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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数学下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数学下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数学下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数学下

册教案册教案册教案册教案（全套）（全套）（全套）（全套）

教 学 计 划

一、指导思想：

课标教材四年级数学下册，是以《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

的基本理念和所规定的教学内容为依据，在总结现行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数学教材研

究和使用经验的基础上编写的。编者一方面努力体现新的教材观、教学观和学习观，

同时注意所采用措施的可行性。使实验教材具有创新实用，开放的特点。另一方面

注意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既注意反映数学教育改革的新理念，又注意保持我

国数学教育的优良传统，

使教材具有基础性，丰富性和发展性。

二、教材分析：

这册教材包括下面的内容：四则运算；位置与方向；运算定律与简便计

算；小数的意义和性质；三角形；小数的加法和减法；统计；数学广角等。 本

册教材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

1、理解小数的意义和性急，体会小数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进一步发展

数感，掌握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掌握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2、掌握四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会进行简单的整数四则混合运算；探索

和理解加法和乘法的运算定律，会应用它们进行一些简便运算，进一步提高计

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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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识三角形的特性，会根据三角形的边、角特点给三角形分类，知道

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以及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

4、初步掌握确定物体位置的方法，能根据方向和距离确定物体的位置，

能描述简单的路线图。

5、认识折线统计图，了解折线统计图的特点，初步学会根据统计图和数

据进行数据变化趋势的分析，进一步体会统计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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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初步了解植树问题的思想方法，形成从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的意识，

初步形成观察、分析及推理的能力。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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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养成认真作业、书写整洁的良好习惯。

三、教学措施：

1、认真备课，精习设计练习，上好每一节课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建构立互动的教学模式，注重知识在实践中的应

用，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变成“要我学”为“我要学”。

3、多和学生交流、沟通，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

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开他们心中的结，让他们在快乐、轻松的气

氛中感受学习的乐趣。

4、赏识每个层次的学生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并及时鼓励他们，多表扬

和肯定、批评、增加他们学习的自信心，让他们感受学习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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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用各种形式帮助中下生赶队，狠抓双基教育，提高教学质量。

6、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教好每一个学生。

四、课时安排:

周次 教 学 内 容

课时

数

时间

一、四则运算 6666

1111 例1—例6（P1—P16） 3.4—3.10

二、位置与方向 4444

2222 例1—例4（P17—P26） 3.11—3.17

三、运算定律与简便计算 10101010

3333 1、加法运算定律 例1—例3（P27—P32） 3.18—3.24

4444 2、乘法运算定律 例1—例3（P33—P38） 3.25—3.31

5555 3、简便计算 例1—例4（P39—P47） 4.1—4.7

6666 营养午餐（P48—P49） 1111 4.8—4.14

四、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14141414

7777 1、小数的意义和读写法 例1—例3（P50—P57） 4.15—4.21

8888 2、小数的性质和大小比较 例1—例7（P58—P66） 4.22—4.28

10101010 3、生活中的小数 例1—例2（P67—P72） 5.6—5.12

4、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 例1—例2（P73—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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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整理和复习（P78—P79） 5.13—5.19

12121212 五、三角形 6666 5.20—5.26

13131313 例1—例7（P80—P94） 5.27—6.2

六、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6666

14141414 例1—例4（P95—P107） 6.3—6.9

七、统计 4444

15151515 例1—例2（P108—P116） 6.10—6.16

八、数学广角 4444

16161616 例1—例3（P117—P123） 6.17—6.23

小管家 1

17171717 九、总复习 5555

（P125—P131） 6.24—6.30

综合复习

第一单元 四 则 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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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时: 四则运算(一)

教学内容：P/2-3(提出问题)

教学目标：

1、在观察、整理信息中发现、提出问题，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完整的叙述问题的能力。

3、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难点：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师:同学们，愉快、短暂的寒假生活结束了，有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吗？

二、指导提问

出示书本情境图

师:图中的小朋友在干什么？

这副图中蕴藏着很多的数学知识？

1）学生汇报冰天雪地里的数学知识。

2）教师将信息呈现：滑冰区有72人，滑雪区有36人，冰雕区有180人。

3）根据信息，提出数学问题。

小组合作:你还能挖掘出哪些数学知识呢？

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是新课标倡导的一大新理念，独立安排一节课的

教学教师重在小组指导不仅教给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而且为本单

元的教学奠定基础。

小组汇报:

如果学生还难于发现问题可出示例3、例4的情景图，进一步引导学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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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问题。

三、归纳概括

师：怎样提出数学问题？发现数学—提取信息—提出问题.

板书设计:

提出问题

滑冰区有72人，滑雪区有36人，冰雕区有180人。

根据信息，提出数学问题.

…………………………………………………………………

第二课时：四则运算(二)

教学内容：P4/例1、例2（只含有同一级运算的混合运算）

教学目标：1.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含有同一级运算的运算顺序。

2.让学生经历探索和交流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感受解决问题的一些策

略和方法。

3.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养成认真审题、独立思考等学习习

惯。

教学重、难点: 掌握含有同一级运算的运算顺序. 感受解决问题的一些策略和方法。

教学用具：主题图.例1挂图.

教学过程：

一、导入(主题图引入,观察主题图，根据条件提出问题。)

1.说一说图中的人们在干什么？“冰雪天地”分成几个活动区？每个区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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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么知道的？ (组织学生提问并对简单地问题直接解答。)

2.根据图中提出的信息，你能提出哪些问题，怎样解决？(可补充条件再提问。)

滑冰场上午有72人，中午有44人离去，又有85人到来。现在有多少人在滑冰？

“冰雪天地”3天接待987人。照这样计算，6天预计接待多少人？

(先小组交流，再全班交流。提示学生可以自己进行条件的补充。)

二、新授

1. 小组4人对黑板上的题目进行分配解答。(引导学生对黑板上的问题进行解答，

请学生在练习本上列出综合算式并进行脱式计算。)

2. 小组内互相说说你是怎样解答的？(教师巡视并对学生的叙述进行指导。)

3. 全班汇报：组织全班同学进行汇报，并且互相补充，注意每步表示的意义的叙

述。

（1）71-44+85 71-44表示中午44人离去后还剩多少人

=27+85 加上到来的85人，就是现在滑冰场有多少人

=113（人）

（2）987÷3×6 6÷3×987

=329×6 =2×987

=1974（人） =1974（人）

第一种方法中，987÷3算出了1天“冰雪天地”接待的人数，在乘6算出6天接待的总

人数。（实际上就是原来学习的乘除混合应用题，不知道单一量的情况下求总量，一

般都是乘除混合应用题。）

第二种方法，因为是照这样计算，那么每天接待的人数可以看作是一样多的，就可

以先算出6天是3天的几倍，6天接待的总人数也是3天接待的总人数的几倍。就可以

直接用3天的987人数去乘算出来的2倍。等等。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照这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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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

强调：可用线段图帮助理解。

教师要注意这种方法的叙述，方法不要求全体学生都掌握，主要掌握运算顺序。

4.巩固练习

（1）根据老师提供的情景编题。A加减混合。乘车时的上下车问题，图书馆的借

书还书问题，B速度、单价、工作效率 (先个人编题，再两人交换。小组合作，减

少重复练习。)

（2）P5/做一做1、2

三、小结

学生就本节课的学习内容进行汇报。

这节课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你们都有什么收获？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报选择性地板书。（尤其是关于运算顺序的）

运算顺序为已有知识基础，让学生进行回忆概括。

四、作业

P8/1—4

板书设计： 四 则 运 算

1.滑冰场上午有72人，中午有44人离去， 2.“冰雪天地”3天接待987人。照这

又有85人到来。现在有多少人在滑冰？ 样计算，6天预计接待多少人？

72-44+85 （1）987÷3×6 （2）6÷3×987

=27+85 =329×6 =2×987

=113（人） =1974（人） =1974（人）

运算顺序：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如果只有加、减法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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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乘、除法，都要从左往右按顺序计算。

第三课时：四则运算(三)

教学内容：P6/例3 P10/例4（含有两级运算或有括号的混合运算）

教学目标：1.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含有两级运算的运算顺序。

2.让学生经历探索和交流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感受解决问题的一些策

略和方法，学会用两步计算的方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养成认真审题、独立思考等学习习

惯。

教学重、难点: 掌握含有两级运算的运算顺序. 感受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

教学用具:例题3和例题4主题挂图.

教学过程：

一、导入(主题图引入,观察主题图，找出条件，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观察主题图。从图中你们都看到了什么？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二、新授

1.出示例3星期天，爸爸妈妈带着玲玲去“冰雪天地”游玩，购买门票需要花多少

钱？(生在练习本上解答。同桌说说是怎样解答的。)

汇报：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进行板书。

（1）24+24+24÷2 24÷2是一张儿童票的价钱，是半价，所以用24÷2

=24+24+12 前两个24是爸爸和妈妈的两张成人票的总价。

=48+12 两张成人票加上一张儿童票就是他们购买门票需要多少钱。

=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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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24÷2 24×2是爸爸和妈妈两张成人票的总价,玲玲的儿童票用

24÷2

=48+12 把三张门票的价钱加在一起就是总门票的价钱。

=60（元）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了同一个问题，这两个综合算式有什么共同特点？

这两个综合算式都是没有括号的，而且算式中有加减法也有乘除法。

这样的综合算式的运算顺序是什么？(学生总结运算顺序。)

买3张成人票，付100元，应找回多少钱？

2.出示例4上午冰雕区有游人180位，下午有270位。如果每30位游人需要一名保洁员，

下午要比上午多派几名保洁员？(小组讨论，独立完成。)

汇报。

（1）270÷30-180÷30 270÷30算出上午需要派几名保洁员;

=9-6 180÷30算出下午需要派几名保洁员

=3（名） 用减法计算出下午比上午需要多派几名保洁员。

（2）（270-180）÷30 270-180算出下午比上午多出游人多少人,

=90÷30 再除以30就算出了下午要比上午多派几名保洁员.

=3（名）

引导学生观察两个算是的不同点，以及运算顺序的不同。

学生进行小结。教师根据学生的小结进行板书。

三、巩固练习

P7/做一做1、2

P11/做一做（完成书上的后，可以变化条件，如“买2副手套”等等。）

教师在练习的过程中应抓住学生的关键语言进行知识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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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业

P8—9/5—9

板书设计：

四则运算

星期天，爸爸妈妈带着玲玲去“冰雪 上午冰雕区有游人180位，下午有270

位。

天地”游玩，购买门票需要花多少钱？ 如果每30位游人需要一名保洁员，下午

要

（1）24+24+24÷2 （2）24×2+24÷2 比上午多派几名保洁员？

=24+24+12 =48+12 （1）270÷30-180÷30 （2）（270-180）÷30

=48+12 =60（元） =9-6 =90÷30

=60（元） =3（名） =3（名）

运算顺序：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有乘、 运算顺序：算式里有括号，要先算括号

里

除法和加、减法，要先算乘、除法。 面的。

第四课时：四则运算(四)

教学内容：P11/例5（强化小括号的作用）、归纳运算顺序.

教学目标；1.生进一步掌握含有两级运算的运算顺序，正确计算三步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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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的头脑中强化小括号的作用。

3.习中总结归纳出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

教学重 、难点: 掌握含有两级运算的运算顺序，正确计算三步式题。

教学用具:四则运算运算顺序归纳.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忆前两节课的学习内容，回顾学习过的四则运算顺序。

前面我们学习了几种不同的四则运算，你们还记得吗？谁能说说你在前面都学会了

哪些四则运算顺序？ (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板书。)

二、新授

出示例5（1）42+6×（12-4） （2）42+6×12-4

学生在练习本上独立解答。（画出顺序线）两名学生板演。全班学生进行检验。

上面的两道题数字、符号以及数字的顺序都没有改变，为什么两题的计算结果却不

一样？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说“四则运算”，到底什么是四则运算呢？

学生针对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概括：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统称四则运算。（板书）

谁能把我们学习的四则运算的运算顺序帮大家来总结一下？(学生自由回答。)

三、巩固练习 P12/做一做1、2 P14/4 (教师巡视纠正。)

四、作业 P14—15/2、3、5—7

板书设计： 四 则 运算

（1）42+6×（12-4） （2）42+6×12-4

=42+6×8 =42+72-4

=42+48 =114-4

=9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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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顺序：（1）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如果只有加、减法或者只有乘、除法，都要

从左往右按顺序计算。

（2）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有乘、 除法和加、减法，要先算乘、除法。

（3）算式里有括号的，要先算括号里面的。

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统称四则运算。

第五课时：四则运算(五)

教学内容：P13/例6（0的运算）

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关于0的运算应该注意的问题。

教学重、难点：0不能做除数及原因。

教学用具:口算题灯片.

教学过程：

一、口算引入(快速口算)

出示：（1）100+0= （2）0+568= （3）0×78= （4）154-0=

（5）0÷23= （6）128-128= （7）0÷76= （8）235+0=

（9）99-0= （10）49-49= （11）0+319= （12）0×29=

二、新授

1.将上面的口算分类.请你们根据分类的结果说一说关于0的运算都有哪些。

学生分类后进行概括总结关于0的运算。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板书。

关于0的运算你还有什么想问的或想说的吗？学生提出0是否可以做除数。

小组讨论：0能否做除数？全班辩论。各自讲明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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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小结：0不能做除数。如5÷0不可能得到商，因为找不到一个数同0相乘得到

5.0÷0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商，因为任何数同0相乘都得0。

三、小结

学生小结关于0的运算应该注意的问题。教师引导学生小结。

四、作业

P15—16/8—13

板书设计： 关于“0”的运算

100+0=100 235+0=235 一个数加上0，还得原数。

0+319=319 0+568=568

99-0=99 154-0=154 一个数减去0，还得这个数。

0×29=0 0×78=0 一个数乘0或0乘一个数，还得0。

0÷76=0 0÷23=0 0除以一个非0的数，，还得0。

49-49=0 128-128=0 被减数等于减数，差是0。

0能否做除数？ 0不能做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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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位置与方向

第一课时: 位置与方向(一)

教学内容：P18/例1(确定物体的准确位置)

教学目标：1、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体会确定位置在生活中的应用，了解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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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方法，并能根据方向和距离确定物体的位置

2、使学生在探索与交流的过程中掌握确定位置和标明位置的方法，进一

步发展空间观念。

3、培养学生勇于探索、实践的学习精神。

教学重、难点：了解确定位置的方法。准确判断方向。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

师：要是你去公圆玩，迷路了怎么办？

生：问叔叔阿姨;看地图，识别方向。

师：也就是说从图上找到每个目的的位置与方向，对吗？好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方向

