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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二年级数学教学计划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班级基本情况：

这四个班的孩子在经过一年半的苏教版数学学习后，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学习经

验、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基本知识、技能方面基本上已经达到学习的目标。大部

分学生数学计算速度较快，正确率高，上课能集中注意力，积极举手发言，作业书

写很工整，学习风气浓厚。但是在遇到思考难度较深的问题时，有畏缩情绪。虽然

在上学期期末测试中孩子们的成绩都不错，但是成绩不能代表他学习数学的所有情

况，只有在课堂和数学学习的活动中，才能充分的体现一个孩子学习的真实状况。

因此我应该关注的更多的是使已经基本形成的兴趣再接再厉的保持，并逐步引导到

体验思维的乐趣、体验成功所获得的乐趣中去。但四个班都有小部分学生自控能力

差，常在课堂上管不住自己，几个同学不愿动笔做题。如（2）班的何伟、徐微微、

刘薛玉等，（4）班的周李贤、马少南、李佳等，这期的教育重点在培养他们良好

的学习习惯。有几个学生：如（2）班的李琉扬、王喜龙、卞有龙（4）班的周国庆、

张韵伟、唐帅帅等在学习上障碍非常大，常常跟不上教材安排的任务，计算的速度

与正确率都不高，课堂作业也难以完成，需要老师多对他们加以辅导与关心，鼓励

他们加强学习的信心，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为切入点，因材施教，让这部分学生

想学、愿学、乐学，在本期容入到班级的学习氛围中。苏教版教材的编排体系有一

定的难度，但正因此使一部分乐学、好学的孩子通过两年的学习更加优秀。进入二

年二期后，有一部分如杨一鸣、林伟龙、姜欣沂、张萧灿、顾慧鹏等学生可尝试进

行奥数训练，让优者更优。由于存在着年龄的差异，存在学习环境的不同，学生的

心理特征及思维发展也就不一致，老师应尽最大的努力来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与

进步。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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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含重、难点）

一、教学内容（一）数与代数部分。知识与技能方面：·有余数的除法。·1000

以内数的认识。·笔算加法、加法的估算与验算，连加；笔算减法，减法的估算与

验算；笔算一位数乘两位数、乘法的估算。·口算整百数加、减整百数加整十数及

相应的减法，整十数加整十数（和不超过100）及相应的减法；口算整十数乘一位

数以及不需要进位的两位数乘一位数。解决问题方面：·与有余数除法有关的实际

问题。·倍的认识，“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的简单的实际问题，“求一个

数的几倍是多少”的简单的实际问题。·用乘法和加（减）法两步计算解决简单的

实际问题。

二、（二）空间与图形部分。知识与技能方面：·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的

认识，比较简单的路线图。·角的初步认识，直角、锐角与钝角。·分米和毫米，

简单的度量，长度单位间的简单换算，简单的长度测量。解决问题方面：·应用方

位词语描述物体所在的位置，或根据有关方位的描述确定物体所在的位置。·在现

实生活中利用或设计简单的路线图。·根据需要选择恰当的单位和适宜的工具测量

物体的长度。（三）统计与概率部分。知识与技能方面：·用不同的标准对收集的

数据进行分类整理，根据统计结果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和预测。解决问题方面：·

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适宜的角度、采用适当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数据，并合理

地解决问题。实践活动。·测定方向（用东、南、西、倍，东南、东北、西南、西

北等词语描叙现实生活中物体间的位置关系）。·你能跳多远（通过实验和简单的

数据整理、分析，感受数据所蕴含的信息，体会数据的价值）。

三、教材简析。

（一）教学内容方面 1、合理地确定认数的教学内容。 本册只要求学生在百

以内数的基础上认识千以内的数，以后再学习万以内的数，减低了学生认数学习的

难度，便于他们将学习数与其他表示的现实的意义联系起来，形成数感。2、加强

估算。本册把估算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并把估算和口算、笔算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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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把估算安排在笔算之后教学，用笔算的原理支持估算；例：教材在 P14~P15页

之后的P19 页就安排了“哪个数接近600？”。有时把估算安排在笔算教学之前，

用估算为探索笔算方法导向。例：P39页。有些计算（实际问题）只要求估计得数

大约是多少或在什么范围之内，有些计算则要求先估算再笔算。能使学生体会到，

估算不仅仅是技能技巧，更是解决问题的一种策略。3、空间与图形的教学内容。

本册把东北、东南、西南、西南等方位知识作为教学内容，并把生活中常用的路线

图引入教材。这些内容不仅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而且培养学生空间观念的好素

材。4、注意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出发安排教学内容的。首先在初步了解乘

除、除法的含义，掌握了表内乘、除法的基础上，安排了有余数的除法教学，学生

运用平均分的知识，能很容易地获得对余数的认识，也能很自然地运用乘法口诀计

算有余数的除法等等。

（二）教学内容安排方面。1、注意从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经验基础出发安排

教学内容。2、注意结合有关学习内容，合理安排“实践活动”。

（三）教材的编写方面。1、注意数学知识与学习方法的有机结合。2、注意引

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积累经验。三、教学重点与教学难点：1、教学重点：有余数

的除法单元---1、理解有余数的除法的含义，并会计算有余数的除法；2、能运用

有余数的除法的知识，解决有关的实际问题。认数单元---1、充分感知千以内的数

的大小，增强用数描述日常生活现象的意识和能力；二是进一步加深对十进制计数

法的理解，知道千以内的数与百以内的数一样，不同数位上的数所表示的数值是不

同的，而且相邻计数单位的进率都是10。分米与毫米单元---在实践操作中逐步建

立较为清晰的分米和毫米的表象。加法单元---掌握三位数加两、三位数笔算方法，

会用竖式计算比较简单的连加式题，让学生学会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选择验算方

法，不断增强自觉验算的意识。认识方向单元---认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认识简单的路线图；在图上确定物体的相对位置，用方位词描述行走的路线。减法

单元——1、掌握三位数减三位数的计算方法，能正确计算被减数在 1000以内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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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会把被减数和减数分别看作与其接近的整百数进行估算。认识角单元—— 初

步认识角和直角，能正确辨认角和直角，能直观区分角的大小。乘法单元——1、

理解并掌握两位数与一位数相乘的计算方法，能正确笔算两位数乘一位数。2、掌

握两位数乘一位数的估算方法，能灵活应用估算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3、理解倍

的含义，能解决与倍有关的实际问题。 统计单元——学会用统计表按不同标准分

类整理相关的数据。2、教学难点： 有余数的除法单元——1、除数是一位数的除

法试商的方法；2、单位的书写认数单元——接近整百、整千的数的数数、写数。

分米与毫米单元---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和准确表达一些线段和物体的长度。加法

单元---两、三位数加三位数的进位加的计算方法以及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灵活选

择估算的策略。认识方向单元---在图上确定物体的相对位置，用方位词描述行走

的路线。减法单元——隔位退位减的计算方法。 认识角单元——能正确的辨别角

和直角。 乘法单元——1、两位数乘一位数（进位）的计算方法。2、理解倍的含

义，能解决与倍有关的实际问题。统计单元——正确确定分类标准。

学期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1、数与代数·在把若干个物体平均分的活动中认识“剩余”

现象，理解余数一定比除数小的规律。掌握有余数除法的求商方法，会列竖式计算

有余数的除法。·联系生活实际并通过学具操作认识千位，知道计算单位百和千的

关系，掌握三位数的组成，会读、写千以内的数，会比较数的大小。会口算整百数

加、减整百数，整百数加整十数及相应的减法，会对千以内数的大小进行简单的估

计和判断。·在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基础上探索三位数加、减笔算的方法，掌握

计算要领，并会进行相关的估算和验算。·经历探索两位数乘一位数笔算方法的过

程并掌握算法，会口算整十数乘一位数和不需要进位的两位数乘一位数，会估计两

位数乘一位数的积的范围。·在现实情境中进一步理解数量之间的相差关系，能应

用加、减法正确解答“求比一个数多（少）几的数是多少”的简单的实际问题。·

联系乘法含义，理解“倍”的概念，会解答“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以及“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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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简单的实际问题。·在现实情境中，初步掌握分析数量关

系的方法，能运用乘法和加、减法正确解答一些两步计算的实际问题。2、空间与

图形·通过有效的学习活动，认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能根据给定的东、南、

西、北某一个方向，辨认出其余七个方向。能运用方位词语清楚地描述物体所在的

位置，能看懂、会设计简单的路线图。·结合生活情境认识角，知道角有顶点和边，

会直观地比较角的大小。初步认识直角，知道角有顶点和边，会直观地比较角的大

小。初步认识直角，会用直角判定锐角与钝角。·在测量活动中认识分米和毫米，

知道分米、毫米与米、厘米的关系。会恰当选用长度单位计量并表述物体的长度，

会进行长度单位之间的简单换算。3、统计与概率·经历从简单实际生活情境中收

集、整理和描述数据的过程，初步学会用不同标准分类整理有关数据，进一步感受

标准对于分类的意义，体会数据的价值。

二、数学思考与解决问题。·通过认识千以内的数，进一步提高运用数进行表

达和交流的能力，提高在具体情境中把握数的相对大小关系的能力。通过有关口算、

笔算和估算内容的学习，进一步加深对计算方式、方法和技巧的理解，逐步学会从

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解释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发展数感。通过探索和发现数、计

算以及平面图形中的一些简单规律，进一步提高比较、归纳以及抽象、概括的能力，

发展符号感。·使学生在学习有余数的除法、1000以内的加、减法以及两位数乘一

位数等计算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四则运算意义的理解，不断提高分析、比较、

抽象、概括的能力。·使学生在解决“求比一个数多（少）几的数是多少”“求一

个数是另一数的几倍”“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以及一些需要两步计算的实际问

题的活动中，不段经历从现实生活或现实情境中抽象出数学问题的过程，积累分析

数量关系、选择解题思路的经验，进一步增强有根据、有条理进行思考的意识，发

展初步的推理能力。·使学生在认识分米和毫米，认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认识角和直角，以及相关的测量、操作、交流等活动，初步建立 1分米和 1毫米实

际长度的表象，进一步体会现实空间中物体间的位置关系，进一步感受平面图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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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物体的联系，不断增强只管思考能力，培养初步的空间观念。·在具体的问题

情境中，进一步感受统计的必要性。通过简单的实际调查以及对数据进行分类整理

活动，进一步积累收集和整理数据的经验，体会分类方法的多样性，更加客观地理

解统计结果，从而发展统计观念。·在观察、猜想、验证等数学活动过程中，继续

发展推理能力，学习有条理地、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三、解决问题。·在教师

的组织和指导下，从日常生活、问题情境和各种数学现象中发现并提出简单的数学

问题，发展初步的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进一步积累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积极

尝试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和分析问题，初步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解

决问题。在教师指导下，对解决问题的过程进行初步的反思和评价。在与同伴的合

作交流中，体会合作的益处，提高参与合作交流的积极性。·使学生在测量长度、

描叙物体位置和简单的行走路线，直观比较角的大小，探索计算方法，解决简单实

际问题，以及收集、整理、分析数据的活动中，进一步学会与同学合作，学会与他

人交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不断增强合作交流的意识。·使学生初步学会表达解决

问题的大致过程和结果，学会在表达前整理、在倾听后思考，逐步增强评价与反思

的意识。四、情感与态度。·从现实的、有意义的数学学习内容中感受数学与日常

生活的密切联系，进一步提高参与数学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学习数学的愿

望和学好数学的信心。·在数学学习活动过程中，进一步体验数学思考的严谨性和

数学结论的确定性，获得一些成功的体验，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在教师和同伴的

帮助下，主动发现自身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分析原因并及时作出调整。·使学生在

进行四则计算的过程中，进一步形成认真、细心的学习态度，培养发现错误及时更

正的良好习惯。·使学生在测量物体长度、描叙物体间的位置关系、从典型物体中

抽象出角的图形，分类整理数据，以及解决其它简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感

受数学的价值，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不断增强学数学、用数学的自觉性。·

使学生通过参与有关的数学实践活动，进一步体会数学知识和方法在实际中的应

用，感受合作交流的价值与快乐，增强学习数学的积极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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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进度安排（具体到周次）

本册一共安排了58 课时。另有期末复习4 课时，还有 25%机动课时，具体安排

如下：时间 课题内容 课 时

第1~第 2周 有余数的除法 5

第 3 周~第 5 周 认数 8

第 5 周 分米和毫米 2

第 6 周~第 8 周 加法 10

第 8 周-第 9 周 认识方向 3

第 9 周 期中考试与讲解 4

第 10 周~第 12 周减法 9

第 12 周 认识角 2

第 13~第 16周乘法 16

第 17 周 统计 3

第 17 周-第 18 周 期末复习 4

课 题：有余数的除法认识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第1、2 页内容及“想想做做”第1 题—第3 题

教学目标：

1、经历把平均分后有剩余的现象抽象为有余数除法的过程，在平均分若干物体的

活动中认识余数，理解有余数除法的意义；

2、能根据平均分有剩余的的情况写出除法算式，正确表达商和余数，正确读出有

余数的除法算式；。

3、通过操作、思维、语言的有机结合，培养观察、分析、比较、综合、概括能力；

☆教学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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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通过平均分的活动抽象出有余数的除法，初步体会有余数除法的意义。

