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版小学一年级数学青岛版小学一年级数学青岛版小学一年级数学青岛版小学一年级数学

下册教案下册教案下册教案下册教案++++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南极小客人南极小客人南极小客人南极小客人

————————100100100100以内数的认识（一）以内数的认识（一）以内数的认识（一）以内数的认识（一）

教学内容：教科书教学内容：教科书教学内容：教科书教学内容：教科书2222————5555页。页。页。页。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使学生认识新的数位、使学生认识新的数位、使学生认识新的数位、使学生认识新的数位““““百位百位百位百位””””，知道百与十之间的关系，以及，知道百与十之间的关系，以及，知道百与十之间的关系，以及，知道百与十之间的关系，以及 101010100000

以内数的组成（数的组成是指能用计数单位来描述抽象这个数以内数的组成（数的组成是指能用计数单位来描述抽象这个数以内数的组成（数的组成是指能用计数单位来描述抽象这个数以内数的组成（数的组成是指能用计数单位来描述抽象这个数））））。。。。

2222、、、、经历用小棒经历用小棒经历用小棒经历用小棒、、、、计数器表示计数器表示计数器表示计数器表示100100100100以内数的过程以内数的过程以内数的过程以内数的过程，，，，初步形成初步形成初步形成初步形成 100100100100以内数以内数以内数以内数

的表象，发展学生的数感。的表象，发展学生的数感。的表象，发展学生的数感。的表象，发展学生的数感。

教学重点：使学生认识新的数位教学重点：使学生认识新的数位教学重点：使学生认识新的数位教学重点：使学生认识新的数位““““百位百位百位百位””””，知道百与十的关系。，知道百与十的关系。，知道百与十的关系。，知道百与十的关系。

教学难点：感受数的意义，初步建立数感。教学难点：感受数的意义，初步建立数感。教学难点：感受数的意义，初步建立数感。教学难点：感受数的意义，初步建立数感。

知识与经验：知识与经验：知识与经验：知识与经验：

1111、知识：、知识：、知识：、知识：20202020以内数的组成以及对个位、十位的认识是学生的知识基以内数的组成以及对个位、十位的认识是学生的知识基以内数的组成以及对个位、十位的认识是学生的知识基以内数的组成以及对个位、十位的认识是学生的知识基

础。础。础。础。

2222、经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生活中积累的““““数数数数数数数数””””的经验，集合的思想（的经验，集合的思想（的经验，集合的思想（的经验，集合的思想（10101010个一是个一是个一是个一是 1111

个十迁移到个十迁移到个十迁移到个十迁移到10101010个十是一百个十是一百个十是一百个十是一百）））），等量代换思想（用小棒代替企鹅，等量代换思想（用小棒代替企鹅，等量代换思想（用小棒代替企鹅，等量代换思想（用小棒代替企鹅））））。。。。

教具学具准备：教具学具准备：教具学具准备：教具学具准备：

学具：每位同学准备十几根小棒、皮筋（用于捆小棒学具：每位同学准备十几根小棒、皮筋（用于捆小棒学具：每位同学准备十几根小棒、皮筋（用于捆小棒学具：每位同学准备十几根小棒、皮筋（用于捆小棒））））。。。。

教具：每组一个计数器。教具：每组一个计数器。教具：每组一个计数器。教具：每组一个计数器。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出问题（一）创设情境，引出问题（一）创设情境，引出问题（一）创设情境，引出问题



1111、、、、引入引入引入引入：：：：今天一位远方的小客人来到了我们中间今天一位远方的小客人来到了我们中间今天一位远方的小客人来到了我们中间今天一位远方的小客人来到了我们中间（（（（随之出示一只企鹅随之出示一只企鹅随之出示一只企鹅随之出示一只企鹅））））

同学们看看它是谁呀？谁知道企鹅的家在哪里呢？你在电视上或书上同学们看看它是谁呀？谁知道企鹅的家在哪里呢？你在电视上或书上同学们看看它是谁呀？谁知道企鹅的家在哪里呢？你在电视上或书上同学们看看它是谁呀？谁知道企鹅的家在哪里呢？你在电视上或书上

看到过南极吗？对于南极你知道哪些知识？现在有许多国家在南极建看到过南极吗？对于南极你知道哪些知识？现在有许多国家在南极建看到过南极吗？对于南极你知道哪些知识？现在有许多国家在南极建看到过南极吗？对于南极你知道哪些知识？现在有许多国家在南极建

立了考察站立了考察站立了考察站立了考察站，，，，我国我国我国我国1985198519851985年在南极建立了考察站年在南极建立了考察站年在南极建立了考察站年在南极建立了考察站，，，，曾经有两位小朋友来曾经有两位小朋友来曾经有两位小朋友来曾经有两位小朋友来

到了南极，我们看看他们在南极见到了什么？（出示挂图）到了南极，我们看看他们在南极见到了什么？（出示挂图）到了南极，我们看看他们在南极见到了什么？（出示挂图）到了南极，我们看看他们在南极见到了什么？（出示挂图）

2222、你在图上发现了什么？你还能提出什么问题、你在图上发现了什么？你还能提出什么问题、你在图上发现了什么？你还能提出什么问题、你在图上发现了什么？你还能提出什么问题????这节课我们就来解决这节课我们就来解决这节课我们就来解决这节课我们就来解决

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有多少只企鹅？有多少只企鹅？有多少只企鹅？有多少只企鹅？””””““““多少只海鸥多少只海鸥多少只海鸥多少只海鸥””””？和？和？和？和““““有多少只贼鸥有多少只贼鸥有多少只贼鸥有多少只贼鸥””””？？？？

（二）合作探究，建立模型（二）合作探究，建立模型（二）合作探究，建立模型（二）合作探究，建立模型

1111、到底有多少只企鹅呢？、到底有多少只企鹅呢？、到底有多少只企鹅呢？、到底有多少只企鹅呢？

（（（（1111）数一数）数一数）数一数）数一数

①①①①猜。同学们，猜猜看有多少？怎样才能知道你猜得对不对？（数一猜。同学们，猜猜看有多少？怎样才能知道你猜得对不对？（数一猜。同学们，猜猜看有多少？怎样才能知道你猜得对不对？（数一猜。同学们，猜猜看有多少？怎样才能知道你猜得对不对？（数一

数）数）数）数）

②②②②数。下面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二页，用铅笔指着数。数。下面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二页，用铅笔指着数。数。下面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二页，用铅笔指着数。数。下面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二页，用铅笔指着数。

③③③③交流。哪个小朋友愿意说一说一共有多少只企鹅？你是怎么数出来交流。哪个小朋友愿意说一说一共有多少只企鹅？你是怎么数出来交流。哪个小朋友愿意说一说一共有多少只企鹅？你是怎么数出来交流。哪个小朋友愿意说一说一共有多少只企鹅？你是怎么数出来

的？（可能有一只一只数的，的？（可能有一只一只数的，的？（可能有一只一只数的，的？（可能有一只一只数的，2222只只只只 2222只数的，只数的，只数的，只数的，5555只只只只5555只数的，只数的，只数的，只数的，10101010只只只只11110000

只数的只数的只数的只数的））））虽然大家刚才数的方法都不一样虽然大家刚才数的方法都不一样虽然大家刚才数的方法都不一样虽然大家刚才数的方法都不一样，，，，但都数出了是但都数出了是但都数出了是但都数出了是100100100100只企鹅只企鹅只企鹅只企鹅。。。。

你们觉得哪种方法好？为什么？你们觉得哪种方法好？为什么？你们觉得哪种方法好？为什么？你们觉得哪种方法好？为什么？

④④④④概括。老师觉得，我们在数的时候，可以一只一只的数，也可以概括。老师觉得，我们在数的时候，可以一只一只的数，也可以概括。老师觉得，我们在数的时候，可以一只一只的数，也可以概括。老师觉得，我们在数的时候，可以一只一只的数，也可以2222

只只只只2222只的数，数出只的数，数出只的数，数出只的数，数出10101010只以后用笔圈起来，用同样的方法接着往下数只以后用笔圈起来，用同样的方法接着往下数只以后用笔圈起来，用同样的方法接着往下数只以后用笔圈起来，用同样的方法接着往下数。。。。

数出数出数出数出 10101010只以后再用笔圈起来，最后再只以后再用笔圈起来，最后再只以后再用笔圈起来，最后再只以后再用笔圈起来，最后再 10101010只只只只 10101010只地数－－只地数－－只地数－－只地数－－10101010、、、、20202020、、、、

30303030……………………

（（（（2222）摆一摆）摆一摆）摆一摆）摆一摆



①①①①如果我们用小棒摆一摆如果我们用小棒摆一摆如果我们用小棒摆一摆如果我们用小棒摆一摆100100100100这个数应该怎么办？这个数应该怎么办？这个数应该怎么办？这个数应该怎么办？（（（（①①①①一根一根地摆一根一根地摆一根一根地摆一根一根地摆，，，，

摆摆摆摆100100100100根。根。根。根。②②②②两根两根地摆。两根两根地摆。两根两根地摆。两根两根地摆。③③③③十根十根地摆十根十根地摆十根十根地摆十根十根地摆。。。。））））

②②②②十根十根地摆怎么摆？（说明先数出十根十根地摆怎么摆？（说明先数出十根十根地摆怎么摆？（说明先数出十根十根地摆怎么摆？（说明先数出 10101010根，捆在一起）根，捆在一起）根，捆在一起）根，捆在一起）

③③③③拿出你的小棒，数出拿出你的小棒，数出拿出你的小棒，数出拿出你的小棒，数出 10101010根捆在一起，看谁做的好。根捆在一起，看谁做的好。根捆在一起，看谁做的好。根捆在一起，看谁做的好。

④④④④请请请请 5555个小朋友站起来举起你的小棒，一共多少根？（老师领着数：个小朋友站起来举起你的小棒，一共多少根？（老师领着数：个小朋友站起来举起你的小棒，一共多少根？（老师领着数：个小朋友站起来举起你的小棒，一共多少根？（老师领着数：

一个十、一个十、一个十、一个十、2222个十、个十、个十、个十、3333个十、个十、个十、个十、4444个十、个十、个十、个十、5555个十是个十是个十是个十是 50505050根）根）根）根）

⑤⑤⑤⑤再请一同学站起来，举起小棒，现在是几个十？有多少根？再请两再请一同学站起来，举起小棒，现在是几个十？有多少根？再请两再请一同学站起来，举起小棒，现在是几个十？有多少根？再请两再请一同学站起来，举起小棒，现在是几个十？有多少根？再请两

个同学站起来个同学站起来个同学站起来个同学站起来，，，，举起小棒举起小棒举起小棒举起小棒，，，，现在多少根？现在多少根？现在多少根？现在多少根？（（（（8888个十是个十是个十是个十是 80808080根根根根））））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 101010100000

根，怎么办？根，怎么办？根，怎么办？根，怎么办？

⑥⑥⑥⑥现在咱们一块来数一数好不好？（现在咱们一块来数一数好不好？（现在咱们一块来数一数好不好？（现在咱们一块来数一数好不好？（10101010、、、、20202020、、、、30303030……………………100100100100；；；；1111个十，个十，个十，个十，2222

个十，个十，个十，个十，3333个十个十个十个十……………………9999 个十，个十，个十，个十，10101010个十，共有个十，共有个十，共有个十，共有 100100100100根根根根。。。。））））（贴第（贴第（贴第（贴第3333 页的小棒页的小棒页的小棒页的小棒

图，板书：图，板书：图，板书：图，板书：10101010个十是个十是个十是个十是 100100100100。。。。））））

（（（（3333）用计数器表示）用计数器表示）用计数器表示）用计数器表示

①①①①同学们能不能在计数器上表示出同学们能不能在计数器上表示出同学们能不能在计数器上表示出同学们能不能在计数器上表示出100100100100？说说你是怎么想的？？说说你是怎么想的？？说说你是怎么想的？？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②②②②概括：在十位上放一个珠子是概括：在十位上放一个珠子是概括：在十位上放一个珠子是概括：在十位上放一个珠子是 10101010，放，放，放，放2222个珠子是个珠子是个珠子是个珠子是 20202020……………………10101010个珠子个珠子个珠子个珠子

是是是是100100100100，把，把，把，把10101010个珠子都去掉可以用前面的个珠子都去掉可以用前面的个珠子都去掉可以用前面的个珠子都去掉可以用前面的1111个珠子代替它们。个珠子代替它们。个珠子代替它们。个珠子代替它们。

③③③③生随师摆生随师摆生随师摆生随师摆，，，，同时数同时数同时数同时数：：：：1111个十个十个十个十、、、、2222个十个十个十个十、、、、3333个十个十个十个十、、、、……………………9999个十个十个十个十，，，，10101010个十个十个十个十，，，，

是是是是100100100100。。。。（板书：（板书：（板书：（板书：100100100100里面有里面有里面有里面有 10101010个十）个十）个十）个十）

④④④④大家看，这个珠子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叫什么？为什么？大家看，这个珠子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叫什么？为什么？大家看，这个珠子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叫什么？为什么？大家看，这个珠子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叫什么？为什么？

⑤⑤⑤⑤师拨珠，生倒数：师拨珠，生倒数：师拨珠，生倒数：师拨珠，生倒数：100100100100、、、、90909090……………………10101010。。。。

2222、有多少只海豹？、有多少只海豹？、有多少只海豹？、有多少只海豹？

（（（（1111）数：用笔尖指着数一数海豹有多少只？）数：用笔尖指着数一数海豹有多少只？）数：用笔尖指着数一数海豹有多少只？）数：用笔尖指着数一数海豹有多少只？



（（（（2222）摆：你能不能用小棒把）摆：你能不能用小棒把）摆：你能不能用小棒把）摆：你能不能用小棒把 24242424这个数摆出来？小组合作你们是怎么这个数摆出来？小组合作你们是怎么这个数摆出来？小组合作你们是怎么这个数摆出来？小组合作你们是怎么

摆的？摆的？摆的？摆的？

（（（（3333）用计数器表示：谁能在计数器上把）用计数器表示：谁能在计数器上把）用计数器表示：谁能在计数器上把）用计数器表示：谁能在计数器上把 24242424拔出来？试试看你是怎样拔出来？试试看你是怎样拔出来？试试看你是怎样拔出来？试试看你是怎样

拨的？（拨的？（拨的？（拨的？（4444）概括：）概括：）概括：）概括：24242424里面有里面有里面有里面有 2222个十和个十和个十和个十和 4444个一。个一。个一。个一。

3333、有多少只贼鸥？（同、有多少只贼鸥？（同、有多少只贼鸥？（同、有多少只贼鸥？（同 1111、、、、2222 步骤类似步骤类似步骤类似步骤类似））））（板书：（板书：（板书：（板书：23232323里有里有里有里有 2222 个十和个十和个十和个十和 3333

个一个一个一个一））））。。。。

4444、概括：、概括：、概括：、概括：

（（（（1111）指着板书：）指着板书：）指着板书：）指着板书：100100100100：：：：10101010个十；个十；个十；个十；24242424 ：：：：2222个十和个十和个十和个十和 4444 个一；个一；个一；个一；23232323 ：：：：2222个十个十个十个十

和和和和3333个一。猜想一下，个一。猜想一下，个一。猜想一下，个一。猜想一下，45454545里面有几个十和几个一；里面有几个十和几个一；里面有几个十和几个一；里面有几个十和几个一；3333 个十和个十和个十和个十和2222个一是个一是个一是个一是

多少？（板书）多少？（板书）多少？（板书）多少？（板书）

（（（（2222）仔细观察你能发现什么？）仔细观察你能发现什么？）仔细观察你能发现什么？）仔细观察你能发现什么？

小结：这些数都有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十位上是几表示几个十，个小结：这些数都有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十位上是几表示几个十，个小结：这些数都有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十位上是几表示几个十，个小结：这些数都有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十位上是几表示几个十，个

位上是几表示几个一。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第三位上是几表示几个一。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第三位上是几表示几个一。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第三位上是几表示几个一。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第三

位是百位。位是百位。位是百位。位是百位。

（三）自主练习（三）自主练习（三）自主练习（三）自主练习

1111、、、、第一题第一题第一题第一题，，，，估一估估一估估一估估一估，，，，数一数数一数数一数数一数，，，，说一说说一说说一说说一说。。。。这道题目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估这道题目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估这道题目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估这道题目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估

计意识，建立数感。计意识，建立数感。计意识，建立数感。计意识，建立数感。

2222、我说你数。提供了一种游戏式的练习方式，吸引了学生的兴趣。、我说你数。提供了一种游戏式的练习方式，吸引了学生的兴趣。、我说你数。提供了一种游戏式的练习方式，吸引了学生的兴趣。、我说你数。提供了一种游戏式的练习方式，吸引了学生的兴趣。

3333、数一数，填一填。主要考察、数一数，填一填。主要考察、数一数，填一填。主要考察、数一数，填一填。主要考察100100100100以内数的组成。以内数的组成。以内数的组成。以内数的组成。

（四）课堂小结：这节课你学到了哪些知识？怎么学的？（四）课堂小结：这节课你学到了哪些知识？怎么学的？（四）课堂小结：这节课你学到了哪些知识？怎么学的？（四）课堂小结：这节课你学到了哪些知识？怎么学的？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南极小客人南极小客人南极小客人南极小客人



————————100100100100以内数的认识以内数的认识以内数的认识以内数的认识((((二二二二))))

教学内容：教科书教学内容：教科书教学内容：教科书教学内容：教科书6666————9999页页页页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在能读写、在能读写、在能读写、在能读写100100100100以内数的基础上对数的读写规则进行概括。以内数的基础上对数的读写规则进行概括。以内数的基础上对数的读写规则进行概括。以内数的基础上对数的读写规则进行概括。

2222、、、、在将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在将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在将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在将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天上的鸟多还是冰上的鸟多天上的鸟多还是冰上的鸟多天上的鸟多还是冰上的鸟多天上的鸟多还是冰上的鸟多，，，，实际实际实际实际

上是求上是求上是求上是求47474747大还是大还是大还是大还是 32323232大大大大）））） ，，，，并经历用数学符号表示数的大小关系并经历用数学符号表示数的大小关系并经历用数学符号表示数的大小关系并经历用数学符号表示数的大小关系（（（（数数数数

学思考、数感）的过程中，正确进行学思考、数感）的过程中，正确进行学思考、数感）的过程中，正确进行学思考、数感）的过程中，正确进行100100100100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知识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知识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知识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知识））））。。。。

3333、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体验学习数学的作用。、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体验学习数学的作用。、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体验学习数学的作用。、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体验学习数学的作用。

学生知识经验分析：学生知识经验分析：学生知识经验分析：学生知识经验分析：

20202020以内数的大小比较是以内数的大小比较是以内数的大小比较是以内数的大小比较是100100100100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的知识基础。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的知识基础。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的知识基础。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的知识基础。

100100100100以内数的读写是学生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以内数的读写是学生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以内数的读写是学生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以内数的读写是学生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

重难点关键分析：重难点关键分析：重难点关键分析：重难点关键分析：

本节课重点使学生学会将现实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来解决，体会数学本节课重点使学生学会将现实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来解决，体会数学本节课重点使学生学会将现实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来解决，体会数学本节课重点使学生学会将现实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来解决，体会数学

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100100100100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的方法的掌握以及用符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的方法的掌握以及用符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的方法的掌握以及用符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的方法的掌握以及用符

号来表示是本节课的难点和关键。号来表示是本节课的难点和关键。号来表示是本节课的难点和关键。号来表示是本节课的难点和关键。

教学设计：教学设计：教学设计：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师：上一节课我们随着小科学家们来到南极参观考察，这一节课继续师：上一节课我们随着小科学家们来到南极参观考察，这一节课继续师：上一节课我们随着小科学家们来到南极参观考察，这一节课继续师：上一节课我们随着小科学家们来到南极参观考察，这一节课继续

我们的南极之行好吗？。我们的南极之行好吗？。我们的南极之行好吗？。我们的南极之行好吗？。

出示情境图（把文字遮盖出示情境图（把文字遮盖出示情境图（把文字遮盖出示情境图（把文字遮盖）））），学生独立观察情境图。，学生独立观察情境图。，学生独立观察情境图。，学生独立观察情境图。

师：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师：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师：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师：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师：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师：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师：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师：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引导提出以下问题：天上有多少只海鸥？冰上有多少只海鸥？一共有引导提出以下问题：天上有多少只海鸥？冰上有多少只海鸥？一共有引导提出以下问题：天上有多少只海鸥？冰上有多少只海鸥？一共有引导提出以下问题：天上有多少只海鸥？冰上有多少只海鸥？一共有

多少只海豹？左边有多少只企鹅？右边有多少只企鹅？天上的海鸥多多少只海豹？左边有多少只企鹅？右边有多少只企鹅？天上的海鸥多多少只海豹？左边有多少只企鹅？右边有多少只企鹅？天上的海鸥多多少只海豹？左边有多少只企鹅？右边有多少只企鹅？天上的海鸥多

还是冰上的海鸥多？或天上的海鸥比冰上的海鸥多多少？左边的企鹅还是冰上的海鸥多？或天上的海鸥比冰上的海鸥多多少？左边的企鹅还是冰上的海鸥多？或天上的海鸥比冰上的海鸥多多少？左边的企鹅还是冰上的海鸥多？或天上的海鸥比冰上的海鸥多多少？左边的企鹅

比右边的企鹅多多少？比右边的企鹅多多少？比右边的企鹅多多少？比右边的企鹅多多少？

师：同学们提的问题可真多，这些问题正好是小科学家想知道的，我师：同学们提的问题可真多，这些问题正好是小科学家想知道的，我师：同学们提的问题可真多，这些问题正好是小科学家想知道的，我师：同学们提的问题可真多，这些问题正好是小科学家想知道的，我

们来帮他们解决吧！们来帮他们解决吧！们来帮他们解决吧！们来帮他们解决吧！

（二）合作探究（二）合作探究（二）合作探究（二）合作探究 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

1111、估数、数数、估数、数数、估数、数数、估数、数数

师：大家都很想知道海鸥、海豹、企鹅的只数，现在就请大家来估计师：大家都很想知道海鸥、海豹、企鹅的只数，现在就请大家来估计师：大家都很想知道海鸥、海豹、企鹅的只数，现在就请大家来估计师：大家都很想知道海鸥、海豹、企鹅的只数，现在就请大家来估计

一下，它们各有多少只？一下，它们各有多少只？一下，它们各有多少只？一下，它们各有多少只？

学生独立思考后，说出估计数，并简单说说是怎样估计的。学生独立思考后，说出估计数，并简单说说是怎样估计的。学生独立思考后，说出估计数，并简单说说是怎样估计的。学生独立思考后，说出估计数，并简单说说是怎样估计的。

师：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靠估计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数一师：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靠估计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数一师：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靠估计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数一师：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靠估计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数一

数才行。数才行。数才行。数才行。

教师引导学生用喜欢的方法数出天上的海鸥教师引导学生用喜欢的方法数出天上的海鸥教师引导学生用喜欢的方法数出天上的海鸥教师引导学生用喜欢的方法数出天上的海鸥（（（（四十七只四十七只四十七只四十七只））））、、、、冰上的海鸥冰上的海鸥冰上的海鸥冰上的海鸥

（三十二只（三十二只（三十二只（三十二只））））、海豹（二十五只）企鹅（三十九只、海豹（二十五只）企鹅（三十九只、海豹（二十五只）企鹅（三十九只、海豹（二十五只）企鹅（三十九只））））、数并在情境图上、数并在情境图上、数并在情境图上、数并在情境图上

出示（用大写出示（用大写出示（用大写出示（用大写））））。。。。

2222、写数、读数、写数、读数、写数、读数、写数、读数

（（（（1111））））师师师师：：：：对于这次南极考察对于这次南极考察对于这次南极考察对于这次南极考察，，，，这可都是重要的数据这可都是重要的数据这可都是重要的数据这可都是重要的数据，，，，赶紧帮小科学家赶紧帮小科学家赶紧帮小科学家赶紧帮小科学家

记下来吧！记下来吧！记下来吧！记下来吧！

找一名学生写在黑板上，其余写在练习本上，共同订正时，可以纠正找一名学生写在黑板上，其余写在练习本上，共同订正时，可以纠正找一名学生写在黑板上，其余写在练习本上，共同订正时，可以纠正找一名学生写在黑板上，其余写在练习本上，共同订正时，可以纠正

一下写法。一下写法。一下写法。一下写法。

（（（（2222）请板演同学读出写的数，评价后全体同学齐读。）请板演同学读出写的数，评价后全体同学齐读。）请板演同学读出写的数，评价后全体同学齐读。）请板演同学读出写的数，评价后全体同学齐读。



在计数器上拨出以上各数。按老师要求一个数一个数拨出，注意订正在计数器上拨出以上各数。按老师要求一个数一个数拨出，注意订正在计数器上拨出以上各数。按老师要求一个数一个数拨出，注意订正在计数器上拨出以上各数。按老师要求一个数一个数拨出，注意订正

反馈，每拨完一个数就大声读出来。反馈，每拨完一个数就大声读出来。反馈，每拨完一个数就大声读出来。反馈，每拨完一个数就大声读出来。

3333、概括读写法则、概括读写法则、概括读写法则、概括读写法则

师师师师：：：：（（（（指板书指板书指板书指板书））））这些数同学们既会读又会写这些数同学们既会读又会写这些数同学们既会读又会写这些数同学们既会读又会写，，，，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那你发现我们那你发现我们那你发现我们那你发现我们

在读数和写数时有什么规律吗？在读数和写数时有什么规律吗？在读数和写数时有什么规律吗？在读数和写数时有什么规律吗？

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可以让学生在计数器上拨数可以让学生在计数器上拨数可以让学生在计数器上拨数可以让学生在计数器上拨数，，，，先读出先读出先读出先读出，，，，再写出再写出再写出再写出，，，，然后总结然后总结然后总结然后总结。。。。

（学生可能会答读写都是从左向右，也可能答先读写十位上的数，再（学生可能会答读写都是从左向右，也可能答先读写十位上的数，再（学生可能会答读写都是从左向右，也可能答先读写十位上的数，再（学生可能会答读写都是从左向右，也可能答先读写十位上的数，再

读写个位上的数读写个位上的数读写个位上的数读写个位上的数，，，，））））先肯定学生以上的说法先肯定学生以上的说法先肯定学生以上的说法先肯定学生以上的说法，，，，然后用计数器演示使学生然后用计数器演示使学生然后用计数器演示使学生然后用计数器演示使学生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左边这一位是十位左边这一位是十位左边这一位是十位左边这一位是十位，，，，十位上一个珠子表示十位上一个珠子表示十位上一个珠子表示十位上一个珠子表示““““十十十十””””；；；；右边这一位是右边这一位是右边这一位是右边这一位是

个位个位个位个位，，，，1111个珠子表示个珠子表示个珠子表示个珠子表示““““1111””””，，，，左边这一位十位对于个位来说就叫左边这一位十位对于个位来说就叫左边这一位十位对于个位来说就叫左边这一位十位对于个位来说就叫““““高位高位高位高位””””））））。。。。

所以我们读写时都是从高位起。所以我们读写时都是从高位起。所以我们读写时都是从高位起。所以我们读写时都是从高位起。

4444、数的大小比较、数的大小比较、数的大小比较、数的大小比较

（（（（1111））））师师师师：：：：小科学家们还想弄清是天上的海鸥多还是冰上的海鸥多？是小科学家们还想弄清是天上的海鸥多还是冰上的海鸥多？是小科学家们还想弄清是天上的海鸥多还是冰上的海鸥多？是小科学家们还想弄清是天上的海鸥多还是冰上的海鸥多？是

企鹅多还是海豹多？大家还能帮助解决吗？企鹅多还是海豹多？大家还能帮助解决吗？企鹅多还是海豹多？大家还能帮助解决吗？企鹅多还是海豹多？大家还能帮助解决吗？

学生独立思考后回答。学生独立思考后回答。学生独立思考后回答。学生独立思考后回答。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学生可能回答：学生可能回答：学生可能回答：学生可能回答：47474747比比比比 32323232大，所以天上的海鸥比冰上的海鸥多。大，所以天上的海鸥比冰上的海鸥多。大，所以天上的海鸥比冰上的海鸥多。大，所以天上的海鸥比冰上的海鸥多。39393939比比比比

25252525大，所以企鹅比海豹多。大，所以企鹅比海豹多。大，所以企鹅比海豹多。大，所以企鹅比海豹多。

师：噢！只要比一比这两个数的大小就知道谁多谁少了。师：噢！只要比一比这两个数的大小就知道谁多谁少了。师：噢！只要比一比这两个数的大小就知道谁多谁少了。师：噢！只要比一比这两个数的大小就知道谁多谁少了。

教师板书教师板书教师板书教师板书47474747和和和和32323232 25252525和和和和39393939

（（（（2222）师：那你又是怎样比较）师：那你又是怎样比较）师：那你又是怎样比较）师：那你又是怎样比较 47474747和和和和32323232的大小的呢？的大小的呢？的大小的呢？的大小的呢？

学生独立思考后回答。学生答案可能为：学生独立思考后回答。学生答案可能为：学生独立思考后回答。学生答案可能为：学生独立思考后回答。学生答案可能为：47474747比比比比40404040大，大，大，大， 32323232比比比比40404040小，小，小，小，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47474747大，大，大，大，32323232小。小。小。小。

以数的组成说明：以数的组成说明：以数的组成说明：以数的组成说明：47474747比比比比4444个十要多，个十要多，个十要多，个十要多，32323232不够不够不够不够4444个十。个十。个十。个十。

可能根据数的顺序来比较：可能根据数的顺序来比较：可能根据数的顺序来比较：可能根据数的顺序来比较：47474747排在排在排在排在32323232后面，所以后面，所以后面，所以后面，所以47474747比比比比 32323232大。大。大。大。

对以上说法对以上说法对以上说法对以上说法，，，，都给予肯定表扬都给予肯定表扬都给予肯定表扬都给予肯定表扬。。。。并用同样的方法比较并用同样的方法比较并用同样的方法比较并用同样的方法比较 25252525和和和和39393939的大小的大小的大小的大小。。。。

（（（（3333））））师师师师：：：：怎样用符号把怎样用符号把怎样用符号把怎样用符号把47474747和和和和 32323232连接起来连接起来连接起来连接起来，，，，还能看出哪个数大哪个数还能看出哪个数大哪个数还能看出哪个数大哪个数还能看出哪个数大哪个数

小？小？小？小？

引导学生用引导学生用引导学生用引导学生用““““＞＞＞＞””””和和和和““““＜＜＜＜””””连接。教师板书：连接。教师板书：连接。教师板书：连接。教师板书：

47474747＞＞＞＞32323232 32323232＜＜＜＜47474747

师：你能用符号连接师：你能用符号连接师：你能用符号连接师：你能用符号连接25252525和和和和 39393939吗？吗？吗？吗？

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

25252525＜＜＜＜39393939 39393939＞＞＞＞25252525

（（（（5555）拓展延伸）拓展延伸）拓展延伸）拓展延伸

师师师师：：：：（指板书）能否写出几个这样的式子？（指板书）能否写出几个这样的式子？（指板书）能否写出几个这样的式子？（指板书）能否写出几个这样的式子？

学生口述，教师板书。学生口述，教师板书。学生口述，教师板书。学生口述，教师板书。

师师师师：：：：（指板书）仔细观察，看能发现什么？（指板书）仔细观察，看能发现什么？（指板书）仔细观察，看能发现什么？（指板书）仔细观察，看能发现什么？

引导学生用语言简单总结大小比较的规律。引导学生用语言简单总结大小比较的规律。引导学生用语言简单总结大小比较的规律。引导学生用语言简单总结大小比较的规律。

（三）自主练习（三）自主练习（三）自主练习（三）自主练习

1111、课本第、课本第、课本第、课本第 1111题写出计数器上表示的数，并读一读。题写出计数器上表示的数，并读一读。题写出计数器上表示的数，并读一读。题写出计数器上表示的数，并读一读。

先让让学生表述出计数器每个数位上珠子的个数。独立填写，汇报答先让让学生表述出计数器每个数位上珠子的个数。独立填写，汇报答先让让学生表述出计数器每个数位上珠子的个数。独立填写，汇报答先让让学生表述出计数器每个数位上珠子的个数。独立填写，汇报答

案。共同订正时注意纠正学生出现的错误，最后把所填数读出来。案。共同订正时注意纠正学生出现的错误，最后把所填数读出来。案。共同订正时注意纠正学生出现的错误，最后把所填数读出来。案。共同订正时注意纠正学生出现的错误，最后把所填数读出来。

2222、课本第、课本第、课本第、课本第 3333题填一填，比一比。题填一填，比一比。题填一填，比一比。题填一填，比一比。

先表述出计数器每个数位上的珠子数，然后写出每个计数器上表示的先表述出计数器每个数位上的珠子数，然后写出每个计数器上表示的先表述出计数器每个数位上的珠子数，然后写出每个计数器上表示的先表述出计数器每个数位上的珠子数，然后写出每个计数器上表示的



数，比较出数的大小，最后填上数，比较出数的大小，最后填上数，比较出数的大小，最后填上数，比较出数的大小，最后填上““““＞或＜＞或＜＞或＜＞或＜””””。。。。

（四）概括总结及评价（四）概括总结及评价（四）概括总结及评价（四）概括总结及评价

引导学生梳理一下本节课所学知识引导学生梳理一下本节课所学知识引导学生梳理一下本节课所学知识引导学生梳理一下本节课所学知识————————这一节课你有哪些收获？你对这一节课你有哪些收获？你对这一节课你有哪些收获？你对这一节课你有哪些收获？你对

自己在本节课的表现有什么评价？想对自己说些什么？自己在本节课的表现有什么评价？想对自己说些什么？自己在本节课的表现有什么评价？想对自己说些什么？自己在本节课的表现有什么评价？想对自己说些什么？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学看钟表学看钟表学看钟表学看钟表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 结合现实情境初步认识钟表，能正确认读结合现实情境初步认识钟表，能正确认读结合现实情境初步认识钟表，能正确认读结合现实情境初步认识钟表，能正确认读““““整时整时整时整时””””和和和和““““半时半时半时半时””””，，，，会会会会



辨认辨认辨认辨认““““几时刚过几时刚过几时刚过几时刚过””””和和和和““““快到几时快到几时快到几时快到几时””””。。。。

2222、、、、 在认识钟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在认识钟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在认识钟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在认识钟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3333、、、、 建立初步的时间观念，养成按时作息的良好习惯。建立初步的时间观念，养成按时作息的良好习惯。建立初步的时间观念，养成按时作息的良好习惯。建立初步的时间观念，养成按时作息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难点难点难点难点：：：：认读认读认读认读““““快到几时快到几时快到几时快到几时””””和和和和““““几时刚过几时刚过几时刚过几时刚过””””，，，，指导学生写出这指导学生写出这指导学生写出这指导学生写出这

些时刻。些时刻。些时刻。些时刻。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钟表模型。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钟表模型。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钟表模型。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钟表模型。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设情境，提出问题。一、设情境，提出问题。一、设情境，提出问题。一、设情境，提出问题。

师师师师：：：：老师给大家讲个老师给大家讲个老师给大家讲个老师给大家讲个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下着大雨下着大雨下着大雨下着大雨，，，，下午放学下午放学下午放学下午放学，，，，老师把同学老师把同学老师把同学老师把同学

们护送到学校门口，看到同学们远去的背影，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发们护送到学校门口，看到同学们远去的背影，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发们护送到学校门口，看到同学们远去的背影，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发们护送到学校门口，看到同学们远去的背影，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发

生了下面的故事（课件出示主题画面，教师给学生打电话的场面生了下面的故事（课件出示主题画面，教师给学生打电话的场面生了下面的故事（课件出示主题画面，教师给学生打电话的场面生了下面的故事（课件出示主题画面，教师给学生打电话的场面））））。。。。仔仔仔仔

细观察画面，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先自己想一想，再在小组内说细观察画面，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先自己想一想，再在小组内说细观察画面，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先自己想一想，再在小组内说细观察画面，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先自己想一想，再在小组内说

一说。一说。一说。一说。

1111、、、、 老师什么时间给小朋友打电话的？老师什么时间给小朋友打电话的？老师什么时间给小朋友打电话的？老师什么时间给小朋友打电话的？

2222、、、、 小力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小力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小力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小力是什么时候到家的？

3333、、、、 小云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小云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小云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小云是什么时候到家的？

4444、、、、 小青、小林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小青、小林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小青、小林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小青、小林是什么时候到家的？

5555、、、、 谁到家最早呢？谁到家最早呢？谁到家最早呢？谁到家最早呢？

（教师有选择地板书价值的问题）（教师有选择地板书价值的问题）（教师有选择地板书价值的问题）（教师有选择地板书价值的问题）

师：同学们提了这么多问题，真了不起！要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到师：同学们提了这么多问题，真了不起！要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到师：同学们提了这么多问题，真了不起！要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到师：同学们提了这么多问题，真了不起！要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到