与位置。

二．新授

1.教学例题1

1）明明怎样才能有对又快的找到1号检查点？（小组讨论）

生：首先知道1号检查点在四个方向的东北之间。而且还有一个角度是30度。

生：这个角的两条边有一条指向正东方向，另一条偏向北边，所以是东偏北30度。

2）师：你真是太能干了！但是老师还有问题，为什么不说是北偏东30度呢？

生：因为表示角度的符号标在靠正东的方向。

3）如果只知道1号检查点在东偏北30度的方向上就能马上找到吗？小组交流还要明

确其距离。

2.学习标出位置的方法

1）出示校园内各建筑物的位置说明，根据这些说明绘制出一张校园的示意图吗？

2）分别展示各组绘制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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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说你们是怎样进行绘制的？

在绘制平面示意图的时候，可以用一条注有数量的线段表示地面上相对应的距离。

如果用1厘米的线段表示50米，那么就要在图上画出一条1厘米的线段，上面写明50

米。

三.总结全课: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什么知识。

四.作业

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位置与方向(二)

教学内容：P/20-21(练习三)

教学目标：1、使学生能熟练运用确定位置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2、使学生在探索与交流的过程中巩固确定位置和标明位置的方法，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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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空间观念。

3、培养学生勇于探索、实践的学习精神

教学重、难点：运用确定位置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准确绘制示意图。

教学过程:

一、复习

上节课我们一起研究了位置与方向的知识，说一说如何更加准确地确定位置？

这节课我们就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二、练习

1、完成练习三第1题。出示中国地图。

1）这是一张中国地图，你能从图上找得到北京吗？

2）请你借助量角器，说一说沈阳、香港、海口、昆明、乌鲁木齐和西安分别在北京

的什么方向上。

3）香港距北京的距离大约是多少？你是怎么知道的？

4）请你再估算一下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距离。

2、完成练习三第2题。

1）请你测量一下图中个建筑物距市政府广场的方向和距离是多少，然后填写在书上。

2）指名说说是怎样确定方向和距离的。

3、完成练习三第3题。

1）动手画一画

2）指名说说是怎样找到准确位置的。

4、完成练习三第4题。

请你根据描述，在平面图上标出各场所的位置。

三、课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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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所学的知识说说你家和学校的位置关系。

板书设计:

第三课时:位置与方向(三)

教学内容：P/22-23(位置的相对性)

教学目标：1、使学生在学会确定任意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体会位置关系的相对性，

并使学生在位置变化的情况下，能够判断行走的方向和路程，练习描述简单

的路线图。

2、使学生在探索与交流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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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学生勇于探索、实践的学习精神。

教学重、难点：位置变化的情况下，能够判断行走的方向和路程。描述简单的路线

图。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我们已经学习了确定位置的方法，请你看图说一说上海在北京的什么方向上。北京

又在上海的什么方向上呢？

二、新课

1、位置的相对性

1）师：为什么在描述两个城市位置关系的时候会有两种方式？物体的位置都是相对

而言的。

2）任选地图上的两个城市，说一说他们的位置关系。

A

3）出示正方形图，连接对角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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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点在 B点的什么方向上？B点在 A点的什么方向上？

当角度呈45℃时，我们可以说 A点在 B点的西北方向，B点在 A点的东南方向上。

2、简单的路线图

1）出示例4图。

这是校园定向运动的路线图，他们是怎样行进的？

他们在每一个赛段所走的方向和路程是怎样的呢？

2）你能根据同学的描述，绘制出路线示意图吗？

3）展示学生所画示意图。你是怎样边听边绘制的？

三、总结

这节课我们一起研究了什么？你学会了什么知识？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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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时:位置与方向(四)

教学内容：P/24-26(练习四)

教学目标：1、巩固确定任意方向的方法，练习在位置变化的情况下，判断行走的方

向和路程，练习描述简单的路线图。

2、使学生在探索与交流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

3、培养学生勇于探索、实践的学习精神。

教学重、难点：在位置变化的情况下，能够判断行走的方向和路程。描述简单的路

线图。

教学过程:

一、知识巩固

1.练习1

小兵的家早在哈尔滨，距北京大约1057千米。北京在哈尔滨的什么位置上呢？请你

利用手中的量角器测量一下。

2.练习2

这是小芳、小刚、小红和小亮家与学校位置的示意图，请你根据示意图分别说说学

校在他们家的什么位置上。他们的家又分别在学校的什么位置上？

3.练习3

1）请你根据路线图，说出小玲去书店和回来时所走的方向和路程，填在表中。

2）怎样求出小玲走完全程的平均速度？

4.练习四第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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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张示意图，请你说说小伟上学可以怎样走，有哪些不同的路线？说清他们的

方向。

二、动手操作

1、练习四第5题

1）请你根据题目中的描述，把电车行驶的路线图画完整。

2）说说绘制路线图时应注意什么？

课外作业 设计“小小动物园”

三、实践应用

说说学习位置与方向的实际运用，写一则数学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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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运算定律与简便计算

第一课时:加法运算定律

教学内容：P28/例1（加法交换律） P29/例2（加法结合律）

教学目标：1.引导学生探究和理解加法交换律、结合律。2.培养学生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算法的意识与能力，发展思维的灵活性。3.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能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重、难点: 探究和理解加法交换律、结合律。

教学用具:主题图挂图

教学过程：

一、主题图引入(观察主题图，根据条件提出问题)

（1）李叔叔今天一共骑了多少千米？

（2）李叔叔三天一共骑了多少千米？

引导学生观察主题图.教师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板书。

二、新授

练习本上用自己的方法列出综合算式，解答黑板上问题。

教师巡视，找出课堂上需要的答案，找学生板演。

学生观察第一组算式，发现特点。

引导学生观察第一组算式，总结出：40+56=56+40

试着再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根据学生的举例，进行板书。

通过这几组算式，你们发现了什么？

学生发现规律：两个加数交换位置，和不变。这叫做加法交换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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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根据学生的小结，板书。

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出加法交换律吗？

板书：a+b=b+a

学生用多种形式表示。

符号表示：△+☆=☆+△

引导学生观察第二组算式，总结出：（88+104+96）=88+（104+96）

学生观察第二组算式，发现特点。

学生继续观察几组算式。

出示：（69+172）+28

69+（172+28）

155+（145+207）

（155+145）+207

通过上面的几组算式，你们发现了什么？

学生总结观察到的规律:先把前两个数相加，或者先把后两个数相加，和不变。这

叫做叫法结合律。

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加法结合律。

符号表示：（△+☆）+○=△+（☆+○）

板书：（a+b）+c=a+(b+c)

学生根据这两个运算定律，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

三、巩固练习 P28/做一做 P31/4、1

四、小结

学生小结本节课学习的加法的运算定律。

今天这节课你们都有什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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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把这些运用于以后的学习中吗？

五、作业：P31/3

板书设计：

加 法 的 运 算 定 律

（1）李叔叔今天一共骑了多少千米？ （2）李叔叔三天一共骑了多少千米？

40+56=96（千米） 56+40=96（千米） 88+104+96 104+96+88

=192+96 =200+88

=288（千米） =288（千米）

40+56=56+40 （88+104）+96 = 88+（104+96）

┆（学生举例） （69+172）+28 = 69+（172+28）

两个加数交换位置，和不变。 155+（145+207）=（155+145）+207

这叫做加法交换律。 先把前两个数相加，或者先把后两个数

相加，和不变。这叫做加法结合律。

a+b=b+a (a+b)+c=a+(b+c)

第二课时：加法运算定律的运用

教学内容：P30/例3（加法运算定律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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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1.能运用运算定律进行一些简便运算。2.培养学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算法的意识与能力，发展思维的灵活性。3.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能

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重、难点: 能运用运算定律进行一些简便运算。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用具:例题主题图挂图

教学过程：

一、复习巩固(回忆上节课学习的关于加法的运算定律。根据学生的汇报板书。)

二、新授

1.出示：例5

下面是李叔叔后四天的行程计划。

第四天 城市 A→B A→B 115千米

第五天 城市 B→C B→C 132千米

第六天 城市 C→D 118千米

第七天 城市 D→E 85千米

师:根据上面的条件，能提出什么问题？(根据学生的提问，有选择性地板书。)

请你们在练习本上列出综合算式解答。(汇报自己的答案，并说明理由。)

这道题我们运用了加法中的什么运算定律？(加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

三、巩固练习 P30/做一做

四、小结 学生汇报学习的内容，以及自己的收获.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五、作业： P32/5—7

板书设计：

加 法 运 算 定 律 的 应 用

按照计划，李叔叔在后四天还要骑多少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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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2+118+85

=115+85+132+118 ←加法交换律

=（115+85）+（132+118）←加法结合律

=200+250

=450（千米）

第三课时： 加法运算定律应用

教学内容：加法运算定律应用的练习课

教学目标：1.能熟练运用运算定律进行一些简便运算。2.培养学生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算法的意识与能力，发展思维的灵活性。3.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能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过程：

基本练习

1.口答：（1）根据运算定律在下面的（ ）里填上适当的数。

46 +（ ）= 75 +（ ） （ ）+38 =（ ）+ 59

24 + 19 =（ ）+（ ） a + 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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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说出根据什么运算定律填数。

（2）根据每组第一个算式直接说出第二个算式的结果。

632+85=717 85+632=（ ） 304+215=519 215+304=（ ）

（3）下面各式那些符合加法交换律。

140+250=260+130 20+70+30=70+30+20

260+450=460+250 a+400=400+a

你们能小结一下我们都复习了什么内容吗？（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学生小结。

2.（1）一列火车从北京过天津开往济南，北京到天津的铁路长137千米，天津到济

南的铁路长357千米。北京到济南的铁路场多少千米？

（2）玉门县要修一条公路，已经修了400千米，还有260千米没有修，这条公路有

多少千米？ 要求：（1）画出线段图。（2）列式计算。

比较两题在应用运算定律方面有什么不同。

（3）根据运算定律在下面的□里填上适当的数。

369+258+147=369+（□+147） （23+47）+56=23+（□+□）

654+（97+a）=（654+□）+□

（4）下面哪些等式符合加法结合律？

a+（20+9）=（a+20）+9 15+（7+b）=（20+2）+b

（10+20）+30+40=10+（20+30）+40

（5）用简便方法计算：

91+89+11 78+46+154 168+250+32 85+41+15+59



30

第四课时：乘法运算定律

教学内容： P34/例1（乘法交换律） 例2（乘法结合律）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探究和理解乘法交换律、结合律，能运用运算定律进行一些

简便运算。2.培养学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算法的意识与能力，发展思维的灵活性。

3.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能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重难点: 探究和理解乘法交换律、结合律，能运用运算定律进行一些简便运算。

教学用具:主题图挂图.

教学过程：

一、主题图引入(观察主题图，根据条件提出问题。)

（1）负责挖坑、种树的一共有多少人？

（2）一共要浇多少桶水？(学生在练习本上独立解决问题。)

引导学生观察主题图。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适当板书。

二、新授

引导学生对解决的问题进行汇报。

（1）4×25=100（人）

25×4=100（人）

两个算式有什么特点？你还能举出其他这样的例子吗？(教师根据学生的举例进行

板书。)

你们能给乘法的这种规律起个名字吗？

板书：交换两个因数的位置，积不变。这叫做乘法交换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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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试着用字母表示吗?学生汇报用字母表示：a×b=b×a

我们在原来的学习中用过乘法交换律吗？在验算乘法时，可以用交换因数的位置，

再算一遍的方法进行验算，就是用了乘法交换律。

根据前面的加法结合律的方法，你们能试着自己学习乘法中的另一个规律吗？

教师巡视，适时指导。

（2）（25×5）×2 25×（5×2）

=125×2 =10×25

=250（桶） =250（桶）

小组合作学习:

①这组算式发现了什么？

②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

① 用语言表述规律，并起名字。

② ④字母表示。

小组汇报。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进行板书整理。

三、巩固练习 P35/做一做1、2

四、小结 学生小结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回忆整节课的学习要点。完善板书。

五、作业：P37/2—4

板书设计：

乘 法 交 换 律 和 乘 法 结 合 律

（1）负责挖坑、种树的一共有多少人？ （2）一共要浇多少桶水？

25×4=100（人） 4×25=100（人） （25×5）×2 25×（5×2）

25×4=4×25 =125×2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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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举例） =250（桶） =250（桶）

（25×5）×2=25×(5×2)

┆(学生举例)

交换两个因数的位置，积不变。 先乘前两个数，或者先乘后两个

数，

这叫做乘法交换律。 积不变。这叫做乘法结合律。

a×b=b×a (a×b)×c=a×(b×c)

第五课时: 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练习课

教学内容：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练习课

教学目标： 1.能运用运算定律进行一些简便运算。2.培养学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算法的意识与能力，发展思维的灵活性。3.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能

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过程：

一、基本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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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算：

50×2=100 50×20=1000

25×4=100 25×8=200 25×12=300 25×40=1000

125×8=1000 125×16=200

125×24=3000 125×80=10000

通过刚才的口算，你们很快就算出结果，你们知道在乘法运算中有三对好朋友，它

们分别是谁？ 板书：5×2 25×4 125×8

（2）在□里填上合适的数。

30×6×7 = 30×（□×□） 125×8×40 =（□×□）×□

（3）计算：43×25×4 25×43×4

比较两道题，在运用乘法运算定律时有什么不同？

在讨论的基础上，启发学生总结出：第1题只应用乘法结合律把后两个数相乘，就可

以使计算简便；第2题要先用乘法交换律把4放在前面，使25与4相乘，或把25放在43

的后面，使25与4相乘，然后再用乘法结合律，使计算简便。

小结：用乘法结合律进行简便计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独运用乘法结合律使计算

简便，一种是两个运算定律结合使用，使计算简便。关键要掌握运算定律的内容，

根据题目的特点，灵活运用运算定律。引导学生在对比中加以区分。

（1） 对比练习：

4×25+16×25 (25+15)×4 46×25 49×49+49×51

4×25×16×25 25×15）×4 （40+6）×25 49×99+49

学生小组分工后独立完成，再进行小组内交流。汇报。

二、小结 学生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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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时：乘法分配律

教学内容：P36/例3（乘法分配律）

教学目的：1.引导学生探究和理解乘法分配律。2.培养学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算

法的意识与能力，发展思维的灵活性。3.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能用

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乘法分配律的意义和应用。乘法分配律的反应用。

教学过程：

一、铺垫孕埋伏

思考问题:在学习乘法的运算定律时，我们观察了一幅主题图，有的同学还提出了一

个问题：一共有多少名同学参加了这次植树活动？

二、新授

小组讨论，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教师引导学生用多种方法解答。

学生汇报自己的解法。引导学生说明不同算法的理由。

（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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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150（人）

4+2是每组一共有多少人，在乘25就算出25个小组一共有多少人了。

（2）4×25+2×25

=100+50

=150（人）

4×25表示25个小组一共有多少个人负责挖坑、种树，2×25表示25个小组一共有多

少人负责抬水、浇树。再把它们加起来就是一共有多少人了。

小组合作：

（1）两组算式有什么相同点？

（2）两组算式有什么不同点？

（3）两组算式有什么联系？

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灵活地进行引导，总结出要点。

你还能举出像这样的几组算式吗？

根据学生举例板书。

到底我们举的例子是不是符合这样的规律呢？请学生验证。

请学生用语言表述出发现的规律。

板书：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它们与这个数分别相乘，再相加。这叫

做乘法分配律。(a+b)×c=a×c+b×c a×(b+c)=a×b+a×c

你有什么好方法帮助我们大家记住乘法分配律？

简记为：和与一个数相乘=积相加

三、巩固练习 P36/做一做 P38/5 在练习小结中，帮助学生记忆乘法分配律。

四、小结学生汇报自己的收获。教师引导小结，相应完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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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乘 法 分 配 律

