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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际网络同步教学《条形统计图》课堂教学实录 

宁河区芦台镇第三小学：赵春萍芦台镇第二小学：薄立红课题负责人：史建昌 

一、课题：人教版四年级上册《条形统计图》 

二、上课学生：芦台三小四一班和芦台二小四一班 

三、主讲教师：芦台三小赵春萍、芦台二小薄立红 

四、学习目标： 

1.学生经历统计的全过程，收集数据，整理描述数据，分析数据，服务决策解决问题。 

2.学生能够感受每格代表几的价值。 

五、实录过程： 

赵：孩子们，这两天咱们在做着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我们每个同学都经历了数据的收集、

整理的过程，都绘制了条形统计图。今天这节课我们要展示双方绘制的条形统计图，展示我

们的研究成果，然后对比观察，发现其中蕴含的大学问。薄老师，我们先让三小的孩子来展

示他们的学习成果。 

薄：好的。 

 

赵：由于我们的统计是两个维度，接下来，先展示第 1 幅图。王一涵。二小、三小孩子

们，请你们认真听，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给一些建议。 

生：我是这样画的，纵轴每格代表了 2 人。我们班步行的有 9 人，因为一格代表 2 人，

所以我画了 4 个整格和一个半格。我们班骑乘两轮车的有 18 人，用 18÷2=9，所以我画了 9

个格子。没有人乘坐三轮车，所以我没有画格子，直接在上面写了一个 0。我们班乘坐私家

车的有 16人，用 16÷2等于 8，所以我画了 8个整格。没有人乘坐公交车，直接写了一个 0。

我们班乘坐集体拼车的有 1 个人，所以我只画了一个半格。然后我们还要注意，为了能更清

楚看出数据，我在方框上面都标上了数。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赵：王一涵的介绍已经结束了，二小、三小的孩子们谁来提出问题，或者给一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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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赵老师，我们有。 

生：三小的同学刚才展示乘坐集体拼车的时候，应该是半个格，不应该是一个半格。 

赵：他可能是口误，他说的是一个半个的格。好，谢谢你。还有想说的吗？ 

生：我觉得这位同学说得比较好，但是有一点他明明是画了边框，为什么没有说边框呢？ 

赵：你的意思是想提醒同学们，我们在画条形统计图的时候，为了使我们的条形图更美

观，可以画上边框。 

薄：赵老师等一下。 

生：我有补充，应该强调纵轴表示人数，横轴表示上学方式。 

赵：谢谢二小这位同学。还有想说的吗？张福杰。 

生：我觉得你应该先介绍一下，为什么纵轴每格表示 2呢？ 

赵：你帮他介绍一下。 

生：因为上面的统计表中最大的是 18，没有超过 20，而且人数大多数都是双数的，所以

每格表示 2画起来比较方便。 

赵：看来张福杰同学在绘制统计图时先进行了数据的分析，然后再确定每个格子代表多

少，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把掌声送给张福杰。薄老师，二小的孩子还有想说的吗？ 

薄：没有了，赵老师。 

赵:我们继续展示第 2个维度统计的情况。周正阳,我们认真看、认真听。 

生：我来给大家介绍我绘制的统计图。独自上学的有 8人，家长陪同的有 36人，这两个

数都是双数，而且最大的数是 36，所以我选择了每个格子表示 4 人。独自上学是 8 人，用 8

÷4=2，我就画了两个格子。有家长陪同是 36 人，用 36÷4=9，我就画了 9 个格子。大家有

什么意见吗？ 

生：我要给你补充。我觉得纵轴表示人数，横轴表示上学方式，你没有说出来。 

生：我来给周正阳补充一点，独自上学的有 8个人，有家长陪同的是 36 个人，因为他们

都是 4 的倍数，所以每个格表示 4人比较方便。 

赵：看来他还想和大家交流的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一个格子代表 4 比较合适？好了，这是

我们三小同学绘制的四 1 班上学方式的两个维度的统计图。薄老师，我们下面看看二小同学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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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好的，刚才三小同学介绍得很清楚，而且几位同学评价也很到位。下面咱们谁愿意

