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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体积与容积（一） 课时安排 1 课时

设计理念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

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

用的过程，进而使学生获得对数学理解的同时，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等多方面得到进步和发展。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课程内容“图形与几

何”第三学段中提出：通过实例了解体积（或容积）的意义，知道体积

（或容积）的度量单位，能进行单位之间的换算；体验不规则物体体积

的测量方法。

因此，在体积与容积的教学过程中，紧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体

现了生活化设计理念；在学生学习方式方面，采用了自主、合作、探究

的方式，遵循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知识学习、能力培养、

情感方面遵循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使学生亲身经历学

习的过程,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在游戏

中获得愉快的数学体验,并在体验中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有所发展。

教材分析

《体积与容积》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长方体

（二）第一课时的内容，是在学生认识了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特点，以及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的基础上进行的。本课内容不仅是进一步学习

体积的计算方法等知识的基础，也是发展学生空间观念的重要载体，为

以后学习长方体体积的计算以及圆柱和圆锥的体积计算奠定了基础，在

五年级小数数学教材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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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和容积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教材中是让学生在充分体验的基础

上理解它们的含义。教材首先借助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围绕马铃薯和

红薯都是不规则的物体我们无法通过观察直接比较和测量的问题，引导

学生开展实验活动。从中发现两个物体放入水中后都占据了一定的空

间，而且水面上升的高度不一样，说明这两个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不一

样，揭示体积的概念。最后，教材通过学生实验研究“哪个杯子装水多，”

在学生感受容器所能容纳物体体积的大小的基础上，揭示容积的概念。

这节课的重点就是形成体积和容积的两个具有抽象性的概念。

学情分析

1、知识基础方面

学习本节课前，学生已经认识了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特点及表面积。

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对物体大小的感受及容器内装水多与少的体验，这

些都是本节课学习的基础。

2、认知特点方面

五年级小学生抽象逻辑思维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体积和容

积”的概念较为抽象，学生在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而且对于它们之间

的联系和区别也是教学难点。要突破这一难点，就要注重学生在体验、

在感知中学习知识，重视现实世界中有关体积和容积的问题，把它们作

为教学的基础。因此，本课教学中，教师要借助直观教学手段，帮助学

生获得的感性认识，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具体的实验活动，以动手操作和亲身体验为依托，让学生理解

体积的含义，能在具体情境中初步解决体积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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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程与方法目标

学生在看一看、说一说、比一比、做一做等学习活动中，学会运用

观察、比较的方法，进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操作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在进一步理解体积含义的基础上，感受体积与生活的联系；在动手

操作、观察比较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

兴趣。

教学重点
通过具体的实验活动，让学生理解体积的含义，能在具体情境中准

确判断体积

教学难点 理解烧杯水面上升的高度就是物体的体积

教学方法 实验法 、演示法、动手操作法、讨论法

课前准备 烧杯、石块、土豆、红薯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设计意图

一、揭示课题，

引入新知

师出示课题《体积与容积》，提问同学们看一看课

题，你有什么要问问老师的吗？

预设 1：什么是体积

预设 2：什么是容积

预设 3：体积与容积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看着同学们好奇和疑惑的表情，就让我们走进今天

的探索之旅吧。

思 维 始 于 问

题，问题贯穿

教学全过程，

本环节促使学

生主动产生问

题意识，然后

在探索中获取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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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探索，

学习新知

活动一：看一看

演示实验：将石块放入装水的杯子中，观察水面

变化。

提问：石块放入装水的杯子中，水面发生了什么变

化？

预设：水面上升了

思考：为什么水面会上升呢？

预设：石块占了杯子的空间

思考：如果将石块从杯子中取出来，它还占有空间

吗？

预设：占空间，只不过不占杯子的空间，而是占整

个教室的空间。让学生充分感知物体不管在哪都占据一

定的空间。

活动二：说一说

举例说明：哪些物体占有空间

（1）说一说：生活中还有哪些物体占空间呢？教

室里呢？

预设：冰箱、洗衣机、文具盒、橡皮

通过实验，让

学生体会所有

物体，不管在

哪都占有一定

的空间，激起

学生的学习兴

趣，发展学生

的空间观念，

并为下面的探

究 活 动 做 铺

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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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结：所有物体都占有一定的空间（板书：