教学难点：初步理解有余数除法的意义。

教具、学具准备：教师准备10 枝铅笔，学生准备若干小棒和圆片等。

教学过程：

一、探究新知

谈话：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与数字打交道，数学就在我们身边，不信，

你瞧！

1、提出问题

（1）(教师演示)在学校组织的科技知识竞赛中，豆豆和小朋友齐心协力，赢得了

冠军。老师奖给豆豆10 枝铅笔，豆豆想：这10 枝铅笔可不是我一人得来的，我要分给

大家，让大家分享胜利的喜悦。可是，怎样分才合理呢？

（2）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引导学生统一认识：每人分得同样多。

（3）谈话：每人分得同样多，可以怎么分？每人分2 枝，可以分给几人呢？每人

分3 枝，可以分给几人呢？每人分4 枝，可以分给几人呢？……我们来分一分。

2、探究新知

（1）分一分（出示纪录表）

每人分几枝分给几人还剩几枝

①指导操作。谈话：10枝铅笔每人分 2枝，可以分给几人呢？请一组上台示范分

一分。分完后问：10枝铅笔每人分 2枝后有没有分完？师生共同在表格中纪录结果。

②自主活动。谈话：如果每人分3 枝、每人分4 枝，分别分给几个人呢？你能用以

上的方法在小组里分一分，并把不同的情况记录下来吗？

学生分组活动，教师巡视指导。

（2）说一说

①学生汇报交流，教师填写表格，确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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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谈话：观察分法，把它们分类，并说说怎么想的？

③小结：10枝铅笔平均分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正好分完，另一种是分后还

有剩余。出示表格：

表（1）

每人分几枝分给几人还剩几枝

2 5

5 2

表（2）

每人分几枝分给几人还剩几枝

3 3 1

4 2 2

6 1 4

（3）写算式

①观察表（1）

提问：10枝铅笔每人分 2枝，可以分给几人？分完了吗？怎样列式计算？

10枝铅笔每人分 5枝，可以分给几人？分完了吗？怎样列式计算？

提问：你能说出这两个算式中各部分的名称吗？

②观察表（2）

谈话：10枝铅笔每人分 3枝，可以分给几人？有什么方法计算？（板书：10÷3）

可以分给几个人？分完了吗？还剩几枝？这1 枝还能分吗？

这1 枝是剩下的，它是10 枝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可不能忘了它，在3 人后面加上

小圆点，把它记录下来！

③认识与数：在除法算式里，每个数都有自己的名称，在 10÷3=3……1中，10、3、

3分别叫什么？1 呢？如果不知道，可以看看书。

反馈交流，全班齐读算式：10除以 3等于 3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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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观察比较：10÷5=2、10÷3=3……1 两道算式，引导学生再次认识到：在日常生

活中分东西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全部分完，另一种分后有剩余，但不够再分。

（4）试一试

谈话：你能把表（2）中分铅笔有剩余的其他情况，涌出发算式表示出来吗？

学生独立在书上填一填。

反馈交流：10÷4=2……2（枝） 10÷6=1……4（枝）

解决问题：豆豆一组有3 人，那么他会选哪一种分铅笔的方法呢？

（5）概括提炼：想一想，什么情况下平均分的结果可以用有余数的除法表示？余

数表示什么？

二、应用拓展

“想想做做”1—3

三、总结揭题

1、这节课你学会了什么？告诉你的伙伴!

2、生活中还有哪些平均份后有余数的情况？课后到生活中去找一找，如果找到了

就用有余数的除法说一说，说父母听。

教学反思：

课 题：有余数的除法计算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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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第3、4 页内容， “想想做做”1—4

教学目标：

1、经历探索有余数除法计算方法的过程，掌握试商的方法，懂得余数要比除

数小的道理，会用竖式计算除数是一位数商也是一位数的有余数的除法。

2、培养初步的观察、概括能力和积极参与学习活动的态度与习惯。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出示挂图：几十面按红、黄、蓝顺序排列的彩旗，下面顺次标上序号。

2、游戏：老师不看屏幕，同学们告诉我几号旗，我就能说出它是什么颜色。

不信，你考考老师？

3、老师为什么能很快猜出彩旗的颜色呢？你们想知道吗？今天我们就要学习

这其中的奥秘！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题

（1）出示例题，提问：怎样列式？（板书：7÷3=）等于多少呢？你准备用什

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分一分、算一算……）

（2）鼓励探索。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尝试解决。

（3）汇报交流。

①用圆片代替桃分一分，指名学生上台操作。

提问：分的结果怎样？（放了2 盘，还剩1 个。）

剩下的1 个桃，还能继续分吗？（剩下的1 个桃，不能再分）

讲述：7个桃，每盘放 3个，分的结果是“放了 2盘，还剩 1个”。

如果是17 个桃、27 个桃、37 个桃，甚至更多的桃每盘放 3个呢？难道我们也

用圆片代替桃来这么分吗？有别的方法吗？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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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列竖式算一算

谈话：笔算7÷3 竖式该怎样列，商和余数该写在哪儿？指名学生说老师写。

提问：3 7商是几？为什么商是 2，你是怎么想的？

小组讨论在交流汇报。

想法一：7个桃，每盘放 3个，放了 2盘，所以商是 2。

想法二：商2，二三得六，6 比 7 小，商3；三三得九，9 比 7 大，所以商2。

想法三：二三得六，2和 3相乘的积最接近 7，又小于7，所以商 2。

想法四：7里面最多有 2个 3，所以商2。

提问：7的下面改写几，为什么？“6”表示什么？

7个减去分掉的 6个，还剩下几个？所以横线下面写几？这个“1”表示什么？

（表示剩下的1 个，这个1 就是余数）

提问：谁能说出横式的计算结果？

在上面的谈话过程中逐步完成如下板书：

（4）小结：今后我们计算有余数的除法，可以用竖式来计算。

2、教学“试一试”

（1）出示题目：老师有18 枝铅笔，分给5 个同学，平均每人分几枝，还剩几

枝？

（2）提问：怎么列式？怎样计算？让学生用刚学到的试商方法独立计算。

（3）交流评价。（重点交流如何试商）

3、探索余数要比除数小的规律。

（1）谈话：请同学们观察7÷3、18÷5 的余数与除数，你发现了什么？为什

么余数要比除数小？

如果余数和除数相等，或者余数比除数大了，说明了什么？

小结：请记住，计算有余数除法，余数一定要比除数小。

（2）猜一猜：有一道有余数的除法算式中，如果除数是6，余数可能是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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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余数是3，除数最少是几？

三、应用拓展

1、“想想做做”1——4（学生独立做题，然后交流）

①完成“想想做做”第1 题

1）读题，学生按要求动手分。

问：分成了几份？还剩几根？9里面最多有几个 2？还余几？

2）生填写竖式。

3）问：商4 是怎样算出来的？表示什么？余数1 呢？

第（2）题：生独立完成，指名说试商的过程。

②完成“想想做做”第2 题

1）生分组完成，指名板演。

2）生说说每题的计算过程。

比一比：每组中上、下两题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点？对比说说怎样得到的商？

③完成“想想做做”第3、4 题

引导学生观察图意，弄清题意后再独立完成。

2、揭示老师猜旗的秘密。

谈话：现在你们知道了老师为什么能很快猜出彩旗的颜色了么？如果有兴趣，

课后自己也猜一猜。

四、全课总结

说说今天学到了什么？认为自己学得怎样？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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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练习一（1）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练习一第1—6 题

教学目标：

通过练习，帮助学生进一步加深理解有余数除法的意义，进一步掌握用竖式计

算的方法，能正确的进行有余数除法的计算。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口算

7×7 9×6 21÷33×4 24÷8 12÷2

35÷7 4×76×948÷8 18÷2 56÷7

2、回忆上节课学习了什么内容？有余数的除法在求商是可以怎样很快找到合

适的商？（想被除数里面最多有几个除数）在计算时还应注意些什么？

3、今天这节课我们来练习有余数的除法。（板书课题）

二、明确概念

1、摆一摆，每位学生准备10 根小棒。

（1）10根小棒，每 5根一份，可以分成几份？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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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怎样列式？通过计算，谁来说说商为什么是2？有余数吗？为什么？

（2）10根小棒，每 4根一份，可以分成几份？还剩几根？

请学生分小棒后，列式并笔算。

提问：商为什么是2？有余数吗？是几？为什么还是 2?

(3)比一比，以上两道题哪一道是有余数的除法？为什么？

2、完成第 1题。（出示题目后，让学生自己弄清图意，然后独立完成，反馈

时，说说自己是怎样填写的，所写的每个算式表示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三、计算练习

1、练习一第2 题

学生独立完成，指名板演。反馈时说说是怎样想的。

2、练习一第3 题

请学生找出错处，并改正过来，反馈时说说错误的原因。

3、练习一第4 题

先让学生口答商是几，分组计算检验。

4、练习一第 6题

学生分组计算，并指名板演。反馈后，请学生比一比：每列火车中的三题有什

么不同点和相同点？

四、全课总结

今天我们练习了有余数除数的除法，在计算时要想被除数里面最多有几个除

数，同时还得注意余数一定要比除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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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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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练习一（2）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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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掌握有余数的除法的计算方法，能正确进行有余数除法的计算；

2、能运用相关知识，解决有关的实际问题。

教学过程：

一、基础练习

1、口算

2×32×8 63÷97×956÷836÷4 28÷74×6 6×5 12÷635÷5 3×9

2、口答

15里面最多（）个 4。53里面最多（）个 7。

44里面最多（）个 8。33里面最多（）个 6。

3、请学生说说在计算有余数除法时，要怎样想，商才能很快地求出来？

4、揭示课题。

二、计算练习

1、分组练习，指明板演。

（1）63÷9 、67÷9 （2）40÷8 、47÷8

学生独立完成，并指名板演。

①反馈时说说计算过程。

②提问：根据计算结果，以上两道题可以分成几类？

2、练习一第7 题

（1）明确要求，先口答出商及理由。

（2）学生分组计算，以检验刚才所说的的商是否正确。

指出：看余数是多少，可以想几个几是多少，被除数里还多几，余数就是几。

3、练习一第8 题

理解题意后，学生独立列式计算，指名汇报。

4、练习一第9 题

（1）帮助学生弄清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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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说自己的分类方法。

提问：通过刚才的练习，想一想：在有余数的除法中，余数的大小有没有规定？

小结：余数一定要比除数小。

5、练习一第10 题

（1）出示题目，思考：除数最小应是几。

（2）指名回答，并说明理由。

提问：如果除数是6，再根据题目中已给的余数，想想商可能是几，那么被除

数能不能确定是多少呢？

（3）提问：如果将“最小”两字去掉，你认为除数可以是几，为什么？

通过这题的思考，你更加清楚了一个什么道理？

三、解决实际问题练习

1、练习一第11、12、13 题

学生弄清题意，完整口述题意，然后独立完成，反馈时说说这题为什么要用除

法计算？这道算式表示什么？

指名板演，反馈时说说各自的理由，注意商和余数单位名称的不同。

2、练习一第14 题

（1）了解题意：结合小猴的话观察左图，知道一共有 27个小方块；再理解小

兔的想法，想一想，如果每8 个小方块搭成一个立方体，可以搭多少个？

（2）学生独立完成。

3、练习一第15 题

学生独立完成，然后交流、反馈。

重点是帮助学生整理写出的算式，并在整理中体会有序思考的重要性。

四、全课总结

今天主要练习了什么？怎样计算有余数的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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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课 题：认识整百数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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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课本第8~10 页的例题、想想做做第1~6 题

教学要求：

1．使学生经历数数的过程，进一步认识计数单位“百”，初步认识计数单位

“千”，并能说出个位、十位、百位、千位的数位顺序。

2．通过动手实践操作，使学生初步理解整百数的含义，并能进行正确的读写。

3．使学生会口算整百数加、减整百数，培养估算意识和能力。

教学重点：

1．使学生经历数数的过程，进一步认识计数单位“百”，初步认识计数单位

“千”，并能说出个位、十位、百位、千位的数位顺序。

2．使学生会口算整百数加、减整百数，培养估算意识和能力。

教学难点：使学生会口算整百数加、减整百数，培养估算意识和能力。

教具准备：计数器、方块模型图

教学过程：

一．认数

1．在计数器上拨出下面各数，并说说组成。 23 65 96

2．数百以内数。（出示方块图）

1）一个一个的数，从1 数到10。 2）一十一十的数，从10 数到 100。

问：10个一是几？10 个十呢？（板书）

这么一板，有多少小方块？

3．教学例题。

1）问：一板表示几个百？三板就是几个百？也就是几百？8个百呢？

2）师生一百一百的数，数到九百，再摆一百。

问：九百添一百就是几个百？（板书：10个一百）10 个一百是一千。（板书：

一千）问：10个一百合起来就是多少？

二．写、读整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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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数器拨珠。

