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元整体设计

单元名称 面 积

一、单元学习内容分析

本单元的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四部分：面积和面积单位，长方形、

正方形的面积计算，面积单位间的进率，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

问题。

这些内容的教与学，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

并会计算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的基础上进行的。小学生从学习长度到

学习面积，是空间形式认识发展上的一次飞跃。学好本单元的内容，

不仅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提高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而

且能为以后学习其他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打下基础。

教材在编排上有以下特点：（1）注重学生对面积概念的真正理解。

面积概念是贯穿于整个单元的核心内容，是学习其他相关内容的重要

基础。为了让学生真正理解面积的含义，教材从以下几方面加以体现。

第一，注重面积认识的直观性和层次性。第二，注重对面积概念认识

的全面性。第三，注重发展学生面积守恒的观念。第四，强化概念的

比较辨析。（2）注重引导学生体会度量（测量）的意义，认识度量单

位及其实际意义，渗透度量意识。（3）让学生经历探究的过程。教材

在讨论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计算时，注意创设适宜的问题情境，使

学生在任务驱动下，亲身经历比较完整的探究过程。（4）注重培养学

生的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



二、单元学习目标设计

1.结合实例认识面积的含义，能用自选单位估计和测量图形的面

积，体会引进统一面积单位的必要性，认识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平方

分米、平方米，建立 1平方米、1平方分米、1平方厘米的表象；熟

悉相邻两个面积单位之间的进率，会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

2.探索并掌握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公式，获得探究学习的经历；

会应用公式正确计算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能估计给定的长方形、

正方形面积。

3.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初步学会用所学的有关面积的知

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进一步体会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知道可以

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逐步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时教学设计

课题 认识面积——例 1、例 2

课型 新授课 课时 1课时

1.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包括了 2个例题（例 1、例 2）。例 1，教学面积概念。具体分

为以下四个层次：（1）引导学生关注物体表面，通过比较感知面的大小；（2）采

用描述的方式借助具体事例说明“面积”的概念；（3）用丰富的事例进一步认识

面积概念；（4）完善面积的直观认识。例 2，让学生理解引入面积单位的必要性，

包括为什么要有单位和用什么图形作面积单位两方面。

2.学习者分析



学生已经掌握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并且会计算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从

