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数学圆柱体体积的教案(汇
总8篇)

教案模板是教育教学中的一种重要工具，用于指导教师设计
教学活动。希望大家能从这些精选的初中教案范文中找到适
合自己的教学思路和方法。

六年级数学圆柱体体积的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动手操作实验，推导出圆锥体体积的计算公式。

2、理解并掌握体积公式,能运用公式求圆锥的体积,并会解决
简单的实际问题。

3、通过学生动脑、动手，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的综合能力。

教具准备：等底等高的圆柱体和圆锥体5套，大小不同的圆柱
体和圆锥体5套、水槽5个，以及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设计：

一、复习旧知，做好铺垫。

1、认识圆柱（课件演示），并说出怎样计算圆柱的体
积？(屏幕出示：圆柱体的体积=底面积×高)

2、口算下列圆柱的体积。

（1）底面积是5平方厘米，高 6 厘米，体积 = ?

（2）底面半径是 2 分米，高10分米，体积 = ?



（3）底面直径是 6 分米，高10分米，体积 = ?

3、认识圆锥（课件演示），并说出有什么特征？

二、沟通知识、探索新知。

教师导入：同学们，我们已经认识了圆锥，掌握了它的特征，
但是，对于圆锥的学习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认识上，有关圆锥
的知识还有很多有待于我们去学习、去探究。这节课我们就
来研究“圆锥的体积”。（板书课题）

1、探讨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

圆柱------（转化）------长方体

圆柱体积计算公式--------（推导）长方体体积计算公式

教师：借鉴这种方法，为了我们研究圆锥体体积的方便，每
个组都准备了一个圆柱体和一个圆锥体。你们小组比比看，
这两个形体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学生操作比较后，再用课件
演示。

（1）提问学生：你发现到什么？（圆柱和圆锥的底和高有什
么关系?）

(学生得出：底面积相等，高也相等。)

教师：底面积相等，高也相等，用数学语言说就叫“等底等
高”。

(板书：等底等高)

(不行，因为圆锥体的体积小)



教师：（把圆锥体套在透明的圆柱体里)是啊，圆锥体的体积
小，那你估计一下这两个形体的体积大小有什么样的倍数关
系？(指名发言)

用水和圆柱体、圆锥体做实验。怎样做这个实验由小组同学
自己商量，但最后要向同学们汇报，你们组做实验的圆柱体
和圆锥体在体积大小上有什么样的倍数关系。

（3）学生分组做实验，并借助课件演示。

（教师深入小组中了解活动情况，对个别小组予以适当的帮
助。）

a、谁来汇报一下，你们组是怎样做实验的？

b、你们做实验的圆柱体和圆锥体在体积大小上发现有什么倍
数关系？

(学生发言：圆柱体的体积是圆锥体体积的3倍)

教师：同学们得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其他组也是这样的吗？

学生回答后，教师用教学课件演示实验的全过程，并启发学
生在小组内有条理地表述圆锥体体积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

（板书圆锥体体积计算公式）

教师：我们学过用字母表示数，谁来把这个公式用字母表示
一下？(指名发言，板书)

学生回答后，教师整理归纳：不是任何一个圆锥体的体积都
是任何一个圆柱体体积的 。(教师拿起一个小圆锥、一个大
圆柱)如果老师在这个大圆锥体里装满了水，往这个小圆柱体
里倒，需要倒三次才能倒满吗？(不需要)



为什么你们做实验的圆锥体里装满了水往圆柱体里倒，要倒
三次才能倒满呢？(因为是等底等高的圆柱体和圆锥体。)

(教师给体积公式与“等底等高”四个字上连线。)

进一步完善体积计算公式：

圆锥的体积=等底等高的圆柱体体积×1/3

=底面积 × 高×1/3

v = 1/3sh

教师：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个结论就更完整了。(指名反复叙述
公式。)

课件出示：

想一想，讨论一下：？

（1）通过刚才的实验，你发现了什么？

（2）要求圆锥的体积必须知道什么？

学生后讨论回答。

三、 应用求体积、解决问题。

1、口答。

（1）有一个圆柱的体积是27立方分米，与它等底等高的圆锥
体积是多少？

（2）有一个圆锥的体积是9立方分米，与它等底等高的圆柱
体积是多少？



2、出示例题，学生读题，理解题意，自己解决问题。

a、 学生完成后，进行小组交流。

b 、 你是怎样想的和怎样解决问题的。（提问学生多人）

c 、 教师板书:

1/3×19×12=76（立方厘米）

答：它的体积是76立方厘米

3 、练习题。

一个圆锥体，半径为6cm，高为18cm。体积是多少？(学生在
黑板上只列式，反馈。)

我们已经学会了求圆锥体的体积，现在我们来解决有关圆锥
体体积的问题。

4、出示例2：要求学生自己读题，理解题意。

在打谷场上，有一个近似于圆锥形的小麦堆，测得底面直径
是4米，高是1.2米，每立方米小麦约重735千克，这堆小麦约
有多少千克？（得数保留整千克）

（1）提问：从题目中你知道了什么？

（2）学生独立完成后教师提问，并回答学生的质疑：

3.14×（4÷2）2×1.2× 1/3 表示什么？为什么要先求圆锥
的体积？得数保留整千克数是什么意思？….

5、比较：例1和例2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例1直接告诉了我们底面积，而例2没有直接告诉，要求
我们先求出底面积，再求出圆锥体积；（2）例1 是直接求体
积，例2是求出体积后再求重量。

六年级数学圆柱体体积的教案篇二

本节内容包括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的推导,利用公式直接计算
圆柱的体积，利用公式求：圆柱形物体的容积。教材充分利
用学生学过的知识作铺垫,采用迁移法,引导学生将圆柱体化
成已学过的立体图形,再通过观察、比较找两个图形之间的关
系,可推导出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例4是圆柱的体计算公式
的直接运用,是圆柱体积计算的基本,但这题又给学生设置了
单位不统一的障碍,让学生在直接应用公式计算的同时注意计
量单位的统一。例5是圆柱体积计算公式的扩展练习,意在让
学生加深理解容积的概念,使之明确求水桶的容积就是求水桶
内部的体积。例5除了在意义上扩展外,公式的运用中也有加
深,水桶的底面积没有直接给出,因此要先求出水桶的底面积,
再求出水桶的体积。

1、运用迁移规律，引导学生借助因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方法
来推导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并理解这个过程。

2.会用圆柱的体积计算圆柱形物体的体积和容积。

3.引导学生逐步学会转化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法,培养学生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4.借助实物演示,培养学生抽象、概括的思维能力。

圆柱体、长方体彩图各一张,圆柱的体积公式演示教具。

小刀，用土豆做成的一个圆柱体。

我们能把一个圆采用化曲为直、化圆为方的方法推导出了圆



面积的计算公式,现在能否采用类似的方法将圆柱切割拼合成
一个学过的立体图形来求它的体积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
个问题。板书课题：圆柱的体积。

[评析：复习抓住教学重点,瞄准学习新知识所必须的旧知识,、
旧方法进行铺垫,沟通了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衔接自然。新
课引入教师引出了学习新知识的思路,导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而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探求新知识的欲望。

1.探究推导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

(2)请学生演示教具,学生边演示边讲解切割拼合过程。

(3)根据学生讲解,出示圆柱和长方体的彩图。

(4)学生观察两个立体图,找出两图之间有哪些部分是相等的?

(5)依据长方体的体积计算公式推导出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
板书：v=sh

(6)要用这个公式计算圆柱的体积必须知道什么条件?

2．教学例4

(1)出示例4。

(3)请一名同学板演,其余同学在作业本上做。

(5)教师归纳学生所用的解题方法。强调在解题的过程中要注
意单位统一。

3．教学例5

(1)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已知圆柱底面的半径rt和高h,怎样求



圆柱的体积?请学生自学并填写第44页第一自然段的空白部分。

(2)出示例5,指名读题。请同学们思考解题方法。

(3)请学生讲解题思路讨论、归纳统一的解题方法。

(4)让学生按讨论的方法做例5。

(5)教师评讲、总结方法。

(6)学生讨论。比较例4、例5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点。

1.做第44页下面做一做的题目。两人板演,其余在自己作业本
主做,做完后及时反馈练习中出现的错误,并加以评讲。

2.刚才同学们在做例4时,还有下面几种解法,请大家仔细思考,
这些解法是对还是错?试说明理由。

(1)v=sh=5o2.1=105

答：它的体积是105立方厘米

(2)2.l米=210厘米

v=sh=50210=10500

答：它的体积是10500立方厘米。

(3)50立方厘米=0.5立方米

v=sh=0.52.1=1.05(立方米)