家的，我们就要学会看钟表家的，我们就要学会看钟表家的，我们就要学会看钟表家的，我们就要学会看钟表。。。。（板书课题：学看钟表）（板书课题：学看钟表）（板书课题：学看钟表）（板书课题：学看钟表）

二、合作交流，解决问题。二、合作交流，解决问题。二、合作交流，解决问题。二、合作交流，解决问题。



师：小力是什么时间到家的？小云是什么时间到家的？你是怎么知道师：小力是什么时间到家的？小云是什么时间到家的？你是怎么知道师：小力是什么时间到家的？小云是什么时间到家的？你是怎么知道师：小力是什么时间到家的？小云是什么时间到家的？你是怎么知道

的？先自己想一想，再在小组内交流。的？先自己想一想，再在小组内交流。的？先自己想一想，再在小组内交流。的？先自己想一想，再在小组内交流。

（学生小组讨论，教师参与部分小组的交流）（学生小组讨论，教师参与部分小组的交流）（学生小组讨论，教师参与部分小组的交流）（学生小组讨论，教师参与部分小组的交流）

小组汇报：小组汇报：小组汇报：小组汇报：

师：哪个小组先来介绍一下小力是什么时间到家的？你是怎么知道师：哪个小组先来介绍一下小力是什么时间到家的？你是怎么知道师：哪个小组先来介绍一下小力是什么时间到家的？你是怎么知道师：哪个小组先来介绍一下小力是什么时间到家的？你是怎么知道

的？的？的？的？

（抽生交流）（抽生交流）（抽生交流）（抽生交流）

师师师师((((小结小结小结小结))))：：：：同学们刚才的想法很对同学们刚才的想法很对同学们刚才的想法很对同学们刚才的想法很对，，，，长针指着长针指着长针指着长针指着12121212，，，，短针指着几就是几短针指着几就是几短针指着几就是几短针指着几就是几

时。在钟面上长针叫分针，短针叫时针时。在钟面上长针叫分针，短针叫时针时。在钟面上长针叫分针，短针叫时针时。在钟面上长针叫分针，短针叫时针。。。。（课件分别闪动分针和时针（课件分别闪动分针和时针（课件分别闪动分针和时针（课件分别闪动分针和时针））））

小力到家的时候钟表的分针指着小力到家的时候钟表的分针指着小力到家的时候钟表的分针指着小力到家的时候钟表的分针指着 12121212，时针指着，时针指着，时针指着，时针指着5555，所以是，所以是，所以是，所以是5555点，在数点，在数点，在数点，在数

学上通常叫学上通常叫学上通常叫学上通常叫5555时。时。时。时。

师：小云是时间到的？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师：小云是时间到的？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师：小云是时间到的？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师：小云是时间到的？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生生生生：：：：小云是小云是小云是小云是 5555点半到家的点半到家的点半到家的点半到家的；；；；因为分针指着因为分针指着因为分针指着因为分针指着6666，，，，时针在时针在时针在时针在 5555和和和和6666中间中间中间中间，，，，就就就就是是是是

5555点半；点半；点半；点半；

师师师师：：：：刚才有的组说是刚才有的组说是刚才有的组说是刚才有的组说是 5555时半时半时半时半，，，，有的组说是有的组说是有的组说是有的组说是6666时半时半时半时半，，，，到底哪个组说得对？到底哪个组说得对？到底哪个组说得对？到底哪个组说得对？

请利用你们手中的学具表拨一拨，研究一下，到底是请利用你们手中的学具表拨一拨，研究一下，到底是请利用你们手中的学具表拨一拨，研究一下，到底是请利用你们手中的学具表拨一拨，研究一下，到底是 5555时半还是时半还是时半还是时半还是 6666时时时时

半半半半。。。。（教师指导学生按钟表正常的转动方向拨）（教师指导学生按钟表正常的转动方向拨）（教师指导学生按钟表正常的转动方向拨）（教师指导学生按钟表正常的转动方向拨）

（学生分小组研究）（学生分小组研究）（学生分小组研究）（学生分小组研究）

师师师师((((小结小结小结小结))))：通过刚才的研究，大家都认为是：通过刚才的研究，大家都认为是：通过刚才的研究，大家都认为是：通过刚才的研究，大家都认为是 5555点半。对，在日常生活点半。对，在日常生活点半。对，在日常生活点半。对，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习惯说是中我们习惯说是中我们习惯说是中我们习惯说是5555 点半点半点半点半，，，，在数学上读作在数学上读作在数学上读作在数学上读作5555时半时半时半时半。。。。分针指着分针指着分针指着分针指着 6666，，，，时针转过时针转过时针转过时针转过

几就是几时半。几就是几时半。几就是几时半。几就是几时半。

三、巩固练习。三、巩固练习。三、巩固练习。三、巩固练习。



1111、自主练习第一题，给出时间找出对应的钟表。、自主练习第一题，给出时间找出对应的钟表。、自主练习第一题，给出时间找出对应的钟表。、自主练习第一题，给出时间找出对应的钟表。

2222、、、、认一认认一认认一认认一认，，，，说一说说一说说一说说一说。。。。练习时练习时练习时练习时，，，，可以先让学生看图讲故事可以先让学生看图讲故事可以先让学生看图讲故事可以先让学生看图讲故事，，，，并利用上图并利用上图并利用上图并利用上图

中所提供的时间信息，然后说一说自己一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中所提供的时间信息，然后说一说自己一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中所提供的时间信息，然后说一说自己一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中所提供的时间信息，然后说一说自己一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

3333、游戏，你拨我说。、游戏，你拨我说。、游戏，你拨我说。、游戏，你拨我说。

4444、、、、填写时刻的题目填写时刻的题目填写时刻的题目填写时刻的题目，，，，练习时练习时练习时练习时，，，，让学生读出每幅图呈现的是在什么时间让学生读出每幅图呈现的是在什么时间让学生读出每幅图呈现的是在什么时间让学生读出每幅图呈现的是在什么时间，，，，

做什么，也可以让学生按时间顺序遍一个故事。做什么，也可以让学生按时间顺序遍一个故事。做什么，也可以让学生按时间顺序遍一个故事。做什么，也可以让学生按时间顺序遍一个故事。

四、全课总结。四、全课总结。四、全课总结。四、全课总结。

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农夫与牧童《农夫与牧童《农夫与牧童《农夫与牧童 ————方位与图形》教学设计方位与图形》教学设计方位与图形》教学设计方位与图形》教学设计

农夫的一天农夫的一天农夫的一天农夫的一天 方位方位方位方位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教科书第教科书第教科书第16161616页信息窗，自主练习。页信息窗，自主练习。页信息窗，自主练习。页信息窗，自主练习。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在具体的情境中在具体的情境中在具体的情境中在具体的情境中，，，，初步感知东初步感知东初步感知东初步感知东、、、、西西西西、、、、南南南南、、、、北四个方向北四个方向北四个方向北四个方向；；；；在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

中，能借助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其他三个方向。中，能借助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其他三个方向。中，能借助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其他三个方向。中，能借助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其他三个方向。

2222、在观察、操作活动中，建立初步的空间感和方位感。、在观察、操作活动中，建立初步的空间感和方位感。、在观察、操作活动中，建立初步的空间感和方位感。、在观察、操作活动中，建立初步的空间感和方位感。

3333、感受辨认方向在生活中的作用，体会数学美。、感受辨认方向在生活中的作用，体会数学美。、感受辨认方向在生活中的作用，体会数学美。、感受辨认方向在生活中的作用，体会数学美。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游戏导入：一、游戏导入：一、游戏导入：一、游戏导入：

教师：同学们，前面你认识过哪些方位？（学生回答）我们用以前学教师：同学们，前面你认识过哪些方位？（学生回答）我们用以前学教师：同学们，前面你认识过哪些方位？（学生回答）我们用以前学教师：同学们，前面你认识过哪些方位？（学生回答）我们用以前学

过的方位来做拍手游戏好吗？过的方位来做拍手游戏好吗？过的方位来做拍手游戏好吗？过的方位来做拍手游戏好吗？

师生一起做拍手游戏。师生一起做拍手游戏。师生一起做拍手游戏。师生一起做拍手游戏。

教师：我们再加上东、西、南、北你还会做吗？教师：我们再加上东、西、南、北你还会做吗？教师：我们再加上东、西、南、北你还会做吗？教师：我们再加上东、西、南、北你还会做吗？

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掌握新知。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掌握新知。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掌握新知。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掌握新知。

学生做拍手游戏。学生做拍手游戏。学生做拍手游戏。学生做拍手游戏。

评价评价评价评价：：：：你认为你的同位做得怎样？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出你认为你的同位做得怎样？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出你认为你的同位做得怎样？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出你认为你的同位做得怎样？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出：：：：怎样记住东怎样记住东怎样记住东怎样记住东、、、、

西西西西、、、、南南南南、、、、北？让学生借助生活经验记东北？让学生借助生活经验记东北？让学生借助生活经验记东北？让学生借助生活经验记东、、、、西西西西、、、、南南南南、、、、北北北北。。。。（（（（让学生多说让学生多说让学生多说让学生多说））））。。。。

（适时解决自主练习（适时解决自主练习（适时解决自主练习（适时解决自主练习1111、、、、2222、、、、5555题题题题。。。。））））

再让学生做拍手游戏。再让学生做拍手游戏。再让学生做拍手游戏。再让学生做拍手游戏。

教师：谁知道咱们教室的东、西、南、北分别是哪边呢？教师：谁知道咱们教室的东、西、南、北分别是哪边呢？教师：谁知道咱们教室的东、西、南、北分别是哪边呢？教师：谁知道咱们教室的东、西、南、北分别是哪边呢？

教师：怎样判断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你有什教师：怎样判断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你有什教师：怎样判断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你有什教师：怎样判断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你有什

么好办法吗？么好办法吗？么好办法吗？么好办法吗？

教师：开动脑筋，在小组里商量一下，看哪个小组能想出好办法？教师：开动脑筋，在小组里商量一下，看哪个小组能想出好办法？教师：开动脑筋，在小组里商量一下，看哪个小组能想出好办法？教师：开动脑筋，在小组里商量一下，看哪个小组能想出好办法？

反馈、交流。反馈、交流。反馈、交流。反馈、交流。



教师：哪个小组想教师：哪个小组想教师：哪个小组想教师：哪个小组想 好办法？你能到前面来指一指哪边是东、哪边是好办法？你能到前面来指一指哪边是东、哪边是好办法？你能到前面来指一指哪边是东、哪边是好办法？你能到前面来指一指哪边是东、哪边是

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吗？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吗？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吗？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吗？

一组指方位，老师引导蓁小组与这个小组提问暗锁变什么这样判断。一组指方位，老师引导蓁小组与这个小组提问暗锁变什么这样判断。一组指方位，老师引导蓁小组与这个小组提问暗锁变什么这样判断。一组指方位，老师引导蓁小组与这个小组提问暗锁变什么这样判断。

教师：同学们想出的办法太棒了，你们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方法来判教师：同学们想出的办法太棒了，你们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方法来判教师：同学们想出的办法太棒了，你们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方法来判教师：同学们想出的办法太棒了，你们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方法来判

断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断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断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断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教师：你知道教室的四个方位了吗？找一个小组的同学分别站到教室教师：你知道教室的四个方位了吗？找一个小组的同学分别站到教室教师：你知道教室的四个方位了吗？找一个小组的同学分别站到教室教师：你知道教室的四个方位了吗？找一个小组的同学分别站到教室

的四个方位。的四个方位。的四个方位。的四个方位。

教师：看来同学们都知道教室的四个方位了。那我们来举行一个找位教师：看来同学们都知道教室的四个方位了。那我们来举行一个找位教师：看来同学们都知道教室的四个方位了。那我们来举行一个找位教师：看来同学们都知道教室的四个方位了。那我们来举行一个找位

置的比赛。听好要求：请每个小组的同学按照头饰上的方位，是东的置的比赛。听好要求：请每个小组的同学按照头饰上的方位，是东的置的比赛。听好要求：请每个小组的同学按照头饰上的方位，是东的置的比赛。听好要求：请每个小组的同学按照头饰上的方位，是东的

就坐在桌子的东西，是西的就坐在桌子的西面，是南的怎么坐？是北就坐在桌子的东西，是西的就坐在桌子的西面，是南的怎么坐？是北就坐在桌子的东西，是西的就坐在桌子的西面，是南的怎么坐？是北就坐在桌子的东西，是西的就坐在桌子的西面，是南的怎么坐？是北

的怎么坐？比一比，哪个小组坐的又对又快。的怎么坐？比一比，哪个小组坐的又对又快。的怎么坐？比一比，哪个小组坐的又对又快。的怎么坐？比一比，哪个小组坐的又对又快。

出示教材信息窗的情境图。出示教材信息窗的情境图。出示教材信息窗的情境图。出示教材信息窗的情境图。

教师：今天我们认识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请你看图讲一个故教师：今天我们认识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请你看图讲一个故教师：今天我们认识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请你看图讲一个故教师：今天我们认识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请你看图讲一个故

事，并用上今天我们学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事，并用上今天我们学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事，并用上今天我们学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事，并用上今天我们学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学生讲故事，学生适时引导学生参与评价。学生讲故事，学生适时引导学生参与评价。学生讲故事，学生适时引导学生参与评价。学生讲故事，学生适时引导学生参与评价。

三、布置作业。三、布置作业。三、布置作业。三、布置作业。

教师：方位在我们生活中用的可多了，老师还想知道你家在学校的什教师：方位在我们生活中用的可多了，老师还想知道你家在学校的什教师：方位在我们生活中用的可多了，老师还想知道你家在学校的什教师：方位在我们生活中用的可多了，老师还想知道你家在学校的什

么方位？课下同学们可以通过调查了解来解决这个问题。么方位？课下同学们可以通过调查了解来解决这个问题。么方位？课下同学们可以通过调查了解来解决这个问题。么方位？课下同学们可以通过调查了解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

牧童与牛牧童与牛牧童与牛牧童与牛 认识图形认识图形认识图形认识图形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课本第课本第课本第课本第18181818、、、、19191919、、、、20202020页的自主练习页的自主练习页的自主练习页的自主练习1111、、、、2222、、、、3333 题。题。题。题。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通过观察和操作活动通过观察和操作活动通过观察和操作活动通过观察和操作活动，，，，初步认识长方形初步认识长方形初步认识长方形初步认识长方形、、、、正方形正方形正方形正方形、、、、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平行四平行四平行四平行四

边形和圆。边形和圆。边形和圆。边形和圆。

2222、培养观察及操作能力，增强合作意识。、培养观察及操作能力，增强合作意识。、培养观察及操作能力，增强合作意识。、培养观察及操作能力，增强合作意识。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教师：几何学们，老师带来了一贴画漂亮的图画，你们想看吗？教师：几何学们，老师带来了一贴画漂亮的图画，你们想看吗？教师：几何学们，老师带来了一贴画漂亮的图画，你们想看吗？教师：几何学们，老师带来了一贴画漂亮的图画，你们想看吗？

学生：想看。学生：想看。学生：想看。学生：想看。

出示特意骑牛图。出示特意骑牛图。出示特意骑牛图。出示特意骑牛图。

教师：好看吗？你看到了什么？你想说些什么？教师：好看吗？你看到了什么？你想说些什么？教师：好看吗？你看到了什么？你想说些什么？教师：好看吗？你看到了什么？你想说些什么？

学生畅所欲言。学生畅所欲言。学生畅所欲言。学生畅所欲言。

教师：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教师：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教师：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教师：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学生答。学生答。学生答。学生答。

教师：我们先来看牧童骑牛图是用什么图形拼成的？你能将图中相同教师：我们先来看牧童骑牛图是用什么图形拼成的？你能将图中相同教师：我们先来看牧童骑牛图是用什么图形拼成的？你能将图中相同教师：我们先来看牧童骑牛图是用什么图形拼成的？你能将图中相同

的图形找出来吗？分分看。的图形找出来吗？分分看。的图形找出来吗？分分看。的图形找出来吗？分分看。

二、合作探究，认识平面图形。二、合作探究，认识平面图形。二、合作探究，认识平面图形。二、合作探究，认识平面图形。

教师先让学生用喜欢的方法将图中的图形标记下进行分类。然后小组教师先让学生用喜欢的方法将图中的图形标记下进行分类。然后小组教师先让学生用喜欢的方法将图中的图形标记下进行分类。然后小组教师先让学生用喜欢的方法将图中的图形标记下进行分类。然后小组

长组织好小组内的同学进行交流。长组织好小组内的同学进行交流。长组织好小组内的同学进行交流。长组织好小组内的同学进行交流。

组间交流，及时抽象出几何名称，如：树干的开头是长方形、太阳的组间交流，及时抽象出几何名称，如：树干的开头是长方形、太阳的组间交流，及时抽象出几何名称，如：树干的开头是长方形、太阳的组间交流，及时抽象出几何名称，如：树干的开头是长方形、太阳的

开头是圆形开头是圆形开头是圆形开头是圆形……………………

举例：看看身边的物体，什么开头是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举例：看看身边的物体，什么开头是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举例：看看身边的物体，什么开头是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举例：看看身边的物体，什么开头是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

三角形或圆？三角形或圆？三角形或圆？三角形或圆？



教师：你能利用手中的学具将这些图形画出来吗？教师：你能利用手中的学具将这些图形画出来吗？教师：你能利用手中的学具将这些图形画出来吗？教师：你能利用手中的学具将这些图形画出来吗？

学生操作，教师巡视指导。学生操作，教师巡视指导。学生操作，教师巡视指导。学生操作，教师巡视指导。

学生展示作品，让学生参与评价，加深对所学图形的认识。学生展示作品，让学生参与评价，加深对所学图形的认识。学生展示作品，让学生参与评价，加深对所学图形的认识。学生展示作品，让学生参与评价，加深对所学图形的认识。

三、巩固拓展三、巩固拓展三、巩固拓展三、巩固拓展

自主练习自主练习自主练习自主练习1111：先认识图形，然后再连一连。：先认识图形，然后再连一连。：先认识图形，然后再连一连。：先认识图形，然后再连一连。

自主练习自主练习自主练习自主练习2222：出示物体，让学生认识它们的开头，接着让学生举例：出示物体，让学生认识它们的开头，接着让学生举例：出示物体，让学生认识它们的开头，接着让学生举例：出示物体，让学生认识它们的开头，接着让学生举例，，，，你你你你

见过的哪些物体的开头是这样的？见过的哪些物体的开头是这样的？见过的哪些物体的开头是这样的？见过的哪些物体的开头是这样的？

自主练习自主练习自主练习自主练习3333：：：：先让学生看看有什么图形先让学生看看有什么图形先让学生看看有什么图形先让学生看看有什么图形，，，，排列上有什么规律？接着该摆排列上有什么规律？接着该摆排列上有什么规律？接着该摆排列上有什么规律？接着该摆

什么图形，并问第什么图形，并问第什么图形，并问第什么图形，并问第15151515个图形是什么？第个图形是什么？第个图形是什么？第个图形是什么？第26262626个呢？个呢？个呢？个呢？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四四四四 ““““绿色行动绿色行动绿色行动绿色行动””””教案设计教案设计教案设计教案设计

——“——“——“——“100100100100以内数的加减法（一以内数的加减法（一以内数的加减法（一以内数的加减法（一））））””””

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22222222―25252525页，信息窗页，信息窗页，信息窗页，信息窗1111————————校园护绿。校园护绿。校园护绿。校园护绿。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结合具体情境结合具体情境结合具体情境结合具体情境，，，，进一步理解加法的含义进一步理解加法的含义进一步理解加法的含义进一步理解加法的含义，，，，掌握掌握掌握掌握 100100100100以内两位数加减以内两位数加减以内两位数加减以内两位数加减

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口算方法，能正确地口算。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口算方法，能正确地口算。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口算方法，能正确地口算。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口算方法，能正确地口算。

2222、、、、经历解决问题经历解决问题经历解决问题经历解决问题、、、、探索探索探索探索、、、、交流算法的过程交流算法的过程交流算法的过程交流算法的过程，，，，体现算法的多样化体现算法的多样化体现算法的多样化体现算法的多样化，，，，培养培养培养培养

初步的抽象、概括、推理能力。初步的抽象、概括、推理能力。初步的抽象、概括、推理能力。初步的抽象、概括、推理能力。

3333、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

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4444、、、、在学习活动中在学习活动中在学习活动中在学习活动中，，，，让学生增强环保意识让学生增强环保意识让学生增强环保意识让学生增强环保意识。。。。进一步培养合作意识进一步培养合作意识进一步培养合作意识进一步培养合作意识，，，，增强增强增强增强

学好数学的信心。学好数学的信心。学好数学的信心。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学重点：两位数加一位数、整十数的口算方法。教学重点：两位数加一位数、整十数的口算方法。教学重点：两位数加一位数、整十数的口算方法。教学重点：两位数加一位数、整十数的口算方法。

教学难点：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教学难点：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教学难点：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教学难点：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课时：教学课时：教学课时：教学课时：2222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第第第第1111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导入新课：导入新课：导入新课：

同学们！春天来到了。校园里的小树刚刚醒来，她们穿上了鲜亮同学们！春天来到了。校园里的小树刚刚醒来，她们穿上了鲜亮同学们！春天来到了。校园里的小树刚刚醒来，她们穿上了鲜亮同学们！春天来到了。校园里的小树刚刚醒来，她们穿上了鲜亮

的绿衣裳；小草也从土里偷偷里钻出来了；花坛里鲜花盛开！校园里的绿衣裳；小草也从土里偷偷里钻出来了；花坛里鲜花盛开！校园里的绿衣裳；小草也从土里偷偷里钻出来了；花坛里鲜花盛开！校园里的绿衣裳；小草也从土里偷偷里钻出来了；花坛里鲜花盛开！校园里

真是美极了！为了保护好这美丽的校园，我们要开展一次绿色行动。真是美极了！为了保护好这美丽的校园，我们要开展一次绿色行动。真是美极了！为了保护好这美丽的校园，我们要开展一次绿色行动。真是美极了！为了保护好这美丽的校园，我们要开展一次绿色行动。

二、新课学习二、新课学习二、新课学习二、新课学习

活动一活动一活动一活动一

师：小朋友，你想参加师：小朋友，你想参加师：小朋友，你想参加师：小朋友，你想参加““““校园护绿校园护绿校园护绿校园护绿””””行动吗？你知道行动中要做些什行动吗？你知道行动中要做些什行动吗？你知道行动中要做些什行动吗？你知道行动中要做些什

么吗？么吗？么吗？么吗？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挂牌、浇花。学生回答，教师板书：挂牌、浇花。学生回答，教师板书：挂牌、浇花。学生回答，教师板书：挂牌、浇花。



活动二活动二活动二活动二

教师出示情景图，引导学生观察图教师出示情景图，引导学生观察图教师出示情景图，引导学生观察图教师出示情景图，引导学生观察图

师：根据情景图，你能提出什么问题呢？师：根据情景图，你能提出什么问题呢？师：根据情景图，你能提出什么问题呢？师：根据情景图，你能提出什么问题呢？

学生可能提出很多问题，教师对学生加以表扬，对提出的问题加以总学生可能提出很多问题，教师对学生加以表扬，对提出的问题加以总学生可能提出很多问题，教师对学生加以表扬，对提出的问题加以总学生可能提出很多问题，教师对学生加以表扬，对提出的问题加以总

结，然后从易到难，根据本节教学目标加以解决。结，然后从易到难，根据本节教学目标加以解决。结，然后从易到难，根据本节教学目标加以解决。结，然后从易到难，根据本节教学目标加以解决。

如：一共要挂多少个牌子？如：一共要挂多少个牌子？如：一共要挂多少个牌子？如：一共要挂多少个牌子？

先引导学生列出算式：先引导学生列出算式：先引导学生列出算式：先引导学生列出算式： 26+3=26+3=26+3=26+3=□□□□（个）（个）（个）（个）

再引导学生探讨算法再引导学生探讨算法再引导学生探讨算法再引导学生探讨算法，，，，学生可能有多种算法学生可能有多种算法学生可能有多种算法学生可能有多种算法，，，，只要合理就要加以表扬只要合理就要加以表扬只要合理就要加以表扬只要合理就要加以表扬。。。。

小练习：小练习：小练习：小练习：

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一算这两道题吗？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一算这两道题吗？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一算这两道题吗？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一算这两道题吗？

21212121＋＋＋＋8888＝＝＝＝ 4+534+534+534+53＝＝＝＝

师：小朋友们真了不起，一道题竟能想出这么多的计算方法，你能把师：小朋友们真了不起，一道题竟能想出这么多的计算方法，你能把师：小朋友们真了不起，一道题竟能想出这么多的计算方法，你能把师：小朋友们真了不起，一道题竟能想出这么多的计算方法，你能把

你最喜欢的计算方法介绍给大家吗？你为什么喜欢这种算法？你最喜欢的计算方法介绍给大家吗？你为什么喜欢这种算法？你最喜欢的计算方法介绍给大家吗？你为什么喜欢这种算法？你最喜欢的计算方法介绍给大家吗？你为什么喜欢这种算法？

（针对学生表现情况，即时表扬或奖励）（针对学生表现情况，即时表扬或奖励）（针对学生表现情况，即时表扬或奖励）（针对学生表现情况，即时表扬或奖励）

““““一共要挂多少个牌子？一共要挂多少个牌子？一共要挂多少个牌子？一共要挂多少个牌子？””””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解决

了，这些问题你还想解决哪个？了，这些问题你还想解决哪个？了，这些问题你还想解决哪个？了，这些问题你还想解决哪个？

生：我想知道生：我想知道生：我想知道生：我想知道““““一共有多少棵花？一共有多少棵花？一共有多少棵花？一共有多少棵花？””””。。。。

师：怎样才能知道师：怎样才能知道师：怎样才能知道师：怎样才能知道““““一共有多少棵花？一共有多少棵花？一共有多少棵花？一共有多少棵花？””””呢？呢？呢？呢？

列出算式：列出算式：列出算式：列出算式： 23+20=23+20=23+20=23+20=□□□□（棵）（棵）（棵）（棵） 或或或或 20202020＋＋＋＋23=23=23=23=□□□□（棵）（棵）（棵）（棵）

师师师师：：：：你知道怎样计算吗？请把你的计算方法在小组内交流交流你知道怎样计算吗？请把你的计算方法在小组内交流交流你知道怎样计算吗？请把你的计算方法在小组内交流交流你知道怎样计算吗？请把你的计算方法在小组内交流交流！！！！（（（（生交生交生交生交

流，师适时进行指导）流，师适时进行指导）流，师适时进行指导）流，师适时进行指导）

师：谁愿意把你的计算方法说给大家听？师：谁愿意把你的计算方法说给大家听？师：谁愿意把你的计算方法说给大家听？师：谁愿意把你的计算方法说给大家听？



23+2023+2023+2023+20＝＝＝＝43434343 （（（（2222）十个十个的数）十个十个的数）十个十个的数）十个十个的数 23232323、、、、33333333、、、、43434343……………………

小练习：小练习：小练习：小练习： 小朋友，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一算这两道题吗？小朋友，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一算这两道题吗？小朋友，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一算这两道题吗？小朋友，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一算这两道题吗？

45454545＋＋＋＋30303030＝＝＝＝ 10+3610+3610+3610+36＝＝＝＝

谁愿意把你的计算结果说给大家听？你是怎样算的？谁愿意把你的计算结果说给大家听？你是怎样算的？谁愿意把你的计算结果说给大家听？你是怎样算的？谁愿意把你的计算结果说给大家听？你是怎样算的？

教师引导学生完成下列问题：教师引导学生完成下列问题：教师引导学生完成下列问题：教师引导学生完成下列问题：

挂牌的比浇花的多多少人？挂牌的比浇花的多多少人？挂牌的比浇花的多多少人？挂牌的比浇花的多多少人？

引导学生用摆小木棒的方法加以比较，再列出算式计算引导学生用摆小木棒的方法加以比较，再列出算式计算引导学生用摆小木棒的方法加以比较，再列出算式计算引导学生用摆小木棒的方法加以比较，再列出算式计算

浇花的比挂牌的少多少人？浇花的比挂牌的少多少人？浇花的比挂牌的少多少人？浇花的比挂牌的少多少人？

谁愿意把你的计算结果说给大家听？你是怎样算的？谁愿意把你的计算结果说给大家听？你是怎样算的？谁愿意把你的计算结果说给大家听？你是怎样算的？谁愿意把你的计算结果说给大家听？你是怎样算的？

活动三活动三活动三活动三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黑板上这两道题请同学们仔细观察黑板上这两道题请同学们仔细观察黑板上这两道题请同学们仔细观察黑板上这两道题，，，，你发现它们有什么特点？你发现它们有什么特点？你发现它们有什么特点？你发现它们有什么特点？

（引导学生发现：两位数加一位数是个位相加；两位数加整十数是十（引导学生发现：两位数加一位数是个位相加；两位数加整十数是十（引导学生发现：两位数加一位数是个位相加；两位数加整十数是十（引导学生发现：两位数加一位数是个位相加；两位数加整十数是十

位相加位相加位相加位相加））））。。。。

三、课堂练习：三、课堂练习：三、课堂练习：三、课堂练习：

1111、、、、你们太棒了你们太棒了你们太棒了你们太棒了，，，，老师真佩服你们老师真佩服你们老师真佩服你们老师真佩服你们！！！！我们班的绿色行动该做些什么呢？我们班的绿色行动该做些什么呢？我们班的绿色行动该做些什么呢？我们班的绿色行动该做些什么呢？

（给小树挂牌、浇水、栽树、挖坑（给小树挂牌、浇水、栽树、挖坑（给小树挂牌、浇水、栽树、挖坑（给小树挂牌、浇水、栽树、挖坑……………………））））

（（（（1111））））、挂牌：学校要给一些小树挂牌，现在已经做好了、挂牌：学校要给一些小树挂牌，现在已经做好了、挂牌：学校要给一些小树挂牌，现在已经做好了、挂牌：学校要给一些小树挂牌，现在已经做好了 32323232个牌子个牌子个牌子个牌子，，，，还还还还

有有有有6666个没有做好，你能知道我们一共要给多少棵小树挂牌子吗？个没有做好，你能知道我们一共要给多少棵小树挂牌子吗？个没有做好，你能知道我们一共要给多少棵小树挂牌子吗？个没有做好，你能知道我们一共要给多少棵小树挂牌子吗？

（（（（2222））））、栽树：如果我们大家要去植树，男同学有、栽树：如果我们大家要去植树，男同学有、栽树：如果我们大家要去植树，男同学有、栽树：如果我们大家要去植树，男同学有 20202020人，女同学有人，女同学有人，女同学有人，女同学有 11118888

人，如果一人栽一棵树，人，如果一人栽一棵树，人，如果一人栽一棵树，人，如果一人栽一棵树， 一共要栽多少棵树？一共要栽多少棵树？一共要栽多少棵树？一共要栽多少棵树？

（（（（3333））））、、、、挖坑挖坑挖坑挖坑：：：：要挖要挖要挖要挖38383838个坑个坑个坑个坑，，，，男同学已经挖了男同学已经挖了男同学已经挖了男同学已经挖了 26262626个坑个坑个坑个坑，，，，女同学挖了女同学挖了女同学挖了女同学挖了11110000

个坑，我们挖的坑够不够？个坑，我们挖的坑够不够？个坑，我们挖的坑够不够？个坑，我们挖的坑够不够？



aaaa、同桌讨论、同桌讨论、同桌讨论、同桌讨论 bbbb、全班交流、全班交流、全班交流、全班交流

2222、看谁算得快、看谁算得快、看谁算得快、看谁算得快

5+30=5+30=5+30=5+30= 53+40=53+40=53+40=53+40= 72+6=72+6=72+6=72+6= 65-2=65-2=65-2=65-2= 69-7=69-7=69-7=69-7= 45+3=45+3=45+3=45+3=

58-30=58-30=58-30=58-30= 85-50=85-50=85-50=85-50= 87+10=87+10=87+10=87+10= 53+40=53+40=53+40=53+40= 66+3=66+3=66+3=66+3= 75+4=75+4=75+4=75+4=

46-4=46-4=46-4=46-4= 38-6=38-6=38-6=38-6=

四、课堂小结：四、课堂小结：四、课堂小结：四、课堂小结：

小朋友，你今天学到了什么？（生交流）小朋友，你今天学到了什么？（生交流）小朋友，你今天学到了什么？（生交流）小朋友，你今天学到了什么？（生交流）

你们可真了不起，不但会计算你们可真了不起，不但会计算你们可真了不起，不但会计算你们可真了不起，不但会计算 100100100100以内两位数加减法的题，而且还想以内两位数加减法的题，而且还想以内两位数加减法的题，而且还想以内两位数加减法的题，而且还想

出了这么多的计算方法出了这么多的计算方法出了这么多的计算方法出了这么多的计算方法，，，，老师真为你们骄傲老师真为你们骄傲老师真为你们骄傲老师真为你们骄傲！！！！希望小朋友们继续努力希望小朋友们继续努力希望小朋友们继续努力希望小朋友们继续努力，，，，

相信你们一定会更出色！相信你们一定会更出色！相信你们一定会更出色！相信你们一定会更出色！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 2222————————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环境：

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26262626————————28282828页，信息窗页，信息窗页，信息窗页，信息窗2222————————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环境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结合具体情境，进一步理解加法的含义，掌握结合具体情境，进一步理解加法的含义，掌握结合具体情境，进一步理解加法的含义，掌握结合具体情境，进一步理解加法的含义，掌握 100100100100以内两位数加一位以内两位数加一位以内两位数加一位以内两位数加一位

数（进位）的口算方法。数（进位）的口算方法。数（进位）的口算方法。数（进位）的口算方法。

经历解决问题、探索、交流算法的过程，体现算法的多样化，培养初经历解决问题、探索、交流算法的过程，体现算法的多样化，培养初经历解决问题、探索、交流算法的过程，体现算法的多样化，培养初经历解决问题、探索、交流算法的过程，体现算法的多样化，培养初

步的抽象、概括、推理能力。步的抽象、概括、推理能力。步的抽象、概括、推理能力。步的抽象、概括、推理能力。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体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体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体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初步的应用意识，体



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在学习活动中，让学生增强环保意识。进一步培养合作意识，增强学在学习活动中，让学生增强环保意识。进一步培养合作意识，增强学在学习活动中，让学生增强环保意识。进一步培养合作意识，增强学在学习活动中，让学生增强环保意识。进一步培养合作意识，增强学

好数学的信心。好数学的信心。好数学的信心。好数学的信心。

教学重点：两位数加一位数的进位加法。教学重点：两位数加一位数的进位加法。教学重点：两位数加一位数的进位加法。教学重点：两位数加一位数的进位加法。

教学难点：两位数加一位数的进位加法算里的理解。教学难点：两位数加一位数的进位加法算里的理解。教学难点：两位数加一位数的进位加法算里的理解。教学难点：两位数加一位数的进位加法算里的理解。

教学课时：教学课时：教学课时：教学课时：2222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第第第第1111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上一节课我们共同学习了校园护绿，通过学习我们知一、导入新课：上一节课我们共同学习了校园护绿，通过学习我们知一、导入新课：上一节课我们共同学习了校园护绿，通过学习我们知一、导入新课：上一节课我们共同学习了校园护绿，通过学习我们知

道从小要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绿色环抱，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道从小要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绿色环抱，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道从小要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绿色环抱，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道从小要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绿色环抱，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我们还学会了我们还学会了我们还学会了我们还学会了 100100100100以内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口算以内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口算以内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口算以内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口算

方法以及方法以及方法以及方法以及““““求比一个数多几（少几求比一个数多几（少几求比一个数多几（少几求比一个数多几（少几））））””””的数学问题。的数学问题。的数学问题。的数学问题。

二、复习旧知识：二、复习旧知识：二、复习旧知识：二、复习旧知识：

口算下列各题，看谁算得快、算得准。口算下列各题，看谁算得快、算得准。口算下列各题，看谁算得快、算得准。口算下列各题，看谁算得快、算得准。

20+5=20+5=20+5=20+5= 62+6=62+6=62+6=62+6= 66+3=66+3=66+3=66+3= 50+40=50+40=50+40=50+40=

99-90=99-90=99-90=99-90= 48-7=48-7=48-7=48-7= 4+64=4+64=4+64=4+64= 43+50=43+50=43+50=43+50=

三、学习新知识三、学习新知识三、学习新知识三、学习新知识

师：同学们，你们在校学习生活已经一学期多了，在这一学期多的时师：同学们，你们在校学习生活已经一学期多了，在这一学期多的时师：同学们，你们在校学习生活已经一学期多了，在这一学期多的时师：同学们，你们在校学习生活已经一学期多了，在这一学期多的时

