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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位置与方向（一） 

新知识点： 

1、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能够根据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出其余的三个方向。 

2、知道辨别地图上的方向。 

3、会看简单的路线图（四个方向）。 

4、认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方向，能根据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出其余的七个方向。 

5、会看简单的路线图（八个方向），并能描述行走路线。 

教学要求： 

1、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辨认方向的意识，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 

2、结合具体情境，使学生认识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八个方向，能够根据给定

的一个方向辨认出其余的七个方向，并能用这些词语描述物体所在的方向。 

3、使学生会看简单的路线图，并能描述行走路线。 

教学建议： 

1、根据学生原有的认知，让他们在活动中学会运用方位知识。 

2、使学生学会辨认地图上的方位和空间方位。最初，应当根据学生自身的方位来形成辨认方位的技

能，然后把这些方位和地图上的方位联系起来。教材首先利用学生已有的上、下、前、后、左、

右的方位知识，通过大量的操作活动，让学生练习辨认东、南、西、北等方位的能力，然后让学

生学习辨认地图上的东、南、西、北等方向。 

3、三年级学生正处于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转化的关键时期，此时的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

程度上仍然与感性经验相联系，仍然具有很大部分的具体形象性。对三年级的学生来说，东、南、

西、北等方位概念的掌握还是比较抽象的，学生需要大量的感性材料和丰富的表象积累。因此，

在教学时要以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为基础，创造大量的活动情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让所有的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来。鼓励学生自主探索，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

并能与同伴交流自己的想法。使学生在观察、操作、想象、描述、表达和交流等数学活动中丰富

对方位知识的感知。 

 

 

第一课时  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课题 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能够根据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出其

余的三个方向。 

2、让学生参与活动，能用东、南、西、北描述物体所在的方向。 

3、从现实生活的场景中引入新课，使学生体会在生活中需要用到的方位知识，

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4、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重点 根据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出其余的三个方向。 

教学难点 能正确描述物体所在的方向。 

教具准备 主题图 

教 

学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过 

程 

1、复习旧知。 

提问：你座位的前后左右分别是谁？ 

      教室在第几层？楼上是几年级？楼下是几年

级？ 

如果现在咱们要开家长会，请家长坐在自己孩

子的座位上，你怎样告诉家长自己的位置呢？ 

2、导入新课。 

师问：太阳是从什么地方升起？（学生结合已有知识

进行发言） 

二、探究新知 

1、辨认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1）全体到操场，找一找太阳在哪里。 

（2）说一说，太阳从什么方向升起。（东方） 

（3）想一想，太阳从什么方向落下。（西方） 

（4）指一指，西边在哪里。 

（5）请同学们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 

提问：你们面对的、背对的、左手的、右手的位置分

别是什么方向？ 

（6）讲述前、后、左、右与东、南、西、北的联系。 

2、指出校园内的四个方向。 

说说我们学校的校门朝什么方向。 

站在操场中央，看一看，校园内的四个方向各有什么

建筑物。 

3、学习两组相对的方向。 

（1）站在操场上，你能确定出你家在学校的什么方

向吗？ 

（2）面向你家所在的方向站好。 

（3）观察：家在东、西方向的同学，他们是如何站

着的？（背对背而战） 

（4）观察：家在南、北方向的同学，他们是如何站

着的？（也是背对背而战） 

（5）发现：东与西两个方向，南与北两个方向是相

对的。 

（6）说一说，操场四个方向的建筑物，那两个是相

对的。 

（7）说一说，你与谁家的方向是相对的。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把教材第 3 页例 1 补充完整。 

（1）提问：小明是面向什么方向站立的，你是怎么

知道的？ 

（2）同桌互相交流，说一说操场四周的建筑物各在



什么方向。 

（3）把结果填在教材上。 

2、教材第 5 页练习一的第 1 题。 

（1）说一说，教室在操场的什么方向。 

（2）说一说，教室里的东、南、西、北各有些什么。 

（3）教材第 5 页练习一的第 2 题。 

向同学们介绍你的房间是怎样布置的。 

四、思维训练 

出示天安门广场及四周建筑物平面图。观察后说一说

自己看到了什么。 

结合今天所学的知识说一说天安门城楼、正阳门、人

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等建筑物

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关系。 

 

 

第二课时  认识地图上的方向 

课题 认识地图上的方向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知道辨别地图上的方向。 

2、使学生能够在图上表示出各建筑物的位置关系。 

3、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仔细观察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 能正确绘制出校园示意图。 

教学难点 能准确运用词语，正确描述行走路线。 

教具准备 四张卡片（东、南、西、北）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学前准备 

1、复习旧知。 

（1）回忆学习了哪些方向。 

（2）连一连，找出相对的方向。 

前   左   下   东   南 

北   西   上   右   后 

（3）提问：谁能说出我们校园内东、南、西、北四

个方向。 

教师根据回答板书。 

 

2、导入新课 

出示中国地图，请学生指出北京市所处的位置，说一

说你是怎样找到的。 

二、探究新知 

1、完成校园示意图。 

（1）描述地图上的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2）把教室内的黑板看作地图，指出北在什么位置。 

（3）提问：现在我们确定了方向北，你能不能辨认

出其他三个方向？请同学到前面黑板上贴出相应的

位置。 

（4）用语言描述建筑物的具体方位。 

（5）提问：如果我们把上方规定为其他方向行不行？

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请你们尝试着做一做，并说出其

他三个方向。 

（6）小组交流。 

（7）集体反馈。比较各种方式，说一说，怎样画最

清楚。 

2、小结。 

通常情况下，地图都是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规律

来绘制的，这样标准统一，简单清楚。当我们看一幅

地图时，一定先看清所给方向，然后根据所给方向，

辨认出其他方向。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尝试操作： 

（1） 绘制出自己房间的平面示意图。 

（2） 确定图上的方向。 

（3） 和同伴交流。 

 

 

第三课时  认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方向 

课题 
认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

个方向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方向，能够根据给定的一个方向

辨认出其余的七个方向，并能用这些词语描述物体所在的方向。 

2、使学生进一步体会教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3、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 

教学重点 能够根据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出其余的七个方向 

教学难点 培养正确应用数学知识的能力。 

教具准备 寻宝课件、指南针、动物卡片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学前准备 

1、闹闹寻宝。 

（1）课件演示 

（2）学生交流多种寻宝路径。 

（3）提问：闹闹向北、向南、向西、向东走分别能

寻找到书包、铅笔盒、水和画笔四件宝，那么在方格

 



中还有字典、电脑、跳绳、钢琴四件宝，闹闹怎样才

能拿到呢？ 

2、导入新课。 

二、探究新知 

1、学习例 3. 