答：它的体积是l.05立方米。



(4)50平方厘米=0.005平方米。

v=0。00521=0.01051

答：它的体积是0.01051（立方米）。

问：这节课里我们学到了哪些知识?根据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练习十一的第l、2题。

[总结实：本节课的教学体现了三个主要特点：

三、正确处理两主关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注意学生
学习的参与过程及知识的获取过程,学生积极性高,学习效果
好。总之,本节课教师引导得法,学生学得灵活,体现了重在思,
贵在导,导思结合的原则,体现了教是为了不教,学会是为了会
学的素质教育思想。

六年级数学圆柱体体积的教案篇三

一、填空。

1、一个圆柱体，底面积是12平方分米，高6分米，它的体积
是立方分米。

2、一个圆柱体积是84立方厘米，底面积21平方厘米，高是
（）。

3、已知圆柱谷桶里底面半径是3米，高4米，它的底面积是
（），容积是（）立方米。

二、求下面圆柱的`体积

1）底面积0。6平方米，高0。5米2）底面半径4厘米，高12厘



米

3）底面直径5分米，高6分米4）底面周长12。56厘米，高12
厘米

六年级数学圆柱体体积的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1、组织学生进行实验，培养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
并推导出圆锥体积的计算公式。

2、学生会运用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计算圆锥的体积。

3、培养学生的观察、比较、分析、综合能力，发展学生的空
间观念。

4、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

教学重点：圆锥体积公式的推导和应用。

教学难点：圆锥体积公式的推导过程。

教具准备：圆锥和圆柱、沙子、细绳、直尺。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圆柱有哪些特征？怎样计算圆柱的体积？

2、计算下面圆柱的体积（口答算式）：

（1）底面积是15平方厘米，高是4厘米；

（2）底面半径是2分米，高是5分米；



（3）底面直径是6米，高是2米。

3、圆锥有哪些特征？

4、创设情境：天气越来越暖和，商家举行饮料促销活动。盛
饮料的杯子有圆柱和圆锥两种形状。演示让学生明白圆柱和
圆锥等底等高。在两个杯子里分别装满饮料，一杯要4角钱，
一杯要1元钱，如果打5折卖，分别卖多少钱？（2角、5角）
你愿意买哪一杯？为什么？到底买哪一杯最划算呢？那就要
知道这个圆柱和圆锥体积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带着
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来研究圆锥的体积。

二、实验操作，推导公式：

1、什么是圆锥的体积？

如果在圆柱或圆锥里面装满饮料或沙子，忽略厚度不计的话，
饮料或沙子的体积就可以看作是圆柱或圆锥的体积。

2、拿出自己做的等底等高的圆柱和圆锥来做实验。

（1）把圆柱里面装满沙子，然后往圆锥里面倒，把圆锥到满，
看可以到几次才能倒完。或者把圆锥装满，再往圆柱里面倒，
看几次能把圆柱倒满。

（2）汇报实验结果：在学生汇报时，教师要向学生明确，因
为我们做的圆柱和圆锥尺寸上存在误差，沙子颗粒之间也有
间隙，也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实验结果可能会因此不太准
确。

（3）课件演示：初步总结实验结果

（4）拿出不等底等高的圆柱和圆锥，小组合作再次实验，强调
“等底等高”这个条件。



（5）得出结论：圆锥的体积是与它等底等高的圆柱体积的。

照应前面，现在让你选择，你会买哪一杯饮料？为什么？

4、根据圆柱的体积公式，总结出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
是v=1/3sh

三、应用公式：

读题分析，学生独立完成。

2、练习

（1）、一个圆锥的底面积是25平方分米，高是9分米。它的
体积是多少立方分米？

（2）、一个圆锥的底面半径是4厘米，高是21厘米。它的体
积是多少？

（3）、一个圆锥的底面直径是20厘米，高是9厘米。它的体
积是多少？

四、实践应用：

2、汇报讨论结果：

五、全课总结：

六年级数学圆柱体体积的教案篇五

1、知识目标：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求圆锥体积的计算公式，并
能正确求出圆锥的体积，《圆锥的体积》教案设计及反思。.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初步的空间观念，动手操作能力和逻



