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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小学三年级数学下人教版小学三年级数学下人教版小学三年级数学下人教版小学三年级数学下

册教案册教案册教案册教案

教学计划

教材分析：

这一册教材包括下面一些内容：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两位数乘两位数，小数的初步认识，

位置与方向，面积，年、月、日，简单的数据分析和平均数，用数学解决问题，数学广角和数学

实践活动等。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两位数乘两位数、面积以及简单的数据分析和平均数是本册教材的

重点教学内容。

在数与计算方面，这一册教材安排了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两位数乘两位数以及小数的初

步认识。这部分乘、除法计算仍然是小学生应该掌握和形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进一步学

习计算的重要基础。例如，用两位数除多位数，每求一位商的步骤与用一位数除的步骤基本相同；

又如，两位数乘两位数是学习小数乘法的必要基础。

从本册开始引入小数的初步认识，内容比较简单。此时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或用到

有关小数的知识和问题，这部分知识的学习，可以扩大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范围，提高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初步学会用简单的小数进行表达和交流，进一步发展数感，并为进

一步系统学习小数及小数四则运算做好铺垫。

在空间与图形方面，这一册教材安排了位置与方向和面积两个单元，这是这册教材的另两

个重点教学内容，为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让学生初步

形成辨认方向、表达与交流物体所在的方向的能力等。通过现实的数学活动，让学生获得探究学

习的经历，探索并体会引进统一的面积单位的必要性，认识面积单位，掌握长方形、正方形的面

积公式，进一步促进空间观念的发展。

在量的计量方面，这一册进一步扩大计量知识的范围，除了面积单位的认识外，还安排了

认识较大的时间单位年、月、日及 24 时计时法。这些内容的教学可以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

念和时间观念，并通过实际操作与具体体验，培养学生估计面积大小和时间长短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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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知识方面，本册教材让学生初步学习简单的数据分析和平均数。教材向学生介绍了

两种不同形式的条形统计图，让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学习看这两种统计图，初步学会简单的数

据分析；通过学习平均数的含义和简单的求平均数的方法，初步理解平均数的意义和实际应用，

进一步体会统计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在用数学解决问题方面，教材一方面安排了一个单元，专门教学用所学的乘除法计算知识

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另一方面，安排了“数学广角”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通过观察、猜测、

实验、推理等活动学习简单的集合思想和等量代换思想，并能应用集合和等量代换的思想方法解

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及推理的能力，培养他们探索数学问题的兴趣和发现、

欣赏数学美的意识。

本册教材根据学生所学习的数学知识和生活经验，安排了两个数学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

小组合作的探究活动或有现实背景的活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体会探索的乐趣和数学的实

际应用，感受用数学的愉悦，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和实践能力。

教学目标：

1．会笔算一位数除多位数的除法、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会进行相应的乘、除法估算和

验算。

2．会口算一位数除商是整十、整百、整千的数，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两位数乘整十、

整百数（每位乘积不满十）。

3．初步认识简单的小数（小数部分不超过两位），初步知道小数的含义，会读、写小数，

初步认识小数的大小，会计算一位小数的加减法。

4．认识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八个方向，能够用给定的一个方向（东、

南、西或北）辨认其余的七个方向，并能用这些词语描述物体所在的方向；会看简单的路线图，

能描述行走的路线。

5．认识面积的含义，能用自选单位估计和测量图形的面积，体会并认识面积单位（平方厘

米、平方分米、平方米、平方千米、公顷），会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掌握长方形、正方形的面

积公式，会用公式正确计算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并能估计给定的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

6．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知道各月以及全年的天数；知道 24

时计时法，会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时刻。

7．了解不同形式的条形统计图，初步学会简单的数据分析；了解平均数的意义，会求简单

数据的平均数（结果是整数）；进一步体会统计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8．经历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体会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

用，初步形成综合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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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初步了解集合和等量代换的思想，形成发现生活中的数学的意识，初步形成观察、分析

及推理的能力。

10．体会学习数学的乐趣，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建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11．养成认真作业、书写整洁的良好习惯。

教学措施：

1、注重培养学生灵活的计算能力，发展学生的数感。

2、结合现实问题教学简单的数据分析和平均数，加深学生对统计作用的认识，

逐步形成统计观念。

3、加强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4、提供丰富的空间与图形的教学内容，注重实践与探索，促进学生空间观念的

发展。

5、有步骤地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

6、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渗透于数学教学中，用数学的魅力和学习的收获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内在动机。

班级情况分析：

在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习后，基本知识、技能方面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学习的

目标，对学习数学有一定的兴趣，大部分学生乐于参与学习活动。特别是动手操

作、需要合作完成的学习内容都比较感兴趣。虽然在上学期期末测试中孩子的成

绩都不错，但是成绩不能代表他们学习数学的所有情况，只有课堂和数学学习的

活动中，才能充分体现一个孩子学习的真实情况。因此对这些学生，应该关注的

更多的是使已经基本形成的兴趣再接再厉地保持，并逐步引导到思维的乐趣、成

功体验所获得的乐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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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小学三年级数学下册教案

日期 内容 例题 课时

一

2.13

2.17

位置与方向

认识东、南、西、北（含地图上的） 例 1、

2

1

简单路线图（四个方向） 例 3 1

练习一 1

认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方向 例 4、

5

1

练习二 1

二

2．20

2．24

单元练习 1

机动 2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

口算

除法

一位数除整十、整百、整千（商是整数） 例 1 1

除法的估算 例 2 1

三

2．27

3．3

笔算

除法

练习三 1

一位数除两位数（被除数各位上的数都能被整

除）

例 1 1

一位数除两位数（被除数十位有余） 例 2 1

练习四 1

一位数除三位数（商是两位数且有余数）除法

估算

例 3 1

四

3．6

3．10

笔算

除法

练习五 1

除法的验算 例 4 1

练习六 1

有关 0的除法及商的中间或末尾有 0（1） 例 5、

6

1

练习七 1

五 商的中间或末尾有 0（2） 例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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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3．17

笔算

除法

练习八 1

整理与复习 1

练习九 1

单元练习 1

六

3．20

3．24

单元练习 1

机动 1

统 计

简单的数据分析 例 1、

2

1

练习十 1

平均数 例 1、

2

1

七

3．27

3．31

练习十一 1

机动 2

年、月、日

年、月、日的认识 例 1、

2

1

练习十二 1

八

4．3

4．7

24 时记时法 1

练习十三 1

制作年历 1

机动 2

九

4．10

4．14

两位数乘两位数

口算

乘法

笔算

乘法

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 例 1 1

估算 例 2 1

练习十四 1

不进位的乘法 例 1 1

练习十五 1

十

4．17

4．21

笔算

乘法

进位乘法 例 2 1

练习十六 1

整理与复习（练习十七） 1

机动 1

机动 1

十一

4．24

4．28

面 积

面积和面积单位 1

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的比较 例 1 1

练习十八 1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计算 例 2、 1



6

3

练习十九 1

十三

5．8

5．12

面积单位间的进率 例 4 1

公顷、平方千米 1

练习二十 1

单元练习 1

机动 1

十四

5．15

5．19

小数的初步认识

认识小数 例 1 1

小数大小的比较 例 2 1

练习二十一 1

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例 3、

4

1

练习二十二 1

十五

5．22

5．26

机动 2

解决问题

乘法两步计算的问题 例 1 1

除法两步计算的问题 例 2 1

练习二十三 1

十六

5．29

6．2

设计校园 1

机动 2

数学广角

简单的集合问题 例 1 1

简单的等量代换问题 例 2 1

十七

6．5

6．9

练习二十四 1

机动 2

总复习

复习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 1

复习两位数乘两位数 1

十八

6．12

∣

∣

∣

6．16

复习位置与方向 1

复习面积 1

复习年、月、日 统计 1

复习小数的初步认识 1

复习解决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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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位置与方向

课题：认识东、南、西、北方向

教学目标：

1．通过生活情境和学生的生活经验，让学生辨认东、南、西、北四

个方向，知道地图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2．在东、南、西、北中，给定一个方向（东、南、西或北）辨认其

余三个方向，并能用这些词语描绘物体所在的方位。

3、借助现实的数学活动，培养学生辨认方向的意识，发展空间观念，

体验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点：

会在实景中辨认东、南、西、北，并能运用这些词语来描绘物体所在

的方向；知道地图上的方向。

教学用具：主题图挂图、例 1挂图。

教学过程：

一、儿歌铺垫，引出新课

同学们,你们会背有关东、南、西、北方向的儿歌吗?（早晨起来面向太阳，

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右边是南，左边是北。）

读了这首儿歌，你们能辨认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吗？这节课我们一起来

探究这个问题。（板书课题：认识东、南、西、北方向）

二．在生活情境中，探索、体验新知

1、以 4人小组为单位，根据儿歌让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辨认东、南、西、北

方向。

2、生观察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什么建筑物？

3、到教室，请各小组把记录纸贴在黑板上，汇报交流各种不同的方法，上

方定为什么方向，为什么这样定？

4、学生讨论各种不同方法后，教师讲解地图上通常的方向：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

引导学生按地图的记录方式，重新整理自己的记录，完成校园示意图。再结

合示意图用“东、南、西、北”说一说各种景物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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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层练习，巩固新知

1、说一说教室里东、南、西、北方都有什么？（练习一的第 1题）

2、用东、南、西、北这些词语说一说你座位周围同学所在的方向。

3、你说我做

4、合作完成教科书练习一的第 2题。

四．课堂总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认 识 东、南、西、北 方 向

早晨起来面向太阳，

前面是东，后面是西，

右边是南，左边是北。

地图上通常的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课题：会看简单的路线图

教学目标：

操场

教学楼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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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生活情境和学生的生活经验，让学生辨认东、南、西、北四

个方向，知道地图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2． 使学生会看简单的路线图（四个方向），并能描述行走的路线。

3、借助现实的数学活动，培养学生辨认方向的意识，发展空间观念，

体验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点：

会在图上辨认东、南、西、北，并能运用这些词语来描绘物体所在的

方向；能简单的用四个方向描述行走路线。

教学用具：主题图挂图（例 3挂图）

教学过程：

一、儿歌铺垫，引出新课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上节课学习的儿歌吗?

读了这首儿歌，你们能辨认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你们会看简单的路线

图吗？并能描述行走的路线吗？这节课我们一起来探究这个问题。（板书课题：

会看简单的路线图）

二．在生活情境中，探索、体验新知

1、出示主题图：

2、请你观察这幅图，看看能不能找到四个方向。并且说说你是从那里找到的。

3、请同学汇报一下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方法。

4、讨论各种不同方法后，教师讲解地图上通常的方向：上北、下南、左西、

右东。

引导学生按地图的记录方式，重新整理自己的记录，

5、说一说街区内各建筑物的位置，并提出相应的问题。

你还能想出什么问题？（小组汇报讨论过程）

三．分层练习，巩固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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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堂总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会 看 简 单 的 路 线 图

地图上通常的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课题：认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除了东、西、南、北这四个方向外，还有东南、东北、西南、

西北这四个方向。

2、结合具体情境给定一个方向（东、南、西或北），能辨认其余的七个方

向，并能用这些词语描述物体所在的位置。

3、借助各种活动，让学生体验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进一步发展空间观

念。

4、培养学生收集信息的能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重点：结合具体情境能辨认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四个方向。

教学用具：例 4情景挂图、指南针、我国行政区域图。

教学过程：

一、布置课前预习：

1、查找有关指南针的资料。

2、寻找生活中什么时候会用到方位的知识。

二、谈话导入

（出示课本情境图）

通过前几堂课的学习小明学会辨认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今天他带了一

个指示方向的工具，再次来到校园中的操场上，准备继续学习更多与方向有关的

知识。你们猜他带的是什么?( 指南针)

三、学习新课

1、了解指南针的历史和使用方法，增强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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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指南针图）由学生汇报交流预习收集的资料，教师给予归纳，并重点

指导怎样利用指南针辨别方向:指南针是用来指示方向的。早在 2000 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用磁石制作了指示方向的仪器——司南，后来又发明了罗盘。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指南针盘面上的指针受地球磁场的影响，红色的一头总是指向北，白色的一

头总是指向南。人们根据这一原理利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

2、根据指南针现在的指示说说校园里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什么建筑。

（北面是教学楼，南面是花坛，东面是图书馆，西面是体育馆）

3、借助指南针盘面上的标记认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四个方向。

问：多功能厅、食堂分别在校园的什么位置？你是怎么知道的？

引导学生归纳：从“东”出发，东和北之间的方向就叫东北，东和南之间的

方向就叫东南。从“西”出发，西和北之间的方向就叫西北，西和南之间的方向

就叫西南。

4、找出校园的东南方和西北方有什么建筑。

四、巩固练习

1、给出一个方向由学生讨论后制成方向板。

北

-

-

2、利用方向板辨认教室中的八个方向。

3、坐在座位上，说一说你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分别是哪位同学？

4、出示我国行政区域图，问：这是哪国的地图？适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让学生找出我国首都北京的位置和厦门的位置，说说厦门在北京的什么方

向，北京在厦门的什么方向？

接下来让学生独立填写：

（1） 厦门在北京的＿＿＿＿＿方向

（2） ＿＿＿＿＿大致在北京的西北方向，＿＿＿＿＿大致在北京的西南方向，

（3）北京的东南方有＿＿＿＿＿省市。



12

五、全课小结

1、这堂课学了什么？你有什么收获？

2、交流预习：生活中什么时候会用到方位的知识。

板书设计：

认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从“东”出发，东和北之间的方向就叫东北，东和南之间的方向就叫东南。

从“西”出发，西和北之间的方向就叫西北，西和南之间的方向就叫西南。

课题：认识路线

教学目标：

1、在观察公园路线图、公交车站牌、城市平面图等活动中，认识路线图，并

会运用方向描述行走路线。

2、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3、在观察、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培 养运

用生活经验帮助思考的意识。

教学重点：

1.认识路线图，会运用方位词语描述行走路线。

2.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综合性很强的实际问题（如学会看城市交通图、平

面图等）

教学用具：例 5情景挂图（公交路线图）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小朋友们，你们坐过公交车吗？有没有独自乘公交车去公园玩过 ？没去过

没关系，今天老师就和你们一起试一试，有没有信心？走，那我们就出发吧！

二、教学公交路线图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动物园，瞧，这里是一张 1路公交路线图。

提问：

1、1路公交车是从火车站开往哪里的？经过了哪几个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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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老师要从火车站到医院，有几站地？

小结：我们在乘车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车的行驶方向，然后根据需要，正确

的选择乘几路公交车和下车地点，现在你知道我们改乘哪路车了吧!