（1）出示指南针。 

（2）全体到操场。 

（3）提问：谁能说出校园的东、南、西、北四个方

向。 

（4）教师指着校园厕所，问：厕所在什么方向？ 

（5）用指南针验证。 

（6）师生返回教室，回顾刚才学习过程。 

师根据回顾的内容板书： 

（7）观察东北、西南这两个方向在什么位置。 

（8）由此推出西北角、东南角的位置。 

师板书： 西北    北     东北 

西             东 

     西南    南     东南 

（9）说一说校园西北和东南方向分别有什么建筑物。 

2、巩固新知。 

（1）集体拿出小动物卡片。 

（2）游戏：给小动物找家。 

（3）按要求把熊猫馆、爬行馆、水族馆、飞禽馆分

别安置在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方向。 

（4）同桌互查。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请学生指出教室的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

方向。 

2、看一看自己座位的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

方向的同学分别是谁。 

3、教材第 7 页的“做一做”。 

（1）说明题目要求。 

（2）集体参与，分组学习。 

把自己家的位置在黑板上标出来。 

4、教材第 9 页练习二的第 1 题。 

观察情境图，说一说，十字路口四周的店铺分别在什

么位置上。 

四、思维训练 

教材第 9 页练习二的第 3 题。 

（1）教师读题，学生理解题意。 

（2）按要求独立完成。 



（3）订正。 

五、板书设计 

         

 

 

第四课时  会看简单的路线图（八个方向） 

课题 会看简单的路线图（八个方向）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会看简单的路线图（八个方向），并能描述行走路线。 

2、体会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方向。 

3、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 

教学重点 根据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出其余的七个方向。 

教学难点 准确、简洁地描述行走路线。 

教具准备 例 4 主题图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提问：你去过米易县城哪些地方？你是怎样辨认方

向，找到要去的地方的？ 

二、探究新知 

1、创设情境。 

参观动物园。 

（1）熟悉导游图。 

师出示例 4 主题图。提问：动物园里有哪些主要场馆，

每个场馆都坐落在什么位置？ 

（2）了解学生的参观意向。 

问：你最想参观哪个地方？从大门出发可以怎样走？ 

学生一人当游客，一人当导游介绍行走方向和经过的

地方。 

师生共同评价，引领集体参与。同桌二人各选一个角

色参与到游戏中，再换角色，多次练习。 

教师指导，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指导他们说清行

走方向和经过的地方。 

（3）解决问题 

文文位于长颈鹿馆，她要去看狮子，再去猴山，应该

先往西北方向走到狮山，再从狮山往西南方向走到猴

山；小平位于狮山，要去熊猫馆，可以向西北方向走，

也可以先向西走到大象馆，再从大象馆向北走到熊猫

馆。 

 



同桌互相提问题时，可以提的问题有很多。例如，从

大门到熊猫馆怎么走？ 

2、拓展。 

师：看着这张导游图，作为游客，你还能提出什么数

学问题？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教材第 9 页练习二的第 5—7 题。 

（1）明确题目要求。 

（2）按要求独立完成。 

（3）集体订正，叙述自己的解题思路。 

四、思维训练 

从你所在市区的地图中，指出自己家所在的大概位

置，并说一说自家相对于学校的位置。 

 

 

 

第二单元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 

新知识点： 

1、 口算除法 

（1）口算。 

（2）估算。 

2、笔算除法。 

（1）基本的笔算除法 

（2）除法的验算。 

教学要求： 

1、会口算一位数除整十、整百数、几百几十以及一位数除两位数的除法。 

2、经历一位数除多位数的笔算过程，掌握一般的笔算方法，会用乘法验算除法。 

3、能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除法估算，会表达估算的思路，形成估算的习惯。 

4、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教学建议： 

1、加强学生自主探究的意识，使学生重视对算理和计算规律的探求。 

为了避免学生在不理解算理的情况下，机械地记忆口算过程，套用计算法则，本册教材对除数

是一位数的除法，既没有注明一般的口算思路，也没有出示笔算除法的法则，二是充分调动已有的

计算知识和经验，主动探索计算的算理和算法。 

（1）激活学生已有的口算经验，使之顺利迁移到除数是一位数的口算除法中。 

学生已有的与除法是一位数的口算除法相关联的口算经验：表内乘法和一位数乘整十、整百数

的口算。这些口算经验是帮组学生解答除法是一位数的口算除法的基础。因此，教学时应该采取积

极措施，激活学生已有的相关口算经验，唤起学生对已有知识的回忆，并将它灵活运用到除数是一

位数的口算除法这样一个新的情景中。 

（2）引导学生探索笔算除法的算理和计算规律，学会“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接着做什么—最后做



什么”的有序思考方法。教学时，应充分利用学生已掌握的除法口算经验，结合一定的直观操作活

动，使学生养成一种有序的思考和操作习惯，从而自主概括出笔算除法的计算规律。 

（3）引导学生用简洁的语言表述思考的过程。 

引导学生用数学语言表达口算除法和笔算除法的过程，实际上是引导学生归纳、整理运算程序

和运算规律的过程，它是计算活动过程中的提炼和升华。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创造条件，给学生

一个宽松的说话环境。首先，让学生在思考每个例题时，自言自语地、轻声的说出自己的思考过程。

然后，让学生在小组中（或与同桌）说出自己的思考过程。最后，提供过程的范例。让说得好的学

生在班上交流，或者教师根据多个学生的表述概括出班上学生的不同解题策略。通过有层次的说过

程、说算理，自主归纳出口算或笔算除法的基本方法，同时，学会用简洁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思考过

程。 

2、拓宽主题图的情景视野。 

为了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情景中学习除法是一位数的除法，教材设计了学生熟悉的、丰富多彩