辑思维能力。

3、情感目标：向学生渗透知识间可以相互转化的辩证唯物主
义思想，让学生学习将新知识转化为原有知识的学习方法。

教学重点：圆锥的体积计算

教学难点：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的推导。

教学准备：圆锥形萝卜、绳子，每个小组一个计算器、等底
等高的圆柱和圆锥容器模型、沙土水等。

一、复习导入。师：同学们，你们知道桌上那个白萝卜，它
是什么形体吗？(圆柱体),现在，如是假设它的底面积是5平
方厘米，高是4厘米，你怎样求它的体积呢？求出体积后，问：
现在老师想请你们帮个忙，把它削成一个最大的圆锥，你们
有办法吗？说一说什么样的圆锥体才算最大呢？(与原来的圆
柱体萝卜等底等高)

二、探究新知1、实践猜想。师：好，现在请同学们动手削萝
卜，比比哪一组削得最漂亮？学生削完后，问：谁来猜猜，
现在削成的圆锥体积与刚才圆柱有什么关系呢？你是怎么猜
测的？生1:我猜圆锥的体积可能等于原来那个萝卜体积的，
就是5立方厘米。

生2:我猜圆锥的体积可能等于原来那个萝卜体积的，就是10
立方厘米。我是根据我们以前学过的在长方形里剪一个最大
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面积是长方形的，所以我认为圆锥的体
积也是圆柱体积的。

生3:我猜圆锥的体积可能等于原来那个萝卜体积的，就是6立
方厘米，是把削去的萝卜拼起来和圆锥体萝卜进行比较，发
现削去的部分的体积大约是圆锥体积的2倍。



生5:我可以把削成的圆锥与削去的萝卜都拿去称，再比较它
们的重量。.

生6：我把圆锥体萝卜浸入盛有水的圆柱容器里，算出它的体
积，再把削去部分的萝卜也浸入盛有水的圆柱形容器里，根
据水面上升的高度求出它的体积就知道了。.

生7：我可以把刚才那个圆柱体萝卜和削成的圆锥休萝卜分别
挖成空心的然后把空圆锥萝卜盛满水倒入圆柱体萝卜中，分
别算出体积后进行比较。

生8：我可以用桌上的这些学具来验证。.再让学生比比哪种
方法最合适？

4、解决问题，教案《《圆锥的体积》教案设计及反思》。课
件出示例1，让学生独立完成。5、教师小结。

三、扩展应用。（一）、基本练习。1、一个圆锥的底面积
是25平方分米，高是9分米，它的体积是多少？2、测量圆锥
体学具，求出体积，并说说高是怎么量的？3、一个圆锥的底
面积直径是20厘米，高是8厘米，它们体积是多少？（二）扩
展练习。！、一个圆锥的体积是8立方分米，底面积是2平方
分米，高是（）分米？2、圆锥形的容器高12厘米，容器中盛
满水，如果水全部倒入等底的圆柱容器中，水面高是（）

四、归纳小结。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学会了什么？你
是怎么学会的？

五、作业。

这节课，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动”中获新知。“动”是孩子的天性，每位孩子都
充满了“动”的欲望。由于几何知识比较抽象，学生理解和



掌握几何图形的概念、性质、求积公式、形成空间观念，都
必须有大量具体的、形象的感性材料的积累。所以教材在编
排这一知识块的时候，就已安排了很多的实践性练习。教学
时，教者能充分利用这一特点，通过摆、剪、折、量、画、
分割、拼合等操作活动，使学生获得鲜明、生动、形象的感
性认识，在此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圆锥的体积计算方法，形
成正确的空间观念。

二、在“动”中求发展。在教学圆锥的体积时，教者先让学
生观察并讨论推导圆锥体积公式的实验方法，当学生由于受
圆柱体积公式推导方法的影响，思维受阻时，教者向学生提
议：用桌上学具来验证。同时推荐一些实验用品：水或沙、
尺等。让学生在实验中选择并设置疑问：圆锥体积与圆柱体
积的关系。通过实际操作，学生不仅得出圆锥体积的计算公
式。获得了知识的结果，而且经历了知识面发展、发生的过
程，同时加强并巩固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发展解决数学问
题的能力，增进对数学的理解力。