1）出示计数器，指名说说已知的数位排列顺序。

2）想一想：你能在计数器上表示出400 吗？

学生动手拨，指名说说自己是怎样拨的。

3）说明：计数器上表示几百，就在百位上拨几个珠，就表示几百。

4）练习：拨出200、600、1000。

2．写数。

1）怎样来表示我们刚刚拨的数呢？

说明：4个百就是 4百，在拨珠时，只有百位上拨了 4个珠，在写数时，在百

位上写4，十位和个位上一个珠都没有，就写 0。

学生练习，问：十位和个位上的0 能不能不写？

2）根据计数器上拨珠的情况，请学生写数，指名板演：300、600、700、900

3）在百位上再添一百，问：此时是几个百？也就是多少？

想一想：一千应该怎样写？

3．巩固练习。

1）完成想想做做第1 题。

学生独立做完后，请学生先顺着读一读，再倒着读一读。

问：数轴上的数是按什么顺序排列的？

讨论：200和 1000，哪个数更接近700？（指名汇报）

2）完成第2 题。

看图先读一读这些数，再说说是从哪看到这些数的。（指名说，要举例）

3）完成第3 题。

三．整百数加、减整百数

1．出示小猴图，指名说图意。

1）列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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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想一想：应该怎样计算？指名说说自己的想法，从中可以选出好的方法。

2．完成想想做做第4 题。

1）学生练习。 2）指名说说自己是怎样算的。

四．巩固练习：完成想想做做第5 题。

五．全课小结

这节课我们知道了什么？你是怎样知道的？

教学反思：

课 题：认识几百几十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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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课本第11~13 页的例题、试一试、想想做做第1~9 题

教学要求：

1．通过实际操作，使学生理解几百几十的含义，能正确的进行读写。

2．使学生会口算整百数加整十数及相应的减法；会初步估计一些常见事物的

多少，发展估计意识和能力。

教学重点：通过实际操作，使学生理解几百几十的含义，能正确的进行读写。

教学难点：使学生会口算整百数加整十数及相应的减法；会初步估计一些常见

事物的多少，发展估计意识和能力。

教具准备：计数器、方块图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数数。

1）一个一个的数，从63 数到 100。

2）一百一百的数，从100 数到 1000。

2．口答。

100里面有多少个十？

1000里面有多少个一百？

3．揭题：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千以内的数。（板书：认识几百几千）

二．教学几百几十数的认、读、写

1．出示例题图。

1）指名学生完整说图意。

2）独立思考一共有多少个小方块，再交流。

3）学生思考：借助计数器怎么表示？

4）指名借助计数器，讲解。（师补充）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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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百位上拨4 个珠，问：现在表示多少？再在十位上拨5 个珠，现在又增加

了5 个几？合起来是多少？

百位上有几个珠，表示几个百；十位上有几个珠，表示几个十，合起来就是几

百几十。写数时注意，百位上有几颗珠，就在百位上写几；十位上有几颗珠就在十

位上写几；个位上一个珠也没有，就在十位上写0 占位。（板书：450）

2．练习：根据计数器表示，写出相应的数，并读一读。320、750、480、990

3．教学试一试。

1）在计数器上拨出370。指名学生说 370的组成。

2）一十一十的数 ，从370 数到 430，数到 390时，问：十位上再拨这一颗是

几颗？也就是多少？十位满十，向百位进1 后，百位上是几？390再添上一个十是

多少？390再在十位上拨一颗，要数多少？

3）学生继续数。生边拨珠边数，再数一遍。

4）问：一十一十的数，你能从890 数到 1000 吗？

生独立完成，反馈。指名说说是怎样想到990 后面是1000 的？

5）把数的数字写下，指名板演。

4．巩固练习。完成想想做做第1~2 题。

三．教学几百加几十及相应的减法

1．完成想想做做第5 题。

1）出示邮票图，引导学生看清图意。

2）学生列出两道加法算式。

说说计算结果及思路。

3）列出两道相应的减法算式。

学生计算并说出思路。

2．生独立完成想想做做第6 题。

3．完成想想做做第7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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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算后，比一比每组4 道题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四．巩固练习

1．完成想想做做第3 题。

1）指名读题。

2）说说这几个数的组成。

2．生独立完成想想做做第4 题。

3．生独立完成想想做做第8 题。

4．完成想想做做第9 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说说为什么用加法计算。

五．全课小结

今天我们认识了几百几十，你能说说怎么读写吗？

板书设计：

认识几百几十

45 0

百 十 个

300+20 20+300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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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认识几百几十几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课本第14~16 页的例题、试一试、想想做做第1~7 题

教学要求：通过教学，让学生理解几百几十几的含义，掌握它们的读法、写法，

加深对千以内数的认识。

教学重点：通过教学，让学生理解几百几十几的含义，掌握它们的读法、写法，

加深对千以内数的认识。

教学难点：掌握几百几十几的读法、写法。

教具准备：计数器、方块图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数数。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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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百一百的数，从100 数到 1000。

2）一十一十的数，从830 数到 1000。

2．根据计数器上的拨珠，写数并说说他们的组成。

480、620、790、910

3．揭题：今天我们继续认识千以内的数。

（板书：认识几百几十几）

二．教学认识几百几十几

1．出示例题方块图。

1）指名学生完整的说图意。

2）独立思考一共有多少个小方块，再交流。

3）学生思考：借助计数器怎么表示？

4）指名借助计数器，讲解。（师补充）

先在百位上拨4 个珠，问：现在有几个几？再在十位上拨5 个珠，现在又增加

了5 个几？

再在个位上拨3 个珠，问：现在增加了多少？4个百、5 个十和3 个一合起来

是多少？

指名完整的说四百五十的组成。

5）根据前几节课的知识，四百五十应该怎样写呢？（指名生说）

有几个百在百位上写几，有几个十就在十位上写几，有几个一就在个位上写几，

如果某一个数位上一个都没有，怎么办？

2．练习：指名学生上台拨珠，其他人根据拨的情况写出这个数，并说说数的

组成。

3．教学试一试。

1）在计数器上拨出597，请学生说说它的组成。

2）一个一个的数，从597 数到 612。（学生自己边拨边读，遇到问题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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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组汇报遇到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4）小结：当一个数末尾有零时，不读；一个数中间出现零时，要读出来。

5）生把要数的数字写下，指名板演。

三．巩固练习

1．完成想想做做第1 题、第2 题。学生看图，独立完成。（指名汇报）

小结：千以内数的写法，强调中间或末尾有0 时的写法。

2．学生独立完成想想做做第3 题。

3．完成想想做做第4 题。

1）学生完成。

2）指名说说为什么这样做。

3）讨论：从练习中你知道了什么？

4．完成想想做做第5 题。

1）指名读每张照片中的数字。

2）指名结合照片说一句话。

3）在身边找一找，说说类似的带有数字的一句话。

5．完成想想做做第6 题。

生独立完成，说说在写数时要注意什么？

6.完成想想做做第7 题。

1）指名读每组中已经写出的三个数，再想想每组有什么规律。

2）生独立完成。

四．全课小结

读写一个多位数时要注意什么？

板书设计：

认识几百几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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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五十三

当一个数末尾有零时，不读

一个数中间出现零时，要读出来

教学反思：

课 题：认数练习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课本第17~19 页、练习二第1~9 题

教学要求：通过练习，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千以内数的认识，更好的掌握千以

内数的读写和有关的口算方式，并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体会数学的价值。

教学重点：掌握千以内数的读写和有关的口算方式，并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

教学难点：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过程：

一．揭题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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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面几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

2．今天我们就要运用这些知识练习。（板书课题）

二．千以内数的组成练习

1．数数。

1）一十一十的数，从一十数到一百。

问：一百里有几个十？

一百一百的数，从一百数到一千。

问：一千里有几个百？

2）一个一个的数，从487 数到 503。

3）一十一十的数，从260 数到 320。

2．完成练习二第1 题、第2 题。

三．千以内的数的读写练习

1．说说千以内的数位顺序表。

2．完成练习二第3 题。

1）同桌交换练习。

2）指名说说读一个数时应该注意什么？

3．读下面各数，说说是几位数，最高位是哪一位。 303、30、33、330

问：3在百位上读作什么？3 在十位上读作什么？3在个位上呢？分别表示什么

意思？

4．完成第4 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比一比：在组中的上、下两个数，在读数时有什么不同？在写数时有什么

相同和不同？

5．完成第5 题。

1）学生练习。2）交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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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单计算的练习

1．口算

200+30 400+90 70+900

230－200 490－90 970－900

2．完成第6 题。

五．综合练习

1．完成第7、8 题。

1）引导学生理解题意。

2）学生独立完成，反馈。

2．完成第9 题。

1）根据图意，请学生独立完成。

2）小组讨论，还能提出哪些问题？

3）指名提问，其他人回答。

六．全课小结

教学反思：

课 题：比较数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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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目标：通过解决实际问题的形式，让学生探索千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的方法，

使学生体会到比较数的大小是有现实意义的。

教学重点：探索千以内数大小比较的方法。

教学难点：体会比较数的大小有现实意义的。

教具：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 比一比它们的大小。

67和 57 23和 32 9和 10

说说你是怎样比较的？

2、 说说下面各数分别是几位数以及它们的组成。

436 288 52 1000 998

二、新课。

1、 教学例题。

（1）让学生说说图意。

（2）你认为哪种树比较多？这题要我们把松树苗和杉树苗比，哪一种多，就

是比什么？（板书：312○285）

（3）你认为哪个数大？为什么？先指名说一说，再请同桌交流。

2、 教学试一试。

（1）出示“试一试”的问题，请学生读一读。

（2）组织讨论，指名学生回答比较的思路。

（3）小结：两个数都是两百多，就比十位上的数，十位上哪个数大，那么那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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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就大。（完成板书：279<285）

三、巩固练习。

1、 完成想想做做第 1题。

（1）学生看图，写出计数器上表示的数，再比一比两个数的大小。

（2）组织学生进行交流。

2、 想想做做第 2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四人小组，讨论出一道类似发生在身边的题目，再请一人出给其它人比

较。

3、 想想做做第 3、4题。

四、全课小结。

教学反思：

课 题：比较数的大小练习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目标：

1、 通过练习，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千以内数的比较方法，能正确比较千

以内数的大小。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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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学生在现实情境中进行估计，进一步体会“多一些、少一些、多得多、

少得多”的含义，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正确比较千以内数的大小。

教学难点：在现实情境中进行估计，进一步体会“多一些、少一些、多得多、

少得多”的含义，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二、比较数的大小练习。

1、 说说下面各数的组成。

323 769 561 936

它们分别是几百多？323比 500要怎样？（少得多），比 100呢？（多得多）

2、 比一比下面各数的大小。

207○307657○269900○1000

说说比较大小时的思考过程。

3、 你遇上类似的情况，要如何进行比较？

三、综合练习。

1、 完成想想做做第 5题。

让学生理解题意，独立思考后各抒已见，并同时说说自已估计的根据、理由。

2、 想想做做第 6、7题。

理解“少得多、差不多、远得多、近得多、近一些”各自的含义。

3、 第 8、9题。

（1）学生独立思考回答问题。

（2）指名说说自已的看法。

（3）想一想：能不能试看用“快一些、快得多”来回答以上的问题呢？

4、 想想做做第 1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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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全课小结。

教学反思：

课 题：复习认数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目标：通过复习千以内数的认、读、写与口算整百数加、减整百数和整百

数加整十数以及相应的减法时，培养学生的数感和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千以内数的认、读、写与口算整百数加、减整百数和整百数加

整十数以及相应的减法。

教学过程：

一、揭示并出示课题。

二、千以内数的认读写的复习。

1、 完成复习第 1题。

（1） 你能说出一个千以内的数吗？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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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能不能说一句话，里面用到千以内的数呢？

（3） 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用到这些数学知识。

2、 口答。

（1） 千以内数的数位顺序从右往左分别是怎样排列的？十位上的数表示什

么，百位上的数表示什么？

（2） 十个十是多少？十个一百是少？

3、 读一读下面各数，说说它们的组成。

276720702270

4、写出下面各数。

五百六十二一千四百六十七百零三

学生独立完成，说说这几个数分别是怎样写出来的，写的时候要注意些什

么？

5、想想做做第2、3、4 题。

指名学生交流一下在课前所收集的信息，丰富学生的知识，拓展学生的视野。

三、复习简单的计算。

1、 口算下列各题。

300+200600+4001000-200

400+20570-70620-600

学生口算后，分别说一说口算的方法。

2、 完成复习第 5题。

提示：在计算时看清是几百还是几十。

3、 复习第 6、7题。

学生独立完成，说说两题的解题思路。

四、全课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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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课 题：复习比较数的大小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目标：通过复习千以内数的大小比较和估计，使学生们能相互交流，相互

启发，相互促进，提高学生的数感水平。

教学重、难点：千以内数的大小比较和估计。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二、比较数的大小的复习。

1、完成复习第8 题。

（1） 学生先找规律，再填写。

（2） 组织交流，说说自已是按怎样的规律填写的？

2、比一比下面各数的大小，在○里填上>、<或=

924○8101000○999876○875

学生说说比较大小的方法和思路。

3、复习第9 题。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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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拿出0—9 各个数字，可任意组成三位数，然后比较各数的大小，可小组