三、教学公交站牌

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思考，我们终于找到了 1路公交车的站台，可是当我们

到了站台却发现路的两边都有这样的站牌，那究竟该在哪个站牌下等车呢？你能

按照 1路公交车的路线说一说我们乘车从火车站按照什么方位怎么走到动物

园？

四、动物公园平面图

这一段旅途还算顺利，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动物园，不过我们可不能

没有计划的去玩，那样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出现走冤枉路的情况，所以 在游玩

之前，必须好好地计划一下，你们看，公园的入口处有一张动物园的平面图，这

样便于我们更加合理的安排行程。

1、辨认平面图

师：看图时首先要找到图中的方向标志，找到了吗？点分别在艺术广场的哪

一面吗？

2、认识游览路线

师：根据不同的需要，说说我们去不同的位置怎么走，全班交流。

小结：我们在说行走路线的时候，要用上我们学过的方位词语，这样就可以

说的很清楚。

3、试一试

小结：一般我们到某个地方旅游的时候，总是要先看看游览的路线图，要游

玩什么景点，怎样走才能不走重复的路线，路线图都会告诉我们，因此认识路线

图十分重要！

五、总结评价

通过这次游园活动，你有什么收获吗？说给大家听听。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给你单独出去游玩，你还会有信心吗？将它写成数学日

记，让全班同学分享你的快乐与成功，好吗？

板书设计：

认 识 路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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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

课题：口算除法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在理解算理的基础上，初步掌握用一位数除两位数、除整百整十

数的口算方法，能正确、迅速地进行口算．

2．培养学生认真口算和检查的良好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理解算理的基础上掌握口算的方法．

教学难点：

理解用一位数除的算理，正确进行口算

教学用具：情景主题图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口答

（1）24是由几个十、几个一组成的？84呢？

（2）42个十，90个十各是多少？

2．口算：

36÷3 24÷2 30÷3 60÷6
48÷4 84÷4 80÷2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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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授新课：

出示主题图：

根据你的观察，你看看这幅图里面有哪些数学信息？

你能用你已有的知识解决途中提出的问题吗？

1、3次就能运完这 60箱，赵伯伯平均每次运多少箱？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和你小组里的同学商量商量。也可以用你们手中的工

具帮助你说明你的思路。

小组汇报：解题思路

1、想口诀 二三得六

2×3=6 6÷3=2
60606060÷3=303=303=303=30

2、 20×3=60 60606060÷3=303=303=303=30
3、把 60平均分成 3份，每份是 20。

60606060÷3=303=303=303=30
第一个问题轻松解决，第二个问题也没问题

2、王叔叔有 600箱西红柿，他也运 3次就运完了，王叔叔平均每次运多少箱？

你是怎样计算的？小组里面说说。

600÷3=200（箱）

3、李阿姨要运 240箱黄瓜，也运 3次，李阿姨平均一次运多少箱？

240÷3=
这题如何考虑？

小结：除数是一位数的口算除法，在计算时可以如何思考？

可以想口诀，还可以用以前学的乘法运算来思考，还可以用数的组成的知识来解

决。只要能正确的计算，什么方法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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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堂练习：做一做

四、知识介绍：除号的由来

五、作业：练习三第 1、2、5题。

板书设计：

口算 除 法

赵伯伯平均每次运多少箱？

60÷3=30（箱）

王叔叔平均每次运多少箱？

600÷3=200（箱）

李阿姨平均一次运多少箱？

240÷3=80（箱）

课题：除数是一位数除法的估算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体会学习除法估算的必要性，了解除数是一位数除法估算的一般方法。

2、 引导学生根据具体情境合理进行估算，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和应用数学

的能力。

教学重点：

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除法估算，表达估算的思路。

教学准备：

口算卡片、每个小组每人准备 30 根小棒；情景主题图。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巩固技能：

1、师出示口算卡片：

1800÷3 2400÷6 250÷5 420÷6

2700÷9 140÷7 120÷6 5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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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开火车直接说得数。看哪一组开得又对又快。

2、同桌一人说算式一人回答，答对的就坐下。

二、引入情境，激发兴趣：

1、出示教学挂图，呈现农贸市场的情境图

师：上一节课我们共同为赵伯伯、李阿姨和王叔叔解决了难题，这节课我们继续

为李叔叔他们三人解决困难，好吗？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吧。

2、呈现李叔叔三人的情境图：

师：李叔叔他们三人想怎么把蔬菜运走呀？（用三辆车一次把这 124 箱蔬菜全部

运完。）

课件演示：小精灵聪聪出现了：你们能提出什么问题吗？

同桌交流、讨论。请学生提出问题，老师板书：

李叔叔他们三人平均每人大约运多少箱？

师：这道题该怎么解决呢？（让学生讨论）

三、自主探索，学习新知：

师：你能大概猜一下他们每一个人运了多少箱吗？可以用什么方法快速地解决它

呢？

生讨论后反馈结果。请一学生叙述估算的过程。

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 把 124 看成 120，120÷3=40（箱）

（2） 把 124 拆成 120 和 4，再分别和 3除，每人平均分了 40 箱，还剩 4箱，

又分了一次，最后还剩下一箱，每个人大约运了 41 箱。

师板书：124÷3≈40（箱）

或者 124=120+4 120÷3=40 4÷3=1……1 124÷3≈41（箱）

四、小结：

师：刚才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很快地帮李叔叔解决难题的？（估算）这节课让你学

到了什么知识？（学生发言）在生活中你还认为哪些地方用得到估算呢？

估算经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它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当我们遇到数字较大

的题目，比如分东西，而你又不能准确地算出该平均分多少物品给每个人时，我

们就可以用估算来计算。

五、巩固练习，加深印象：

做 P16 “做一做”第 1、2题

1、学生说说题意，并说一说为什么 260 可以看作 240 或者 280。



18

之后解答这道题目。

2、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本道题。之后进行全班性讲评。

六、课外延伸，拓展思维：

游戏：神算子

游戏的规则：

1、要求学生把事先准备好的牙签放到一起。

2、每抓一把牙签后放到一边，先数出根数。接着再快速地算出该平均分给组内

每个成员多少根牙签。

3、每人一次机会。看谁算得又快又好。

4、最后评选出组内的神算子。

板书设计：

除 数 是 一 位 数 除 法 的 估 算

李叔叔他们三人平均每人大约运多少箱？

124÷3≈40（箱）

或者 124 = 120 + 4

120÷3=40（箱）

4÷3=1（箱）……1（箱）

124÷3≈41（箱）

课题:一位数除两位数(商是两位数的笔算除法)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在理解算理的基础上，初步学会一位数除两位数，商是两位数的笔算

方法。

2.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和初步概括能力。

教学重点：

一位数除两位数，商是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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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让学生理解算理，掌握除法算式的演算格式。

教学准备：情景图挂图、小棒 52 根。

教学过程：

一、沟通旧知，建立联系

1、口算

600÷6 27÷3 240÷8 160÷4

2、笔算

3)9 9)37

二、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1．出示 P19 植树情境图,让学生说图意。

2．引导观察：图中告诉我们哪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可以提出什么问题？怎

样列式？

42÷2 52÷2

3.师：42÷2 等于多少（生：42÷2=21）你是怎么想的？（生：40÷2=20 2÷

2=1 20+1=21）

同学们会口算出答案，那么怎样用竖式计算呢？（揭示课题）板书：一位数除

两位数。

三、自主探索，领悟算法

1．教学例 1 42÷2=21

（1）用竖式计算，你们会吗？试试看

学生独立计算后，反馈

第一种 第二种

21 21

2)42 2)42

42 4

0 2

2

0

（2）比较一下，你喜欢哪一种算法？说说理由。

学生发表意见：(学生多数会喜欢第一种算法，简单、竖式短，很少有学生喜

欢第二种也就是课本例题的形式）

师：其实第二种方法有自己的优势，它能让大家很清楚地看出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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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边用电脑演示边讲解：笔算除法的计算顺序和口算一样，要从被除数

的最高位除起。请哪位用第二种方法做的同学上来讲解一下。（师配合补充）

（4）让学生质疑

（还会有一部分学生会提出第一种竖式也很清楚地看出计算过程.）

师：现在就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列竖式算 52÷2

2．教学例 2 ：

52÷2

(1)学生独立计算后反馈。

第一种 第二种

26 26

2)52 2)52

52 4

0 12

12

0

(2)你们同意哪一种算法？

学生讨论后得出：第一种是先口算出 26 的，应该用第二种方法才正确。

(3)师：让我们借助小棒来验证（师生共同摆小棒，师边演示边讲解）

52÷2 也就是把 52 根小棒（5捆和 2根）平均分成 2份。先把 5捆平均分成 2

份，每份是 2捆（20），还余 1捆；再把多余的 1捆拆开与 2根合并是 12 根

也平均分成 2份，每份是 6根，加起来共分得 26 根，所以 52÷2=26

师指第二个竖式，被除数十位上余下的“1”，这个 1是怎么来的？表示多少？

指商个位上的 “6”，这个 6是怎样得来的？同桌互相说一说。

(4)我们再看一看电脑是怎样算的？（电脑演示）谁愿意当小老师把电脑演算

的过程再说给大家听听？（指名学生叙述计算过程）

(5)比较例 1和例 2笔算竖式的区别，强调：笔算除法时，如果十位上除后有

余数怎么办？余数和除数有什么联系？

(6)指导看书质疑

3．练习反馈 P20 做一做 1

4．引导概括总结：从哪一位除起？商怎样写？被除数十位上除后有余数怎么

办？每次除得的余数和除数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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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新知，解决问题

1．完成下面的除法算式。

1□ □□

4)4 8 6)8 4

4 □

□ □□

□ □□

0 0

2．比赛，看谁算的又对又快？

P20 做一做 2

3．请你当小医生，先诊断，再“治病”。

34 11 1

2)68 6)96 5)60

68 6 5

0 6 1

6

0

五、全课总结

板书设计：

一 位数 除 两 位 数 (商是两位数的笔算除法)

三年级平均每班种多少棵树？ 四年级平均每班种多少棵树？

42÷2=21(棵) 52÷2=26(棵)

21 26

2)42 2)52

4 4

2 12

2 12

0 0



22

课题：一位数除三位数（商是两位数且有余数的除法）

教学目标：

1、理解掌握用一位数除三位数（商是两位数且有余数）的笔算方法，培养学

生有序思考能力。

2、让学生在活动中积极地探索并理解算理，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3、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简单

问题。

教学重点：

理解掌握用一位数除三位数（商是两位数且有余数）的笔算方法。

教学难点：

被除数的最高位不够商 1，怎么办？商的最高位定在哪里？

教学准备:情境挂图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争当小老师。

1、出示书 22 页例 3的情境图。

师：寒假期间，小梦和小欣兄妹俩在家整理照片。他们数了数共有 238 张照片，

相册每页可插 6张照片，问：要插多少页？（列式 238÷6）

师：先估算一下“238÷6≈”。（238≈240，240÷6=40。想（四）六二十四，

接近 238 的前两位数“23”，所以 238÷6≈40。）

2、师；如何笔算？

请每个学生试算在本子上。试算完毕，开展“争当小老师”的活动。

在“争当小老师”的活动中，四人小组的成员自找同伴，互教互听。可对你的

同伴的想法予以评价。师注意观察，巡视，发现交流好的同伴，予以表扬、鼓

励。

全班交流。请一人当老师，教教班上的同学。可自由辩论，遇到不清楚的

可要求再解释，说错的予以反驳，有好的想法可再说明……

（重点可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讨论：先用 6除几？2个百除以 6不够商一个百，

怎么办？23 个十除以 6，商应该写在哪位上？商是几位数？）

小组内评评小老师的作用有多大？你教会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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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观察、讨论、发现每一题的笔算过程“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接

着做什么——最后做什么”，探索出笔算除法的运算程序。

以例 3为例，师生共同小结：

①先判断。商是几位数？

②除。用 23 除以 6，等于 3，3写在十位上。

③乘。用口诀“三六十八”算出商 3个十乘除数 6等于 18 个十，写在 23 个

十的下面。

④减。用 23 个十减去 18 个十等于 5个十，5写在十位上。

⑤查。检查余数 5是否比除数小。

⑥放。把被除数个位上的 8放下来，和余数 5个十合起来是 58 个一。

⑦除。用 6除 58，等于 9。

⑧乘。……（再重复上面的笔算步骤。）

让学生闭眼，回忆笔算的六步骤“①先判断。②除。③乘。④减。⑤查。⑥放……”。

理清笔算除法的运算程序。

4、师：笔算的结果正确吗？如何知道？

生：可用估算的结果加以比较，初步检验结果的正确性，然后再检查一遍。

二、问题延伸，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法。

进而解决例 3的延伸问题：“如果一本相册有 24 页，1本相册能插得下这些

照片吗？2本呢？”。

师：你有什么好方法？（1：24×2=48>39>24。2：24×6＝144，144<236<144

×2。

所以，一本相册不够，2本可以。） 交流方法，对比出最佳方案。

三、基本练习，学会笔算除法的有序思考方法。

1、应用总结出来的笔算除法运算六步骤，独立完成课本第 22 页的“做一做”。

2、请四个同学板演，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四、课堂总结。

说说今天学到了什么？

五、作业。

完成书 23 页第 2、4题。

板书设计：

一 位 数 除 三 位 数（商是两位数且有余数的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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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间，小梦和小欣兄妹俩在家整理照片。 想一想：

他们数了数共有 238 张照片，相册每页可插 如果一本相册有 24 页，1本相

册能插

6张照片，要插多少页？ 得下这些照片吗？2本呢？

238÷6=39（页）……4（张） 24×2=48>39>24

答：大约要插 40 页。 答：一本相册不够，2本可以。

课题：一位数除三位数（商是两位数且有余数）练习课

教学目标：

1、学会判断商是几位数的方法。

2、通过辨析错题，找出原因，从而探求出一位数除三、四位数应注意的地方，

进而总结出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法则。

3、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敢于大胆提出问题和质疑的学习品质。

4、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的学习策略。

教学重点：

1、判断商是几位数。

2、通过辨析，总结出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法则，并能正确运用。

教学难点：

学生归纳、总结出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法则的能力的培养。

教学过程：

一、开展“小诊所”活动，人人争当“好医生”。师出示一些典型的错题，如：

① ② ③

15 161 89

2)317 5 ) 807 8 ) 713

2 80 64

11 7 73

10 5 72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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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1 5 7 4 5 158

2 ) 3 1 7 4 ) 183 2 )317

2 16 2

1 1 23 11

1 0 20 10

1 7 3 17

1 4 16

3 1

提出要求：“小诊所”里来了 6个病人，同桌合作，一起当医生，给它们把把

脉、找出病根，开出药方。

师出示标准：“一级棒的医生”治好所有的病人。

“好医生”治好 4、5个病人。

“较好医生”治好 3个病人。

“马虎医生”治好 1、2个病人。

学生同桌合作，订正错题。

全班交流，交流时重点引导学生说出“病根在哪里？怎么治？”

引导学生发现：

1号病人忘了把被除数个位上的数放下来继续除。

2号病人则是一次用两个数“80”去除以 5，引导学生发现 8够除以 5，所以

应该先用 8个百除以 5。

3号和 4号病人都错在余数上。

5号和 6号病人则是数位对齐的问题。

师：医生们，你们想对这些病人说说今后笔算时，该注意什么？

重点引导学生小结出：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在那一位上面写商；每次除后余

下的数要比除数小……

对号入座。师：评评自己是哪一级别的医生。今后希望大家认真钻研医术，争

当“一级棒的好医生”。

二、商是几位数

出示书 24 页第 5题，重点分析 276÷6 和 640÷3。

问：商是几位数？为什么？要使 6 □76 的商是两位数，百位上还可以填

几？

要使它的商是三位数，百位上又可以填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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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小结出：判断商是几位数，关键是比较除数和被除数最高位的大小。