三、在“动”中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习是学生主体的主动建
构过程，其本质是让学生认识客观世界，把书本中的知识结
构转化为自己的认知结构。这个过程是学生主体活动的过程，
必须由学生亲身参与，学生在动手中运用感官参与学习，自
觉主动地去操作、去学习，在浓厚的动手实践中不仅经历了
知识的形成过程，而且也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才能取得成
功。

六年级数学圆柱体体积的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在理解圆锥体积公式的基础上，能运用公式解决有关实际
问题，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2.培养学生观察、实践能力。



3.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难点：结合实际问题运用所学的知识

教学理念：

1.数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2.学生动手实践，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相结合

教学设计：

1.圆锥的体积公式是什么？s、h各表示什么？

2.求圆锥的体积需要知道什么条件？

3.还知道哪些条件也能计算出圆锥的体积？怎样计算？

投影出示：

(1)s=10，h=6v=?

(2)r=3，h=10v=?

(3)v=9.42，h=3s=?

2.这些数据都是可以测量的。现在给你数据：高为1.2米，底
面直径为4米

(1)麦堆的底面积：__________________

(2)麦堆的体积：____________________

3.知道了体积，这堆小麦大约有多少重能知道吗？(每立方米
小麦约735千克)(得数保留整千克数)



4.一个圆锥形沙堆，占地面积为3.14平方米，高1.5米。(1)
沙堆的体积是多少平方米？(2)如果每立方米沙约重1.6吨，
这些沙子共重多少吨？(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1)(出示图)什么情况下削出的圆锥是的？为什么？

(2)削去的木料占原来木料的几分之几？

1.一个圆柱的底面积为81平方厘米，高12厘米，和它等体积
等底的圆锥高为()厘米；和它等体积等高的圆锥的底面积
为()厘米。

六年级数学圆柱体体积的教案篇七

1、通过课堂评价促进小组探究学习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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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层次清楚，步步深入，重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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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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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全体学生的积极参与，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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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课堂教学后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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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锥的体积教学反思

“实践出真知”，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对于学生的
学习，我觉得也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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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图形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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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圆锥的体积时，我感悟特深刻。

以前教学圆锥的体积后，学生在实际运用公式时容易出错误
的地方还是和往届一样，圆锥的体积=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
分之一，这个三分之一，在计算的时候经常出现遗漏。

怎样让学生自己探究出圆锥的体积公式，并且时时记住那个
容易被人遗忘的三分之一呢？我这次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
学生，让每个学生都经历“提出猜测--设计实验--动手操作-
-得出公式”的自主探究学习的过程，我让学生拿出自己的学
具——等底等高的圆柱和圆锥，走出课堂，深入实践，到操
场上去装沙子，到水池边去装水，看几个圆锥的体积才能把
圆柱装满。在我适当的引导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设想自由
探究等底等高的圆锥体和圆柱体体积之间的关系，圆锥体体
积的计算方法。让每个学生都经历一次探究学习的过程。教
学中我感到学生真正地成为了学习的主人，我没有牵着学生



走，只是为他们创设了一个猜想圆锥体积方法的情境，让学
生在猜测中找到验证的方法，并且通过动手操作验证自己的
猜测。最后得出圆锥体积的计算方法，激发了他们主动探究
的欲望。

推导公式时，我没有代替学生的操作，始终只以组织者、引
导者与合作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使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
学生之间互动起来，在这种形式下，学生运用独立思考、合
作讨论、动手操作等多种方式进行了探索。另外，为了突
出“等底、等高”这个条件的重要性，我巧置陷阱，我还特
意安排了一组等底不等高，一组不等底也不等高的圆柱和圆
锥，结果学生的实验结论和其他组的不一致，这时候就出现
了争论，这时，我时机引导学生与上次演示比较，1比3的关
系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的？学生恍然大悟，明白圆锥体和圆
柱体等底、等高，圆锥体体积才是圆柱体体积的三分之一。
相信今天通过同学们自己的动手体验，对圆锥的体积计算方
法印象深刻，只有自己经历了才会牢牢记住！

六年级数学圆柱体体积的教案篇八

1、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求圆锥体积的计算公式，并能正确求出
圆锥的体积。

2、培养学生初步的空间观念、逻辑思维能力、动手操作能力。

3、向学生渗透知识间"相互转化"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联
系实际中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方面的思想教育。