间里，有谁在校内或校外主动捡拾过垃圾？间里，有谁在校内或校外主动捡拾过垃圾？间里，有谁在校内或校外主动捡拾过垃圾？间里，有谁在校内或校外主动捡拾过垃圾？

生生生生：：：：（举手）（举手）（举手）（举手）

师：及时表扬，并引导学生认真观察情景图，看图中的小朋友正在干师：及时表扬，并引导学生认真观察情景图，看图中的小朋友正在干师：及时表扬，并引导学生认真观察情景图，看图中的小朋友正在干师：及时表扬，并引导学生认真观察情景图，看图中的小朋友正在干

什么，并鼓励学生大胆提出问题。什么，并鼓励学生大胆提出问题。什么，并鼓励学生大胆提出问题。什么，并鼓励学生大胆提出问题。



师：刚才通过看图我们知道，小朋友们正在捡拾废弃物，保护环境。师：刚才通过看图我们知道，小朋友们正在捡拾废弃物，保护环境。师：刚才通过看图我们知道，小朋友们正在捡拾废弃物，保护环境。师：刚才通过看图我们知道，小朋友们正在捡拾废弃物，保护环境。

通过看图，同学们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通过看图，同学们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通过看图，同学们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通过看图，同学们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

生：两名小朋友共捡了多少个塑料袋？生：两名小朋友共捡了多少个塑料袋？生：两名小朋友共捡了多少个塑料袋？生：两名小朋友共捡了多少个塑料袋？

一共捡了多少个易拉罐？一共捡了多少个易拉罐？一共捡了多少个易拉罐？一共捡了多少个易拉罐？

一共捡了多少节电池？一共捡了多少节电池？一共捡了多少节电池？一共捡了多少节电池？

师：同学们提的问题都很好，那么，怎么解决它们呢？师：同学们提的问题都很好，那么，怎么解决它们呢？师：同学们提的问题都很好，那么，怎么解决它们呢？师：同学们提的问题都很好，那么，怎么解决它们呢？

教师板书：两名小朋友共捡了多少个塑料袋？教师板书：两名小朋友共捡了多少个塑料袋？教师板书：两名小朋友共捡了多少个塑料袋？教师板书：两名小朋友共捡了多少个塑料袋？

师：那位小朋友能列出算式呢？师：那位小朋友能列出算式呢？师：那位小朋友能列出算式呢？师：那位小朋友能列出算式呢？

学生说教师列在黑板上：学生说教师列在黑板上：学生说教师列在黑板上：学生说教师列在黑板上：25+7=25+7=25+7=25+7=□□□□（个）（个）（个）（个）

并表扬列出算式的学生。并表扬列出算式的学生。并表扬列出算式的学生。并表扬列出算式的学生。

师：那位小朋友能计算出结果呢？师：那位小朋友能计算出结果呢？师：那位小朋友能计算出结果呢？师：那位小朋友能计算出结果呢？

教师引导通过摆一摆、想一想、议一议，说一说等，鼓励学生用自己教师引导通过摆一摆、想一想、议一议，说一说等，鼓励学生用自己教师引导通过摆一摆、想一想、议一议，说一说等，鼓励学生用自己教师引导通过摆一摆、想一想、议一议，说一说等，鼓励学生用自己

喜欢的方法解决，只要合理就加以表扬。喜欢的方法解决，只要合理就加以表扬。喜欢的方法解决，只要合理就加以表扬。喜欢的方法解决，只要合理就加以表扬。

然后，教师板书：一共捡了多少个易拉罐？然后，教师板书：一共捡了多少个易拉罐？然后，教师板书：一共捡了多少个易拉罐？然后，教师板书：一共捡了多少个易拉罐？

一共捡了多少节电池？一共捡了多少节电池？一共捡了多少节电池？一共捡了多少节电池？

让学生独立完成。让学生独立完成。让学生独立完成。让学生独立完成。

学生完成后，师生共同比较以上三题与上一节计算的不同与联系。学生完成后，师生共同比较以上三题与上一节计算的不同与联系。学生完成后，师生共同比较以上三题与上一节计算的不同与联系。学生完成后，师生共同比较以上三题与上一节计算的不同与联系。

巩固练习：巩固练习：巩固练习：巩固练习：

35+6=35+6=35+6=35+6= 46+5=46+5=46+5=46+5= 57+4=57+4=57+4=57+4= 68+3=68+3=68+3=68+3=

79+2=79+2=79+2=79+2= 24+7=24+7=24+7=24+7= 77+6=77+6=77+6=77+6= 84+8=84+8=84+8=84+8=

课堂小结课堂小结课堂小结课堂小结 ：总结本节课所学主要内容，并对学生进行表扬。：总结本节课所学主要内容，并对学生进行表扬。：总结本节课所学主要内容，并对学生进行表扬。：总结本节课所学主要内容，并对学生进行表扬。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 3333————————绿色回收车绿色回收车绿色回收车绿色回收车

这幅情境图呈现的是小朋友们将捡拾的废电池、易拉罐等装入绿色这幅情境图呈现的是小朋友们将捡拾的废电池、易拉罐等装入绿色这幅情境图呈现的是小朋友们将捡拾的废电池、易拉罐等装入绿色这幅情境图呈现的是小朋友们将捡拾的废电池、易拉罐等装入绿色

回收车的场景，一位老师在统计各班回收的情况。图中的信息非常丰回收车的场景，一位老师在统计各班回收的情况。图中的信息非常丰回收车的场景，一位老师在统计各班回收的情况。图中的信息非常丰回收车的场景，一位老师在统计各班回收的情况。图中的信息非常丰

富，借助统计表可以提出很多用加减法解决的问题，教材通过小朋友富，借助统计表可以提出很多用加减法解决的问题，教材通过小朋友富，借助统计表可以提出很多用加减法解决的问题，教材通过小朋友富，借助统计表可以提出很多用加减法解决的问题，教材通过小朋友

提出的提出的提出的提出的““““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这一问题，来学习两位数减这一问题，来学习两位数减这一问题，来学习两位数减这一问题，来学习两位数减

一位数（退位）的口算方法。情境用统计表的形式出示信息，简单、一位数（退位）的口算方法。情境用统计表的形式出示信息，简单、一位数（退位）的口算方法。情境用统计表的形式出示信息，简单、一位数（退位）的口算方法。情境用统计表的形式出示信息，简单、

明了，信息量大，既便于学生提出问题探索新知，又能感悟统计表的明了，信息量大，既便于学生提出问题探索新知，又能感悟统计表的明了，信息量大，既便于学生提出问题探索新知，又能感悟统计表的明了，信息量大，既便于学生提出问题探索新知，又能感悟统计表的

作用，培养学生的统计意识。教学时，教师可充分利用情境图中的统作用，培养学生的统计意识。教学时，教师可充分利用情境图中的统作用，培养学生的统计意识。教学时，教师可充分利用情境图中的统作用，培养学生的统计意识。教学时，教师可充分利用情境图中的统



计表，引导学生根据表格提供的信息提出数学问题，在此基础上根据计表，引导学生根据表格提供的信息提出数学问题，在此基础上根据计表，引导学生根据表格提供的信息提出数学问题，在此基础上根据计表，引导学生根据表格提供的信息提出数学问题，在此基础上根据

教学内容选择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从而展开对新知的探索。另外，教学内容选择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从而展开对新知的探索。另外，教学内容选择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从而展开对新知的探索。另外，教学内容选择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从而展开对新知的探索。另外，

垃圾的分类回收问题，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一直没有得到很垃圾的分类回收问题，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一直没有得到很垃圾的分类回收问题，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一直没有得到很垃圾的分类回收问题，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一直没有得到很

好的实施，通过本教学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从小树立环保意识。好的实施，通过本教学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从小树立环保意识。好的实施，通过本教学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从小树立环保意识。好的实施，通过本教学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从小树立环保意识。

““““你说我讲你说我讲你说我讲你说我讲””””中红点标示的问题是学习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的中红点标示的问题是学习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的中红点标示的问题是学习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的中红点标示的问题是学习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的

口算，是本单元的又一教学重点和难点。绿点标示的问题是对所学知口算，是本单元的又一教学重点和难点。绿点标示的问题是对所学知口算，是本单元的又一教学重点和难点。绿点标示的问题是对所学知口算，是本单元的又一教学重点和难点。绿点标示的问题是对所学知

识的进一步巩固。教学识的进一步巩固。教学识的进一步巩固。教学识的进一步巩固。教学““““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这一问题教这一问题教这一问题教这一问题教

师要相信学生师要相信学生师要相信学生师要相信学生，，，，大胆放手大胆放手大胆放手大胆放手，，，，鼓励学生尝试独立寻找鼓励学生尝试独立寻找鼓励学生尝试独立寻找鼓励学生尝试独立寻找““““24242424－－－－8888””””的口算方的口算方的口算方的口算方

法法法法，，，，有困难的可借助学具有困难的可借助学具有困难的可借助学具有困难的可借助学具。。。。在交流过程中在交流过程中在交流过程中在交流过程中，，，，教师注意抓住教师注意抓住教师注意抓住教师注意抓住““““4444减减减减8888不够不够不够不够

减，怎么办？减，怎么办？减，怎么办？减，怎么办？””””这一关键问题，让学生充分展开，说清思路，明确算这一关键问题，让学生充分展开，说清思路，明确算这一关键问题，让学生充分展开，说清思路，明确算这一关键问题，让学生充分展开，说清思路，明确算

理，选择适合自己的算法。在整个过程教师要引导学生把动手操作和理，选择适合自己的算法。在整个过程教师要引导学生把动手操作和理，选择适合自己的算法。在整个过程教师要引导学生把动手操作和理，选择适合自己的算法。在整个过程教师要引导学生把动手操作和

语言表达有机的结合起来。语言表达有机的结合起来。语言表达有机的结合起来。语言表达有机的结合起来。

自主练习第自主练习第自主练习第自主练习第 2222题是一道与生活紧密联系的题目，通过计算商品减价题是一道与生活紧密联系的题目，通过计算商品减价题是一道与生活紧密联系的题目，通过计算商品减价题是一道与生活紧密联系的题目，通过计算商品减价

的钱数，巩固两位数减一位数、两位数减整十数的口算。练习时，可的钱数，巩固两位数减一位数、两位数减整十数的口算。练习时，可的钱数，巩固两位数减一位数、两位数减整十数的口算。练习时，可的钱数，巩固两位数减一位数、两位数减整十数的口算。练习时，可

以让学生先独立完成，再进行交流。以让学生先独立完成，再进行交流。以让学生先独立完成，再进行交流。以让学生先独立完成，再进行交流。

第第第第 4444题是看图编数学故事题是看图编数学故事题是看图编数学故事题是看图编数学故事。。。。练习时练习时练习时练习时，，，，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编一编编一编编一编编一编，，，，

说一说，只要合理，教师就要肯定。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编的故事，说一说，只要合理，教师就要肯定。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编的故事，说一说，只要合理，教师就要肯定。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编的故事，说一说，只要合理，教师就要肯定。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编的故事，

从中提出数学问题，自行解决。从中提出数学问题，自行解决。从中提出数学问题，自行解决。从中提出数学问题，自行解决。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1111．．．．师师师师：：：：（（（（出示统计表出示统计表出示统计表出示统计表））））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是我们学校一年级三个班回收废电池这是我们学校一年级三个班回收废电池这是我们学校一年级三个班回收废电池这是我们学校一年级三个班回收废电池、、、、

易拉罐的情况，仔细看看这张表，你知道什么了？易拉罐的情况，仔细看看这张表，你知道什么了？易拉罐的情况，仔细看看这张表，你知道什么了？易拉罐的情况，仔细看看这张表，你知道什么了？



生生生生1111：：：：我知道一年级一班收废电池我知道一年级一班收废电池我知道一年级一班收废电池我知道一年级一班收废电池 8888节节节节，，，，二班收二班收二班收二班收 24242424节节节节，，，，三班收三班收三班收三班收 30303030节节节节。。。。

生生生生2222：我知道一年级一班收易拉罐：我知道一年级一班收易拉罐：我知道一年级一班收易拉罐：我知道一年级一班收易拉罐 21212121个，二班收个，二班收个，二班收个，二班收 9999个，三班收个，三班收个，三班收个，三班收23232323

2222．．．．师师师师：：：：咱小朋友得出了这么多信息咱小朋友得出了这么多信息咱小朋友得出了这么多信息咱小朋友得出了这么多信息，，，，你能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根据这些信息，，，，提个数学问提个数学问提个数学问提个数学问

题吗？题吗？题吗？题吗？

生：一年级一班和二班一共收集电池几节？生：一年级一班和二班一共收集电池几节？生：一年级一班和二班一共收集电池几节？生：一年级一班和二班一共收集电池几节？

师：怎样列式？师：怎样列式？师：怎样列式？师：怎样列式？

生：生：生：生：24+824+824+824+8

3333．师：谁能提个用减法解决的问题？．师：谁能提个用减法解决的问题？．师：谁能提个用减法解决的问题？．师：谁能提个用减法解决的问题？

生生生生1111：一年级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一年级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一年级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一年级二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

师师师师：：：：（师出示问题）怎样列式？（师出示问题）怎样列式？（师出示问题）怎样列式？（师出示问题）怎样列式？

生：生：生：生：24-824-824-824-8

师列式师列式师列式师列式24-824-824-824-8

生生生生2222：三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三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三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三班收的电池比一班多几节？30-830-830-830-8

师出示问题，算式。师出示问题，算式。师出示问题，算式。师出示问题，算式。

生生生生3333：：：：……………………

4444．．．．师师师师：：：：小朋友的脑子真灵小朋友的脑子真灵小朋友的脑子真灵小朋友的脑子真灵，，，，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我们先来解决这个可我们先来解决这个可我们先来解决这个可我们先来解决这个可

以吗？以吗？以吗？以吗？

师板书师板书师板书师板书24-824-824-824-8

师师师师：：：：24-824-824-824-8怎样算？先请小朋友自己动脑筋想一想怎样算？先请小朋友自己动脑筋想一想怎样算？先请小朋友自己动脑筋想一想怎样算？先请小朋友自己动脑筋想一想，，，，如果有困难如果有困难如果有困难如果有困难，，，，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请小棒帮忙。比比哪个小朋友想得最快，开始！请小棒帮忙。比比哪个小朋友想得最快，开始！请小棒帮忙。比比哪个小朋友想得最快，开始！请小棒帮忙。比比哪个小朋友想得最快，开始！

（学生独立思考，操作小棒，老师巡视）（学生独立思考，操作小棒，老师巡视）（学生独立思考，操作小棒，老师巡视）（学生独立思考，操作小棒，老师巡视）



师：这么多小朋友想好办法了，把你的想法在小组内说一说。师：这么多小朋友想好办法了，把你的想法在小组内说一说。师：这么多小朋友想好办法了，把你的想法在小组内说一说。师：这么多小朋友想好办法了，把你的想法在小组内说一说。

（学生互相交流，老师巡视了解学生情况，然后汇报（学生互相交流，老师巡视了解学生情况，然后汇报（学生互相交流，老师巡视了解学生情况，然后汇报（学生互相交流，老师巡视了解学生情况，然后汇报。。。。））））

生生生生1111：我是先一根一根数出：我是先一根一根数出：我是先一根一根数出：我是先一根一根数出 24242424根小棒，然后又数出根小棒，然后又数出根小棒，然后又数出根小棒，然后又数出8888根，拿走，最后根，拿走，最后根，拿走，最后根，拿走，最后

把剩下的小棒数了数是几根。大家听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吗？把剩下的小棒数了数是几根。大家听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吗？把剩下的小棒数了数是几根。大家听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吗？把剩下的小棒数了数是几根。大家听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生问：你为什么要一根一根数生问：你为什么要一根一根数生问：你为什么要一根一根数生问：你为什么要一根一根数24242424，老师说过一捆是，老师说过一捆是，老师说过一捆是，老师说过一捆是 10101010根，只需要数根，只需要数根，只需要数根，只需要数

出出出出2222捆，再数出捆，再数出捆，再数出捆，再数出4444根，就是根，就是根，就是根，就是 24242424根。根。根。根。

生生生生1111：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师：这个小朋友用的是数的方法。还有不同的想法吗？师：这个小朋友用的是数的方法。还有不同的想法吗？师：这个小朋友用的是数的方法。还有不同的想法吗？师：这个小朋友用的是数的方法。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生生生生2222：这是：这是：这是：这是24242424根小棒（根小棒（根小棒（根小棒（2222 捆捆捆捆4444根）要去掉根）要去掉根）要去掉根）要去掉 8888根。我先去掉这根。我先去掉这根。我先去掉这根。我先去掉这 4444根，然根，然根，然根，然

后从这一捆中再去掉后从这一捆中再去掉后从这一捆中再去掉后从这一捆中再去掉4444根根根根，，，，剩下剩下剩下剩下16161616根根根根。。。。小朋友听明白了吗？有什么问小朋友听明白了吗？有什么问小朋友听明白了吗？有什么问小朋友听明白了吗？有什么问

题吗？题吗？题吗？题吗？

师师师师：：：：噢噢噢噢！！！！你是先从你是先从你是先从你是先从24242424里去掉里去掉里去掉里去掉 4444，，，，再去掉再去掉再去掉再去掉 4444，，，，剩下剩下剩下剩下16161616根根根根。。。。（（（（边说边板书边说边板书边说边板书边说边板书：：：：

24-4=2024-4=2024-4=2024-4=20 20-4=1620-4=1620-4=1620-4=16））））

这个方法行吗？这个方法行吗？这个方法行吗？这个方法行吗？

生：行。生：行。生：行。生：行。

师：你还有不同想法，来。师：你还有不同想法，来。师：你还有不同想法，来。师：你还有不同想法，来。

生生生生3333：这是：这是：这是：这是 24242424根小棒。我从这一捆里去掉根小棒。我从这一捆里去掉根小棒。我从这一捆里去掉根小棒。我从这一捆里去掉8888 根，剩下根，剩下根，剩下根，剩下2222根和这根和这根和这根和这 4444根根根根，，，，

合起来就是合起来就是合起来就是合起来就是16161616。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吗？。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吗？。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吗？。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吗？

生问：你为什么从这一捆里去掉生问：你为什么从这一捆里去掉生问：你为什么从这一捆里去掉生问：你为什么从这一捆里去掉8888根呢？根呢？根呢？根呢？

生生生生3333：因为单根的不够：因为单根的不够：因为单根的不够：因为单根的不够 8888，所以我从一捆里拿走，所以我从一捆里拿走，所以我从一捆里拿走，所以我从一捆里拿走8888 根。根。根。根。

师小结并板书：师小结并板书：师小结并板书：师小结并板书：24242424–8=168=168=168=16

5555．师：小朋友，用了这么多种方法，得出．师：小朋友，用了这么多种方法，得出．师：小朋友，用了这么多种方法，得出．师：小朋友，用了这么多种方法，得出 24-8=1624-8=1624-8=1624-8=16。以后做题时。以后做题时。以后做题时。以后做题时，，，，喜喜喜喜



欢用哪种方法就用那种方法。欢用哪种方法就用那种方法。欢用哪种方法就用那种方法。欢用哪种方法就用那种方法。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 4444————————绿色家园绿色家园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此情景图呈现的是一幅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经过人们此情景图呈现的是一幅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经过人们此情景图呈现的是一幅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经过人们此情景图呈现的是一幅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经过人们

的努力的努力的努力的努力，，，，曾经被污染曾经被污染曾经被污染曾经被污染、、、、破坏的环境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破坏的环境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破坏的环境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破坏的环境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蓝天蓝天蓝天蓝天、、、、绿水绿水绿水绿水、、、、

小鸟小鸟小鸟小鸟、、、、花草与图中的小朋友构成了一幅美的画卷花草与图中的小朋友构成了一幅美的画卷花草与图中的小朋友构成了一幅美的画卷花草与图中的小朋友构成了一幅美的画卷。。。。图中通过多种信息图中通过多种信息图中通过多种信息图中通过多种信息，，，，

引导学生综合运用两位数加减一位数和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知识解决引导学生综合运用两位数加减一位数和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知识解决引导学生综合运用两位数加减一位数和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知识解决引导学生综合运用两位数加减一位数和两位数加减整十数的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该图的创设有两个意图：一是通过图中大量的信息，引导实际问题。该图的创设有两个意图：一是通过图中大量的信息，引导实际问题。该图的创设有两个意图：一是通过图中大量的信息，引导实际问题。该图的创设有两个意图：一是通过图中大量的信息，引导

学生选择数据，提出并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生选择数据，提出并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生选择数据，提出并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生选择数据，提出并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二是通过画面表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二是通过画面表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二是通过画面表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二是通过画面表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培养学生爱护小动物培养学生爱护小动物培养学生爱护小动物培养学生爱护小动物、、、、

保护大自然的情感。保护大自然的情感。保护大自然的情感。保护大自然的情感。

本情景图没有设置例题，目的是给学生留下大的空间，让学生根本情景图没有设置例题，目的是给学生留下大的空间，让学生根本情景图没有设置例题，目的是给学生留下大的空间，让学生根本情景图没有设置例题，目的是给学生留下大的空间，让学生根



据信息窗，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巩固前面据信息窗，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巩固前面据信息窗，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巩固前面据信息窗，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巩固前面 3333个信息窗学习个信息窗学习个信息窗学习个信息窗学习

的内容。教学时，教师可先让学生认真仔细地观察画面，并各自说一的内容。教学时，教师可先让学生认真仔细地观察画面，并各自说一的内容。教学时，教师可先让学生认真仔细地观察画面，并各自说一的内容。教学时，教师可先让学生认真仔细地观察画面，并各自说一

说在图上看到了什么说在图上看到了什么说在图上看到了什么说在图上看到了什么，，，，再通过交流互相补充再通过交流互相补充再通过交流互相补充再通过交流互相补充，，，，理清图中所包含的信息理清图中所包含的信息理清图中所包含的信息理清图中所包含的信息。。。。

然后让学生根据信息提出相关的数学问题。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然后让学生根据信息提出相关的数学问题。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然后让学生根据信息提出相关的数学问题。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然后让学生根据信息提出相关的数学问题。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

法独立解决，并在全班展示交流解决每个问题的思路。法独立解决，并在全班展示交流解决每个问题的思路。法独立解决，并在全班展示交流解决每个问题的思路。法独立解决，并在全班展示交流解决每个问题的思路。

自主练习中自主练习中自主练习中自主练习中

第第第第4444 题是根据图意编数学故事。教学时，先让学生观察图中都有题是根据图意编数学故事。教学时，先让学生观察图中都有题是根据图意编数学故事。教学时，先让学生观察图中都有题是根据图意编数学故事。教学时，先让学生观察图中都有

什么动物，它们在干什么。教师要给学生讲清图中标明的数是小动物什么动物，它们在干什么。教师要给学生讲清图中标明的数是小动物什么动物，它们在干什么。教师要给学生讲清图中标明的数是小动物什么动物，它们在干什么。教师要给学生讲清图中标明的数是小动物

的重量。然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先编数学故事，再进行交流。注意让学的重量。然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先编数学故事，再进行交流。注意让学的重量。然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先编数学故事，再进行交流。注意让学的重量。然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先编数学故事，再进行交流。注意让学

生提出数学问题，例如，谁最重，谁最轻，小熊比小鹿重多少，怎样生提出数学问题，例如，谁最重，谁最轻，小熊比小鹿重多少，怎样生提出数学问题，例如，谁最重，谁最轻，小熊比小鹿重多少，怎样生提出数学问题，例如，谁最重，谁最轻，小熊比小鹿重多少，怎样

才能让翘翘板平衡等问题，让学生思考并解答，并说明道理。才能让翘翘板平衡等问题，让学生思考并解答，并说明道理。才能让翘翘板平衡等问题，让学生思考并解答，并说明道理。才能让翘翘板平衡等问题，让学生思考并解答，并说明道理。

第第第第 5555题是一幅综合情境图，呈现了三组信息。教学时，教师要组题是一幅综合情境图，呈现了三组信息。教学时，教师要组题是一幅综合情境图，呈现了三组信息。教学时，教师要组题是一幅综合情境图，呈现了三组信息。教学时，教师要组

织学生进行有序地观察，选择有用的信息，提出有关计算的问题并解织学生进行有序地观察，选择有用的信息，提出有关计算的问题并解织学生进行有序地观察，选择有用的信息，提出有关计算的问题并解织学生进行有序地观察，选择有用的信息，提出有关计算的问题并解

答。答。答。答。

第第第第 6666题是一道按规律填数的题，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作，不作统题是一道按规律填数的题，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作，不作统题是一道按规律填数的题，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作，不作统题是一道按规律填数的题，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作，不作统

一要求。这道题上面的两个数分别是下面两个数的和与差，教学时，一要求。这道题上面的两个数分别是下面两个数的和与差，教学时，一要求。这道题上面的两个数分别是下面两个数的和与差，教学时，一要求。这道题上面的两个数分别是下面两个数的和与差，教学时，

可先引导学生发现这个规律，当学生不容易发现规律时，可提示学生可先引导学生发现这个规律，当学生不容易发现规律时，可提示学生可先引导学生发现这个规律，当学生不容易发现规律时，可提示学生可先引导学生发现这个规律，当学生不容易发现规律时，可提示学生

通过计算找出规律，学生发现了规律后再填。通过计算找出规律，学生发现了规律后再填。通过计算找出规律，学生发现了规律后再填。通过计算找出规律，学生发现了规律后再填。

““““我学会了吗？我学会了吗？我学会了吗？我学会了吗？””””是一幅综合情境图。呈现的是小熊到小兔家作是一幅综合情境图。呈现的是小熊到小兔家作是一幅综合情境图。呈现的是小熊到小兔家作是一幅综合情境图。呈现的是小熊到小兔家作

客的情境，图中提供了从小熊家到小兔家四条路线，分别标有路的长客的情境，图中提供了从小熊家到小兔家四条路线，分别标有路的长客的情境，图中提供了从小熊家到小兔家四条路线，分别标有路的长客的情境，图中提供了从小熊家到小兔家四条路线，分别标有路的长

度。教学时，可先组织学生独立地解决教材中所提出的前两个问题，度。教学时，可先组织学生独立地解决教材中所提出的前两个问题，度。教学时，可先组织学生独立地解决教材中所提出的前两个问题，度。教学时，可先组织学生独立地解决教材中所提出的前两个问题，

并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对自己解决的问题情况进行自我评价。最后，并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对自己解决的问题情况进行自我评价。最后，并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对自己解决的问题情况进行自我评价。最后，并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对自己解决的问题情况进行自我评价。最后，



可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将该图编成数学故事讲给同学听。可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将该图编成数学故事讲给同学听。可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将该图编成数学故事讲给同学听。可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将该图编成数学故事讲给同学听。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五五五五 小小存钱罐小小存钱罐小小存钱罐小小存钱罐

--------------------人民币的认识人民币的认识人民币的认识人民币的认识

我的存钱罐我的存钱罐我的存钱罐我的存钱罐

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36----3936----3936----3936----39页，人民币的认识。页，人民币的认识。页，人民币的认识。页，人民币的认识。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认识人民币，了解元、角、分之间的关系。认识人民币，了解元、角、分之间的关系。认识人民币，了解元、角、分之间的关系。认识人民币，了解元、角、分之间的关系。

在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向学生进行爱护人民币和合理使用人民币的教育。向学生进行爱护人民币和合理使用人民币的教育。向学生进行爱护人民币和合理使用人民币的教育。向学生进行爱护人民币和合理使用人民币的教育。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2222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活动程序与教师提示活动程序与教师提示活动程序与教师提示活动程序与教师提示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 关注要点关注要点关注要点关注要点

活动一：引入。活动一：引入。活动一：引入。活动一：引入。

师：请大家看屏幕，说师：请大家看屏幕，说师：请大家看屏幕，说师：请大家看屏幕，说

学生看主题图，然后发表自己学生看主题图，然后发表自己学生看主题图，然后发表自己学生看主题图，然后发表自己

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

培养学生勤培养学生勤培养学生勤培养学生勤

俭节约的习俭节约的习俭节约的习俭节约的习



说你看到了什么？（课说你看到了什么？（课说你看到了什么？（课说你看到了什么？（课

件出示件出示件出示件出示，，，，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姑娘（（（（小小小小

华）那一枚一元的硬币华）那一枚一元的硬币华）那一枚一元的硬币华）那一枚一元的硬币

投到存钱罐里）投到存钱罐里）投到存钱罐里）投到存钱罐里）

师：你知道我国的钱你师：你知道我国的钱你师：你知道我国的钱你师：你知道我国的钱你

知道我国的钱叫什么知道我国的钱叫什么知道我国的钱叫什么知道我国的钱叫什么

吗？吗？吗？吗？

引出课题引出课题引出课题引出课题 板书课题：板书课题：板书课题：板书课题：

人民币的认识人民币的认识人民币的认识人民币的认识

惯。惯。惯。惯。

活动二、解决问题活动二、解决问题活动二、解决问题活动二、解决问题

怎么数？怎么数？怎么数？怎么数？

师：听听小华还说了什师：听听小华还说了什师：听听小华还说了什师：听听小华还说了什

么？么？么？么？

课件课件课件课件：：：：““““我想数数存钱罐我想数数存钱罐我想数数存钱罐我想数数存钱罐

里有多少钱，大家说我里有多少钱，大家说我里有多少钱，大家说我里有多少钱，大家说我

应该怎么数呢？应该怎么数呢？应该怎么数呢？应该怎么数呢？””””

师：快来一起整理一下师：快来一起整理一下师：快来一起整理一下师：快来一起整理一下

吧。吧。吧。吧。

师：大家所想的数钱方师：大家所想的数钱方师：大家所想的数钱方师：大家所想的数钱方

法还真多，我们来看第法还真多，我们来看第法还真多，我们来看第法还真多，我们来看第

学生把存钱罐里的钱倒出来，学生把存钱罐里的钱倒出来，学生把存钱罐里的钱倒出来，学生把存钱罐里的钱倒出来，

小组合作探讨数钱的方法。小组合作探讨数钱的方法。小组合作探讨数钱的方法。小组合作探讨数钱的方法。

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1111）按质地数：纸币、硬币）按质地数：纸币、硬币）按质地数：纸币、硬币）按质地数：纸币、硬币；；；；

（（（（2222））））按版别按版别按版别按版别：：：：新版新版新版新版、、、、旧版旧版旧版旧版；；；；（（（（3333））））

按面值数：元、角、分；先属按面值数：元、角、分；先属按面值数：元、角、分；先属按面值数：元、角、分；先属

成分的，再属成角的，最后数成分的，再属成角的，最后数成分的，再属成角的，最后数成分的，再属成角的，最后数

成元的成元的成元的成元的……………………

板书：元、板书：元、板书：元、板书：元、 角、分角、分角、分角、分

小组合作小组合作小组合作小组合作，，，，学学学学

会倾听。会倾听。会倾听。会倾听。



三种方法：元、角、分三种方法：元、角、分三种方法：元、角、分三种方法：元、角、分

就是人民币的单位。就是人民币的单位。就是人民币的单位。就是人民币的单位。

认识人民币认识人民币认识人民币认识人民币

师：除了存钱罐里的这师：除了存钱罐里的这师：除了存钱罐里的这师：除了存钱罐里的这

些钱，在日常生活中你些钱，在日常生活中你些钱，在日常生活中你些钱，在日常生活中你

还见过那些面值的人民还见过那些面值的人民还见过那些面值的人民还见过那些面值的人民

币？币？币？币？

3333、人民币的兑换。、人民币的兑换。、人民币的兑换。、人民币的兑换。

师：听听小华又说了什师：听听小华又说了什师：听听小华又说了什师：听听小华又说了什

么？么？么？么？

““““我们这里乘坐无人售我们这里乘坐无人售我们这里乘坐无人售我们这里乘坐无人售

票公交车的票价是票公交车的票价是票公交车的票价是票公交车的票价是 1111

元，可是我只带了成角元，可是我只带了成角元，可是我只带了成角元，可是我只带了成角

的钱，大家说我该怎么的钱，大家说我该怎么的钱，大家说我该怎么的钱，大家说我该怎么

办呢？办呢？办呢？办呢？””””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1111元等于元等于元等于元等于 10101010角角角角，，，，

5555元是多少角？元是多少角？元是多少角？元是多少角？80808080角是角是角是角是

多少元？多少元？多少元？多少元？

师：拿起一张师：拿起一张师：拿起一张师：拿起一张 1111角的纸角的纸角的纸角的纸

币或者硬币，谁能拿出币或者硬币，谁能拿出币或者硬币，谁能拿出币或者硬币，谁能拿出

和我一样多的人民币？和我一样多的人民币？和我一样多的人民币？和我一样多的人民币？

师：师：师：师：1111 角等于多少分？角等于多少分？角等于多少分？角等于多少分？

学生来介绍自己熟悉的人民学生来介绍自己熟悉的人民学生来介绍自己熟悉的人民学生来介绍自己熟悉的人民

币币币币。。。。（（（（各种面值各种面值各种面值各种面值，，，，版别的人民币版别的人民币版别的人民币版别的人民币

都介绍）随着学生的介绍，老都介绍）随着学生的介绍，老都介绍）随着学生的介绍，老都介绍）随着学生的介绍，老

师展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并师展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并师展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并师展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并

让学生说一说你是怎么辨别让学生说一说你是怎么辨别让学生说一说你是怎么辨别让学生说一说你是怎么辨别

的。的。的。的。

学生操作，可能出现的情况：学生操作，可能出现的情况：学生操作，可能出现的情况：学生操作，可能出现的情况：

两个两个两个两个5555角，因为两个角，因为两个角，因为两个角，因为两个5555角就角就角就角就是是是是

10101010角，角，角，角，10101010角就是角就是角就是角就是 1111元元元元；；；；（（（（2222））））5555

个个个个2222角（角（角（角（3333））））10101010个个个个1111角角角角……………………

板书：板书：板书：板书：1111元元元元=10=10=10=10角角角角

学生展示各种摆法。说明换发学生展示各种摆法。说明换发学生展示各种摆法。说明换发学生展示各种摆法。说明换发

和理由。和理由。和理由。和理由。

板书：板书：板书：板书：1111角角角角=10=10=10=10分分分分

能注意观察能注意观察能注意观察能注意观察，，，，

仔细辨认。仔细辨认。仔细辨认。仔细辨认。

能深刻体会能深刻体会能深刻体会能深刻体会

人民币各单人民币各单人民币各单人民币各单

位之间的关位之间的关位之间的关位之间的关

系。系。系。系。



3333角是多少分？角是多少分？角是多少分？角是多少分？60606060分是分是分是分是

多少角？多少角？多少角？多少角？

数一数数一数数一数数一数

师：现在大家能准确地师：现在大家能准确地师：现在大家能准确地师：现在大家能准确地

数出存钱罐里到底有多数出存钱罐里到底有多数出存钱罐里到底有多数出存钱罐里到底有多

少钱了吗？快点来数一少钱了吗？快点来数一少钱了吗？快点来数一少钱了吗？快点来数一

数吧！数吧！数吧！数吧！

活动三：实践活动三：实践活动三：实践活动三：实践

出示文具超市（小刀出示文具超市（小刀出示文具超市（小刀出示文具超市（小刀 2222

角、橡皮角、橡皮角、橡皮角、橡皮 3333 角、铅笔角、铅笔角、铅笔角、铅笔 4444

角、练习本角、练习本角、练习本角、练习本 3333角角角角 5555 分、分、分、分、

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 7777 角，铅笔盒角，铅笔盒角，铅笔盒角，铅笔盒 2222

元）元）元）元）

（（（（1111））））1111元钱能买哪些东元钱能买哪些东元钱能买哪些东元钱能买哪些东

西？要找回多少钱？西？要找回多少钱？西？要找回多少钱？西？要找回多少钱？

（（（（2222））））我有我有我有我有5555角钱角钱角钱角钱，，，，能正能正能正能正

好买些什么呢？好买些什么呢？好买些什么呢？好买些什么呢？

2222、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

你能拿出正好的钱吗？你能拿出正好的钱吗？你能拿出正好的钱吗？你能拿出正好的钱吗？

（根据屏幕上商品的价（根据屏幕上商品的价（根据屏幕上商品的价（根据屏幕上商品的价

格格格格，，，，学生拿出正好的钱学生拿出正好的钱学生拿出正好的钱学生拿出正好的钱））））

小组合作数一数，然后汇报，小组合作数一数，然后汇报，小组合作数一数，然后汇报，小组合作数一数，然后汇报，

并且展示数钱的过程。并且展示数钱的过程。并且展示数钱的过程。并且展示数钱的过程。

学生根据所学的知识进行回学生根据所学的知识进行回学生根据所学的知识进行回学生根据所学的知识进行回

答，并说明理由。答，并说明理由。答，并说明理由。答，并说明理由。

展示自己拿钱的方法，鼓励不展示自己拿钱的方法，鼓励不展示自己拿钱的方法，鼓励不展示自己拿钱的方法，鼓励不

同的方法。同的方法。同的方法。同的方法。

能运用所学能运用所学能运用所学能运用所学

的知识解决的知识解决的知识解决的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实际问题。实际问题。实际问题。