内游戏，也可同桌互玩。

三、估计的复习。

1、出示第10 题。

请学生先读一读，提问：这组数中最大的是多少？最小的又是多少？你能按从

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出来吗？然后圈出接近400 的数。

2、完成复习第11 题。

请同学们把运动员身上的号码按要求排列起来。

3、复习第12 题。

请学生说说为什么“不够买”，进一步理解“贵得多”的含义。

4、完成复习第13、14 题。

在练习中注意对学生的分层评价。

第14 题中，鼓励学生在不重复、不遗漏的情况下找出所有符合题意的三位数，

学生进行练习。

四、全课总结。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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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认识分米、毫米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一、教学内容

本单元教学分米和毫米的认识。教材分两段安排教学内容：第一段，第27～29

页的例题和“想想做做”，认识分米、毫米，初步建立1 分米、1毫米的实际长度

表象；第二段，第30～31 页的例题和“想想做做”，学习常用长度单位的换算。

二、教学目标：

1、通过测量、观察、估计、交流等活动，认识分米和毫米，初步建立分米和

毫米实际长度的表象，知道分米、毫米与米、厘米的关系，会用分米、毫米做单位

测量或描叙物体的长度，会进行有关长度单位的简单换算。

2、联系对长度单位的已有人士以及自身的生活经验，学会根据物体的长度特

点或解决问题的需要合理选择长度单位，并进行相应的测量和交流，发展实践能力

与空间观念。

3、通过学习和实践，进一步体会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与同学合

作交流的意义和价值，增强用数学眼光观察生活现象、解决生活问题的意识。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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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重点：

在实践操作中逐步建立较为清晰的分米和毫米的表象。

四、教学难点：

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和准确表达一些线段和物体的长度。

五、课时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 认识分米和毫米

教学内容：

课本26-27 页例题，27-28页想想做做 1-6题。

教学要求：

1、在实践活动中认识长度单位毫米和分米，初步建立 1毫米、1分米的长度概

念。知道1 米=10分米，1 分米=10厘米，1 厘米=10毫米。

2、在实际测量的过程中，学会选择合适的长度单位，了解长度单位之间的进

率，学会估测，提高估测能力。

3、组织有效的活动，激活参与学习的意识。

教学重点：

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分米和毫米，建立分米和毫米的表象。

教学难点：

使学生在实际测量的过程中，学会选择合适的长度单位。

教具准备：

学生尺、明信片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1、出示中国地图

师：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山川河流、城市乡村不计其数，这是我们中国的版图，

小朋友，要绘制这样一张的地图，可不是容易的事，必须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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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在精确测量时用到的长度单位。

3、师：小朋友我们已学过哪几个长度单位？分别用手势表示一下。

二、活动探究，建立表象

（一）认识毫米

1、请小朋友拿起带来的任何一样东西（橡皮、硬币、电话卡等），先估计它

们的厚度够不够1 厘米？（先估后量，全班交流。）

设疑：你们所选物体的厚度不足1 厘米，那是多少呢？长度几厘米多一点又是

多少呢？今天这节课我们先来认识一个新的长度单位——毫米。

2、说一说：关于毫米，小朋友们已经知道了哪些知识呢？

根据学生的介绍，老师强调：

（1）尺上面的一小格是1 毫米。

（2）1厘米之间有 10个小格，就是 10毫米。

师：1厘米中间的每一个小格的长度是 1毫米。1 毫米长不长？

3、体会1 毫米的长度

说一说：你觉得我们桌子上哪些东西的厚度大约是1 毫米？

找一找：找出厚度最接近1 毫米的物体，并用尺子量一量。

摸一摸：拿起你找到的厚度最接近1 毫米的物体，沿着它们的厚度摸一摸。

比一比：请小朋友想办法用手势表示1 毫米的长度。

议一议：你知道哪些东西的长度、厚度也可以用毫米作单位？

师：相机介绍测量降雨量也是用毫米来表示的。

4、多层训练，巩固新知

（1）完成“想想做做”2。说出橡皮和回形针的长度各是多少毫米？并说一说

自己是怎么数的？

（2）选择自己带来的任意一样物体，量一量它的厚度或者长度是几毫米。

5、小结：今后量比较短的物体的长度或者要求量得比较准确时，就可以用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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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作单位。

（二）认识分米

1、直接引入

师：现在我们再来认识另一个长度单位——分米。在实际生活中，有时物体的

长度也用分米作单位。

2、认识1 分米

关于分米你又知道哪些知识呢？（生自由说，师放手让小朋友

上来介绍。）

师相机强调1 分米就是10 厘米那么长。并且请大家在尺子上指出1 分米的长

度来，同桌之间互相交流一下。

3、体会1 分米的长度

请同学们在发的硬纸条上画出1 分米长的线段，把它剪下来。告诉学生这是自

制的分米卡。先看一看，再闭上眼睛想一想，然后用手势比划一下，最后用分米卡

卡验证一下。

4、教学1 米=10分米

现在请小朋友在米尺上找1 米里面有多少个1 分米？然后每组的组长汇报结

果。

5、多层训练，加深对分米的认识。

（1）量一量数学课本的长度大约是多少分米。

（2）完成“想想做做”4

先估一估自己的课桌和凳子的高大约是几分米，然后小组合作量一量课桌和凳

子的高分别是多少厘米？各接近几分米？

三、综合训练、加深印象

1、选一选：出示“想想做做”5。让小朋友独立选择，然后在小组里交流为何

选这样的长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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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猜一猜：出示“想想做做”6。先让小朋友自己判断，然后在小组里相互交

流、评议，最后用直尺量一量验证谁的判断正确。

四、全课总结、引导评价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哪两个长度单位？你有什么收获？你觉得自己学得怎

样？

教学反思：

‘

课 题：简单的单位换算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简单的单位换算（教科书第29—30 页，想想做做1—6 题）

教学目标

1、在测量活动中了解长度单位之间的进率，会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并且学

会估算，提高估算能力。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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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有效的学习活动，在活动中提高参与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形成解决问

题的一些基本策略。

教学重点：会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

教学难点：能说出换算时的思考过程。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出问题

多媒体演示小兔和小猫在比赛跳远，分别留下一条线段。小兔：“我跳了 9分

米”，小猫：“我跳了80 厘米”。两个小动物争论不休。

师：小兔和小猫谁跳得远呢？（学生自由说）

师：到底谁跳得远，小朋友们谁说得正确呢？学了“简单的单位换算”，你们

就能找到答案！

二、组织活动，引导探究

1、请小朋友每人拿一支笔芯，用直尺量一量，有多长？

师：同样的笔芯，有的小朋友量得是6 厘米，有的小朋友量得是60 毫米，这

是怎么回事？（学生自由说Z）

小结：许多小朋友都说6 厘米和60 毫米是一样长的，6厘米就等于 60毫米。

那为什么6 厘米=60毫米呢？你是怎么想的？在小组里说一说你的想法。

师：因为1 厘米=10毫米，6 厘米就有6 个 10 毫米，也就是60 毫米。所以6

厘米=60毫米。

2、师：那我们每天用的课桌的高是多少厘米呢？同桌合作，量一量。（学生

活动）

师：小朋友量得课桌的高是80 厘米，如果用分米作单位是多少分米呢？你是

怎么想的？（先小组交流，再全班交流。）

小结：1分米=10 厘米，80厘米有 8个 10厘米，就是 8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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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我这儿还有一块橡皮，量得它的长度是 50毫米；教室的门量得它的高

度是20 分米。你能完成下面的填空吗？

50毫米=（ ）厘米 20 分米=（ ）米

（同桌交流，选一题说说自己的想法，相互作出评价，全班交流。）

三、想想做做、内化新知

1、多媒体出示“想想做做”1

先量一量每个图形中各条边长是多少厘米，再说一说用毫米作单位是多少毫

米？填写在书上。

2、多媒体出示“想想做做”2

独立完成，做完后跟同桌交流你的想法。

3、多媒体出示小猫、小兔比赛跳远的情境图。

（1）说说：到底谁跳得远呢？你们现在能找到答案吗？（可以在小组里讨论。）

（2）多媒体出示“想想做做”3

师：现在你能比较它们的大小吗？先独立完成，然后在小组里说说自己的想法。

注意要相互评一评。

4、多媒体出示“想想做做”4

先估计这两条线段各长几厘米，跟同桌说说，然后量一量，看谁估计得准？最

后再同桌交流用毫米作单位是多少毫米？

四、总结评价、活动延伸

1、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你有什么收获吗？你跟你小组的同学合作得怎

样？

2、课外实践活动：拿一瓣蒜头，放在盛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先看看它几天后

开始发芽，再记录发芽后一周内蒜叶的生长情况。完成蒜叶生长情况记录表，过一

段时间全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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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课 题：三位数加三位数（不进位）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第32、33 页内容， “想想做做”1——4。

教学目标：

1、经历探索三位数加三位数计算方法的过程。能用竖时计算和在100 以内的

不进位的三位数加法，并且会验算。

2、感知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体验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3、培养独立探究、合作交流的学习习惯，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经历探索三位数加两、三位数的不进位加法和加法的验算方法的过

程，引导感受验算的必要性。

教学难点：理解并掌握加法验算的方法。

教学过程：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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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话导入

1、小朋友，你们平时喜欢写数学日记吗？今天老师带来了一篇数学日记，记

录的是上周我校各年级的借书情况，请同学们看，出示统计表。

2、看了统计表，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数学问题吗？

学生提问题，教师板书如下：

（1）一年级和二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2）二年级和三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

（3）一年级和三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4）二年级和六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

谈话：刚才同学们提出了很多数学问题，说明你们都是爱动脑筋的好孩子。我

在黑板上记下了四个问题，你们看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什么算法解决？这节课我们先

来解决第2 个和第4 个问题。

教师擦掉黑板上的其他问题，只保留下面两个问题：

（1）二年级和三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

（2）二年级和六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

二、探索算法

提问：要求二年级和三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应怎样列算式？板书：

143+126= （本 ）

谈话：下边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探索计算方法，算出结果后在小组里讨论、

交流。

学生汇报：

（1）用计算器拨珠，在学生汇报的过程中主要强调每一位上的数要拨在对应

的数位上。

（2）仿照以前学过的两位数加两位数的笔算方法算出来的。

提问：同学们想一想，在计算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学生动笔用竖式算一算。

谈话：你怎样知道自己是否算对了？我们用什么方法来验证呢？学生探究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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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题目计算出得数后，要想知道算得对不对，可以自己验算。不同的题目

有不同的验算方法，我们验算这道题算得对不对可以交换两个家数的位置，再算一

算。

你们试一试，体验一下验算的方法好吗？

学生算出结果后，提问:你们这次计算的得数是多少？与刚才计算的得数相同

吗？这说明了什么？如果两次计算的得数不相同，这又说明了什么？应该怎么办？

三、延伸迁移

让学生独立完成第2 个问题，并进行验算。完成后同桌互相说说自己是怎么算

的，算得对不对，是怎么知道了。

四、巩固应用

1、“想想做做”第1 题

独立做题，并列式验算其中一两题。订正时先问：如果不另列竖式，在原来的

竖式上能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再算一遍吗？谁来试着这样验算一题给大家看看。

2、“想想做做” 第2 题

先让生独立做题。订正时问：你验算了吗？用什么方法验算的？告诉学生今

后不论是否要求验算，都应自觉验算，从小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

3、“想想做做”第3 题

让学生尽可能说出自己从统计表中得到的信息，理解表中的意思，并独立完成。

4、“想想做做”第4 题

让学生联系生活的体验，自己动手翻一翻书，从中得到感悟，理解题意，自己

列式计算，再全班共同订正。

五、全课总结

今天这节课，同学们学得非常认真，合作得非常好。你们都是爱动脑筋的好学

生。下面同桌说说在笔算加法重要注意哪些，然后再告诉大家，好不好？

六、思维训练：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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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6 7

+ 1 3 + 5 0

9 5 8 9

教学反思：

课 题：求比一个数多（少）几的数是多少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教材第33～34 页的内容。

教学目标：

1，经历解决求比一个数多（少）几的数的实际问题的过程，领悟基本的解决

问题的方法。

2，通过探索解决问题的数学活动，增强学好数学的自信心并获得成功的体验，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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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合作意识。

3，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数学与生活的联系，进一步发展解决问题的策

略，增强应用数学的意识。

教学重点：使学生认识到在解决此类问题时应用什么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怎样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铺垫教学

