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者 时 间 2023.9.24

课 题 《体积与容积》 课时安排 1 课时

设计理念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总目标中的“四基”指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基本活动经验是学

习主体通过亲身经历数学活动过程所获得的具有个性的经验。《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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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课标精神，结合学生实际及教学内容，本课教学设计理念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坚持生活化理念，强调与生活实际的联系，运用

转化思想，化空间这个抽象的词为直观,利用直观进行思考，进一步把

“占空间”、“大小”这些词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唤起

学生对日常所见事物的表象和感受；坚持活动化教学设计理念，突出

系列活动，通过找一找、比一比、说一说、做一做等具体的实验活动，

基本上达到了学生初步建立了体积和容积的概念教学目标；坚持“以

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注重合作探究，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教材分析

《体积与容积》是北师大版数学教材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一课

时的内容，是本单元的起始课，是在学习长方体、正方体表面积的基

础上进行教学的。这部分内容为后面学习体积、容积的单位和计算奠

定良好的基础，是学生发展空间观念的重要载体。

体积与容积是两个既抽象难懂又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因此，教

材编写时注意从学生的已有生活经验出发，使生活经验和动手实验相



结合。首先借助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学生交流物体占空间的大小和

容器盛放东西的多少，感受“物体有大有小，容器盛放的物体有多有

少”；然后采用实验的方法，引导学生解决“土豆和红薯哪一个大”

的问题。通过观察，发现两个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不一样。在学生有

了比较充分的感性体验的基础上，揭示体积的概念；教材接着又提出

“哪个杯子装水多”的问题，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来解决。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使学生感受容器容纳物体的体积的大小，从而揭示容积的

概念；随后教材还设计了捏橡皮泥、垒硬币、搭长方体等数学练习，

在实践操作中进一步理解体积与容积的意义。

通过组织学生现场观察、实践，眼、脑、手、口多种感官参与学

习，学生在充分感知的基础上建立有关体积和容积的正确表象，从而

正确领会二者的含义，为后续学习作好铺垫。

学情分析

1、知识基础方面

本节课的内容是在学生直观认识了长方体、正方体的特点以及它

们的展开图，理解了长方体、正方体表面积的含义及其计算方法的基

础上来学习的。

2、认知特点方面

五年级的学生已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有较好的抽象概括和观察

分析的能力，但对他们来说体积与容积的概念是十分抽象的，所以学

生仍需借助已有经验，在充分感知的基础上理解它们的意义。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理解体积的含义，能初步解决体积的相关问题。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找一找、比一比、说一说、做一做等数学活动，感受物体体

积的大小，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操作能

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培养科学探究精神（本课课程思政

的主要内容），在探究的过程中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 理解体积的实际意义。

教学难点 感受物体占空间，正确理解体积的实际意义。

教学方法 实验法、讨论法、演示法

课前准备 课件、土豆、地瓜、两个相同的烧杯、漏勺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设计意图

一、创设

情境，大

胆挑战。

1、挑战导入：

①挑战规则

有一个装满水的杯子，谁能拿起杯子，绕着教室走

一圈，不洒一滴水就算挑战成功。

②猜想：为什么会成功？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原理？

2、揭示课题：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体积与容积的奥秘（板

通过挑战引

发学生的思

考，情景创

设调动了学

生 的 积 极

性，激发学

生探究的欲

望。



二、操作

活动，探

索新知。

书：体积与容积）

（一）思考原理，感知空间

1、思考原理

提问:为什么把土豆取出来，就挑战成功了呢？

（预设：因为土豆占了一定的空间，把土豆取出来

杯子里的水位下降，挑战容易成功。)