展示自己的作品？任雨鑫。 

生：下面我要介绍的是左边的条形统计图，这幅统计图的纵轴表示人数，我采用的是一

个格代表 2 个人的方法，横轴表示上学方式。我们班没有人步行，所以不用涂格，在上面写

个 0。我们乘坐两轮车的有 20 人，格子正好够 20，所以把整条给涂满了。乘坐三轮车的有 4

个人，我涂了两个格，在格子上面写上 4。乘坐私家车的和乘坐两轮车的一样，也是 20 人，

也是把格子涂满，在上面写上 20。没有人乘坐公交车，不用涂格，在上面写上 0。最后一个，

乘坐集体拼车的有 2 人，所以就涂一个格。这幅条形统计图我介绍完了，同学们有什么意见

吗？ 

赵：薄老师，我们这边举手的同学挺多，我叫一个同学说一下。 

生：我觉得你说的很清楚，但我想给你提一些意见，在你画图的时候，我觉得画几条斜

线比涂黑的要好一些，如果全涂黑的话，有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 

生：好的，谢谢三小的同学。 

生：你介绍骑乘两轮车的时候，不应该说把一条格子涂满，你应该介绍涂满几个格子。 

赵：好，谢谢你，张子杰同学学习比较严谨，在他听你汇报的时候非常专注，我们全体

同学也应该向他学习。薄老师让孩子们接着介绍，我们没有建议了。 

生：接下来我介绍第 2 个条形统计图，这个统计图它的纵轴还是表示人数，一格代表 5

人。这幅统计图的横轴和上图一样，表示的也是上学的方式。我们来看第 1 个，独自上学的

有 2个人，一个格代表 5人，所以这个格涂它的 2/5。第 2个，有家人陪同的是 44人，先涂

满 8个格，在下面这个格，涂它的 4/5，一共就是 44 人了。在上面标上数更清楚。这幅统计

图我也介绍完了，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薄：赵老师，我们先提一个问题。王嘉怡。 

生：我给任雨鑫提个问题，为什么一格代表 5人？ 



 4 

生：我们统计最多的人数超过了 40 人，没有超过 50 个人，所以我觉得每格表示 5 人比

较合适。 

生：二小的同学，你好。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因为你根据你们班人数确定每格表示几

时，没有用 4，而是用了 5。因为你们班超过了 40 人，如果每格表示 4 人，这个表格就不够

了。 

生：谢谢三小的同学。 

生：你在说有家人陪同的时候，涂 8 个满格之后，你为什么要说下一个格，而不是说上

一个格，你数学语言用得不太恰当。 

薄：郑欣然同学听得很仔细。 

赵：薄老师，每所学校同学介绍得非常清楚，孩子们听得也很认真。现在如果我们把 4

幅统计图放在一起，孩子们，请认真观察一下，通过对比又能发现什么信息呢？薄老师，我

们三小同学先发表建议。 

 

生：我觉得二小的同学乘坐两轮车、乘坐私家车比较多的原因是那里的路况和那里的条

件不太允许，所以二小的同学才会乘坐两轮车和乘坐私家车比较多。 

赵：同学们对二小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二小正值拆迁，所以他们那里的环境可能需要这

两种乘车方式。是这样的，你真是个有心的学生。还有想说的吗？ 

薄：赵老师，我们还有一个。 

生：我觉得二小和三小有家人陪同的人数都比较多，是因为有家人陪同比较安全。 

薄：说得很好。 

生：我发现三小的有家人陪同的是 36 人，二小有家人陪同的是 44 人，人数不一样为什

么两个直条差不多一样高呢？ 

赵：同学们，他关注了直条的高低，还提出了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生：我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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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赵：我们有延迟，二小同学先说。 