的生活场景，从中引出需要用除法解决的若干问题。但是，这些素材还不能满足广大师生的要求。

因此，实际教学时，老师应根据当地情况和学生的需求，将除法的学习与学生的生活环境、健康成

长、交通、体育、娱乐、饮食和科普知识等联系起来，使枯燥乏味的除法计算融入人类的一切活动

之中，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3、把估算放在与口算、笔算同等重要的地位。 

“能结合具体情景进行估算，并解释估算的过程”是《课程标准》为学生提供的关于估算的学

习目标。要落实这一目标，教学的过程中应注意：①充分认识估算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广泛作用，

认识到估算对学生数感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②将估算、口算、笔算的数学结合起来。教学时，在

具体问题情境中要注意引导学生将估算算法与其他算法结合起来应用，使学生真切感受不同计算方

法的作业，感受估算的应用价值。③适当补充一些与学生生活密切联系的估算内容，加大估算应用

的力度，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 

4、理解乘、除法之间的联系，提高学生简单的推理能力。 

乘法和除法具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教学时，应注意引导学生从乘、除法之间的联系入手，将乘法

运算的思维方法迁移到除法当中。如：教学 60÷3（ ）时，可引导学生思考 3×（）=60。又如，在

验算除法时，可依据乘、除法之间的互逆关系，引出用乘法验算除法的检验方法。这样，通过从矛

盾的双方入手，引导学生揭示知识间的相互关系，使学生既掌握了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计算，又培

养了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1、口算除法 

第一课时 

用一位数除，商是整十、整百数以及一位数除几百几十数 

课题 
用一位数除，商是整十、整百数以及

一位数除几百几十数 
课型 新课 

教学目

标 

1、使学生理解除数是一位数，商是整十、整百数的口算方法，学会正确、熟练

地进行计算。 

2、引导学生将掌握的口算乘法知识迁移到口算除法中去，培养学生迁移类推的

能力。 



3、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教学重

点 

能正确进行口算。 

教学难

点 

掌握口算除法的思维方法，理解算理。 

教具准

备 

口算卡片、小棒。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

思 

一、学前准备 

1、口算。 

教师出示口算卡片，学生抢答。 

2、口答。 

60 里面有几个十？800 里面有几个百？240 里面有几个十？ 

3、把 6 根小棒平均分成 3 份，每份是多少根？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11 页例 1。 

（1）教师：我们来帮助小朋友解决问题吧。 

提问：一共有多少张纸？平均分给几人？怎样理解平均分给几

人？求每人得到多少张，用什么方法计算？怎样列式？ 

教师板书：60÷3 

（2）尝试解答 60÷3 

（3）交流、汇报计算方法。 

（4）动手操作。 

请同学们拿出 6 捆小棒，分一分。 

（5）说说谁的方法最简单，你喜欢用哪种方法进行口算。 

（6）同桌交流 60÷3 的口算过程。 

教师指导，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2、学习 600÷3= 

（1）板书：600÷3= 

师：这道题应怎样想呢？ 

（2）尝试口算 600÷3= 

（3）提问：谁能说出 600÷3 的口算方法。 

3、学习教材第 12 页例 2。 

（1）教师：一共有几个班上手工课？一共用去多少张彩色手

工纸？怎样理解求平均每班用了多少张，怎样列式？ 

板书：120÷3 

（2）观察被除数与刚才所学例题中的被除数有什么不同。 

（3）引导学生独立口算。 

（4）说一说思考的过程。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教材第 11 页“做一做“。 

（1）集体看“做一做“。 

（2）观察每组中上下两题的异同。 

（3）找出其中的运算规律。 

（4）独立完成。 

（5）验证其运算规律是否正确。（当被除数扩大到原来的 10

倍，除数不变时，商也扩大到原来的 10 倍） 

2、教材第 13 页练习三的第 1—3 题。 

（1）独立完成。 

（2）边做边口述口算过程。 

四、思维训练 

1、列式并写出得数。 

（1）6000 除以 3 的多少？ 

（2）3600 除以 4 的多少？ 

2、抢答。（口算卡） 

五、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一位数除两位数的口算 

课题 一位数除两位数的口算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一位数除两位数的口算方法。 

2、使学生了解一位数除两位数的口算除法的一般方法，并能正确的进行口算。 

3、培养学生口算的能力。 

教学重点 口算方法要灵活多样 

教学难点 口算方法要灵活多样 

教具准备 口算卡片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口算。 

教师出示口算卡，学生口答得数。 

2、口答。 

450 除以 9 得多少？被除数是 8000，除数是 8，商是

多少？ 

3、导入新课 

妈妈要买 8 个茶杯，每个茶杯 15 元，妈妈大约要带

 



多少钱就够了？你是怎样想的？ 

通过聆听学生的思考过程，揭示今天的教学内容。 

二、探究新知 

教师：要把 6 张彩色手工纸平均分给 3 人，每人得到

多少张？用你手中的小棒跟小组成员们一起分一分，

说一说。 

学生在小组里进行分小棒，交流算法的活动，老师巡

视了解情况。 

教师：谁来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 

生说出想法。问：该怎样列式计算呢？ 

学生尝试自己计算后，在小组内交流各自的发现，老

师巡视了解情况。 

组织学生交流汇报，只要学生说的有道理，就要给予

肯定并表扬和鼓励。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出示分桃图。 

1、平均每筐大约装多少个？ 

（1）理解题意。 

（2）提问：要分多少个桃？平均分成几份？求什么？

怎样理解“大约“两个字？ 

（3）列式。 

（4）思考“怎样求出平均每筐大约装多少个？ 

（5）集体交流。 

（6）质疑：为什么要将 260 看作是 240或 280，而不

把它看作 250？（因为 240,280 都是 4 的倍数） 

还有其他估算方法吗？ 

2、估算。 

78÷4   470÷8   178÷6 

83÷9   360÷5   410÷7 

（1）学生独立完成。 

可简写思考过程。 

教师巡视，指导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2）集体订正，叙述估算过程。 

3、估算。 

71÷8   181÷2   359÷6 

440÷9   138÷7   323÷4 

请学生说出估算过程。 

4、用你喜欢的方法估一估。 

125÷2   378÷5   435÷7 

297÷4   469÷8   194÷6 

用自己喜欢的方法估算，直接说出估算结果。 



四、思维训练 

找出下面每组数的规律，在（）里填上合适的数。 

（1）3  6  12  24  （  ） 

（2）128  64  32  16  （  ） 

（3）8  24  12  36  18  54  27  （ ） 

 