学习长度到学习面积，是学生空间形式认识发展上的一次飞跃。因此，在教学时

要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借助学生熟悉的物体，通过丰富的体验活动，帮助理解面

积的含义；同时，借助多样化的直观材料，让学生在用面积单位测量并计数面积

单位个数的过程中，体验单位的价值，渗透度量意识。

3.核心素养目标

（1）初步认识面积的含义，知道用正方形作面积单位最合适，能用正方形作单

位表征简单图形的面积；

（2）经历用不同图形作单位度量面积的过程，知道确定面积单位的方法，培养

初步的度量意识；

（3）体会统一面积单位的必要性，感受正方形作面积单位的便捷和合理。

4.学习重点难点

（1）初步认识面积的含义；

（2）度量意识的培养。

5.学习活动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环节一：创设情境，引入“面”。

教师活动 1

1.课件出示教材 P54主题图。

2.说一说教室里物体的面是什么形状的。

学生活动 1

学生观察，举手发言。

活动意图说明：呈现学生熟悉的教室场景，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为本节课的

学习奠定基础。

环节二：结合实例，认识面积。

教师活动 2

1.组织学生认识物体表面的面积。

（1）观察黑板面和课桌面，说说哪一个

面比较大。

（2）哪一部分是黑板的面？哪一部分是

课桌的面？你能比画一下吗？

（3）教师介绍：黑板面的大小就是黑板

学生活动 2

1.学生观察，并汇报：黑板面比课

桌面大。

2.学生尝试用手比画出黑板和课桌

的面。



面的面积，课桌面的大小就是课桌面的面

积。



（4）你能像这样说说其他物体上的面的

面积吗？

（5）引导学生小结：生活中有很多物体

的表面是有大有小的，这些物体表面的大

小就是它们的面积。

2.组织学生认识平面图形的面积。

（1）课件出示：

（2）物体的表面是有大有小的，那长方

形、正方形、三角形、圆等封闭图形，是

不是也有大小呢？

3.概括含义，进一步理解面积。

师：谁来说一说什么是面积？

4.组织学生完成教材 P55“做一做”。

3.学生举例说明。

4.学生动手比画，相互交流，得出

结论：封闭图形也有大小，它们的

大小就是它们的面积。

5.学生概括、总结：物体表面或封

闭图形的大小，就是它们的面积。

6.学生独立完成，并汇报。

活动意图说明：结合丰富的实例，揭示面积概念，使学生初步认识面积。让学

生将动手比画和用语言表征相结合，以此增强对面积概念的直观认识，也避免

与周长概念相混淆。

环节三：体会统一面积单位的必要性。

教师活动 3

1.提出问题，引发思考。

（1）课件出示教材 P55例 2长方形图。

（2）这两个图形，哪个面积大？

（3）教师提示：可以选用一种图形作单

位来测量。

2.提出小组合作探究任务。

学生活动 3

1.学生尝试比较，发现比较不出来

哪个面积大。

2.学生分小组开展活动。



（1）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学具摆一摆、画

一画。

（2）想一想：用哪种图形作面积单位最

合适？

3.组织学生反馈交流。

（1）谁来说一说自己选择的是什么图形，

是怎样摆的？

（2）用哪种图形作面积单位最合适？为

什么？

（3）在学生汇报完后，教师引导学生明

确：正方形能铺满整个长方形而没有空隙，

且拼摆方便，所以选用正方形作面积单位

最合适。

4.组织学生完成教材 P56“做一做”。

3.学生选派代表汇报。

4.学生讨论交流，并汇报。

5.学生独立完成，并汇报。

活动意图说明：由比较两个长方形面积大小引入，制造认知冲突，激发学生认

识面积单位的需要。接着提出小组活动，让学生经历拼摆和选择的过程，感悟

用正方形作面积单位的合理性。

环节四：巩固运用。

完成教材 P58练习十二第 1、2题。

活动意图说明：通过练习，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环节五：课堂小结。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环节六：课后作业。

完成本课时的习题。

6.板书设计

认识面积

物体表面或封闭图形的大小，就是它们的面积。             



课时教学设计

课题 认识面积单位——例 3

课型 新授课 课时 1课时

1.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教学常用的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教材对 1平方厘米、

1平方分米、1平方米认识的编排基本相同，都是先用文字介绍数学上是如何规

定的，再通过教学活动，让学生感知这些面积单位的实际大小。这样安排既可建

立面积单位的表象，又为今后进行面积的估测奠定基础。

2.学习者分析

学生已经理解了面积的概念，并且会用正方形作面积单位进行测量，具备了一定

的度量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常用的“面积单位”可能有所耳闻，但是对于

它们的实际大小还是不了解的。因此，在教学中，在组织学生认识了常用的面积

单位后，要帮助学生感知这些面积单位的实际大小，建立起面积单位的表象。

3.核心素养目标

（1）认识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建立 1平方厘米、1平方分

米、1平方米的表象，能选择恰当的面积单位计量大小不同的物体的面积；

（2）在感知 1平方厘米、1平方分米、1平方米的实际大小中，积累更多的直观

经验，逐步养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身边事物的习惯。

4.学习重点难点

（1）认识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

（2）建立 1平方厘米、1平方分米、1平方米的表象。

5.学习活动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环节一：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教师活动 1

课件出示：

   

学生活动 1



师：这两个图形，哪个面积大？

师：我们知道比较两个图形面积的大小，

要用统一的面积单位来测量，这节课我们

一起来认识常用的面积单位。

学生通过数小正方形的数量，发现

第二个图形的面积大。

活动意图说明：创设“比较两个图形面积大小”的习题，既回顾了旧知，又自

然过渡到新课。

环节二：认识常用的面积单位。

教师活动 2

1.介绍常用的面积单位。

（1）结合生活经验，说一说你们知道的面

积单位。

（2）教师介绍：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平方厘

米（cm²）、平方分米（dm²）和平方米（m

²）。

2.组织学生认识平方厘米（cm²）。

（1）教师介绍：边长 1厘米的正方形，面

积是 1平方厘米。

（2）1平方厘米有多大呢？

（3）教师举例说明 1平方厘米的大小。

（4）你周围哪些物体的一个面的面积接近

1平方厘米？

3.组织学生认识平方分米（dm²）。

（1）1平方分米又是怎样定义的呢？你能

试着说一说吗？

（2）教师揭示：边长 1分米的正方形，面

积是 1平方分米。

（3）1平方分米有多大呢？

学生活动 2

1.学生自由发言。

2.学生动手比画，并汇报交流。

3.学生举例说明。

4.学生试着说一说。

5.学生尝试比画，并汇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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