物体 占空间）

活动三:比一比

1、直接比较

（1）比一比，生活中，哪些物体所占空间大，哪

些物体所占空间小呢？

预设：冰箱所占空间大，洗衣机所占空间小。

（2）教室中，哪些物体所占空间大，哪些物体所

占的空间小呢？

预设：文具盒所占的空间大，橡皮所占的空间小

2、实验比较

（1）师出示大小差不多的马铃薯和红薯，比一比

谁占的空间大。

学生观察哪个占的空间大？哪个占的空间小？学

生猜测，答案不统一。

（2）师：我们通过观察无法直接比较出这两个物

体所占空间的大小，谁有比较科学的方法来验证谁占的

空间大，谁占的空间小。（学生提出做实验，两个杯子

感受物体所占

空 间 有 大 有

小，目的是唤

起学生原有的

生活经验，了

解学生的学习

基础，用丰富

的生活例子为

后续的学习做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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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水，再把马铃薯和紫薯分别放在两个烧杯中，看哪

个杯子水位上升的高，哪个所占的空间就大）

活动四:做一做

1、学生独立开展实验，实验出现问题,有的小组烧

杯中的水没有完全浸没马铃薯和红薯，有的小组烧杯中

的水过多，放入马铃薯和红薯后有水溢出。

思考题 1：烧杯中的水没有完全浸没马铃薯和红薯

能比较出谁占的空间大吗？为什么？

预设：不能比较，因为烧杯中的水没有完全浸没马

铃薯和红薯，只能反映马铃薯和红薯一部分所占的空

间，不能比较出谁占的空间大。

思考题 2：烧杯中的水过多，放入马铃薯和红薯后

有溢出，能比较出谁占的空间大吗？为什么？

预设：能比较，将两个烧杯下面分别放一个容器，

为学生提供实

物进行直观操

作，充分发挥

学生在课堂中

的主体作用。

提出问题，让

学生寻找解决

问题的办法，

把学习的主动

权 交 还 给 学

生，不仅增强

了学生探索的

兴趣，而且还

培养了学生解

决问题的策略

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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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溢出来的水，分别倒入另外两个烧杯中进行测量。

2、实验注意事项

烧杯大小相同，要带有刻度；两个杯子要倒入相等、

适量的水。

3、教师带领学生做实验

准备两个大小相同的烧杯，两个烧杯倒入同等、适

量的水，再把土豆和紫薯分别放在两个烧杯中。

让学生观察水面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变化说明

了什么？

预设：马铃薯和红薯放到烧杯中占了烧杯的空间，

所以水面会上升，水面上升的高度就是马铃薯和红薯所

占的空间。

本节课的设置

是学生先独立

完成实验，学

生在独立完成

实验的过程中

会忽略各种各

样的问题，教

师示范时可以

强调正确的方

法和纠正错误

的做法，其次

学生在第一次

尝试中可以掌

握基本的实验

技能，然后在

教师示范时进

一步改进和完

善这些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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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巩固练习，

学以致用

四、回顾反思，

全课总结

4、揭示体积的意义

揭示概念：刚才通过实验比较，所以看水面的高度，

我们可以看出红薯占的空间大，马铃薯占的空间小，物

体所占空间有大有小，在数学上，我们把马铃薯所占空

间大小叫做马铃薯的体积，红薯所占空间大小叫做红薯

的体积，你能概况一下什么是物体的体积吗？

补充板书：

体积：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这次我们还是用肉眼直接观察的方法比较出两个

物体的体积大小吗？

一团橡皮泥，淘气第一次把它捏成长方体，第二次

把它捏成球。捏成的两个物体哪一个体积大？

预设一：长方体大

预设二：球大

预设三：一样大，因为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叫做物

体的体积，长方体和球是同一个物体的不同形状，所以

体积不变。

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内容？你有什么收

获？（让同学们说出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并让学生懂得

在活动中，学

生深刻感受到

所有物体占有

一定空间，且

所占空间大小

不同。学生在

经历了实验、

观察、交流等

剖析过程后，

感知了体积实

际意义。

用所学知识解

释生活中的问

题，是所学知

识的拓展和延

伸。

课堂总结一方

面让学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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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后延伸，

布置作业

要想证实自己的猜想，可以通过实际操作来验证）

1、完成数学书第 37页“练一练”的第三题，并将

其写在作业本上。

2、根据今天的实验过程，课后独立开展实验，验

证体积与重量有关系吗？

完整的知识体

系，另一方面

有助于教师了

解教学效果。

既要让学生带

着问题走进课

堂，又要让同

学带着问题走

出课堂。

板书设计
体积与容积

体积：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教学反思
本课教学教学活动结束后，教者将从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教学环节、板书、师生互动等方面做出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