一共有多少名同学参加了这次植树活动？

（1）（4+2）×25 （2）4×25+2×25

=6×25 =100+50

=150（人） =150（人）

（4+2）×25=4×25+2×25

┆（学生举例）

(a+b)×c=a×c+b×c

a×(b+c)=a×b+a×c

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它们与这个

数分别相乘，再相加。这叫做乘法分配律。

第七课时： 乘法分配律的应用

教学内容： 乘法分配律的应用

教学目的：1.引导学生能运用乘法分配律进行一些简便运算。2.培养学生根据具体

情况，选择算法的意识与能力，发展思维的灵活性。3.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

的联系，能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过程：

一、复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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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算：73+27 138×100 100-64 64×1 8×9×125（4+40）×25

2.在□里填上适当的数。

302=300+□ （300+2）×43=300×□+2×□

2003=2000+□ （2000+3）×14=2000×□+□×□

二、新授

我们已经学习了乘法分配律，今天继续研究怎样应用乘法分配律使计算简便。

出示102×（ ） 学生任意填上一个两位数。师迅速说出得数，而不用笔算。

出示：计算102×43(小组讨论完成。)

学生可能出现：（1）（100+2）×43 （2）102×（40+3）

在对比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观察题目的特点，以及怎样应用乘法分配律，从而

使学生明确：两个数相乘，把其中一个比较接近整十、整百、整千的数与一个数的

和，再应用乘法分配律可以使计算简便。

小练：

（1）在□里填上适当的数。 （2）计算102×24

3001×84=□×84+□×84 9×37+9×63

92×203=92×（200+□）

=92×200+92×□

找出不同的方法，进行板演。

引导学生对比两种方法，重点理解、说明第二种方法。

小结：这类题目的结构形式的特点是算式的运算符号一般是×、+、×的形式，也就

是两个积的和。

在两个乘法算式中，有一个相同的因数，也就是两个数的和要乘那个数。

另外两个不同的因数，一般是两个能凑成整十、整百、整千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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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练：(80+8）×25 32×(200+3) 35×37+65×37 38×29+38

讨论：这个题目符合乘法分配律的结构形式吗？你能把它转化成乘法分配律的形式

吗？怎样应用乘法分配律进行简算？

订正时，说明怎样运用运算定律简算的。

引导学生小结：我们运用乘法分配律间算时，一定要认真审题，观察算式的特点，

有的不能直接简算，只要将题型稍加改变，就能进行简算。

三、巩固练习

1. 师生对出题。

我们运用刚才学过的知识对出题，你出一个乘法算式，我出一个乘法算式，但这两

个算式合起来要能应用乘法分配律简算。

2.根据乘法分配律把相等的算式用“=”连接起来。

23×12+23×88

（35+45）×12

(11×25)×4

25×(4+40)

讨论：2、3题为什么不相等？要使等号两边的算式相等，符合乘法分配律的形式，

应该怎么改？

3.P38/5

四、小结 谈收获。

五、作业：P38/6—8

板书设计：

乘 法 分 配 律 的 应 用

计算102×43 9×37+9×63 9×37+9×63 38×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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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3 =333+567 =9×（37+63） =38×（29+1）

=（100+2）×43 =900 =9×100 =38×40

=100×43+2×43 =900 =1520

=4300+86

=4386

第八课时：乘法运算定律的复习

教学内容：乘法运算定律的复习

教学目的：1.引导学生能运用乘法运算定律进行一些简便运算。

2.培养学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算法的意识与能力，发展思维的灵活性。

3.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能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

题。

教学过程：

一、知识点的复习

回忆《乘法的运算定律》这一小节的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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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回忆，并相应板书。

二、联系实际复习

1.学生汇报课前收集的有关乘法的运算定律的相应知识。

2.学生汇报课前自己根据乘法运算定律自编的题目或搜集的题目。

教师把符合要求的题目贴上黑板。

学生根据前面的知识点的复习，进行题目的独立解答。

要求：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解答。

教师巡视，加以必要的指导。

有必要的题目可以让学生练习画线段图。

小组内交流。全班汇报。

三、小结

学生谈收获

第九课时：连加、连除算式中的简算

教学内容： P39/例1（减法性质）P43/例3（除法性质）

教学目标：1.知道从一个数里连续减去或除以两个数，可以改为减去两个数的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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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两个数的积。2.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能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

实际问题。3.培养学生探索、研究数学的意识与能力。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探索和理解一个数连续减去或除以两个数，可以减去两个数的

和或除以两个数的积。

教学难点：学生自己探索一个数连续除以两个数，可以改为除以两个数的积。

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

购物：一个电脑桌497元，一种电脑椅203元，另一种电脑椅235元。带1035元买一张

桌子和一把椅子，还剩多少钱？

学生自己选择条件，独立解答。

汇报：

（1）1035-235-497 （1） 1035-497-203

1035-497-235 1035-203-497

（2）1035-(497+235) （2）1035-(497+203)

二、新授

板书：1035-235-497 1035-497-203

1035-(497+235) 1035-(497+203)

观察两组算式，你有什么发现？你还能举出这样的几组算式吗？

教师板书。学生发现规律，并相应进行语言描述，初步总结减法性质。

观察这几组算式，你有什么发现？

板书：从一个数里连续减去两个数，可以减去两个数的和 。

谁能试着用字母表示？板书：a-b-c=a-(b+c)

小练：（1）一本书一共有234页，我昨天看到第66页，今天又看了34页，还剩多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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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

请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解答。汇报时对比不同的解法，找出最优解法。

在其他的运算中是否也有这样的规律呢？

a+b+c= a+(b-c) a×b×c= a×(b÷c) a÷b÷c=a÷(b×c)

究竟哪个是对的呢？请小组合作验证。

小组合作验证；可以采用代入数字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举实例的方法等等。

小组选择自己认为可能的规律进行验证。

最后验证出第三个是正确的。

小练：

（1）填空：

436-236-150=436-（□+□） （2）判断：

480-（268+132）=480〇268〇132 638－（438＋57=638－438＋57

1000-159-□=1000〇（□+441） 901－109－91= 901－（109＋91）

□-（217+443）=895－□－□ 113－36－64= 133－（36＋64）

16÷2÷4=16÷（□〇□） 3456－（481＋519）= 3456－481－519

210÷（7×6）=210〇（7〇6） 35÷14 = 350÷2÷7

□÷（25×7）=350〇（□〇□） 3000÷4÷25= 3000÷（4＋25）

三、巩固练习：P39/做一做1、2

简算：（1）1245-（245+673） （2）1275-（164+36）

（3）480-82-18 （4）673-84-71-45

（5）81÷3÷3 （6）210÷（7×6）

四、小结 学生谈收获，以及本节课的重点和做题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五、作业：P41/2—4、P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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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连 加、连 除 算 式 中 的 简 算

（1）1035-235-497 （1）1035-497-203 a+b+c= a+(b-c)

1035-497-235 1035-203-497 a×b×c=

a×(b÷c)

（2）1035-(497+235) （2）1035-(497+203)

1035-235-497 =1035-(497+235) 1035-497-203 =1035-(497+203)

┆（学生举例）

从一个数里连续减去两个数， 从一个数里连续除以两个数，

可以减去两个数的和。 可以除以这两个数的积。

a-b-c=a-(b+c) a÷b÷c=a÷(b×c)

第十课时：综合运用加碱计算的实践问题

教学内容：P40/例2（综合运用加碱计算的实践问题）

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图片引入(出示主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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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主题图，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法。

二、新授

1.观察图（一）中的条件问题。

引导学生观察图（一）

小组合作讨论问题（一）的解决方法，比一比哪个小组的方法多？

小组讨论。

（教材提示了两种算法。一种是把每三本书的价钱相加。采用这种方法，学生遇到

的困难是，四本书取三本共有几种情况？这是一个组合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如果

直接从四本书中每次取三本，要做到不重不漏，思考难度较大。如果反过来思考，

四本取三本，也就是从四本书中每次去掉一本，就很容易得出共有四种情况。这种

反过来思考的间接思路，用于计算三本书总价，就是教材提示的第二种算法。）

全班交流。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整理板书。

2.观察图（二）的条件问题。

小组讨论。汇报。

三、小结

学生谈本节课的收获。

教师完善板书。

四、作业：P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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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时：两个数相乘的乘法中的简便计算

教学内容： P44/例4（两个数相乘的乘法中的简便计算）

教学目标：1.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把一个数乘两位数，改成连续乘两个一位数的简便

算法。2.培养学生分析、判断、推理的能力，增强使用简便算法的择优意识。

教学重点：简便算法的算理。

教学难点：把一个两位数改成两个合适的一位数相乘的方法。

教学用具:例题主题图挂图.

教学过程：

一、复习准备

口算

12×30 18×20 24×40 15×40

15=（ ）×（ ） 24=（ ）×（ ）

30=（ ）×（ ） 36=（ ）×（ ）

二、新授

出示 例4主题图

什么是“一打”？

引导学生观察主题图。 “一打”表示12个。

观察主题图，独立解决题目中的问题。

找三个代表性的解题方法进行板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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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演：

（1）25×12=300（元）

（2）25×12 （3）12×25

=25×（3×4） =12×（100÷4）

=（25×4）×3 =12×100÷4

=100×3 =1200÷4

=300（元） =300（元）

第1种直接计算。

第2种把其中的一个两位数的因数改成了两个一位数相乘的形式。

引导学生观察三个算式及解决方法。

你喜欢哪种方法？在以后的解题中，你能应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解决问题吗？

第三种把其中的一个因数改成了两个数相除的形式，然后变成乘除混合运算，可以

任意交换位置进行简便计算。

根据主题图，你还能提出什么问题?教师选择性地板书。

小组合作分工完成黑板上的题目。小组内交流。全班交流。

教师要注意学生在简算过程中，是否正确地采用了简便计算的方法。

三、小结

学生谈收获，小结重点及应该注意的问题。教师完善板书。

四、巩固练习

P47/4、5

板书设计：

乘 法 中 的 简 便 计 算



47

12×25=300（元） 12×25 12×25

=（3×4）×25 =12×（100÷4）

=3×（4×25） =12×100÷4

=3×100 =1200÷4

=300（元） =300（元）

第十二课时：乘加运算中的简便计算

教学内容： P45/例5（乘加运算中的简便计算）

教学目标：1.进一步熟练学生进行简便计算的方法。2.能熟练运用简便方法解决实

际中的问题。

教学过程：

一、主题图引入 出示主题图,引导学生观察主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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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授

1.请你们根据图中的条件与问题，进行小组讨论，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1）31×2+30×2+26 （2）7×21+1

=（31+30）×2+26 =147+1

=61×2+26 =148（天）

=122+26

=148（天）

2.在按月计算的过程中，运用了乘法分配律。

3.按周计算的思路不难理解，但计数一共有多少周比较容易出错。可以让同桌互相

指着月历边点、边数，也可以请能正确计数的同学介绍自己是怎样数的。

3.根据主题图的数据你们还能提出什么问题？(学生根据条件问题提问。选择自己感

兴趣的问题进行独立解答。)

4.解答后小组互相交流。说说自己完成的是哪个问题，怎样解决的？有没有用到运

算定律，怎样运用的？

三、小结 学生谈收获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四、巩固练习 P46—47/1、3、7、8

五、作业：准备实践活动《营养午餐》

板书设计：

乘、加 运 算 中 的 简 便 计 算

（1）31×2+30×2+26 （2）7×21+1

=（31+30）×2+26 =147+1

=61×2+26 =148（天）

=1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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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天）

第四单元 小学的性质和意义

第一课时::::小数的产生和意义

教学目的：

知识方面::::1．使学生了解小数的产生。2．使学生理解小数的意义。3．掌握小数的

计算单位及单位间的进率。

能力方面::::1．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及观察力。2．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德育方面::::渗透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观点、实践第一的观点。

教学重、难点：理解和抽象小数的意义。

教学准备：投影片、直尺。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填空(投影出示)

(1)0.1是( )分之一。 0.7里有( )个0.1。

(2)10个0.1是( )。 10个0.01是( )。

(3) 写成小数是( )。 写成小数是( )。

(4)1米=( )分米=( )厘米=(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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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新知

1．导入新课：

同学们已经初步认识了小数，小数是怎样产生的？小数的意义是什么呢？这节课我

们就来学习小数的产生和意义。(板书：小数的产生和意义)

2．教学小数的产生

(1)引导学生动手量课桌的宽度，发现了什么？

(2)请同学们口答下面的题：(用整数表示结果)

1000÷10= 100÷10= 10÷10= 1÷10=

(3)总结：在测量和计算时，往往得不到整数的结果，这时也常用小数表示。由于日

常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从而产生了小数。

3．教学小数的意义

(1)填写：①投影出示：在图中填出分数和小数。学生填完结果并订正

②启发学生：把1米平均分成10份，每份是多少分米？3份呢？

③引导学生口述：1分米是10分之1米，还可写成0.1米？(板书：

④总结：分母是10的分数可以写成几位小数？(板书：一位小数)

(2)出示米尺教具：这是把1米平均分成了多少份？根据以上学习你能知道什么？学

生以小组方式讨论，然后找同学回答，教师板书：

[学生由于对一位小数有了一定的理解，在两位小数的教学中，放手让学生小组讨

论发言，发挥了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使学生知道分母是100的分数可以写成两位小数]

(3)问：把1米平均分成1000份，每份长是多少？

学生在尺上找出1毫米，而后出示(投影)1厘米的放大图

引导学生从图中找出1毫米，并说明理由。启发学生明确：1毫米

提问：分母是1000的分数可以写成几位小数？(板书：三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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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抽象、概括小数的意义：把1米看成一个整体，如把一个整体平均分成10份、100

份、1000份……这样的一份或几份可以用分母是多少的分数表示？引导学生答出可

以用十分之几、百分之几、千分之几这样的分数表示。

这样的分数写成小数时，可以仿照整数的写法，写在整数个位的右面，用圆点隔开。

什么叫小数？引导学生讨论。

师生共同概括：分母是10、100、1000……的分数可以写成小数，像这样用来表示十

分之几、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的数叫做小数。(投影出示)。小数是分数的另一

种表现形式。（完成“做一做”。）

(5)教学小数的计数单位。

①学习阅读教科书，学习小数的计算单位。

②出示0.457，每个数位上的数各表示几个几分之一？

三、巩固发展

1．填表格：

2．判断：

(1)0.40里面有4个0.01（） (2)35克=0.35千克( )