三、激发问题，拓宽思路。

1、出示书 24 页第 6题。先让学生读题，问：你有哪些问题？先自己小声说，

再同桌说。交流时，要求不提相类似或重复的问题。

交流问题。重点是提出除法的问题，也可提出估算或 2步问题。完成在本子上。

2、完成书 24 页第 7题。

有些学生能认真观察梨和香蕉每箱都是 35 千克，从而求出梨和香蕉的总质量

是（8＋7）×35。这样列式比较简便。

3、重点引导学生自己读题，找出关键字“一种、哪种、各、这些、只买”。

学生独立解题，集体反馈。

四、课堂总结。

说说有什么收获？

课题：除法的验算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比较学生知道商和除数相乘等于被除数，会用乘法验算除法。

2．通过新旧知识的类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探索新知。

教学重点：会用乘法验算除法。

教学准备：例 4的情境图挂图。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争当小老师。

1、出示书 25 页例 4的情境图。 他们算得对吗？你能帮他们算算付的钱对吗？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你是用什么方法的？（学生汇报）

通过同学们刚才做出来的多种方法，我们发现商和除数相乘，再加上余数，

结果等于被除数。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商和除数相乘的方法来验算除法计算得对不

对。这节课我们来学习除法的验算。（板书课题）

2、练习验证

出示 54÷8 请同桌二人合作，一人计算得数，另一人验算，看是否正确。

教师有针对性地展示几个同桌计算的结果。

3、小结：验算时，先在竖式的右边写上“验算：”，然后把商写在上面，除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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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列出乘法竖式。在今后做题时，凡题里要求验算的，要写出验算的竖式，

没有要求验算的，也要用口算或在草稿纸上用笔算进行验算。

二、练习

1、书 25 页做一做剩余两题。（学生单独练习）

2、反馈：根据学生的实际错误进行讲解。

3、小结：除法验算的方法是什么？ 商×除数+余数=被除数

三、课堂作业：

85÷4 112÷9 756÷8 124÷3

985÷9 423÷4

板书设计： 除 法 的 验 算

100÷7=14……2

1 4 14

7 ）100 × 7

7 98

30 + 2

28 100

2

课题：练习六

教学目标：

1、通过练习提高除法计算的正确率，熟练验算的方法。

2、使学生知道除法验算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提高除法计算的正确率，熟练验算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基本练习

1、先判断商是几位数，再计算下面各题，并且进行验算。

148÷2 676÷4 791÷7

249÷8 343÷5 514÷3

2、按要求把下列数正确的填入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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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2除余数为 0的 被 3除余数为 0的 被 5除余数为 0的

3、在□内填上正确的数

29×3=90-□ 12×3=□÷3

□+63=25×4 150÷3=□×2

4、经过刚才的练习，现在我们来个比赛（P27 5）

校对答案

二、综合练习

1、P26 2 学生独立完成

2、P26 4 读题思考，小组讨论，看看谁的方法好

3、P27 6 请你帮帮王叔叔解决以下问题

三、小结

四、分层作业

1、P 27 7（成绩好的学生做）

2、找出相同的除数

61÷□=□……5

68÷□=□……5

75÷□=□……5

3、找出相同的被除数

□÷4=□……3

□÷5=□……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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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商中间或末尾有 0的除法（1）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知道“0除以任何不是零的数都是 0”。

2．能熟练掌握一位数笔算除法法则的基础上，学会正确、熟练计算“商中间

有零的除法”。

3．培养学生认真、仔细的良好学习习惯。

教学重难点：商中间有 0的两种情况。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我们来看一幅画，张老师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孙悟空找来 4个西瓜，说每人分一个。猪八戒非常积极说：“我来分。”贪吃

的猪八戒看到西瓜嘴都馋了，他想反正有 4个我吃掉一个吧，就这样他一个又 1
一个把 4个西瓜全吃完了，这下他怎么分给孙悟空、沙和尚和唐僧啊？

二.新课

1、西瓜一个都没有了，其他 3人可以分到多少？谁会算？

0÷3＝ 说说你是怎样想的？

启发想：根据用乘法口诀求商的方法，要求 0除以 3得几，就得想几和 3相
乘得 0。

再让学生想一想：0÷2=？，0÷4=？ 0÷5=？……

由此概括出：0除以任何不是零的数都得 0。

2、出示例题 6

309÷3＝

（1）要求学生按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法则列竖式进行计算。

（2）当学生计算到十位时，教师重点指导：由于被除数是 0，0除以 3得 0，

所以十位要商 0。0和除数 3相乘得 0，0减 0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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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完毕后，向学生说明中间用 3除 0的那一步，可以省略。并要求

学生用虚线圈起来。

（4）问：竖式中用 3除 0的这一步可以省略，那么，商十位上的“0”可不可

以省略呢？为什么？（不可以省略，因为 0起的是占位的作用）

（5）现在，我们把这题用简便写法完整的做一遍。（找一同学板演）

（6）巩固算理：

①404÷4=11。讨论：这题的结果正确吗？商中的两个“1”应在什么数位上？

为什么？商的十位上为什么要写 0？应该怎样改正？

②做一做：

402÷2 609÷3

汇报、交流

3、420÷3＝

先由学生独立试做。

汇报、交流

明确：在除的过程中哪位不够商 1就在那一位上商 0占位。

4、试一试

750÷5 980÷7

对比例两题，今天学习的除法有什么共同点？（板书课题：商中间有 0的除

法）。在计算中应注意什么？

四、小结

这节课，我们研究的是“商中间有零的除法”。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商 中 间 或 末 尾 有 0 的除 法（1）

0除以任何不是零的数都得 0。

309÷3＝103 420÷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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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40

3）309 3）420

3 3

9 12

9 12

0 0

课题：商中间或末尾有 0的除法（2）

教学目标：

1、掌握一位数除多位数商中间或末尾有 0的笔算的一般方法。

2、能正确计算商中间或末尾有 0的笔算除法。

3、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习惯。

教学重点：商中间或末尾有 0的笔算除法。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春天到了，同学们要去春游了，就要准备出发了，我们三年级有 218 人每 2

人准备一袋食物，需要准备多少袋？你能用我们学过的知识来帮助老师解决这个

问题？

二、探究新知

1、探究商中间有 0的笔算方法

说说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学生列算式：218÷2

小组讨论计算方法，投影反馈

方法一： 方法二：

109 109

2）218 2）218

2 2

1 18

0 18

18 0

18

0

师生评议：哪种方法好，为什么？

第二种比较简单，第一种比较清楚，不会露写。

2、练一练

出示例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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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独立解决这个问题吗？ 学生独立做，展示交流。学生质疑问难。

3、小结：今天大家有什么收获？

三、拓展练习

1、P32 做一做

2、数学小医生

17 900 80

4）428 6）544 3）250

4 54 24

28 4 1

板书设计：

商 中 间 或 末 尾 有 0 的除 法（2）

星光小学 832名学生分批去参观天文馆。 562 名学生分4批去参观克隆鼠展览。

平均

平均每批有多少人？ 每批有多少人，还剩几人？

832÷4=208（人） 562÷4=140（人）……2（人）

208 140
4）832 4）562

8 4
32 16
32 16
0 2

答：平均每批有 208 人。 答：平均每批有 140 人，还剩 2

人。

课题：整理和复习

教学目标：

对本单元所学知识进行回顾和整理，掌握除数是一位数除法的口算、估算、

笔算的基本方法。

教学重点：

能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灵活选择计算方法，提高计算的正确性、合理性以

及熟练程度。

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

请每一位学生用适当的方式将本单元学习的内容作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用文

字、表格、框图等方式表示出本单元的知识结构。

提示整理知识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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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想一想本单元学了哪些知识？是按什么顺序学习这些知识的？再看课

本目录，看看教科书是按怎样的顺序来安排这些内容的？对比一下，自己想的和

教科书上安排的顺序一致吗？

2．再看例题。看看每小节有几个例题，每个例题是什么内容？例题之间有

哪些联系？你认为哪几个例题是解释同一个内容的？这些内容你理解了吗？

3．根据目录和例题，概括出本单元的知识。用自己理解的方式表示出来。

二、师生共同展示、交流自己整理的本单元知识结构图

1．给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将自己整理的知识在小组交流。教师巡视；寻找

整理得较全面、较有逻辑性的学生作品，利用实物投影仪在全班交流。师生共同

对展示的作品做评价。

2．教师将自己整理的本单元知识结构图向学生展示（如本书第 13 页知识结

构图）。对着结构图，引导学生系统回忆本单元所学知识：

（1）口算除法、估算

（2）笔算除法：一位数除两、三位数

（3）除法的验算：利用乘法验算除法

（4）除式中的零：被除数中间、末尾有零的除法，商中间、末尾有零的除

法

3．提出问题和介绍经验

师：“对以上学习内容，你有什么疑问？你有哪些成功的体会可向同伴介绍

的？”

组织学生质疑、释疑并交流整理知识的体会。

三、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具体问题

1．出示教科书第 35 页第 1～3题（或让学生翻开书自读这 3题）。然后让

学生独立作业，可直接写在书上。出示以下问题让学生思考：

（1）这 3个问题的解答有什么共同点？（都用除法计算，根据除法含义直

接列式。）

（2）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这 3道题的计算的？（第 1题用口算，第 2题

用估算，第 3题用笔算。）

（3）说一说口算、估算、笔算的过程。

2．请学生当小老师，由小老师点名让 3～6名学生上台说口算、估算、笔算

的过程（利用实物投影仪展示自己的作业或写在黑板上）。其他同学对他们的说

算理过程进行评价。

第三单元 统计

课题：简单的数据分析

教学目标：

1、会看横向条形统计图和起始格与其他格代表的单位量不一致的条形统计

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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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根据统计表中的数据完成统计图。

2、初步学会简单的数据分析，进一步感受到统计对于决策的作用，体会统

计在现

实生活中的作用，理解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3、加强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充分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合

作交流。

教学重点：

会看横向条形统计图，并能根据统计表中的数据完成统计图。

教学难点：

会看起始格与其他格代表的单位量不一致的条形统计图。并能根据统计表中

的数据完成统计图。

教学准备：

例 1用：每人一张空白的统计图（纵向），四人小组一张空白的格子图。例

2用：师

准备一些不同单位的空白统计图。（1小格分别表示 1厘米、2厘米、5厘米、

10 厘米、

20 厘米的空白统计图。）

教学过程：

一、教学例 1——横向条形统计图。

1、创设情境，复习旧知。

A：出示情境图及统计表，让学生说说统计表上收集到的数据。

B：根据这些数据，引导学生独立画出纵向条形统计图。（师事先准备的空白

统计图）

C：师提问：横轴表示什么？纵轴表示什么？每一小格表示多少数量？

2、提出问题，引入新课。

A：师谈话：画出条形统计图，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出卖出的各种矿泉水之间的

差异。但是，有时候纸的空间太小，不够画出这样纵向的条形统计图，那怎

么办呢？

B：引出新课：如果我们把纵向的条形统计图变成横放的条形统计图，那占的

上下空间就小了。这样横轴就变成表示矿泉水卖出的数量，纵轴变成表示各

种不同品牌的矿泉水。

3、小组合作，自主探究。

A：师问：你能和四人小组的伙伴讨论讨论，再试着设计设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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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学生四人小组合作，讨论设计横向的条形统计图。

C：交流汇报展示四人小组的作品。学生自己介绍本组设计的条形统计图。

D：师肯定孩子的创作，并出示规范的横向条形统计图。

E：全班学生说说横向条形统计图横轴、纵轴、每一小格表示的意思。

F：全班学生完成书上没画完的横向统计图。

4、分析数据，解决问题。

A：师提问：根据横向统计图上的数据，你知道了什么？

B：你能提出什么问题？

C：你认为应多进哪种矿泉水，为什么？

D：师小结：你看，统计图还可以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帮我们决策。

5、巩固练习。

P40 第 1 题。

A：看横向统计图，说说统计图各部分表示的意思。（同桌交流）

B：根据统计图，回答问题。

二、学习例 2—起始格与其他格代表的单位量不一致的条形统计图。

1、看统计表，分析数据。

A：引导学生看书上的统计表。

B：师提问：从统计表上，你知道了什么？

2、发现矛盾，引出新课。

A：如果让你根据统计表的数据，绘制一个学生身高统计图，你准备一小格表

示多少

厘米？（让学生自由的发表自己的看法。）

B：师拿出事先准备的不同空白统计图，让四人小组合作画完。

C：出示学生画的统计图，引导比较，发现问题。

（学生可以发现：如果每格表示较少的单位，画出的条形会很长，如果每格

表示 10 个单位或 20 个单位，虽然画的格数少了许多，但是从图中很难直观

地区分不同学生的身高相差几厘米。）

D：师提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些问题呢？（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F：引出新课：出示书上的统计图。

3、学看统计图，尝试画统计图。

A：引导学生观察统计图，发现这个统计图和前面学的统计图有什么不同？

B：用折线表示的起始格代表多少个单位，其他格代表多少个单位，这样画有

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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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引导学生按照示例，把其他两人的条形补充完整。

D：引导学生讨论：在什么情形下应该使用这种统计图？这种统计图的优点是

什么？

E：引导学生观察体重统计图，看看这个图中的起始格表示多少个单位，其他

每格表示多少个单位？

F：学生尝试独立完成该统计图。

4、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A：师问：根据上面两个统计图，你知道了什么？你能提出了什么问题？你能

解决吗？

B：出示“中国 10 岁儿童身高、体重的正常值”引导学生比较。发现哪些同

学的身高、体重在正常值以下，哪些同学在正常值以上？

C：引导学生为这些体重超正常值的同学出谋献策。

D：师提问：刚刚在比较时，你是怎么看出他们在正常值以上还是在正常值以

下的。

E：师引导学生思考：在统计图中怎样一目了然地看出每个学生的身高、体重

是在正常值以上还是正常值以下？（引导学生在统计图上用一条虚线画出正

常值，再直观地比较。）

5、巩固练习。

P40—41 的练习。

三、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你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你对自己、同

学这节

课学习的表现有什么评价？

板书设计：

简 单 的 数 据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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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平均数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平均数的含义，初步学会简单的求平均数的方法。

2、理解平均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3、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使学生理解平均数的含义，初步学会简单的求平均数的方法。

教学难点：理解平均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教学过程：

一、理解平均数

1、周末，妈妈买了许多糖果，分给哥哥 6颗，妹妹 4颗，你对妈妈的做法有

什么看法？你有什么办法让哥哥和妹妹分到的糖果一样多？是多少？

2、老师(出示两个笔筒分别装了 27 枝送给 23 个女同学，23 枝送给 23 男同学，

学生动手分：让女同学和男同学分的一样多。

3、引入“平均数”象哥哥和妹妹分得一样多的 5颗就是哥哥和妹妹分到的糖

果的平均数。25 枝就是男同学和女同学分的笔的平均数。

4、学生讨论：你们喜欢刚才谁的方法？

二、学习计算平均数

1、出示情景图：说说老师和同学们在干什么？

2、出示统计图：引导学生收集信息。

3、引导学生运用“移多补少”的方法求平均每人收集了多少个：利用这个统

计图，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学生独立思考后交流方法。

4、提出问题：生活中，大家分头收集了许多矿泉水瓶，大家是怎样集中过来

的？如果没有这个统计图，只是每个人汇报自己收集了几个？你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知道这个小组平均每个人收集了多少个？