生：因为芦台二小每格代表 5人，芦台三小每格代表 4人。 

赵：因为每格代表的人数不同，所以直条的长短才差不多的。 

生：我发现芦台二小和芦台三小都没有人乘坐公交车，我想是因为芦台二小和芦台三小

的附近都没有公交车的站点吧。 

生：芦台三小不是没有站牌，我们这里其实是有站牌的。 

生：我觉得是家长不放心吧，才没有人乘坐公交车。 

生：可能小区附近没有通往三小的公交车。 

生：其实我们三小这里是有一个站点的，而且我每天晚上选择乘坐公交车回家。因为早

晨那个时间没有那么早的公交车，并且坐公交车的时间不确定，不注意可能会迟到。 

赵：也就是说会耽误你上学的时间。好，我们再听听郑浩同学说的。 

生：我发现芦台二小一共有 46 个人，芦台三小一共有 44 个人。我是这样算的，先用芦

台二小的第 2 幅图的 2 人加上 44 人等于 46 人。芦台三小的人数，用第 2 幅图中的 8 人加上

36人等于 44人。 

赵：二小、三小的孩子们，郑浩同学的这条信息很有价值，比较简单的知道了两所学校

四一班学生的总人数。薄老师，二小的孩子们还能发现其他信息吗？ 

生：我发现每个大的统计图都比右边小的统计图的每格表示的数量都小。 

赵：孩子们，你们懂他的意思吗？他可能说我们统计乘车方式，每格表示的数据比较小，

统计陪同方式，每格表示的数据比较大，还的确是这样。你想说什么？ 

生：乘车方式多，说的是小的方面，陪同方式少，说的是大的方面。 

赵：大的方面，所以数据会比较大。好了，薄老师，现在孩子们发现的信息也不少了，

咱们请两所学校的孩子继续关注我们的 4 幅统计图，然后提出问题，请其他同学思考，可以

吗？ 

薄：可以，先从我们二小来。李亚威。 

生：我提的问题是芦台三小独自上学的人数比芦台二小学独自上学的人数多几人？ 

生：芦台三小独自上学的有 8 人，芦台二小独自上学的有 2 人，用 8-2=6 人，所以芦台

三小独自上学的人数比芦台二小多 6人。 

赵：薄老师。我们还有同学在举手，看来他有别的方法，来，你是想继续解答刚才那位

同学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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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觉得也可以用数格的方法来解答这位同学的问题。芦台三小独自上学的有 8个人，

芦台二小独自上学的有 2人，所以我们用…… 

赵：他在这里自己都迟疑了，看来他深思了。好，张子杰说。 

生：我来反驳，这样行不通的原因是他们两幅图的每格代表几人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赵：是的，因为每格代表几人的数量不一样，所以不能用数格的方法比较数量的多少。 

薄：非常好，我们接着提问。 

生：我的问题是二小骑乘两轮车的人数和三小骑乘两轮车的人数一共有多少人？ 

生：我用 20-18=2人，不对，用 18+20=38 人。 

赵：想想看，这次对了吗？ 

生：我来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认真思考。二小和三小的四 1班一共有多少人？ 

生：把两所学校都加起来，芦台二小四年级一班有 46人，芦台三小四年级一班有 44 人， 

46+44=90 人。 

薄：你说得很清楚。 

生：芦台二小骑乘两轮车的人数比芦台三小骑乘两轮车的人数多多少？ 

薄：好的，刚才咱们用的是计算的方法，我觉得同学们可以再仔细的观察统计图，看看

能不能还有别办法也可以知道答案？ 

生：这道题其实我们可以用数格的方法了，因为两所学校的第 1 幅统计图都是每格代表

2 人，骑乘两轮车两个班之间相差一个格子，又因为一个格子代表 2 人，所以芦台二小骑乘

两轮车的人数比芦台三小多 2 人。 

薄：很好，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就可以通过数格知道答案，而刚才那个就不能呢？甄子