深刻体会学深刻体会学深刻体会学深刻体会学

有所用。有所用。有所用。有所用。

举一反三。举一反三。举一反三。举一反三。



全课小结：全课小结：全课小结：全课小结：

这节课你知道了什么？这节课你知道了什么？这节课你知道了什么？这节课你知道了什么？

你认为钱有什么用途？你认为钱有什么用途？你认为钱有什么用途？你认为钱有什么用途？ 自由发言自由发言自由发言自由发言

爱护爱护爱护爱护、、、、节约人节约人节约人节约人

民币。民币。民币。民币。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购买文体用品购买文体用品购买文体用品购买文体用品

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40~4440~4440~4440~44页，人民币的计算。页，人民币的计算。页，人民币的计算。页，人民币的计算。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能正确计算简单的人民币加减法，掌握计算的方法。能正确计算简单的人民币加减法，掌握计算的方法。能正确计算简单的人民币加减法，掌握计算的方法。能正确计算简单的人民币加减法，掌握计算的方法。

2222、、、、能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中的问题能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中的问题能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中的问题能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中的问题，，，，体验人民币在生活中的作用体验人民币在生活中的作用体验人民币在生活中的作用体验人民币在生活中的作用，，，，

养成合理使用人民币的意识。养成合理使用人民币的意识。养成合理使用人民币的意识。养成合理使用人民币的意识。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2222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活动程序与教师提示活动程序与教师提示活动程序与教师提示活动程序与教师提示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 关注要点关注要点关注要点关注要点

活动一：活动一：活动一：活动一：

师师师师：：：：今天我们一起去小今天我们一起去小今天我们一起去小今天我们一起去小

小文具店看看小文具店看看小文具店看看小文具店看看，，，，但是只但是只但是只但是只

有答对门上的题才能有答对门上的题才能有答对门上的题才能有答对门上的题才能

进去，我们试试吧！进去，我们试试吧！进去，我们试试吧！进去，我们试试吧！

【课件出示题目【课件出示题目【课件出示题目【课件出示题目：：：：1111元元元元

====（）角（）角（）角（）角 10101010分分分分====（（（（））））角角角角 学生分别口答学生分别口答学生分别口答学生分别口答，，，，分别说分别说分别说分别说

复习元、角、分之间复习元、角、分之间复习元、角、分之间复习元、角、分之间

的关系，为学习人民的关系，为学习人民的关系，为学习人民的关系，为学习人民

币的简单计算做好铺币的简单计算做好铺币的简单计算做好铺币的简单计算做好铺



（（（（ ））））角角角角=6=6=6=6元元元元 7777 元元元元5555

角角角角====（（（（ ）角）角）角）角

24242424角角角角====（（（（ ））））元元元元 9999元元元元====

（（（（ ）角】）角】）角】）角】

说后说后说后说后 4444 道自己是怎样道自己是怎样道自己是怎样道自己是怎样

想的。想的。想的。想的。

垫。垫。垫。垫。

活动二活动二活动二活动二

师：大家完成得真棒师：大家完成得真棒师：大家完成得真棒师：大家完成得真棒，，，，

我们快进去瞧悄吧我们快进去瞧悄吧我们快进去瞧悄吧我们快进去瞧悄吧！！！！

【可件出示问题商店【可件出示问题商店【可件出示问题商店【可件出示问题商店

的图片（教科书第的图片（教科书第的图片（教科书第的图片（教科书第 44440000

页情景图页情景图页情景图页情景图））））】】】】

师：店里有什么呢师：店里有什么呢师：店里有什么呢师：店里有什么呢，，，，你你你你

知道哪些商品的 价知道哪些商品的 价知道哪些商品的 价知道哪些商品的 价

钱？钱？钱？钱？

师：你想买哪些物品师：你想买哪些物品师：你想买哪些物品师：你想买哪些物品，，，，

能提出什么数学 问能提出什么数学 问能提出什么数学 问能提出什么数学 问

题？题？题？题？

（（（（1111））））足球足球足球足球15151515元元元元，，，，篮篮篮篮球球球球

68686868元元元元 5555 角，羽毛球角，羽毛球角，羽毛球角，羽毛球拍拍拍拍

17171717元元元元；；；；（（（（2222））））乒乓球拍乒乓球拍乒乓球拍乒乓球拍7777

元元元元6666角，乒乓球角，乒乓球角，乒乓球角，乒乓球

8888角角角角……………………

（（（（1111）买一个文具盒和）买一个文具盒和）买一个文具盒和）买一个文具盒和

一支铅笔应付多少一支铅笔应付多少一支铅笔应付多少一支铅笔应付多少

钱？（钱？（钱？（钱？（2222）买一个乒乓）买一个乒乓）买一个乒乓）买一个乒乓

球和一只球拍应付多球和一只球拍应付多球和一只球拍应付多球和一只球拍应付多

少钱？少钱？少钱？少钱？

引导学生充分看图，引导学生充分看图，引导学生充分看图，引导学生充分看图，

寻找信息。寻找信息。寻找信息。寻找信息。

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学生提出问题，教师

有选择的板书。有选择的板书。有选择的板书。有选择的板书。

活动三：活动三：活动三：活动三：

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买一个乒乓买一个乒乓买一个乒乓买一个乒乓



球和一只球拍应付多球和一只球拍应付多球和一只球拍应付多球和一只球拍应付多

少钱？少钱？少钱？少钱？

师师师师：：：：你能烈士解决这个你能烈士解决这个你能烈士解决这个你能烈士解决这个

问题吗？问题吗？问题吗？问题吗？

师师师师：：：：请同学们先思考一请同学们先思考一请同学们先思考一请同学们先思考一

下下下下，，，，再把你的想法说给再把你的想法说给再把你的想法说给再把你的想法说给

同组的同学听听。同组的同学听听。同组的同学听听。同组的同学听听。

师师师师：：：：谁能把自己的想法谁能把自己的想法谁能把自己的想法谁能把自己的想法

说给大家听听？说给大家听听？说给大家听听？说给大家听听？

师师师师：：：：请自己解决同学们请自己解决同学们请自己解决同学们请自己解决同学们

提出的以下问题：提出的以下问题：提出的以下问题：提出的以下问题：

买一个文具盒和一支买一个文具盒和一支买一个文具盒和一支买一个文具盒和一支

铅笔盒应付多少钱？铅笔盒应付多少钱？铅笔盒应付多少钱？铅笔盒应付多少钱？

（（（（2222）买一盒彩笔和一）买一盒彩笔和一）买一盒彩笔和一）买一盒彩笔和一

学生口答，教师板书学生口答，教师板书学生口答，教师板书学生口答，教师板书：：：：

7777元元元元6666角角角角+8+8+8+8角角角角====

学生分组讨论学生分组讨论学生分组讨论学生分组讨论，，，，交流算交流算交流算交流算

法。法。法。法。

全班交流全班交流全班交流全班交流，，，，学生可能想学生可能想学生可能想学生可能想

出的方法有：出的方法有：出的方法有：出的方法有：①①①①7777元元元元6666

角是角是角是角是 76767676 角，角，角，角，76767676 角角角角++++8888

角角角角=84=84=84=84角角角角 84848484 角是角是角是角是 8888

元元元元4444角角角角。。。。②②②②6666角角角角+8+8+8+8角角角角====1111

元元元元 4444 角，角，角，角，7777 元元元元+1+1+1+1 元元元元 4444

角角角角=8=8=8=8 元元元元 4444 脚。脚。脚。脚。③③③③从从从从 8888

元里拿元里拿元里拿元里拿出出出出4444角角角角给给给给7777元元元元6666

角角角角，，，，凑成凑成凑成凑成8888 元元元元，，，，再加上再加上再加上再加上

剩下剩下剩下剩下的的的的4444角就角就角就角就是是是是8888元元元元4444

角。角。角。角。④……④……④……④……

学生独立在练习本上学生独立在练习本上学生独立在练习本上学生独立在练习本上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养成认真倾听别人发养成认真倾听别人发养成认真倾听别人发养成认真倾听别人发

言的习惯。言的习惯。言的习惯。言的习惯。

鼓励不同的思考方鼓励不同的思考方鼓励不同的思考方鼓励不同的思考方

法。法。法。法。

能独立解决问题，并能独立解决问题，并能独立解决问题，并能独立解决问题，并

能清晰有条理的说出能清晰有条理的说出能清晰有条理的说出能清晰有条理的说出

自己的想法，巩固人自己的想法，巩固人自己的想法，巩固人自己的想法，巩固人



副三角板应付多 少副三角板应付多 少副三角板应付多 少副三角板应付多 少

钱？钱？钱？钱？

师师师师：：：：说能说说你是怎养说能说说你是怎养说能说说你是怎养说能说说你是怎养

算的？算的？算的？算的？

活动四：活动四：活动四：活动四：

师师师师：：：：我们看看谁来了？我们看看谁来了？我们看看谁来了？我们看看谁来了？

（课件播放（课件播放（课件播放（课件播放：：：：凯蒂猫手凯蒂猫手凯蒂猫手凯蒂猫手

拿拿拿拿5555 元钱，说元钱，说元钱，说元钱，说：：：：““““我买我买我买我买

一块橡皮一块橡皮一块橡皮一块橡皮。。。。””””））））

师：你能提出什么问师：你能提出什么问师：你能提出什么问师：你能提出什么问

题？题？题？题？

师师师师：：：：（板书问题）请你（板书问题）请你（板书问题）请你（板书问题）请你

自己先试着做做自己先试着做做自己先试着做做自己先试着做做，，，，再把再把再把再把

你的方法同小组成员你的方法同小组成员你的方法同小组成员你的方法同小组成员

交流一下。交流一下。交流一下。交流一下。

师师师师：：：：请把你的方法说给请把你的方法说给请把你的方法说给请把你的方法说给

大家听听？大家听听？大家听听？大家听听？

学生分别说说自己的学生分别说说自己的学生分别说说自己的学生分别说说自己的

算法，全班交流。算法，全班交流。算法，全班交流。算法，全班交流。

生：应找他多少钱？生：应找他多少钱？生：应找他多少钱？生：应找他多少钱？

小组交流计算方法。小组交流计算方法。小组交流计算方法。小组交流计算方法。

全班交流全班交流全班交流全班交流，，，，想出的方法想出的方法想出的方法想出的方法

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①①①①5555元元元元=50=50=50=50角角角角，，，，

50505050角角角角-7-7-7-7角角角角=43=43=43=43角，角，角，角，44443333

角是角是角是角是4444元元元元3333角角角角；；；；②②②②1111元元元元

-7-7-7-7角角角角=3=3=3=3角，角，角，角，4444元元元元+3+3+3+3角角角角

民币加法的计算方民币加法的计算方民币加法的计算方民币加法的计算方

法。法。法。法。

积极思考积极思考积极思考积极思考，，，，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

在交流过程中，充分在交流过程中，充分在交流过程中，充分在交流过程中，充分

发表自己的见解，能发表自己的见解，能发表自己的见解，能发表自己的见解，能

尊重并能认真倾听别尊重并能认真倾听别尊重并能认真倾听别尊重并能认真倾听别

人的方法。人的方法。人的方法。人的方法。



师师师师：：：：如果你有如果你有如果你有如果你有 1111张张张张2222元元元元

钱，你想买什么钱，你想买什么钱，你想买什么钱，你想买什么,,,,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考虑什么问题？考虑什么问题？考虑什么问题？考虑什么问题？

师师师师：：：：请你独立把自己的请你独立把自己的请你独立把自己的请你独立把自己的

问题解决出来。问题解决出来。问题解决出来。问题解决出来。

师师师师：：：：谁能把自己做的题谁能把自己做的题谁能把自己做的题谁能把自己做的题

给大家说说？给大家说说？给大家说说？给大家说说？

=4=4=4=4元元元元3333角；角；角；角；

③……③……③……③……

（（（（1111））））买一个乒乓球买一个乒乓球买一个乒乓球买一个乒乓球，，，，

要找回多少钱？（要找回多少钱？（要找回多少钱？（要找回多少钱？（2222））））

买一套三角板买一套三角板买一套三角板买一套三角板，，，，要找回要找回要找回要找回

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③③③③买一支铅买一支铅买一支铅买一支铅

笔，要找回多少钱？笔，要找回多少钱？笔，要找回多少钱？笔，要找回多少钱？

学生独立列式解决自学生独立列式解决自学生独立列式解决自学生独立列式解决自

己提出的问题。己提出的问题。己提出的问题。己提出的问题。

积极动脑积极动脑积极动脑积极动脑，，，，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

在相互交流中，进一在相互交流中，进一在相互交流中，进一在相互交流中，进一

步巩固人民币减法的步巩固人民币减法的步巩固人民币减法的步巩固人民币减法的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

活动五：活动五：活动五：活动五：

师师师师：：：：现在现在现在现在，，，，我们一起做我们一起做我们一起做我们一起做

个个个个““““小小售货员小小售货员小小售货员小小售货员””””的游的游的游的游

戏戏戏戏，，，，请同学们从学具袋请同学们从学具袋请同学们从学具袋请同学们从学具袋

中拿出标有价钱的实中拿出标有价钱的实中拿出标有价钱的实中拿出标有价钱的实

物图片和人民币图片物图片和人民币图片物图片和人民币图片物图片和人民币图片。。。。

小组成员轮了当售货小组成员轮了当售货小组成员轮了当售货小组成员轮了当售货

员，其他同学当顾客员，其他同学当顾客员，其他同学当顾客员，其他同学当顾客，，，，

看看看看那位售货员看看看看那位售货员看看看看那位售货员看看看看那位售货员

分组做游戏。分组做游戏。分组做游戏。分组做游戏。

能否正确运用所学的能否正确运用所学的能否正确运用所学的能否正确运用所学的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在同组其他同学活动在同组其他同学活动在同组其他同学活动在同组其他同学活动

时时时时，，，，是否能认真倾听是否能认真倾听是否能认真倾听是否能认真倾听，，，，

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

能及时纠正。能及时纠正。能及时纠正。能及时纠正。



收的钱和找出的钱最收的钱和找出的钱最收的钱和找出的钱最收的钱和找出的钱最

正确。正确。正确。正确。

活动六：活动六：活动六：活动六：

全课总结。全课总结。全课总结。全课总结。

师师师师：：：：通过这节课通过这节课通过这节课通过这节课，，，，你学你学你学你学

到了什么呢？你觉得到了什么呢？你觉得到了什么呢？你觉得到了什么呢？你觉得

自己的表现怎么样？自己的表现怎么样？自己的表现怎么样？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学生谈谈自己有什么学生谈谈自己有什么学生谈谈自己有什么学生谈谈自己有什么

收获收获收获收获，，，，并对自己的表现并对自己的表现并对自己的表现并对自己的表现

做出评价。做出评价。做出评价。做出评价。

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学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学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学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学

习的内容及自己的真习的内容及自己的真习的内容及自己的真习的内容及自己的真

实体会。实体会。实体会。实体会。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六、大海边六、大海边六、大海边六、大海边

————————100100100100以内数的加减法（二）以内数的加减法（二）以内数的加减法（二）以内数的加减法（二）

一、教学目标一、教学目标一、教学目标一、教学目标

1111．．．．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掌握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口算和笔算方掌握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口算和笔算方掌握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口算和笔算方掌握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口算和笔算方

法；会口算两位数加减两位数法；会口算两位数加减两位数法；会口算两位数加减两位数法；会口算两位数加减两位数((((不进位、不退位不进位、不退位不进位、不退位不进位、不退位))))和笔算两位数加减两和笔算两位数加减两和笔算两位数加减两和笔算两位数加减两

位数；知道小括号的作用；会进行加减混合运算。位数；知道小括号的作用；会进行加减混合运算。位数；知道小括号的作用；会进行加减混合运算。位数；知道小括号的作用；会进行加减混合运算。

2222．经历探索．经历探索．经历探索．经历探索100100100100以内数的加减计算方法的过程；体验算法的多样性以内数的加减计算方法的过程；体验算法的多样性以内数的加减计算方法的过程；体验算法的多样性以内数的加减计算方法的过程；体验算法的多样性；；；；

感受计算过程的合理性。感受计算过程的合理性。感受计算过程的合理性。感受计算过程的合理性。

3333．在现实生活中，能发现、提出并解决．在现实生活中，能发现、提出并解决．在现实生活中，能发现、提出并解决．在现实生活中，能发现、提出并解决100100100100以内数的加减计算问题以内数的加减计算问题以内数的加减计算问题以内数的加减计算问题，，，，

发展应用意识；初步学会交流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体验数学与生发展应用意识；初步学会交流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体验数学与生发展应用意识；初步学会交流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体验数学与生发展应用意识；初步学会交流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体验数学与生

活的密切联系。活的密切联系。活的密切联系。活的密切联系。

1111 赶海赶海赶海赶海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科书第教科书第教科书第 45-4945-4945-4945-49页，两位数加两位数页，两位数加两位数页，两位数加两位数页，两位数加两位数((((不进位不进位不进位不进位))))。。。。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体会加法的意义，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体会加法的意义，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体会加法的意义，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体会加法的意义，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2222、、、、探索并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计算方法探索并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计算方法探索并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计算方法探索并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计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计算并能正确进行计算并能正确进行计算并能正确进行计算，，，，体体体体 会会会会

算法多样化。算法多样化。算法多样化。算法多样化。

3333、、、、在用计数器在用计数器在用计数器在用计数器、、、、小棒解释结果的过程中学习用竖式计算的方法小棒解释结果的过程中学习用竖式计算的方法小棒解释结果的过程中学习用竖式计算的方法小棒解释结果的过程中学习用竖式计算的方法，，，，拓拓拓拓 宽宽宽宽

数的计算的认识渠道。数的计算的认识渠道。数的计算的认识渠道。数的计算的认识渠道。

4444、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学情分析学情分析学情分析学情分析:::: 学生已有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整十数学生已有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整十数学生已有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整十数学生已有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数、整十数

加减整十加减整十加减整十加减整十 数的知识作为基础数的知识作为基础数的知识作为基础数的知识作为基础，，，，数位的认识及数位的认识及数位的认识及数位的认识及100100100100以内数的组成为学生以内数的组成为学生以内数的组成为学生以内数的组成为学生

学习本节课学习本节课学习本节课学习本节课 积累了一定的数学思想方法经验积累了一定的数学思想方法经验积累了一定的数学思想方法经验积累了一定的数学思想方法经验。。。。有一小部分学生在上学有一小部分学生在上学有一小部分学生在上学有一小部分学生在上学

前对竖式已有前对竖式已有前对竖式已有前对竖式已有:::: 简单的了解，对于看图编故事和从图中提问题，前面简单的了解，对于看图编故事和从图中提问题，前面简单的了解，对于看图编故事和从图中提问题，前面简单的了解，对于看图编故事和从图中提问题，前面

的学习中也有过练习。的学习中也有过练习。的学习中也有过练习。的学习中也有过练习。

教学准备教学准备教学准备教学准备:::: 实物投影、教学挂图、气球图片、三角形学具图片、计数实物投影、教学挂图、气球图片、三角形学具图片、计数实物投影、教学挂图、气球图片、三角形学具图片、计数实物投影、教学挂图、气球图片、三角形学具图片、计数

器、器、器、器、 小棒。小棒。小棒。小棒。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第一课时第一课时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景，提出问题一、创设情景，提出问题一、创设情景，提出问题一、创设情景，提出问题::::

((((课前安排学生唱《赶海的小姑娘课前安排学生唱《赶海的小姑娘课前安排学生唱《赶海的小姑娘课前安排学生唱《赶海的小姑娘 ))))

刚才刚才刚才刚才，，，，小朋友们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小朋友们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小朋友们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小朋友们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谁给老师介绍一下谁给老师介绍一下谁给老师介绍一下谁给老师介绍一下????这首这首这首这首 歌歌歌歌

曲讲的是谁，在哪里，做什么曲讲的是谁，在哪里，做什么曲讲的是谁，在哪里，做什么曲讲的是谁，在哪里，做什么???? 伴随海浪的声音，出示情景图，同时伴随海浪的声音，出示情景图，同时伴随海浪的声音，出示情景图，同时伴随海浪的声音，出示情景图，同时

揭示课题揭示课题揭示课题揭示课题::::赶海赶海赶海赶海 仔细观察仔细观察仔细观察仔细观察，，，，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可可可可

能提出的问题有能提出的问题有能提出的问题有能提出的问题有::::

(1)(1)(1)(1)一共捉了多少只大虾一共捉了多少只大虾一共捉了多少只大虾一共捉了多少只大虾????

(2)(2)(2)(2)一共捉了多少一共捉了多少一共捉了多少一共捉了多少 只螃蟹只螃蟹只螃蟹只螃蟹????

(3)(3)(3)(3)一共有多少个小朋友一共有多少个小朋友一共有多少个小朋友一共有多少个小朋友????

(4)(4)(4)(4)沙滩上有多少只螃蟹沙滩上有多少只螃蟹沙滩上有多少只螃蟹沙滩上有多少只螃蟹????

(5)(5)(5)(5) 天空中有多少只海鸥天空中有多少只海鸥天空中有多少只海鸥天空中有多少只海鸥????

((((对于学生提出的可以直接数出来的问题对于学生提出的可以直接数出来的问题对于学生提出的可以直接数出来的问题对于学生提出的可以直接数出来的问题，，，，可以让学生数一数可以让学生数一数可以让学生数一数可以让学生数一数，，，，立即解立即解立即解立即解

决，如决，如决，如决，如3333、、、、4444、、、、5555题。教师板书题。教师板书题。教师板书题。教师板书1111、、、、2222题题题题))))。。。。

二、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二、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二、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二、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一一一一))))一共捉了多少只大虾一共捉了多少只大虾一共捉了多少只大虾一共捉了多少只大虾????

1111、探究、探究、探究、探究::::

师师师师::::小朋友们真了不起，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数学问题。这些问题小朋友们真了不起，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数学问题。这些问题小朋友们真了不起，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数学问题。这些问题小朋友们真了不起，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数学问题。这些问题，，，，

有的咱们已经解决了有的咱们已经解决了有的咱们已经解决了有的咱们已经解决了。。。。现在你能想办法解决现在你能想办法解决现在你能想办法解决现在你能想办法解决““““一共捉了多少大虾一共捉了多少大虾一共捉了多少大虾一共捉了多少大虾???? ””””这这这这

个问题吗个问题吗个问题吗个问题吗????怎样列式怎样列式怎样列式怎样列式????猜想一下得数是多少猜想一下得数是多少猜想一下得数是多少猜想一下得数是多少????

引导引导列出算式引导引导列出算式引导引导列出算式引导引导列出算式““““26+1226+1226+1226+12””””，并说出得数。，并说出得数。，并说出得数。，并说出得数。

师师师师::::请小朋友用小棒或计算器来帮忙，验证一下得数是不是请小朋友用小棒或计算器来帮忙，验证一下得数是不是请小朋友用小棒或计算器来帮忙，验证一下得数是不是请小朋友用小棒或计算器来帮忙，验证一下得数是不是 38383838，然后，然后，然后，然后

把你的想法在小组内说一说。把你的想法在小组内说一说。把你的想法在小组内说一说。把你的想法在小组内说一说。

((((学生动手探究学生动手探究学生动手探究学生动手探究，，，，教师巡视教师巡视教师巡视教师巡视，，，，引导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引导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引导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引导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并在小组交流过并在小组交流过并在小组交流过并在小组交流过

程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算法。程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算法。程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算法。程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算法。))))

2222、汇报、汇报、汇报、汇报::::

师师师师::::谁愿意把你的想法和算法告诉大家谁愿意把你的想法和算法告诉大家谁愿意把你的想法和算法告诉大家谁愿意把你的想法和算法告诉大家???? ((((学生汇报自己的想法和算学生汇报自己的想法和算学生汇报自己的想法和算学生汇报自己的想法和算

法法法法))))

可能出现的方法有可能出现的方法有可能出现的方法有可能出现的方法有::::

(1)(1)(1)(1)先算先算先算先算20+10=3020+10=3020+10=3020+10=30，，，，6+2=86+2=86+2=86+2=8，，，，再算再算再算再算30+8=38(30+8=38(30+8=38(30+8=38(小结小结小结小结::::先把两个整十数相加先把两个整十数相加先把两个整十数相加先把两个整十数相加，，，，

再把两个一位数相加。再把两个一位数相加。再把两个一位数相加。再把两个一位数相加。))))

(2)(2)(2)(2)先算先算先算先算26+10=3626+10=3626+10=3626+10=36，再算，再算，再算，再算 36+2=3836+2=3836+2=3836+2=38。。。。

(3)(3)(3)(3)先算先算先算先算26+2=2826+2=2826+2=2826+2=28，再算，再算，再算，再算 28+10=3828+10=3828+10=3828+10=38 ((((总结总结总结总结::::先把先把先把先把12121212分成分成分成分成10101010和和和和 2222，，，， 再计再计再计再计

算。算。算。算。))))

(4)(4)(4)(4)摆小棒摆小棒摆小棒摆小棒::::左边摆左边摆左边摆左边摆 2222捆零捆零捆零捆零6666 根就是根就是根就是根就是26262626，右边摆，右边摆，右边摆，右边摆1111捆零捆零捆零捆零 2222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12121212，，，， 然然然然

后一数，一共后一数，一共后一数，一共后一数，一共3333捆零捆零捆零捆零8888根，就是根，就是根，就是根，就是 38383838。所以知道。所以知道。所以知道。所以知道 26+12=3826+12=3826+12=3826+12=38。。。。

(5)(5)(5)(5)拨计数器拨计数器拨计数器拨计数器::::先在十位上拨先在十位上拨先在十位上拨先在十位上拨2222个珠子，个位上拨个珠子，个位上拨个珠子，个位上拨个珠子，个位上拨 6666个珠子，表示个珠子，表示个珠子，表示个珠子，表示26262626，，，，



再在十位上拨再在十位上拨再在十位上拨再在十位上拨 1111个珠子，个位上拨个珠子，个位上拨个珠子，个位上拨个珠子，个位上拨 2222 个珠子，一看就是个珠子，一看就是个珠子，一看就是个珠子，一看就是 38383838。。。。((((先让学先让学先让学先让学

生边说边拨，然后老师带领学生共同拨珠并解释结果。生边说边拨，然后老师带领学生共同拨珠并解释结果。生边说边拨，然后老师带领学生共同拨珠并解释结果。生边说边拨，然后老师带领学生共同拨珠并解释结果。))))

(6)(6)(6)(6)列竖式计算列竖式计算列竖式计算列竖式计算::::先写一个加数先写一个加数先写一个加数先写一个加数 26262626，在下面写第二个加数，在下面写第二个加数，在下面写第二个加数，在下面写第二个加数 12121212，把，把，把，把 加号加号加号加号

写在写在写在写在12121212的左边的左边的左边的左边，，，，然后在下面画一条横线然后在下面画一条横线然后在下面画一条横线然后在下面画一条横线，，，，最后计算最后计算最后计算最后计算 6+2=86+2=86+2=86+2=8，，，，20+10=3020+10=3020+10=3020+10=30。。。。

答案是答案是答案是答案是38(38(38(38(让学生边说教师边写，要强调列竖式时的注意事项让学生边说教师边写，要强调列竖式时的注意事项让学生边说教师边写，要强调列竖式时的注意事项让学生边说教师边写，要强调列竖式时的注意事项))))

3333、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师师师师::::以上几种方法中，你最喜欢哪一种以上几种方法中，你最喜欢哪一种以上几种方法中，你最喜欢哪一种以上几种方法中，你最喜欢哪一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提问，学生回答，老师给与适当评价与鼓励。提问，学生回答，老师给与适当评价与鼓励。提问，学生回答，老师给与适当评价与鼓励。提问，学生回答，老师给与适当评价与鼓励。

((((二二二二))))一共捉了多少只螃蟹一共捉了多少只螃蟹一共捉了多少只螃蟹一共捉了多少只螃蟹????

1111、、、、探究探究探究探究:::: 师师师师::::刚才刚才刚才刚才，，，，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第一个问题，，，，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现在现在现在现在，，，， 请小朋友们用你自己最喜欢的方法请小朋友们用你自己最喜欢的方法请小朋友们用你自己最喜欢的方法请小朋友们用你自己最喜欢的方法，，，，算一算一共捉了多少只螃算一算一共捉了多少只螃算一算一共捉了多少只螃算一算一共捉了多少只螃

蟹。蟹。蟹。蟹。 ((((学生自由选择方法解决问题学生自由选择方法解决问题学生自由选择方法解决问题学生自由选择方法解决问题))))

2222、汇报、汇报、汇报、汇报

师师师师::::谁愿意说一说自已的想法和算法谁愿意说一说自已的想法和算法谁愿意说一说自已的想法和算法谁愿意说一说自已的想法和算法????

学生可能说出以下几种算法学生可能说出以下几种算法学生可能说出以下几种算法学生可能说出以下几种算法::::

(((( 1111 ))))先算先算先算先算20+10=3020+10=3020+10=3020+10=30，，，， 3+1=43+1=43+1=43+1=4，再算，再算，再算，再算 30+4=3430+4=3430+4=3430+4=34。。。。

(((( 2222 ))))拨计数器拨计数器拨计数器拨计数器((((边拨边说边拨边说边拨边说边拨边说):):):):先拨先拨先拨先拨2222个十，个十，个十，个十， 3333个一，表示个一，表示个一，表示个一，表示23232323，再拨，再拨，再拨，再拨 1111个个个个

十，十，十，十， 1111个一，表示加个一，表示加个一，表示加个一，表示加 11111111，一看就是，一看就是，一看就是，一看就是 34343434。。。。

(((( 3333 ))))摆小棒计算摆小棒计算摆小棒计算摆小棒计算((((边摆边说边摆边说边摆边说边摆边说))))

师师师师::::小朋友们想出了这么多好办法来解决我们提车的问题，真了不起小朋友们想出了这么多好办法来解决我们提车的问题，真了不起小朋友们想出了这么多好办法来解决我们提车的问题，真了不起小朋友们想出了这么多好办法来解决我们提车的问题，真了不起。。。。

如果用竖式来计算，你会不会写呢如果用竖式来计算，你会不会写呢如果用竖式来计算，你会不会写呢如果用竖式来计算，你会不会写呢????

((((学生列竖式计算，巩固竖式计算方法。对竖式稍作总结后学生列竖式计算，巩固竖式计算方法。对竖式稍作总结后学生列竖式计算，巩固竖式计算方法。对竖式稍作总结后学生列竖式计算，巩固竖式计算方法。对竖式稍作总结后))))



师师师师::::老师这儿还有两道题，看谁算得又对又快。老师这儿还有两道题，看谁算得又对又快。老师这儿还有两道题，看谁算得又对又快。老师这儿还有两道题，看谁算得又对又快。

((((出示出示出示出示34+13?34+13?34+13?34+13? 52+27=?52+27=?52+27=?52+27=? ))))

师师师师:::: （指黑板上的四学生说出得数后，让学生列竖式，并指名学生上（指黑板上的四学生说出得数后，让学生列竖式，并指名学生上（指黑板上的四学生说出得数后，让学生列竖式，并指名学生上（指黑板上的四学生说出得数后，让学生列竖式，并指名学生上

黑板演示黑板演示黑板演示黑板演示。。。。））））

3333、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请小朋友们观察这四个竖式，你能发现什么请小朋友们观察这四个竖式，你能发现什么请小朋友们观察这四个竖式，你能发现什么请小朋友们观察这四个竖式，你能发现什么????

((((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学生自由发表意见))))

师师师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26+1226+1226+1226+12中的中的中的中的 2222和和和和 1111对齐对齐对齐对齐???? 引导学生得出引导学生得出引导学生得出引导学生得出::::因为计算时要把两因为计算时要把两因为计算时要把两因为计算时要把两

个整十数加起来，两个一位数加起来，所以十位对齐，个位对齐。个整十数加起来，两个一位数加起来，所以十位对齐，个位对齐。个整十数加起来，两个一位数加起来，所以十位对齐，个位对齐。个整十数加起来，两个一位数加起来，所以十位对齐，个位对齐。

师师师师::::说的真好。概括起来就是说的真好。概括起来就是说的真好。概括起来就是说的真好。概括起来就是““““用竖式计算，相同数位要对齐用竖式计算，相同数位要对齐用竖式计算，相同数位要对齐用竖式计算，相同数位要对齐””””。。。。

[[[[在这一环节中在这一环节中在这一环节中在这一环节中，，，，教材只通过一个例子就作了总结教材只通过一个例子就作了总结教材只通过一个例子就作了总结教材只通过一个例子就作了总结，，，，不符合学生学生不符合学生学生不符合学生学生不符合学生学生 认认认认

知规律，而要通过多个例子才能作出总结，因而以上教学对此作了改知规律，而要通过多个例子才能作出总结，因而以上教学对此作了改知规律，而要通过多个例子才能作出总结，因而以上教学对此作了改知规律，而要通过多个例子才能作出总结，因而以上教学对此作了改

变，利用四个竖式作概括变，利用四个竖式作概括变，利用四个竖式作概括变，利用四个竖式作概括]]]]。。。。

三、拓展练习，巩固提高三、拓展练习，巩固提高三、拓展练习，巩固提高三、拓展练习，巩固提高

小壁虎找尾巴。小壁虎找尾巴。小壁虎找尾巴。小壁虎找尾巴。

师师师师::::赶海的小朋友在海边玩够了赶海的小朋友在海边玩够了赶海的小朋友在海边玩够了赶海的小朋友在海边玩够了，，，，就提着小桶回家了就提着小桶回家了就提着小桶回家了就提着小桶回家了。。。。在回家路上他们在回家路上他们在回家路上他们在回家路上他们

遇见了几只断尾巴的小壁虎遇见了几只断尾巴的小壁虎遇见了几只断尾巴的小壁虎遇见了几只断尾巴的小壁虎....看看看看，，，，多可爱的小壁虎多可爱的小壁虎多可爱的小壁虎多可爱的小壁虎，，，，它们的尾巴哪里它们的尾巴哪里它们的尾巴哪里它们的尾巴哪里 去去去去

了呢了呢了呢了呢????你能帮他们找回自己的尾巴吗你能帮他们找回自己的尾巴吗你能帮他们找回自己的尾巴吗你能帮他们找回自己的尾巴吗???? ((((学生独立完成自主练习学生独立完成自主练习学生独立完成自主练习学生独立完成自主练习第第第第3333题题题题))))

师师师师::::谁愿意把你找的结果展示给大家看看谁愿意把你找的结果展示给大家看看谁愿意把你找的结果展示给大家看看谁愿意把你找的结果展示给大家看看???? ((((让学生到实物投影前展让学生到实物投影前展让学生到实物投影前展让学生到实物投影前展

示，并有选择的让学生表达计算过程。示，并有选择的让学生表达计算过程。示，并有选择的让学生表达计算过程。示，并有选择的让学生表达计算过程。))))

师师师师::::在找尾巴时在找尾巴时在找尾巴时在找尾巴时，，，，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能给这条尾巴找到它的身子吗你能给这条尾巴找到它的身子吗你能给这条尾巴找到它的身子吗你能给这条尾巴找到它的身子吗???? ((((引引引引

导学生找出得数是导学生找出得数是导学生找出得数是导学生找出得数是43434343的一些加法算式的一些加法算式的一些加法算式的一些加法算式，，，，既激发了学习兴趣既激发了学习兴趣既激发了学习兴趣既激发了学习兴趣，，，，又增加了又增加了又增加了又增加了



练习量，培养了学生的逆向思维练习量，培养了学生的逆向思维练习量，培养了学生的逆向思维练习量，培养了学生的逆向思维))))

四、总结四、总结四、总结四、总结

在这节课中，你学会了哪些知识在这节课中，你学会了哪些知识在这节课中，你学会了哪些知识在这节课中，你学会了哪些知识????你认为自己表现得怎样你认为自己表现得怎样你认为自己表现得怎样你认为自己表现得怎样????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

一、看图编故事一、看图编故事一、看图编故事一、看图编故事



1111、收集信息。、收集信息。、收集信息。、收集信息。

上一节课我们随着赶海的小姑娘到了海边，见到了许多可爱的小虾小上一节课我们随着赶海的小姑娘到了海边，见到了许多可爱的小虾小上一节课我们随着赶海的小姑娘到了海边，见到了许多可爱的小虾小上一节课我们随着赶海的小姑娘到了海边，见到了许多可爱的小虾小

螃蟹，还帮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小朋友们都表现得非常好，为了奖螃蟹，还帮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小朋友们都表现得非常好，为了奖螃蟹，还帮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小朋友们都表现得非常好，为了奖螃蟹，还帮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小朋友们都表现得非常好，为了奖

励你励你励你励你 们，这节课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两幅画，小朋友们想不想看们，这节课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两幅画，小朋友们想不想看们，这节课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两幅画，小朋友们想不想看们，这节课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两幅画，小朋友们想不想看???? ((((出出出出

示自主练习第示自主练习第示自主练习第示自主练习第5555题挂图，让学生观察，对整幅图有一定的感受题挂图，让学生观察，对整幅图有一定的感受题挂图，让学生观察，对整幅图有一定的感受题挂图，让学生观察，对整幅图有一定的感受))))

师师师师::::谁能编一个好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谁能编一个好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谁能编一个好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谁能编一个好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

学生发言后教师引导梳理故事学生发言后教师引导梳理故事学生发言后教师引导梳理故事学生发言后教师引导梳理故事::::森林里住着小刺猾一家人森林里住着小刺猾一家人森林里住着小刺猾一家人森林里住着小刺猾一家人，，，，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剌剌剌剌

猾哥哥出去玩，忽然看见一堆又大又红的草莓，剌猾哥哥高兴极了，猾哥哥出去玩，忽然看见一堆又大又红的草莓，剌猾哥哥高兴极了，猾哥哥出去玩，忽然看见一堆又大又红的草莓，剌猾哥哥高兴极了，猾哥哥出去玩，忽然看见一堆又大又红的草莓，剌猾哥哥高兴极了，

它赶紧跑回家叫来妹妹，哥哥一下运回了它赶紧跑回家叫来妹妹，哥哥一下运回了它赶紧跑回家叫来妹妹，哥哥一下运回了它赶紧跑回家叫来妹妹，哥哥一下运回了 32323232个草莓，妹妹运回了个草莓，妹妹运回了个草莓，妹妹运回了个草莓，妹妹运回了22224444

个草莓个草莓个草莓个草莓................ ............