5、小组讨论解决的方法并派代表交流，并说说 13 个就是平均数，那是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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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个人都是收集 13 个呢？理解平均数是个虚的数。

6、小结求平均数的方法。

三、巩固训练

1、另外一个环保小组也收集了许多矿泉水瓶，小军收集 15 个，小伟收集 16

个，小朋收集 12 个，小新收集了 13 个，这个小组平均每个人收集了几个？

2、根据统计表算一算，三年级平均每班踢几下？

班级 三（1） 三（2） 三（3） 三（4）

踢的次数 632 654 668 646

四、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们有什么收获，还有什么问题？

五、布置作业：练习十一 1、2、3

板书设计：

平 均 数

课题：平均数

教学目标：

1、体会平均数可以反映一组数据的总体情况和区别不同组数据的总体情况这一

统计学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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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学生认识统计与生活的联系，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

3、巩固求平均数的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体会平均数可以反映一组数据的总体情况和区别不同组数据的总体情

况这一统计学上的意义。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师出示一杯水，告诉学生这一大杯水大约 600 克，而后把这杯水分别到入 4

个杯子中（每个杯子的水不同）

提出：你们能求出这 4个杯子的水的平均重量吗？

2、学生动手解决，并交流解决的方法。

二、创设问题情景，引导探究。

1、六一节，老师带了许多糖果想送给大家吃，老师给奋飞组 6人共分 36 块，给

前进组 8人共分了 40 块，给蓝天组 5人共 35 块，你们认为哪一组的同学分到的

糖果多？怎么解决？

（1）组织交流解决的方法。

（2）小结：象这种情况下，每组的人数不一样，不能直接拿总数来比较，而是

要求出每组同学的平均数来比较。

2、出示情景图，告诉同学穿兰色衣服的是开心队，穿黄色衣服的是欢乐队，引

导学生观察后猜一猜：你认为哪一队的身高高？并说说理由。

3、出示统计表，组织学生收集有关数据,根据统计表估一估，欢乐队和开心队的

平均身高分别是多少？并说说估的方法。

4、同桌合作，一人求欢乐队的平均身高，另一个求开心队平均身高，后比较哪

一队高？

5、组织交流计算的方法与结果。

6、组织讨论：从刚才的这件事，你有什么发现，并小结：平均数能较好地反映

一组数据的总体情况。

三、拓展与应用

说说生活中还有哪些事要通过求平均数来解决一些问题。

四、小结：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吗？

五、作业练习十一 4、5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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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数

第四单元 年、月、日

课题：年、月、日

教学目的：

知识与技能：使学生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并能记住各月的天数。

数学思考：帮助学生初步建立年、月、日等时间观念，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

思维能力。

情感与态度：通过学生的小组合作，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与主动探究的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协助学生记忆各月份的天数。

教具准备：

投影仪、年历卡片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师：今天，老师带来一件东西，请同学们猜一猜是什么东西？

1、课件出示：

一物生来真稀奇，身穿三百六十五件衣；每天给它脱一件，脱到年底剩张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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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难猜出是“日历”。随后，教师出示 2004 年日历。

2、揭示课题：

（1）同学们，我们学习、生活了一天，就在日历上撕下一页。一天也叫

做一日。

说着，教师随手板书：“日”字。

（2）从 1月 1日开始，到撕下 1月 31 日这一页，要经过多长时间？

学生答问后，教师板书：“月”字。

（3）当我们撕下这本日历的最后一页，经过了多长时间？

根据学生回答，教师板书：“年”字。

揭题：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年月日的有关知识。年、月、日和我们已经学过的时、

分、秒，都是常用的时间单位。时、分、秒是表示时间较短的单位，年、月、

日是表示时间较长的单位。

二、 自主探索，合作学习

1、 认识年历

师：请同学们拿出自己的年历卡片，认真观察：你可以从年历卡片上面了解到

哪些知识？

（1）放开让学生独自观察。

（2）4人小组讨论，互相交流。

（3）汇报观察讨论的结果。

（如：国际儿童节是几月几日？国际劳动节是几月几日？国庆节呢？教师节

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成立的？香港回归是哪一年？我的生日，有纪念

意义的日子等）

（4）你能根据 2003 年的年历回答问题吗？（教师从计算机中调取万年历来让

学生们逐月观察，提问学生并指名回答。）

一年有几个月？

哪几个月是 31 天？哪几个月是 30 天？

二月有多少天？一年有多少天？

板书：31 天：一、三、五、七、八、十、十二 大月（7个）

1年 12 个月 30 天：四、六、九、十一 小月（4个）

28 天 29 天二月 特殊月

2、 记忆大、小月

师：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了 1年有 12 个月，其中有 7个大月，4个小

月，1个特殊的二月。那么怎样记住一年中的大月和小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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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本上介绍了一种好方法，可以在左拳上数，怎么数呢？请同学们看书

本 48 页最上面一段话。教师检查学习情况，电脑显示：左手拳头图。全班齐

数一次。

（2）师：老师再介绍一首儿歌，帮你记住一年中的大月。（出示儿歌）教师

讲解儿歌，让学生自由记忆儿歌。

（3）游戏练习。老师任报一个月份，是大月就请男生起立，是小月就请女生

起立，谁站错，站慢就算输了。

三、巩固练习：（课件出示）

1、一年有（ ）个大月，有（ ）小月。

2、9月 1日开学的前一天是（ ）月（ ）日；

3、12 月 30 日的后一天是（ ）月（ ）日；

4、你的生日是（ ）月（ ）日；

5、你还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来考考同学们？

四、总结竞猜：

1、 师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获得了哪些知识？

2、 猜谜语。师：同学们一节课学会了这么多的知识，真了不起！老师想给同

学讲一个古老的谜语，想不想再猜？出示：最长又最短，最多又最少，最慢又

最快，最便宜又最宝贵的是什么（——时间）

师：既然时间这样珍贵，那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时间呢？（珍惜时间）

板书设计：

年、月、日

31 天： 一、三、五、七、八、十、十二 大月（7个）

1年 12 个月

30 天： 四、六、九、十一 小月（4个）

28 天 29 天： 二月 特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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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24时计时法

教学目标：

1、 使学生知道 24 时计时法，会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时刻；

2、 初步理解时间和时刻的意义，学会计算简单的经过时间。

3、 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激发学习的热情。

教学重难点：会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时刻；学会计算简单的经过时间。

教学教时：2课时

教学准备：钟面、情景图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认识 24 时记时法

1、出示情景图，引导学生观察，收集信息。

2、组织交流有关的信息，提出问题：21：00 是几时。

3、组织学生猜测。

4、说说生活中，你在什么地方还建过这样表示时间的方法？

5、老师动手操作，理解 1天内，钟表的时针正好走两圈，一共是 24 小时，后

学生动手操作，感受一天共有 20 小时。

6、老师介绍“24 时计时法”在一天里，钟表上的时针正好走两圈，共 24 小

时。通常采用从 0时到 24 时的计时法，叫做 24 时计时法。

7、了解一日 24 小时的由来。

二、学习 24 时计时法的表示方法

1、师出示钟面，引导学生观察钟面上有什么？说说钟面内圈的数表示的是什

么？外圈的数表示的是什么？

2、学生观察自己的钟面，讨论外圈的数和内圈的数有什么关系？

3、老师拨时针，让学生说说这个时间怎样表示？（凌晨 1时，中午十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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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师再拨时针，让学生学习下午 1时到晚上 12 时用 24 时计时法的方法（下

午 1时，下午 5时，晚上 9时，晚上 12 时）说说是怎样想的？

5、小结：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上午

练习：抢答：

普通计时法 上午 7时 中午 12 时 下午 4时 下午 6时 40 分

晚上 9时 12 分

24 时计时法 19 时 23 时 40 分

练后想一想：普通计时法与 24 时计时法之间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6、同桌互动，一个说一种表示方法，另一个同学回答另一种表示方法。

三、巩固练习

1、学生独立完成：连一连后交流各自的想法。

2、（1）下面的说法正确吗？（打手势）

① 18 时就是下午 8时。

② 工人上午 8：00 上班，下午 16：30 下班

③ 深夜 12 时就是 24 时，也是第二天的 0时。

（2）师出示一个钟面，指针指着一个数（8或 10）

想一想：现在钟面上所表示的是几时？”（可能早上 8时，也可能晚上 8时。）

四、课堂总结

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还有什么疑问？

第二课时

一、复习

说说用 24 时计时法怎样表示以下的时间：上午 8时，11 时，下午 3时、5时，

晚上 10 时

二、探究新知

1、 出示情景图，引导观察，收集交流信息。

2、说说下午 2时 40 分和 17 时 45 分表示什么？在钟面上该怎么表示？（让学

生上台拨出时间？

3、说说下午 2时 40 分用 24 时计时法怎样表示？

4、师画出线段图，引导学生在图上表示出这两个时刻，并讨论坐火车从北京

到石家庄要用多长时间可以在线段图中应该怎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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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师小结：像上面所说的 2时 40 分、17 时 45 分，还像上午 7时 50 分上学，

11 时 35 分放学都是指一瞬间的时刻，一般用“几时”来表示。而从一时刻到

另一时刻所经过的时间，一般用“几小时”来表示，如工作了 8小时，在校 3

小时 45 分。

5、学生小组讨论计算坐火车用了多长时间的方法。

6、组织交流解决问题的办法，说说你喜欢哪种办法？为什么？

三、巩固练习

1、 你知道妈妈几时上班，几时下班？你能算算妈妈一天工作多长时间吗？

2、 你每天几时上学？几时放学？你一天呆在学校有多长时间？

（学生交流后独立解决后交流解决问题的办法）

四、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吗？

五、作业：练习十三 3、4、5、6

板书设计：

24 时 计 时 法

实践活动：制作年历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在制作年历的数学活动过程中，巩固关于年月日的知识，从年到月再

到日，掌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2、引导学生在探索年历制作方法的同时，体验年历在生活中的作用，激发学生

学数学，用数学的兴趣，以及收集，整理，分析信息的能力。

3、培养学生之间的交流借鉴。资源共享的合作意识。

教学准备：制作的各项工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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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回忆旧知

我们学习了年月日的知识，现在想请大家自己动手来制作今年的年历，有兴趣

吗？

1、谁来说说这单元我们学习了有关年月日的什么知识？

2、介绍不同的年历。 展示收集到的年历，并作简单的介绍。

二、小组合作，共同制作

1、制作 2005 年 1 月月历

2005 年 1 月 1 日是星期六

小组合作教师参与。

2、汇报交流。 说说制作过程

3、计算每月 1日是星期几

这是今年每月 1日的星期数，可是少了几个，你们有办法补充完吗？

独立计算，小组交流

1月 1日 2月 1日 3月 1日 4月 1日 5月 1日 6月 1日

星期六 星期二 星期五 星期三

7月 1日 8月 1日 9月 1日 10 月 1 日 11 月 1 日 12 月 1 日

星期五 星期四 星期六 星期二 星期四

小组汇报，说说理由。

4、动手制作年历

每个小组做 2个月，老师做 12 月

5、展示交流：给我们制作的作品提点建议？

三、拓展练习

课后自己制作 2008 年的年历

第五单元 两位数乘两位数

课题：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乘法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经历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乘法的过程，能比较正确熟练地进行

口算。

2学会运用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乘法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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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演绎推理能力

教学重难点：

引导学生发现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乘法的规律，正确进行口算

教学准备：实物投影仪。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一、复习

1、听算：

20×5 30×6 4×70 100×5 3×200

3×200 500×3 1000×6 23×2 12×3

7×11 5×60 50×4 22×3 15×3

2、指名任选一道题说说口算方法。

3、抢答：

（1） 3个十是（ ）？ 30 是（ ）个十？

（2） 300 是（ ）个百？ 60 是（ ）个十？

（3） 9个十是（ ）？ 3个 30 是（ ）？

小结：以上的练习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今天，我们能否用这些知识做铺垫,来

学习新知识呢？ 板书：口算乘法

二、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1、出示情景图：引导学生观察，邮递员叔叔每天工作的情况。同学们从图中发

现什么信息？你能根据图中所提供的信息提出用乘法计算的问题吗？

2、分小组讨论交流。

三、合作交流，探究新知：

教学例 1

1、指名说说你从图中获得什么信息？可提什么问题？根据生回答，教师整理板

书如下：

问题 A：邮递员叔叔工作 10 天，要送多少份报纸？要送多少封信？

（1） 你会解决这些问题吗？

（2）怎么解决？根据学生回答，板书：第一个问题算式 300×10 60×10

（3） 说说算式表示的意义。

（4） 口算上面算式的结果。（同桌交流口算方法）

（5） 指名汇报口算方法：（可能会有以下几种）



48

a．300×10 因为 10 个100 是 1000，所以 10 个300 是 3000，则 300×10=3000

（份）

b．300×10 先算 3×1=3，接着在 3的末尾添上 300 和 10 后面一共有的 3

个 0。

所以 300×10=3000（份）同理：60×10=600（封）（10 个 10 是 100，10 个 60

是 600）

2、用你喜欢的方法解决第 2个问题

问题 B：邮递员叔叔工作 30 天要送多少份报纸？要送多少封信？

（1） 学生独立解答。a.300×30, 60×30 分别表示什么？

（2） 汇报口算方法： b.你怎么口算？

（3） 小组讨论：比较两种方法，寻找较简便的口算方法。

3、学生回答后教师引导学生小结并把课题写完整—两个因数末尾都有

0 两个因数末尾都有 0的乘法，口算时只要先把 0前面的数相

乘，再看两个因数的末尾一共有几个 0。就在乘得的积的末尾添上几个 0。

四、巩固新知。第 58 页做一做。

（1）看谁算的对又快。（2）指名汇报口算结果。（3）任选一题说说你的口算

过程。

五、应用知识，解决问题。

1、第 60 第 3 题。（1）独立完成。（2）同桌交流。

2、开火车口算比赛。第 60 页 第 1、2两题

（得数答错的学生自己编一题再答，若学习有困难的可请其他同学帮助）

六、作业：第 61 页 第 5、6题

七、小结：本节课你有什么收获？还有不明白的或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板书设计：

整 十、整 百 数 乘 整 十 数 的 口 算 乘 法

邮递员工作 10 天，要送多少份报纸？ 邮递员工作 30 天，要送多少份报

纸？

要送多少封信？ 要送多少封信？

300×10=3000（份） 300×30=9000（份）

60×10=600（封） 60×30=1800（封）

两个因数末尾都有 0的乘法，口算时只要先把 0前面的数相乘，再看两个因

数的末尾一共有几个 0。就在乘得的积的末尾添上几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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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两位数乘两位数——乘法估算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能结合具体情境,在积极参与和讨论合作学习的过程中进行乘法的估