 

第三课时  口算练习课 

课题 口算练习课 课型 练习 

教学目标 1、通过练习，熟练掌握一位数除整十、整百数和几百几十数以及一位数除两

位数的口算方法。 

2、提高学生用多种策略解决同一个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总结概括的能力。 

教学重点 掌握算理。 

教学难点 提高口算正确率。 

教具准备 口算卡片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基本练习 

1、口算。 

450÷9  6000÷6  100÷10  270-52  15×3 

37+18   39÷3    72÷4    80÷5 

30÷3   200-26   2700÷9  120+48 

2、估算。 

387÷5  426÷8  218÷4  142÷5 135÷7  320÷6 

说一说 426÷8、142÷5 的估算过程。 

二、巩固练习 

1、教材第 13 页练习三的第 7 题。 

指名学生读题。 

分析数量关系。 

集体列式计算。 

说一说，为什么用除法计算。 

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 

请学生说出不同算法。 

2、教材第 13 页练习三的第 8 题。 

理解题意。 

说一说，题中要我们求什么。 

要求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哪些相关信息？ 

说一说，为什么用除法计算，怎样计算 360÷4、360

÷9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三年级的学生去茶园里劳动，女生有 56 人，男生

有 64 人。4 名学生分成一组，一共可以分成多少组？ 

（1）读题。 

（2）独立分析题意，列式解答。 

（3）订正口算过程及结果。 

2、出示课件。 

海龟的寿命大约是青蛙的多少倍？你还能提出哪些

问题？ 

（1）阅读所给信息。 

（2）讨论：根据所给信息，你还能提出哪些问题？ 

（3）教师板书学生所提问题。 

（4）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四、思维训练 

找出下面每行数的排列规律，在（）里填上合适的数。 

4  8  16  32  （  ） 

243  81  27  9  （  ） 

2  5  11  23  47  （  ） 

8  24  12  36  18  （  ） 

 

 

2、笔算除法 

第一课时  基本的笔算除法 

课题 基本的笔算除法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在理解算理的基础上初步掌握一位数除两位数，商是两位数的计算

方法。 

2、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推理、概括的能力。 

3、掌握除法竖式的书写格式，培养学生认真审题的习惯。 

教学重点 掌握一位数除两位数（十位能整除）的笔算方法。 

教学难点 
1、掌握一位数除两位数，商是两位数的笔算过程中的试商方法。 

2、竖式的书写格式。 

教具准备 小棒，口算卡片。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口答。 

42 是由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  28 是由几个十和

几个一组成的？  52 如果去掉 4 个十，还剩下几个

一？ 

2、板演。 

84   175  

 



订正时，请同学们说一说是怎样求出商的，每道题各

用哪一句口诀求商，我们在写竖式时要注意什么。 

3、导入新课。 

出示主题图。 

（1）理解图意。 

（2）说一说你从图中看懂了什么。 

（3）想一想：我们能用前几节课学过的方法来算出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的结果吗？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15 页例 1。 

（1）解决学生甲提出的问题：42 除以 2 等于多少。 

（2）明确 42÷2 表示什么意思。 

（3）提问：乘法口诀表中有“二（  ）四十二”的

口诀吗？你能用前面学过的方法算出它的结果吗？ 

（4）想一想：写竖式要分几步来写？ 

（5）试一试，写出竖式。 

（6）交流笔算方法。 

 

（7）图式结合。 

从图上看，每份是 21 根；从竖式上看，得数是 21。 

2、师生共同归纳笔算除法的方法。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计算教材第 19页练习四的第 1题中的 262 、 933  

（1）独立完成下面两道除法算式题，请两名同学板

演。 

262      933  

（2）教师巡视，指导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3）集体订正，请同学叙述计算过程。 

2、看病门诊。 

 

（1）观察、研讨计算中出现的错误。 



（2）改正错误之处。 

（3）提出改进方法。 

3、计算教材第 19页练习四的第 1题中的 884 、 666  

（1）看清题中数据。 

（2）独立完成。 

（3）集体订正。 

（4）回顾做题过程，总结计算方法。 

四、思维训练 

你能尝试解决同学们提出的主题图中的第二额问题

吗？四年级平均每班种多少棵树？ 

五、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基本的笔算除法 

课题 基本的笔算除法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在理解算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一位数除两位数（商是两位数）

的除法的计算方法。 

2、使学生明确每次除后必须比除数小。 

3、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概括的能力。 

教学重点 掌握一位数除两位数（商是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教学难点 掌握一位数除两位数（商是两位数）的笔算过程中的试商方法。 

教具准备 口算卡片、小棒。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学前准备 

1、口算。 

55÷5  49÷7  240÷6  48÷4  45÷5  280÷7 

2、板演。 

693    842  

说一说，笔算一位数除两位数的除法，应先算什么，

再算什么。 

3、导入新课。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16 页例 2. 

（1）动手分一分，每分钟有几捆。 

 



（2）尝试解答。 

（3）质疑。当第一步 50÷2 除完后，你发现了什么

问题？（十位上的数不能被 2 除尽） 

（4）说一说，在竖式中怎样计算。 

（5）图式结合。 

从图上看，每份是 26 根，分完整捆后，把剩下的 1

捆打开，1 捆与 2 根合起来是 12 根，再把 12 根平均

分成 2 份。从竖式看，得数是 26，把余下的 1 个十与

个位上的 2 合起来继续计算。 

（6）学生第二次试商，边做边说计算过程，强调最

大能商几个十。 

2、比较例 1 与例 2 的异同点。 

相同点：都是从被除数十位上的数除起，除到被除数

的哪一位，商就写在那一位上面。 

不同点：例 2 的被除数十位上还有余数，要与个位上

的数合起来再除。 

3、师生共同归纳例 2 的计算方法。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教材第 19 页练习四的第 1 题中第二排的四道题。 

（1）板书在黑板上。 

（2）读题。 

（3）独立完成，请四名同学板演。 

（4）集体订正。 

（5）教师把巡视中发现的典型错误加以分析、纠正。 

2、病题门诊。 

3、游戏。（教材第 16 页“做一做” 