成。 

生：因为上次提的问题，两个统计图每格代表的数量不同，而这次提的问题，两幅统计

图每格代表的数量一样，所以可以用数格子的方法来知道答案。 

薄：你说得很好。 

赵：同学们真棒，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光看到了数据，还要看到数据背后隐藏的信

息，那孩子们对比这四幅图，你有什么建议吗？ 

生：我对同学们的建议是，同学们尽量骑乘两轮车，这样不会污染环境，也尽量要有家

人陪同，比较安全。 

生：我觉得应该让政府派公交车来早一点，这样我们芦台三小的同学们坐公交车的人就

会多了。 

生：我对同学们的建议是在步行或乘坐公交车上学的时候，有家人陪同更安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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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给乘坐私家车的同学提出一个建议，两个学校一共有 36 人乘坐私家车，这样会污

染环境，而且在学校的马路上可能会造成堵车的现象，还有可能会迟到，所以我建议同学们

多骑自行车，这样还能健身。 

薄：同学们的建议都很好，薄老师也提出一条建议，就是关于我们二小所处拆迁的环境，

希望宁河区政府尽快加快咱们新生、光辉这两处的旧房改造工程，然后缩短我们二小学生上

学的路程，也希望恢复我们二小原有的公交站，也希望公交车的公司能够多增加一些学生上

学这个时间段的公交班次，好方便孩子们出行。好了，赵老师。 

赵：好的，谢谢薄老师的建议。看了你们绘制的统计图，我和薄老师也有一定的想法，

我们分别合并了两所学校的两幅图，大家仔细看，看看从中又能发现什么新信息，你又能提

出什么新问题，三小的孩子好多同学举起了手，他可能看到了不一样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生：我看到二小四一班的统计图中，步行的人数一共有 9 个人，然后他有多一半的人数

是黄色，就是说步行的人数有多一半是独自上学的。乘坐集体拼车，只有一个是黄色，也可

以看出他是独自上学的。 

赵：他读懂了不同颜色所代表上学方式。 

生：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芦台二小有一个同学乘坐自己家的车，还是独自上学? 

赵：注意观察，张富杰每次都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声音，两所学校的同学认真观察，

想一想，乘坐私家车怎么还是独自上学的呢？ 

薄：好听我们解释一下。 

生：我觉得他们的家里是有专门司机接送的。 

薄：来送他的是吗？这是你想象的一种可能。的确是我们班有一位同学是住在汉沽农场

场部的，他的家很远，而家长又没有时间送，其实是找了一位出租车司机来送他的。乘坐的

是自己的车，但是司机不是自己的家人，是别人送的，就是这个情况，赵老师。 

赵：我们明白了。看来咱们两所学校的孩子关于这个话题还是没有尽兴，小小的统计图

的确蕴藏着大学问，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深入的研究了。课下我们两所学校的孩子可以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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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两个四一班关于乘车方式的统计图再汇总一下，画出来。相信这里面蕴藏的信息会更丰富，

也更能帮我们做出一些预测和判断。 

赵：薄老师，今天这节课很多孩子们的表现都非常出色，相信孩子们也都为自己加上了

分数，课后分别到奖品管理员处兑换自己的奖品。好了，所有的孩子们，今天这节课你有什

么感想吗？可以写一篇数学小日记，下节课咱们再一起分享。我们的课就上到这，下课。 

六、课后反思： 

我们经历自学探索、组内交流、展示交流、精讲小结的学习过程。课堂教学中突出体现

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整个学习过程更尊重学生的感受，更多的体现了学生主体。主要想法和

做法如下： 

1.设计有效的学案，设计巧妙的问题，明确学生的学习任务、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实

施策略等，更好的帮助学生自学。 

2.提高学生组内交流的效率，注重学生讨论方法的指导，保护学生思维的第一次展示，

帮助学生建立对新知识的初步认知。 

3.让展示交流成为常态，帮助学生建立提问、补充、评价等交流的意识，明确讨论的问

题，聚焦点，真讨论，让学生思维在课堂上真实呈现。 

4.突出学生主体，不忽略教师主导。但是老师的主导一定在学生主体的后面，老师的主

导一定要融入到学生的交流之中。 

“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我们都是“最美奋斗者”，让我们共

同努力构建宁河小学数学教学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