算，会说明估算的思路。

2、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简单的实际问题。

3、 给学生创设主动探索估算知识的空间，培养估算意识，提高估算能力。

教学重难点：

探索乘法估算的方法，学会乘法估算。

教学准备：实物投影仪。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一、知识迁移，导入新课

1、你能说出下列各数的近似数各是多少吗？

69、22、74、87、99、18

2、下列竖式，你能估算各题的结果吗？你是怎么想的？

18×4 53×7 89×5

22×8 37×3 71×6

二、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1、导言：同学们都在多媒体教室里上过课，那么你们知道多媒体教室里有多

少排椅子？每排有多少个座位呢？哪个同学知道？愿意来说一说吗？

2、出示 P59 例 2 情境图

引导观察：情境图中提供了有关多媒体教室里的哪些信息？小明提出了什么问

题？

三、迁移类推，探究新知

1、教学例 2.“350 名同学来听课，能坐得下吗？”你能根据图中提供的信息

解决这个问题吗？试试看。

（1）小组合作交流——你用什么方法估算？

（2）指名汇报。师小结整理如下：

要判断 350 名学生能否坐得下，必须估算出多媒体教室大约有多少个座位。

方法一：18≈20 22≈20 20×20=400（个）所以，350 名学生能坐下。

方法二：18≈20 22×20=440（个）所以，350 名学生能坐下。

方法三：22≈20 18×20=360（个）所以，350 名学生能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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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结：同学们太棒了，能根据已学的估算知识，想出了这么多的好方法，

可见，估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太大了，那么，谁能告诉老师，你是怎么

估算的呢？

（4）小组合作交流后，引导学生总结出估算的方法：

估算时，先把两位数看成最接近它的整十数，然后再进行计算。

四、巩固新知

1、第 59 页做一做。

①看清题意，独立完成。 ②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算。③说一说你是怎么估算的。

2、第 61 页第 7题：投影出示情境图，引导学生观察图，说说你从图中得到什么

信息？

①人人动手独立完成，将估算结果写在亮题板上。

②同桌交流，说说估算的方法。

③投影展示学生的试题，说说你的估算方法，集体讲评。

3、第 61 页第 8题：

（1）小组合作学习，理解题意。

说说从“学生们已经种了 93 棵树苗”中，你可得到什么信息？

（2）人人动口在小组交流估算方法。

（3）请个别同学全班交流。

4、第 62 页第 9题，夺红旗小游戏。

①以小组为单位，按箭号所指的方向开始计时。

②请优胜组派代表介绍经验。

③给优胜小组插上小红旗。

五、全课总结：这节课，你又有什么收获？

六、作业：第 62 页第 10—12 题。

板书设计：

两 位 数 乘 两 位 数——乘 法 估 算

每排 22 个座位，一共有 18 排。有 350 名同学来听课，能坐得下吗？

方法一：18≈20 22≈20 20×20=400（个） 所以，350 名学生能坐下。

方法二：18≈20 22×20=440（个） 所以，350 名学生能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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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三：22≈20 18×20=360（个） 所以，350 名学生能坐下。

课题：笔算乘法（不进位）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发现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的全过程，体验计算方法的多样

化。

2、通过比较各种方法的优点和不足，寻找最佳方法，训练学生掌握优化策略的

思想和方法。

3、学会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教学重点：让学生经历发现两位数乘两位数计算方法的全过程，体验计算方法的

多样化。

教学难点：比较各种方法的优点和不足，掌握优化策略的思想和方法。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出示插图 今天妈妈带小利去买书，他一共要付出多少钱？

1、请你先帮他估一估，大约付多少钱？

2、怎样才能知道估算的钱数最接近正确答案呢？这就需要我们准确的计算出 24

×12 的得数，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乘法。

二、探索尝试，寻找方法

1、独立思考，尝试解决问题。你能想办法算出得数吗？试试看

2、组内交流，整理方法

3、全班汇报，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板书

⑴24+24+24+ …… +24=288

⑵12+12+12+…… +12=288

⑶24×2×6=288

⑷24×3×4=288

⑸12×6×4=288

⑹12×8×3=288

⑺20×12+4×12=288

………

4、方法归类。连加，连乘，拆数

5、比较一下哪种方法比较简便？

学生讨论：拆数使用比较广泛，因为每个两位数都可以拆成两数的和。

6、研究笔算的方法

在研究刚才这些方法时，有些同学却用了跟这三中不一样的方法，就是竖式计算。

你们知道每一步的意思吗？学生讨论交流

24 24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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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24 的积 48……2×24 的积

24 ……10×24 的积

你发现了什么？（拆数）

7、教师讲解笔算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两位数乘两位数都可以用竖式计算？计算时要注意什么？（数位）

三、巩固法则，推广应用

游戏：智闯马虎宫，找找开门密码

23×13 41×21 23×31

课题：笔算乘法（进位）

教学目标：

让学生经历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过程，学会计算两位数乘两位数进位的乘

法。在学习活动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点：

经历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过程，学会计算两位数乘两位数进位的乘法。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有下围棋的录像或画面）；多个南瓜形算式卡片（每张上一个

算式）。

教学过程：

一、提出问题

呈现下围棋的录像或画面，介绍有关围棋赛的事例（或战绩）。

放大棋盘，让学生观察棋盘结构。使学生了解到：围棋的棋盘面由纵横 19

道线交叉组成。

接着，把棋子放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引出问题：“棋盘上一共有多少个交

叉点？”

请学生说一说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列出算式 19×19。

二、探讨计算方法

1．各组讨论：怎样计算 19×19。

请把想出的计算方法写在纸上。

2．组织交流。

各组展示本组的算法。不容易说清楚的，就写在黑板上。

3．师生评议。

（1）请学生说一说，喜欢哪种方法？为什么？

（2）教师对学生发表的意见作以肯定或补充。使学生了解每一种算法的特点和

适用范围。例如：估算的方法能很快算出大约有 400 个交叉点，但它不能满足解

决问题的要求。

（3）重点评议笔算。

用检查竖式每一步计算的方式，再现笔算过程。在此基础上，夸赞学生：能

用刚学过的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知识解决今天的新问题。并且，能正确解决乘的过

程中的进位问题。你们真棒！

三、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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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尝试练习。

用竖式计算第 65 页“做一做”中的 4道题。可以让几个组的学生做前 2道，

另几个组的学生做后 2道题。

完成计算后，组织交流。说出笔算的过程，加深学生对笔算过程的了解。

2．完成练习十六第 1题。

独立计算，集体订正。根据班上出现错题的情况，和学生一起讨论错误的原

因，请学生订正错题。请学生注意：计算时要认真仔细。

3．解决问题。

请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六第 3、4题。

完成后，请学生向全班说一说，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

4．游戏。

贴出写有算式的南瓜卡片。用语言描述菜园里收南瓜的情境，请同学们帮助

菜农收南瓜。

让学生自由选择卡片，算对的就收获了这个南瓜。

完成后，先检查是不是算对了，再比一比哪组学生收获的南瓜多。奖励优胜

组。

四、总结

1．请学生讨论笔算乘法时要注意什么问题，并交流。

2．教师强调：用竖式计算时，每次乘得的数的末位应该和那一位对齐。还要注

意记住进位数，正确处理进位问题。

板书设计：

笔 算 乘 法 （进位）

棋盘上一共有多少个交叉点？

19×19=361（个）

1 9

×1 9

1 7 1

1 9

3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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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和复习

教学目标：

1、回顾两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算、笔算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基本归纳、整

理能力。2、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体现解决问题的多样化。

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基本归纳、整理能力。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体现解决问题的多样化。

教学过程：

一、呈现故事，提出问题

1、老师讲“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

猜一猜，听完这个故事用了多少时间？（1分 52 秒）

这么短的时间却能作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时间。听了这个故事你

还有什么感想？

2、这个小故事在书上 68 页，想一想，这篇文章大概有多少字？

学生讨论，汇报

二、归纳知识

1、小组内交流自己整理知识的方法和方式，并进行整理

2、小组代表汇报，大家进行评判。

三、巩固拓展

1、基本练习

练习十七 1、比一比看谁算的又对又快

2、笔算练习 注意方法和书写

2、尝试编题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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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学生寻找生活中可以用口算、估算、笔算乘法解决问题的例子，由小老师亲自

请学生回答。

第六单元 面积

课题：面积和面积单位

教学目标：

1．理解面积的意义。

2．认识常用的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初步形成这些单位

实际大小的观念。

3．学习选用观察、重叠、数面积单位，以及估测等方法比较面积的大小。

教学重点：理解面积的意义。初步形成面积单位实际大小的观念。

教学难点：选用观察、重叠、数面积单位，以及估测等方法比较面积的大小。

教学准备：长方形、正方形纸个一张，方格纸。

教学过程：

一、导入概念

1．让学生猜教师身高，师生交流，由此引出长度单位：厘米、米以及分米。

2．激活关于长度单位实际长短的观念：谁来比划一下这些单位有多长。

3．指出：用它们可以测量物体的长度。

4．引入：我们已经认识了长度和长度单位，今天在这基础上学习新的本领。

二、建立概念

1．得出面积的意义。

（1）认识物体的表面有大小。

①我们的课本都有漂亮的彩色封面，我们的课桌都有平坦光滑的桌面。这些

都是物体表面的一部分。用手摸一摸课本封面和课桌面，比一比它们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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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课桌面和黑板面哪个大？

③课本封面、课桌面和黑板面的大小相差比较大，靠观察就能看出。（板书：

观察比较）

（2）认识平面封闭图形的大小。

出示两组图形（见下图），这些都是平面封闭图形，怎样比较它们的大小？

由学生的操作活动，引出重叠比较与数方格比较的方法。（板书：重叠比较，

数方格比较）

（3）概括面积的意义。

问：物体表面或平面封闭图形的大小叫做什么呢？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

（板书课题的前半部分：面积）

（4）运用“面积”这个术语，叙说比较常见物体大小的结果。

2．认识面积单位。

（1）设疑。

①出示两个长宽各异的长方形（即课本第 71页下面的两个长方形，其实际

大小分别是 7×2平方厘米和 5×3平方厘米），让学生体会用观察、重叠的方法

难以比较它们的大小。

②请学具来帮忙。给出三种学具（边长 1厘米的正方形、正三角形和直径 1
厘米的圆）让学生选择。

③比较三种方式，得出数正方形个数最合理的方法。

解决设疑中提出的问题，通过数正方形个数得出大小之分。

（2）认识统一比较标准的必要性。

①进一步激疑，出示一个正方形，通过重叠确信它的面积比前面出示的两个

长方形大，正方形翻出反面的格子，只有 9格，激起疑问。

②启发学生说出解决方法。

（3）带着问题自学课本。

①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哪些？

②说说每个面积单位的大小。

（4）汇报学习收获，得出三个常用面积单位的规定，并形成常用面积实际

大小的观念。

①各自比一比，哪个手指甲的面积最接近 1平方厘米？

②同桌两人互相比划 1平方分米的大小。

③在黑板上贴出一张 1平方米的纸，先估计能放下几本练习本？翻出反面

（已画好练习本大小的格子），数一数实际能放下几本。

三、巩固概念

1．完成课本第 74页“做一做”。
2．完成课本练习十八第 1、2题。

3．请你参加图案设计大赛（即课本第 75页的数学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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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你能拼摆出更多、更新颖、更有趣的图形吗？展示学生的作品，启迪

思路。

学生动手操作（或回家完成）。

四、本课小结（略）

板书设计：

面 积 和 面 积 单 位

观察比较、重叠比较、数方格比较

物体表面或平面封闭图形的大小，

就是它们的面积。

常用的面积单位有：

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

课题：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的比较

教学目标：

通过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的比较，使学生更清楚地认识面积单位，初步明确

1厘米、1分米、1米是长度单位，都可以用来度量物体的长度。1平方厘米、1

平方分米、1平方米都是面积单位，都可以用来度量物体的面积。

教学难点：

明确分清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

教学过程：

一、步步深入，比较异同

1、比较 1厘米和 1平方厘米

（1）学生估计 1厘米有多长？1平方厘米的面积多大？

（2）教师出示：长是 1厘米的线段图，面积是 1平方厘米的平面图形。看它

们图形有什么异同？

（3）教师出示：学生用和铅芯和面积是 6平方厘米的正方形纸片，要知道它

们的大小分别用什么单位来测量？

（4）学生动手测出铅芯的长度和纸片的大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及时进行

指导。）

2、比较 1分米和 1平方分米

（1）估计 1分米的长度，1平方分米的大小。（学生交流时，教师要及时进

行指导，使学生的估计接近正确。）

（2）估计铅笔盒的面有多大？长、宽各是多少？

（3）学生动手进行测量铅笔盒的面有多大，长、宽各是多少？看自己的估计

情况。（教师进行指导怎样才能减少误差。）

3、比较 1米和 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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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面我们学习了 1厘米和 1平方厘米、1分米和 1平方分米。那么，我

们可以用 1米和 1平方米来干什么呢？（学生可能回答用 1米来测量黑板的长，

教室地面的长、宽各是多少？用 1平方米来测量黑板的面积是多少？教室地面的

面积是多少？……）

（2）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让学生估计黑板的长、宽、面积各是多少？并向

学生说明教室的地面的面积大约是 60 平方米……。

4、通过讨论，解决问题

通过以上学习，同学们讨论 1厘米、1分米、1米和 1平方厘米、1平方分

米、1平方米有什么异同？学生交流讨论情况，教师及时进行指导。

5、教师总结

1厘米、1分米、1米是长度单位，都可以用来度量物体的长度。1平方厘米、

1 平方分米、1平方米都是面积单位，都可以用来度量物体的面积。这就是我们

今天学习的主要内容——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的比较（板书课题）。

二、巩固反馈，深化认识

1、书 P75 1 、2 小组合作完成 汇报

2、书 P75 3 先自由说，再指名回答。

三、拓展练习

数学游戏：

请你参加图案设计大赛，每个图案是 5平方厘米。

课题：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计算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长方形面积计算的公式，使学生初步理解长方形面积的

计算方法，会运用公式正确的进行计算。

2、通过长方形的面积计算引导学生推导出正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

3、初步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交给学习方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教学重点：理解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会运用公式正确的进行计算。

教学难点：通过长方形的面积计算推导出正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有关面积的知识，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哪些？

二、自主探索，领悟方法

1、巧设问题，激发兴趣

我们教室地面的面积大约是多少呢？学生可能进行猜测，用面积单位来测

量，教师指出：这么大的地面用面积单位来测量太麻烦，所以，我们就要研究长

方形的面积怎样计算。（板书课题）

2、动手操作，研究方法

（教师准备三种不同的长方形，每组只选择一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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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个长 3厘米、宽 4厘米的长方形

二种：一个长 4厘米、宽 2厘米的长方形

三种：一个长 5厘米、宽 3厘米的长方形

（1）学生以组为单位进行研究，想办法求出各自图形的面积。

（2）学生以组为单位进行汇报交流，说出自己的方法。（可能出现的情况：

用 1平方厘米来测量或只测量长和宽，相乘即是面积。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适时地进行点拨、指导，后一种方法比较简单。

（3）师生交流，提炼方法。长方形的面积与它的什么有关系呢？独立思考

后交流。（教师指导：长方形的长摆了 5排，说明是 5厘米；宽摆了 3排，说明

是 3厘米，那么，面积 15 平方厘米等于什么？长方形的面积=长×宽。）

（4）学生思考：求长方形的面积事实上是求什么呢？ 那么同学们想一想我

们教室地面的面积怎样计算呢？（例题）

学生独立完成，校对。

三、知识的迁移

1、教师借此机会教学正方形的面积计算。我们知道正方形是一个特殊的长

方形，有长方形的特点，所以正方形的面积计算也可以和长方形的面积计算方法

相同。

2、出示例题

学生试做，汇报答案。

四、联系生活，解决问题

我们用的数学书的面积大约有多少？先请你估计一下，再算一算。

学生独立完成，汇报。

五、小结。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长 方 形 和 正 方 形 的 面 积 计 算

长方形的面积 = 长×宽

正方形的面积 = 边长×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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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面积单位间的进率

教学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进一步熟悉面积单位的大小。

2、掌握面积单位间的进率。

（二）能力训练点

1、培养学生观察比较分析问题的能力，逐步养成积极思考的学习习惯。

2、能准确地进行常用面积单位之间的改写。

（三）德育渗透点

引导学生探索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学重点：掌握面积单位间的进率，会进行常用面积单位之间的改写。

教学难点：面积单位间进率的推导过程。

教学准备：教师准备好面积是 1平方分米的正方形白纸一张，一面画出边长是 1

厘米的正方形小格，学生每两人准备一张边长 1分米的正方形和边长 1厘米的正

方形 100 多个。

教学过程：

一、猜测引入：

师：我们已经学习了面积单位，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哪些？

（学生回答，同时依次在屏幕上出现表示 1平方厘米、1平方分米、1平方米的

正方形）。

师：每相邻两个面积单位间的进率是多少呢？请同学们猜测一下。（分四人小组，

猜测，然后反馈）

师：看来各小组讨论，得出意见难以一致，下面我们就来动手动脑，探究一下“面

积单位间的进率”请同学们把学具袋拿出来。

二、探究新知

（一）推导 1平方分米=100 平方厘米

师：请同学们拿出红色的正方形，它的边长是 1分米，谁来说一说它的面积是多

少？

生：边长是 1分米的正方形面积是 1×1=1(平方分米).