（1）创设游戏情境。 

（2）全体参与，以组为单位，每人一题，看哪小组

做得又对又快。 

（3）公布游戏结果，表扬做得又对又快的小组。 

（4）对做题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集中进行分析、纠

正。 

四、思维训练 

1、教材第 19 页练习四的第 3 题。 

（1）出示题。 

（2）理解题意。 

（3）根据题意，你能提出哪些问题？ 

（4）尝试解答。 

（5）交流解题思路。 

2、教材第 19 页练习四的第 4 题。 

（1）出示题。 



（2）读题，分析数量关系。 

（3）明确这是一道两问应用题，两个问题间存在着

非常重要的联系。 

（4）叙述解题思路。 

（5）独立在本上完成。 

（6）集体订正。 

五、板书设计 

    

 

 

 

第三课时  一位数除三位数的除法 

课题 一位数除三位数的除法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一位数除三位数的除法的笔算方法。 

2、培养学生的验算意识、 

3、培养学生认真计算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 一位数除三位数的除法的笔算方法，运用乘法验算除法。 

教学难点 运用一位数除三位数的除法解决实际问题。 

教具准备 口算卡片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学前准备 

1、口算。（出示口算卡片） 

2、笔算。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17 页例 3. 

教师：观察情景说一说从中可以知道哪些数学信息。 

（1）方法分析。 

一位数除三位数的算理与一位数除两位数的算理相同。

笔算时，先用 2 去除被除数的首位，够商 1，将 1 写在商

的百位上；讲求得的商“1”与除数“2”相乘，得到 2

个百，将“2”写在被除数的百位下面，2减 2 等于 0（0

可以省略不写），表示被除数百位上的数已经被分完。 

接着，将被除数十位上的数“5”写下来，用 2 去除 5，

商 2，将 2 写在商的十位上，2 与除数“2”相乘得 4，将

4 写在 5 下面，5 减 4 得 1，将 1 写在 4 的下面，再将被

除数个位上的数“6”写下来，6 与十位上的数合成“16”，

2除 16商 8，将 8写在商个位上，8与除数 2相乘得 16,16

减 16 等用于 0，将 0 写在余数的位置上。 

 



（2）列式解答。 

①验算方法探究。 

要验证商“128”是否正确，可以列乘法算式 128×2 或 2

×128 进行验算，如果乘得的积等于 256，就说明计算的

结果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验算方法：商×除数=被除数 

②进行验算。 

验算过程：256÷2=128（张）   

验算：128×2=256（张）或 2×128=256（张） 

2、学习教材第 18 页例 4. 

（1）出示主题图。 

（2）理解题意，完整读题。 

（3）分析数量关系，确定解题方法。 

（4）列式计算。 

(5)引导学生尝试估算。 

(6)尝试笔算。 

(7)揭示计算中遇到的问题。（2 个百除以 6 不够商 1 个

百时，怎么办？） 

(8)交流解决办法。 

(9)讲述：当百位上的数小于除数时，应将百位上的数与

十位上的数合起来，看成几十个十来计算，23 个十除以

6，商的首位应在十位上。 

(10)第二次尝试完成下面的计算 

(11)请学生完整叙述计算过程。 

(12)估算结果与精确值相对比。 

（13）观察例 4 中的被除数、除数和商，发现其规律。 

当一位数除三位数，百位上的数小于除数时，这时商的

首位就在十位上，所以商是两位数，通过这样的观察，

还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商的位数。 

下面我们用此方法进行验证。 

3、出示题。 

3274    3055    8486    3597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先估一估，再计算。 

1563    4348    6055    8637     

（1）读题，明确题意。 

（2）判断各题的商是几位数。 

（3）请学生说出判断的结果。 

（4）学生独立做一做。 

（5）计算各题。 



（6）集体订正，验证判断商的位数，估算结果是否接近

精确值。 

（7）质疑、解疑。 

2、 2575    8046    1834    3172   

给商是两位数的涂上红色，商是三位数的涂上黄色。 

（1）读题，明确题意。 

（2）判断商的位数。 

（3）动笔涂色。 

（4）说明判断理由。 

（5）分组各做一题，验证其商的位数，订正其精确值。 

（6）明确：做笔算除法时，先观察最高位上的数字，再

用它与除数比大小。 

 3、  543÷3          62 

      372÷6         132 

      924÷7         181 

      185÷5         149 

      712÷8          37 

      894÷6          89 

（1）看清题目要求。 

（2）根据笔算除法的一般方法，独立完成。 

（3）结合学生做题中出现的问题，开设病题门诊。 

（4）按要求连线。 

（5）表扬书写工整、计算全部正确的同学。 

（6）请同学总结笔算除法的一般方法。 

四、思维训练 

结合今天所学内容，写一篇数学日记。 

五、板书设计 

       

 

 

 

第四课时  一位数除三位数的除法的练习 

课题 一位数除三位数的除法的练习 课型 练习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熟练掌握一位数除三位数的笔算除法。 

2、提高学生计算的正确率和速度。 

3、培养学生认真检查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 运用分析、推理能力正确解答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 运用分析、推理能力正确解答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具准备 课件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基本练习 

1、口算接龙。 

每人一题，全体参与。 

要求：先计算出得数，再编题，编题时可用加、减、

乘、除法。 

方法：教师出第一题 3×8.让学生按学号自觉参与。 

2、笔算闯关。 

教师出示 5 道计算题，请同学们做，谁能都做对，证

明谁闯过了第一关，结合班级评价方式给予表扬；做

错的，说出错误原因，并加以改正。 

3、100÷2  63÷3  2800÷7  6300÷9 

   200÷5  84÷2  2400÷6  5600÷8 

4、先判断商是几位数，再计算。 

2766    3242    6513    6403   4988  

二、巩固练习 

1、教材第 19 页练习四的第 13 题。 

（1）出示题。 

（2）读题，理解题意。问：怎样理解平均每集播放

多长时间？ 

（3）分析数量关系。 

（4）列式计算。问：为什么用除法计算？ 

2、教材第 19 页练习四的第 15 题。 

（1）出示，理解题意。 

（2）按要求尝试推理，说明理由。 

（3）根据题意，你还能提出哪些问题？ 

（4）想一想，你提出了几个问题，你还能提出其它

问题吗？ 

3、教材第 19 页练习四的第 18 题。 

（1）先出示四幅图。 

（2）看图，你能提出什么问题？（学生自由发言） 

（3）板书问题（1） 

（4）板书第 18 题的问题（2）。 

（5）读题，思考。 

（6）学生独立解答。 

 

 

 

第五课时  商中间有 0 的除法 

课题 商中间有 0 的除法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知道 0 除以任何不是 0 的数都得 0. 