1、看图说一说（课件出示3 只蝴蝶，5只蜻蜒的图）

提问：图上有哪两种小昆虫？蜻蜒和蝴蝶比，谁多？你能一眼看出多几只？在

图上是哪部分？

师小结：也就是我们把蜻蜒分成了几部分？一部分是和蝴蝶同样多的，另一部

分是比蝴蝶多的。

过渡：小朋友们说的真好，你能用学具分别来摆一摆蝴蝶和蜻蜒吗？

2、动手摆一摆

（1）师：我们用〇表示蝴蝶，在第一行摆上几个〇？我们用△表示蜻蜒，在

第二行摆△，比〇多2 个。

（2）提问：你是怎么摆△的？

（3） 根据学生回答师述：我们把△分成了几部分？一部分是和〇同样多的，

另一部分是比〇多的。 那么一共摆了多少个△，就是要把这两部分-----（学生）

合起来，用加法算。

3、反馈学习，考一考

师：再看大屏幕，考考自己。（课件出示4 只小鸟，7只老鼠）

（1）提问：从图上你知道了什么？

（2）你能照着老师的样子，说一说我们可以把老鼠分成怎样的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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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你填一填：和小鸟同样多的有（ ）只，比小鸟多的有（ ）只，

老鼠有（ ）只。

过渡：今天还有3 个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课上，你们想不想认识他们？那我们

赶快去认识一下吧！

二、新课教学

1、出示例题情境图

（1）课件演示玲玲、冬冬、芳芳作自我介绍

（2）提问：你知道谁已经摆好了？你还想知道谁的？

2、教学求比一个数多几的数的实际问题

师：冬冬摆了多少个绿花片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一起来动手摆一

摆。

（1）冬冬摆绿花片有什么要求？

师：既然要比玲玲的红花片多3 个，我们就要先摆11 个红花片。你能很快替

冬冬摆一摆吗？

（2）提问：你是怎么摆绿花片的？

（3）根据学生回答小结：也就是我们把绿花片分成了几部分？

一部分是----（学生）和红花片同样多的，另一部分是----（学生）比红花片

多的。一共摆了多少个绿花片，就要把这两部分---（学生）合起来，用什么方法

算？谁能口头列式

（4）板书算式，口头回答

小结：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到的一个新本领：求比一个数多几的 数的实际问

题，用加法算。（出示课题）

3，教学求比一个数少几的数的实际问题

（1） 师：知道了冬冬摆了14 个绿花片，你还想知道谁的？你能和你的同桌

用刚才的方法摆一摆，算一算吗？（学生合作学习，自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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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你是怎样摆的？（学生各抒已见）

（3） 师：不管是哪种摆法，都是从几里面去掉几？用什么方法算？

（4） 列式计算，口头回答（板书）

师：这又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另一个新本领：求比一个数少几和数的实际问题，

用减法算。（完成课题板书）

三、 巩固延伸

1、 谁是冠军？

（1） 课件演示： 小猪跳了16 下， 小猴比小猪多跳9 下，小白兔比小猪多

跳20 下，老虎比小猪少跳5 下。

（2） 师：小朋友看了比赛结果，你知道谁得了冠军？那么冠军究竟跳了多

少下，第二、第三名跳了多少下？我们必须算一算（课件依次出示问题）

（3） 你能和你的同桌完成这些题目吗？

（4） 指名回答，口头列式

2，拍手游戏

师拍（2 下） 师说：你能比我多拍 2下吗？ 生拍

师拍（5 下） 师说：你能比我少拍 3下吗？ 生拍

师拍（4 下） 师说：你能比我多拍 2下吗？ 生拍

师：老师刚才和小朋友玩了一个拍手游戏，你们自已想玩吗？那么两个人为

一组，一人当老师开始游戏吧，音乐停游戏结束，好吗！

3、课堂延伸（开放题）

老师左手有6 根小棒，你能猜出我右手有几根小棒吗？到底是几根小棒呢，其

实我忘了告诉你一句话，不然你就很快猜出来了，是句什么话呢？

四、 课堂总结

小朋友，今天你有什么收获？带上今天学到的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你会越来越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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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堂作业

第34 页“想想做做”第1～4 题。

教学反思：

课 题：练习四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第35 页内容，练习四1—5 题。

教学目标：

1、让学生通过练习进一步熟悉笔算不进位加法和验算加法的基本方法，并形

成相应的技能。

2、通过练习，帮助学生进一步透彻理解“比一个数多（少）”的数量关系，

掌握解答此类问题的基本思考方法，促进学生数感的发展。

教学重点、难点：透彻理解“比一个数多（少）”的数量关系。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我们已经学习了三位数相加的笔算加法，谁来说说怎样算这类的加法呢？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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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练习有关的计算。（板书课题）

二、计算练习

练习四1 题。

（1）要求:用竖式计算并验算。

（2）学生独立计算，并让三位学生板演。

（3）集体订正。

三、解决问题练习。

练习四第2--4 题。

（1）引导读题，说说题中的已知条件和问题。

（2）学生独立解答。

（3）集体订正，要求学生对答案的合理性作出解答。

四、拓展延伸。

1、练习四第5 题。

（1）出示场景图，要求学生说说从图中能知道什么。

（2）依次提出两个问题，引导学生利用图中的已知信息进行简单的推理。

2、课堂作业：完成练习册。

3、思维训练：把10—80 分别填入小圈中，使每个大圆上 5个数字的和是 210。

五、全课总结。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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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三位数加两、三位数（进位）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第四课时 三位数加两、三位数（进位）

教学内容：第36、37 页内容， “想想做做”1——4。

教学目标：

1、结合生活情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探索三位数加两、三位数进位加的计算

方法，掌握加法的笔算方法。

2、进一步养成检查和验算的习惯。

3、在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增

强应用数学的意识，增进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4、在交流和合作中获得成功的体验，培养自主意识和合作意识，初步形成独

立思考的习惯。

教学重点：探索三位数加两、三位数的进位加法的笔算方法。

教学难点：引导学生综合计算不进位加法和进位加法的经验。

教具准备：挂图、小黑板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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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复习铺垫，促进迁移

指名板演，其他学生同时练习。

57+18 236+143 （订正时让学生说说自己是怎么算的。）

二、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出示例题情境图。

谈话：上节课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张各年级借书情况统计表，你们提出了一些用

加法计算的问题，也解决了其中的一部分问题。现在我把这些问题再展示给你们，

你们说出算时，再回忆一下我们解决了哪些问题，剩下的问题，这节课我们共同解

决。

出示下列问题，并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算式。

（1）二年级和三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 143+126（已解决）

（2）一年级和二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 85+143

（3）一年级和三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 85+126

（4）一年级和六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 85+236

（5）二年级和六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 143+236（已解决）

（6）三年级和六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 126+236

……

三、自主探索，获取新知

1、解决例题中的两个问题。

谈话：我们先来解决“一年级和二年级一共借书多少本”、“一年级和三年级

一共借书多少本”这两个问题。

（1）让学生尝试在练习本上列出竖式计算，教师注意了解学生的计算情况，

并对个别学生进行指导。

（2）让两名学生在黑板上个写出一题的计算竖时，全班共同订正。订正时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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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第1 题中十位上的8 加 4 得 12，这怎么办？”“第 2题中十位上哪几个数相

加，得多少，你是怎么处理的？”“每道题目的顺序是怎样的？为什么？为什么从

各位加起？”“这节课学习的加法计算和上节课的加法计算有什么不同？”

2、解决其他问题。

谈话：在你们提出的问题中还有两个没有解决，你能独立解决吗？让学生独立

做题，然后以小组位单位相互订正。

3、总结加法的计算方法。

四、巩固练习，应用拓展

1、独立完成“想想做做”1——4。

2、思维训练：王大爷家的菜地是正方形，算一算，周围的围墙长多少分米？

五、全课总结，个人评价

教学反思：

课 题：练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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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第38 页内容，练习五1—5 题。

教学目标：

让学生进一步巩固进位加的笔算方法，能比较熟练地进行计算，并进一步巩固

加法验算，提高计算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初步的分析、

推理等能力。

教学重点：

学生进一步掌握三位数加两、三位数的进位加法的笔算方法。

教学难点：

探索算法的过程中，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积累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我们已经学习了三位数相加的笔算加法，谁来说说怎样算这类的加法呢？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练习有关的计算。（板书课题）

二、计算练习

1、练习五第1 题

（1）请学生们一组一组的进行口算。

（2）组织学生进行反馈，重点说说第二行的几道题分别是怎样算的。

（3）比一比，每组题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指出：在计算时，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了十，都要向它的前一位进1。

2、笔算，完成练习五2 题。

（1）学生们笔算，指明板演，要求做出得数后利用原来的竖式再验算一遍。

（2）组织进行集体订正，逐题检查，结合提问相加满十的数位上是怎样算的，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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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的。

（3）请学生说说进行笔算加法，可以怎样验算。

三、解决实际问题练习

1、练习五第4 题

（1）出示第六题放大图，让学生弄清图意，理解题意。

（2）提问：小兔到学校去可以怎样走？你认为哪条路比较近？你是怎么知道

的？

（3）说一说：谁到学校的路近一些？并说明理由。

2、练习五第5 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组织交流，请大家说说解决问题的大致过程和结果。

3、思维训练题：用简便方法计算：49+50+51 99+100+101 197+198+199

四、课堂作业 完成练习五 3题。

教学反思：

课 题：连加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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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

课本第39-40 页的例题、想想做做第1~3 题

教学要求：

1．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探索三个数连加的计算方法，鼓励算法多样化。

2．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使学生在探索算法的过程中，通过交流、比较，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

系，增强数学学习的兴趣，发展数学思考。

教学重点：

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探索三个数连加的计算方法，鼓励算法多样化。

教学难点：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教具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谈话：“六一”节快到了，小明和同学们都收到了节日礼物，可他们想起了山

区的小朋友们很可能没有节日礼物。于是，他们提出倡议，开展“献爱心”活动，

给山区的小朋友捐书。你们想知道各班捐书的情况吗？（出示情境图及统计表）

各年级捐书情况统计

年级一二三四五六

本数85143126178194236

你能帮助小明他们算算一、二、三年级一共捐了多少本书吗？算式怎样列？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85+143+126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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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提问：那么85+143+126 等于几？该怎样计算呢？

二、主动探索，解决问题

1、个体探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1）学生尝试在本子上计算，教师巡视、指导。

（2）教师指名板演学生的计算方法。

如果三种竖式都有学生做出，就让学生比较哪种竖式的写法简便，说一说你喜

欢哪一种方法？（板书：连加）

如果学生只出现第一种分步计算的竖式，教师可这样引导：你会把两个竖式并

在一起吗？先同桌讨论，然后交流得出第二种连加竖式。

如果第三种（只列一个竖式）没有学生做出，教师可以这样设计：小红还有一

种方法，你想知道她是怎样做的吗？再出示写法让学生观察，然后通过三种方法的

比较，让学生感受到只列一个竖是比较简便。

2、动手实践，体会算法的多样化。

提问：您能用第三种形式算出四、五、六年级一共捐了多少本书吗？（让学生

独立做一做）

在学生的回答种可能出现两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把各位上的数依次相加，算到十位时，教师提问：十位上的数相

加满了20，怎么办？（强调向前一位进 2。如果更多的数相加得数满30 呢？然后

得出共识：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几十，就向前一位进几。）

第二种算法：把各位上能凑满10 的数先加。（可让学生自己来分析。并组织

学生讨论：哪种方法好，为什么？）

如果没有出现这种算法，可引导学生观察各位上哪两个数先加比较方便呢？十

位上呢？

小结：在计算连加时，可以把能凑满10 的数先加，这样可使计算简便，又不

易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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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组合作，合理灵活地进行笔算。

提问：看了这张表，你还能提出哪些连加问题？用你喜欢的算法去计算一下。

（1）小组学习。

教师提出合作要求：在小组内每人提出一个连加问题，其他学生列式计算。

（2）组内交流。（重点说说“凑十”的方法。）

（3）全班交流。（表扬合作积极、认真的学生和小组）

4、初步小结

小朋友，我们提出了很多连加的问题，并能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解答，大

家学得真不错。不过，老师还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在做连加时特别要注意些什么？

三、组织联系，巩固新知

独立完成“想想做做”1——3。

四、总结、发散

这节课你学会了什么新本领？你觉得学了这种本领有没有用呢？（让学生举出

实际例子来说一说。）

用今天的方法还能算出四个、五个年级，甚至全校捐书的本数，有兴趣吗？试

试吧。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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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加法估算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课本第40-41 页的例题、试一试、想想做做第1~4 题

教学要求：

1、经历探索加法估算方法的过程，理解并学会加法估算方法，认识“≈”，

会用“≈”表示的结果。

2、体会估算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增强估算的意识和能力。

教学重点：学生理解并掌握加法估算的基本方法。

教学难点：在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灵活选择估算的策略。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做好铺垫

1、谈话导入

你们喜欢与爸爸、妈妈去逛超市吗？现在我们邀请数学书中得“白菜老师”和

“试一试”栏目主持人一起去逛超市，愿意吗？与他们同行，我们要做好准备，解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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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信心吗？出发吧！超市真大呀！里面的商品课真多啊！