3．把小数改写成分数

0.9 0.09 0.0359

四、全课小结：这节课你有哪些收获？

五、独立作业：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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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小数的读写法

教学内容::::P/52～53小数的读写法，完成做一做题目和练习九的第6～7题。

教学目的:使学生会读、写小数，并进一步理解小数的意义。

教学重点：使学生会读、写小数。

教具准备::::幻灯、幻灯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0.2是（ ）位小数，表示（ ）分之（ ）；

0.15是（ ）位小数，表示（ ）分之（ ）；

0.008是（ ）位小数，表示（ ）分之（ ）。

2、0.4的计数单位是（ ），它有（ ）个这样的计数单位；

0.07的计数单位是（ ），它有（ ）个这样的计数单位；

0.138的计数单位是（ ），它有（ ）个这样的计数单位。

二、新课

1、教学小数的数位顺序表。

前面我们已经认识了小数，谁能举出一些小数的例子？

（0.2 0.05 0.005 0.01……)

这些小数有什么共同特点？（小数点左边的数都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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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你还见过其他的小数吗？谁能举出一些例子？

（1.5 40.6 3.134 6.8……)

这些小数的小数点的左边还是0吗？

观察一下：小数可以分为几部分？

是不是所有的小数都比1小？

谁还记得整数的数位顺序？每个数位的计数单位是什么？相邻的计数单位间的进率

是多少？

学生边回答边在黑板上板书整数数位顺序表。

接着提问：0.2表示什么？（表示两个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它的计数单位；0.05表

示什么？（表示百分之五，有五个百分之一）百分之一是它的计数单位。0.006表示

千分之六，有六个千分之一，千分之一是它的计数单位。

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等都是小数的计数单位。这些小数的计

数单位那个最大？

多少个十分之一是整数1？

多少个百分之一是十分之一？

多少个千分之一是百分之一？

这些小数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率是多少？（10）

这和整数相邻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率是一样的，因此，一个小数的小数部分可以用

小数点与整数部分隔开，排在整数部分的右边，向整数一样计数。

10个十分之一是整数1，整数个位的右边应该是什么位？

多少个百分之一是十分之一？十分位右边应该是哪一位？百分位右边应该是哪一位

呢？再往下还有万份位、十万份位等，所以我们在数位表上用……

十分位的计数单位是多少？百分位、千分位、万分位的计数单位分别是多少？



54

指出345.679整数部分中的每一位分别是什么位？

再指出小数部分的十分位、百分位、千分位上分别是多少？

2、教学小数的读法

出示最大古钱币的相关数据：高：0.58米、厚：3.5厘米、重：41.47千克

问：你会读出古钱币的有关数据吗？

谁能总结一下小数的读法？

强调：读小数部分，小数部分要依次读出每个数字，而且有几个0就读几个0。

完成做一做：读出下面小数

3、教学小数的写法

（1）例3：据国内外专家实验研究预测：到2100年，与1900年相比，全球平均气温

将上升一点四至五点八摄氏度，平均海平面将上升零点零九至零点八八米。

你会写出上面这段话中的小数吗？

（2）做一做：写出下面的小数。

零点零七 五点零六 十点零零二

三百点七一 零点零一四 十五点五零三

三、巩固练习

1、填空

0.9里面有（ ）个0.1

0.07里面有（ ）个0.01

4个（ ）是0.04

2、小数点右边第二位是（ ）位，第四位是（ ）位，第一位是（ ），第

三位是（ ）。

3、说出24.375 每个小数位上的数各是几个几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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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读出下面各数

（1）南江长江大桥全长6.772千米。

（2）土星绕太阳转一周需要29.46年。

（3）1千瓦时的电量可以使电车行驶0.84千米。

第三课时::::小数的性质

教材简析::::小数的性质是小数四则计算的基础。根据小数的性质，可以化简小数，也

可以不改变小数的大小，在小数末尾添上一个或几个“0”，或者把整数改写成小数的

形式。教学时，要通过比较、辨析、抽象、概括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帮助学生理

解和掌握小数的性质。

教学目的：1．利用迁移规律，让学生从形象思维逐步过渡到抽象思维，通过直观推

理、自主探究、合作交流让学生理解和掌握小数的性质，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进行判

断、推理的能力。2．让学生体验数学问题的探究性和挑战性，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

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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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掌握小数性质的含义．小数性质归纳的过程．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导探索

1．师：课前老师让同学们去商场、超市观察商品的标价签，并记录1-2种商品的价

格，请谁来汇报一下？

生：2.00元，师：是多少钱呢？生：2元。

生：3.50元。师：是多少钱？生：3元5角

师：夏天的时候同学们都爱吃冷饮，老师了解到校门口左边的商店可爱多标价是2.5

元，右边一家则是2.50元，那你们去买的时候会选择哪一家呢？为什么？

师：为什么2.5元末尾添个0大小不变呢？究竟可以添几个零呢？这节课我们就来研

究这一方面的知识。

2．找等量关系。

教师首先板书三个“1”，让学生判断是相等的，接着在第二个1后面添写上一个0，在

第三个1的后面添写上两个0，板书写成：1、10、100，提问：这三个数相等吗？（不

相等）你能想办法使它们相等吗？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回答可以添上长度单位“米、

分米、厘米”或“分米、厘米、毫米”就相等了。板书写成：1分米＝10厘米＝100毫米。

3．思考探索。

（1）你能把它们改用“米”作单位表示吗？

（2）改写成用米作单位表示后，实际长度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说明什么？（三

个数量相等）

板书如下：

（3）按箭头所指的方向观察三个小数有什么变化？

生：小数的末尾（后面）添零，它的大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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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小数的末尾（后面）去掉零，它的大小不变。

师：由此，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生：小数的末尾添零或去掉零，小数的大小不变。

二、探索新知 验证猜想

为了验证我们的这个结论，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

1．出示做一做：比较0.30与0.3的大小

师：你认为这两个数的大小怎样？（让学生先应用结论猜一猜）

2．师：想一下你用什么办法来比较这两个数的大小呢？（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

可以进行小组讨论合作，想的办法越多越好，老师提供两个大小一样的正方形，一

张数位顺序表）

3．生1：在两个大小一样的正方形里涂色比较。

A．左图把1个正方形平均分成几份？阴影部分用分数怎样表示？用小数怎样表示？

B．右图把同样的正方形平均分成几份？阴影部分用分数怎样表示？用小数怎样表

示？

C．从左图到右图有什么变了，什么没变？（份数变了，正方形的大小和阴影面积

的大小没变）

4．师：0.30与0.3相等，证明刚才这个结论是对的。

5．生2：从数位顺序表上可以看出，在小数的末尾添零或是去零，其余的数所在数

位不变，所以小数的大小也就不变。

师：小数中间的零能不能去掉？能不能在小数中间添零？

生：不能，因为这样做，其余的数所在数位都变了，所以小数大小也就变了。

师：那整数有这个性质吗？（要强调出小数与整数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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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小数由0.3到0.30，你看出什么变了？什么没变？你从中发现了什么？（平均分

的份数变了，即小数的计数单位变了，而阴影部分的大小没有变，得出0.3＝0.30。）

6．提醒注意：性质中的“末尾”跟一般说的“后面”是不同的。

7．判断练习。

下面的数中，那些“0”可以去掉？

3.9 0.300 1.8000 500

5.780 0.0040 102.020 60.06

三、联系生活 灵活运用

1．教师结合板书内容讲解性质的运用。

（1）根据小数的性质，当遇到小数末尾有“0”的时侯，例如，0.30，一般可以去掉

末尾的“0”，把小数化简。（0.30＝0.3）

化简下面各小数：

0.40 1.850 2.900 0.50600

0.090 10.830 12.000 0.070

（2）师：有时根据需要，可以在小数的末尾添上0；（例如：0.3→0.30）

还可以在整数的个位右下角点上小数点，再添上0，把整数写成小数的形式。

比如：我们在商场里看到的2元=2.00元，2.5元=2.50元

出示：不改变数的大小，把0.2、4.08、3改写成小数部分是三位的小数，怎样改写？

让学生同桌两人议论后答出。

提醒：把整数改写成小数形式，在整数的个位右下角点上小数点，再添上“0”。

四、多层练习，巩固深化

1．学校小卖部进了一批冷饮，你能帮忙设计一下价格标签吗？

盐水棒冰每支5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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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每支1元5角

可爱多每支2元5角

2．选择题。（在正确答案下面的圈内涂上黑色）

化简102.020的结果是（ ）

12.2 12.02 102.0200 102.02

○ ○ ○ ○

要求学生回答：化简的依据是什么？

3．判断题。（打“√”，错的打“×”）

（1）0.080＝0.8 （ ）

（2）4.01＝4.100 （ ）

（3）6角＝0.60元 （ ）

（4）30＝30.00 （ ）

（5）小数点后面添上“0”或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变。 （ ）

让学生按顺序回答，并说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4．下面的每组数中，一共可以去掉多少个“0”？这些0都在什么位置？

（1）3.09 0.300 1.8000 5.00

（2）0.0004 12.002 60.06 500

（3）0.090 12.00001 0.50605060 30.0

要求学生思考后，按顺序回答。

5．（1）改写。

原数0.7770

改写成一位小数

改写成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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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成三位小数

（2）连线。把相等的数用直线连起来。

10.01 20.1 4 4.800 50.00 1.60

50 10.010 16.0 4.0 4.8

要求学生独立完成，然后抽查评讲，检查全班练习效果。

5．做游戏。

（1）智力游戏。谁能只动两笔，就可以在5、50、500之间划上等号。（50变成5.0，

500变成5.00）

（2）贴数游戏。让自愿参加的十位学生，每人拿一个数（卡片），教师板书“50.3”，

要求学生在“50.3”的下面贴上与它相等的数，不相等的贴在旁边。

50.03 5.30 5.3 50.300

50.30 503 50 五十又十分之三

500.3

五、课堂作业

六、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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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时::::小数的大小比较

教学目标：1、结合“货比三家”的具体情境，经历比较小数大小及与同伴交流的过程。

2、体验小数比较大小的策略的多样性，会比较简单小数的大小，发展数感。3、让

学生在交流合作中体验学习数学的乐趣。

教学重点：会比较简单小数的大小，发展数感。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师：新学期开始了，同学们都需要买一些文具，今天老师就给你们介绍三家文具店

——“奇奇文具店”、“丁丁文具店”、“豆豆文具店”。现在我们就请三家文具店的售

货员分别给我们介绍商品的价钱，请同学们注意听，看看你们能发现什么？（由三

个同学扮演售货员，分别介绍商品的价钱。）

师：听完售货员的介绍，你们发现了什么？

生1：三家商店都有卖橡皮的，但价钱不一样。

生2：我发现到“丁丁文具店”卖的书包会便宜一些。

生3：我发现同样的铅笔盒在“奇奇文具店”与“丁丁文具店”卖的价钱不一样。

师：由这些发现你们想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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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商店卖的价钱可能不一样，我们买东西时要进行比较后再

买。

生2：我们应该到价钱比较低的商店买东西。

师：在生活中，我们喜欢到物品价钱比较低的商店去买东西，我们的这种做法可以

用一个词来描述——“货比三家”。师出示课题：货比三家。

二、学习新知。

1、探索比较小数大小的方法。

师：大家都知道买东西应该“货比三家”。如果我要买铅笔盒到哪家文具店买便宜呢？

(到“奇奇文具”店买便宜。)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奇奇文具店”的铅笔盒是4.9元，“丁丁文具店”的铅笔盒是5.1

元，只要比较4.9元与5.1元的大小就知道了。)

师：怎样比较4.9元与5.1元的大小呢？下面请同学们小组合作，比一比哪一个小组的

同学想出的办法最多。

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策略一：4.9元=4元9角 5.1元=5元1角 5元1角大于4元9角

策略二：5.1元比5元多，4.9元比5元少。

策略三：先比较小数点前面的数，小数点前面的数大，这个数就大；如果小数点前

面的数相同就比较小数点后面的第一位上的数，小数点后面的第一位上的数大，这

个数就大；……

师小结：同学们想出了这么多关于比较小数大小的办法，真棒。

2、提出关于比较小数大小的数学问题，并试着解答。

师：刚才我们学习了有关比较小数的大小的问题，你们能根据情境图提出这样的数

学问题吗？下面请同学们轮流在小组里提出问题，请小组的同学来回答。



63

学生小组合作交流。全班交流。

师：请每个小组派一名代表来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并请一个同学来回答。

生1：我要买一个书包到哪一个文具店买便宜呢？

生2：到哪家买橡皮便宜？

（解决这个问题涉及三个小数的大小比较，要让学生来说一说怎样比较这三个小数

的大小。）

生3：“奇奇文具店”的什么东西最贵？

生4：：“丁丁文具店”的什么东西最便宜？

三、拓展运用。

1、游戏——抓珠子。

（1）介绍游戏规则：

师：下面我们要进行一个很在意思的活动——抓珠子游戏，这盒子里有红珠子和蓝

珠子和绿珠子，一个红珠子代表1元钱，一个蓝珠子代表1角钱，一个绿珠子代表1

分钱。你们任意从里面抓出一把珠子，看看可能会得到多少钱？

（2）老师示范。

（3）小组活动。

师：每个小组都有一个这样的盒子，小组同学轮流从里面抓一把珠子，并填写在统

计表中。

填完统计表之后，在小组里比一比谁抓出的钱多。

红珠子几个蓝珠子几个绿珠子几个共几元几角用小数表示（几元）

3元2角1分3.21元

（4）师：请各小组抓出的钱最多的同学向大家汇报自己抓了多少钱，我们最后来比

一比全班的冠军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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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结：想一想，抓到多少钱跟什么有关？

2、完成书上做一做”。

学生独立完成，同桌互相检查，互相说一说比较的方法和过程。

四、回顾总结。

师：这节课同学们的表现真好，上完这节课之后，你有什么收获、你最喜欢哪一个

活动呢？

第五课时::::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教学目的：1、使学生通过探究理解掌握小数点位置的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

2、使学生学会研究问题的方法。3、培养学生合作探究与反思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掌握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的规律

教学过程

一、反馈预习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在小数末尾添上或去掉0可以改变原小数的计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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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但并不能改变它的大小。这是什么知识？

课前思考题：“在数字不变的情况下，要想改变68.32的大小可以怎么办?”谁说说你

们的想法？

反馈：1、改变数字的顺序。2、不改变数字顺序，可以移动小数点的位置。

板书：小数点位置的移动

在数字不变的情况下，要想改变68.32的大小有几种办法？

今天就来研究小数点位置的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关于这个内容你想了解什么？

“移动的方向、小数大小怎样的变化、移动与变化的关系。”

教师板书：35.67 3.567 356.7 3567比较大小．

订正后提问，这四个数有什么相同特点？(数字及排列顺序一样．)有什么不同？(小

数点位置不同，大小不同．)

教师小结：可见小数点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小数的大小．那么，小数点的位置移动会

引起小数大小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一起研究．

板书课题：小数点位置移动的规律。

二、探究规律

1、我们先来研究小数点移动的方向。

小组合作：

1、移动小数点的位置改变原小数的大小，并将移动的方向和得到的结果记录下来。

2、说说小数点移动的方向与原小数大小变化有什么关系？

反馈：（一）点右移 68.32～ 683.2： 扩大

点右移 68.32～ 6832： 扩大。

点左移 68.32～6.832：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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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左移 68.32～ 0.6832：缩小。

(二)小数点向右移动，原小数扩大。

小数点向左移动，原小数缩小。

评价一下哪组写得好？再说说发现的规律

板书：

原数 小数点 原数

缩小 左移 . 右移 扩大

我们通过动手操作，研究出了小数点移动的方向与原小数大小变化关系?