((((在这个环节中在这个环节中在这个环节中在这个环节中，，，，力图使数学与语文学科相互融合力图使数学与语文学科相互融合力图使数学与语文学科相互融合力图使数学与语文学科相互融合，，，，创设一种具体的情创设一种具体的情创设一种具体的情创设一种具体的情

景，让学生在情景中学习，激发学习兴趣。编故事时，可由大家互相景，让学生在情景中学习，激发学习兴趣。编故事时，可由大家互相景，让学生在情景中学习，激发学习兴趣。编故事时，可由大家互相景，让学生在情景中学习，激发学习兴趣。编故事时，可由大家互相

补充一个人哪怕只说一句话也应予以肯定，尽可能多给提供学生表达补充一个人哪怕只说一句话也应予以肯定，尽可能多给提供学生表达补充一个人哪怕只说一句话也应予以肯定，尽可能多给提供学生表达补充一个人哪怕只说一句话也应予以肯定，尽可能多给提供学生表达

的机会。的机会。的机会。的机会。))))

2222、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

师师师师::::听了小朋友讲的故事，老师觉得你们已经长出了一双数学的眼睛听了小朋友讲的故事，老师觉得你们已经长出了一双数学的眼睛听了小朋友讲的故事，老师觉得你们已经长出了一双数学的眼睛听了小朋友讲的故事，老师觉得你们已经长出了一双数学的眼睛，，，，

你能根据这个故事提出数学问题吗你能根据这个故事提出数学问题吗你能根据这个故事提出数学问题吗你能根据这个故事提出数学问题吗????

引导学生提出以下问题引导学生提出以下问题引导学生提出以下问题引导学生提出以下问题::::

(((( 1111 ))))哥哥和妹妹一共运回了多少个草莓哥哥和妹妹一共运回了多少个草莓哥哥和妹妹一共运回了多少个草莓哥哥和妹妹一共运回了多少个草莓????

(((( 2222 ))))哥哥比妹妹多运回了几个草莓哥哥比妹妹多运回了几个草莓哥哥比妹妹多运回了几个草莓哥哥比妹妹多运回了几个草莓????

(((( 3333 ))))妹妹比哥哥少运回了多少个草莓妹妹比哥哥少运回了多少个草莓妹妹比哥哥少运回了多少个草莓妹妹比哥哥少运回了多少个草莓????

(((( 4444 ))))为什么哥哥运的多，妹妹运的少为什么哥哥运的多，妹妹运的少为什么哥哥运的多，妹妹运的少为什么哥哥运的多，妹妹运的少????



((((老师板书问题老师板书问题老师板书问题老师板书问题1111 ，，，，对于问题对于问题对于问题对于问题2222、、、、3333 可允许学生用自已喜欢的方法放可允许学生用自已喜欢的方法放可允许学生用自已喜欢的方法放可允许学生用自已喜欢的方法放进进进进

47474747页的页的页的页的““““问题口袋问题口袋问题口袋问题口袋””””里，以后解决。对于问题里，以后解决。对于问题里，以后解决。对于问题里，以后解决。对于问题 4444可立即解决。可立即解决。可立即解决。可立即解决。))))

3333、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

师师师师::::刚才刚才刚才刚才，，，，我们提出了好多问题我们提出了好多问题我们提出了好多问题我们提出了好多问题，，，，有的咱们已经解决了有的咱们已经解决了有的咱们已经解决了有的咱们已经解决了，，，，有的放进了有的放进了有的放进了有的放进了““““问问问问

题口袋题口袋题口袋题口袋””””里，现在咱们来解决里，现在咱们来解决里，现在咱们来解决里，现在咱们来解决““““一共运了多少个草莓一共运了多少个草莓一共运了多少个草莓一共运了多少个草莓????””””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

((((让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后交流自己的想法和算法。让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后交流自己的想法和算法。让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后交流自己的想法和算法。让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后交流自己的想法和算法。))))

二、摘气球二、摘气球二、摘气球二、摘气球

1111、、、、师师师师:::: ((((把自主练习第把自主练习第把自主练习第把自主练习第2222题题题题、、、、第第第第4444题做成气球图片题做成气球图片题做成气球图片题做成气球图片，，，，一边往黑板上一边往黑板上一边往黑板上一边往黑板上 贴贴贴贴

一边说一边说一边说一边说))))刚才，小朋友把老师带来得两幅画编成了非常精彩的数学故刚才，小朋友把老师带来得两幅画编成了非常精彩的数学故刚才，小朋友把老师带来得两幅画编成了非常精彩的数学故刚才，小朋友把老师带来得两幅画编成了非常精彩的数学故

事。老师这儿还有许多漂亮的气球，小朋友看多美啊事。老师这儿还有许多漂亮的气球，小朋友看多美啊事。老师这儿还有许多漂亮的气球，小朋友看多美啊事。老师这儿还有许多漂亮的气球，小朋友看多美啊!!!!有红的、黄的有红的、黄的有红的、黄的有红的、黄的、、、、

蓝的蓝的蓝的蓝的、、、、还有绿的还有绿的还有绿的还有绿的，，，，你想得到吗你想得到吗你想得到吗你想得到吗????要得到它们可不容易要得到它们可不容易要得到它们可不容易要得到它们可不容易，，，，得付出你的劳动得付出你的劳动得付出你的劳动得付出你的劳动

才行。下面请组长摘气球，只要你能算出后面的题，这气球就是你们才行。下面请组长摘气球，只要你能算出后面的题，这气球就是你们才行。下面请组长摘气球，只要你能算出后面的题，这气球就是你们才行。下面请组长摘气球，只要你能算出后面的题，这气球就是你们

组的了。组的了。组的了。组的了。

((((小组长摘气球小组长摘气球小组长摘气球小组长摘气球::::算出后面的题并说出算法。其余学生评价。算出后面的题并说出算法。其余学生评价。算出后面的题并说出算法。其余学生评价。算出后面的题并说出算法。其余学生评价。))))

师师师师::::大家都想得到气球吧大家都想得到气球吧大家都想得到气球吧大家都想得到气球吧????不要急，人人都会有的。下面请小组长揭开不要急，人人都会有的。下面请小组长揭开不要急，人人都会有的。下面请小组长揭开不要急，人人都会有的。下面请小组长揭开

小气球，让组里的小朋友算后面的题，谁算对了就把小气球奖给谁。小气球，让组里的小朋友算后面的题，谁算对了就把小气球奖给谁。小气球，让组里的小朋友算后面的题，谁算对了就把小气球奖给谁。小气球，让组里的小朋友算后面的题，谁算对了就把小气球奖给谁。

((((小组活动，老师巡视，注意算法交流小组活动，老师巡视，注意算法交流小组活动，老师巡视，注意算法交流小组活动，老师巡视，注意算法交流))))

[[[[在这一环节中在这一环节中在这一环节中在这一环节中，，，，教师遵循教材的基本原理教师遵循教材的基本原理教师遵循教材的基本原理教师遵循教材的基本原理、、、、内容内容内容内容、、、、思想和方法思想和方法思想和方法思想和方法，，，，结合结合结合结合

自己的教学实践，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用足用活了教材，使学生在有自己的教学实践，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用足用活了教材，使学生在有自己的教学实践，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用足用活了教材，使学生在有自己的教学实践，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用足用活了教材，使学生在有

趣的游戏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练习，得到了提高。趣的游戏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练习，得到了提高。趣的游戏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练习，得到了提高。趣的游戏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练习，得到了提高。]]]]

三、商店购物三、商店购物三、商店购物三、商店购物

师师师师::::小朋友们都从组长那里得到了奖品。现在我们一起去商店看看吧小朋友们都从组长那里得到了奖品。现在我们一起去商店看看吧小朋友们都从组长那里得到了奖品。现在我们一起去商店看看吧小朋友们都从组长那里得到了奖品。现在我们一起去商店看看吧!!!!



((((出示第出示第出示第出示第 6666题挂图，挂图中增加第题挂图，挂图中增加第题挂图，挂图中增加第题挂图，挂图中增加第7777题中的三角板图片一套。题中的三角板图片一套。题中的三角板图片一套。题中的三角板图片一套。))))

师师师师::::商店里有什么商店里有什么商店里有什么商店里有什么????它们的价格是多少它们的价格是多少它们的价格是多少它们的价格是多少????请选出你最喜欢的两种物品请选出你最喜欢的两种物品请选出你最喜欢的两种物品请选出你最喜欢的两种物品，，，，并并并并

算出需要多少钱算出需要多少钱算出需要多少钱算出需要多少钱....

可能有以下几种回答可能有以下几种回答可能有以下几种回答可能有以下几种回答::::

(((( 1111 ))))我最喜欢彩笔和小狗，需要我最喜欢彩笔和小狗，需要我最喜欢彩笔和小狗，需要我最喜欢彩笔和小狗，需要36363636元。算式是元。算式是元。算式是元。算式是25+11=3625+11=3625+11=3625+11=36。。。。

(((( 2222 ))))我最喜欢文具盒和蛋糕，需要我最喜欢文具盒和蛋糕，需要我最喜欢文具盒和蛋糕，需要我最喜欢文具盒和蛋糕，需要22222222元。算式是元。算式是元。算式是元。算式是 14+8=2214+8=2214+8=2214+8=22。。。。

(((( 3333 ))))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25252525元。元。元。元。

((((此时可以让其他学生猜这位同学最喜欢的物品此时可以让其他学生猜这位同学最喜欢的物品此时可以让其他学生猜这位同学最喜欢的物品此时可以让其他学生猜这位同学最喜欢的物品))))

2222、师、师、师、师((((事先把自主练习第事先把自主练习第事先把自主练习第事先把自主练习第7777 题做成学具，装入信封，每个学生面前放题做成学具，装入信封，每个学生面前放题做成学具，装入信封，每个学生面前放题做成学具，装入信封，每个学生面前放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小朋友都选中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的好朋友园园选了两套小朋友都选中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的好朋友园园选了两套小朋友都选中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的好朋友园园选了两套小朋友都选中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的好朋友园园选了两套

彩色三角板彩色三角板彩色三角板彩色三角板。。。。她还要用它们拼出一幅美丽的图案呢她还要用它们拼出一幅美丽的图案呢她还要用它们拼出一幅美丽的图案呢她还要用它们拼出一幅美丽的图案呢!!!!你想不想和她比一你想不想和她比一你想不想和她比一你想不想和她比一

比，看谁拼出的图案漂亮比，看谁拼出的图案漂亮比，看谁拼出的图案漂亮比，看谁拼出的图案漂亮????

师师师师::::那就赶快从你桌上的信封里拿出图片来摆一摆吧那就赶快从你桌上的信封里拿出图片来摆一摆吧那就赶快从你桌上的信封里拿出图片来摆一摆吧那就赶快从你桌上的信封里拿出图片来摆一摆吧!!!!

[[[[此环节让学生在游戏活动中用所学知识解决购物问题此环节让学生在游戏活动中用所学知识解决购物问题此环节让学生在游戏活动中用所学知识解决购物问题此环节让学生在游戏活动中用所学知识解决购物问题。。。。拼一拼拼一拼拼一拼拼一拼、、、、摆一摆一摆一摆一

摆摆摆摆，，，，是对前面所学方位与图形知识的回顾是对前面所学方位与图形知识的回顾是对前面所学方位与图形知识的回顾是对前面所学方位与图形知识的回顾。。。。教师鼓励学生自主拼摆教师鼓励学生自主拼摆教师鼓励学生自主拼摆教师鼓励学生自主拼摆，，，，在在在在

动手操作中体会数学的对称美。动手操作中体会数学的对称美。动手操作中体会数学的对称美。动手操作中体会数学的对称美。]]]]

四、总结四、总结四、总结四、总结

师师师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学会了什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学会了什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学会了什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学会了什么????懂得了什么懂得了什么懂得了什么懂得了什么????

引导学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引导学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引导学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引导学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学会了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了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了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了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了学会了学会了学会了

讲故事，知道了要认真听别人说话。学会了两位数加两位数。讲故事，知道了要认真听别人说话。学会了两位数加两位数。讲故事，知道了要认真听别人说话。学会了两位数加两位数。讲故事，知道了要认真听别人说话。学会了两位数加两位数。

师师师师::::这节课我们学会了不少知识这节课我们学会了不少知识这节课我们学会了不少知识这节课我们学会了不少知识，，，，也懂得了许多道理也懂得了许多道理也懂得了许多道理也懂得了许多道理。。。。老师为你们取得老师为你们取得老师为你们取得老师为你们取得

进步感到高兴！进步感到高兴！进步感到高兴！进步感到高兴！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2222、摆贝壳、摆贝壳、摆贝壳、摆贝壳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课书第教课书第教课书第教课书第 50505050一一一一-53-53-53-53页。页。页。页。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使学生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学会两位数减两位数学会两位数减两位数学会两位数减两位数学会两位数减两位数((((不退位不退位不退位不退位)))) 的的的的

计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计算。计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计算。计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计算。计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计算。



2222、使学生在多样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数学活动的探索与创造、使学生在多样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数学活动的探索与创造、使学生在多样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数学活动的探索与创造、使学生在多样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数学活动的探索与创造。。。。

3333、感受数学来源于生活，获得成功的体验，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感受数学来源于生活，获得成功的体验，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感受数学来源于生活，获得成功的体验，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感受数学来源于生活，获得成功的体验，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学生知识与经验分析学生知识与经验分析学生知识与经验分析学生知识与经验分析::::

1111、知识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基础::::学生已经会计算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学生已经会计算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学生已经会计算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学生已经会计算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两位数加减整十

数及整十数加、减整十数。数及整十数加、减整十数。数及整十数加、减整十数。数及整十数加、减整十数。

2222、数学思想方法经验、数学思想方法经验、数学思想方法经验、数学思想方法经验::::数位的认识及数位的认识及数位的认识及数位的认识及100100100100以内数的组成。以内数的组成。以内数的组成。以内数的组成。

3333、生活经验、生活经验、生活经验、生活经验::::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几十几加减几十几几十几加减几十几几十几加减几十几几十几加减几十几""""的两位数加减的两位数加减的两位数加减的两位数加减

法计算。法计算。法计算。法计算。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两位数减两位数两位数减两位数两位数减两位数两位数减两位数((((不退位不退位不退位不退位))))的口算和笔算的方法。的口算和笔算的方法。的口算和笔算的方法。的口算和笔算的方法。

教学准备教学准备教学准备教学准备::::情境图、计数器、小棒。情境图、计数器、小棒。情境图、计数器、小棒。情境图、计数器、小棒。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2:2:2:2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1111、谈话、谈话、谈话、谈话::::海水退潮以后，小朋友来到大海边，不仅捉螃蟹捉虾，还进海水退潮以后，小朋友来到大海边，不仅捉螃蟹捉虾，还进海水退潮以后，小朋友来到大海边，不仅捉螃蟹捉虾，还进海水退潮以后，小朋友来到大海边，不仅捉螃蟹捉虾，还进

行了其它有趣的活动，他们又在干什么呢行了其它有趣的活动，他们又在干什么呢行了其它有趣的活动，他们又在干什么呢行了其它有趣的活动，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2222、、、、((((出示情境图出示情境图出示情境图出示情境图))))引导学生回答引导学生回答引导学生回答引导学生回答::::小朋友们在沙滩上用贝壳摆了漂亮的小朋友们在沙滩上用贝壳摆了漂亮的小朋友们在沙滩上用贝壳摆了漂亮的小朋友们在沙滩上用贝壳摆了漂亮的

图案，摆了轮船、小帆船、海鸥。图案，摆了轮船、小帆船、海鸥。图案，摆了轮船、小帆船、海鸥。图案，摆了轮船、小帆船、海鸥。

3333、问、问、问、问::::你发现有哪些数学信息你发现有哪些数学信息你发现有哪些数学信息你发现有哪些数学信息????你能提出什么问题你能提出什么问题你能提出什么问题你能提出什么问题????学生可能提出以下学生可能提出以下学生可能提出以下学生可能提出以下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1)(1)(1)(1)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

(2)(2)(2)(2)摆海鸥比摆帆船少用几个贝壳摆海鸥比摆帆船少用几个贝壳摆海鸥比摆帆船少用几个贝壳摆海鸥比摆帆船少用几个贝壳????

(3)(3)(3)(3)摆轮船比摆海鸥多用几个贝壳摆轮船比摆海鸥多用几个贝壳摆轮船比摆海鸥多用几个贝壳摆轮船比摆海鸥多用几个贝壳????



(4)(4)(4)(4)摆海鸥和摆帆船一共用多少个贝壳摆海鸥和摆帆船一共用多少个贝壳摆海鸥和摆帆船一共用多少个贝壳摆海鸥和摆帆船一共用多少个贝壳????

(5)(5)(5)(5)摆轮船和摆帆船一共用多少个贝壳摆轮船和摆帆船一共用多少个贝壳摆轮船和摆帆船一共用多少个贝壳摆轮船和摆帆船一共用多少个贝壳????

(6)(6)(6)(6)摆轮船和摆海鸥一共用多少个贝壳摆轮船和摆海鸥一共用多少个贝壳摆轮船和摆海鸥一共用多少个贝壳摆轮船和摆海鸥一共用多少个贝壳????

二、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二、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二、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二、自主探索，合作交流

1111、探究、探究、探究、探究""""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多少个贝壳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多少个贝壳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多少个贝壳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多少个贝壳???? """"

(((( 1111 ))))探究学习探究学习探究学习探究学习::::

①①①①问问问问::::求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怎样列式求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怎样列式求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怎样列式求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怎样列式????

板书板书板书板书:::: 47-32=47-32=47-32=47-32=

②②②②小结小结小结小结::::求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求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求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求摆轮船比摆帆船多用几个贝壳????就是求就是求就是求就是求 47474747比比比比 32323232多多少多多少多多少多多少????

①①①①猜想猜想猜想猜想:::: 47474747减减减减32323232得多少得多少得多少得多少????

②②②②验证验证验证验证:::: 47474747减减减减32323232到底得多少呢到底得多少呢到底得多少呢到底得多少呢????请同学们利用手中的学具来摆一摆请同学们利用手中的学具来摆一摆请同学们利用手中的学具来摆一摆请同学们利用手中的学具来摆一摆；；；；

③③③③组内交流。组内交流。组内交流。组内交流。

(((( 2222 ))))全班交流全班交流全班交流全班交流::::

①①①①学生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学生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学生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学生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aaaa 口算：口算：口算：口算：47-30=1747-30=1747-30=1747-30=17 17-2=1517-2=1517-2=1517-2=15

bbbb 口算：口算：口算：口算：40-30=1040-30=1040-30=1040-30=10 7-2=57-2=57-2=57-2=5 10+5=1510+5=1510+5=1510+5=15

cccc 用竖式算用竖式算用竖式算用竖式算::::

4444 7777

---- 3333 2222

1111 5555

②②②②教师小结教师小结教师小结教师小结::::

a.a.a.a.把把把把 32323232分成分成分成分成30303030和和和和2222，先减去，先减去，先减去，先减去30303030，再减去，再减去，再减去，再减去 2222。。。。



b.b.b.b.把把把把 47474747分成分成分成分成40404040和和和和7777，，，， 32323232分成分成分成分成30303030和和和和2222，，，，先从先从先从先从40404040里去掉里去掉里去掉里去掉 30303030，，，，再从再从再从再从7777 里里里里

去掉去掉去掉去掉2222，再把两次剩下的合起来。，再把两次剩下的合起来。，再把两次剩下的合起来。，再把两次剩下的合起来。

c.c.c.c. ((((结合计数器结合计数器结合计数器结合计数器))))问问问问:::: 在用竖式计算的时候，在用竖式计算的时候，在用竖式计算的时候，在用竖式计算的时候，4-34-34-34-3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7-27-27-27-2

呢呢呢呢????

(((( 3333 ))))概括概括概括概括::::小朋友们想出了这么多的办法求出小朋友们想出了这么多的办法求出小朋友们想出了这么多的办法求出小朋友们想出了这么多的办法求出 47-32=1547-32=1547-32=1547-32=15，这些方法，这些方法，这些方法，这些方法，，，，

你喜欢哪一种你喜欢哪一种你喜欢哪一种你喜欢哪一种????

2222、、、、探究探究探究探究““““摆海鸥比摆帆船少用几个贝壳摆海鸥比摆帆船少用几个贝壳摆海鸥比摆帆船少用几个贝壳摆海鸥比摆帆船少用几个贝壳????””””““““摆轮船比摆海鸥多用几个摆轮船比摆海鸥多用几个摆轮船比摆海鸥多用几个摆轮船比摆海鸥多用几个

贝壳贝壳贝壳贝壳???? ””””两个问题一起探究，学习步骤同上。两个问题一起探究，学习步骤同上。两个问题一起探究，学习步骤同上。两个问题一起探究，学习步骤同上。

3333、总结概括、总结概括、总结概括、总结概括((((利用板书利用板书利用板书利用板书))))

(((( 1111 ))))通过上面的学习，你能发现什么通过上面的学习，你能发现什么通过上面的学习，你能发现什么通过上面的学习，你能发现什么????

引导学生发现引导学生发现引导学生发现引导学生发现::::两位数减两位数两位数减两位数两位数减两位数两位数减两位数((((不退位不退位不退位不退位))))

(((( 2222 ))))仔细观察每个算式中的仔细观察每个算式中的仔细观察每个算式中的仔细观察每个算式中的3333个数，你又发现什么个数，你又发现什么个数，你又发现什么个数，你又发现什么????

引导学生发现引导学生发现引导学生发现引导学生发现::::

a.a.a.a.在用竖式计算时，相同数位对齐。在用竖式计算时，相同数位对齐。在用竖式计算时，相同数位对齐。在用竖式计算时，相同数位对齐。

b.b.b.b.个位数减个位数，十位数减十位数。个位数减个位数，十位数减十位数。个位数减个位数，十位数减十位数。个位数减个位数，十位数减十位数。

(((( 3333 ))))小结小结小结小结::::只有相同单位的数才能相加减。只有相同单位的数才能相加减。只有相同单位的数才能相加减。只有相同单位的数才能相加减。

三、自主练习三、自主练习三、自主练习三、自主练习

1111、先解决刚上课时提出的、先解决刚上课时提出的、先解决刚上课时提出的、先解决刚上课时提出的 3333个加法计算的问题。个加法计算的问题。个加法计算的问题。个加法计算的问题。

2222、、、、52525252页页页页 1111题题题题::::估一估，填一填。估一估，填一填。估一估，填一填。估一估，填一填。

①①①①估计本数估计本数估计本数估计本数::::以第一层的以第一层的以第一层的以第一层的12121212本为标准，进行估计。本为标准，进行估计。本为标准，进行估计。本为标准，进行估计。

②②②②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有关加法或减法的数学问题有关加法或减法的数学问题有关加法或减法的数学问题有关加法或减法的数学问题))))。。。。

③③③③尝试解答。尝试解答。尝试解答。尝试解答。



④④④④解释解释解释解释::::从学生自己列的算式说起。从学生自己列的算式说起。从学生自己列的算式说起。从学生自己列的算式说起。

2222题题题题::::计算。计算。计算。计算。((((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计算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计算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计算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计算))))

3333题题题题::::小鸟送信。小鸟送信。小鸟送信。小鸟送信。

①①①①尝试解决问题尝试解决问题尝试解决问题尝试解决问题((((连线连线连线连线))))

②②②②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说思路说思路说思路说思路))))

四、课堂小结四、课堂小结四、课堂小结四、课堂小结

1111、今天，你有哪些收获、今天，你有哪些收获、今天，你有哪些收获、今天，你有哪些收获???? 2222、你是怎样学会这些知识的、你是怎样学会这些知识的、你是怎样学会这些知识的、你是怎样学会这些知识的????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 3---3---3---3---参观水族馆参观水族馆参观水族馆参观水族馆

————————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

教学内容：第教学内容：第教学内容：第教学内容：第54-5754-5754-5754-57 页页页页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通过信息窗提供的信息让学生提出并解决数学问题，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窗提供的信息让学生提出并解决数学问题，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窗提供的信息让学生提出并解决数学问题，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窗提供的信息让学生提出并解决数学问题，在理解的基础上

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的计算方法。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的计算方法。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的计算方法。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的计算方法。

让学生通过小组和全班同学的交流、合作，体验两位数加两位数（进让学生通过小组和全班同学的交流、合作，体验两位数加两位数（进让学生通过小组和全班同学的交流、合作，体验两位数加两位数（进让学生通过小组和全班同学的交流、合作，体验两位数加两位数（进



位位位位））））加法计算方法的多样化加法计算方法的多样化加法计算方法的多样化加法计算方法的多样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合作交流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合作交流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合作交流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合作交流的能力。。。。

3333、、、、让学生通过自己提出问题让学生通过自己提出问题让学生通过自己提出问题让学生通过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一过程解决问题这一过程解决问题这一过程解决问题这一过程，，，，感受到数学源于生感受到数学源于生感受到数学源于生感受到数学源于生

活活活活，，，，充分体验解决数学问题的成功喜悦充分体验解决数学问题的成功喜悦充分体验解决数学问题的成功喜悦充分体验解决数学问题的成功喜悦，，，，增强对学数学的信心和兴趣增强对学数学的信心和兴趣增强对学数学的信心和兴趣增强对学数学的信心和兴趣。。。。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你们去水族馆参观，你们想去吗？有几个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你们去水族馆参观，你们想去吗？有几个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你们去水族馆参观，你们想去吗？有几个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你们去水族馆参观，你们想去吗？有几个

小朋友也在参观水族馆，我们和他们一看去吧！小朋友也在参观水族馆，我们和他们一看去吧！小朋友也在参观水族馆，我们和他们一看去吧！小朋友也在参观水族馆，我们和他们一看去吧！

师师师师：：：：（课件出示情境图，引导学生观察（课件出示情境图，引导学生观察（课件出示情境图，引导学生观察（课件出示情境图，引导学生观察））））：图上都有什么？你想知道什：图上都有什么？你想知道什：图上都有什么？你想知道什：图上都有什么？你想知道什

么？么？么？么？

生生生生1111：左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左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左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左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

生生生生2222：右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右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右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右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

生生生生3333：左边的鱼缸比右边的鱼缸里的鱼少几条？：左边的鱼缸比右边的鱼缸里的鱼少几条？：左边的鱼缸比右边的鱼缸里的鱼少几条？：左边的鱼缸比右边的鱼缸里的鱼少几条？

生生生生4444：右边的鱼缸比左边的鱼缸里的鱼多几条？：右边的鱼缸比左边的鱼缸里的鱼多几条？：右边的鱼缸比左边的鱼缸里的鱼多几条？：右边的鱼缸比左边的鱼缸里的鱼多几条？

生生生生5555：红鱼比黄鱼少几条？：红鱼比黄鱼少几条？：红鱼比黄鱼少几条？：红鱼比黄鱼少几条？

生生生生6666：黄鱼比蓝鱼少几条？：黄鱼比蓝鱼少几条？：黄鱼比蓝鱼少几条？：黄鱼比蓝鱼少几条？

[[[[学生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观察，描述并根据图片内容提出数学问题学生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观察，描述并根据图片内容提出数学问题学生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观察，描述并根据图片内容提出数学问题学生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观察，描述并根据图片内容提出数学问题，，，，培培培培

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提出的有些问题，可以引导其直接口答：较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提出的有些问题，可以引导其直接口答：较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提出的有些问题，可以引导其直接口答：较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提出的有些问题，可以引导其直接口答：较

难的问题放在问题口袋中，以后再探究。难的问题放在问题口袋中，以后再探究。难的问题放在问题口袋中，以后再探究。难的问题放在问题口袋中，以后再探究。]]]]

师：我们先来解决师：我们先来解决师：我们先来解决师：我们先来解决““““左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左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左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左边的鱼缸一共有多少条鱼？””””这个问题吧！这这个问题吧！这这个问题吧！这这个问题吧！这

个问题可以怎样解决呢？个问题可以怎样解决呢？个问题可以怎样解决呢？个问题可以怎样解决呢？

生：可以这样列式：生：可以这样列式：生：可以这样列式：生：可以这样列式：14+28=14+28=14+28=14+28=

师：师：师：师：14+2814+2814+2814+28怎样计算呢？请小朋友在小组中商量一下。怎样计算呢？请小朋友在小组中商量一下。怎样计算呢？请小朋友在小组中商量一下。怎样计算呢？请小朋友在小组中商量一下。

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小组合作探究学习。



师：哪个小组愿意派一位代表说说你们的算法？师：哪个小组愿意派一位代表说说你们的算法？师：哪个小组愿意派一位代表说说你们的算法？师：哪个小组愿意派一位代表说说你们的算法？

组一：口算组一：口算组一：口算组一：口算

组二：组二：组二：组二： 列竖式列竖式列竖式列竖式

组三：组三：组三：组三：4+8=124+8=124+8=124+8=12，，，，10+20=3010+20=3010+20=3010+20=30，，，，12+30=4212+30=4212+30=4212+30=42。。。。

组四：用计数器组四：用计数器组四：用计数器组四：用计数器

师：刚才同学们研究出了这么多的算法，真了不起！你们喜欢那种方师：刚才同学们研究出了这么多的算法，真了不起！你们喜欢那种方师：刚才同学们研究出了这么多的算法，真了不起！你们喜欢那种方师：刚才同学们研究出了这么多的算法，真了不起！你们喜欢那种方

法来计算呢？为什么？法来计算呢？为什么？法来计算呢？为什么？法来计算呢？为什么？

（学生举手发言，说出自己喜欢的计算方法，并说明理由，并在教师（学生举手发言，说出自己喜欢的计算方法，并说明理由，并在教师（学生举手发言，说出自己喜欢的计算方法，并说明理由，并在教师（学生举手发言，说出自己喜欢的计算方法，并说明理由，并在教师

指导下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指导下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指导下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指导下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

[[[[学生通过操作感受学生通过操作感受学生通过操作感受学生通过操作感受““““满十进一满十进一满十进一满十进一””””的道理的道理的道理的道理。。。。能积极参与活动能积极参与活动能积极参与活动能积极参与活动，，，，在小组合在小组合在小组合在小组合

作的过程中自主探索算法，感受到合作学习的乐趣，培养学生的合作作的过程中自主探索算法，感受到合作学习的乐趣，培养学生的合作作的过程中自主探索算法，感受到合作学习的乐趣，培养学生的合作作的过程中自主探索算法，感受到合作学习的乐趣，培养学生的合作

意识。意识。意识。意识。]]]]

师：我们有了好方法，一定会把问题解决的又快又好的。来看师：我们有了好方法，一定会把问题解决的又快又好的。来看师：我们有了好方法，一定会把问题解决的又快又好的。来看师：我们有了好方法，一定会把问题解决的又快又好的。来看““““右边右边右边右边

鱼缸里一共多少条鱼鱼缸里一共多少条鱼鱼缸里一共多少条鱼鱼缸里一共多少条鱼””””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吧！

师：谁能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师：谁能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师：谁能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师：谁能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生：生：生：生：23+27=23+27=23+27=23+27=

师：该怎样计算呢？师：该怎样计算呢？师：该怎样计算呢？师：该怎样计算呢？

（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在练习本上计算（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在练习本上计算（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在练习本上计算（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在练习本上计算。。。。））））

师：谁来说说自己的算法？师：谁来说说自己的算法？师：谁来说说自己的算法？师：谁来说说自己的算法？

生交流生交流生交流生交流：：：：…………………… （有的用口算、有的列竖式，大部分都是用列竖式的方（有的用口算、有的列竖式，大部分都是用列竖式的方（有的用口算、有的列竖式，大部分都是用列竖式的方（有的用口算、有的列竖式，大部分都是用列竖式的方

法）法）法）法）

生：做对了的同学请把你的本子高高举起来！你们真了不起，能自己生：做对了的同学请把你的本子高高举起来！你们真了不起，能自己生：做对了的同学请把你的本子高高举起来！你们真了不起，能自己生：做对了的同学请把你的本子高高举起来！你们真了不起，能自己



发现好的计算方法，并且计算的又快又准确。发现好的计算方法，并且计算的又快又准确。发现好的计算方法，并且计算的又快又准确。发现好的计算方法，并且计算的又快又准确。

师：你们计算的这么好，能不能告诉同学们，你觉得在竖式计算的时师：你们计算的这么好，能不能告诉同学们，你觉得在竖式计算的时师：你们计算的这么好，能不能告诉同学们，你觉得在竖式计算的时师：你们计算的这么好，能不能告诉同学们，你觉得在竖式计算的时

候应该注意什么？候应该注意什么？候应该注意什么？候应该注意什么？

生：写的时候各个数位要对齐，计算的时候先从个位加起，满十在前生：写的时候各个数位要对齐，计算的时候先从个位加起，满十在前生：写的时候各个数位要对齐，计算的时候先从个位加起，满十在前生：写的时候各个数位要对齐，计算的时候先从个位加起，满十在前

一位加一。一位加一。一位加一。一位加一。

师补充师补充师补充师补充：：：：““““进一进一进一进一””””时要在前一位右下角写上一个小时要在前一位右下角写上一个小时要在前一位右下角写上一个小时要在前一位右下角写上一个小““““1111””””，，，，防止加的时候防止加的时候防止加的时候防止加的时候

漏掉了。漏掉了。漏掉了。漏掉了。

师：观察一下，咱们今天学到的加法计算和前面的加法计算有什么不师：观察一下，咱们今天学到的加法计算和前面的加法计算有什么不师：观察一下，咱们今天学到的加法计算和前面的加法计算有什么不师：观察一下，咱们今天学到的加法计算和前面的加法计算有什么不

同？同？同？同？

学生：以前学的加法都是个位和个位的数加起来都不超过十，今天学学生：以前学的加法都是个位和个位的数加起来都不超过十，今天学学生：以前学的加法都是个位和个位的数加起来都不超过十，今天学学生：以前学的加法都是个位和个位的数加起来都不超过十，今天学

的都够十了的都够十了的都够十了的都够十了…………

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

[[[[交流时要求发言的学生能清楚的表达自己的算法交流时要求发言的学生能清楚的表达自己的算法交流时要求发言的学生能清楚的表达自己的算法交流时要求发言的学生能清楚的表达自己的算法，，，，其他学生能专心听其他学生能专心听其他学生能专心听其他学生能专心听

别人发言，这样这个环节才更具有意义，而不只是教师和发言的学生别人发言，这样这个环节才更具有意义，而不只是教师和发言的学生别人发言，这样这个环节才更具有意义，而不只是教师和发言的学生别人发言，这样这个环节才更具有意义，而不只是教师和发言的学生

在对话。在对话。在对话。在对话。]]]]

师：大家说得都很好，我们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做，下面就通过自主练师：大家说得都很好，我们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做，下面就通过自主练师：大家说得都很好，我们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做，下面就通过自主练师：大家说得都很好，我们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做，下面就通过自主练

习来检测一下大家的做得怎么样！习来检测一下大家的做得怎么样！习来检测一下大家的做得怎么样！习来检测一下大家的做得怎么样！

师：这一节课同学们的表现很出色，老师非常高兴。你们高兴吗？为师：这一节课同学们的表现很出色，老师非常高兴。你们高兴吗？为师：这一节课同学们的表现很出色，老师非常高兴。你们高兴吗？为师：这一节课同学们的表现很出色，老师非常高兴。你们高兴吗？为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生一：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学会了两位数进位加法的一些知识；生一：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学会了两位数进位加法的一些知识；生一：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学会了两位数进位加法的一些知识；生一：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学会了两位数进位加法的一些知识；

