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数学五年级下册体积和体积单位优秀教案（精推

３篇） 

 

〖人教版数学五年级下册体积和体积单位优秀教案第【1】篇〗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体积的概念，了解常用的体积单位，认识常用的

体积单位：立方米、立方分米、立方米。对体积单位的大小形成比较

明确的表象。 

2．使学生初步了解体积单位与长度单位、面积单位的区别和联

系。 

3．培养学生的比较、观察能力，扩展学生的思维，进一步发展

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难点 

使学生感知物体的体积，初步建立 1 立方米、1 立方分米、1 立

方厘米的大小。 

教学难点 

学生对体积和体积单位概念的理解。 

教学过程 

活动 1【导入】激趣导入 

同学们，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乌鸦喝水》，大家以

前听过吗？ 



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那么乌鸦最后喝到水了吗？ 

提出问题：乌鸦是怎么喝到水的？ 

活动 2【活动】探索研究，揭示概念。 

（1）（课件演示）在一个盛水的玻璃杯放入一个小石子会出现什

么情况，请同学观察水面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与原来

相比有没有增减？为什么水面会升高？ 

引导学生说出石头占了水的空间，所以把水挤上来了。 

认识什么是空间 

（2）课件展示洗衣机、影碟机、手机等，点明它们也占据了一

定的空间。 

从上述两种情况说明：石子和洗衣机等都占一定的空间（板书：

占空间）。 

像我们每个人都占一定的空间，教室里每一件物品都占据一定的

空间。 

让学生举生活中占空间的例子。…… 

（3）摸一摸，感觉“谁占谁的空间”。 

说明：物体所占的空间有大有小（板书：的大小）。 

引导学生归纳出体积的概念。 

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就叫做物体的体积。 

活动 3【讲授】学习体积单位 

1．谁能说说什么是电视机的体积？你还能举出哪些物体的体

积？ 



2．课件展示铜奔马和铜雀：谁的体积大、谁的体积小呢？你们

是怎么知道的？ 

3．课件展示两个长方体：提问：这两个长方体，是由若干个不

同数量但大小相同的小正方体组成的，不过现在把它们都包起来了，

你们能比较出大小吗？ 

去掉包装后问：现在你们能比较出它们的大小吗？ 

引出：比较物体的体积大小，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体积单位。 

在学习体积单位前，我们先回想一下，常用的长度单位有哪些？

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哪些？ 

（1）学生自学课本，出示下列思考题： 

（请同学们打开课本 28页。认真阅读，并完成以下问题：） 

①常用的体积单位有哪些？ 

②1立方厘米、1立方分米、1立方米分别有多大？请举例说明。 

（2）组织汇报交流： 

1立方厘米有多大？怎样记住它？请具体说说，生活中有哪些物

体的体积大约是 1立方厘米？出示 1立方厘米的小方块让学生观察，

你知道了什么？哪些物体的体积比较适合用立方厘米用单位？ 

1立方分米有多大？怎样的正方体的体积是 1立方分米？（出示

1 立方分米的正方体让学生感受其大小。）你还见过哪些物体的体积

大约是 1立方分米？。 

1立方米有多大？怎样的正方体的体积是 1立方米？出示 1立方

米的正方体框架，让学生具体感觉一下 1立方米的正方体大约能容纳



班内几个学生？举例说说生活中 1立方米的物体。 

请同学们闭上眼睛，再次感受一下 1 立方厘米、1 立方分米和 1

立方米的大小，哪个比较大，哪个比较小，并用手势进行演示。 

活动 4【活动】比较长度单位、面积单位和体积单位 

以前我们学习了长度单位、面积单位，今天我们又学习了体积单

位，那么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引导学生讨论归纳三者的不同点，使学生知道：长度单位是一条

线段，面积单位是一个正方形，体积单位是一个正方体。 

活动 5【练习】巩固练习 

1.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单位名称。 

（1）一台电冰箱的体积大约是 1.2（ ）。 

（2）一台电视机的体积大约是 120（ ）。 

（3）一部手机的体积约是 33（ ）。 

（4）一个火柴盒的体积是 12（ ）。 

（5）我们班的教室的体积大约是 280（ ） 

2．判断下面的单位是否合适？ 

（1）一台家用计算机所占的空间约是 15立方米。 

（2）小华口渴了，一口气就饮了 1立方米的水。 

（3）粉笔盒的体积约是 1立方分米。 

活动 6【活动】回顾总结 

本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体积和体积单位，知道了什么是体积，还

知道了常用的体积单位有哪些，这为下节课学习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



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人教版数学五年级下册体积和体积单位优秀教案第【2】篇〗 

《体积与体积单位》教学设计 

教学对象：五年级数学第三单元第五小节第一学时 

教学内容：《体积与体积单位》 

使用的学科应用名称：教育云平台的微课、“基础练习”、“课中

讨论”、“问题解决”、“布置练习” 

学科应用中对应该教学内容的资源及功能特点： 

（1）导课环节通过学生观看教育云平台微课乌鸦喝水的情境，

利用动画故事导入新课，激趣设疑。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本节课的兴

趣，同时也暗示了“体积”的概念。充分发挥现代教学多媒体的优势，

通过形象生动的教学手段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静态的课本材料变成

动态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动画中观察、思维、分析，理解，为理解

体积概念做铺垫。 

（2）新课探究环节，利用教育云服务平台微课演示体积及体积

单位，充分运用学具、小实验操作以及巧妙运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

学，直观、形象、动态地展示知识形成过程，有效地突破教学难点，

帮助建立清晰表象，从而理解新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利用教育云服务平台的“基础练习”、“课中讨论”、“问题解