小练：能根据要求手势表示小数点移动的方向吗？

左移、右移 ～ 原数（扩大、缩小、缩小、扩大、）

看老师手势说说原数变化： 原数扩大、原数缩小、

哪组来给其它组出手势，同学判断。

2、把0.009扩大，手势表示？知道原数扩大后可能是多少吗？

0.09、0.9、9、你们得出的三个数一样吗？

都是把小数点向右移动，却得到了不同的三个数，有什么想法吗？

右移一位、右移两位、右移三位、你们又有什么发现了？

移动的位数不一样，原小数大小变化也不一样。

原小数的大小变化既与小数点移动方向有关还与小数点移动位数的多少有关，我们

继续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借助什么单位研究？米

各组有这样一组等式和刚才填写在数位表下的数两种学具，请你们组选择一种学具

研究：小数点向右移动的位数与原小数扩大的倍数有什么关系，小数点左移？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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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空 0.005米=（5 ）毫米

0.05米=（50 ）毫米

0.5米=（ 500 ）毫米

5米=（5000 ）毫米

反馈：

右移一位～扩大10倍 50毫米是5毫米的10倍

右移两位～扩大100倍 500毫米是5毫米的100倍

右移三位～扩大1000倍 5000毫米是5毫米的100倍

谁再说说小数点右移的原数的变化规律？补充左移规律并举例

板书：

原数 小数点 原数

缩小 左移 . 右移 扩大

1/10 一位 10倍

1/100 两位 100倍

1/1000 三位 1000倍

有用数位表研究的吗？

演示说明：当小数点右移一位时原数数字所在位置都向左移一位，所以原小数扩大

10倍。

他们组用数位表不仅发现规律还说明了原因。

能说说我们用计数单位和计量单位两种学过的知识发现的这个规律吗？

还有问题吗？

原数扩大还是缩小由什么决定？ 移动的方向

移动的位数决定什么？ 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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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巩练：

1、填表

原数分别扩大10倍扩大100倍缩小到它的1/10和缩小到它的1/100

47.28

11.2

2、填空

（1）把6.2扩大 倍是62。

（2）把59缩小到它的（）是0.59。

（3）0.28去掉小数点得（ ），原数扩大了（ ）倍。

（4）73.21变为0.7321，原数就（ ）。

3、判断

1、0.8的小数点向右移三位，原来的数就缩小到了它的1/1000（ ）

2、3.69扩大1000倍是36.9。 ( )

3、把一个数缩小到它的1/10，就要把这个数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 ）

4、观察三个数，你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吗？

3.8 38 0.038

看来今天你们收获不小，在小组里说说你的收获。

知识、方法操作、旧知识、

你对今天的学习满意吗？能给自己打个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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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时::::生活中的小数

教学目的::::1、使学生理解什么是名数、单名数和复名数，会利用单位间的进率把高

级单位的名数改写成低级单位的名数，把低级单位的名数改写成高级的名数。2、培

养学生的分类能力、比较能力、分析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

教学重、难点：会进行名数的改写。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千米＝（ ）米 1千克＝（ ）克

1米＝（ ）厘米 1吨＝（ ）千克

1时＝（ ）分 1分＝（ ）秒

1平方米＝（ ）平方分米

1平方分米＝（ ）平方厘米

二、新课：

1、把你收集到的生活中的小数说给小组同学听，找一组同学汇报他们收集的数据。

2、我也收集了一些生活中的小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水果糖的质量是0.5千克 小明的身高是1.35米

小红体操得分是9.25分 小丽的体温是38.5度

3、像这样我们把量得的数和单位名称合起来叫做名数

把哪两部分合起来叫名数？你能举出一些名数的例子吗？

3分钟、7千米、6时15分、 78平方米、4吨50千克

5米6分米 20平方厘米 9年 5千米60米

4、什么叫单名数？什么叫复名数？从刚才举出的例子中你能找出哪些是单名数哪些



70

是复名数吗？

5、小组活动：

请你按高矮顺序，给下面的小朋友排排队

80厘米、1米45厘米、0.95米、1.32米

又有米又有厘米怎么比较它们的大小？

师：要想直接比较它们的大小可以把它们改成相同计量单位的数。

在实际生活和计算中，有时需要把不同计量单位的数据进行改写。

问：又有米又有厘米要想直接比现在你有什么想法？

生：把它们改写成以米为单位的数

把它们改写成以厘米为单位的数

6、请你们以小组为单位任选其一进行改写

（1）教学高级单位的名数改写成低级单位的名数。

（1）0.95米＝（ ）厘米

你们会做吗？谁能说说你是怎样想的？（1米等于100厘米，0.95米=0.95乘100厘米。

可以直接把0.95的小数点向右移两位。）

1.32米=（）厘米

是米这个单位大些还是厘米这个单位大些？我们把较大的单位叫做高级单位，而把

较小的单位叫做低级单位。这道题就是把高级单位“米”作单位的名数改称低级单位

“厘米”作单位的名数。

请同学们接着做一做：

3.7吨＝（ ）千克 0.86平方米＝（ ）平方分米

0.3千克＝（ ）克 2.63千米＝（ ）米

怎样把高级单位的单名数改写成低级单位的单名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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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后，汇报（用高级单位量得的数去乘进率）

（2）教学低级单位的名数改称高级单位的名数。

80厘米＝（ ）米

谁能说说你的想法？

（因为1米＝100厘米，80厘米=80/100米）

用这种改写方法改写下面各题

9020千克 ＝（ ）吨 7450米＝（ ）千米

23分米＝（ ）米 1350克＝（ ）千克

像一想怎样把低级单位的单名数改写成高级单位的单名数？

（用低级单位量的的数去除以进率）

能用这种方法解答1米45厘米是多少米吗？小组讨论一下？

谁能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引导学生说出：45厘米＝0.45米，0.45米和1米合起来是1.45米）

三、巩固练习

1、71页6题

2、（ ）分米=1.5米 （ ）千克=4.08吨

510米=（ ）千米 516厘米=（ ）米

4700克=( )千克

3在括号里填上﹤﹥或﹦

3.61米（ ）362厘米 284克( )0.284千克

1480米（ ）1.5千米 532厘米（ ）5.3米

4、72页1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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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时::::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1

教学目的：1、使学生能够根据要求会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一定的小数位数，求出

一个小数的近似数。2、培养学生的类推能力，增进学生对数学的理解和应用数学的

信心。

教学重、难点：能正确的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师：我们已经认识了小数，生活中有许多小数的信息，你收集到了吗？（此处安排

收集资料。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认识到近似数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从而体会近

似数的应用价值）

生：汇报，教师按准确数和近似数把学生提供的信息中的小数分成两种写在黑板上。

师：谁注意到了老师为什么把同学提供的这些小数分成两种写在黑板上呢？（生通

过观察回答）

师：在实际生活中有时不必说出小数的准确数，只要说出它的近似数就可以了，同

学们看一看自己收集到的信息中有这样的情况吗？（生汇报和小数近似数有关的信

息。）

师：听了同学们的汇报，你有什么感受呢？小数的近似数在生活中应用的这么广泛，

怎么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师板书课题。

1．把下面各数省略万后面的尾数，求出它们的近似数(卡片出示)

986534 58741 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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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47 398010 14870

2．下面的□里可以填上哪些数字？

32□645≈32万 47□05≈47万

学生填完后，说一说是怎么想的。

[以上复习内容重点抓住了整数取近似值的方法让学生回忆练习，通过复习唤起学生

印象，为求小数的近似值打下基础]

二、探究新知

1．导入新课

我们学过求一个整数的近似数。在实际应用小数时，往往也没有必要说出它的准确

数，只要它的近似数就可以了。如：如豆豆的身高0.984米，平常不需要说得那么精

确，那么如何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一内容。[板书课题：求

一个小数的近似数]

二、新授

师：豆豆的身高0.984米，我们一般怎么表述豆豆的身高？

你是怎样得出豆豆身高的进似数的？

师：你们能利用已有的知识来求出这个小数在不同情况下的近似数吗？

生：自己练习在练习本上做一做，然后在小组内进行交流，看一看有没有争议的地

方。并引导学生按顺序进行汇报。

生：（1）学生汇报保留两位小数求近似数的思维过程，并再找一名同学进行汇报，

加深对方法的理解。

（2）保留一位小数，有争议吗？找同学汇报自己的想法。学生讨论近似数是1.0还

是1。教师出示线段图，看一看给学生带来什么启示。

引导学生小组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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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明确保留一位小数是1.0，原来的长度在0.95与1.04之间。保留整数为1，原来

的准确长度在1.4与1.0之间，所以1.0比1精确的程度高一些。也就是小数保留的位数

越多，精确的程度越高。

师：总结出尽管两个数的大小相等，但表示的精确程度不同，同学们认为哪个答案

是正确的呢？求近似数时，小数末尾的零不能去掉。

（3）保留整数部分应怎样思考，注意什么问题呢？

师：请同学们回忆求0.984近似数的过程，你能发现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有什么共同

的特点吗？同学们利用我们以前学过的知识也就是求整数近似数的方法，四舍五入

的方法来求小数的近似数，希望同学在今后的学习中也能运用我们学过的知识来解

决新的问题。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求课前同学们提供的这些小数的近似数。（保

留到十分位）

(4)小结：

问：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应注意什么？

引导学生讨论知道：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要注意两点：

①要根据题目的要求取近似值，如果保留整数，就看十分位是几；要保留一位小数，

就看百分位是几；……然后按“四舍五入法”决定是舍还是入。

②取近似值时，在保留的小数位里，小数末一位或几位是0的。0应当保留，不能丢

掉。

三、练习

（1）师：最后一个信息谁提供的，你能把这个信息用小数近似数的形式）表示出来

吗？生评价（改后的信息叙述也要准确）。

学生自己修改自己手中的信息，汇报后，再同桌之间交流。

（2师：老师也收集到了一些小数的信息，这些信息能用小数近似数的形式表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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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请你表示出来，不能，请说明理由）

（3）师：同学们还记得自己的身高大约是多少吗？想知道老师的身高吗？教师提示：

身高大约是1.6米，老师的实际身高是两位小数，猜一猜老师的实际身高是多少米？

老师的身高是用四舍法得到的，再来猜一猜。

（4）出示食物的价格，判断小明带12元钱够吗？学生自由发言，说明自己的理由。

（5）出示租车说明，判断租多少辆车去出游？

师：看来我们不仅要掌握求近似数的方法，还要灵活的运用所学的知识才能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

四、全课小结：教师明确小数的近似数的方法与整数的近似数相似。要用“四舍五

入”法保留小数位数。要注意保留小数位数越多，精确程度越高。

第八课时:::: 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2

教学目的：1、使学生掌握把一个不是整万或整亿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

以及根据要求保留一定的小数位数。2、培养学生类推能力，增进学生对数学的理解

和应用数学的信心。

教学重点：掌握把一个不是整万或整亿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

教学难点：根据要求保留一定的小数位数。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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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入新课

将下面的数写成以万为单位的数。

一个人的头发约有80000到90000根。

人造卫星每分钟约行472000千米。

师：比较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都是把一个以个为单位数写成以万位单位的数

不同点：整万的数可以直接改写成一万位单位的数

不是整万的数先省略万后面的尾数，用四舍五入的方法取近似数。

二、新课：

1.像这样为了读写方便。常常把一个多位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

我们知道整万或整亿的数能够直接改写成以万或亿位单位的数，不是整万或整亿的

数怎么改写成用万或亿为单位的数？

2.木星的直径是142800千米，它离太阳的距离是778330000千米。

它的直径是多少万千米？它离太阳的距离是多少亿千米？

小组研究：尝试把上面两个数改写成以万或以亿为单位的数.你是怎么想的？

3.小结：

改写成以万为单位的数：小数点向左移动4位，加上万字。

改写成以亿为单位的数：小数点向左移动8位，加上亿字。

4.练习：把24800改写成用万作单位的数;把345280000改写成用亿作单位的数

5.像这样把345280000改写成用亿作单位的数是3.4528亿，小数点后有4位，小数位数

太多，往往实际又没有用，这时就可以根据需要保留一定的小数位数。如这道题保

留两位小数应该是多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三、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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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下面个数改写成以万为单位的数并保留两位小数

台湾岛是我国第一大岛，面积35990平方千米。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面积34000平方千米。

2、2003年我国在校小学生116897000人，改写成用亿人作单位的数并保留一位小数。

第九课时::::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复习

教学目的：使学生理解小数的意义，掌握小数的性质和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难点、

数大小变化的规律。

教学重点：用“四舍五入”法按要求求出小数近似数。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这节课我们来复习小数的意义和性质。通过复习进一步理解小数的意义，掌握

小数的性质以及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能把较大数改写成“万”

或“亿”作单位的数，并能按要求求出小数的近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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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习小数的意义

1、做期末复习第8题(1)、(2)、(3)。

(1)学生在书上填写，集体订正。说一说0.5、0.023的意义。

(2)说一说小数的意义是什么?

问：一位小数、两位小数、三位小数……各表示几分之几的数?

2、(1)在小数里，小数部分最高位是哪一位?从小数点起，向右依次有哪些数位?每

个数位上计数单位是什么?

(2)填空。0.1里面有( )个0.01。10个0.001是( )。

10个0.1是( )。0.1里有( )个0.01。

三、复习小数的性质和小数的大小比较

1、练习。

(1)把下面小数化简。

4.700 16.0100 8.7100 14.00

(2)不改变数的大小，把下面的数写成两位小数。

4.2 13.1 21

①学生做，指名板演，集体订正。

②问：做题时是根据什么来做的?什么是小数的性质?

2、做期末复习第9题，第1竖行两题。

(1)学生在书上做，指名板演，集体订正。

(2)让学生说一说怎样比较两个小数的大小。

3、做期末复习第10题。

(1)先把这些数排列起来，找出最大、最小数，并和其他数一起，写好序号。

0.1 0.012 0.102 0.12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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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要求从小到大排列。

四、复习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

1、做期末复习第8题(4)、(5)。

(1)小数点向右移动，原来的数就扩大，向右移动一位、两位、三位……，原数有什

么变化?小数点向左移动，原来的数就缩小，向左移动一位、两位、三位……原数有

什么变化?