2、掌握一位数除多位数，商中间有 0 的除法的算理，会正确计算商中间有 0

的除法。 

3、培养学生认真、仔细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商中间有 0 的一种情况；求出商的最高位后，除到被除数的某一位是 0 就商 0.

能正确计算商中间有 0 的除法。 

教学难点 
商中间有 0 的一种情况；求出商的最高位后，除到被除数的某一位是 0 就商 0.

能正确计算商中间有 0 的除法。 

教具准备 口算卡片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口算练习（出示卡片） 

2、说出每个数中的 0 表示的数值。 

（1）板书：39 

请说出 3 和 9 各表示的意义。 

（2）板书：0 

请学生说出 0 表示的意义。 

（3）在 3 和 9 的中间添上一个 0，使 39 变成“309”，

请同学说出 0 在这个位置表示的意义是什么？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23 页例 5. 

（1）提问：哪个数和 5 相乘得 0. 

（2）列式计算：0÷5=0 

（3）理解 0÷5 为什么等于 0. 

（4）结合算理说一说，0÷2  0÷8 各得多少。 

（5）总结：0 除以任何不是 0 的数都得 0. 

2、学习教材第 23 页例 6 中的（1）题。 

（1）理解题意。根据题意可知，小明买了 2 套中国

古典名著，花了 208 元，求每套花了多少钱，应该用

除法计算，列式为 208÷2 

（2）板书：208÷2 

（3）学生独立完成笔算。 

（4）展示学生笔算过程。 

（5）观察思考：为什么 2 除到被除数十位上的 0 时，

商的十位上得 0 呢？ 

（6）观察学生的笔算，讲清算理。 

（7）自主回顾笔算过程。 

（8）同桌交流，商的十位上为什么要写 0. 

3、学习例 6 中的（2）题。 

（1）板书：216÷2 

（2）探究笔算方法。 

 



笔算时，先用 2 去除被除数百位上的 2,2 除以 2 得，

在百位上商 1，再用 2 去除十位上的 1,1 除以 2 不够

商 1，要在十位上商 0 占位，0 乘 1 得 0,1 减去 0 还

得 1，最后被除数十位上的 1 与个位上的 6 合并成

16,16 除以 2 得 8，在商的个位上写 8. 

（3）指名学生到黑板上板演。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计算。 

4022    6093  

（1）独立完成。 

（2）老师巡视，了解学生的做题情况。 

（3）对学生计算中的错误，有针对性地进行纠正。 

（4）了解学生是怎样验算的。 

2、病题门诊。 

 

（1）出示题。 

（2）理顺思维，观察发现。 

（3）说一说，这道题错在什么地方。 

（4）指明学生板书并口述怎样改正。 

（5）说一说，做题时要注意些什么。 

四、思维训练 

笔算： 80042     

（1）尝试计算。 

（2）质疑。问：为什么商中间要写两个 0？（商中间

应该商几个 0，就写几个 0，不能只写一个 0） 

五、板书设计 

        

 

 

第六课时  商末尾有 0 的除法 

课题 商末尾有 0 的除法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在熟练掌握一位数除三位数笔算除法的基础上，会正确计算商末尾

有 0 的除法。 



2、通过学习，形成一定的笔算技能。 

3、培养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教学重点 被除数的某一位不够除，商 0 的原理。 

教学难点 被除数的某一位不够除，商 0 的原理。 

教具准备 口算卡片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出示口算卡片，学生口答。 

2、板书下面各题，请学生在本上完成，集体订正。 

6903    6004    5055  

请学生说一说，自己是怎样想的。 

二、探究新知 

学习例 7. 

通过情境图，说一说从中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 

我们先来解决问题（1）。 

（1）理解题意。 

根据题意可知，每根短跳绳 5 元，求 650 元能买多少

根短跳绳，应该用除法计算，列式为 650÷5. 

（2）探究笔算方法。 

用竖式计算 650÷5时，先用 5去除被除数百位上的 6，

在商的百位上写 1，余下的 1 个百和 5 个十合成 15 个

十，5 除 15 个十商 3,3 写在十位上，个位上的 0 除以

5 得 0，直接在商的个位上写 0，其中 0 减去商和除数

的乘积 0 的步骤可以省略不写。 

指名学生板演。 

我们再来解决问题（2） 

（1）理解题意。 

根据题意可知，每根长跳绳 8 元，求 245 元能买多少

根长跳绳，还剩多少钱，应该用除法计算，列式为 245

÷8 

（2）探究笔算方法。 

笔算时，先看被除数百位上的数，百位上的数不够除

时，看被除数的前两位，用 8 去除被除数百位和十位

合成份数“24”，8 除 24 得 3，在商的十位上写 3，

接着用 8 去除被除数个位上的 5,8 除 5 不够商 1，在

商的个位上写 0，被除数的个位上还余 5，表明这是

一道有余数的除法算式。 

指名学生板演。 

师生总结商末尾有 0 的两种情况： 

①除到被除数十位正好除尽，个位又是 0，就不必再

 



除下去，只要在个位上商 0 就可以。 

②除到被除数十位正好除尽，而被除数个位上的数比

除数小，就不必再除，只要在商的个位上写 0，落下

被除数个位上的数作余数即可。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教材第 25 页的“做一做” 

（1）请学生自选两题在练习本上完成。 

（2）指名学生板演，，叙述自己的计算过程。 

（3）检验。 

2、病题门诊。（教材第 26 页练习五的第 6 题） 

（1）看题，明确题意。 

（2）观察各题错在哪里。 

（3）同桌互说如何改正。 

（4）在本上动笔改错。 

3、教材第 26 页练习五的第 1、第 2 题。 

学生独立完成。 

四、思维训练 

教材第 28 页第 14 题。 

五、板书设计 

           

 

 

 

第七课时  运用估算解决问题 

课题 运用估算解决问题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运用估算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2、使学生学会从多角度思考来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解决问

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 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教具准备 课件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口算。 

3 分钟计时，学生在口算卡上完成 20 道口算题。 

2、计算。 

 



教师板书下列各题，学生在练习本上完成。 

6903     40022    50805  

4284     6903    60005  

32284    5455     

（1）集体完成。 

（2）指名学生板演。 

（3）说一说，各自是怎样计算，如何验算的。 

（4）针对学生出现的错误，进行分析和指导。 

（5）表扬算理清楚，计算正确及有进步的同学。 

3、计算比赛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29 页例 8. 