2、出示例题挂图

电话机（206元） 取暖器（292元） 自行车（604 元） 电饭

煲（305元） 电风扇（195 元）

3、提问：谁愿意把自己从挂图中了解到的信息说一说。你能说出每种商品的

价格各接近几百元吗？指名回答。

4、谈话：小辣椒知道同学们来了，准备了一些数字卡，想和同学们一起做个

游戏。

出示卡片：503 492 695 207 813 589

904 296 407 399 602

小辣椒问我们：“你们知道每个数接近哪个整白数吗？”谁能答出来？指名回

答。

5、谈话：超市的鲜花引得蝴蝶翩翩飞来。出示第 40页第 2题图，你能帮助蝴

蝶正确的飞到花朵上吗？在小组内说一说。

二、自主探索，掌握方法

1、教学例题，

出示例题问题：估计一下，买一台电话机和一台取暖器，大约需要几百元？

提问：要解决这个问题怎样列式？（板书：206+292）

谈话：这道题要不要我们算出准确的钱数？要求是什么？你打算怎样算？（先

独立思考，在分组交流。）

在班内汇报小组研究的结果。

学生算法大致是：206元接近 200元 292 元接近300 元

200+300=500（元）所以买一台电话机和一台取暖器大约需要500 元。

讲述：这种算法是估算（板书课题），你们的估算方法是对的，不过把你们估

算时说的话都写下来很麻烦，老师教给你们一种简便的写法。板书：206+2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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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教学“≈”的读法和写法，并让学生仿写。

提问：刚才估算206+292 是怎样估算的？算式中为什么用“≈”？

2、教学“试一试”

（1）提问：估计一下，每一台电话机和一辆自行车大约需要几百元？在小组

里说说你是怎样想的？

学生汇报后板书：206+604≈800（台）

（2）提问：如果妈妈带了800 元钱，能买回这两件东西吗？可能会出现两种

答案，要让学生说出“能买回”与“不能买回”的原因，通过争论，形成“不能买

回”的统一认识。

（3）游戏活动：如果给你们800 元钱，可以买回哪些东西？（分小组活动，

在班内反馈活动结果。）

三、组织练习，巩固应用。

1、“想想做做”3——7。

2、联系实际，应用估算

上个学期，我校全体学生交缴队费情况统计表：

年 级一二三四五六

队 费（元）296213188114107103

你能快速地估算出全校交缴总额吗？

3、思维训练：估算下面各题：297+396+199+105

203+298+302+97

四、全课总结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什么内容？用估算的方法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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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课 题：练习六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练习六1——5 题。

教学目标：

让学生进一步熟练千以内的加法的笔算方法和验算方法，以及加法的估算，并

且能熟练地进行计算。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这节课我们复习千以内的加法笔算及验算的知识，比一比谁算的又快又好。（出

示课题）

二、笔算加法的复习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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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算下面的各题

630+40 370+200 990+10 520-400 680-200 1000-400

2、练习六第1 题

（1）请学生们分组练习，进行笔算，指名板演。

（2）指名说说每题的笔算过程。

（3）分组进行比较，每组中的三道题分别属于加法中地哪三种情况？

比一比：这三道题笔算时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在笔算

时，尤其要注意什么？

（4）我们一般在计算之后，还要养成演算的好习惯，你知道如何验算？

让学生在原式验算。

提问：你们用什么方法来验算？为什么可以这样验算？

（5）小结：在笔算千以内的加法时，要怎样验算？还应注意些什么？

3、练习六第2 题

学生按要求独立完成，集体订正。

4、笔算

263+47+169 377+562+78

（1）分组练习，指名板演。

（2）提问：三个数连加时，怎样列竖式比较简便？在笔算的过程中，怎样算

比较简便？

说说每个数位上分别是相加得多少，又是怎样处理。

提问：哪一位上相加如果满了20，怎么办？

5、练习三第4 题

（1）让学生自己看题，完整地口述题意。

（2）学生独立完成。

三、加法估算的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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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说下面各数大约是几百

203 791 598 608

2、练习六第3 题

（1）让学生进行估算，反馈时说说自己估算的过程。

（2）小结：在估计时，我们可以把这些加数看作与它接近的整百数，再将它

们相加。

（3）学生进行笔算，看计算的结果与估算的结果是否相当。

3、思维训练：填竖式。

3 2 7 5

+ 6+6 9

6 8 9 9 3

四、全课总结

这节课我们复习了什么内容？你掌握了怎样？

五、课堂作业

练习六第5 题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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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复习（一）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课本43 页 1—5 题。

教学目标：

重点复习本单元所学的口算、笔算、估算以及三个数的连加，提高学生的计算

技能，认识计算的应用价值。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这节课我们继续复习千以内数的加法的有关知识和本领。（出示课题）

二、计算练习

1、第1 题

（1）让学生独立完成。

（2）交流引导学生说说口算的思考过程。

2、第2 题。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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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按要求独立完成，指名板演。

（2）点评：明确加法计算需注意的地方，强调验算的必要性。

3、第3 题。

(1)学生独立连一连。

（2）交流引导说说各自的具体估算方法。

（3）提问：为什么估算的结果要用“约等号”？不用等号？

三、解决问题

1、第4 题

（1）学生看图后，完整口述题意。

（2）列式解答，集体订正。

2、第5 题

（1）学生看图后，完整口述图意。

（2）列式解答。先估算，再进行笔算。

（3）比较估算与笔算的结果，说说估算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的作用。

3、思维训练： 祖国

爱祖国

+ 爱祖国

9 8 6 爱=（ ）祖=（ ）国=（ ）

四、全课总结。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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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复习（二）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课本44 页 6—10 题。

教学目标：

1、复习“求比一个数多（少）几的数是多少”的简单的实际问题，是学生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相关的数量关系，掌握解决此类问题的基本思考方

法。

2、巩固对千以内数的已有认识，进一步锻炼学生分析、观察、比较、归纳的

能力。

教学过程：

一、口算竞赛：题略

出示其中的两题346+113 552+175

提问：你能口算吗?能估算出它的得数吗？怎样知道正确得数？（笔算）

二、笔算练习。

1、学生独立完成以上两题。2名学生板演。

2、集体订正，注意验算。

3、迁移延伸：你能根据上两题的得数，很快算出下面的题目吗？你是怎样想

的？

引导学生思考44 页第 6 题。

（1）观察：每组中的算式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提问：每一组中的第二个加数是怎样变化的？

第二组中的第一个加数第二个加数呢？你推算它们的结果会不会有变化？又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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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规律？

（2）学生分组计算，验证计算结果与推算的规律有什么出入。

（3）小结

三、解决问题的练习。

1、44页第 7、8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说说解题时，每个问题分别用到了哪些条件？

2、44页第 9题。

（1）提问：求“黄鸡有多少只”，用到了哪几个条件？为什么不用“黑鸡比

黄鸡多59 只”？

（2）说明：在解决一个问题是，一定要先从相关的信息中找出与问题有联系

的条件才行。

四、思维训练：

1、选出一个最特别的数。见44 页 10 题。

2、那张卡片上的和最大，不计算能很快说出吗？

五、全课总结。

教学反思：

课 题：实践活动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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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

课本第 90~91页。

教学目的

以海星小学二年级学生游览海滨为主线，让学生在每个场景中提出一个问题，

并予以解决，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应用意识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准备

海滨情景图、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1．插放歌曲《郊游》。

提问：你听到了这首歌，想到了什么?

你和哪些人去过哪些地方?

2．提问：如果今年暑假我们将举办一次夏令营你愿不愿意参加?

你们参加过那么多次游玩活动，你认为要在组织活动前应先掌握一些什么

情况?

3．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跟随海星小学的二年级小朋友一起去美丽的海滨

看一看。(板书课题。)

二、解决情境中的问题

1．(1)出示人数统计表，请学生们说一说根据这个统计表，我们可以求出什

么?

(2)学生解答，并说一说解题思路。

2．(1)将学生们带到小卖部。

提问，小卖部有些什么商品?说一说你喜欢哪些商品，想买多少?需要多少钱?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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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问：这些是哪一个班的小朋友?他们想买什么?你们能帮他们算一算吗?

说出算式及解题思路。

3．(1)快看 I在那个小岛上有一个灯塔。

(2)提问；你能说出这个灯塔在海滨招待所的哪一面吗?

提问：在招待所的东南、西南和西北面各有什么?

(3)你能根据海滨上的一个场所提出类似这样的方位问题吗?(小组讨论，再组

织全班交流。)

4．(1)三班的同学们被带到了出租屋前，谁能告诉我们，出租屋里有哪些东西

出租?

(2)提问：他们全班，每s 个人租一只气垫船．要用多少钱?你能帮助他们解决

这个问题吗?

提问：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先求出什么？

(3)学生们解答。

(4)提问：如果是你，你最想租什么?你能像刚才那样也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

来算一算吗?

5、(1)二班的小朋友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到珊瑚岛上去玩了。

(2)提问：二班有多少人?3只船够坐吗?

学生们讨论。

说明：我们可以先看一看3 只船可以坐多少人，再与二班的42 人进行比较。

学生练习。

教学反思：

课 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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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

课本第85 页，“想想做做”第5～8 题。

教学目的

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两位数乘一位数的方法，能正确地、比较热练地笔算两位数

乘一位数的乘法中需要连续进位的计算，并发展学生的估算能力和意识。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这节课，我们继续练习有关连续进位的笔算乘法的知识，看谁算得 (快又好

(出示课题。)

二、口算练习

1．表内乘法练习。

5X5＝7X 3=6X 8＝

3X 7＝6X5=2X4＝

3X3＝8X 5=9X4＝

2、乘加练习。

7X 9+58X 6+45X7+6

2X8+64X 7+38X8+7

5X5+46X6+53X 9+4

三、笔算练习

1．说一说笔算乘法时要注意些什么?

指出：不管哪一位，只要相乘的积满几十，就不能忘记进位。

2．笔算：36X 57X85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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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们练习，指名板演。

(2)集体订正，分别口述计算过程。

提问：这两题为什么得数的最高位都是百位?

3．请学生说一说笔算乘法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四、估算练习

1．说说下面各数接近几十。

364273695889

2．完成“想想做做”第5 题。

(1)引导学生看图，指名说一说图中的三个条件。

(2)估计一下，谁的计算结果合理。

组织学生分组，对两个计算结果进行评判，再进行全班交流，说—说估计的理

由。

(3)请学生算一算64X 3 的结果到底得多少，与刚才的估计相比较。

(4)指出：我们在计算时，可以用刚刚估算的方法来检验自己计算的是否正确。

3．完成“想想做做”第6 题。

(1)说明要求，请学生判断后，自己说一说判断的理由。

(2)进行笔算，与估计的结果进行对比。

4．完成“想想做做”第7 题。

(1)说明要求，介绍方法：这类题在估计时，先把几十几看作与它接近的几十，

再估算。例如，31X 6，31接近 30，比 30 多一些，30 X 6得 180，所以31X 6 的

积比180 多一些；39X 6，39 接近 40，比 40少一些，40X6=240，所以 39 X 6的积

比240 少一些。

(2)学生照样子进行估算，并说说每一题估算的方法。

(3)分别算一算，再与估算的结果相对照，看是否相当。

(4)提问：掌握了这种估算的方法，有什么用处吗?(可以对笔算的结果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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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5．完成“想想做做”第8 题。教学内容

课本第 92~93页，例题、“想想做做”第 1～2题。

教学自的

1．使学生经历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体验统计结果在不同标号准

下的多样性。

2．组织学生参与合作交流的学习活动，充分展示学生自己的学习体会，学生

获得学习成功的体验。

教具准备

动物运动会情境图，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

1．课件演示动物运动会的热闹场面：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正在参加一年一度的

动物运动会。

提问：看到这个情况，你知道了什么?(引导学生说出：有兔、狗、猴三种小动

物参加比赛；它们正在进行长跑、跳高的比赛。)

2．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看了这幅图，你想知道些什么?

(1)分小组讨论。

(2)组织全班进行交流；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引出不同的分类。

(3)逐个出示相应的统计表，请学生们按要求，把结果填在表里。

3．组织学生们进行分析。

(1)提问；上面的两次统计一样吗?两次统计有什么不同?(一次是按比赛项目统

计的，一次是按动物种类来统计的。)

(2)组织交流：你从第一个统计表里知道了什么?(一共有 13只动物参加比赛，

参加跳高的有5 只，参加长跑的有 8只，参加跳高的比参加长跑的少3 只；参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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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的比参加跳高的多3 只。)

你从第二个统计表里知道了什么?(一共有13 只动物参加比赛，其中有 5只狗、

2只兔、6 只猴，猴的只数最多，兔的只数最少……)

4．小结：

同样是一场动物运动会，我们按照项目、参加动物的种类来分，得出了两个不

同的统计表，根据这两个统计表我们可以解决不同的问题。

二、具体实践，进一步体会

1．完成“想想做做”第1 题。

(1)每位同学对所在的小组内的每位同学(包括自己)进行调查：最喜欢的一类

电视节目、一种球类活动。

(2)将每个小组的情况汇总，请学生们完成课本第97 页的 2 个统计去。

(3)提问：第一个统计表是按什么来统计人数的?你从这个统计表里知道了哪些

情况?

提问：第二个统计表是按什么来统计人数的?你从这个统计表中知道了哪些情

况?

(4)根据调查的内容不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不同的两个统计表，也得到了

不同的调查结果。提问：你还想知道我们班的什么情况?