生二：我懂得了与小伙伴合作；生二：我懂得了与小伙伴合作；生二：我懂得了与小伙伴合作；生二：我懂得了与小伙伴合作；

生三：我受到了表扬；生三：我受到了表扬；生三：我受到了表扬；生三：我受到了表扬；



……………………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 4--4--4--4--参观标本馆参观标本馆参观标本馆参观标本馆

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60606060页～页～页～页～64646464页页页页

教学目标：学习教学目标：学习教学目标：学习教学目标：学习100100100100以内数的退位减法以内数的退位减法以内数的退位减法以内数的退位减法

教学准备：学生喜欢的学具教学准备：学生喜欢的学具教学准备：学生喜欢的学具教学准备：学生喜欢的学具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活动一活动一活动一活动一

1111、、、、师师师师：：：：这节课我们一这节课我们一这节课我们一这节课我们一

起去参观标本馆好起去参观标本馆好起去参观标本馆好起去参观标本馆好

吗？吗？吗？吗？

2222、通过观察画面，、通过观察画面，、通过观察画面，、通过观察画面，

你发现了什么？你能你发现了什么？你能你发现了什么？你能你发现了什么？你能

提出什提出什提出什提出什

么数学问题？么数学问题？么数学问题？么数学问题？

((((板书问题板书问题板书问题板书问题))))

活动二活动二活动二活动二

1111、、、、你能自己解决这两你能自己解决这两你能自己解决这两你能自己解决这两

个问题吗？个问题吗？个问题吗？个问题吗？

2222、、、、把你的想法在小组把你的想法在小组把你的想法在小组把你的想法在小组

中交流一下中交流一下中交流一下中交流一下

3333、、、、哪个小组来交流一哪个小组来交流一哪个小组来交流一哪个小组来交流一

下下下下

让生板书竖式。总结让生板书竖式。总结让生板书竖式。总结让生板书竖式。总结

出：个位不够减，从出：个位不够减，从出：个位不够减，从出：个位不够减，从

十位退十位退十位退十位退 1111，在个位上，在个位上，在个位上，在个位上

加十再减。加十再减。加十再减。加十再减。

学生观察画面学生观察画面学生观察画面学生观察画面

学生根据画面可能提学生根据画面可能提学生根据画面可能提学生根据画面可能提

出的问题：出的问题：出的问题：出的问题：

鱼类比虾类标本多几鱼类比虾类标本多几鱼类比虾类标本多几鱼类比虾类标本多几

种？种？种？种？

虾类比贝类标本少几虾类比贝类标本少几虾类比贝类标本少几虾类比贝类标本少几

种？种？种？种？

（其它问题，先放问（其它问题，先放问（其它问题，先放问（其它问题，先放问

题口袋里，等练习时题口袋里，等练习时题口袋里，等练习时题口袋里，等练习时

再解答）再解答）再解答）再解答）

学生利用手中的学学生利用手中的学学生利用手中的学学生利用手中的学

具探究算法具探究算法具探究算法具探究算法

小组合作交流小组合作交流小组合作交流小组合作交流

全班交流。可能出现全班交流。可能出现全班交流。可能出现全班交流。可能出现

的方法：摆小棒，用的方法：摆小棒，用的方法：摆小棒，用的方法：摆小棒，用

计数器算，计数器算，计数器算，计数器算，

用竖式算。用竖式算。用竖式算。用竖式算。

能找到图中的信息，能找到图中的信息，能找到图中的信息，能找到图中的信息，

并提出数学问题。并提出数学问题。并提出数学问题。并提出数学问题。

板书本节课需要解决板书本节课需要解决板书本节课需要解决板书本节课需要解决

的问题，其余方问题的问题，其余方问题的问题，其余方问题的问题，其余方问题

口袋里。口袋里。口袋里。口袋里。

学生进行独立探索。学生进行独立探索。学生进行独立探索。学生进行独立探索。

再讨论交流中，能探再讨论交流中，能探再讨论交流中，能探再讨论交流中，能探

索出多种算法，也培索出多种算法，也培索出多种算法，也培索出多种算法，也培

养了合作意识，并能养了合作意识，并能养了合作意识，并能养了合作意识，并能

清晰、条理的表达自清晰、条理的表达自清晰、条理的表达自清晰、条理的表达自

己的思考过程。己的思考过程。己的思考过程。己的思考过程。

强调用竖式计算时，强调用竖式计算时，强调用竖式计算时，强调用竖式计算时，

相同数位对齐，从个相同数位对齐，从个相同数位对齐，从个相同数位对齐，从个

位减起。位减起。位减起。位减起。

个位不够减，从十位个位不够减，从十位个位不够减，从十位个位不够减，从十位



活动三活动三活动三活动三

巩固练习巩固练习巩固练习巩固练习 62626262 页～页～页～页～66664444

页页页页

活动四活动四活动四活动四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这节课你有什么收

获？获？获？获？

学生解答练习题后全学生解答练习题后全学生解答练习题后全学生解答练习题后全

班进行交流班进行交流班进行交流班进行交流

学生思考，回顾学习学生思考，回顾学习学生思考，回顾学习学生思考，回顾学习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退退退退 1111，在个位上加十，在个位上加十，在个位上加十，在个位上加十

再减。再减。再减。再减。

进一步巩固练习进一步巩固练习进一步巩固练习进一步巩固练习

能用自己的话总结学能用自己的话总结学能用自己的话总结学能用自己的话总结学

到的知识。到的知识。到的知识。到的知识。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第三课时第三课时第三课时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教学书教学内容：教学书教学内容：教学书教学内容：教学书73737373页页页页““““我学会了吗？我学会了吗？我学会了吗？我学会了吗？””””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自主探究，解决问题自主探究，解决问题自主探究，解决问题自主探究，解决问题

谈话引入：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综合练习，深化、巩固了谈话引入：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综合练习，深化、巩固了谈话引入：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综合练习，深化、巩固了谈话引入：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综合练习，深化、巩固了 100100100100以内以内以内以内

数的加减计算方法，我们在计算准确性上和计算速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数的加减计算方法，我们在计算准确性上和计算速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数的加减计算方法，我们在计算准确性上和计算速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数的加减计算方法，我们在计算准确性上和计算速度上都有了很大的

提高。下面我们通过我学会了吗这幅情境图来检测一下你们的学习效提高。下面我们通过我学会了吗这幅情境图来检测一下你们的学习效提高。下面我们通过我学会了吗这幅情境图来检测一下你们的学习效提高。下面我们通过我学会了吗这幅情境图来检测一下你们的学习效

果吧！果吧！果吧！果吧！

自主探究：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情境图，你能找到哪些数学信息？提出自主探究：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情境图，你能找到哪些数学信息？提出自主探究：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情境图，你能找到哪些数学信息？提出自主探究：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情境图，你能找到哪些数学信息？提出

怎样的问题？怎样来解决？怎样的问题？怎样来解决？怎样的问题？怎样来解决？怎样的问题？怎样来解决？

学生找到的信息可能有：关于小鹿、小鸟、仙鹤、小猴等学生找到的信息可能有：关于小鹿、小鸟、仙鹤、小猴等学生找到的信息可能有：关于小鹿、小鸟、仙鹤、小猴等学生找到的信息可能有：关于小鹿、小鸟、仙鹤、小猴等

学生提出的问题可能有：一共有几只小鹿？左边的小鹿比右边的少多学生提出的问题可能有：一共有几只小鹿？左边的小鹿比右边的少多学生提出的问题可能有：一共有几只小鹿？左边的小鹿比右边的少多学生提出的问题可能有：一共有几只小鹿？左边的小鹿比右边的少多

少只？一共有几只小猴？等少只？一共有几只小猴？等少只？一共有几只小猴？等少只？一共有几只小猴？等

汇报交流汇报交流汇报交流汇报交流

学生说明算理，我是怎样想的。学生说明算理，我是怎样想的。学生说明算理，我是怎样想的。学生说明算理，我是怎样想的。

单元回顾：单元回顾：单元回顾：单元回顾：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在这个单元里你有什么收获？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在这个单元里你有什么收获？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在这个单元里你有什么收获？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在这个单元里你有什么收获？

引导学生从知识与过程，情感与态度等方面说引导学生从知识与过程，情感与态度等方面说引导学生从知识与过程，情感与态度等方面说引导学生从知识与过程，情感与态度等方面说————————

知识：我学会了竖式计算，会加减混合运算了知识：我学会了竖式计算，会加减混合运算了知识：我学会了竖式计算，会加减混合运算了知识：我学会了竖式计算，会加减混合运算了

过程：我是通过情景图提出问题的，我会用小棒，计数器解决计算问过程：我是通过情景图提出问题的，我会用小棒，计数器解决计算问过程：我是通过情景图提出问题的，我会用小棒，计数器解决计算问过程：我是通过情景图提出问题的，我会用小棒，计数器解决计算问

题题题题



情感：我知道在生活中经常用到计算，计算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情感：我知道在生活中经常用到计算，计算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情感：我知道在生活中经常用到计算，计算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情感：我知道在生活中经常用到计算，计算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

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很多问题。

态度：计算时，我们要养成认真仔细的好习惯态度：计算时，我们要养成认真仔细的好习惯态度：计算时，我们要养成认真仔细的好习惯态度：计算时，我们要养成认真仔细的好习惯

巩固深化，拓展提高巩固深化，拓展提高巩固深化，拓展提高巩固深化，拓展提高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

５３＋２４＝５３＋２４＝５３＋２４＝５３＋２４＝ ６６＋３３＝６６＋３３＝６６＋３３＝６６＋３３＝ ５６５６５６５６————２４＝２４＝２４＝２４＝

８５８５８５８５————３７＝３７＝３７＝３７＝ １９＋２６＝１９＋２６＝１９＋２６＝１９＋２６＝ ８６８６８６８６————５９＝５９＝５９＝５９＝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实践活动授课人：实践活动授课人：实践活动授课人：实践活动

————————小小信息员小小信息员小小信息员小小信息员

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教学内容：教科书第74747474页页页页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巩固学过的巩固学过的巩固学过的巩固学过的100100100100以内的数的认识，加减法及有关人民币的认识。以内的数的认识，加减法及有关人民币的认识。以内的数的认识，加减法及有关人民币的认识。以内的数的认识，加减法及有关人民币的认识。

初步培养学生搜集信息、整理信息、发现信息、提出问题、解决生活初步培养学生搜集信息、整理信息、发现信息、提出问题、解决生活初步培养学生搜集信息、整理信息、发现信息、提出问题、解决生活初步培养学生搜集信息、整理信息、发现信息、提出问题、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的能力，体会中的问题的能力，体会中的问题的能力，体会中的问题的能力，体会““““生活中处处有数学生活中处处有数学生活中处处有数学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经历搜集数学信息的活动过程，体会生活与数学的紧密联系，感受经历搜集数学信息的活动过程，体会生活与数学的紧密联系，感受经历搜集数学信息的活动过程，体会生活与数学的紧密联系，感受经历搜集数学信息的活动过程，体会生活与数学的紧密联系，感受

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获得一些初步数学活动经验，在解决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获得一些初步数学活动经验，在解决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获得一些初步数学活动经验，在解决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获得一些初步数学活动经验，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提高对数学的兴趣。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提高对数学的兴趣。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提高对数学的兴趣。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提高对数学的兴趣。

活动准备：活动准备：活动准备：活动准备：

以开展活动的方便为原则，让学生根据家庭居住情况及兴趣爱好自以开展活动的方便为原则，让学生根据家庭居住情况及兴趣爱好自以开展活动的方便为原则，让学生根据家庭居住情况及兴趣爱好自以开展活动的方便为原则，让学生根据家庭居住情况及兴趣爱好自

愿结成愿结成愿结成愿结成4444————————6666组，选出组长。组，选出组长。组，选出组长。组，选出组长。

活动过程：活动过程：活动过程：活动过程：

激发兴趣：生活处处有数学，只要你留心观察，可以发现生活中经常激发兴趣：生活处处有数学，只要你留心观察，可以发现生活中经常激发兴趣：生活处处有数学，只要你留心观察，可以发现生活中经常激发兴趣：生活处处有数学，只要你留心观察，可以发现生活中经常

需要数数、进行数的加减计算等。大家想一想生活中哪里有数学？需要数数、进行数的加减计算等。大家想一想生活中哪里有数学？需要数数、进行数的加减计算等。大家想一想生活中哪里有数学？需要数数、进行数的加减计算等。大家想一想生活中哪里有数学？

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回答：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回答：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回答：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回答：

如：我今年七岁了，我们班有如：我今年七岁了，我们班有如：我今年七岁了，我们班有如：我今年七岁了，我们班有41414141个同学。个同学。个同学。个同学。

如：到商店买东西要用到钱的加减运算，我买铅笔盒花了如：到商店买东西要用到钱的加减运算，我买铅笔盒花了如：到商店买东西要用到钱的加减运算，我买铅笔盒花了如：到商店买东西要用到钱的加减运算，我买铅笔盒花了 9999元，买削元，买削元，买削元，买削

笔器笔器笔器笔器13131313元。元。元。元。

如：我看电视时如：我看电视时如：我看电视时如：我看电视时……………………

（如果学生有困难出示（如果学生有困难出示（如果学生有困难出示（如果学生有困难出示74747474页插图页插图页插图页插图））））】】】】



教师：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他小朋友在那里发现了数学吧！教师：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他小朋友在那里发现了数学吧！教师：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他小朋友在那里发现了数学吧！教师：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他小朋友在那里发现了数学吧！

看来生活中真有不少数学学问，同学们想不想想数学家一样到生活中看来生活中真有不少数学学问，同学们想不想想数学家一样到生活中看来生活中真有不少数学学问，同学们想不想想数学家一样到生活中看来生活中真有不少数学学问，同学们想不想想数学家一样到生活中

去发现搜集数学信息呢？去发现搜集数学信息呢？去发现搜集数学信息呢？去发现搜集数学信息呢？

拟定计划拟定计划拟定计划拟定计划

教师：如果我们分组进行收集活动，请思考一下几个问题教师：如果我们分组进行收集活动，请思考一下几个问题教师：如果我们分组进行收集活动，请思考一下几个问题教师：如果我们分组进行收集活动，请思考一下几个问题

你准备到哪些地方收集信息？你准备到哪些地方收集信息？你准备到哪些地方收集信息？你准备到哪些地方收集信息？

想收集什么信息？怎样收集？想收集什么信息？怎样收集？想收集什么信息？怎样收集？想收集什么信息？怎样收集？

为了不使你收集到的信息遗忘，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记录时要注意什为了不使你收集到的信息遗忘，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记录时要注意什为了不使你收集到的信息遗忘，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记录时要注意什为了不使你收集到的信息遗忘，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记录时要注意什

么？么？么？么？

你认为收集信息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时间、安全等）你认为收集信息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时间、安全等）你认为收集信息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时间、安全等）你认为收集信息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时间、安全等）

学生可能想到：学生可能想到：学生可能想到：学生可能想到：

我们到商店超市询问书包、文具盒、小足球的价格我们到商店超市询问书包、文具盒、小足球的价格我们到商店超市询问书包、文具盒、小足球的价格我们到商店超市询问书包、文具盒、小足球的价格

我们到公园搜集游玩的人数我们到公园搜集游玩的人数我们到公园搜集游玩的人数我们到公园搜集游玩的人数

我们打算到书店找一找恐龙有多少种我们打算到书店找一找恐龙有多少种我们打算到书店找一找恐龙有多少种我们打算到书店找一找恐龙有多少种

也可以到停车场查一查各种车有多少也可以到停车场查一查各种车有多少也可以到停车场查一查各种车有多少也可以到停车场查一查各种车有多少

我们认为大家要分分工，以免及乱了我们认为大家要分分工，以免及乱了我们认为大家要分分工，以免及乱了我们认为大家要分分工，以免及乱了

有一个同学专门记录，其他同学搜集信息有一个同学专门记录，其他同学搜集信息有一个同学专门记录，其他同学搜集信息有一个同学专门记录，其他同学搜集信息

……………………

教师：我们的活动安排在周末，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教师：我们的活动安排在周末，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教师：我们的活动安排在周末，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教师：我们的活动安排在周末，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

二、活动交流阶段：二、活动交流阶段：二、活动交流阶段：二、活动交流阶段：

1111、小组交流：把搜集到的数学信息小组交流一下、小组交流：把搜集到的数学信息小组交流一下、小组交流：把搜集到的数学信息小组交流一下、小组交流：把搜集到的数学信息小组交流一下

2222、全班交流：、全班交流：、全班交流：、全班交流：



每个小组选一名代表发言，汇报信息，小组内其他同学可作补充。每个小组选一名代表发言，汇报信息，小组内其他同学可作补充。每个小组选一名代表发言，汇报信息，小组内其他同学可作补充。每个小组选一名代表发言，汇报信息，小组内其他同学可作补充。

以以以以““““文具商店里的数学问题文具商店里的数学问题文具商店里的数学问题文具商店里的数学问题””””为例，要让学生说出以下内容：为例，要让学生说出以下内容：为例，要让学生说出以下内容：为例，要让学生说出以下内容：

各种文具的价格：各种文具的价格：各种文具的价格：各种文具的价格：

文具店有各种书包，有的书包每个文具店有各种书包，有的书包每个文具店有各种书包，有的书包每个文具店有各种书包，有的书包每个28282828元，有的每个元，有的每个元，有的每个元，有的每个20202020元，有的每元，有的每元，有的每元，有的每个个个个

56565656元元元元……………………

小足球的价格也不同，美格的价钱有小足球的价格也不同，美格的价钱有小足球的价格也不同，美格的价钱有小足球的价格也不同，美格的价钱有35353535元、元、元、元、15151515元元元元、、、、……………………

其他的数学信息如其他的数学信息如其他的数学信息如其他的数学信息如““““铅笔每支铅笔每支铅笔每支铅笔每支 2222角，彩笔每盒角，彩笔每盒角，彩笔每盒角，彩笔每盒18181818元元元元””””等。等。等。等。

可以求出的数学信息：可以求出的数学信息：可以求出的数学信息：可以求出的数学信息：

买一个最贵的书包比买另外两种书包的价格还要多买一个最贵的书包比买另外两种书包的价格还要多买一个最贵的书包比买另外两种书包的价格还要多买一个最贵的书包比买另外两种书包的价格还要多：：：：28+20=4828+20=4828+20=4828+20=48元元元元，，，，56565656

﹥48484848

买买买买44445555元一个小足球的元一个小足球的元一个小足球的元一个小足球的 价钱正好等于价钱正好等于价钱正好等于价钱正好等于买买买买 33335555元元元元、、、、11115555元的元的元的元的 小足球各一个小足球各一个小足球各一个小足球各一个。。。。

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你们是怎样解决的？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你们是怎样解决的？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你们是怎样解决的？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你们是怎样解决的？

把调查活动和计划的相比较，你有什么想法？把调查活动和计划的相比较，你有什么想法？把调查活动和计划的相比较，你有什么想法？把调查活动和计划的相比较，你有什么想法？

通过活动有什么体会？通过活动有什么体会？通过活动有什么体会？通过活动有什么体会？

课堂总结：课堂总结：课堂总结：课堂总结：

计划的制定，收集过程，解决的问题，发现的问题等。要说明的是：计划的制定，收集过程，解决的问题，发现的问题等。要说明的是：计划的制定，收集过程，解决的问题，发现的问题等。要说明的是：计划的制定，收集过程，解决的问题，发现的问题等。要说明的是：

从信息中提出的问题可以利用学过的知识做解答，对于解决不了的问从信息中提出的问题可以利用学过的知识做解答，对于解决不了的问从信息中提出的问题可以利用学过的知识做解答，对于解决不了的问从信息中提出的问题可以利用学过的知识做解答，对于解决不了的问

题可以进行适当的拓展。题可以进行适当的拓展。题可以进行适当的拓展。题可以进行适当的拓展。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阿福的新衣阿福的新衣阿福的新衣阿福的新衣

————————厘米、米的认识厘米、米的认识厘米、米的认识厘米、米的认识



一、一、一、一、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 在实践活动中在实践活动中在实践活动中在实践活动中，，，，体会长度单位厘米和米的含义体会长度单位厘米和米的含义体会长度单位厘米和米的含义体会长度单位厘米和米的含义，，，，知道知道知道知道1111米米米米=100=100=100=100厘厘厘厘

米；能估计一些物并能恰当地选米；能估计一些物并能恰当地选米；能估计一些物并能恰当地选米；能估计一些物并能恰当地选 择长度单位进行测量。择长度单位进行测量。择长度单位进行测量。择长度单位进行测量。

2222、、、、 结合实际，经历用不同的方法测量物体长度的过程，在测量活动结合实际，经历用不同的方法测量物体长度的过程，在测量活动结合实际，经历用不同的方法测量物体长度的过程，在测量活动结合实际，经历用不同的方法测量物体长度的过程，在测量活动

中，体会统一长度单位的必要性；初步建立厘米和米的长度观念；经中，体会统一长度单位的必要性；初步建立厘米和米的长度观念；经中，体会统一长度单位的必要性；初步建立厘米和米的长度观念；经中，体会统一长度单位的必要性；初步建立厘米和米的长度观念；经

历对物体的长度进行估计的过程历对物体的长度进行估计的过程历对物体的长度进行估计的过程历对物体的长度进行估计的过程，，，，，形成初步估计的意识。，形成初步估计的意识。，形成初步估计的意识。，形成初步估计的意识。

3333、在具体的测量活动中，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在具体的测量活动中，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在具体的测量活动中，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在具体的测量活动中，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二、教学重点二、教学重点二、教学重点二、教学重点:::: 厘米、米的认识厘米、米的认识厘米、米的认识厘米、米的认识 难点难点难点难点 :::: 建立长度观念。建立长度观念。建立长度观念。建立长度观念。

三三三三﹑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教材分析：

本单元设有两个信息窗本单元设有两个信息窗本单元设有两个信息窗本单元设有两个信息窗。。。。第一个信息窗是第一个信息窗是第一个信息窗是第一个信息窗是““““阿福做上衣阿福做上衣阿福做上衣阿福做上衣””””。。。。通过通过通过通过““““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回事？回事？回事？回事？””””的问题引出统一测量单位的必要性及认识厘米；第二个信息的问题引出统一测量单位的必要性及认识厘米；第二个信息的问题引出统一测量单位的必要性及认识厘米；第二个信息的问题引出统一测量单位的必要性及认识厘米；第二个信息

窗是窗是窗是窗是““““阿福做长袍阿福做长袍阿福做长袍阿福做长袍””””，，，，通过通过通过通过““““到底是到底是到底是到底是 1111米还是米还是米还是米还是 100100100100厘米厘米厘米厘米””””的问题引出对的问题引出对的问题引出对的问题引出对

长度单位米、及米和厘米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长度单位米、及米和厘米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长度单位米、及米和厘米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长度单位米、及米和厘米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四四四四﹑教学建议教学建议教学建议教学建议

1111、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素材，创设有趣的问题情境。、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素材，创设有趣的问题情境。、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素材，创设有趣的问题情境。、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素材，创设有趣的问题情境。

教学时要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教学时要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教学时要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教学时要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阿福的新衣阿福的新衣阿福的新衣阿福的新衣””””这一素材，可以从讲故这一素材，可以从讲故这一素材，可以从讲故这一素材，可以从讲故

事入手事入手事入手事入手，，，，也可以师生共同进行模拟表演也可以师生共同进行模拟表演也可以师生共同进行模拟表演也可以师生共同进行模拟表演，，，，让学生在有趣的活动过程中让学生在有趣的活动过程中让学生在有趣的活动过程中让学生在有趣的活动过程中，，，，

提出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提出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提出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提出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到底是到底是到底是 1111米还是米还是米还是米还是 101010100000

厘米呢？厘米呢？厘米呢？厘米呢？””””，并加以解决。，并加以解决。，并加以解决。，并加以解决。

2222、要重视实际测量，使学生充分地感知，以形成厘米、米的表象。、要重视实际测量，使学生充分地感知，以形成厘米、米的表象。、要重视实际测量，使学生充分地感知，以形成厘米、米的表象。、要重视实际测量，使学生充分地感知，以形成厘米、米的表象。

对厘米、米的认识，需要有丰富的表象支持，所以，教学时要充分利对厘米、米的认识，需要有丰富的表象支持，所以，教学时要充分利对厘米、米的认识，需要有丰富的表象支持，所以，教学时要充分利对厘米、米的认识，需要有丰富的表象支持，所以，教学时要充分利

用教材提供的素材，组织实际测量活动，同时要针对具体问题，引导用教材提供的素材，组织实际测量活动，同时要针对具体问题，引导用教材提供的素材，组织实际测量活动，同时要针对具体问题，引导用教材提供的素材，组织实际测量活动，同时要针对具体问题，引导



学生灵活选择不同的测量方法。在具体测量时，允许并鼓励学生灵活学生灵活选择不同的测量方法。在具体测量时，允许并鼓励学生灵活学生灵活选择不同的测量方法。在具体测量时，允许并鼓励学生灵活学生灵活选择不同的测量方法。在具体测量时，允许并鼓励学生灵活

选择和运用多种测量工具，同时，能针对具体测量对象，恰当地选择选择和运用多种测量工具，同时，能针对具体测量对象，恰当地选择选择和运用多种测量工具，同时，能针对具体测量对象，恰当地选择选择和运用多种测量工具，同时，能针对具体测量对象，恰当地选择

长度单位。教师还应充分挖掘现实生活中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实际测长度单位。教师还应充分挖掘现实生活中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实际测长度单位。教师还应充分挖掘现实生活中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实际测长度单位。教师还应充分挖掘现实生活中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实际测

量一下身边常见的物体的长度量一下身边常见的物体的长度量一下身边常见的物体的长度量一下身边常见的物体的长度，，，，并找出一些长度是并找出一些长度是并找出一些长度是并找出一些长度是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1111米的物体米的物体米的物体米的物体，，，，

使学生真正了解使学生真正了解使学生真正了解使学生真正了解1111 厘米厘米厘米厘米、、、、1111米约有多长米约有多长米约有多长米约有多长，，，，从而初步建立起厘米从而初步建立起厘米从而初步建立起厘米从而初步建立起厘米、、、、米的长米的长米的长米的长

度观念。度观念。度观念。度观念。

3333、注重估测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注重估测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注重估测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注重估测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

估测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同时，估测也是形成空间观念的重估测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同时，估测也是形成空间观念的重估测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同时，估测也是形成空间观念的重估测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同时，估测也是形成空间观念的重

要手段。所以要加强对学生估测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要手段。所以要加强对学生估测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要手段。所以要加强对学生估测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要手段。所以要加强对学生估测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学时，要充分利用教材所提供的练习题、并挖掘学生身边的教学资教学时，要充分利用教材所提供的练习题、并挖掘学生身边的教学资教学时，要充分利用教材所提供的练习题、并挖掘学生身边的教学资教学时，要充分利用教材所提供的练习题、并挖掘学生身边的教学资

源，让学生先估测、再实际测量，培养学生的初步的估测意识。源，让学生先估测、再实际测量，培养学生的初步的估测意识。源，让学生先估测、再实际测量，培养学生的初步的估测意识。源，让学生先估测、再实际测量，培养学生的初步的估测意识。

第一课时第一课时第一课时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认识长度单位厘米认识长度单位厘米认识长度单位厘米认识长度单位厘米，，，，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1111厘米的空间观念厘米的空间观念厘米的空间观念厘米的空间观念，，，，知道厘米在生活中的知道厘米在生活中的知道厘米在生活中的知道厘米在生活中的

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2222、初步学会估测物体的长度，并会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实际长度、初步学会估测物体的长度，并会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实际长度、初步学会估测物体的长度，并会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实际长度、初步学会估测物体的长度，并会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实际长度，，，，培培培培

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和动手操作能力。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和动手操作能力。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和动手操作能力。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和动手操作能力。

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教学重点：：：：认识长度单位厘米认识长度单位厘米认识长度单位厘米认识长度单位厘米，，，，知道知道知道知道1111厘米的实际长度厘米的实际长度厘米的实际长度厘米的实际长度，，，，正确的建立正确的建立正确的建立正确的建立1111

厘米的空间观念，初步学会用刻度尺量物体长度的方法。厘米的空间观念，初步学会用刻度尺量物体长度的方法。厘米的空间观念，初步学会用刻度尺量物体长度的方法。厘米的空间观念，初步学会用刻度尺量物体长度的方法。

教学难点：知道教学难点：知道教学难点：知道教学难点：知道 1111厘米的实际长度，正确建立厘米的实际长度，正确建立厘米的实际长度，正确建立厘米的实际长度，正确建立1111 厘米的空间观念，正厘米的空间观念，正厘米的空间观念，正厘米的空间观念，正

确地用刻度尺量物体的长度。确地用刻度尺量物体的长度。确地用刻度尺量物体的长度。确地用刻度尺量物体的长度。

学具准备学具准备学具准备学具准备：：：：学生学生学生学生：：：：直尺直尺直尺直尺（（（（每生一把每生一把每生一把每生一把））））；；；；1111厘米的小棒厘米的小棒厘米的小棒厘米的小棒（（（（每生一根每生一根每生一根每生一根））））；；；；几厘几厘几厘几厘



米的小棒（每生一根米的小棒（每生一根米的小棒（每生一根米的小棒（每生一根））））；；；；

创设情景，引入课题：创设情景，引入课题：创设情景，引入课题：创设情景，引入课题：

老师发现同学们今天穿得都很漂亮，那么你的衣服是在商场买的老师发现同学们今天穿得都很漂亮，那么你的衣服是在商场买的老师发现同学们今天穿得都很漂亮，那么你的衣服是在商场买的老师发现同学们今天穿得都很漂亮，那么你的衣服是在商场买的

还是在衣服店里做的？在以前衣服多数是做的还是在衣服店里做的？在以前衣服多数是做的还是在衣服店里做的？在以前衣服多数是做的还是在衣服店里做的？在以前衣服多数是做的。。。。（出示阿福的图片（出示阿福的图片（出示阿福的图片（出示阿福的图片））））看看看看

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这位先生

叫阿福，他在一家衣服店里做衣服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叫阿福，他在一家衣服店里做衣服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叫阿福，他在一家衣服店里做衣服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叫阿福，他在一家衣服店里做衣服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1111、引导学生看图讲故事，老师完整故事内容：、引导学生看图讲故事，老师完整故事内容：、引导学生看图讲故事，老师完整故事内容：、引导学生看图讲故事，老师完整故事内容：

师师师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轻轻地打开课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轻轻地打开课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轻轻地打开课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轻轻地打开课本 75757575页页页页，，，，按顺序认真地按顺序认真地按顺序认真地按顺序认真地

看图看图看图看图。。。。（给学生充分的看图时间，老师在学生看图时给以指导）（给学生充分的看图时间，老师在学生看图时给以指导）（给学生充分的看图时间，老师在学生看图时给以指导）（给学生充分的看图时间，老师在学生看图时给以指导）

师：谁想把故事内容讲给大家听？（指生）当这个同学讲的时候，咱师：谁想把故事内容讲给大家听？（指生）当这个同学讲的时候，咱师：谁想把故事内容讲给大家听？（指生）当这个同学讲的时候，咱师：谁想把故事内容讲给大家听？（指生）当这个同学讲的时候，咱

比比哪位同学听得认真，看得仔细。比比哪位同学听得认真，看得仔细。比比哪位同学听得认真，看得仔细。比比哪位同学听得认真，看得仔细。

师：看得仔细，讲得精彩，请坐。小徒弟很是纳闷。是呀，这是怎么师：看得仔细，讲得精彩，请坐。小徒弟很是纳闷。是呀，这是怎么师：看得仔细，讲得精彩，请坐。小徒弟很是纳闷。是呀，这是怎么师：看得仔细，讲得精彩，请坐。小徒弟很是纳闷。是呀，这是怎么

回事呢？回事呢？回事呢？回事呢？

2222、讨论要解决的问题：、讨论要解决的问题：、讨论要解决的问题：、讨论要解决的问题：

师：有的同学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师：有的同学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师：有的同学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师：有的同学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谁想说给大家听谁想说给大家听谁想说给大家听谁想说给大家听????

生：生：生：生：(1)(1)(1)(1)师傅手大师傅手大师傅手大师傅手大,,,,徒弟手小徒弟手小徒弟手小徒弟手小

(2)(2)(2)(2)他俩的他俩的他俩的他俩的拃不一样长不一样长不一样长不一样长....