问：要把一个数扩大(或缩小)10倍、100倍、1000倍……小数点应怎样移动?

(2)学生练习，指名回答。

2、练习。

(1)把1.8扩大100倍是( )。( )扩大1000倍是6.21。

(2)把( )缩小100倍是0.021。( )缩小1000倍是6.21。

五、复习求小数的近似数和整数的改写

1、把下面小数精确到百分位。

0.834 2.786 3.895

(1)学生做，指名板演。

(2)让学生说一说怎样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

2、(1)把下面各数改写成“万”作单位的数。

486700 521000

(2)把下面各数改写成“亿”作单位的数。

460000000 7189600000

学生在练习本上做，指名板演，说一说怎样把一个较大数改写

成“万”或“亿”作单位的数。

3、把下面各数改写成“万”作单位的数，并保留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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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00 209500

(1)学生在练习本上做，指名板演。

(2)比较改写成“万”或“亿”作单位的数和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时要注意什么?

4、做期末复习第9题剩下的两题。

(1)比较25万和0.25亿大小，可以把25扩大10000倍，0.25扩大1亿倍。得到两个整数

再比较大小。

(2)学生练习，集体订正。

(3)小结：把一个数改写成“万”或“亿”作单位的数，只要在“万”位或“亿”位后面点上

小数点，去掉小数点后面的0，再在后面添上“万”字或“亿”字，反过来，一个以“万”

或“亿”作单位的数，要改写成原来的整数，只要把它扩大1万倍或1亿倍就可以了。

5、做期末复习第11题。

学生在书上做，并说明理由。

六、全课总结

这节课复习了什么内容?

怎样的数可以用小数表示？小数的性质是什么？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

有什么规律？我们可以怎样比较小数的大小？

【作业设计】

1、0.45表示( )。

2、把6.956 6.965 6.659 9.665 5.669按从小到大排列是( )。

3、把6712098600改写成“万”作单位的数是( )万，保留一位小数是(

)万；改写成“亿”作单位的数是( )亿，保留一位小数是( )亿。

4、在○里填“>”、“<”或“＝”。

16.36○16.63 0.36万○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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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1.01 0.23亿○2100万

5、100千克稻谷可出大米76千克，平均每千克稻谷出大米多少千克?

10000千克稻谷可出大米多少千克?

第五单元 三角形的认识

第一课时::::三角形的认识

教学目的：1.使学生理解三角形的意义，掌握三角形的特征和特性。2.经历度量三角

形边长的实践活动，理解三角形三边不等的关系。3.通过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动手

操作、培养初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4.让学生树立几何知识源于客观实际，用

于实际的观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学重点：掌握三角形的特性

教学难点；懂得判断三角形三条线段能否构成一个三角形的方法，并能用于解决有

关的问题；

教学用具::::主题图挂图.课件.

教学过程：

一.联系生活

找一找生活中有哪些物体的形状或表面是三角形？请收集和拍摄这类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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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让学生说说生活中有哪些物体的形状是三角形的。展示学生收集的有关三角形的

图片

2.播放录像

师：接下来来看老师收集的到的一组有关三角形的录像资料。

3.导入新课。

师：我们大家认识了三角形，三角形看起来简单，但在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有

许多用处,看来生活中的三角形无处不在，三角形还有些什么奥秘呢？今天这节课我

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板书：三角形的认识）

三.师生互动引导探索

（一）三角形的意义：

1活动。要求：（1）每个小组利用教师事先为其准备的三根小棒，把小棒看成一条线

段，利用这三条线段摆一个三角形。比一比，看哪一个小组做得最快！

（提供的小棒有一组摆不成的。）

2学生拼图时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请同学一起来观看做得有代表性和做得有特色的图案(展示学生所摆的图)

请同学们一起做裁判，看看哪些是三角形？[学生会认为（1）、（2）、（3）（4）为三

角形，但对（2）、（3）（4）有争议]

师：那你认为怎么样的图形才是三角形？到底这几个图是不是三角形呢？同学们可

以从书上找到答案！请学生阅读课本的内容。

板书::::三条线段围城的图形叫做三角形。

因此判断图案（2）（3）（4）不是三角形。

判断：下面图形，哪些是三角形？哪些不是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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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问：除了三角形概念，书中还向我们介绍了什么？

（1）三角形的边、角、顶点

（2）三角形表示法；

（3）三角形的高和底

（二）三角形的特性：

1课件出示自行车、屋檐、吊架等三角形的图片，为什么这些部位要用三角形？

2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先做个试验：

出示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的教具，让学生试拉它们，并思考，你发现了什么？

3要使平行四边形不变形，应怎么办？试试看。

4那些物体中用到三角形，你知道为什么了吗？三角形的这种特性在生活中的应用非

常广泛，在今后学习数学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想想，怎样把数学中的有关知识应用

到实际生活中去。

（三）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1师：在我们围三角形的时候，有一组同学的三条线段围不成三角形，看来不是任意

三个小棒就可以围成三角形，这里面也有奥秘。

这与它三条线段的长短有关。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到底组成三角形的这

三条线段有什么特点？

2学生小组活动：（时间约6分钟）。

下列每组数是三根小木棒的长度，用它们能摆成三角形吗？（学生每回答一题后就

利用电脑动画进行演示：三条线段是否能组成三角形）

（1）6，7，8； （2）5，4，9； （3）3，6，10；

你发现了什么？

3学生探讨结束后让学生代表发言，总结归纳三角形三边的不等关系。学生代表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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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具演示。

教师问：我们是否要把三条线段中的每两条线段都相加后才能作出判断？有没有快

捷的方法？（用较小的两条线段的和与第三条线段的大小关系来检验）。

4得到结论：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电脑显示）。

教师问：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那么，三角形的两边之差与第三边有何关

系呢？

感兴趣的同学还可以下课继续研究。

5巩固练习：为了营造更美的城市，许多城市加强了绿化建设。这些绿化地带是不允

许踩的。（电脑动画演示有人斜穿草地的实践问题）。他运用了我们学习过的什么知

识？

6（1）有人说自己步子大，一步能走两米多，你相信吗？为什么？

（由学生小组讨论后回答。然后电脑演示篮球明星姚明的身高及腿长，以此来判断

步幅应有多大？）

7有两根长度分别为2cm和5cm 的木棒

（1）用长度为3cm的木棒与它们能摆成三角形吗？为什么？

（2）用长度为1cm的木棒与它们能摆成三角形吗？为什么？

（3）在能摆成三角形，第三边能用的木棒的长度范围是

四、反思回顾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三角形的认识

由三条线段围成的图形叫做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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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边、三个角、三个顶点

特性：稳定性

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第二课时::::三角形的分类

教学目的：1．通过动手操作，会按角的特征及边的特征给三角形进行分类。2．培

养学生动手动脑及分析推理能力。

教学重点：会按角的特征及边的特征给三角形进行分类。

教学难点：会按角的特征及边的特征给三角形进行分类，。

教学用具：量角器、直尺。

教学过程：

一、 引入：

我们认识了三角形，三角形有什么特征？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按照三角形的特征对三

角形进行分类．怎样分？

二、新课：

1小组活动：

(1)出示小片子，观察每个三角形．可以动手量一量，分工合作。根据你发现的特点



86

将三角形分类。

2按角分的情况

引导学生明确：相同点是每个三角形都至少有两个锐角；不同点是还有一个角分别

是锐角、钝角和直角．

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不同进行分类

(1)分类．

根据上边三个三角形三个角的特点的分析，可以把三角形分成三类．

图①，三个角都是锐角，它就叫锐角三角形．(板书)

提问：图②、图③只有两个锐角，能叫锐角三角形吗？(不能)

引导学生根据另一个角来区分．图②还有一个角是直角，它就叫直角三角形，图③

还有一个钝角，它就叫钝角三角形．

请同学再概括一下，根据三角形角的特征可以把三角形分成几类？分别叫做什么三

角形？

教师板书：

三个角都是锐角的三角形叫做锐角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叫做直角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钝角的三角形叫做钝角三角形．

(2)三角形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集合图表示这种三角形之间的关系．把所有三角形看作一个整体，用一

个圆圈表示．(画圆圈)好像是一个大家庭，因为三角形分成三类，就好象是包含三

个小家庭．

(边说边把集合图补充完整．)

每种三角形就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反过来说，这三种三角形正好组成了所有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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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

（3）三角形中至少要有两个锐角，所以判断三角形的类型，应看它最大的内角．……

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分法？

3按边分的情况：

（1） 我发现有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还有三条边都相等的。

（2） 师：我们把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等腰三角形，相等的两条边叫腰，另外

一条边叫底。

（3） 师：把三条边都相等的三角形叫等边三角形。

（4） 分别量一量等腰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的各个角，你有什么发现？

（5） 从红领巾、三角板、慢行标志中找一找哪里有这两种特殊的三角形？

三巩固练习：

1．判断题．

(1)由三条线段组成的图形叫三角形．

(2)锐角三角形中最大的角一定小于90°．

(3)看到三角形中一个锐角，可以断定这是一个锐角三角形．

(4)三角形中能有两个直角吗？为什么？

2.87页7题猜一猜小组同学模仿练习

(四)作业

板书设计::::

三角形的分类

三个角都是锐角的三角形叫做锐角三角形； 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等腰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叫做直角三角形； 三条边都相等的三角形叫等边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钝角的三角形叫做钝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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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三角形的内角和

教学内容::::三角形的内角和

教学要求::::1．通过动手操作，使学生理解并掌握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的结论。2．

能运用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这一规律，求三角形中未知角的度数。3．培养学生动

手动脑及分析推理能力。

教学重点:::: 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的规律。

教学难点::::使学生理解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这一规律。

教学用具:::: 每个学生准备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纸片各一张，量角

器。

教学过程：

一、复习准备

1．三角形按角的不同可以分成哪几类？

2．一个平角是多少度？1个平角等于几个直角？

3．如图，已知∠1=35°，∠2＝75°，求∠3的度数。

二、教学新课

1．投影出示一组三角形：（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三角形有几个

角？老师指出：三角形的这三个角，就叫做三角形的三个内角。（板书：内角）

2．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度数和叫做三角形的内角和。（板书课题：三角形的内角和）

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三角形的内角和有什么规律。

3．以小组为单位先画4个不同类型的三角形，利用手中的工具分别计算三角形三个

内角的和各是多少度？

4．指名学生汇报各组度量和计算的结果。你有什么发现？

5．大家算出的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接近180°，那么，三角形的内角和与180°究竟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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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关系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动手实验研究，我们一定能弄清这个问题的。

6．刚才我们计算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先测量每个角的度数再相加的。在量每个内角

度数时只要有一点误差，内角和就有误差了。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法，减少度量的

次数呢？

提示学生，可以把三个内角拼成一个角，就只需测量一次了。

7．请拿出桌上的直角三角形纸片，想一想，怎样折可以把三个角拼在一起，试一试。

8．三个角拼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什么角？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直角三角形的内

角和是180°）

9．拿一个锐角三角形纸片试试看，折的方法一样。再拿钝角三角形折折看，你发现

了什么？（直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的内角和也是180°）

10．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所有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180°呢？为什么？（能，因为这

三种三角形就包括了所有三角形）

11．老师板书结论：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

12．一个三角形中如果知道了两个内角的度数，你能求出另一个角是多少度吗？怎

样求？

13．出示教材85页做一做。让学生试做。

14．指名汇报怎样列式计算的。两种方法均可。

∠2＝180°-140°-25°＝15°

∠2＝180°（140°+25°）＝15°

三、巩固练习

1．88页第9题

这一题是不是只知道一个角的度数？另一个角是多少度，从哪看出来的？独立完成，

集体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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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三角形中的一个锐角还可以怎样算？

2、88页第10题

①等腰三角形有什么特点？（两底角相等）

②列式计算180°-70°-70°＝40°或

180°-（70°×2）=40°

2．88页第10题

①连接长方形、正方形一组对角顶点，把长方形、正方形分成两个什么图形？

②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两个三角形呢？

第四课时::::图形的拼组

教学内容::::P90—91 用三角形拼出图案

教学目的::::通过活动使学生明确用三角形可以拼出学过的图形和一些美丽的图案,进

一步掌握三角形的特性.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教学用具::::各种类型的三角形.

教学过程::::

一．小组同学合作，用三角形拼四边形.

师::::想一想:任何两个相同的三角形都可以拼成一个四边形妈?

小组同学合作，用三角形拼四边形.

归纳::::让学生明确

（1） 不是任意两个三角形就能拼成四边形

（2） 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能拼成四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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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个相同的直角三角形能拼成长方形

（4） 两个相同的锐角或钝角三角形能拼成平行四边形

（5） 用三个相同的三角形拼成了梯形

二．用三角形拼出美丽的图案

师::::你能用三角形拼出美丽的图案妈吗?

小组活动,展示有代表性的美丽的图案.