出示主题图。 

师：观察情境图，从中知道了哪些信息？跟同伴说一

说。 

问：“大约”是什么意思？ 

师：下面我们就来探究估算的方法。 

估算 267÷3 时，把被除数看作与它接近的整百数或

几百几十数，然后应用乘法口诀，估出商是多少。在

这道算式中，可以把 267 看作与它接近的整百数 300，

也可以把 267看作与它接近的几百几十数 270，且 300

和 270 都是 3 的倍数。 

指名学生板演。 

方法一：把 267 看作与它接近的整百数 300 

267÷3≈100（元） 

（300） 

答：每天的住宿费大约是 100 元。 

方法二：把 267 看作与它接近的几百几十数 270 

267÷3≈90（元） 

（270） 

答：每天的住宿费大约是 90 元。 

2、学习教材第 30 页例 9. 

出示主题图。 

师：观察情境图，从中知道了哪些信息？跟同伴说一

说。 

师：下面我们就来探究估算的方法。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可以用估一估的方法求出 18 个

箱子大约能装下多少个菠萝。因为 18 接近 20，可以

把 18 看成 20，算得 20 个箱子能装下 160 个菠萝，182



＞160，所,18 只纸箱肯定装不下 182 个菠萝；还可以

用估一估的方法算出装完这些菠萝至少需要多少个

纸箱。菠萝的总数为 182，接近 180,180 除以 8 得数

大于 20，所以，18 个纸箱肯定装不下所有的菠萝。 

指名学生板书。 

方法一：18≈20 

        20×8=160（个） 

方法二：182≈180 

        182÷8＞20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奥林匹克火炬在某地 4 天传递了 816 千米。平均

每天传递多少千米？ 

（1）出示题。 

（2）读题，理解题意。 

（3）分析数量关系。 

（4）列式解答。 

（5）说一说自己是怎样想的。 

2、有 530 把椅子，分 5 次运完，平均每次运多少把？

如果分 4 次运呢？ 

（1）在理解题意的基础上，分析数量关系。 

（2）估算一下，把 530 平均分成 5 份或平均分成 4

份，每份大约是多少。 

（3）精确计算。 

（4）交流计算结果。 

3、现有 643 盆花摆进花坛，平均放进 5 个花坛中，

每个花坛放多少盆，还剩多少盆？ 

（1）出示题。 

（2）理解题意。 

（3）分析数量关系。 

（4）独立列式解答。 

（5）提问：怎样理解还剩多少盆？（余数就是还剩

多少盆） 

4、3 位教师带 50 名学生去参观植物园，已知成人票

价 10 元，学生票价 5 元，10 人以上的团体票价为 6

元，怎样买票合算？ 

（1）创设情景。教师边讲边出示相关信息。 

（2）营造解题氛围。 

（3）分组合作，尝试多种解答方法。 

（4）比一比，哪小组既解答合理又方法多样。 

（5）想一想，在什么情况下师生分开购票是合算的？

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团体票合算？ 



（6）给学生充分的发言时间和空间。 

四、思维训练 

如果同一节目每月播出的时间相同，每个节目每月各

播出多长时间？ 

（1）出示题，讲述题意。 

（2）解读图意。 

（3）理解题目中所提的问题。 

（4）直观看图，正确解答。 

（5）交流解题思路。 

 

 

3、整理和复习 

课题 整理和复习 课型 练习 

教学目标 1、通过解答三个具体问题，对本单元所学的知识进行回顾和整理。使学生形

成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的知识结构，掌握口算、估算、笔算和验算的基本方法。 

2、能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灵活选择计算方法。 

3、提高计算的正确性及熟练程度。 

教学重点 灵活选择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 提高计算正确率。 

教具准备 课件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基本练习 

1、回忆本单元所学知识。 

（1）给学生留出回忆的时间。 

（2）指名学生回答，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板书，形成

知识网络。 

（3）其他同学补充完整。 

2、复习除法含义。 

（1）板书：46÷2   0÷3 

（2）说一说，46÷2 的含义，0÷3 应该怎样理解？ 

提问：0 除以任何不是 0 的数结果是多少？任何不是

0 的数除 0 呢？ 

二、巩固练习 

1、出示教材第 33 页的内容。 

（1）自主解答这 3 道题。 

（2）逐题订正。 

（3）请学生说出分析过程和解答方法。 

（4）质疑。再解答这三道题时，你使用了什么样的

计算方法？为什么选用这样的方法？为什么用“≈

“？你用什么方法验证自己的计算是否正确？ 

 



说一说，225÷5 的计算过程。 

（5）指名学生回答或组内交流。 

2、教材第 34 页练习七的第 1 题。 

（1）思考：如何判断商的位数？除法估算的方法是

什么？除法笔算时要注意什么？ 

（2）按要求先计算，再填空。 

（3）学生每人一空，集体订正。 

（4）说一说，笔算除法时，你都遇到了我们学过的

哪几种情况，商中间、末尾有 0 的除法有什么特点。 

（5）指名学生回答。 

3、教材第 34 页练习七的第 2 题。 

（1）讲清题意。 

（2）说一说，每道题中都有哪些运算符号，它们的

运算顺序各是什么。 

（3）集体在练习本上完成，指名学生板演。 

（4）订正时，请学生说出 672÷（2×3）和（601-246）

÷5 的运算顺序。 

（5）强调书写格式的规范。 

（6）脱式计算如何检查？（做一步查一步） 

三、思维训练 

教材第 34 页练习七的第 5 题。 

（1）出示题，理解题意。 

（2）寻找相关信息。 

（3）合理解答。 

（4）交流解题思路。 

（5）质疑反馈。 

四、板书设计 

            

 

 

 

第三单元  复式统计表 

新知识点： 

1、 认识复式统计表，能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填写统计表。 

2、 能根据统计表中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 

教学要求： 

1、通过对现实生活事例中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让学生认识复式统计表，使学生学会根据复式统计



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2、使学生学会简单的数据分析，进一步体会统计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理解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3、使学生能根据复式统计表中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 

