要求学生自己探究得出，我之所
以这样设置也是基于学生在此之前有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学习
经验，因此在这里是可以自己探究得出的，学生不易想到的
地方是用两个图形进行转化，因此在这里我会少许给出提示，
在学生能够自己总结出结论的地方，我就放手交给学生自己
得出，最后找学生分享说明思考过程即可。

(三)课堂练习

在学生探究出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公式之后，关键是在应用部
分，这里我先给出红领巾的底和高的数值，让学生进行计算。

学生在知道数值之后直接代入面积计算公式即可求出面积的
大小，设置的题目不仅加强了学生对于新知的应用意识，还
体现了我本节课堂的完整性，解决了导入中留下的疑问。

考虑到本节课的学习中，因为学生已有经验较丰富，因此在
探究过程会相对较为轻松，并且用时也会稍短，所以在课堂
练习环节，我会再设置一个题目，给出一个三角形的面积及



高的数值。

通过这样题目的设置是对三角形面积公式的反向应用，可以
在巩固本节课学习的同时，也提高学生的逆向思考能力。并
且给出两个练习题目也可以丰富课堂的教学内容。

(四)小结作业

最后环节，我会提问学生本节课的收获，重点让学生回顾三
角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及探究方法。

对于课后作业，我设置了较为开放的形式，让学生找一找生
活中的三角形物体，动手测量出其底和高，利用今天学习的
面积计算公式，求出所找物体的面积。

七、板书设计

我的板书设计遵循简洁明了突出重点的原则，以下是我的板
书设计：

三角形面积的核心概念篇三

三角形的面积是在学生掌握了三角形的特征以及长方形、正
方形面积计算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通过对这部分内容的教
学，使学生理解并掌握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会应用公式计
算三角形的面积，同时加深三角形与长方形、正方形之间内
在联系的认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
的空间观念和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在学习三角形的面积这一内容前，学生已经认识了三角形的
特征；在学习长方形面积、正方形面积以及求组合图形的面
积时，已经学会割、补、移等方法，也学会了把未知的学习
问题转化为已知的问题。因此在教学三角形的面积这课时，
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准备和能力基础。



1、经历三角形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理解公式的意义。

2、理解三角形的底和高与“被转化长方形”长和宽之间的关
系。

3、会用三角形的面积公式计算三角形的面积。

4、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体验
数学应用价值，使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身边。

三角形面积公式的推导。

理解三角形是同底（长）等高（宽）长方形面积的一半。

一、导入阶段

通过故事情景产生生活中三角形比较大小的问题：

1、比三角形的大小用数学语言来表达是比什么？

2、采用哪些方法可以比较呢？

小结：运用透明方格纸来比较三角形的大小是一种方法，但
你感觉怎样？

二、探究阶段

（一）画三角形。

1、每个学生拿出准备好的长方形纸，按要求画三角形。

操作说明：

（1）以长方形纸的一边作为三角形的底边。



（2）以对边的任意一点作为三角形的顶点。

（3）连接顶点与对面的两个角。

（4）你画了一个什么样的三角形？

2、大组交流。

4、观察已画三角形与长方形之间的特殊关系

（二）实验

1、剪拼三角形。

操作说明：

（1）剪下你所画的三角形。

（2）将剩下部分拼到剪成的三角形中。

思考：剩下部分拼成的三角形是否与剪成的三角形一样大？

（3）填写实验报告。

2、学生完成报告后交流

（三）归纳

根据学生的实验得出结论：

一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是相应的长方形面积的一半。

一个锐角三角形的面积是相应的长方形面积的一半。

一个钝角三角形的面积是相应的长方形面积的一半。



（1）请学生用一句话来概括。

（2）用数学的方式来表示：三角形面积=相应长方形面积/2

（3）根据长方形的面积公式，推导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4）用字母表示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三、运用阶段：