师：如果这个正方形的面积用平方厘米做单位，是多少平方厘米呢？请同学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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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脑筋，发挥四人小组合作的力量，动手做一做实验（学生动手操作，教师巡视）。

师：请各小组汇报实验的结果。

生 1：我们用 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摆在红色的正方形上，横排每排摆 10 个，

竖排每排摆 10 个，一共可以摆 10×10=100 个，所以这个红色正方形的面积是

100 平方厘米。

师：你们是用推导长方形面积公式用的“摆”的方法，主意不错！还有别的想法

吗？

生 2：我觉得这种方法太慢了。

师：有什么好的办法，请你告诉大家。

生 2：我们用直尺去量红色正方形的边，边长正好是 10 厘米，所以它的面积就

是 10×10=100（平方厘米）。

师：果然方便了不少，你们真聪明，大家同意他们的意见吗？

生 3：我们还有更快的。

师：哦？说出来大家听听。

生 3：老师告诉了我们这个红色正方形边长是 1分米，1分米=10 厘米，这个红

色正方形面积是 10×10=100（平方厘米）。

师：这种方法真妙！

师：刚才大家想的方法都很好，有的用摆，有的用量，还有的直接将分米换算成

厘米来计算。同学们真聪明。但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边长是 1分米的正方形面

积如果用平方厘米做单位都是 ……

生：100 平方厘米。

师：同一个正方形，我们用平方分米作单位是 1平方分米，用平方厘米作单位是

100 平方厘米，那么 1平方分米等于多少平方厘米呢。

生：1平方分米=100 平方厘米。

（二）知识迁移

1、1平方米=100 平方分米

师：从上面的实验过程中，我们知道了 1平方米=100 平方分米，那么同学再想

一想：边长 1米的正方形，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如果以分米作单位，它的面

积又是多少平方分米？教师出示边长 1米的正方形，并按照例题的要求提问两个

问题：

（1）边长 1米的正方形纸，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2）如果把它划分成边长是 1分米的小正方形，可以划分多少个？它的面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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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平方分米？你们知道了什么？引导学生讨论，自行解决，进行汇报。

通过讨论使学生知道了 1平方米=100 平方分米。（板书）

那么每相邻的两个面积单位间的进率是多少呢？

1平方分米=100 平方厘米； 1平方米=100 平方分米。

每相邻的两个面积单位间的进率是 100。

2、区分面积单位与长度单位间的进率，进一步强化面积单位间的进率。

长度单位：两个长度单位间进率是 10。

面积单位：两个面积单位间进率是 100。

3、反馈练习：

（1）练习填空：（出示投影片）

1米=（ ）分米 1分米=（ ）厘米

1平方米=（ ）平方分米 1平方分米=（ ）平方厘米

（2）83 页做一做题目。

8平方分米=（ ）平方厘米 5平方米=（ ）平方分米

300 平方厘米=（ ）平方分米

订正时请学生说出想法。

（3）改错：7平方分米=70 平方厘米 1800 平方米=18 平方分米

三、全课小结

板书设计：

面 积 单 位 间 的 进 率

1平方分米=100 平方厘米

1平方米=100 平方分米

课题：公顷、平方千米

教学目标：

了解面积单位公顷、平方千米。

教学过程：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出课题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体育场的图片，你们有什么感想？

（体育场太大了）



63

那还能用我们前面学过的面积单位进行测量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比平方米更大的面积单位：公顷和平方千米。（出示

课题）

二、新授

1、通常我们在测量土地面积时，要用到更大的面积单位，公顷和平方千米。

它们到底有多大呢？

这节课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带领学生到操场进行实际测量，量出边长是 10米的正方形土地，用标杆

及绳子把这 100平方米围起来，或让学生手拉手，围站在正方形土地的四周

看一看。教师向学生说明，100块这样大的土地就是 1公顷。

3、边长是 100米的正方形的面积是 10000平方米，就等于 1公顷。

打个比方，我们的教师面积大约是 50平方米，那 200个教室的面积就是 1
公顷。

10000平方米＝1公顷

3、边长是 1千米的正方形的面积是 1平方千米。相当于 100公顷。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足球场的面积是 7000平方米，那就有 140个足球场。

1平方千米＝100公顷

三、练习

练习二十 2

四、小结

板书设计：

公顷 平 方 千 米

10000平方米 ＝ 1公顷

1平方千米 ＝ 100公顷

第七单元 小数的初步认识

课题：小数的认识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内容认识小数，知道以元为单位、以米为单位的实际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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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道十分之几可以用一位小数表示，百分之几可以用两位小数表示。

3.能识别小数，会读写小数。

4密切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准备：

1、课前要求学生到市场了解商品的价格，选择两种自己最感兴趣的物品，并绘

制成标价牌。

2．测量身高。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小数

1．学生出示商品标价牌。

师：同学们，课前大家去调查了自己最感兴趣的物品的价格，并制成了标价牌，

谁愿意跟大家交流一下？

学生上台展示标价牌，并交流商品的价格。

（教师在黑板上依次贴出这些商品的标价牌。）

2．区别整数与小数。

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你能不能把这些标价牌中的数分成两类？怎样分？

根据学生的回答，移动磁性黑板上的标价牌分成整数和小数两类。

左边这组数是我们以前学过的，都是整数。谁还能举出其它整数的例子吗？

3．引入课题。

右边这组数它们有一个什么特点？（数中间都有一个小圆点）。象这样的数叫做

小数，（拿走磁性黑板上的整数标价牌）今天我们就要学习一些关于小数的初步

知识。（板书课题：认识小数）

二、认识小数

1．小数里的这个小圆点我们把它叫做小数点；小数点左边的部分是整数部分；

小数点右边的部分是小数部分。你会读小数吗？

让学生试读标价牌上的小数。

提醒学生注意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读法的不同。

2．认识以元为单位小数的实际含义。

哪些同学已知道，标价牌上的小数它们分别表示多少钱？（学生回答，教师板书，

如：）

元 角 分

4． 5 0 4 元 5 角

0． 7 0 7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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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5 6 角 5 分

3．完成课本第 88 页表格中的填空。

要求学生轻声读出货架上三种食品标价中的小数，填写它们分别表示___元___

角___分。

4．你还在哪里见过小数。

三、教学例 1

1．学生交流自己的身高是 1米多少厘米？

2．只用米作单位，该怎样表示？同学们可以自己先看书，再跟小组的同学讨论

讨论。

3.引出以米为单位的一位小数。

出示米尺：把 1米平均分成 10 份，每份是多少分米？用分数表示是 米，还可以

写成 0.1 米。

3分米是几分之几米，还可以写成零点几米？

想一想：为什么小数点的前面写“0”？什么样的分数能改写成一位小数？

3．引出以米为单位的两位小数。

指着米尺问：把 1米平均分成 100 份，每份是多少厘米？用分数表示是 米，还

可以写成 0.01 米。

3厘米是几分之几米，写成小数是多少米？18 厘米呢？

让学生把答案填写在课本上。

想一想: 0.03 米、0.18 米，小数点后面第一位数表示什么？第二位呢？什么样

的分数能改写成两位小数。

4．小组讨论。

王东身高 1米 30 厘米，写成小数是（ ）米。

全班交流，写成 1.30 米和 1.3 米都是对的，（因为 30 厘米也就是 3分米）。

5．学生类推。

完成课本第 89 页做一做。

四、课堂练习

1．完成课本练习二十一第 1题，巩固对小数含义的认识。（让学生填在课本上）

2．完成练习二十一第 2题，巩固小数的读法，并让学生说说，在这题中获得了

哪些信息。

3．补充练习。

（1）填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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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 元＝7（ ）8（ ）9（ ）

4.54 米＝4（ ）5（ ）4（ ）

（2）填适当的数

0.56 米＝ 米 =（ ）厘米

0.89 元＝ 元＝（ ）角（ ）分

6.18 米＝（ ）米（ ）厘米＝（ ）厘米

板书设计：

小 数 的 认 识

元 角 分

4． 5 0 4 元 5 角

0． 7 0 7 角

0． 6 5 6 角 5 分

课题：比较小数大小

教学目标：

1、结合学生经历使学生会比较一位、两位小数的大小。

2、让学生体会掌握比较小数大小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作用，提高学生的知识

迁移能力。

教学准备：米尺、直尺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上节课我们结实了一个新朋友，小数。你们能利用自己的学具来具体解决

一个问题，并且以米为单位用小数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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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汇报

看来小数也有大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比较小数的大小。

二、比较小数大小，探索知识的内在联系

1、出示课本例题

到底谁的成绩最好？请同学们隔一他们排出名次。

2、小组讨论、比较

请把你们讨论的结果填写在书上。

3、汇报

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板书

4、小结方法

比较小数大小 的方法可以用我们以前比较整数大小的方法来比较。先从小数

点左边开始一位一位的比较。

大家一起来记住比较小数的方法，记录在书上。

三、巩固联系，自我超越。

1、看图比较各组数的大小。做一做

2、P94 9 比较生活中三种茶叶的价格。

3、小组自己量出身高并以米为单位进行记录，按从长到矮的顺序排列。

4、P94 10 结合首都人均绿地面积表，让学生提问题，感受我国人均绿地面

积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四、小结（略）

板书设计：

比 较 小 数 大 小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小刚） ﹥ （小强）﹥ （小明）﹥ （小林）

1．2 ﹥ 1.15 ﹥ 0.9 ﹥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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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教学目标

1．理解小数加减法的意义,并掌握计算方法，

2．学生能够比较熟练地笔算小数加、减法，

3．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迁移类推能力。

教学重点:

小数加、减法的意义和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

理解“小数点对齐”的道理。

教学过程:

一、铺垫孕伏

笔算下面各题，并说说计算时要注意什么。

8+6= 28+5= 37-5= 12-6

（三人板演，其他学生练习在课堂本）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 3

（1）出示主题图．

看图，说说图上画了什么？你从图中获得什么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

题？

（2）教师根据学生获得的信息所提出的数学问题板书在黑板上。

（3）教师从学生的众多问题中选择一个加法的问题和一个减法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4）（教师选择例 3）提问：该怎么解决？小组讨论解决的方法。教师巡视，

及时掌握学生讨论情况。

（5）集体反馈。

教师引导学生从自己的学习实际情况出发，寻找适合自己知识水平的解决方

法。

（6）集体讨论：0.6+0.8

教师先提示：这道式子是小数加法。小数加法与以前所学的加法是相同的，也

是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教师板书：小数加法）。

小数加法又该怎样计算呢？（教师板书：计算）

（7）引导学生两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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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是以元为单位相加，它是一道小数加法题，

一道是把元改写成角，把小数加法题转化成一道整数的加法题，通过观察

比较知道：整数加法计算时要把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再从个位加起；小数加

法也是相同数位上的数才能相加，列坚式时只要把小数点对齐，就能使相同数

位上的数对齐．

（8）学生试笔算 0.6+0.8

学生在进行笔算之前教师先与学生探讨数位对齐的问题。教师并示范。

元 角 分

0 . 6

+ 0 . 8

（一人板演，其他人在本上做）

引导学生说一说，用坚式计算 0.6+0.8 时，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做什么？

观察、思考：在小数加减法中，要使相同数位的数对齐，只要什么对齐就行了？

（9）反馈练习：列出 2.8+2.1 6.4+0.9 的竖式（订正时注意是不是小数

点对齐）

（10）引导学生总结：小数加法与以前所学的加法在计算上有什么相同的

地方？怎样计算小数加法？

2．教学例 4：

（1）教师选择例 4

（2）这道题你会解决吗？应该怎样列式？

（3）组织学生讨论：该怎样列竖式并正确计算出得数？

（4）引导学生说一说小数减法的小数点为什么要对齐？

（5）这个竖式怎样计算？

元 角 分

1 . 2

- 0 . 6

学生尝试：（一人板演，其他人在本上做），教师巡视指导．

（6）引导学生说说用竖式计算 1.2-0.6 时先做什么，再怎么做？最后做什么？

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最后说明：

①从小数看，十分位上的 2减去 6不够减，向个位退 1，作 10，在十分位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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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再减，也就是 12 个 0.1，减去 6个 0.1。

②从人民币的单位看，是把 1元化成 10 角，加上原来的 2角，用 12 角减去 6

角。

（7）反馈练习：3.6-0.5 2.1-1.2（两人板演，其他人在本上做．）

（8）教师总结：小数减法与以前所学的减法在计算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怎样计算小数减法？

3．引导学生讨论并总结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

使学生明确它们都是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减，都从最低位算起，而且同样是“满

十进一”或“退一作十”。只是小数加减法注意了小数点对齐，相同数位也就

对齐了。

4．巩固练习：

观察商店图，解决问题。

⑴买 2个练习本多少钱？

⑵小东有 2元钱，能买什么东西？

⑶你还能提出哪些问题？

学生独立解决第⑴和第⑵个问题再集体反馈。

全体学生根据同学所提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集体解决。

三、巩固发展

1．计算训练

练习二十二第 1题

（练习在课本上，允许个别学生用竖式计算）

2．用数学。

练习二十二第 2题

学生独立解决，第⑵个问题要求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解决。

四、全课总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五、生活中的数学。

六、布置作业

小数计算一份

板书设计:

简 单 的 小 数 加、减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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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0.8 = 1.4(元) 1.2 - 0.6 = 0.6(元)

元 角 分 元 角 分

0 . 6 1 . 2

+ 0 . 8 ＋ 0 . 6

1 . 4 0 . 6

第八单元 解决问题

课题:解决问题 (一)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会用乘法两步计算解决问题。

2、通过解决具体问题，让学生获得一些用乘法计算解决问题的活动经验，感

受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使学生学会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

教具准备：运动会广播操表演录像或幻灯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铺垫，

教师亲切谈话：同学们，以前我们已经学会应用学过的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

题，下面老师有几个问题想请大家帮忙解决。

接着，口述下面的问题。

二(1)班一些学生为布置教室做纸花。每两位小朋友一小组，每位小朋友做 3

朵花，8个小组一共做了多少朵花？

待学生解决问题后，请两、三名学生说一说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

教师评价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鼓励学生探讨解决新的问题。

二、自主探究，解决新问题

1．创造情境，引出问题。

展示运动会开幕式上广播操表演情境，吸引学生“进场”。接着，定格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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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操的一个方阵上（与例 1一致），由小精灵提出问题（画外音）。

2．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

请学生独立观察画面，收集解决问题的信息数据，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允许

遇到困难的学生与伙伴交流意见。

3．组织交流。

请学生说一说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在“说”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解决问

题的步骤和方法的理解，并获得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成功体验。

三、自主解决问题。

1．请学生独立解决教科书第 99 页“做一做”中的问题。

注意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

1．组织交流。

鼓励学生展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

由于学生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收集到的数学信息不同，思考探索的解决方法

也就不同。解决“一共有多少个？”的方法可能会出现多种。例如，

①5×6×8②5×6×（5＋3）③5×6×7＋5×6

④5×6×7＋30⑤30×8⑥30×5＋30×3

学生说得有道理，答案正确，就给予肯定和鼓励，激发学生探索的欲望，增强

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四、练习

1．请学生解决练习二十三中第 1、3、4题中的问题。

（1）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可以不受习题顺序的限制，想先解决哪个问题，就

先解决那一个。

解决问题时，如果有不理解的词语，可以问同学和老师。

（2）适时鼓励学生，寻找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

（3）组织交流。

①在小组内交流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

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表达解决问题过程和结果的学习活动。

②各组推出代表向全班学生展示解决问题的方法。

2．请学生联系身边的事，提出需要用乘法两步计算解决的问题，并解决问题。

五、课堂总结(略)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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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决 问 题 (一)

每个方阵有 8行,每行有 10 人。

3个方阵一共有多少人?

10×8×3 = 240 (人)

答: 3 个方阵一共有 240 人。

课题:解决问题 (二)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会用除法两步计算解决问题。

2、通过解决具体问题，让学生获得一些用除法计算解决问题的活动经验，感

受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使学生学会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

教具准备：运动会团体操表演录像或幻灯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铺垫，

教师亲切谈话：同学们，以前我们已经学会应用学过的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

题，下面老师有几个问题想请大家帮忙解决。

接着，口述下面的问题。

二(1)班一些学生为布置教室做纸花。每两位小朋友一小组， 8个小组一共做

了 48 朵花。每位小朋友做几朵花？

待学生解决问题后，请两、三名学生说一说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

教师评价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鼓励学生探讨解决新的问题。

二、自主探究，解决新问题

1．创造情境，引出问题。

展示运动会开幕式上团体操表演情境，吸引学生“进场”。接着，定格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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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操的一个方阵上（与例 2一致），由小精灵提出问题（画外音）。

2．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

请学生独立观察画面，收集解决问题的信息数据，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允许

遇到困难的学生与伙伴交流意见。

3．组织交流。

请学生说一说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在“说”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解决问

题的步骤和方法的理解，并获得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成功体验。

三、自主解决问题。

1．请学生独立解决教科书第 100 页“做一做”中的问题。

注意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

1．组织交流。

鼓励学生展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

由于学生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收集到的数学信息不同，思考探索的解决方法

也就不同。学生说得有道理，答案正确，就给予肯定和鼓励，激发学生探索的

欲望，增强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四、练习

1．请学生解决练习二十三中第 10、11、12 题中的问题。

（1）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可以不受习题顺序的限制，想先解决哪个问题，就

先解决那一个。

解决问题时，如果有不理解的词语，可以问同学和老师。

（2）适时鼓励学生，寻找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

（3）组织交流。

①在小组内交流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

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表达解决问题过程和结果的学习活动。

②各组推出代表向全班学生展示解决问题的方法。

2．请学生联系身边的事，提出需要用乘法两步计算解决的问题，并解决问题。

五、课堂总结(略)

板书设计:

解 决 问 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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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操有 60 人表演。平均分成两个方阵，每个

方阵有 5个小圈。每个小圈有多少人？

60 ÷2÷5 = 6（人）

答：每个小圈有 6人。

实践活动：设计校园

教学目标：

1． 通过活动，让学生更加理解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个

方位。

2． 通过让学生自主调查、讨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设计出自己喜欢的

校园。

3． 培养学生从多角度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逐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自主调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设计出自己喜欢的校园。

教具、学具准备：

电脑投影仪。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一、复习铺垫。

1、早晨起来，面向太阳，前面是什么方位？后面、左面、右面呢？

2、说说本校校园里八个方位都有哪些建筑物？如果把它画在纸上一般按什么规

律来画？（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二、情景导入，激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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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展示某校校园平面示意图，说说校园的各个方位都有哪些建筑物或教学设

施。

师：这个校园设计得漂亮吗？合理吗？你有什么建议？

师：如果能在设计漂亮、合理的学校里面学习，你们会有什么感想呢？你们想不

想也自己设计校园呢？今天我们就自己来设计校园。（板书课题）

三、小组活动

1、小组交流：说说每人调查的本校和其他学校都有哪些设施。

2、集体反馈：请几个同学说说的情况。（用学过的东、西、南、北、东南、西

南、东北、西北八个方位来叙述。）

3、小组讨论：本校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必须添置哪些设备等。

4、集体反馈：请几个同学说说自己的看法。

5、出示本校的校园示意图，讨论：

（1）应该在什么地方添置什么设备？

（2）绿化上面你有什么见解？

（3）操场的大小或形状如何？

（4）你还有哪些设想？

6、利用手中的画笔来设计自己的校园。（以小组为单位，学生合作动手设计，

教师巡视指导。）

7、每个小组各派一名同学介绍自己设计的校园示意图。（利用学过的东、西、

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个方位来描述。）

8、展示每个人的设计图，让同学们去参观交流。

四、全课总结：

同学们，通过这节活动课，你们有什么收获？（多请几个同学发言。）

师：同学们，生活中有许多问题都跟数学有关，如设计校园。只要我们细心观察，

认真思考，运用我们学过的知识认真分析，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不断

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设计出自己满意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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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单元 数 学 广 角

课题：数学 广 角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会借助直观图，利用集合的思想方法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2、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体会等量代换的思想。

教学准备：课件、小动物图片、“嘉年华”游乐园代币

教学过程：

一、借助熟悉题材，渗透集合思想

1、巧妙设疑，直观感悟

（1）谈话：老师知道同学们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有的喜欢音乐，有的喜欢美

术，有的两样都喜欢，老师想进一步了解你们，请允许我对其中的一个小组进

行调查，好吗？

（2）（指定小组）分别在“音乐”和“美术”下面签上名字，两者都喜欢，

两边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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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班一起统计喜欢音乐和喜欢美术的人数。

（4）（故作惊讶）：咦，这个小组没有这么多人呀？问题出在哪儿呢？

（5）四人小组讨论发现：统计过程中有学生既喜欢音乐又喜欢美术，是重复

的，在计算总人数时只能计算一次。

2、图示方法，加深理解

（1）（课件出示）先是两个小组的集合圈，再把两个圈进行合并。

（2）让学生说一说图中不同位置所表示的不同意义。

（3）让学生列式求出喜欢音乐和喜欢美术的共有多少人。

（4）全班交流，说说想法。

（5）师根据课堂实际情况适当小结。

3、运用集合思想解决问题

（1）情境出示课本 P110 第 2 题。

（2）学生独立思考并解决。

（3）同桌交流，重点说说想法。

（4） 反馈。（昨天和今天进货的重复部份用重点号显示）

二、在解决问题中体会等量代换的思想

1、（出示“嘉年华”游乐园代币）谈话：在“嘉年华”游乐园，一个代币

5元，玩一次“摩天大旋转”要 12 个代币，玩一次“摩天大旋转”要多少钱？

使学生明白：5元能买一个代币，一个代币需要 5元，两者是等量的，可

以互相代换。

2、情境出示 P109“做一做”：一只猪的质量和两只羊的质量相等，一头

牛的质量和 4只猪的质量相等，问两头牛的质量相当于几只羊的质量？

3、四人小组讨论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若有困难，可通过摆学具，比较容易找出相互之间的等量关系。）

4、师根据课堂实际情况适当小结。

三、灵活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解决问题

1、谈话：小动物在讨论在陆地上生活还是在水里生活好。一共来了 10 种动物，

有 6种动物可以在陆地上生活的，有 6种动物可以在水里生活。这里面有几种

动物既可以在陆地上生活也可以在水里生活？

（适当给学生介绍“两栖动物”的常识，扩展学生知识面。）

2、（情境出示）谈话：小动物们要来个交换大行动，它们规定：6根胡萝卜

换 2个大萝卜，9个大萝卜换 3棵大白菜。6棵大白菜换多少根胡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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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谈话：动物们交换得正热闹，几个图形也来了，它们分别是“○、△、□”。

你能求出○、△、□所代表的数吗？

（1）△+□=240 （2）○+□=91

△=□+□+□ △+□=63

△=？ △+○=46

□=？ ○=？△=？□=？

四、小结。

1、谈谈这节课的收获。

2、小调查：生活中哪些地方要用到今天所学知识来解决。

课题：数学广角（二）

教学目标：

1、让学生通过观察、猜测、操作、验证等活动，初步体会等量代换的数学思想。

2、培养学生有序地、全面地思考问题的意识和合作学习的习惯。

教学重点：

利用天平或跷跷板的原理，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初步体会等量代换的

思想，为以后学习简单的代数知识做准备。

教学难点：

初步体会等量代换的数学思想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或数学问题。

教学准备：卡片学具、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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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活动：

一、情景引入。

师：看，今天水果园里正在进行“体重”大比拼呢？（播放课件）我们先来看看

西瓜姐姐多重？（4千克）你是怎么知道的？

师说明：当天平平衡时，左右两边的物体一样重，所以西瓜姐姐重 4千克。

师：接下来进场的是苹果妹妹，我们假设每个苹果同样重。（继续播放课件）看！

天平又平衡了，这又说明什么？（引导学生说出：4个苹果重 1千克。）

师：看到这样的情景，你想提什么数学问题？

让学生自由提出问题，师生共同解答。

二、教学新知。

（一）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合作探究解决方案。

师：这个问题提得真棒，几个苹果与 1个西瓜同样重呢？（10 个、12 个、15 个、

16 个……）

师：小朋友不要急着猜，好好动动脑筋。或者在小组内摆摆学具，通过合作解决

这个问题。

(留给学生充足的独立思考、小组合作及操作学具的时间，老师巡视，给予学生

适当的启发与指导。)

小组汇报：这时大部分的学生喊出：16 个。

师：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怎么想的？

生 1：因为：一个西瓜 4千克（等于 4个砝码）， 1千克（1个砝码）等于 4个

苹果，我们用替换的方法，把一个 1千克（1个砝码）换成 4个苹果。西瓜重 4

千克（4个砝码），总共要换 4次，因此是 16 个。

（师依学生的回答，一边摆学具，利用直观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

生 2：我们组认为：如果第二个图中天平的右边变成原来的 4倍，左边也要变成

原来的 4倍，就是 16 个苹果，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生 3：一个西瓜和 4千克砝码同样重，而 4个苹果和 1千克砝码同样重，所以 4

千克砝码就有 4个 4， 4×4=16（个）。

生 4：……

（二）进一步体会等量代换方法。

师：小朋友说得都对，（课件展示：1个西瓜等于 16 个苹果。）这时又来了波

萝哥哥，1个波萝的“体重”等于 2个苹果。一个西瓜与几个波萝一样重呢？（课

件）为什么呢？

让学生独立思考，同桌交流，汇报结果。



81

生 1：32 个。

（可能有些学生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老师要及时给予分析引导，再通过生生评析，

帮助其改正。）

生 2：8个。因为，2个苹果可以换 1个波萝，1个西瓜等于 16 个苹果，就可以

换 8个的波萝。

生 3： 2个苹果换一个波萝，16 个苹果里面有 8个 2，16÷2=8（个），所以 1

个西瓜和 8个波萝一样重。

生 4：把 2个苹果变成原来的 8倍就是 16 个，等于 1个西瓜的重量。把 1个波

萝也变成原来的 8倍就是 8个，这样天平也平衡，所以是 8个。

师：（略小结。）

（三）应用新知，解决问题。

完成 p109“做一做”

学生独立完成，老师巡视，个别辅导。讲评时，让学生说说是怎么思考的，最后

师生共同梳理解题思路：要求 2头牛和多少头羊同样重，首先要知道 2头牛和多

少头猪同样重，再利用猪和羊的关系进行替换（计算），最后求出结果。

三、巩固练习。

1、完成练习二十四第 3题。

引导学生读题、分析关系，并尝试抽象地推导（计算）一下。如果学生抽象地想

象有困难，可以让学生先用学具摆一摆。

2、完成练习二十四第 4题。

提示：直接比较 1只鸡和 1只鸭谁重一些比较困难，可以转化为 2只鸡和 2只鸭，

或 4只鸡和 4只鸭的比较。

3、完成练习二十四第 5题。

第 1小题，把第一个等式中的△用□+□+□替代，就变成了□+□+□+□=240，

所以□=60，而△=□+□+□,所以等于 180。

第 2小题，

让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交流讨论，寻找方法。

建议：直接用等量代换的方法来解决比较困难，可以先把三个等式的左边相加，

右边相加，可得到 2×（○＋△＋□）＝200，所以○＋△＋□＝100，然后再利

用等量代换，依次求出○、△、□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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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数学三年级数学三年级数学三年级数学((((下下下下))))期末整理复习试卷期末整理复习试卷期末整理复习试卷期末整理复习试卷（人教版新教材）

班级 姓名

第一关第一关第一关第一关 登山夺旗。登山夺旗。登山夺旗。登山夺旗。

亲爱

的 小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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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第二关第二关第二关 我会填。我会填。我会填。我会填。