第一课时:教学目的：

1、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折线统计图的特点和制作方法。

2、读懂折线统计图，届时统计结果，根据结果作出简单的判断和预测，并能解决一

些实际问题。

3、通过学生主动参与，让学生体验折线统计图的作用，感受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学重点：掌握折线统计图的特点和制作方法

教学难点：体验制作过程，发展统计观念。

教学过程：

一、引入

出示114页第4题的病人体温记录折线图：

1学生分组观察讨论：从图中你能了解到哪些信息？

2汇报：刚进医院时病人正发着高烧。病人体温最高时是39.5度，最低时是36.8度。……

师：这也是一种统计图，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折线统计图

二、生活中的折线统计图

1课前布置收集生活中的折线统计图，请把收集到的折线统计图拿出来，说说你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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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收集到的，图中表示什么内容？

2展示交流：每个组推荐一份较好的在全班交流展示。

三、 制作折线统计图

同学们，你们刚才从报纸上、网站上、课外读物等收集到了许多折线统计图，这说

明折线统计图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那你不想动手制作一幅折线统计图

呢？

（一）制作步骤

1看一看：一幅完整的折线统计图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2比一比：折线统计图与条形统计图相比，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3议一议：折线统计图中的这条折线应该怎样画？

学生讨论

小结：定宽度、描点、连线、标数量

（二）小组合作动手制作

老师也在生活中去调查收集了许多资料。

1北京地区近六年来的年降水量统计表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降水量 1900 1850 1630 1400 1720 1200

2北京2003年各季度旅游人数统计

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03 70 260 24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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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2004年各季度旅游人数统计

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04 90 45 300 320

请从三组资料中选择一组，制成折线统计图

评一评：在小组内会轩昂评一评看谁制作的折线统计图最正确、美观

想一想：你制作的折线统计图中，能向别人传递哪些信息？

（三）全班展示、评价

预测：从2003年和2004年的旅游人数统计图中，你能预计一下，再即将到来的2005

年的第二季度游客将达到多少万人？

四、 预测身高

在书上完成例2，并根据数据进行合理的推测。

第六单元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第95~ 97页例1、2

课 型：新授课

教学要求：

1、使学生理解掌握小数加、减法的方法。

2、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

3、培养学生细心检查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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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退位减法。

教学过程：

一、 复习引入

1、准备题：先计算，再说说整数加、减法的意义和计算方法

754+3826 2000-493

2、引入：小数加法的意义与整数加法的意义相同，是把两个合并成一个数

的运算，今天学习小数加法。

二、 教授新课

1、创设情景：2004年雅典奥运会跳水比赛中，女子10米跳台双人决赛中，

中国的劳丽诗和李婷夺得冠军。

2、劳丽诗和李婷是如何夺得冠军的呢，现在我们就把当时的情景回放一下。

通过这个表，你得到了什么信息？

现在你又得到了什么信息？

小组合作：

（1） 根据上面表格中的信息，你了解到了什么？

（2） 你是怎样知道的，说说你的方法。

（3） 你为什么这么计算，说说具体的计算过程。

汇报：重点是计算过程

3、小组尝试总结：小数加减法需要注意什么？

汇报：

（1） 小数点对齐

（2） 数位对齐

（3） 得数的末尾有0，一般要把0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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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面数据中并没有去掉0是为了统计分数的时候能够方便比较。

生活中还有的时候也不需要把0去掉，谁能举例？（价签上）

4、小结：计算小数加、减法，先把各数的小数点对齐，再按照整数加减法

的法则进行计算。得数里的小数点，要和横线上的小数点对齐。得数的小数部分

末尾有0一般要把0去掉。

三、 复习巩固：

1、口算下面各题：

0.7+0.9 4.7-0.5 0.56-0.45 1.2+0.8 1-0.4

0.39+0.15 7.7+0.6 3.6-0.8 4.8-3 1.7-0.3

2、算一算：

10.52+3.48 15.24-3.84 9.9+10.11 100-0.27

3、培红小学师生自己粉刷墙壁，节约了1118.32元；自己修桌椅，又节约

了120.8元。一共节约了多少元？

4、一箱钉子，连箱共重52.5千克，箱重2.5千克，钉子净重多少千克？

四、 总结：今天我们复习了什么内容？要注意什么？

板书设计：

小数加减法

小数加减法的方法：（略）

课后小结：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小数加减法的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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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型：练习课

教学要求：

1、巩固小数加减法的法则，加减法关系并掌握小数加减法应用题。

2、提高解题能力。

3、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小数加减法法则，加减法关系。

教学难点：运用法则进行准确计算。

教学过程：

一、 复习检查：

1、小数加减法的方法是什么？

2、口算下列各题

0.7+0.9 4.7-0.5 0.56-0.46 1.2+0.8

1-0.4 0.39+0.15 7.7+0.6 3.6-0.8

4.8-3 5.7+0.2 3.6-1.6 7+2.3

3、板演下面各题并演算

8.02+15.28 108.5-35.05 25-16.07

提问：小数加减法如何计算呢？

二、 笔算练习

1、完成下表，并说说你了解到什么信息。（单位 元）

2、根据信息说说你了解到什么？

3、用小数计算下面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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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决问题

1、王叔叔一天卖菜的收入如下表。

（1） 白菜比萝卜多卖多少钱？

（2） 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2、班里要买一个足球和一个排球。

问题：可以怎样买？需要付多少钱？

四、 总结：今天我们复习了什么知识？

课后小结：

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第100页例3。

课 型：新授

教学目的：

1、 使学生能够掌握小数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正确计算小数加减

法法混合运算。

2、 在教学中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

教学重点：掌握小数四则混合运算顺序.

教具准备：投影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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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算:

0.2+0.3 3.5+2.4 8.7-4.5 1-0.6

0.9-0.5 2.3+5.4 4.9+1 8.6-5.5

0.7+0.8 6.7+1.1 5+6.5 9.7-7

2.、先说说下面各题的运算顺序,在计算.

7325-714+146-89 10000-(981-326)+148

3、导入:小数加减混合运算的顺序与整数加减混合运算的顺序相同.

二、新课:

1、创设情景解决问题。

（1）环城自行车赛段资料如下表。

（2）今天第2赛段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要完成比赛，自行车运动员还要骑多少

千米？

2、小组合作要求：

（1） 先确定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2） 分工合作，用不同的方法解决。

（3） 说说解答时你都用到了什么旧知识。

3、汇报。

（1）483.4―(39.5+98.8)

= 483.4―138.3

=345.1(千米)

（2）165+80.7+99.4

= 245.7+99.4

= 345.1（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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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3.4―39.5―98.8

= 443.9―98.8

= 345.1（千米）

三、巩固练习

1、练一.练: 先说出运算顺序,再计算.

185.07-15.3+94.3-4.309 9.26-〔8.9-(3.96+1.3)〕

22.8+5.23-9.125+14.75 32.5-(5.07+6.13)+8.25

2、解决问题：

（1）根据下图，请你说说肖红跳过了多少米？

（2）地球表面积是5.1亿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是1.49亿平方千米。海洋面

积比陆地面积多多少亿平方千米？

四、总结：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新知识？

课后小结：

第四课时

教学内容：第104页例5和例6。

课 型：新授课

教学要求：

1、 在学习掌握小数加减法基础上学习小数加减法的简算。

2、 提高学生的审题能力。

3、 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教学重点：判断小数加减法是否可以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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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正确的进行简算。

教学过程：

一、 复习检查

1、口算：(投影片或口卡)

0.35+0.5 0.26-0.16 0.25+0.17 5-2.5

7.2+6.8 8.5-5 3.6-1.6 2.1+7.9

13.5-2.4 6.7-2.3 4.8-2.8 7.1-4

2、用简便方法计算下列各题，并说根据什么？

48+25+52+175 120-75-25 430-121-79

36+11+64+89 85-（15+64）

3、引入：我们运用加减法的定律和性质学习小数加减法的简算。

二、 授新课

1、创设情景：你都知到了哪些信息？

班里这四名男生的50米跑成绩最好，他们参加4×50米接力赛，可能的总成绩是

多少呢？

2、小组合作完成

（1） 根据题目确定解答方法

（2） 写出解答过程，并说说理由

3、汇报：

（1）8.42+8.46+8.54+8.58

= 16.88+8.54+8.58

= 25.42+8.58

= 3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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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2+8.46+8.54+8.58

=（8.42+8.58）+（8.46+8.54）

= 17+17

= 34（秒）

4、比较：你喜欢哪种方法，为什么？怎么算比较简便？根据什么？

5、小结：整数加减法的交换律、结合律和减法运算性质，对于小数加、减

法同样适用。

三、 复习巩固

1、练一练

4.36+14.8+5.64+5.2 38.2-7.09-20.6-2.31

⑴要求：独立完成,组内交流思路.

⑵指名汇报

2、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1.2+2.5+1.8 0.5+1.5+1.5+0.5 5.26+3+1.74

0.25+0.15+0.75+0.85 27.85-（7.85+3.4）

要求：比赛完成，同学间互相介绍好的经验、方法。

总结：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

板书设计

简 算

8.42+8.46+8.54+8.58 8.42+8.46+8.54+8.5

= 16.88+8.54+8.58 =（8.42+8.58）+（8.46+8.54）

= 25.42+8.58 = 17+17

= 34（秒） = 3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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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小结：

第五课时

教学内容：第105页练习十八

课 型：练习课

教学要求：

1、巩固小数的简算，并能判断哪些能用简便方法计算。

2、培养学生进行简算的能力。

3、培养学生认真进行简算的能力。

教学重点：运用定律进行简算。

教学难点：准确的进行简算。

教学过程：

一、 口算

0.4+0.6+5 7.5+3.1+2.5 10-2.5-2.5 21-7.7-2.3

8-2.5 9+3.6 10-2.4 8-1.6

二、 简算练习

1、在下面的□里填上适当的数，在○里填上“+”或“-”。

3.85+10.06=□+3.85 10.24+8.2+1.8=10.24+（□○□）

18.76-（3.76+0.53）=18.76-□○□ 32.17-0.46-4.54=32.17-（□○□）

2、下面各题能用简算的就用简便方法计算。（比赛完成）

1.25+3.7+0.75 5.6-0.18-1.2 7.08+16+8.2

10+0.009+0.191 3.75-0.75-1.25 80-19.4-8.0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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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5-5.6+0.5 7.2+5.6-2.8 34.5-（17.2+4.5）

三、 解决问题

1、P105 4

2004年春季运动会 田径 思念机组男子4×50米接力赛选手情况：

（见书）提问：⑴你能知道那些信息？ ⑵你能根据信息解决什么问题？

⑶这道题要求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⑷独立完成 ⑸怎么算的快？

2、P106 5提问：⑴你能知道那些信息？ ⑵你能根据信息解决什么问题？

⑶这道题要求我们解决什么问题？⑷独立完成⑸怎么算的快？

3、P106 7（按以下步骤组内交流完成） ⑴你能知道那些信息？

⑵你能根据信息解决什么问题？ ⑶这道题要求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⑷独立完成 ⑸怎么算的快？

4、P106 8⑴ 通过观察图、计算，你知道2003年全世界的人口总数使多少？

⑵通过计算你还可以获得哪些信息？

5、P106 9

完成表格。说说每轮动作后，这三对选手的的分及排名情况

四、作业：第134页7题

总结：今天我们复习了什么知识？

课后小结：

第六课时

教学内容:小数加减法.

课型 :复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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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1、通过复习,使学生熟练掌握计算法则和四则混合运算顺序.正确进行运

算.

2、能够对一些能简算的题简算.

3、进一步培养学生计算能力和灵活解题能力.

教具准备:投影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提问:

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是什么?

1、口算: 2.6+0.4 0.375+0.625 5.8+2 5-0.2 0.48+0.29

4.3-1.6 0.74-6.4 1-0.89 3-2.3

2.计算: 4.2+15.6 24.8-18.2 13+7.1 10-9.05 3.96+6.04 4.03-1.97

提问:小数四则混合运算顺序是什么?

什么样的题可以简算?根据是什么?

练习: 1.计算: 2-0.35-0.275+0.4 4.36-(2.01+2.29)+0.48

21.3+108.75-(100-0.07)

选择正确答案.写在等号后边:

(1).9.26-3.96+8.905= (14.475 14.205 13.809)

(2).9.09+11.1-19= (20 1.1 1.19)

(3).40-9.05-(3.8+6.02)= (21.13 33.35 20.95)

先观察数字特点.能用简便算法计算的用简便算法计算.

4.9+0.1-4.9+0.1 34.02+13.5+0.98 5.6+2.7-4.4

5.17-1.8-3.2 9.95-(4.95+3.14) 8.43+2.87+0.5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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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式计算: (1).27.8减去19.3的差.再加上24.5,和是多少?

(2).23.64加18.9的和.再减去37.82.得多少?

解决问题:1、一只驼鸟每小时跑54.3千米,一辆卡车每小时行45.7千米.鸵鸟的速度

比卡车快多少千米?

2、锦华水泥厂原计划全年生产水泥13.58万吨,结果上半年生产7.96万吨,下半

年比上半年多生产0.04万吨,全年超过计划多少万吨?

3、有两个粮食仓库 ,第一个仓库里有粮食57.5吨,第二个仓库里有50吨,后来从

第一个仓库里运走粮食9.9吨,这时第一个仓库的粮食比第二个仓库少多少吨?

4、专业队用三个月挖了一条9.5千米的水渠,第一个月挖了2.75千米,第二个月

比第一个月多挖了0.65千米.第三个月挖了多少千米?

第七单元 统计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书 P108~109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在条形统计图的基础上认识折线统计图，进一步体会统计在现实生活

中应用，体会数学与生活实际的密切联系；

2.使学生认识折线统计图的特点，会看折线统计图，并能根据数据进行合理分

析，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实践能力。

教具准备：未完成的统计图、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师：这是一幅‘98~03年市中小学参观科技发展人数统计表’，你们能根据相关

数据制成条形统计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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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出示统计表）

98~03年市中小学参观科技发展人数统计表

98 99 00 01 02 03

人数（万人） 3 4 6 8 8 10

二、动手制作条形统计图

1.学生独立完成条形统计图

学生根据老师提供的‘98~03年市中小学参观科技发展人数统计表’内的数据，

独立完成‘98~03年市中小学参观科技发展人数条形统计图’。

制作前先让学生说说每格表示几个单位然后再制作统计图。

2.小组交流作品，复习回顾‘条形统计图’的相关信息“制作步骤、特点”

A学生根据条形统计图说说发现了哪些信息？

B学生小组评价优秀作品；

C全班交流优秀作品。

三、对比条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认识折线统计图的特点

1.师演示“98~03年市中小学参观科技发展人数折线统计图”，学生观察。

师：这个统计图是怎样完成的？

师和生一起分析折线统计图，教师演示其中的一个数据的画法，让生知道是这张统计图是如何画的。

师：你们对比这两个统计图，看看它们有什么异同？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在小组内交流。

2.小结：

条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相同点和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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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把两种统计图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板书出来。

3.认识折线统计图，发现折线统计图的特点

师：你能从折线统计图中发现哪些信息？有什么感想？

引导学生观察参加科技发展人数的变化情况，并谈自己的感想，培养学生关心

周围事物的兴趣并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四、巩固练习

1.完成书中 P109的问题解答；

2.完成书中 P112练习十九第一小题的问题解答；

五、小结评价。

六、作业：新学案。

教学后记：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书 P110~113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在折线统计图的基础上，进一步体会折线统计图在现实生活中应用；

2.使学生能根据数据进行合理分析、制成折线统计图，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教具准备：未完成的统计图、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师：小明的妈妈记录了小明0~10的身高，如下表

（师出示 P110例2的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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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看到统计表想提什么问题，激发学生绘制折线统计图的兴趣。

二、动手制作折线统计图

1.学生独立完成折线统计图

学生根据老师提供的‘小明0~10的身高统计表’内的数据，独立完成‘小明

0~10的身高统计表折线统计图’。

教师先演示其中一个数据的画法，然后再让学生动手画。

分为两个层次动手实践：第一层次为学生练习2分钟，教师将巡视发现的问题组

织学生分析，再推进第二个层次的练习。

师指导个别学生。

2.小组交流作品，欣赏折线统计图

A学生根据折线统计图说说发现了哪些信息？

解决以下问题：小明几岁到几岁长得最快？（师小结：折线中线段最长的那条

就是长得最快的那段时间，也可以通过计算所有差值得出结果。）长了多少厘米？是

怎么发现的？

小明115厘米时几岁？

5岁半时小明身高大约多少？

师引导学生从前几年身高的增长情况来猜测小明5岁半时的身高。

B学生小组评价优秀作品；

C全班交流优秀作品。

3.根据折线统计图进行合理推测：小明身高的发展趋势。

三、巩固练习

1.完成书中 P111的做一做；

学生独立完成，师组织学生进行评析、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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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书中 P112练习十九第二小题的问题解答；