1、教学例1

2、计算导入阶段的3个三角形的面积

（1）分别测出3个三角形的底与高，作好记录。

（2）计算出每个三角形的面积。

（3）交流。

拓展：找出下列图形中面积相等的两个三角形，为什么？

四、总结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2、计算三角形面积要知道那些条件？

三角形面积的核心概念篇四

《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推导》教学反思学了三角形面积的计算
公式后，很多学生在作业中经常在计算三角形面积时，总是
忘记除以2。订正作业时，大部分同学都知道自己是忘除以2
了，可是这样的情况还是时常出现。我很是困惑，难道是我
的教学在哪里出了问题？我反思我的课堂教学。

我回忆了自己的教学过程，在探究三角形面积计算前，先让



学生用书上剪下的几对完全一样的三角形进行探究，再进行
班级交流。学生顺理成章地用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拼出了
平行四边形，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轻松地推导出三角形
的面积公式：s=ah2。从表面上看，学生动手操作了，实际上
学生只是根据教师的设计机械地拼一拼。为什么会想用两个
完全一样的三角形来拼？还有其他推导方法吗？学生根本就
没有主动地思考，更谈不上猜想和创造。这样的操作是肤浅
的，因此学生的记忆也是不深刻的。这样想来，学生作业时
会忘记除以2也是情有可原。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教师用一条无形的线牢牢地捆住了学生，
让学生用2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拼成一个平形四边形，老师预
先设置了一个坑，让学生往下跳，这怎么还叫探究呢？我想，
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为学生提供的探究性的学习材料
要有一定的思维含量，要有利于展现知识的生成过程，要为
促进学生的发展服务。要让学生自己跳着摘到果子，而不是
为学生架好了梯子让他们去摘。现行教材直接为学生提供两
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让他们尝试拼成已学会面积计算的图
形，这样的材料，其思维含量明显偏低，这样的探究，缺失
了学生主动寻找材料的过程，就会影响学生解决问题策略意
识的培养。

基于以上思考，我给学生留了这样一个回家作业：

你还能用其他的方法推导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吗？结合你
的推导方法说一说为什么计算三角形面积时要除以2。

第二天，在交流时，学生兴致很高。有的把三角形拦腰截断，
拼成平行四边形，并作了说明：因为这里的高是原来三角形
高的一半，所以用三角形的底乘高后要除以2；还有的把三角
形转化成长方形（同教科书p16上你知道吗？半广以乘正从的
做法），并说明：这里的底是原来的一半了，所以要除以2。
这里，由于三角形的面积计算是学生自己想办法探索发现的，
他们对计算方法的理解就非常深刻。我想，这种探究不是依



靠教师一厢情愿的暗示、授意，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探究。
探究中，学生经历了主动建构的过程，这才是有价值的探究。

三角形面积的核心概念篇五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五年级上册第84—86页。

（1）探索并掌握三角形面积公式，能正确计算三角形的面积，
并能应用公式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2）培养学生应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使学生经历操作、观察、讨论、归纳等数学活动，进一步体
会转化方法的价值，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和初步的推理能力。

让学生在探索活动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进一步培养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探索并掌握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能正确计算三
角形的面积。

教学难点：三角形面积公式的探索过程。

教学关键：让学生经历操作、合作交流、归纳发现和抽象公
式的过程。

教具准备：课件、平行四边形纸片、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
各三组、剪刀等。

学具准备:每个小组至少准备完全一样的直角三角形、锐角三
角形、钝角三角形各两个，一个平行四边形，剪刀。

教学过程：

（屏幕出示红领巾图）



师：同学们，红领巾是什么形状的？（三角形）你会算三角
形的面积吗？这节课我们一起研究、探索这个问题。（板书：
三角形面积的计算）

1．寻找思路：（出示一个平行四边形）

师：（1）平行四边形面积怎样计算？（板书：平行四边形面
积=底×高）

（2）观察：沿平行四边形对角线剪开成两个三角形。

师：两个三角形的形状，大小有什么关系？（完全一样）

三角形面积与原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有什么关系？

师：你想用什么办法探索三角形面积的计算方法？

（指名回答，学生可能提供许多思路，只要说的合理，教师
都应给予肯定、评价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