1、今年是（ ）年，全年共有（ ）天。

2、400平方分米=（ ）平方米 36个月=（ ）

年

3、17时是下午（ ）时，晚上 9时用 24时记时法表示是（ ）时。

4、写出箭头所指的小数。

5、在○里填上“＞”、“＜”或“=”
1.05○0.95 0.06○0.6 8.5○8.6

6、右图是用边长 1厘米的小正方形拼成的，

它的周长是（ ），面积是（ ）。

7、 北

360360360360米 700700700700米 420420420420米 李彤家

李彤从家向（ ）方向走（ ）米到电影院，又向（ ）

面走

（ ）米到体育场，再向（ ）方向走（ ）米到少年

宫。

8、2只羊 =1头猪 4头猪=1头牛 2头牛 = （ ）只羊

9、估算 238÷6≈（ ） 32×49≈（ ）

第三关第三关第三关第三关 我会选。我会选。我会选。我会选。

1、学校图书馆每天开放的时间从下午 3∶50到 6∶10，一天共放多长时

间？ （ ）

A、2小时 B、140分钟 C、150分钟

2、下面图（ ）的涂色部分可以用 0.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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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3、一本字典厚约 5（ ）。

A、厘米 B、分米 C、平方厘米

4、苹果园的面积是 4（ ）。

A、平方米 B、千米 C、公顷

5、下面各题中（ ）算式的商的最高位是百位。

A、68÷4 B、981÷9 C、126÷6
6、一个正方形的边长是 12米，它的面积是（ ）平方米。

A、144 B、48 C、24

第四关第四关第四关第四关 我会算。我会算。我会算。我会算。

请你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

39×26 792÷7
8.4＋7.5

第五关第五关第五关第五关 我能解决问题。我能解决问题。我能解决问题。我能解决问题。

1、小明和小军两家今年前 6个月一共用水 180吨，每户人家平均每个月

用水多少吨？

2、

这篇文稿有 4页，大约共有多少字？

3、养鸡专业户王奶奶靠墙用木条围起一个长方形的养鸡圈，鸡圈长 15米，宽 7
米。

（1）围成鸡圈的篱笆共长多少米？（2）求鸡圈的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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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公园 2004年“五一黄金周”旅游人数统计图：

（1）你从图上得到哪些信息？

（2）“黄金周”平均每天的游客是多少？

（3）如果你是“人民公园”的园长，你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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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师带了 600元钱，够买票了吗？

****************************************************************

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小朋友，，，，祝贺你勇敢地闯过了五关祝贺你勇敢地闯过了五关祝贺你勇敢地闯过了五关祝贺你勇敢地闯过了五关！！！！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自己评价一下：自己评价一下：自己评价一下：自己评价一下：

非常满意( ) 比较满意( ) 还需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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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知识整理

1、物体的表面或封闭图形的大小，就是它们的面积。

2、比较两个图形面积的大小，要用统一的面积单位来测量。

3、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和平方米。

测量土地的面积时，常常要用到更大的面积单位：公顷、平方千米。

4、边长 1厘米的正方形，面积是 1平方厘米。

边长 1分米（10厘米）的正方形，面积是 1平方分米。

10×10＝ 100（平方厘米） 1平方分米＝ 100平方厘米

边长 1米（10分米）的正方形，面积是 1平方米。

10×10＝ 100（平方分米） 1平方米＝ 100平方分米

边长是 100米的正方形面积是 1公顷。

100×100＝ 10000（平方米） 1公顷＝ 10000平方米

边长是 1千米（10个 100米）的正方形面积是 1平方千米。

10×10＝ 100（公顷） 1平方千米＝ 100公顷

5、小正方形个数 ＝ 每行摆的个数 × 摆的行数

长方形的面积 ＝ 长 × 宽

正方形的面积 ＝ 边长 × 边长

练习：

1、选用什么单位合适：

邮票面积 教室面积 课桌面面积 操场面积

黑板长 4 小明身高 128 一枚邮票的面积是 4
小华腰围 6 一块手帕的面积是 4 一块黑板的面积是 4
大树高 16 蜡笔长 1 字典厚 5 果园的面积是 3
学校的占地面积是 9000 北京天安门广场面积约 40
上海市的面积大约是 6340

2、一张长方形餐桌，桌面长 14分米、宽 9分米。要配上同样大小的玻璃，这块

玻璃有多大？

3、篮球场的长是 28米，宽是 15米。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半场是多少平方

米？

4、一个长方形花坛，长 50米、宽 25米。

（1）求这个花坛的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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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花坛的四周围一圈栏杆，求围栏的长度。

5、一面镜子长 12分米、宽 5分米。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分米？这种镜子的价格

是每平方分米 2元，买这面镜子需要多少元？

6、李小林要从左边的长方形纸上剪下一个最大的正方形。剩下部分是什么图形？

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

7、花园里有一个正方形的荷花池。它的周长是 64米，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8、长/厘米 宽/厘米 面积/平方厘米 周长/厘米

16
16
16

9、在一张边长 10厘米的正方形纸中，剪去一个长 6厘米、宽 4厘米的长方形。

剩下部分的面积是多少？剩下部分的周长呢？

10、8平方分米=（ ）平方厘米 5平方米=（ ）平方分米

300平方厘米=（ ）平方分米 2平方米=（ ）平方分米

9平方分米=（ ）平方厘米 400平方分米=（ ）平方米

5平方千米=（ ）公顷 80000平方米=（ ）公顷

11、同学们出的墙报，长 18分米、宽 12分米。墙报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分米？在

墙报四周贴一条花边，花边的总长是多少分米？

12、教室前面的墙壁，长 6米、宽 3米。墙上有一块黑板，面积是 3平方米。现

在要粉刷这面墙壁，要粉刷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13、一辆洒水车，每分钟行驶 200米，洒水的宽度是 8米。洒水车行驶 6分钟，

能给多大的地面洒上水？

14、有两个一样大小的长方形，长都是 36厘米，宽都是 18厘米。

（1）拼成一个正方形，它的周长是多少？面积是多少？

（2）拼成一个长方形，它的周长是多少？面积是多少？

15、一块正方形的菜地，边长是 15米。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周长是多少米？

16、一块长 16米、宽 5米的长方形阔叶林，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如果它每

天能制造氧气 6千克，1平方米的阔叶林每天能制造氧气多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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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广角 1111

1、一次数学考试，全班 36人中，做对第一道聪明题的有 21人，做对第二道聪

明题的有 18人，每人至少做对一道。问两道聪明题都做对的有多少人？

2、一批外国旅游者，会说英语的有 88人，会说法语的有 60人，其中两种语言

都会说的有40人，还有16人这两种语言都听不懂。这批旅游者总共有多少人？

3、把两段一样长的纸条粘合在一起，形成一段更长的纸条。这段更长的纸条长

30厘米，中间重叠部分是 6厘米。原来两段纸条各长多少厘米？

4、把两根木棍叠放在一起，从头到尾共长 66厘米，其中一根木棍长 48厘米，

中间重叠部分长 12厘米。问另一个木棍长多少厘米？

5、六一儿童节，学校门口挂了一行彩旗。小玲从前数起，黄旗是第 9面；从后

数起，黄旗是第 6面。这行彩旗共有多少面？

6、同学们排队跳舞，每行、每列人数同样多，小强的位置无论是从前向后数，

还是从后向前数；无论从左向右数，还是从右向左数都是第 4个。跳舞的共

有多少人？

数学广角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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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个菠萝＋1个梨＝7个桃子 2个梨＝4个桃子

那么 1个菠萝＝？个桃子

2、 2个三角形＝6个圆 1个正方形＝3个三角形

那么 1个正方形＝？个圆

3、 1只松鼠的重量＋1只兔子重量＝5只鸭的重量

2只松鼠的重量＝6只鸭的重量

那么 1只兔子的重量＝（ ）只鸭的重量

4、古代有个国家，1头猪可以换 3头羊，1头牛可换 10头猪。

那么 1头牛可换（ ）头羊，90头羊可换（ ）头牛。

5、假如 20只兔子可以换 2只羊，9只羊可以换 3头猪，8头猪可以换 2头牛。

那么用 5头牛可以换几只兔子？

6、 4个柿子重＝6个苹果重 2个苹果重＝3个梨重 2个梨重＝120克
问：1个柿子重多少克？

7、小红去文具店买了 6支铅笔和 5本笔记本，共花了 13元 5角。已知 3支铅笔

的价钱和 2本笔记本的价钱相等。问：1本笔记本多少钱？

总复习（年月日）

1、1年有（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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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是 31天的有： ；

一个月是 30天的有： ；

平年的二月是（ ）天，全年有（ ）天，是（ ）个星期零（ ）天。

闰年的二月是（ ）天，全年有（ ）天。

2、一般年份，÷4而没有余数的，是闰年。

整百年份，÷400而没有余数的，才是闰年。

如 1900年不是闰年，而 2000年是闰年。

3、树老师 1971年 9月 10日出生，到今年的 9月 10日他满（ ）周岁。

到今天他满（ ）周岁。

4、把下表填完整。

普通计时法 下午 6:00 凌晨 4:45
24时计时法 20时 5分 9时
电子钟 23:30

5、计算经过的时间。

8：00～17：00 晚上 9时～早上６时 10：22～19：29
18：00～第二天 8：00 17：48～第二天 7：23

6、课外活动 14：30开始活动，经过 1时 20分结束，结束时间是（ ）。

7、一场排球赛，从 19时 30分开始，进行了 155分钟。比赛什么时候结束？

总复习（计算）

口算：

900÷3＝ 800÷2＝ 300÷5＝ 270÷9＝ 400÷8＝
560÷7＝ 4000÷8＝ 360÷2＝ 5000÷5＝ 18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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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

71÷8≈ 181÷2≈ 359÷6≈ 6444÷7≈
440÷9≈ 138÷7≈ 323÷4≈ 753÷5≈

笔算：

91÷7 46÷2 257÷5 804÷6 183÷4

604÷2 570÷3 408÷4 840÷7 615÷3

631÷3 340÷2 704÷5 843÷6 218÷2

笔算并验算：

54÷8 209÷3 856÷7 514÷3

口算：

700×20＝ 90×90＝ 40×80＝ 12×200＝ 22×30＝
60×40＝ 50×40＝ 24×30＝ 90×50＝ 31×70＝

估算：

89×30≈ 32×48≈ 43×22≈ 35×19≈
24×39≈ 63×29≈ 71×80≈ 52×68≈

笔算：

23×13 32×12 43×12 21×34 23×34

54×13 39×27 17×28 37×82 65×31

59×64 39×43 76×18 45×36 89×46

小数加减法：

4.5＋2.3 1.4＋2.8 6.2＋3.9 1.3＋5 0.8＋4 5＋3.2

2.7－1.5 4－2.8 1.1－0.3 8.4－7.5 10－4.7 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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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题专项训练 1111

1、公园运来 468盆花，准备摆在 4个花坛里。 ？

2、王老师有 225元钱，去买 3元一枝的钢笔。 ？

3、一只东北虎重 360千克，是一只企鹅的 4倍。企鹅重多少千克？

4、青蛙大约可以活 6年，比目鱼大约活 64年。比目鱼的寿命大约是青蛙的多少

倍？

5、鸡大约可以活 8年，海龟的寿命大约是鸡的 16倍。海龟能活多少年？

6、参观科技馆的成人人数是儿童的 3倍。如果一共有 456人参观，儿童有多少

人？

7、三年级同学去春游，男生有 120人，女生有 132人。如果每 6人分成一组，

一共可以分成多少组？

8、金龙公司有 880千克食用油，每瓶装 2千克，------------------------------------ ？

把这些油每 4瓶装 1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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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山红衬衣厂有 560件衬衣。如果每箱装 8件，需装多少箱？如每箱装 4件，

需装多少箱？

10、三年级共有 51名学生，每两人用一张课桌，一共需要多少张课桌？把这些

课桌每 4张摆一行，能摆多少行？还剩几张？

11、春雨小学 389名学生去参观自然博物馆。每辆车准乘 45人，租 9辆车够吗？

12、杨叔叔卖冰棍。①每箱冰棍有 30根。②冰棍 3元一根。③8箱冰棍 4天全

卖完了。

⑴杨叔叔 4天卖了多少钱？ ⑵ 杨叔叔平均每天卖多少根冰棍？

13、停车场收费标准：小轿车 3元，中巴车 5元，大客车 10元。管理员收其中

的一种车的停车费是 265元，收另一种车的停车费是 225元。

①管理员收了哪两种车的停车费？各收了多少辆车的停车费？

②如果管理员收的钱都是从停的大客车中收取的费用，那么停车场有多少辆

大客车？

应用题专项训练 2222

1、有一些糖果，平均分给 3个班，每班有 18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 4块。幼儿

园共买糖果多少块？

2、共有 960本书，3个书架，每个书架又有 8层，每层平均放多少本书？

3、白兔子 4笼，每笼 6只，灰兔子 5笼，每笼 8只。灰兔子比白兔子多多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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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红 2分钟跳了 220下，小强 3分钟跳 345下。看谁跳得快？

5、一份材料有 10页，每页 360字，小张每分钟打 90个字，打完这份材料要用

多少时间？

6、李强从家到学校要用 9分钟，每分走 70米。他上午到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回

家。一天共走了多少米？

7、手机 850元，电脑的价格是手机的 5倍。明明家要买一只手机和一台电脑，

共需多少元？

8、花店里有菊花 240朵。每 5朵扎成一束，每 8束装一箱。一共可以装几箱？

9、羽毛球拍一副 36元，中国象棋一副 6元。买 4副羽毛球拍的钱可以买几副象

棋？

10、我们班有 28个同学，外加 2个老师。每条船 30元/时，每条船限坐 6人
（1）租 1时，一共要付多少元？

（2）平均每个人应付多少元？

11、工人们要生产 2000个零件。每个工人每时生产 40个零件，10个工人生产

了 5时。请你算一下，工人们把这批零件做完了吗？

12、有 4箱苹果，每箱重 8千克，这些苹果共卖了 64元，平均每千克苹果卖多

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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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题专项训练 3333

1、同学们做操，每个方阵有 8行，每行有 10人。3个方阵一共有多少人？

2、共有 960个杯子，6个装一盒，8盒装一箱。能装多少箱？

3、小红坚持锻炼身体，每天跑两圈。跑道每圈 400米，她一个星期（7天）跑

多少米？

4、小勇学习游泳，泳道长 25米，他已经游了 3个来回。他已经游了多少米？

5、小影的相册，每本有 24页，每页可以放 4张照片。两本相册可以放多少张照

片？

6、24×20表示每行 24格，每页 20行。这封信有 2页，大约共有多少字？

7、一个人每月大约产生 37千克垃圾。我家三口人，一年要产生多少垃圾?

8、共有 9600千克货物，由两辆卡车来运，它们 4次能运完。平均每辆车每次运

多少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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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啄木鸟每天能吃 645只害虫。青蛙 8天才吃 608只害虫。啄木鸟比青蛙每天

多吃多少只害虫？

10、甲种牙刷 8支 32元，乙种牙刷每支 4元 5角。买哪一种便宜？

11、7个小朋友租 2条四人船，1条四人船 21元/时，平均每人要花多少钱？

12、儿童剧场每天 3场演出，昨天和今天共售出 954张票。平均每场售出多少张

票？

13、共有 126本书，放在 3个书架里，每个书架有 6层。平均每层放几本？

14、6只大猩猩，它们一周（7天）吃了 168千克水果。每只猩猩每天吃多少千

克水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