以小组为单位，每小组根据自己想要调查的内容展开调查，开展统计活动，再

组织交流各自的统计结果。

2．完成“想想做做”第2 题。

(1)出示图形图。

提问：从这幅图中，你想知道些什么?根据你想知道的结果，可以怎样分类整

理呢?

(2)请学生完成统计表：先把统计表的横栏补充完整，再根据横栏进行统计。

(3)集体订正，组织学生交流；比一比两次统计的结果，说一说你知道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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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课小结。

教学反思：

课 题：统计练习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

课本第94—95 页，“想想做做”第3—6 题。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进一步通过练习，体验统计结果在不同标准下的多样性，会用统计

表来表示数据整理的结果。

2．组织学生参与学习活动，交流开展统计活动的体验与技巧，提高数据处理

的能力。

教学过程

1、揭示课题

这节课，我们继续练习统计表的有关知识(出示课题)。

二、练习巩固

1．完成“想想做做”第 3题。

(1)提问：你家里有电视机吗?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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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讨论：你们想知道这方面的什么情况？

(引导学生对每个家庭拥有电视机的台数和规格进行分类统计。)

根据回答，说明电视机是按屏幕的对角线的长度来确定规格的，54 厘米即21

英寸，64厘米即 25英寸，74 厘米即29 英寸。

(2)请学生们展开调查，每 2人一组分工合作展开调查，再汇总后，完成课本

第94 页的统计表。

(3)组织学生进行交流，根据刚才的调查统计，有设有使你了解到你想了解的

问题?

2．完成“想想做做”第4 题。

(1)提问：如果放假在家，你在完成了作业之后，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2)组织讨论：如果我现在想了解一下我们全班小朋友每天看电视和做家务

的时间大约各是多少，那该怎样分类收集数据呢?

(3)以小组为单位请学生进行调查，并用方格图的形式表示出来。

(4)组织学生进行全班交流。

教育学生在平时要常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3．完成“想想做做”第5 题。

(”出示张力在班上调查的原始材料。

提问：张力同学调查了自己班级中的同学的什么情况?一共调查了多少位同学?

(2)组织讨论；根据这个调查表，怎样对这些效据进行整理，怎样进行分类?(根

据学生的回答，出示书上的两个统计表。)

(3)请学生们独立分类整理，并填写。

(4)组织学生在组内进行交流，说一说自己在这两张统计表里分别知道了什么，

再组织全班进行交流．

4．小结：

同是一张调查表，但根据不同的分类整理，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统计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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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不同的问题。

5．完成“想想做做”第6 题。

(1)根据刚才张力同学的调查，我们了解了他班同学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来进

行一个类似的调查。

(2)以小组为单位，先调查组内每位同学的属相及出生月份。（3）全班汇总，

算出合计数，请学生完成课本第99 页上的统计表。

(4)全班交流体会。

教学反思：

课 题：实践活动：你能跳多远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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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内容：

教学内容

课本第96~97 页

教学目的

使学生通过以学生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设计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明晰“发

现问题——提出假设——收集数据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充分展示了数学在解决实

际问题中的作用。

教具准备

每6 人准备一个弹簧尺。

教学过程

活动前准备

1、以自愿为主，每 6人一组，其中一人为组长，两人负责看尺子上的刻度，

一人记录，两人负责监督是否犯规，尺子是否是直的。

2．每组准备一把弹簧尺。

二、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假设

1．引入：

体育课上，我们都练习过立定跳远，谁来演示一下。(指名演示。)

2，提问：除了双脚跳，我们还可以怎样跳远?

(分别请学生上台演示。)

3．质疑：你觉得是用双脚跳得远，还是用单脚跳得远?如果用单脚跳，是用

左脚跳得远还是用右脚跳得远?

6人小组讨论：怎样跳得远。

三、分组活动，进行测量统计

1．指导学生测量的方法：先划一条直线，作为跳远的起点；从起点向前跳，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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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后由一人在起点固定住尺子的。刻度，另一人将尺子拉长至跳远同学的脚后跟，

再将尺上的刻度记录下来，这就是那位同学跳远的距离。

2．每6 人一组，开始澜量记录，要求每种方法都跳一次，并做相应的记录。

四、组织讨论，得出结论

1．小组将刚才活动中一系列的数据汇总，填入课本第101 页中的三个蓝色表

格中，再讨论：通过实验，得出了什么结论?

2．组织全班进行交流。

3．根据“双脚并拢跳”的数据，用不同标准分类统计。

4．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开展相应的统计活动。

教学反思：

课 题：期末复习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复习1000 以内的数和统计知识

教学内容

课本第98 页期末复习第1～4 题。

教学目的

1．通过复习，使学生对1000 以内的数的知识有进一步的认识，巩固本学期学

习的基础知识。

2．通过复习，使学生在经历数据整理和收集的同时，能进一步体验到统计结

果在不同标准下的多样性。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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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准备

0一 9数字卡片、第 3题插图、计数器。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这学期我们学习了许多的新知识．这节课开始，我们将把它们有条理的进行梳

理，今天复习的是有关1000 以内的数和统计的相关知识。(板书课题。)

二、复习1000 以内数的知识

1．读数方法的复习。

(1)出示计数器。请学生从右向左，依次说一说敷位顺序的排列情况。

提问：百位的右边一位是哪一位，左边一位呢?

千位是右起第几位?

(2)在计数器拨出四十七。

提问：这个数是由几个十、几个一组成的，是多少?

在百位上再拨3 个百。

提问；现在这个数是多少?为什么是三百四十七?

指出厂个数由几个百、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就是几百几十几，根据这个规律，

我们可以读出万以内的数。

(3)在数位顺序表中写出657、972，指名读一读。

提问；想一想，像这样的数要怎样读?

(4)想一想：如果一个数的中间有0 要怎样读?

出示：609、405。

指名学生读一读，再齐读。

说一说：中间有。的数要怎样读?

(5)再出示：320、900。

请学生先说一说数的组成，再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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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末尾有0 的数怎样读?

2．写数方法的复习。

(1)出示：二百六十三。

请学生说一说它的组成，在计数器上是怎样拨的?(根据学生的回答，老师拨

数。)

指出：在计数上拨珠，要看清这个数的组成有几个百，就在百位上拨几个珠。

有几个十，就在十位上拨几个珠，有几就在个位上拨几个珠。写数也是按这种方法，

在各个数位上写出数字来表示。

(2)出示；三百二十五、六百一十七。

①请学生说一说每个数的组成。

②说一说每个数是怎样写的。(学生回答，老师板书o)

(3)出示：五百零七、九百零三。

①请学生说一说每个数的组成。

②说说每个数是怎样写的。(学生回答，老师板书．)

提问：为什么这两个数中间有一个零?

小结：如果哪一位上一个数也没有，就在那个数位上写0。

(4)出示：六百二十、一千。

①学生写数。

②提问：为什么这两个数末尾的。的个数不一样呢?

③请学生小结：如何写一个千以内的数。

3．完成复习第1 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组织交流：如何连线的。

4，完成复习第3 题。

学生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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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的大小比较的复习。

(1)请学生将下面数轴填写完整。

提问：相邻的两个数相隔多少，题中270 比哪些数小?比哪些数大?310呢?

(2)完成复习第2 题。

①用数字卡片o、2、5、8 摆一摆，组成一个三位数，并读一读。

②找出虽大的数和最小的数。

(3)再用数字卡片16、7，摆出一个最大的三位数和一个最小的三位数，并说一

说是怎样摆的。

三、复习统计的知识

1．出示复习第4 题中第一个统计表。

(1)引导学生看懂第一个统计表。

(2)提问：这个统计表所表现的是有关车辆的什么情况?表中的“合计”表示的

是什么?

(3)请学生求出合计数。

(4)完成第(1)个问题。

2．再出示第二个统计表。

(1)根据第一个统计表，想一想，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2)出示第二个统计表，请学生说一说：第二个统计表还是有关什么内容的统

计?与第一个统计表相比，什么没变?(总数投变。)

学生独立完成。

3．小结：虽然都是有关 1月 12日下午 4时至 6时校门口机动车辆过往的情况，

但第一个统计表按车辆的种类进行分类统计，而第二个统汁表按车辆过往的时间进

行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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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课 题：期末复习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第二课时 复习图形方面的知识

教学内容

课本第99～100 页，期末复习第5—9 题。

教学目的

通过复习，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分米和毫米、确定和认识角等基础知

识，培养学生初步的空间观念。

教具准备

正方体、长方体、三角尺一副、米尺。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这节课，我们主要来复习有关图形方面的知识。(出示课题。)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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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度单位分米、毫米的复习

1．长度单位的复习。

(1)提问：在日常生活中长度单位有什么用处?

我们学过哪些长度单位?(板书。)

(2)请学生比划l 米、1分米、1 厘米、1毫米的长度。

在此期间提问：你的直尺大约是几分米?数学书的封面的宽大约有几分米?课桌

的长大约有几分米?

(3)请学生们量一量自己铅笔长为多少厘米，橡皮厚多少毫米。

2．完成期末复习第6 题。

(1)学生们独立完成。

(2)提醒注意：填写时应与相关的实物相联系。

3．长度单位间的进率复习。

(1)请学生们说一说它们之间的进率。

(板书：米、分米、厘米、毫米）

(2)完成期末复习第7 题。

①学生们独立完成。

②集体订正，分别说一说是怎样想的。

4、量线段、画线段的复习。

(1)说一说线段有哪几个特征?(有两个端点、是直的。)

(2)想一想：怎样用刻度尺量一条线段的长度?(强调：要从。刻度量比较好。)

(3)完成期末复习第8 题。

①学生们先按要求，画出两条线段。

②指名说一说哪条线段长一些。

提问：为什么4 厘米长的线段要长一些?

三、方位知识的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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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示期末复习第5 题图。

(1)请学生们观察插图，找到哪一面是北面。

(2)请学生们分别说一说：小华、冬冬、小军、小芳四个小朋友的家在校的哪

个方向。

2．组织学生讨论交流他们各自的上学路线是什么。

(1)分小组讨论、交流。

(2)组织全班进行交流。

四、角和直角的复习

1．提问：角有几个顶点、几条边?

2．找出下列图形中的直角，并说明所用的方法。

()()()()

(1)学生独立完成。

(2)指名说一说判断的方法。

提问：直角可以用什么符号表示?比直角大的角是什么角?像第一幅图中的角叫

什么角?为什么是锐角?

3．完成期末复习第9 题。

学生们独立完成。

五、全课总结

这节课我们复习了哪些内容?你又有了些什么新的收获?

第二课时作业设计

一、在括号里补充合适的单位。

1．一棵大树高约28（ )。

2．一支钢笔长17()。/

3．一张床长约20()，宽约 15()。

4．一根胡萝卜长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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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根大头针长约26()。

6．一块玻璃厚4()。

二、画一画。

1．画一根比1 分米短6 厘米的线段。

2．画一根比3 厘米长15 毫米的线段。

三、找出下面图形中的直角。

四、说一说从你家到学校的行走路线。

教学反思：

课 题：期末复习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第三课时

复习三位数的加法和减法，以及相关的实际问题

教学内容

课本第100—101 页，期末复习第10—15 题。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千以内加减法口算和笔算的方法，能正确地、比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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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熟练地进行加、减计算和验算，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2．通过复习，使学生进一步提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数学与

日常生活的联系。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今天这节课，我们复习有关加、减法的计算，(板书课题。)通过复习，要能又

对又快地口算加、减法，还要能比较熟练地列出竖式进行加减法的笔算，并且能验

算。

二、复习口算

1．复习口算方法。

(1)出示：

40+20=32-3＝ 15-8= 7+5=

400+20＝ 320-300= 150-80＝70+50＝

(2)请学生们一组一组地口算。

(3)结合每一组口算提问：

①第一、二组口算时要注意些什么?

指出；在口算时，只有相同数位上的数才能相加减。

②第三、四组分别是怎样算的?

指出：遇到像这样的题，我们可以按百以内的加减法进行计算。

2．完成期末复习第10 题。

(1)学生们独立完成。

(2)对有错的题目要及时查找原因，进行纠正，注意了解完成情况和正确率。

三、复习笔算

1、完成期末复习第11 题。

(1)小朋友已经掌握了口算方法，现在来算第11 题的第(1)组题，看看笔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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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怎样算，请大家把这两题做在作业本上。

提问：这两道笔算加法是怎样做的?得多少?

每一题的十位上是怎样相加的，为什么第二题的十位上相加不得9 呢?

比一比：两题计算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小结：笔算加法，除了要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之外，要特别注意，哪一

位满十要怎样?

(2)学生练习第(2)组，指名板演。

完成后集体订正，检查时注意强调退位方法。

提问；为什么同样是用 823去减，一题得 4百多，而另一题则得 3百多?

(3)学生练习第(3)组，指名板演。

完成后集体订正。

提问：说一说每一题的十位上是几减几?为什么会不同?

(4)提问：笔算减法要怎样算?笔算减法时要特别注意哪一条?