(3)(3)(3)(3)师傅量师傅做才行师傅量师傅做才行师傅量师傅做才行师傅量师傅做才行

师：那么怎样做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师：那么怎样做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师：那么怎样做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师：那么怎样做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生生生生：：：：（（（（1111）师傅量师傅做。）师傅量师傅做。）师傅量师傅做。）师傅量师傅做。

（（（（2222）徒弟量徒弟做。）徒弟量徒弟做。）徒弟量徒弟做。）徒弟量徒弟做。

生生生生：：：：（（（（3333）用尺子量一量。师：哎，这个主意不错。对，为了测量的准）用尺子量一量。师：哎，这个主意不错。对，为了测量的准）用尺子量一量。师：哎，这个主意不错。对，为了测量的准）用尺子量一量。师：哎，这个主意不错。对，为了测量的准



确和交流的方便，人们发明了尺子，通常用它来测量物体的长度。确和交流的方便，人们发明了尺子，通常用它来测量物体的长度。确和交流的方便，人们发明了尺子，通常用它来测量物体的长度。确和交流的方便，人们发明了尺子，通常用它来测量物体的长度。

3333、认识直尺、认识直尺、认识直尺、认识直尺：：：：（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直尺）（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直尺）（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直尺）（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直尺）

师：你们用的小直尺是尺子中的一种，来看看你的尺子上都有什么？师：你们用的小直尺是尺子中的一种，来看看你的尺子上都有什么？师：你们用的小直尺是尺子中的一种，来看看你的尺子上都有什么？师：你们用的小直尺是尺子中的一种，来看看你的尺子上都有什么？

生生生生:(1:(1:(1:(1）画：）画：）画：）画： 师：这些漂亮的画是用来装饰小直尺的。师：这些漂亮的画是用来装饰小直尺的。师：这些漂亮的画是用来装饰小直尺的。师：这些漂亮的画是用来装饰小直尺的。

（（（（2222）图形：师：以后画图是你会用得到。）图形：师：以后画图是你会用得到。）图形：师：以后画图是你会用得到。）图形：师：以后画图是你会用得到。

（（（（3333）字：师：哦）字：师：哦）字：师：哦）字：师：哦﹑是有一些字。是有一些字。是有一些字。是有一些字。

（（（（4444））））数数数数：：：：师师师师：：：：你们的直尺上有数吗？看尺子的最左端这些数是从几开你们的直尺上有数吗？看尺子的最左端这些数是从几开你们的直尺上有数吗？看尺子的最左端这些数是从几开你们的直尺上有数吗？看尺子的最左端这些数是从几开

始的？在尺子上始的？在尺子上始的？在尺子上始的？在尺子上0000表示起点表示起点表示起点表示起点。。。。（板书：（板书：（板书：（板书：0000起点）起点）起点）起点）

(5)(5)(5)(5)小竖线：小竖线：小竖线：小竖线： 师：大家都来看这些竖线有什么不同吗？这些长短不一师：大家都来看这些竖线有什么不同吗？这些长短不一师：大家都来看这些竖线有什么不同吗？这些长短不一师：大家都来看这些竖线有什么不同吗？这些长短不一

样的小竖线都叫刻度线样的小竖线都叫刻度线样的小竖线都叫刻度线样的小竖线都叫刻度线。。。。（板书并读：刻度线）请看这些长刻度线（板书并读：刻度线）请看这些长刻度线（板书并读：刻度线）请看这些长刻度线（板书并读：刻度线）请看这些长刻度线，，，，规规规规

定每相邻两条长刻度线间是定每相邻两条长刻度线间是定每相邻两条长刻度线间是定每相邻两条长刻度线间是1111大格。指指你直尺上的大格。指指你直尺上的大格。指指你直尺上的大格。指指你直尺上的1111大格。大格。大格。大格。

（（（（6666））））cmcmcmcm：：：： 学生找不到的：看老师的直尺上有两个字母。学生找不到的：看老师的直尺上有两个字母。学生找不到的：看老师的直尺上有两个字母。学生找不到的：看老师的直尺上有两个字母。

师师师师：：：：cmcmcmcm表示厘米表示厘米表示厘米表示厘米，，，，（（（（板书板书板书板书：：：：厘米厘米厘米厘米））））厘米是一个长度单位厘米是一个长度单位厘米是一个长度单位厘米是一个长度单位，，，，这节课我们就这节课我们就这节课我们就这节课我们就

来学习厘米来学习厘米来学习厘米来学习厘米。。。。（板书（板书（板书（板书::::厘米的认识）厘米的认识）厘米的认识）厘米的认识）

二、认识二、认识二、认识二、认识1111厘米，帮助学生建立厘米，帮助学生建立厘米，帮助学生建立厘米，帮助学生建立 1111厘米的表象：厘米的表象：厘米的表象：厘米的表象：

1111、猜、猜、猜、猜1111厘米长：厘米长：厘米长：厘米长：

师：同学们，猜猜看师：同学们，猜猜看师：同学们，猜猜看师：同学们，猜猜看1111厘米有多长呀？厘米有多长呀？厘米有多长呀？厘米有多长呀？

生：生：生：生：(1)(1)(1)(1)比划比划比划比划 (2)(2)(2)(2)说说说说 （（（（3333）用身边的物长表示）用身边的物长表示）用身边的物长表示）用身边的物长表示 （（（（4444）找直尺上的）找直尺上的）找直尺上的）找直尺上的

师：这个小朋友在直尺上找师：这个小朋友在直尺上找师：这个小朋友在直尺上找师：这个小朋友在直尺上找1111厘米，大家都来试着找找看？厘米，大家都来试着找找看？厘米，大家都来试着找找看？厘米，大家都来试着找找看？

2222、找直尺上的、找直尺上的、找直尺上的、找直尺上的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师：那么师：那么师：那么师：那么1111厘米到底有多长呢？能在直尺上试着找找厘米到底有多长呢？能在直尺上试着找找厘米到底有多长呢？能在直尺上试着找找厘米到底有多长呢？能在直尺上试着找找 1111厘米吗？厘米吗？厘米吗？厘米吗？

师：从师：从师：从师：从0000 到到到到1111。。。。



3333、比划直尺上的、比划直尺上的、比划直尺上的、比划直尺上的 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师：对照尺子比划一下，举起来师：对照尺子比划一下，举起来师：对照尺子比划一下，举起来师：对照尺子比划一下，举起来

4444、借助小棒比划、感觉、借助小棒比划、感觉、借助小棒比划、感觉、借助小棒比划、感觉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师：为了让同学们比得更准确些，老师为你准备了师：为了让同学们比得更准确些，老师为你准备了师：为了让同学们比得更准确些，老师为你准备了师：为了让同学们比得更准确些，老师为你准备了 1111 厘米的小棒。来厘米的小棒。来厘米的小棒。来厘米的小棒。来

借助小棒再来比划一下；来用另一只手也来试一试？请轻轻地放下小借助小棒再来比划一下；来用另一只手也来试一试？请轻轻地放下小借助小棒再来比划一下；来用另一只手也来试一试？请轻轻地放下小借助小棒再来比划一下；来用另一只手也来试一试？请轻轻地放下小

棒。来闭上眼睛，想想棒。来闭上眼睛，想想棒。来闭上眼睛，想想棒。来闭上眼睛，想想1111 厘米有多长呀？想起来了吗？好，能用手势厘米有多长呀？想起来了吗？好，能用手势厘米有多长呀？想起来了吗？好，能用手势厘米有多长呀？想起来了吗？好，能用手势

直接比划直接比划直接比划直接比划1111厘米长吗？通过摸厘米长吗？通过摸厘米长吗？通过摸厘米长吗？通过摸、、、、想想想想、、、、比划比划比划比划，，，，你感觉你感觉你感觉你感觉 1111厘米怎么样？厘米怎么样？厘米怎么样？厘米怎么样？（（（（短短短短、、、、

小、又短又小）你用的词真好。所以在测量较短物体的长度时一般用小、又短又小）你用的词真好。所以在测量较短物体的长度时一般用小、又短又小）你用的词真好。所以在测量较短物体的长度时一般用小、又短又小）你用的词真好。所以在测量较短物体的长度时一般用

厘米作单位。厘米作单位。厘米作单位。厘米作单位。

5555、生活举例：、生活举例：、生活举例：、生活举例：

（（（（1111）其实在我们身上或周围有许多物体的长度、宽度或厚度大约是）其实在我们身上或周围有许多物体的长度、宽度或厚度大约是）其实在我们身上或周围有许多物体的长度、宽度或厚度大约是）其实在我们身上或周围有许多物体的长度、宽度或厚度大约是1111

厘米。比如厘米。比如厘米。比如厘米。比如：：：：（师举小手指）老师小手指的宽度（师举小手指）老师小手指的宽度（师举小手指）老师小手指的宽度（师举小手指）老师小手指的宽度、、、、（举打火机）这枚打（举打火机）这枚打（举打火机）这枚打（举打火机）这枚打

火机的厚度。火机的厚度。火机的厚度。火机的厚度。

（（（（2222））））每组桌面上有一个信封每组桌面上有一个信封每组桌面上有一个信封每组桌面上有一个信封，，，，听要求听要求听要求听要求：：：：请组长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面请组长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面请组长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面请组长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面

上，小组成员合作找出大约是上，小组成员合作找出大约是上，小组成员合作找出大约是上，小组成员合作找出大约是 1111厘米的物体放在一起。比比哪组合作厘米的物体放在一起。比比哪组合作厘米的物体放在一起。比比哪组合作厘米的物体放在一起。比比哪组合作

的好、找的准的好、找的准的好、找的准的好、找的准。。。。（教师巡视）（教师巡视）（教师巡视）（教师巡视）

（（（（3333））））谁想代表你组来说一说？那组有补充？谁想代表你组来说一说？那组有补充？谁想代表你组来说一说？那组有补充？谁想代表你组来说一说？那组有补充？（（（（订书钉的宽度订书钉的宽度订书钉的宽度订书钉的宽度、、、、橡皮的橡皮的橡皮的橡皮的

厚度厚度厚度厚度、、、、纽扣的宽度纽扣的宽度纽扣的宽度纽扣的宽度、、、、水彩笔的宽度水彩笔的宽度水彩笔的宽度水彩笔的宽度、、、、正方体的长度正方体的长度正方体的长度正方体的长度、、、、柳叶的宽度柳叶的宽度柳叶的宽度柳叶的宽度……………………））））

师：你能再想几个例子吗？师：你能再想几个例子吗？师：你能再想几个例子吗？师：你能再想几个例子吗？

师小结：只要你留心认真地观察，相信你会找的更多。师小结：只要你留心认真地观察，相信你会找的更多。师小结：只要你留心认真地观察，相信你会找的更多。师小结：只要你留心认真地观察，相信你会找的更多。

6666、找直尺上其它的、找直尺上其它的、找直尺上其它的、找直尺上其它的 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从从从从1111到到到到2222 这这这这1111大格的长度也是大格的长度也是大格的长度也是大格的长度也是 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3333到到到到 4444这大格也是这大格也是这大格也是这大格也是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三、认识几厘米：三、认识几厘米：三、认识几厘米：三、认识几厘米：

1111、认识几厘米，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几大格就是几厘米：、认识几厘米，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几大格就是几厘米：、认识几厘米，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几大格就是几厘米：、认识几厘米，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几大格就是几厘米：

师师师师：：：： 1111大格的长度是大格的长度是大格的长度是大格的长度是 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那从那从那从那从0000刻度线到刻度线到刻度线到刻度线到 2222刻度线的长度呢？刻度线的长度呢？刻度线的长度呢？刻度线的长度呢？（（（（2222

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师：刚才大家认识了师：刚才大家认识了师：刚才大家认识了师：刚才大家认识了1111 厘米，知到了厘米，知到了厘米，知到了厘米，知到了 2222厘米长，你知道厘米长，你知道厘米长，你知道厘米长，你知道 4444厘米有多长厘米有多长厘米有多长厘米有多长

吗？吗？吗？吗？

生：从生：从生：从生：从0000 到到到到4444的长度！的长度！的长度！的长度！

师：为什么？师：为什么？师：为什么？师：为什么？

生：因为有生：因为有生：因为有生：因为有4444个大格。个大格。个大格。个大格。

师：有不同的找法吗？师：有不同的找法吗？师：有不同的找法吗？师：有不同的找法吗？ 或问或问或问或问：：：：（从几到几的长度也是（从几到几的长度也是（从几到几的长度也是（从几到几的长度也是4444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生：从生：从生：从生：从1111 到到到到5555的长；的长；的长；的长； 生生生生2222：从：从：从：从 2222到到到到6666的长的长的长的长……………………

生：都有生：都有生：都有生：都有4444个大格；都有个大格；都有个大格；都有个大格；都有4444个个个个 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师：你还能找出另外一些长度吗？师：你还能找出另外一些长度吗？师：你还能找出另外一些长度吗？师：你还能找出另外一些长度吗？

四、估计、测量物体的长：四、估计、测量物体的长：四、估计、测量物体的长：四、估计、测量物体的长：

1111、估计、测量小棒的长：、估计、测量小棒的长：、估计、测量小棒的长：、估计、测量小棒的长：

师师师师：：：：拿起这根红色小棒拿起这根红色小棒拿起这根红色小棒拿起这根红色小棒，，，，想着想着想着想着 1111厘米长厘米长厘米长厘米长，，，，用眼观察它大约长多少厘米？用眼观察它大约长多少厘米？用眼观察它大约长多少厘米？用眼观察它大约长多少厘米？

比比谁的眼力好。比比谁的眼力好。比比谁的眼力好。比比谁的眼力好。

生：生：生：生：5555厘米、厘米、厘米、厘米、7777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师：到底多长呢？怎么办？师：到底多长呢？怎么办？师：到底多长呢？怎么办？师：到底多长呢？怎么办？

生：用尺子量一量（生：用尺子量一量（生：用尺子量一量（生：用尺子量一量（6666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师：你是怎样测量的？师：你是怎样测量的？师：你是怎样测量的？师：你是怎样测量的？

生：一端对着生：一端对着生：一端对着生：一端对着0000，另一端对着，另一端对着，另一端对着，另一端对着6666。。。。



2222、、、、小组活动估计小组活动估计小组活动估计小组活动估计、、、、测量物体的长测量物体的长测量物体的长测量物体的长：：：：（（（（留作机动题留作机动题留作机动题留作机动题，，，，时间充足就坐此题时间充足就坐此题时间充足就坐此题时间充足就坐此题））））

3333、测量自己的一、测量自己的一、测量自己的一、测量自己的一拃：：：：

师师师师：：：：你的一你的一你的一你的一拃有多长呢？用直尺测量一下有多长呢？用直尺测量一下有多长呢？用直尺测量一下有多长呢？用直尺测量一下。。。。（（（（老师巡视指导老师巡视指导老师巡视指导老师巡视指导））））谁想说说？谁想说说？谁想说说？谁想说说？

生：生：生：生：13131313厘米、厘米、厘米、厘米、14141414厘米、厘米、厘米、厘米、11111111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师：看来你们的一师：看来你们的一师：看来你们的一师：看来你们的一拃与小徒弟的与小徒弟的与小徒弟的与小徒弟的

一一一一拃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4444、估测、测量老师的一、估测、测量老师的一、估测、测量老师的一、估测、测量老师的一拃：：：：

师：估一估老师的一师：估一估老师的一师：估一估老师的一师：估一估老师的一拃大约有多长？大约有多长？大约有多长？大约有多长？

师：到底有多长呢？谁上来测量一下？下面的同学注意观察它是怎样师：到底有多长呢？谁上来测量一下？下面的同学注意观察它是怎样师：到底有多长呢？谁上来测量一下？下面的同学注意观察它是怎样师：到底有多长呢？谁上来测量一下？下面的同学注意观察它是怎样

测量的。测量的。测量的。测量的。

师：告诉大家大拇指指谁？中指指谁？告诉大家是几厘米？谢谢你正师：告诉大家大拇指指谁？中指指谁？告诉大家是几厘米？谢谢你正师：告诉大家大拇指指谁？中指指谁？告诉大家是几厘米？谢谢你正师：告诉大家大拇指指谁？中指指谁？告诉大家是几厘米？谢谢你正

确的测量出了老师的一确的测量出了老师的一确的测量出了老师的一确的测量出了老师的一拃。。。。

师：看你估计的和测量的结果怎样？师：看你估计的和测量的结果怎样？师：看你估计的和测量的结果怎样？师：看你估计的和测量的结果怎样？

师：差不多：你们的估测本领真强。师：差不多：你们的估测本领真强。师：差不多：你们的估测本领真强。师：差不多：你们的估测本领真强。

五、总结评价：五、总结评价：五、总结评价：五、总结评价：

师：孩子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师：孩子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师：孩子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师：孩子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

生：厘米的认识。生：厘米的认识。生：厘米的认识。生：厘米的认识。

师：对，这节课我们一起认识了长度单位厘米，用厘米作单位可以测师：对，这节课我们一起认识了长度单位厘米，用厘米作单位可以测师：对，这节课我们一起认识了长度单位厘米，用厘米作单位可以测师：对，这节课我们一起认识了长度单位厘米，用厘米作单位可以测

量一些较短物体的长度，那么测量物体的长度还可以用其它单位吗？量一些较短物体的长度，那么测量物体的长度还可以用其它单位吗？量一些较短物体的长度，那么测量物体的长度还可以用其它单位吗？量一些较短物体的长度，那么测量物体的长度还可以用其它单位吗？

我们下节再讲！我们下节再讲！我们下节再讲！我们下节再讲！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2222————————阿福做长袍阿福做长袍阿福做长袍阿福做长袍

该情境图是该情境图是该情境图是该情境图是““““阿福做上衣阿福做上衣阿福做上衣阿福做上衣””””故事的发展。讲的是师傅和徒弟为阿福故事的发展。讲的是师傅和徒弟为阿福故事的发展。讲的是师傅和徒弟为阿福故事的发展。讲的是师傅和徒弟为阿福

作长袍的情境。故事大意是：师傅用尺子量出阿福长袍长作长袍的情境。故事大意是：师傅用尺子量出阿福长袍长作长袍的情境。故事大意是：师傅用尺子量出阿福长袍长作长袍的情境。故事大意是：师傅用尺子量出阿福长袍长 1111米，徒弟米，徒弟米，徒弟米，徒弟

看到尺子是看到尺子是看到尺子是看到尺子是100100100100厘米厘米厘米厘米，，，，于是产生疑问于是产生疑问于是产生疑问于是产生疑问““““到底是到底是到底是到底是 1111米米米米，，，，还是还是还是还是100100100100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从而引出长度单位米以及米和厘米关系的认识。从而引出长度单位米以及米和厘米关系的认识。从而引出长度单位米以及米和厘米关系的认识。从而引出长度单位米以及米和厘米关系的认识。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在实践活动中认识长度单位米在实践活动中认识长度单位米在实践活动中认识长度单位米在实践活动中认识长度单位米，，，，初步建立初步建立初步建立初步建立 1111米的长度观念米的长度观念米的长度观念米的长度观念，，，，学会用学会用学会用学会用

米估测日常生活中常见物体的长度米估测日常生活中常见物体的长度米估测日常生活中常见物体的长度米估测日常生活中常见物体的长度，，，，通过动手操作知通过动手操作知通过动手操作知通过动手操作知道道道道 1111米米米米=10=10=10=100000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2222﹑结合实际经历用不同的方法测量物体长度的过程结合实际经历用不同的方法测量物体长度的过程结合实际经历用不同的方法测量物体长度的过程结合实际经历用不同的方法测量物体长度的过程，，，，进一步培养学生进一步培养学生进一步培养学生进一步培养学生

合作学习的能力，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合作学习的能力，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合作学习的能力，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合作学习的能力，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一一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师：上次徒弟为阿福改好了上衣，他很满意。今天他又来了，你有什师：上次徒弟为阿福改好了上衣，他很满意。今天他又来了，你有什师：上次徒弟为阿福改好了上衣，他很满意。今天他又来了，你有什师：上次徒弟为阿福改好了上衣，他很满意。今天他又来了，你有什

么问题吗？么问题吗？么问题吗？么问题吗？

生：到底是生：到底是生：到底是生：到底是1111米还是米还是米还是米还是100100100100厘米？同样是一件衣服为什么师傅和徒弟量厘米？同样是一件衣服为什么师傅和徒弟量厘米？同样是一件衣服为什么师傅和徒弟量厘米？同样是一件衣服为什么师傅和徒弟量

出的数据不一样呢？米是什么？出的数据不一样呢？米是什么？出的数据不一样呢？米是什么？出的数据不一样呢？米是什么？1111米有多长？米有多长？米有多长？米有多长？

二二二二﹑认识米，建立认识米，建立认识米，建立认识米，建立1111米的实际概念米的实际概念米的实际概念米的实际概念

师师师师：：：：““““米米米米””””也是用来测量物体的长短的也是用来测量物体的长短的也是用来测量物体的长短的也是用来测量物体的长短的，，，，它是比厘米更大的一个长度测它是比厘米更大的一个长度测它是比厘米更大的一个长度测它是比厘米更大的一个长度测

量单位量单位量单位量单位，，，，““““米米米米””””也可以用也可以用也可以用也可以用 mmmm表示表示表示表示，，，，那么那么那么那么1111米到底有多长呢？让我们感受米到底有多长呢？让我们感受米到底有多长呢？让我们感受米到底有多长呢？让我们感受

一下吧！一下吧！一下吧！一下吧！

请大家合作：量出请大家合作：量出请大家合作：量出请大家合作：量出1111米的长度米的长度米的长度米的长度

仔细观察一下是多少厘米？仔细观察一下是多少厘米？仔细观察一下是多少厘米？仔细观察一下是多少厘米？ 讨论：讨论：讨论：讨论：1111米米米米=100=100=100=100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学生用手比划学生用手比划学生用手比划学生用手比划1111米的长度并与同伴交流。米的长度并与同伴交流。米的长度并与同伴交流。米的长度并与同伴交流。

让学生找一找我们的周围有那些物体的长度大约是让学生找一找我们的周围有那些物体的长度大约是让学生找一找我们的周围有那些物体的长度大约是让学生找一找我们的周围有那些物体的长度大约是 1111米呢？米呢？米呢？米呢？

三、用米测量和估测三、用米测量和估测三、用米测量和估测三、用米测量和估测

指名学生估测：教室的长度指名学生估测：教室的长度指名学生估测：教室的长度指名学生估测：教室的长度 黑板的长度黑板的长度黑板的长度黑板的长度 课桌的长度课桌的长度课桌的长度课桌的长度 凳子的长度凳子的长度凳子的长度凳子的长度

实际测量长度，交流测量方法实际测量长度，交流测量方法实际测量长度，交流测量方法实际测量长度，交流测量方法

教师画一条线段，先估测再测量教师画一条线段，先估测再测量教师画一条线段，先估测再测量教师画一条线段，先估测再测量

四、解决实际问题四、解决实际问题四、解决实际问题四、解决实际问题

1111、出示断尺、出示断尺、出示断尺、出示断尺：：：：““““0000””””刻度磨损的尺子，怎样测量物体的长度刻度磨损的尺子，怎样测量物体的长度刻度磨损的尺子，怎样测量物体的长度刻度磨损的尺子，怎样测量物体的长度

学生交流后汇报结果学生交流后汇报结果学生交流后汇报结果学生交流后汇报结果

2222、利用断尺画一条长、利用断尺画一条长、利用断尺画一条长、利用断尺画一条长4444厘米的线段厘米的线段厘米的线段厘米的线段



五、解决开放性问题五、解决开放性问题五、解决开放性问题五、解决开放性问题

1111、让学生投沙包并作好标记（测量投沙包的长度）、让学生投沙包并作好标记（测量投沙包的长度）、让学生投沙包并作好标记（测量投沙包的长度）、让学生投沙包并作好标记（测量投沙包的长度）

2222、交流测量方法，汇报结果、交流测量方法，汇报结果、交流测量方法，汇报结果、交流测量方法，汇报结果

六、全课小结：这节课你知道了什么？有什么收获？你对自己的表现六、全课小结：这节课你知道了什么？有什么收获？你对自己的表现六、全课小结：这节课你知道了什么？有什么收获？你对自己的表现六、全课小结：这节课你知道了什么？有什么收获？你对自己的表现

满意吗？满意吗？满意吗？满意吗？

补充练习补充练习补充练习补充练习

1111、想一想，填一填。、想一想，填一填。、想一想，填一填。、想一想，填一填。

一张床长一张床长一张床长一张床长2222（（（（ ）））） 一枝冰糕长一枝冰糕长一枝冰糕长一枝冰糕长12121212（（（（ ））））

小明的鞋子长小明的鞋子长小明的鞋子长小明的鞋子长23232323（（（（ ）））） 一棵大树高一棵大树高一棵大树高一棵大树高5555（（（（ ））））

一列火车长一列火车长一列火车长一列火车长75757575（（（（ ）））） 一座楼高一座楼高一座楼高一座楼高 20202020（（（（ ））））

一本练习本大约长（一本练习本大约长（一本练习本大约长（一本练习本大约长（ ）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教室的门高大约是（教室的门高大约是（教室的门高大约是（教室的门高大约是（ ）米）米）米）米

2222、你知道黑板的长吗？先估计一下，再量出来。、你知道黑板的长吗？先估计一下，再量出来。、你知道黑板的长吗？先估计一下，再量出来。、你知道黑板的长吗？先估计一下，再量出来。

黑板的长是（黑板的长是（黑板的长是（黑板的长是（ ）米（）米（）米（）米（ ）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3333、、、、 教室的高大约有（教室的高大约有（教室的高大约有（教室的高大约有（ ）米）米）米）米

教室的长大约有（教室的长大约有（教室的长大约有（教室的长大约有（ ）米）米）米）米

教室的宽大约有（教室的宽大约有（教室的宽大约有（教室的宽大约有（ ）米）米）米）米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八、我们的鞋码八、我们的鞋码八、我们的鞋码八、我们的鞋码

————————统计统计统计统计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初步学会使用适当的方法收集数据初步学会使用适当的方法收集数据初步学会使用适当的方法收集数据初步学会使用适当的方法收集数据，，，，学会用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学会用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学会用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学会用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

计图整理数据。计图整理数据。计图整理数据。计图整理数据。

2222、、、、通过实例通过实例通过实例通过实例，，，，认识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认识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认识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认识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一格代表一个单位一格代表一个单位一格代表一个单位一格代表一个单位）））），，，，

能够根据统计结果提出和回答简单的问题，并能与同伴交流。能够根据统计结果提出和回答简单的问题，并能与同伴交流。能够根据统计结果提出和回答简单的问题，并能与同伴交流。能够根据统计结果提出和回答简单的问题，并能与同伴交流。

3333、结合现实情境，经历简单的统计过程，体会统计的作用。、结合现实情境，经历简单的统计过程，体会统计的作用。、结合现实情境，经历简单的统计过程，体会统计的作用。、结合现实情境，经历简单的统计过程，体会统计的作用。

4444、、、、在与同伴合作统计的活动中在与同伴合作统计的活动中在与同伴合作统计的活动中在与同伴合作统计的活动中，，，，形成初步的合作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形成初步的合作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形成初步的合作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形成初步的合作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力。力。力。

[[[[教学重难点教学重难点教学重难点教学重难点]]]]

学会用画正字的方法收集数据，以及认识简单的条形统计图（一格代学会用画正字的方法收集数据，以及认识简单的条形统计图（一格代学会用画正字的方法收集数据，以及认识简单的条形统计图（一格代学会用画正字的方法收集数据，以及认识简单的条形统计图（一格代



表一个单位）表一个单位）表一个单位）表一个单位）

[[[[教学构想教学构想教学构想教学构想]]]]

教学时，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组织实践性活动，让学生体会统教学时，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组织实践性活动，让学生体会统教学时，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组织实践性活动，让学生体会统教学时，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组织实践性活动，让学生体会统

计的重要性，经历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过程，感受统计是解决问计的重要性，经历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过程，感受统计是解决问计的重要性，经历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过程，感受统计是解决问计的重要性，经历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过程，感受统计是解决问

题的一种策略，能在遇到有关问题时自觉想到可以用统计方法加以解题的一种策略，能在遇到有关问题时自觉想到可以用统计方法加以解题的一种策略，能在遇到有关问题时自觉想到可以用统计方法加以解题的一种策略，能在遇到有关问题时自觉想到可以用统计方法加以解

决，初步形成统计意识。注意启发学生对各种收集方法进行比较，加决，初步形成统计意识。注意启发学生对各种收集方法进行比较，加决，初步形成统计意识。注意启发学生对各种收集方法进行比较，加决，初步形成统计意识。注意启发学生对各种收集方法进行比较，加

强对画强对画强对画强对画““““整整整整””””字法的比较。字法的比较。字法的比较。字法的比较。

[[[[教具准备教具准备教具准备教具准备]]]]

实物投影仪实物投影仪实物投影仪实物投影仪

[[[[课时计划课时计划课时计划课时计划]2]2]2]2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信息窗————————我们的鞋码我们的鞋码我们的鞋码我们的鞋码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书书书书81818181页信息窗页信息窗页信息窗页信息窗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初步学会使用适当的方法收集数据初步学会使用适当的方法收集数据初步学会使用适当的方法收集数据初步学会使用适当的方法收集数据，，，，学会用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学会用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学会用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学会用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

计图整理数据。计图整理数据。计图整理数据。计图整理数据。

2222、、、、通过实例通过实例通过实例通过实例，，，，认识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认识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认识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认识简单的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一格代表一个单位一格代表一个单位一格代表一个单位一格代表一个单位）））），，，，

能够根据统计结果提出和回答简单的问题，并能与同伴交流。能够根据统计结果提出和回答简单的问题，并能与同伴交流。能够根据统计结果提出和回答简单的问题，并能与同伴交流。能够根据统计结果提出和回答简单的问题，并能与同伴交流。

3333、结合现实情境，经历简单的统计过程，体会统计的作用。、结合现实情境，经历简单的统计过程，体会统计的作用。、结合现实情境，经历简单的统计过程，体会统计的作用。、结合现实情境，经历简单的统计过程，体会统计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教学重难点教学重难点教学重难点]]]]

学会用画正字的方法收集数据，以及认识简单的条形统计图（一格代学会用画正字的方法收集数据，以及认识简单的条形统计图（一格代学会用画正字的方法收集数据，以及认识简单的条形统计图（一格代学会用画正字的方法收集数据，以及认识简单的条形统计图（一格代

表一个单位）表一个单位）表一个单位）表一个单位）



[[[[教具准备教具准备教具准备教具准备]]]]

实物投影仪实物投影仪实物投影仪实物投影仪

[[[[课前准备课前准备课前准备课前准备]]]]

小组长调查小组每个人的鞋码。小组长调查小组每个人的鞋码。小组长调查小组每个人的鞋码。小组长调查小组每个人的鞋码。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导入导入导入导入

这节课这节课这节课这节课，，，，我们要做一次小小采购员我们要做一次小小采购员我们要做一次小小采购员我们要做一次小小采购员，，，，让你来负责买我们班同学的鞋子让你来负责买我们班同学的鞋子让你来负责买我们班同学的鞋子让你来负责买我们班同学的鞋子，，，，

同学们有信心做好吗？同学们有信心做好吗？同学们有信心做好吗？同学们有信心做好吗？

那么你首先该知道些什么呢？（鞋号）那么你首先该知道些什么呢？（鞋号）那么你首先该知道些什么呢？（鞋号）那么你首先该知道些什么呢？（鞋号）

对对对对，，，，鞋号也叫鞋码鞋号也叫鞋码鞋号也叫鞋码鞋号也叫鞋码，，，，课前老师已经让小组长调查了你们每个人的鞋码课前老师已经让小组长调查了你们每个人的鞋码课前老师已经让小组长调查了你们每个人的鞋码课前老师已经让小组长调查了你们每个人的鞋码。。。。

小组长都记好了吗？小组长都记好了吗？小组长都记好了吗？小组长都记好了吗？

二、新课二、新课二、新课二、新课

到底每种鞋号各有多少人呢？你能想个好办法让老师知道吗？到底每种鞋号各有多少人呢？你能想个好办法让老师知道吗？到底每种鞋号各有多少人呢？你能想个好办法让老师知道吗？到底每种鞋号各有多少人呢？你能想个好办法让老师知道吗？

学生自由发言学生自由发言学生自由发言学生自由发言

2222、生：把每个鞋号都念一念，在纸上记下来。、生：把每个鞋号都念一念，在纸上记下来。、生：把每个鞋号都念一念，在纸上记下来。、生：把每个鞋号都念一念，在纸上记下来。

那咱们就用这种方法来统计我们的鞋码，好吗？那咱们就用这种方法来统计我们的鞋码，好吗？那咱们就用这种方法来统计我们的鞋码，好吗？那咱们就用这种方法来统计我们的鞋码，好吗？

板书：我们的鞋码板书：我们的鞋码板书：我们的鞋码板书：我们的鞋码

3333、那怎么来记录呢？、那怎么来记录呢？、那怎么来记录呢？、那怎么来记录呢？

1111）小组同学赶紧商量商量，选一种你们组认为又快又准的方法。）小组同学赶紧商量商量，选一种你们组认为又快又准的方法。）小组同学赶紧商量商量，选一种你们组认为又快又准的方法。）小组同学赶紧商量商量，选一种你们组认为又快又准的方法。

2222）想好了吗？来，小组长把你们组记录的方法写在黑板上。）想好了吗？来，小组长把你们组记录的方法写在黑板上。）想好了吗？来，小组长把你们组记录的方法写在黑板上。）想好了吗？来，小组长把你们组记录的方法写在黑板上。

3333））））大家比较一下这几种方法大家比较一下这几种方法大家比较一下这几种方法大家比较一下这几种方法，，，，你认为那种方法记起来又快又准？为什你认为那种方法记起来又快又准？为什你认为那种方法记起来又快又准？为什你认为那种方法记起来又快又准？为什

么？么？么？么？



学生思考后回答。学生思考后回答。学生思考后回答。学生思考后回答。

4444））））现在咱们就找一位同学来念鞋号现在咱们就找一位同学来念鞋号现在咱们就找一位同学来念鞋号现在咱们就找一位同学来念鞋号，，，，其余同学仔细听其余同学仔细听其余同学仔细听其余同学仔细听，，，，用自己认为最用自己认为最用自己认为最用自己认为最

简单的方法来记录，简单的方法来记录，简单的方法来记录，简单的方法来记录，5555）小组长把桌子上的记录纸条发给每个人一张）小组长把桌子上的记录纸条发给每个人一张）小组长把桌子上的记录纸条发给每个人一张）小组长把桌子上的记录纸条发给每个人一张。。。。

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吗？

老师也来统计，咱们来比一比，看谁听的认真，记得仔细，一个鞋号老师也来统计，咱们来比一比，看谁听的认真，记得仔细，一个鞋号老师也来统计，咱们来比一比，看谁听的认真，记得仔细，一个鞋号老师也来统计，咱们来比一比，看谁听的认真，记得仔细，一个鞋号

也没记错。也没记错。也没记错。也没记错。

（师生统计）（师生统计）（师生统计）（师生统计）

6666）记好了吗？顺便把每种鞋号有多少人穿数一数，写下来。）记好了吗？顺便把每种鞋号有多少人穿数一数，写下来。）记好了吗？顺便把每种鞋号有多少人穿数一数，写下来。）记好了吗？顺便把每种鞋号有多少人穿数一数，写下来。

7777）谁来给大家介绍你是怎么记录的？（指生答））谁来给大家介绍你是怎么记录的？（指生答））谁来给大家介绍你是怎么记录的？（指生答））谁来给大家介绍你是怎么记录的？（指生答）

8888）大家觉得这种记法怎么样？）大家觉得这种记法怎么样？）大家觉得这种记法怎么样？）大家觉得这种记法怎么样？

9999））））他记录的每种鞋号的人数对吗？不对的赶紧改过来他记录的每种鞋号的人数对吗？不对的赶紧改过来他记录的每种鞋号的人数对吗？不对的赶紧改过来他记录的每种鞋号的人数对吗？不对的赶紧改过来。。。。还有不同的记还有不同的记还有不同的记还有不同的记

录方法吗？录方法吗？录方法吗？录方法吗？

（老师把不同的记录方法各选一种贴在黑板上）（老师把不同的记录方法各选一种贴在黑板上）（老师把不同的记录方法各选一种贴在黑板上）（老师把不同的记录方法各选一种贴在黑板上）

10101010）老师也有一种好的方法，想知道吗？老师是用画正字的方法来统）老师也有一种好的方法，想知道吗？老师是用画正字的方法来统）老师也有一种好的方法，想知道吗？老师是用画正字的方法来统）老师也有一种好的方法，想知道吗？老师是用画正字的方法来统

计的，你看计的，你看计的，你看计的，你看

（在实物投影上出示老师统计的方法（在实物投影上出示老师统计的方法（在实物投影上出示老师统计的方法（在实物投影上出示老师统计的方法）））），，，，““““正正正正””””字正好是字正好是字正好是字正好是5555笔，画完一笔，画完一笔，画完一笔，画完一

个个个个““““正正正正””””字就代表字就代表字就代表字就代表 5555个人。大家比较一下，老师的这种方法好不好？个人。大家比较一下，老师的这种方法好不好？个人。大家比较一下，老师的这种方法好不好？个人。大家比较一下，老师的这种方法好不好？

好在哪？好在哪？好在哪？好在哪？

11111111）老师这种记法不但简单，最后数的时候还可以）老师这种记法不但简单，最后数的时候还可以）老师这种记法不但简单，最后数的时候还可以）老师这种记法不但简单，最后数的时候还可以 5555 个个个个5555个的数，你个的数，你个的数，你个的数，你

瞧瞧瞧瞧，，，，（（（（手指着正字开始数手指着正字开始数手指着正字开始数手指着正字开始数）））），，，，5555个个个个，，，，10101010个个个个，，，，15151515个个个个，，，，是不是比是不是比是不是比是不是比 1111个个个个1111 个的个的个的个的

数要快呢？数要快呢？数要快呢？数要快呢？

那以后你们在统计的时候也可以用画正字的方法。那以后你们在统计的时候也可以用画正字的方法。那以后你们在统计的时候也可以用画正字的方法。那以后你们在统计的时候也可以用画正字的方法。



4444、、、、为了更清楚的看到每种鞋号的人数为了更清楚的看到每种鞋号的人数为了更清楚的看到每种鞋号的人数为了更清楚的看到每种鞋号的人数，，，，我们可以把调查结果整理一下我们可以把调查结果整理一下我们可以把调查结果整理一下我们可以把调查结果整理一下

制成统计图或统计表。制成统计图或统计表。制成统计图或统计表。制成统计图或统计表。

1111）大家看，这就是统计图。你知道统计图是怎么来统计吗？）大家看，这就是统计图。你知道统计图是怎么来统计吗？）大家看，这就是统计图。你知道统计图是怎么来统计吗？）大家看，这就是统计图。你知道统计图是怎么来统计吗？

指生答指生答指生答指生答

2222）用涂小格的方法来统计。一个小各代表一个人。）用涂小格的方法来统计。一个小各代表一个人。）用涂小格的方法来统计。一个小各代表一个人。）用涂小格的方法来统计。一个小各代表一个人。

3333））））对对对对，，，，用涂小格的方法来统计用涂小格的方法来统计用涂小格的方法来统计用涂小格的方法来统计。。。。现在咱们就根据刚才的记录把统计图现在咱们就根据刚才的记录把统计图现在咱们就根据刚才的记录把统计图现在咱们就根据刚才的记录把统计图

和统计表填好。和统计表填好。和统计表填好。和统计表填好。

（学生完成统计图、统计表）（学生完成统计图、统计表）（学生完成统计图、统计表）（学生完成统计图、统计表）

4444）谁来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学生展示））谁来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学生展示））谁来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学生展示））谁来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学生展示）

你们也是这样做的吗？你们也是这样做的吗？你们也是这样做的吗？你们也是这样做的吗？

5555、大家认真观察统计图，你发现了什么？、大家认真观察统计图，你发现了什么？、大家认真观察统计图，你发现了什么？、大家认真观察统计图，你发现了什么？

通过看统计图，咱们一眼就能看出什么最多，什么最少。这就是统计通过看统计图，咱们一眼就能看出什么最多，什么最少。这就是统计通过看统计图，咱们一眼就能看出什么最多，什么最少。这就是统计通过看统计图，咱们一眼就能看出什么最多，什么最少。这就是统计

图最大的优点。图最大的优点。图最大的优点。图最大的优点。

作业设置：统计全班同学的身高作业设置：统计全班同学的身高作业设置：统计全班同学的身高作业设置：统计全班同学的身高

板书设计：我们的鞋码板书设计：我们的鞋码板书设计：我们的鞋码板书设计：我们的鞋码

统计结果统计结果统计结果统计结果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书书书书83838383页自主练习页自主练习页自主练习页自主练习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会用多种方式统计信息，熟练条形统计图记数的方法。会用多种方式统计信息，熟练条形统计图记数的方法。会用多种方式统计信息，熟练条形统计图记数的方法。会用多种方式统计信息，熟练条形统计图记数的方法。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掷硬币掷硬币掷硬币掷硬币50505050次，用你喜欢的方法记录下来。次，用你喜欢的方法记录下来。次，用你喜欢的方法记录下来。次，用你喜欢的方法记录下来。

同学们，你们玩过掷硬币的游戏吗？你留意过吗？掷硬币的时候，是同学们，你们玩过掷硬币的游戏吗？你留意过吗？掷硬币的时候，是同学们，你们玩过掷硬币的游戏吗？你留意过吗？掷硬币的时候，是同学们，你们玩过掷硬币的游戏吗？你留意过吗？掷硬币的时候，是