圆锥的体积计算。

圆锥的体积公式推导。

圆锥的体积是与它等底等高的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



简易多媒体、等底等高的圆柱和圆锥空心实物各一个。

三种空心圆锥和圆柱实物各一个

一、复习

1、圆柱的体积公式是什么？用字母怎样表示？

2、求下列各圆柱的体积。（口答）

（1）底面积是5平方厘米，高是6厘米。

（2）底面半径4分米，高是10分米。

（3）底面直径2米，高是3米。

师：刚才我们复习了圆柱的体积公式并应用这个公式计算出
了圆柱的体积，那么圆柱和圆锥有什么关系呢？这节课我们
就来研究圆锥的体积。（板书：圆锥的体积）

二、新课教学

师：圆锥的底面是什么形状的？什么是圆锥的高？请拿出一
个同学们自己做的圆锥讲一讲。

生：圆锥的底面是圆形的。

生：从圆锥的顶点到底面圆心的距离是圆锥的高。

师：你能上来指出这个圆锥的高吗？

师：很好，因为圆锥的高我们一般无法到里面去测量，所以
常常这样量出它的高。

师：你们看到过哪些物体是圆锥形状的？(略)



师：对。在生活中有很多圆锥形的物体。

师：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圆锥。现在我们再来研究圆锥的体
积。请同学们拿出一对等底等高圆锥和圆柱。想一想用什么
办法能研究出等地等高的圆锥和圆柱的体积之间存在什么关
系，然后把你的想法放在小组中交流，再分工进行实验。下
面我们采用实验的方法来推导圆锥体的体积公式(边说边演
示)，先在圆锥内装满水，然后把水倒入圆柱内，看看几次可
将圆柱倒满。现在我们分小组做实验，大家边做边讨论实验
要求，如有困难可以看书第23页。

出示小黑板：

1、圆锥的体积和同它等底等高的圆柱的体积有什么关系？

2、圆锥的体积怎么算？体积公式是怎样的？

学生分组做实验，老师巡回指导。

生：圆柱的体积是圆锥体积的3倍。

生：圆锥的体积是同它等底等高的圆柱体权的1/3。

板书：圆锥的体积等于同它等底等高的圆柱体积的1/3。

师：得出这个结论的同学请举手。(略)你们是怎么得出这个
结论的呢？

生：我们先在圆锥内装满沙，然后倒人圆柱内。这样倒了三
次，正好将圆柱装满。所以，圆锥的体积是同它等底等高的
圆柱体积的1/3。

师：说得很好。那么圆锥的体积怎么算呢？

生：可以先算出与它等底等高的圆柱的体积，用底面积乘以



高，再除以3，就是圆锥的体积。

师：谁能说说圆锥的体积公式。

生：圆锥的体积公式是v=1/3sh。

师：老师也做了一个同样实验请同学认真看一看。想一想有
什么话对老师说吗？请看电视。

师：请大家把书翻到第42页，将你认为重要的字、词、句圈
圈划划，并说说理由。

生：我认为"圆锥的体积v等于和它等底等高的圆柱体积的三
分之一。"这句话很重要。

生：我认为这句话中"等底等高"和"三分之一"这几个字特别
重要。

师：大家说得很对，那么为什么这几个字特别重要？如果底
和离不相等的圆锥和圆柱有没有三分之一这个关系呢？我们
也来做个实验。大家还有两个是等底不等高的圆锥和圆柱，
请同学们用刚才做实验的方法试试看。

师：等底不等高或者等高不等底的圆锥体积不是圆柱体积
的1/3。师：可见圆锥的体积等于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的关键
条件是等地等高。

师：下面我们就根据"等底等高的圆锥体积是圆柱体积的1/3"
这个关系来解决下列问题。

例l：一个圆锥形零件，底面积是19平方厘米，高是12厘米。
这个零件的体积是多少？

(两名学生板演，老师巡视)



师：这位同学做的对不对？

生：对！

师：和他做的一-样的同学请举手。(绝大多数同学举手)

师：那么这位同学做错在哪里呢？(指那位做错的同学做的)

生：他漏写了1/3。用底面积乘以高算出来的是圆柱的体积，
圆锥的体积还要再乘以1/3。

师：对了。刚才我们通过实验知道了圆锥的体积等于同它等
底等高的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从而推导出圆锥的体积计算
公式，即v=1/3sh。我们在用这个公式计算圆锥的体积时，要
特别注意，1/3不能漏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