2、感知空间

①提问：现在土豆还占空间吗？

（预设 1：占空间）

（预设 2：不占空间）

②引导说明：此时土豆不占杯子的空间，而是与我

们一样占教室的空间。

③小结：物体在任何地方都占空间（板书：占空间）

（二）操作活动，理解体积

活动一：找一找

提问：除了这些土豆还有什么占教室的空间呢？

（预设：讲桌、黑板、文具盒）

化空间这个

抽象的词为

直观 ,利用

直观进行思

考，这也是

培养空间观

念的主要方

法。

充分利用学

生已有的生



活动二：比一比

提问：①讲桌与土豆谁大？

（预设：讲桌大）

②地瓜和土豆谁占的空间大？

（预设 1：地瓜占空间大）

（预设 2：土豆占空间大）

活动三：说一说

①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共同探讨如何分辨土豆和地

瓜谁占的空间大。

②汇报讨论结果

（预设 1：称重的方式，谁重谁占的空间就大）

（预设 2：放在两个装水的杯子里，看哪个杯子的

水位高，就说明物体所占的空间大）

③提问：实验用的器材都有哪些要求呢？

活经验，初

步感知物体

占有空间。

把 “ 占 空

间”、“大

小”这些词

与学生的日

常生活经验

联系起来，

唤起学生对

日常所见事

物的感受。

通过小组合

作的方式，

提高学生课

堂参与度。

对实验器材

土豆 地瓜



（预设 1：两个杯子要透明。）

（预设 2：两个杯子大小要一样大。）

（预设 3：杯内装的水也要一样多，以刚好浸没物

体为宜。）

活动四：做一做

①以小组为单位，拿出老师课前准备的用具，动手

进行实践，实验过程中注意安全。

②汇报讨论结果

（预设：地瓜所占的空间大，土豆所占的空间小）

（三）思政渗透，总结归纳

1、思政渗透，勇于猜想

①课件出示实验结果：地瓜所占的空间大，土豆所

占的空间小

②提问：同学们都猜对了吗？

的要求是让

学生体会到

实验是科学

的、严谨的。

学生体验猜

测-推理-验

证 -交流的

学习方法，

充分体现了

学生的主体

地位。

通过阿基米

德的故事，



三、课堂

练习，巩

固新知。

猜对了值得高兴，猜错了也不要气馁，没有大胆的

猜想就没有伟大的发现。

③出示阿基米德的故事

师：早在两千多年前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阿基米德

就提出了这样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阿基米德的故

事，希望大家也成为像阿基米德一样勤于思考的人。

2、观察发现，总结归纳

①提问：请同学们思考，通过实验，有哪些发现？

（预设：物体不但占有空间，而且所占的空间有大

有小）（板书：的大小）

②小结：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就是物体的体积。

（板书：体积：物体所）

③概念应用

土豆的体积就是，土豆所占空间的大小

地瓜的体积就是，地瓜所占空间的大小。

1、对与错

（1）物体越重，所占空间越大。

（2）求一个长方体冰块所占空间大小，是求长方

体冰块的体积。

2、把下列图中两个盛满水的杯子中的石头同时取出后，

( )杯中水面高一些。

引导学生敢

说 敢 猜 敢

比，增强儿

童对于学习

过程的经历

和体验。

通过实验来

体验“物体

占有一定的

空间”，使

其变得可观

察、可感受。

学生能够深

刻感知体积

实际含义。

进行不同的

练习，检查

学生知识的

掌握情况，

同时提高运

用知识解决



四、课 堂

小结，回

忆新知。

五、布置

作业，独

立思考。

提问：轻松又愉快的课堂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通

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生自由回答）

师小结：本节课我们学习了重量大所占空间不一定

大，体积就是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课后请同学们思考：

物体的体积与形状是否相关呢？

问 题 的 能

力。

整体感知，

将新知系统

化，体验学

习的喜悦。

学生带着问

题 走 出 课

堂，在自主

拓展中，主

体意识得到

充分体现。

板书设计

体积与容积

体积：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教学反思

本课结束后，从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环节、板书设计、师

生互动等方面进行教学反思。

甲 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