正面向上的次数多，还是背面向上的次数多？正面向上的次数多，还是背面向上的次数多？正面向上的次数多，还是背面向上的次数多？正面向上的次数多，还是背面向上的次数多？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将你手中的硬币抛掷将你手中的硬币抛掷将你手中的硬币抛掷将你手中的硬币抛掷 50505050次次次次，，，，记录每次抛掷的结果记录每次抛掷的结果记录每次抛掷的结果记录每次抛掷的结果，，，，

看看结果如何。看看结果如何。看看结果如何。看看结果如何。

你想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学生自由回答）你想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学生自由回答）你想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学生自由回答）你想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学生自由回答）

好，我们有这么多办法，现在就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实验好，我们有这么多办法，现在就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实验好，我们有这么多办法，现在就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实验好，我们有这么多办法，现在就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实验



吧。吧。吧。吧。

学生活动，教试巡视。学生活动，教试巡视。学生活动，教试巡视。学生活动，教试巡视。

有结果了吗？有结果了吗？有结果了吗？有结果了吗？

指生汇报实验结果。指生汇报实验结果。指生汇报实验结果。指生汇报实验结果。

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

掷硬币的结果，有的正面向上的次数多，有的背面向上的次数多，但掷硬币的结果，有的正面向上的次数多，有的背面向上的次数多，但掷硬币的结果，有的正面向上的次数多，有的背面向上的次数多，但掷硬币的结果，有的正面向上的次数多，有的背面向上的次数多，但

差别不大。而且，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多，这种差别越来越小。差别不大。而且，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多，这种差别越来越小。差别不大。而且，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多，这种差别越来越小。差别不大。而且，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多，这种差别越来越小。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继续抛下去如果继续抛下去如果继续抛下去如果继续抛下去，，，，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次数的差别会更小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次数的差别会更小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次数的差别会更小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次数的差别会更小。。。。

2222、、、、现在咱们来玩一个摞方块的游戏现在咱们来玩一个摞方块的游戏现在咱们来玩一个摞方块的游戏现在咱们来玩一个摞方块的游戏，，，，注意一边摞注意一边摞注意一边摞注意一边摞，，，，以便记录下你每一以便记录下你每一以便记录下你每一以便记录下你每一

次摞的块数。次摞的块数。次摞的块数。次摞的块数。

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

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

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

3333、动物园里真热闹，都有什么动物阿？、动物园里真热闹，都有什么动物阿？、动物园里真热闹，都有什么动物阿？、动物园里真热闹，都有什么动物阿？

快快来统计一下，每种动物都有多少只？快快来统计一下，每种动物都有多少只？快快来统计一下，每种动物都有多少只？快快来统计一下，每种动物都有多少只？

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

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

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

4444、、、、在书包里在书包里在书包里在书包里，，，，我们的好朋友也很多我们的好朋友也很多我们的好朋友也很多我们的好朋友也很多，，，，你的书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呢？你的书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呢？你的书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呢？你的书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呢？

统计你书包里课本、练习本、文具的数量，并把它整理出来。统计你书包里课本、练习本、文具的数量，并把它整理出来。统计你书包里课本、练习本、文具的数量，并把它整理出来。统计你书包里课本、练习本、文具的数量，并把它整理出来。

板书设计：自主练习板书设计：自主练习板书设计：自主练习板书设计：自主练习

统计结果统计结果统计结果统计结果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九、儿童乐园九、儿童乐园九、儿童乐园九、儿童乐园

————————总复习总复习总复习总复习

第一课时第一课时第一课时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复习教学内容：复习教学内容：复习教学内容：复习““““百以内的加减法百以内的加减法百以内的加减法百以内的加减法””””。。。。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巩固对巩固对巩固对巩固对 100100100100以内数的加减计算方法的理以内数的加减计算方法的理以内数的加减计算方法的理以内数的加减计算方法的理

解和掌握，并能形成一定的计算速度。解和掌握，并能形成一定的计算速度。解和掌握，并能形成一定的计算速度。解和掌握，并能形成一定的计算速度。

2222、、、、以解决问题为依托促进知识的系统化以解决问题为依托促进知识的系统化以解决问题为依托促进知识的系统化以解决问题为依托促进知识的系统化，，，，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结构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结构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结构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结构。。。。

3333、、、、在经历探究问题的过程中在经历探究问题的过程中在经历探究问题的过程中在经历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对知识有新的认识对知识有新的认识对知识有新的认识对知识有新的认识、、、、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提炼信息：一、创设情景，提炼信息：一、创设情景，提炼信息：一、创设情景，提炼信息：

1111、、、、谈话引入谈话引入谈话引入谈话引入：：：：老师想问小朋友一个问题老师想问小朋友一个问题老师想问小朋友一个问题老师想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平常你们喜欢到哪儿去平常你们喜欢到哪儿去平常你们喜欢到哪儿去平常你们喜欢到哪儿去

玩？能不能把高兴的事说出来听一听？玩？能不能把高兴的事说出来听一听？玩？能不能把高兴的事说出来听一听？玩？能不能把高兴的事说出来听一听？

2.2.2.2.出示课本插图，提出几个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并回答：出示课本插图，提出几个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并回答：出示课本插图，提出几个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并回答：出示课本插图，提出几个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并回答：



（（（（1111））））这是一幅这是一幅这是一幅这是一幅““““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图图图图，，，，从图中你能发现什么？从图中你能发现什么？从图中你能发现什么？从图中你能发现什么？（（（（或小朋或小朋或小朋或小朋

友们在干什么？）友们在干什么？）友们在干什么？）友们在干什么？）

引导学生发现图中的主要景物引导学生发现图中的主要景物引导学生发现图中的主要景物引导学生发现图中的主要景物————————飞天轮飞天轮飞天轮飞天轮、、、、龙船龙船龙船龙船、、、、蹦蹦床蹦蹦床蹦蹦床蹦蹦床、、、、电瓶电瓶电瓶电瓶

车车车车。。。。（或引导学生发现图中的几个主要活动（或引导学生发现图中的几个主要活动（或引导学生发现图中的几个主要活动（或引导学生发现图中的几个主要活动————————有的小朋友在坐飞天有的小朋友在坐飞天有的小朋友在坐飞天有的小朋友在坐飞天

轮，有的小朋友在坐龙船，有的小朋友在跳蹦蹦床，有的小朋友在开轮，有的小朋友在坐龙船，有的小朋友在跳蹦蹦床，有的小朋友在开轮，有的小朋友在坐龙船，有的小朋友在跳蹦蹦床，有的小朋友在开轮，有的小朋友在坐龙船，有的小朋友在跳蹦蹦床，有的小朋友在开

电瓶车电瓶车电瓶车电瓶车。。。。））））

（（（（2222））））AAAA：从图中你能发现哪些数字信息？：从图中你能发现哪些数字信息？：从图中你能发现哪些数字信息？：从图中你能发现哪些数字信息？

引导学生发现开展几个主要活动的人数引导学生发现开展几个主要活动的人数引导学生发现开展几个主要活动的人数引导学生发现开展几个主要活动的人数————————坐飞天轮的有坐飞天轮的有坐飞天轮的有坐飞天轮的有 22223333

人人人人，，，，在坐龙船的有在坐龙船的有在坐龙船的有在坐龙船的有 16161616人人人人，，，，跳蹦蹦床的有跳蹦蹦床的有跳蹦蹦床的有跳蹦蹦床的有15151515人人人人，，，，在开电瓶车的有在开电瓶车的有在开电瓶车的有在开电瓶车的有 6666人人人人。。。。

坐飞天轮的有坐飞天轮的有坐飞天轮的有坐飞天轮的有 23232323人是情景中以文字叙述方式告知的，开电瓶车人是情景中以文字叙述方式告知的，开电瓶车人是情景中以文字叙述方式告知的，开电瓶车人是情景中以文字叙述方式告知的，开电瓶车

的只有的只有的只有的只有6666人，以上两条信息学生很容易发现，也不会产生意见分歧。人，以上两条信息学生很容易发现，也不会产生意见分歧。人，以上两条信息学生很容易发现，也不会产生意见分歧。人，以上两条信息学生很容易发现，也不会产生意见分歧。

但由于坐龙船的但由于坐龙船的但由于坐龙船的但由于坐龙船的 16161616人拥挤在一起，跳蹦蹦床的人拥挤在一起，跳蹦蹦床的人拥挤在一起，跳蹦蹦床的人拥挤在一起，跳蹦蹦床的 15151515人在排列上没有规人在排列上没有规人在排列上没有规人在排列上没有规

律，因而学生对这两条信息的发现可能会有意见分歧，此时，教师就律，因而学生对这两条信息的发现可能会有意见分歧，此时，教师就律，因而学生对这两条信息的发现可能会有意见分歧，此时，教师就律，因而学生对这两条信息的发现可能会有意见分歧，此时，教师就

要指导学生阅读，使学生感悟正确的阅读方法，以便形成正确认识要指导学生阅读，使学生感悟正确的阅读方法，以便形成正确认识要指导学生阅读，使学生感悟正确的阅读方法，以便形成正确认识要指导学生阅读，使学生感悟正确的阅读方法，以便形成正确认识————

————从左到右依次数出坐龙船的从左到右依次数出坐龙船的从左到右依次数出坐龙船的从左到右依次数出坐龙船的 16161616人人人人；；；；把跳蹦蹦床的同学分成几个小的把跳蹦蹦床的同学分成几个小的把跳蹦蹦床的同学分成几个小的把跳蹦蹦床的同学分成几个小的

区域，分别去数，然后相加，或依次数出每个区域中的人数。同时，区域，分别去数，然后相加，或依次数出每个区域中的人数。同时，区域，分别去数，然后相加，或依次数出每个区域中的人数。同时，区域，分别去数，然后相加，或依次数出每个区域中的人数。同时，

还可以让学生进行反思：在数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或开始为什么没还可以让学生进行反思：在数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或开始为什么没还可以让学生进行反思：在数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或开始为什么没还可以让学生进行反思：在数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或开始为什么没

有数正确）有数正确）有数正确）有数正确）————————要有正确的数数方法，要仔细数，不重复也不遗漏。要有正确的数数方法，要仔细数，不重复也不遗漏。要有正确的数数方法，要仔细数，不重复也不遗漏。要有正确的数数方法，要仔细数，不重复也不遗漏。

BBBB：你还能发现哪些数字信息？：你还能发现哪些数字信息？：你还能发现哪些数字信息？：你还能发现哪些数字信息？

引导学生发现：现在是下午引导学生发现：现在是下午引导学生发现：现在是下午引导学生发现：现在是下午4444时；有的小朋友在买饮料，能知道各种时；有的小朋友在买饮料，能知道各种时；有的小朋友在买饮料，能知道各种时；有的小朋友在买饮料，能知道各种

饮料的价格；有的小朋友在买票入场，因为身高超过了饮料的价格；有的小朋友在买票入场，因为身高超过了饮料的价格；有的小朋友在买票入场，因为身高超过了饮料的价格；有的小朋友在买票入场，因为身高超过了1111米。米。米。米。

二、师生合作，探究学习：二、师生合作，探究学习：二、师生合作，探究学习：二、师生合作，探究学习：



（一）统计信息，提出问题：（一）统计信息，提出问题：（一）统计信息，提出问题：（一）统计信息，提出问题：

1111、、、、看来看来看来看来，，，，图中的信息还真不少图中的信息还真不少图中的信息还真不少图中的信息还真不少，，，，怎样才能记住这些信息？怎样才能记住这些信息？怎样才能记住这些信息？怎样才能记住这些信息？（（（（或怎样才或怎样才或怎样才或怎样才

能记住每个项目中有多少人？）能记住每个项目中有多少人？）能记住每个项目中有多少人？）能记住每个项目中有多少人？）

引导学生想到引导学生想到引导学生想到引导学生想到““““统计信息统计信息统计信息统计信息””””。然后师生共同完成下表。。然后师生共同完成下表。。然后师生共同完成下表。。然后师生共同完成下表。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坐飞天轮的坐飞天轮的坐飞天轮的坐飞天轮的 坐龙船的坐龙船的坐龙船的坐龙船的 跳蹦蹦床的跳蹦蹦床的跳蹦蹦床的跳蹦蹦床的
开 电 瓶 车开 电 瓶 车开 电 瓶 车开 电 瓶 车

的的的的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23232323 16161616 15151515 6666

2222、根据表中的这些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根据表中的这些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根据表中的这些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根据表中的这些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利用表中的数据信息利用表中的数据信息利用表中的数据信息利用表中的数据信息，，，，可以提出可以提出可以提出可以提出 6666个加法计算的问题个加法计算的问题个加法计算的问题个加法计算的问题、、、、6666个减法计算个减法计算个减法计算个减法计算

的问题以及若干个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计算的问题。在让学生口述的问题以及若干个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计算的问题。在让学生口述的问题以及若干个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计算的问题。在让学生口述的问题以及若干个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计算的问题。在让学生口述

问题时，不必面面俱到，但要引导学生注意问题的全面性，如：学生问题时，不必面面俱到，但要引导学生注意问题的全面性，如：学生问题时，不必面面俱到，但要引导学生注意问题的全面性，如：学生问题时，不必面面俱到，但要引导学生注意问题的全面性，如：学生

如果仅仅提出的是两个数相加、相减的问题，教师应进一步引导：能如果仅仅提出的是两个数相加、相减的问题，教师应进一步引导：能如果仅仅提出的是两个数相加、相减的问题，教师应进一步引导：能如果仅仅提出的是两个数相加、相减的问题，教师应进一步引导：能

不能提出连加计算的问题？能不能提出连减计算的问题？能不能提出不能提出连加计算的问题？能不能提出连减计算的问题？能不能提出不能提出连加计算的问题？能不能提出连减计算的问题？能不能提出不能提出连加计算的问题？能不能提出连减计算的问题？能不能提出

加减混合计算的问题？最后教师总结：利用这些数据，不但可以提出加减混合计算的问题？最后教师总结：利用这些数据，不但可以提出加减混合计算的问题？最后教师总结：利用这些数据，不但可以提出加减混合计算的问题？最后教师总结：利用这些数据，不但可以提出

加法、减法计算的问题，还可以提出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计算的问加法、减法计算的问题，还可以提出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计算的问加法、减法计算的问题，还可以提出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计算的问加法、减法计算的问题，还可以提出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计算的问

题。题。题。题。

（二）小组合作，解决问题：（二）小组合作，解决问题：（二）小组合作，解决问题：（二）小组合作，解决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解决这些问题。请小朋友仔细想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解决这些问题。请小朋友仔细想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解决这些问题。请小朋友仔细想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解决这些问题。请小朋友仔细想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应该怎样列式呢？请你把这些算式写出来，然后计算出得数。自己先应该怎样列式呢？请你把这些算式写出来，然后计算出得数。自己先应该怎样列式呢？请你把这些算式写出来，然后计算出得数。自己先应该怎样列式呢？请你把这些算式写出来，然后计算出得数。自己先

列式解答，然后在小组内交流一下，一会儿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汇报。列式解答，然后在小组内交流一下，一会儿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汇报。列式解答，然后在小组内交流一下，一会儿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汇报。列式解答，然后在小组内交流一下，一会儿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汇报。

（三）汇报交流，梳理分类：（三）汇报交流，梳理分类：（三）汇报交流，梳理分类：（三）汇报交流，梳理分类：

1111、哪个小组愿意说一说你们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应该怎样列式？得、哪个小组愿意说一说你们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应该怎样列式？得、哪个小组愿意说一说你们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应该怎样列式？得、哪个小组愿意说一说你们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应该怎样列式？得



数是多少？数是多少？数是多少？数是多少？

（（（（1111））））学生在汇报时学生在汇报时学生在汇报时学生在汇报时，，，，既可以先汇报列出的算式及得数既可以先汇报列出的算式及得数既可以先汇报列出的算式及得数既可以先汇报列出的算式及得数，，，，然后再说明这然后再说明这然后再说明这然后再说明这

个算式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也可以先叙述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再汇报个算式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也可以先叙述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再汇报个算式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也可以先叙述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再汇报个算式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也可以先叙述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再汇报

如何列式解答这个问题。如何列式解答这个问题。如何列式解答这个问题。如何列式解答这个问题。

（（（（2222））））如果学生汇报的仅仅是加法如果学生汇报的仅仅是加法如果学生汇报的仅仅是加法如果学生汇报的仅仅是加法、、、、减法减法减法减法、、、、连加连加连加连加、、、、连减算式连减算式连减算式连减算式，，，，老师要适老师要适老师要适老师要适

时地引导学生提出并解答能够进行加减混合计算及带小括号计算的问时地引导学生提出并解答能够进行加减混合计算及带小括号计算的问时地引导学生提出并解答能够进行加减混合计算及带小括号计算的问时地引导学生提出并解答能够进行加减混合计算及带小括号计算的问

题，并及时板书算式。题，并及时板书算式。题，并及时板书算式。题，并及时板书算式。

2222、伴随着每个小组汇报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教师要把算式分类板、伴随着每个小组汇报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教师要把算式分类板、伴随着每个小组汇报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教师要把算式分类板、伴随着每个小组汇报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教师要把算式分类板

书，以便为最后的总结概括作好准备。板书时可以把算式分为加法算书，以便为最后的总结概括作好准备。板书时可以把算式分为加法算书，以便为最后的总结概括作好准备。板书时可以把算式分为加法算书，以便为最后的总结概括作好准备。板书时可以把算式分为加法算

式、减法算式、连加算式、连减算式、加减混合算式、有小括号的算式、减法算式、连加算式、连减算式、加减混合算式、有小括号的算式、减法算式、连加算式、连减算式、加减混合算式、有小括号的算式、减法算式、连加算式、连减算式、加减混合算式、有小括号的算

式相对独立的六部分，如下所示：式相对独立的六部分，如下所示：式相对独立的六部分，如下所示：式相对独立的六部分，如下所示：

23+1623+1623+1623+16 23-1623-1623-1623-16 23+16+1523+16+1523+16+1523+16+15 23-16-423-16-423-16-423-16-4 23+16-1523+16-1523+16-1523+16-15 23-23-23-23-（（（（16+416+416+416+4））））

16+1516+1516+1516+15 23-423-423-423-4 16+15+416+15+416+15+416+15+4 23-15-423-15-423-15-423-15-4 23+15-1623+15-1623+15-1623+15-16 23-23-23-23-（（（（15+415+415+415+4））））

16+416+416+416+4 15-415-415-415-4 23+16+423+16+423+16+423+16+4 23+16-423+16-423+16-423+16-4

（四）总结概括，理性升华：（四）总结概括，理性升华：（四）总结概括，理性升华：（四）总结概括，理性升华：

1111、仔细观察这些算式，你能发现什么？、仔细观察这些算式，你能发现什么？、仔细观察这些算式，你能发现什么？、仔细观察这些算式，你能发现什么？

引导学生对算式进行横向引导学生对算式进行横向引导学生对算式进行横向引导学生对算式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观察与分析纵向的对比观察与分析纵向的对比观察与分析纵向的对比观察与分析，，，，找到每一类算式找到每一类算式找到每一类算式找到每一类算式

的共同特征的共同特征的共同特征的共同特征，，，，抽象出每一类算式的名称抽象出每一类算式的名称抽象出每一类算式的名称抽象出每一类算式的名称————————加法加法加法加法（（（（算式算式算式算式））））、、、、减法减法减法减法（（（（算式算式算式算式））））、、、、

连加连加连加连加（（（（算式算式算式算式））））、、、、连减连减连减连减〔〔〔〔算式算式算式算式））））、、、、加减混合加减混合加减混合加减混合（（（（算式算式算式算式））））、、、、有小括号的有小括号的有小括号的有小括号的（（（（算式算式算式算式））））。。。。

2222、在计算时应该注意什么？、在计算时应该注意什么？、在计算时应该注意什么？、在计算时应该注意什么？

引导说出计算百以内加减法时要注意的问题引导说出计算百以内加减法时要注意的问题引导说出计算百以内加减法时要注意的问题引导说出计算百以内加减法时要注意的问题————————

用竖式计算，相同数位要对齐；用竖式计算，相同数位要对齐；用竖式计算，相同数位要对齐；用竖式计算，相同数位要对齐；



从个位加起，个位满十向十位进一；从个位加起，个位满十向十位进一；从个位加起，个位满十向十位进一；从个位加起，个位满十向十位进一；

个位不够减，从十位退个位不够减，从十位退个位不够减，从十位退个位不够减，从十位退1111，在个位上加，在个位上加，在个位上加，在个位上加10101010，再减；，再减；，再减；，再减；

算式有小括号的，先算括号里面的。算式有小括号的，先算括号里面的。算式有小括号的，先算括号里面的。算式有小括号的，先算括号里面的。

当学生总结遇到困难时当学生总结遇到困难时当学生总结遇到困难时当学生总结遇到困难时，，，，教师可利用板书中的例子作为切入点教师可利用板书中的例子作为切入点教师可利用板书中的例子作为切入点教师可利用板书中的例子作为切入点，，，，引导引导引导引导

学生进行知识梳理。学生进行知识梳理。学生进行知识梳理。学生进行知识梳理。

（五）巩固练习，拓展创新：（五）巩固练习，拓展创新：（五）巩固练习，拓展创新：（五）巩固练习，拓展创新：

1111、数的组成：利用计数器，完成如下类似的题目、数的组成：利用计数器，完成如下类似的题目、数的组成：利用计数器，完成如下类似的题目、数的组成：利用计数器，完成如下类似的题目————————请小朋友准备请小朋友准备请小朋友准备请小朋友准备

好计数器，听老师说要求，大家在计数器上拨数。好计数器，听老师说要求，大家在计数器上拨数。好计数器，听老师说要求，大家在计数器上拨数。好计数器，听老师说要求，大家在计数器上拨数。

十位上的数字是十位上的数字是十位上的数字是十位上的数字是4444，，，，个位上的数字是个位上的数字是个位上的数字是个位上的数字是 6666，，，，这个数是多少？这个数是由几这个数是多少？这个数是由几这个数是多少？这个数是由几这个数是多少？这个数是由几

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

………… …………

2222、数的大小比较：、数的大小比较：、数的大小比较：、数的大小比较：

以上述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两位数为材料以上述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两位数为材料以上述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两位数为材料以上述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两位数为材料，，，，进行数的大小比较练习进行数的大小比较练习进行数的大小比较练习进行数的大小比较练习：：：：

33333333○○○○49494949 98989898○○○○62626262 54545454○○○○45454545 87878787○○○○90909090 43434343○○○○46-246-246-246-2 77777777○○○○50+2750+2750+2750+27

3333、数的计算：、数的计算：、数的计算：、数的计算：

（（（（1111））））以上述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两位数为材料以上述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两位数为材料以上述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两位数为材料以上述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两位数为材料，，，，进行加减法计算进行加减法计算进行加减法计算进行加减法计算

练习。练习。练习。练习。

第一组：第一组：第一组：第一组：35+2435+2435+2435+24 42+3642+3642+3642+36 56+4356+4356+4356+43 57-4557-4557-4557-45 98-5698-5698-5698-56 84-5384-5384-5384-53

第二组：第二组：第二组：第二组：38+2538+2538+2538+25 46+5946+5946+5946+59 36+5736+5736+5736+57 54-3754-3754-3754-37 42-1942-1942-1942-19 51-2751-2751-2751-27

（（（（2222））））仔细观察这两组数仔细观察这两组数仔细观察这两组数仔细观察这两组数，，，，你能发现什么你能发现什么你能发现什么你能发现什么————————引导学生发现引导学生发现引导学生发现引导学生发现：：：：第一组第一组第一组第一组

计算时不需要进位与退位，第二组计算时需要进位与退位。计算时不需要进位与退位，第二组计算时需要进位与退位。计算时不需要进位与退位，第二组计算时需要进位与退位。计算时不需要进位与退位，第二组计算时需要进位与退位。

在计算时我们要注意什么在计算时我们要注意什么在计算时我们要注意什么在计算时我们要注意什么————————不仅让学生发现计算进位加法、退位减不仅让学生发现计算进位加法、退位减不仅让学生发现计算进位加法、退位减不仅让学生发现计算进位加法、退位减



法时不要忘记法时不要忘记法时不要忘记法时不要忘记““““进一进一进一进一””””和和和和““““退一退一退一退一””””，，，，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体会竖式计算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体会竖式计算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体会竖式计算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体会竖式计算

的作用为的作用为的作用为的作用为““““当计算遇到困难时，可以用竖式来帮助解决问题当计算遇到困难时，可以用竖式来帮助解决问题当计算遇到困难时，可以用竖式来帮助解决问题当计算遇到困难时，可以用竖式来帮助解决问题””””。。。。

三、总结与反思：三、总结与反思：三、总结与反思：三、总结与反思：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引导学生从知识与方法两个方面进行表述。知识引导学生从知识与方法两个方面进行表述。知识引导学生从知识与方法两个方面进行表述。知识引导学生从知识与方法两个方面进行表述。知识————————学会了什么，应学会了什么，应学会了什么，应学会了什么，应

该注意什么。方法该注意什么。方法该注意什么。方法该注意什么。方法————————引导学生从以引导学生从以引导学生从以引导学生从以““““自主探究自主探究自主探究自主探究””””为基础的合作、交为基础的合作、交为基础的合作、交为基础的合作、交

流、对比、观察、反思流、对比、观察、反思流、对比、观察、反思流、对比、观察、反思““““做数学做数学做数学做数学””””的角度进行总结。的角度进行总结。的角度进行总结。的角度进行总结。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书书书书83838383页自主练习页自主练习页自主练习页自主练习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会用多种方式统计信息，熟练条形统计图记数的方法。会用多种方式统计信息，熟练条形统计图记数的方法。会用多种方式统计信息，熟练条形统计图记数的方法。会用多种方式统计信息，熟练条形统计图记数的方法。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掷硬币掷硬币掷硬币掷硬币50505050次，用你喜欢的方法记录下来。次，用你喜欢的方法记录下来。次，用你喜欢的方法记录下来。次，用你喜欢的方法记录下来。

同学们，你们玩过掷硬币的游戏吗？你留意过吗？掷硬币的时候，是同学们，你们玩过掷硬币的游戏吗？你留意过吗？掷硬币的时候，是同学们，你们玩过掷硬币的游戏吗？你留意过吗？掷硬币的时候，是同学们，你们玩过掷硬币的游戏吗？你留意过吗？掷硬币的时候，是

正面向上的次数多，还是背面向上的次数多？正面向上的次数多，还是背面向上的次数多？正面向上的次数多，还是背面向上的次数多？正面向上的次数多，还是背面向上的次数多？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将你手中的硬币抛掷将你手中的硬币抛掷将你手中的硬币抛掷将你手中的硬币抛掷 50505050次次次次，，，，记录每次抛掷的结果记录每次抛掷的结果记录每次抛掷的结果记录每次抛掷的结果，，，，

看看结果如何。看看结果如何。看看结果如何。看看结果如何。

你想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学生自由回答）你想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学生自由回答）你想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学生自由回答）你想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学生自由回答）

好，我们有这么多办法，现在就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实验好，我们有这么多办法，现在就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实验好，我们有这么多办法，现在就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实验好，我们有这么多办法，现在就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实验

吧。吧。吧。吧。

学生活动，教试巡视。学生活动，教试巡视。学生活动，教试巡视。学生活动，教试巡视。

有结果了吗？有结果了吗？有结果了吗？有结果了吗？

指生汇报实验结果。指生汇报实验结果。指生汇报实验结果。指生汇报实验结果。

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

掷硬币的结果，有的正面向上的次数多，有的背面向上的次数多，但掷硬币的结果，有的正面向上的次数多，有的背面向上的次数多，但掷硬币的结果，有的正面向上的次数多，有的背面向上的次数多，但掷硬币的结果，有的正面向上的次数多，有的背面向上的次数多，但

差别不大。而且，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多，这种差别越来越小。差别不大。而且，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多，这种差别越来越小。差别不大。而且，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多，这种差别越来越小。差别不大。而且，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多，这种差别越来越小。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继续抛下去如果继续抛下去如果继续抛下去如果继续抛下去，，，，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次数的差别会更小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次数的差别会更小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次数的差别会更小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次数的差别会更小。。。。

2222、、、、现在咱们来玩一个摞方块的游戏现在咱们来玩一个摞方块的游戏现在咱们来玩一个摞方块的游戏现在咱们来玩一个摞方块的游戏，，，，注意一边摞注意一边摞注意一边摞注意一边摞，，，，以便记录下你每一以便记录下你每一以便记录下你每一以便记录下你每一

次摞的块数。次摞的块数。次摞的块数。次摞的块数。

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

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

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

3333、动物园里真热闹，都有什么动物阿？、动物园里真热闹，都有什么动物阿？、动物园里真热闹，都有什么动物阿？、动物园里真热闹，都有什么动物阿？

快快来统计一下，每种动物都有多少只？快快来统计一下，每种动物都有多少只？快快来统计一下，每种动物都有多少只？快快来统计一下，每种动物都有多少只？



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学生操作，教师巡视。

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谁来汇报一下你的统计结果？

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观察你们的统计结果，你发现了什么？

4444、、、、在书包里在书包里在书包里在书包里，，，，我们的好朋友也很多我们的好朋友也很多我们的好朋友也很多我们的好朋友也很多，，，，你的书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呢？你的书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呢？你的书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呢？你的书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呢？

统计你书包里课本、练习本、文具的数量，并把它整理出来。统计你书包里课本、练习本、文具的数量，并把它整理出来。统计你书包里课本、练习本、文具的数量，并把它整理出来。统计你书包里课本、练习本、文具的数量，并把它整理出来。

板书设计：自主练习板书设计：自主练习板书设计：自主练习板书设计：自主练习

统计结果统计结果统计结果统计结果

周次：周次：周次：周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节次：节次：节次：节次： 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授课人：

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复习教学内容：复习教学内容：复习教学内容：复习““““认识钟表认识钟表认识钟表认识钟表””””

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1111、、、、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对整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对整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对整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对整时、、、、半时半时半时半时、、、、大约几大约几大约几大约几

时认读钟表时间的认识时认读钟表时间的认识时认读钟表时间的认识时认读钟表时间的认识，，，，促进知识的系统化促进知识的系统化促进知识的系统化促进知识的系统化，，，，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结构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结构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结构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结构。。。。

2222、以动手实践的自主探究活动为基础，在探究时刻之间变化的、以动手实践的自主探究活动为基础，在探究时刻之间变化的、以动手实践的自主探究活动为基础，在探究时刻之间变化的、以动手实践的自主探究活动为基础，在探究时刻之间变化的

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丰富的认读时间的表象，实现数的认识、图形与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丰富的认读时间的表象，实现数的认识、图形与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丰富的认读时间的表象，实现数的认识、图形与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丰富的认读时间的表象，实现数的认识、图形与



空间两个领域的互相融合。空间两个领域的互相融合。空间两个领域的互相融合。空间两个领域的互相融合。

3333、经历认读钟表时刻探究问题的过程，体会时刻（时间）与人、经历认读钟表时刻探究问题的过程，体会时刻（时间）与人、经历认读钟表时刻探究问题的过程，体会时刻（时间）与人、经历认读钟表时刻探究问题的过程，体会时刻（时间）与人

们生活的密切联系。们生活的密切联系。们生活的密切联系。们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准备：教学准备：教学准备：教学准备：

每个同学准备一个玩具钟表（或模型每个同学准备一个玩具钟表（或模型每个同学准备一个玩具钟表（或模型每个同学准备一个玩具钟表（或模型）））），教师准备演示用钟表。，教师准备演示用钟表。，教师准备演示用钟表。，教师准备演示用钟表。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教学过程：

一、呈现问题：一、呈现问题：一、呈现问题：一、呈现问题：

（（（（1111）玩电瓶车的同学是）玩电瓶车的同学是）玩电瓶车的同学是）玩电瓶车的同学是 开始的，结束时是开始的，结束时是开始的，结束时是开始的，结束时是 4444时。时。时。时。

（（（（2222）坐飞天轮的同学是）坐飞天轮的同学是）坐飞天轮的同学是）坐飞天轮的同学是4444时开始的，结束时是时开始的，结束时是时开始的，结束时是时开始的，结束时是 。。。。

（（（（3333）坐龙船的同学是）坐龙船的同学是）坐龙船的同学是）坐龙船的同学是 开始的，结束时是开始的，结束时是开始的，结束时是开始的，结束时是 。。。。

（（（（4444）跳蹦蹦床的同学是）跳蹦蹦床的同学是）跳蹦蹦床的同学是）跳蹦蹦床的同学是3333时开始的，结束时是时开始的，结束时是时开始的，结束时是时开始的，结束时是4444 时。时。时。时。

（（（（5555）买票的小朋友）买票的小朋友）买票的小朋友）买票的小朋友 4444时进时进时进时进““““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儿童乐园””””，，，， 离开离开离开离开““““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儿童乐园””””。。。。

（（（（6666））））““““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儿童乐园””””每天下午向社会开放的时间为每天下午向社会开放的时间为每天下午向社会开放的时间为每天下午向社会开放的时间为2222时时时时————————6666时。时。时。时。

二、自主探究：二、自主探究：二、自主探究：二、自主探究：

1111、以、以、以、以6666个问题为框架，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探究。以问题（个问题为框架，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探究。以问题（个问题为框架，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探究。以问题（个问题为框架，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探究。以问题（1111）为）为）为）为

例：例：例：例：

（（（（1111））））能不能把小朋友开始玩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在钟表上拨出来？能不能把小朋友开始玩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在钟表上拨出来？能不能把小朋友开始玩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在钟表上拨出来？能不能把小朋友开始玩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在钟表上拨出来？

(2(2(2(2）让学生利用钟表（或模型）进行操作。）让学生利用钟表（或模型）进行操作。）让学生利用钟表（或模型）进行操作。）让学生利用钟表（或模型）进行操作。

（（（（3333）指名几名同学演示。）指名几名同学演示。）指名几名同学演示。）指名几名同学演示。

（（（（4444）教师引领探究）教师引领探究）教师引领探究）教师引领探究————————利用教具（钟表利用教具（钟表利用教具（钟表利用教具（钟表）））），师生共同完成从到一直，师生共同完成从到一直，师生共同完成从到一直，师生共同完成从到一直



到的拨针操作活动。到的拨针操作活动。到的拨针操作活动。到的拨针操作活动。

2222、画出整时：、画出整时：、画出整时：、画出整时：

AAAA：能不能把问题中的：能不能把问题中的：能不能把问题中的：能不能把问题中的4444 时、时、时、时、3333时、时、时、时、2222 时、时、时、时、6666时画出来？请同学时画出来？请同学时画出来？请同学时画出来？请同学

们利用钟面图，画上表针们利用钟面图，画上表针们利用钟面图，画上表针们利用钟面图，画上表针。。。。（每个同学发一张钟面图）（每个同学发一张钟面图）（每个同学发一张钟面图）（每个同学发一张钟面图）

BBBB：：：：能不能把你是怎么画的展示给大家看一看？指名几位同学上能不能把你是怎么画的展示给大家看一看？指名几位同学上能不能把你是怎么画的展示给大家看一看？指名几位同学上能不能把你是怎么画的展示给大家看一看？指名几位同学上

台展示。台展示。台展示。台展示。

CCCC：让画错的同学进行改正。：让画错的同学进行改正。：让画错的同学进行改正。：让画错的同学进行改正。

三、梳理概括：三、梳理概括：三、梳理概括：三、梳理概括：

1111、通过上面的学习，你能发现什么？、通过上面的学习，你能发现什么？、通过上面的学习，你能发现什么？、通过上面的学习，你能发现什么？

引导学生能发现：跳蹦蹦床的同学是最早开始玩的，坐飞天轮引导学生能发现：跳蹦蹦床的同学是最早开始玩的，坐飞天轮引导学生能发现：跳蹦蹦床的同学是最早开始玩的，坐飞天轮引导学生能发现：跳蹦蹦床的同学是最早开始玩的，坐飞天轮

的同学结束的最晚，跳蹦蹦床的同学玩的时间最长的同学结束的最晚，跳蹦蹦床的同学玩的时间最长的同学结束的最晚，跳蹦蹦床的同学玩的时间最长的同学结束的最晚，跳蹦蹦床的同学玩的时间最长……………………

2222、在认读钟表时应该注意什么？、在认读钟表时应该注意什么？、在认读钟表时应该注意什么？、在认读钟表时应该注意什么？

引导学生把认读钟表要注意的事项说出来：辩认时针与分针，引导学生把认读钟表要注意的事项说出来：辩认时针与分针，引导学生把认读钟表要注意的事项说出来：辩认时针与分针，引导学生把认读钟表要注意的事项说出来：辩认时针与分针，

看清时针与分针的位置看清时针与分针的位置看清时针与分针的位置看清时针与分针的位置……………………

四、课堂总结：四、课堂总结：四、课堂总结：四、课堂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