决”、“布置练习”，通过引导学生积极互动，让每一个学生参与进来，

提高课堂参与率。同时学生答题后，平台立即给师生呈现出答题结果



和习题解析过程，检测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时查漏补缺，这

样做到了学练结合，堂堂清。 

应用方式： 

√学生课前学习 

√辅助课堂教学 

√学习课后巩固 

√综合应用 

教学设计： 

学情分析 

本节课内容是在认识了长方体、正方体的基础上学习的，教学设

计力求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在获取新知的过程

中，通过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同

时强调通过实际情境，使学生体会、感受、理解概念、恢复概念来源

于现实，又扎根于现实的本来面目。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通过具体的实验活动，了解体积和体积单位的

实际意义，初步理解体积的概念。 

2、过程与方法：在操作、交流中，感受物体体积的大小、发展

空间观念。 

3、情感与态度： 让学生进一步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感受数

学的应用价值。       



【教学重点】 

通过具体的实验活动，初步理解体积和体积单位的实际含义。 

【教学难点】 

了解体积和体积单位，感受 1 立方米、1 立方分米、1 立方厘米

的实际意义。 

《体积与容积》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人教版小学五年级数学下册《体积与体积单位》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通过具体的实验活动，了解体积和体积单位的

实际意义，初步理解体积的概念。 

2、过程与方法：在操作、交流中，感受物体体积的大小、发展

空间观念。 

3、情感与态度： 让学生进一步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感受数

学的应用价值。       

【教学重点】 

通过具体的实验活动，初步理解体积和体积单位的实际含义。 

【教学难点】 

了解体积和体积单位，感受 1 立方米、1 立方分米、1 立方厘米

的实际意义。 

【教学用具】 

教学课件、微课、实物投影、量杯、水杯、土豆、梨、等。 



【教材分析及教学设计理念】   本节课内容是在学生认识了长

方体、正方体的基础上学习的，教学设计力求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

为本"的教学理念，在获取新知的过程中，通过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同时强调通过实际情境，使学生体

会、感受、理解概念、恢复概念来源于现实，又扎根于现实的本来面

目。   1.创设引入概念，设疑激趣。   2.引导学生探究，主动建构

知识形成的过程。本节课重视体积、体积单位概念的建立。通过观察、

描述、想象等活动，使学生经历体积概念及体积单位的构建过程。   3.

注重渗透获取知识的科学方法，如实验法，拼摆法，比较法。   4.

重视动手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动手操作贯穿

始终，强调多种感官同时参与。   5.充分运用学具、小实验操作以

及巧妙运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直观、形象、动态地展示知识形

成过程，有效地突破教学难点，帮助建立清晰表象，从而理解新知，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媒体应用策略】 

（1）导课环节通过学生观看教育云平台微课乌鸦喝水的情境，

利用动画故事导入新课，激趣设疑。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本节课的兴

趣，同时也暗示了“体积”的概念。充分发挥现代教学多媒体的优势，

通过形象生动的教学手段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静态的课本材料变成

动态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动画中观察、思维、分析，理解，为理解

体积概念做铺垫。 

（2）新课探究环节，利用教育云服务平台微课演示体积及体积



单位，充分运用学具、小实验操作以及巧妙运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

学，直观、形象、动态地展示知识形成过程，有效地突破教学难点，

帮助建立清晰表象，从而理解新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利用教育云服务平台的“基础练习”、“课中讨论”、“问题解

决”、“布置练习”，通过引导学生积极互动，让每一个学生参与进来，

提高课堂参与率。同时学生答题后，平台立即给师生呈现出答题结果

和习题解析过程，检测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时查漏补缺，这

样做到了学练结合，堂堂清。 

【教学过程】 

（一）动画故事导入新课 

提问：同学们，乌鸦喝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吗？今天老师给大家

带来了乌鸦喝水的动画故事，想看吗？（播放视频） 

（多媒体应用策略与方法：学习教育云平台微课从开始到 00:35，

利用动画故事导入新课，激趣设疑。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本节课的兴

趣，同时也暗示了“体积”的概念。） 

提出问题：说说乌鸦是用什么办法喝到水的？ 

为什么把石子放进瓶子里，水面就升高了呢？ 

揭示：石子占有一定的空间。 

（二）探究新知，认识体积 

1.物体占有空间 

⑴、演示实验：出示装满水的杯子，把水倒在一边，在空杯子里

放进一个墨水瓶，提问：刚才倒出的水还能装得下吗？把墨水瓶取出，



换一块橡皮进去，结果又会怎样？ 

得出结论：墨水瓶占空间，橡皮也占空间。 

⑵、引导学生得出：任何物体都要占空间。（板书：物体   占空

间） 

2. 物体占空间是有大小的，揭示体积概念 

⑴、出示数学书和粉笔，学生观察，师提问：它们占有空间吗？

谁占的空间大？谁占的空间小？ 

（设计意图：让学生利用已有的生活经验，初步感知物体的大小，

为下面的探索活动打下基础。） 

⑵、揭示：物体不仅要占空间，而且所占的空间有大有小（板书

大小） 

⑶、举例说明教室中物体占空间也是有大有小的，引出体积一词。 

⑷、师生实例描述体积的含义，再归纳物体的体积概念。 

引出：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叫做物体的体积。 

⑸、学生举生活中实例再次加深体积概念的理解。 

⑹、质疑：有些物体的体积大小我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来，而有些

物体的体积我们用眼睛却一时难以分辨，出示形状差异明显的土豆和

梨，感知谁的体积大？ 

（设计意图：当遇到用眼观察无法准确判断谁的体积大时，培养

学生动脑积极思考，设法解决问题的的能力。） 

⑺、动手实验，验证猜测，解决问题。 

揭示：物体的体积只与它所占空间的大小有关，与它的形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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