2．总结方法：

列竖式笔算加、减法，都要把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计算时要特别注意，

加法里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1，减法里哪一位上的数不够减，就

要从前一位退1 再减。

3．完成期末复习第12 题。

(1)现在，请同学们按刚才的方法来算第9 题，每道题在计算之后，都要想一

想怎样验算，用竖式验算一遍。

(2)学生们练习，指名学生板演。

(3)集体订正，注意提问学生根据什么来验算，让学生说出验算的方法，发现

问题及时指出、纠正。

四、复习解决实际问题

1．完成期末复习第13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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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示插图，请学生看清图意。

提问：从学校到少年宫有几条路线?

先分组讨论，再组织交流。

(2)根据学生回答，老师相应的板书出行走的路线。

组织学生估计；走哪一条路线会近一些呢?为什么?(允许学生采用多样的估计

方法。)

(3)请学生们算一算近多少米，以证实自己当初的推断。

2．完成期末复习第14 题。

(1)出示统计表。

提问：这题我们已知什么，要求什么?

(2)学生独立完成第(1)个问题。

集体订正时，提问：你是怎样解答的，先算的什么，再算的什么?为什么要这

样解答?

(3)学生独立完成第(2)个问题。

要集体订正时，提问，在求问题时你是先求什么，再求什么的?为什么先求二

年级一班和三班一共有多少本？

(4)小结：我们在解答类似这样的题目时，一定要认真读题，理解已知条件与

问题的关系，从而确定先求什么，再求什么。

3，完成期末复习第15 题。

(1)请学生们看题后完整在说一说题目的意思。

提问：已知什么，要求什么?

(2)学生们独立完成。

(3)集体订正，提问：你是怎样解答的?为什么这样解答?

五、全课总结

这节课我们复习了哪些知识?你有些什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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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作业设计

一、直接写出下面各题得数。

120 - 40＝ 42+7＝ 49-5=

30+50＝ 38 - 9＝230+30=

600+200＝ 650-50＝ 300+200＝

720-500＝700+300=400+600=

380-50= 20+500＝4 X 8＝

460 + 30＝ 3+60=1000-300=

300+50= 63+9＝ 54+9＝

100-80＝ 3X 8＝ 40+600＝

5X 7=32-4＝770-70＝

13+100＝36+6＝160 90＝

二、列竖式计算。(第 1、2 题验算)

1．427+369＝2．507-209＝

3．459+237＝4．612- 357＝

5．604-158=6．699+245＝

7．237+33+596＝8．245+137+246＝

三、解决问题

1．小红家有13 只公鸡，养的母鸡比公鸡多7 只，养的小鸡比母鸡少8 只，小

红家养了多少只小鸡?

2．商店有排球35 个，足球31 个，乒乓球的个数比排球和足球的总数少 16个，

商店里的乒乓球多少？

3．动物园里有6 只大象，老虎的只数比大象的多 7只，狮子的只数比老虎少6

只，动物园里有多少只狮子?

4．停车场有小汽车 25辆，面包车的辆数比小汽车少5 辆，大客车的辆数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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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少8 辆，停车场有大客车多少辆?

教学反思：

课 题：期末复习

教材类型：苏教版 所属学科：数学>>第四册

教案内容：

第四课时

复习有余数的除法、两位数乘一位数的乘法，及相关的实际问题

教学内容

课本第101~102 页，期末复习第16~22 题。

教学目的

1．通过复习，使学生对有余数的除法，两位数乘一位数的乘法的计算，在正

确率和速度两方面都能达到基本的要求，使计算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2．通过复习，使学生进一步提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感受数

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体会学习数学的价值，增强数学意识，提高学生数学思考的

☆教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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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今天这节课，我们复习有关有余数的除法、和两位数和一位数相乘的计算，(板

书课题)通过复习，要能又对又快地口算乘法，还要能比较熟练地列出竖式进行乘、

除法的笔算。

二、复习口算

1．复习口算方法。

(1)出示：

30X213X360X324X2

(2)请学生们一组一组地口算。

(3)结合每一组口算提问；

①第一组口算时，每一题分别是怎样算的?

指出：在用几十和几相乘时，可以把它看作几乘几，用乘法口诀来计算。

②第②组的每一题，你是怎样口算的?这类题在口算时要注意些什么?

指出；遇到像这样的题，我们要一位一位地乘，每次乘得的积要把它写在相应

的数位上。

2．完成期末复习第16 题。

(1)学生们独立完成。

(2)对有错的题目要及时查找原因，进行纠正．注意了解完成的情况和正确率。

三、复习有余数的除法

1．指名板演，学生笔算。

27÷542÷637÷762÷8

(1)学生按要求笔算。

（2）指名说一说笔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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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为什么42÷6 没有余数，而其他3 题都有余数呢?

(3)提问：有余数除法中的除数和余数的大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口答：说说下列各题有没有余数，如果有余数，余数是多少?

32÷563÷742÷?37+7

24÷764÷812÷556÷9

学生在回答之后，每题要相应地说一说判断的原因。

3．出示18、24、27、20、36、28、33 等若干数。

(1)请学生们分别读一读。

(2)出示要求：除以4 没有余数的，除以9 没有余数的请分别找一找。

学生按要求完成。

四、复习两位数乘一位数

1．整理笔算方法：

(1)请学生们笔算14 X 8、35 X 5，指名两人板演。

(2)集体订正，指名说一说笔算过程．

2、提问；以上两题都是从哪一位算起的?在笔算中要注意些什么？

小结：笔算乘法时，要数位对齐，从个位乘起，哪一位相乘的积要写在那一位

上；每次乘得的积满了几十都要向它的前一位进几，每次进位的数不能忘记在下一

位的计算中加上。

3、完成期末复习第17 题的第一行的4 题。

(1)学生们独立完成，指名四人板演。

(2)集体订正，说一说每题的笔算过程。

(3)对于错误之处，应予以及时的指导和纠正，注意了解完成的情况和正确率。

五、复习解决问题

1．完成期末复习第19 题。

(1)出示第19 题的四幅图，请学生说一说每个花坛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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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出示每边的长度。

想一想：根据所给的每边的长度，你估计哪一个花坛周围的栏杆最长?

启发学生：把每边长看作与它接近的整十数，就可以用乘法估算了。

组织学生四人一小组，进行讨论交流。

(3)请学生们分别算一算，验证自己的估计是否正确。

(4)提问：我们一般可以怎样进行估算。

2．完成期末复习第20 题。

(1)出示第20 题的图文，请学生弄清题意。

(2)提问：要知道他俩人各要付几张，找回多少钱?要按怎样的思路来解答呢?

(3)学生们独立完成。

集体订正时，指名说一说各自的解题思路。

3．完成期末复习第21 题。

(1)学生们按题中所示独立完成表格。

(2)组织学生交流，说一说每题是怎样思考的，并说一说列式的理由。

4．完成期末复习第22 题。

(1)引导学生理解图意。

(2)分小组讨论，让学生交流思考的方法。

(3)全班组织讨论、交流。

六、全课总结

这节课，我们复习了哪些知识?你有哪些收获?

第四课时作业设计

一、直接写出下面各题的得数。

32÷8＝ 40+60= 5X11=

12 X 4＝ 4X7=42+8＝

200+40＝40X9＝ 21 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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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X7＝ 31X3=23-8＝

500 – 300=28+7＝2X33＝

63÷7＝ 30X 5＝ 6Xll＝

13X3=12X2＝50-5=

6X5＝ 6 X 70＝ 34X2＝

20X5＝8X90=50X7=

21X2= 1000-300＝22X4＝

二、列竖式计算。

42X3＝ 67X5＝

43÷5＝ 57+8＝

35X8＝ 15X7＝

62+9=82X 5＝

三、解决问题。

1．菜场原有生姜83 千克，卖出27 千克后，又运来了剩下的2 倍，菜又运来

生姜多少千克?

2．河里有 17只小鸭子，先游走了8 只，又游走了 6只，现在河里有鸭子多少

只?

3、商店里有70 台电视机，又运来48 台，已经先被预售出32 台，还剩多少台？

4．一件衣服要用6 粒钮扣，32粒钮扣可以给几件衣服用，还剩几粒?

第四课时

复习有余数的除法、两位数乘一位数的乘法，及相关的实际问题

教学内容

课本第101~102 页，期末复习第16~22 题。

教学目的

1．通过复习，使学生对有余数的除法，两位数乘一位数的乘法的计算，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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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率和速度两方面都能达到基本的要求，使计算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2．通过复习，使学生进一步提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感受数

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体会学习数学的价值，增强数学意识，提高学生数学思考的

能力。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今天这节课，我们复习有关有余数的除法、和两位数和一位数相乘的计算，(板

书课题)通过复习，要能又对又快地口算乘法，还要能比较熟练地列出竖式进行乘、

除法的笔算。

二、复习口算

1．复习口算方法。

(1)出示：

30X213X360X324X2

(2)请学生们一组一组地口算。

(3)结合每一组口算提问；

①第一组口算时，每一题分别是怎样算的?

指出：在用几十和几相乘时，可以把它看作几乘几，用乘法口诀来计算。

②第②组的每一题，你是怎样口算的?这类题在口算时要注意些什么?

指出；遇到像这样的题，我们要一位一位地乘，每次乘得的积要把它写在相应

的数位上。

2．完成期末复习第16 题。

(1)学生们独立完成。

(2)对有错的题目要及时查找原因，进行纠正．注意了解完成的情况和正确率。

三、复习有余数的除法

1．指名板演，学生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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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42÷637÷762÷8

(1)学生按要求笔算。

（2）指名说一说笔算过程。

提问：为什么42÷6 没有余数，而其他3 题都有余数呢?

(3)提问：有余数除法中的除数和余数的大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口答：说说下列各题有没有余数，如果有余数，余数是多少?

32÷563÷742÷?37+7

24÷764÷812÷556÷9

学生在回答之后，每题要相应地说一说判断的原因。

3．出示18、24、27、20、36、28、33 等若干数。

(1)请学生们分别读一读。

(2)出示要求：除以4 没有余数的，除以9 没有余数的请分别找一找。

学生按要求完成。

四、复习两位数乘一位数

1．整理笔算方法：

(1)请学生们笔算14 X 8、35 X 5，指名两人板演。

(2)集体订正，指名说一说笔算过程．

2、提问；以上两题都是从哪一位算起的?在笔算中要注意些什么？

小结：笔算乘法时，要数位对齐，从个位乘起，哪一位相乘的积要写在那一位

上；每次乘得的积满了几十都要向它的前一位进几，每次进位的数不能忘记在下一

位的计算中加上。

3、完成期末复习第17 题的第一行的4 题。

(1)学生们独立完成，指名四人板演。

(2)集体订正，说一说每题的笔算过程。

(3)对于错误之处，应予以及时的指导和纠正，注意了解完成的情况和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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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复习解决问题

1．完成期末复习第19 题。

(1)出示第19 题的四幅图，请学生说一说每个花坛的形状。

(2)再出示每边的长度。

想一想：根据所给的每边的长度，你估计哪一个花坛周围的栏杆最长?

启发学生：把每边长看作与它接近的整十数，就可以用乘法估算了。

组织学生四人一小组，进行讨论交流。

(3)请学生们分别算一算，验证自己的估计是否正确。

(4)提问：我们一般可以怎样进行估算。

2．完成期末复习第20 题。

(1)出示第20 题的图文，请学生弄清题意。

(2)提问：要知道他俩人各要付几张，找回多少钱?要按怎样的思路来解答呢?

(3)学生们独立完成。

集体订正时，指名说一说各自的解题思路。

3．完成期末复习第21 题。

(1)学生们按题中所示独立完成表格。

(2)组织学生交流，说一说每题是怎样思考的，并说一说列式的理由。

4．完成期末复习第22 题。

(1)引导学生理解图意。

(2)分小组讨论，让学生交流思考的方法。

(3)全班组织讨论、交流。

六、全课总结

这节课，我们复习了哪些知识?你有哪些收获?

第四课时作业设计

一、直接写出下面各题的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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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40+60= 5X11=

12 X 4＝ 4X7=42+8＝

200+40＝40X9＝ 21 X 4＝

11X7＝ 31X3=23-8＝

500 – 300=28+7＝2X33＝

63÷7＝ 30X 5＝ 6Xll＝

13X3=12X2＝50-5=

6X5＝ 6 X 70＝ 34X2＝

20X5＝8X90=50X7=

21X2= 1000-300＝22X4＝

二、列竖式计算。

42X3＝ 67X5＝

43÷5＝ 57+8＝

35X8＝ 15X7＝

62+9=82X 5＝

三、解决问题。

1．菜场原有生姜83 千克，卖出27 千克后，又运来了剩下的2 倍，菜场又运

来生姜多少千克?

2．河里有 17只小鸭子，先游走了8 只，又游走了 6只，现在河里有鸭子多少

只?

3、商店里有70 台电视机，又运来48 台，已经先被预售出32 台，还剩多少台？

4．一件衣服要用6 粒钮扣，32粒钮扣可以给几件衣服用，还剩几粒?



苏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下册教案苏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下册教案苏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下册教案苏教版小学二年级数学下册教案++++方法总结方法总结方法总结方法总结++++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随堂练习

- 105 -

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