五、小结评价。

六、作业：完成书中 P113练习十九第3小题

教学后记：

第三课时 练习课

教学内容：书 P114~116

教学目标：让学生进一步体会折线统计图在现实生活中应用；使学生能熟练制

成折线统计图，根据数据进行合理分析、科学预测。

教学过程：

一、练习

1.完成书中 P114的第4小题：

A学生先观察体温变化，交流对人体温的了解信息；

B对照正常值发现信息

C回答书中的5个问题

师组织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统计图，然后再回答。让学生仔细观察，明确横轴数据表示的含义。

2.完成书中 P115的第6小题：学生独立完成，师组织学生进行评析、交流，结

合环保教育，提高学生的价值发现。

3.完成书中 P116练习十九第9小题的问题解答；

让学生根据张浩家这几年旅游消费情况的统计表，独立完成折线统计图，同时

能从统计中发现问题，并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再次认识统计的作用。

二、实践活动

结合书中第7.8题的练习，开展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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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参与：1.学生提前根据书中第7.8题的练习的要求，开展调查活动；2.应用

书后的练习纸，进行绘制折线统计图。

课中交流：学生分成学习小组交流作品

课后延伸：组织学生从统计图中预测信息，提出科学建议，布置在学校走廊上。

三、作业：完成书中 P115的第5小题：

教学后记：

总复习——小数的意义和性质（一）

复习目标：1、让学生回忆、掌握小数的相关知识（小数数位顺序表、小数性质、改

写、化简、小数移动）

2、对小数的相关知识有个清楚且有条理的归纳，使知识能科学、合理的

总结归纳、吸收

复习难点：小数相关的一些灵活题，

复习重点：数位顺序表

复习过程：1、将第四单元的概念画出，让学生回家归纳在练习本上。P51、P52、P61、

P73的概念

2、复习数位顺序表（书 P53）

请一学生说一说小数数位顺序表，引导学生注意数位、和记数单位的区别，帮助学

生记忆。

小组比一比：

小数点（ ）是整数部分，（ ）是小数部分。在小数中相邻的两个计数单位

的进率都是（ ）

（1）小数点右面第二位是（ ）位，它的计数单位是（ ），左边第二位是（ ），

它的计数单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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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数部分最大的计数单位是（ ）

（3）小数一定比1小吗（ ）举例

（4）比1小的小数，它的整数部分一定是（ ）

（5）大于7小于8的小数有（ ）个

（6）大于7小于8的一位小数有（ ）个，二位小数有（ ）个

（7）由5个0.1，6个0.01和8个0.001组成的数是（ ）

（8）0.4里有（ ）个十分之一，有（ ）个百分之一

注：在小组比赛中复习小数相关易错知识

3、小数性质

（一）复习概念

（二）小数化简1.2300000，将1.23改写成5位小数

注：强调小数末尾去掉或者添上零，小数大小不变。但是如果是在小数点的后面

添上或者去点零，小数大小有可能改变。

再强调3位小数就是小数点后面有3位，几位小数就是小数点后面有几位

练习：

（1）0.6里面有（ ）个0.01 （2）0.61里面有（ ）个0.01

（3）3.61里面有（ ）个0.01 （4）0.061里面有（ ）个0.001

7/100改写成小数（ ）； 23/1000改写成小数（ ）

34/10000改写成小数（ ）； 3/1000改写成小数（ ）

0.25写成分数（ ）； 0.312写成分数（ ）

把小数90.90100化简后是（ ）

将小数40.070化简后是（ ）。

4、小数点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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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 P61小数点移动的规律

注：在移动过程中要画出路线图，这样不容易出错。小数点前面要添零，小数点后

面不必添零

练习：63.6 ×10 ×100 ÷1000

63.6 缩小为原数的1/10 缩小位原数的1/1000

把300缩小为原数的（ ）是0.3（2）由0.56到0.056是（ ）。

a缩小10倍 b 扩大10倍 c 缩小100倍

（3）把一个小数的小数点先向右移动两位，再向左移动三位，得到的数比原数

（ ）

总复习——小数的性质和意义、小数的加法和减法(二)

教学内容：

小数的性质和意义（二），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教学目标：

1、巩固掌握小数的性质和小数点位置

2、小数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

3、使学生熟练进行小数和十进复名数的相互改写。

4、使学生能够根据要求会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一定的小数数位，求出小数的近似

数，并能把较大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小数。

教学过程：

一、讲评第六单元试卷

1、口算。

2、小数的加法和减法及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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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小数计算下面各题。

复习将复名数改写成高级单位（要求掌握好单位间的进率和小数点的移动）。

将分母是整十、整百、整千的分数改写成小数。

4、小数的简算（复习巩固加法交换律、结合律和连减的简算方法）。

5、解决问题（复习购物小票的填写方法）。

二、复习小数单位改写、小数的改写和求近似数

1、复习小数点位置的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教师：想—想，小数点位置移动会引起小数怎样的变化，变化的规律是什么?

如何应用这个变化规律把一个数扩大到它的10倍、100倍、1000倍、……缩小它的

1/10、1/100、1/1000……

练习：12.376÷10=( )×100=( )÷1000=( )

2、复习小数和复名数的相互改写

练习： 2.37米=（ ）厘米 1.46米=（ ）毫米

5070千克=（ ）吨 6.5吨=（ ）千克

1吨25千克=（ ）吨 52米4厘米=（ ）米

教师提问：

这些题是从低级单位的名数变换成高级单位的名数，还是从高级单位的名数变换成

低级单位的名数?

是乘进率还是除以进率?

小数点向哪个方向移动，移动几位?

通过上面的改写，再想一想用小数表示的高级单位的名数和低级单位的单名数互相

改写时应注意什么?

用小数表示的高级单位的名数和复名数互相改写时应注意什么?这个方法与以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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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数的变化有什么联系?

3、复习求小数的近似数和把较大的数改写成用“万”、“亿”作单位的小数。

练习：345670000千米=（ ）亿千米≈（ ）亿千米（保留二位小数）

教师：想—想，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应该怎样求?

与求整数的近似数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取近似值时，小数末尾

的0能不能去掉?

保留整数表示精确到哪—位?

保留一位小数，表示精确到哪—位?

保留两位小数，表示精确到哪一位?

三、综合练习

课本 P125小数 P128 1、2、3

总复习——四则运算、运算定律与简便计算

教学内容：

四则运算、运算定律与简便计算

教学目标：

1、通过练习，使学生巩固带小括号四则混合运算式题的运算顺序，并能正确计算带

小括号.

2、复习运用加法和乘法的运算定律和一些简算方法进行简便运算。

3、培养学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算法的意识和能力，发展思维的灵活性。

教学过程：

一、口算

2500÷500 0÷250 100÷25 58÷29 250×1 9×15 33×3+1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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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下面各题的运算顺序

47×28−735÷49+7

47×28−（735÷49+7）

47×（28−735÷49）+7

同桌互说再集体反馈

二、组织练习 改错先说说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该如何订正？

235+5×（200−100÷25）

=240×（100÷25）

=240×4

=960

5×（12−12÷12+12）

=5×（0+12）

=5×12

=60

说说运算顺序

4300−（224÷7×8）

（41−16）÷（89−64）

（375+31−16）÷（89−64）

2、 小结：四则运算顺序

3、 师：下面四张扑克 牌上的点数，经过怎样的运算，才能得到 24呢？你

能想出几种方法？ 6点、4点、2点、3点(小组活动讨论)

三、复习加法、乘法的运算定律

1、引导学生用文字总结并用字母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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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板书：用字母表示各个运算定律）

2、课堂练习

1、计算并运用运算定律验算

578+3864=

178X26=

2、简算（并用字母表示所用的运算定律）

25X12 514-389-111

87X201 125X88

66X99 28X3+28X5+2X28

25X47X40 98X27

23X37+27X37

3、应用题

A、一个水池的长是98米，宽是27米，水池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B、班上共有男生23人，女生27人，每人交课本费37元，一共要交多少钱？

（生独立完成，请个别同学上台板演，全班订正,重点说说运用什么运算定律，用字

母怎么表示。）

四、综合练习：

课本 P125-126 3、4、5、6P129-130 6、7、8、9

总复习——三角形

一、教学内容：

三角形的特征、特性、分类、内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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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目标：

1.巩固掌握三角形的特性，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以及三角形的内角

和是180º。

2.，知道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的

特点并能够辨认和区别它们。

三、教学过程：

活动一：简单基础的题目。

1、作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的高和底。

谈谈注意什么问题？(强调钝角三角形高的画法)

2、三角形的稳定性。

说说生活中很多事物都用到三角形的原因是什么？

3、给出三根小棒说说可不可以组成三角形？

3.4.5 3.3.3 2.2.6 3.3.5

为什么？

三角形的分类：注意三角形各自之间的联系及个三角形的特点。

活动二：解决问题

1、求三角形各个角的度数。

1）三边相等

2）等腰三角形，顶角是50度

3）有一个锐角50度，是直角三角形

根据题目所给条件——分析——解决——汇报解题思路

2、爸爸给小红买了一个等腰三角形的风筝。它的一个底角是75度，顶角是多少？

观察找信息——分析——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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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内角和各是多少度？

活动三：提高题

1、能画出有两个直角或者两个钝角的三角形吗？为什么？

交流——汇报

2、根据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能求出下面的四边形和正六边形的内角和吗？

交流讨论——汇报

四、综合练习：课本 P127 8 P130-13110、11、12、13

总复习——三角形的练习卷

一、 复习目标：1、通过讲评练习使学生对三角形的相关概念更清楚。

2、熟练画出三角形的高和底

3、三角形按角分和按边分的分类，以及通过三角形的内角和180度来

求三角形的各角，特殊三角形的求角度。

二、 复习过程：

1、复习概念：

概念：1、由三条线段组成的图形叫做三角形。

2、从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到它的对边做一条垂线，顶点和垂足之间的线段叫

做三角形的高，这条对边叫做三角形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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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度

4、三角形任意两条边的和大于第三条边

2、练习讲评：

（一）在钉子板上画指定的三角形

注意：画的时候为了准确，需要画在钉子之间

（二）填空：

1、一个三角形有（ ）条边、（ ）个角和（ ）个顶点

2、三角形按角的大小来分，可分为（ ）、（ ）（ |三类

3、三角形按边的长短来分，可分为（ ）、（ ）

注意：基础概念题，主要是给学生对知识做个梳理

4、5、6、题主要是根据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来计算角度，除了方法外，还要

强调细心计算。

（三）判断：

1、2、3、4、5都为概念的延伸题，要求学生要记忆

6、7、8为多项选择，主要是让学生利用公式、概念灵活做题

（四）画高：

注：重点也是难点，放慢速度，让学生用幻灯展示作业，大家来评一评做对了没

有。

学生说一说画高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1、用三角板画垂线，用虚线

2、要标上垂直符号

（五）计算

1、在三角形中角1=136度；角2=29度；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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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妈妈买了个等腰三角形的风铃。它的一个底角是25度，它的顶角是多少度？

3、在直角三角形中，一个锐角是35度，另一个锐角是多少度？

注意：强调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

总复习——位置与方向

一、 复习内容：位置与方向（练习卷）

复习目标：（1）使学生能根据任意方向和距离确定物体的位置。

（2）对任意角度具体方向能够准确描述。

（3）能准确的量出物体所在位置的角度及正确画出路线图

二、 复习过程：

1、幻灯片显示方位图，并标有角度。让学生根据图说一说各个地点距离学校的

位置。

此题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会看图说位置，并正确说明是在哪个方向偏几度。

结合练习卷，做练习题1

2、复习量角器量角的方法

结合练习卷，做练习题2（注意：量角器的正确使用，并注意一段线段表示实际

距离多少）

巩固练习：测一测（练习卷3、4题）

3、算平均距离、平均速度

学生说一说方法，再做一做练习4（2）

4、画路线图

注意：

幻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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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沙漠驱车越野：绘制简单路线图

根据所给信息画出越野路线

（1）在起点的东偏北40°方向距离350千米的地方是点1

（2）2在点1的西偏北25°方向距离200千米的地方是点2

（3）终点在点2的西偏南20°方向距离它300千米的地方

学生在课堂练习本上做，说一说

结合练习卷5

5、课堂小测

一份小练习，巩固知识

总复习——统计

教学内容：第七单元 统计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巩固认识单式折线统计图，会看折线统计图，并能根据统计图回答简

单的问题，从统计图中发现数学问题。

2、通过对数据的简单分析，使学生进一步体会统计在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

3、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多方面信息的统计，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引导学生

关注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并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较简单的数学

问题。

教学过程：

1、说一说折线统计图的特点?

2、在绘制折线统计图是要注意什么？

3、练习：1991—2003年沙尘暴总天数的变化情况(幻灯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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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孩子介绍一下你所知道的沙尘暴情况，它有什么危害。

（2） 根据统计图回答问题。

（3） 你发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能够怎样解决问题。

（4） 关注现实生活中环保问题，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4、P127统计9、根据1997-2003年全国每年出生人口数统计图回答问题。

（1） 学生独立完成后请交流。

（2） 分组讨论，每组自由选择一小段时间（如：1998—2000的变化情况）

（3） 汇报交流各自的研究情况。

（4） 让学生体会到从统计中发现问题，并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再次认识统

计的作用。

P131 14 根据我国1997—2003年博物馆数量统计图回答问题。

总复习——综合复习

一、 复习内容：《一课三练》P52-P55

二、 复习目标：使学生对知识有个综合的输理，通过讲评使学生对知识掌握

更加灵活、牢固。

三、 复习过程：

2、怎样简便就怎样算

（1）45+63+37+22 （2）8*（11*125） （3）25*11 （4）72*125

（5）54*99+54 （6）3900/25/4 （7）（100+4）*25 （8）16*43-43*6

分析：（1）注意在简算过程中要凑成整数的需要加上括号

（2）注意8和125的关系，8*125=1000，所以要把他们先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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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要拆最接近整数的数，所以25*11=25*（10+1）=25*10+25*1

（4）注意72*125，看到125想到要找个8相乘，所以可以拆成（8*9）*125=（8*125）

*9

（5）（7）（8）注意用乘法分配率

（6）连续除以两个数等于减去连个数的积

3、递等式计算

强调计算准确，并在稿纸上列竖式检查

4、填空

1、2、3、4、为小数的基本题，再次强调公式重要性。

5、6为小数提高题，应用了小数的性质、小数点的移动

5选择：

（1） 下面数量中与1.2分米不相等的是

0.12米 1.20分米 1.02分米 12厘米

分析：此题考核小数的性质和单位换算，小数点的移动。在讲评过程中，注意再次

复习这几个知识点的灵活应用

（2） 下面每组3个角不可能在同一个三角形内的是

分析：考核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只要每组答案三个度数和是180度的就是正

确的

（3） 下面每组三个角，不能为成三角形的是

分析：此题考核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6、实践操作

（1） 位置与方向

注意：强调要先找出观测点，在观测点上画十字。先看所去地点在观测点的什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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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最后量角度，并标上角度和线段

（2） 统计图

注意：画统计图时要先描点再连线，并要标上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