教学建议： 

1、 要充分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由于学生已经有了很多关于统计表的知识基础，教学时可以放手让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小组讨

论的方式探索新的知识，通过这种学习方式，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思维的开放性。 

2、注意让学生进一步认识统计的作用。 

学生在二年级下册时，就已经学会利用统计结果进行合理的预测，能初步理解统计在实际生活

中的作用。在本单元的教学中，要注意结合实际情景，使学生理解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要使用统计，

进一步体会统计的意义。例如，在做一项决策时，对已有的数据进行统计学上的分析，其结果便能

对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这就体现了统计的一个主要功能，通过有限样本的数据分析来推断总体样本

的大致情况。 

 

一课时 

课题 复式统计表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在具体的统计活动中认识复式统计表，能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填写

统计表，并能根据统计表中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 

2、使学生在认识、填写、分析复式统计表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统计方法，发

展统计观念。 

3、通过学习，使学生进一步体会统计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学习的乐趣，

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学重点 使学生认识复式统计表，会根据复式统计表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 通过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使学生能对数据作出简单的判断和预测。 

教具准备 课件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出示教材第 36 页情境图。 

提问：这是本班同学最喜欢的活动情况，你从图中能知

道些什么？ 

提出要求：你能把这 6 个兴趣小组的人数填在下面的统

计表中吗？ 

男生最喜欢的活动 

活动 看书 踢球 看电

视 

画画 跳绳 玩电子

游戏 

人数       

 

女生最喜欢的活动 

活动 看书 踢球 看电

视 

画画 跳绳 玩电子

游戏 

 



人数       

学生各自填写，老师提醒学生应注意核对统计数据。 

提问：男生最喜欢什么活动？女生最喜欢什么活动？ 

指出：这里的每张统计表都只是反映男、女生最喜欢的

活动的人数，如果要对男、女生最喜欢的活动的人数进

行比较，就显得不是很方便了。所以，人们就想到把这

些简单统计表合并成一张统计表（出示例题中的复式统

计表） 

二、探究新知 

1、谈话：请同学们先认真观察这张表，在想一想，表

中各个栏目是什么意思？ 

2、认识复式统计表。 

情境中的第三个统计表填写了男生和女生最喜欢的活

动数据，像这样的统计表就是复式统计表。复式统计表

可以表示多组数据，单式统计表只能表示一组数据与单

式统计表相比，复式统计表更有利于对所收集的数据进

行观察、比较和分析。 

3、读复式统计表。 

（1）复式统计表左上角的一个格用斜线隔成三部分，

分别表示出表内横向、竖向所放内容以及所统计数据的

名称。 

（2）竖排表示所统计的对象是男生和女生，因此对应

表头处写“性别”。横排表示的是最喜欢的项目情况，

因此对应表头写“活动”。中间部分是不同性别、不同

活动的相应人数，因此在表头对应的中间格写“人数”。 

4、解决问题。 

从第一个单式统计表中可以知道，男生喜欢的活动分别

是什么，对应的人数是多少。从第二个单式统计表中可

以知道，女生喜欢的活动分别是什么，对应的人数是多

少。观察这两个统计表可以发现，每个统计表的活动都

一样，调查的都是看书、踢球、看电视、画画、跳绳和

玩电子游戏。第三个统计表包含三项内容：活动项目（看

书、踢球、看电视、画画、跳绳和玩电子游戏），人数，

性别（男生、女生）。根据表中调查的数据可以判断出

男生和女生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哪个数据大，那个活

动就是学生最喜欢的。要想知道调查的人数一共是多少

人，把各个项目中的人数相加即可。我们还可以根据表

中的数据的大小，，对这次调查的结果提出看法和建议。 

小结：刚才的每张统计表都只能反映一个小组的男、女

生人数；用刚才的统计表不便于比较不同小组的人数，

这张统计表不仅便于比较各组人数，而且能看出四个小



组的整体情况。 

引导：如果把刚才的几张统计表叫做“单式统计表”你

觉得这张统计表叫什么名称?学生讨论后揭题。（板书

课题）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指导完成教材第 38 页练习八第 1 题。 

先让学生说说题目提供的是什么数据，再指名学生介绍

一些与这些数据有关的事。然后让学生把上面的数据填

写在统计表里。 

学生完成后，提问：你能说出中国哪一届奥运会获得金

牌数最多吗？俄罗斯金牌数最少的一届呢？美国获得

金牌数在三个国家的排名分别是多少？从上面的统计

表中你还能了解些什么？ 

四、思维训练 

1、某书店 2014 年第二季度的图书售出情况如下，根据

所给数据制成统计表。 

四月份：教辅书 2631 本，文学类图书 3452 本，工具书

302 本。 

五月份：教辅书 3689 本，文学类图书 2478 本，工具书

352 本。 

六月份：教辅书 5634 本，文学类图书 1953 本，工具书

427 本。 

2、下面是三（1）班同学饮食情况统计表，想想怎样填

写表中空缺部分。 

三（1）班同学饮食情况统计表 

 

看了这张统计表，你能得到哪些信息？你对我们班同学

的饮食习惯有什么建议？ 

 合计 蔬菜 鱼类 肉类 豆制

品 

总计    13  

第一组 10  3 3 1 

第二组  4 0 6  

第三组  4 0   

 

 

 

第四单元  两位数乘两位数 

新知识点： 



1、 口算乘法： 

（1）整十、整百的数乘整十数。 

（2）估算。 

2、笔算乘法： 

（1）两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 

（2）两位数乘两位数。（进位） 

（3）用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和估算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要求： 

1、使学生会口算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会口算两位数乘整十、整百数（每位乘积不满十）。 

2、使学生经历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过程，掌握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3、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感受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教学建议： 

1、让学生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掌握计算方法。 

    计算是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工具，只有扎起解决问题的具体情景中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作用。

教材为学生学习计算提供了相应的生活实例和问题情景。让学生把探讨计算方法的活动与解决实际

问题融于一体，学习材料饱含生气，对学生很有吸引力，容易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在解决

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探讨计算方法，可以使学生深刻理解为什么要计算，切实体会到计算的意义和作

用。 

2、让学生主动探索计算方法。 

    让学生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是《课程标准》倡导的重要改革理念之一。本单元教材根据学生

已有基础，为学生提供了探索乘法口算、估算、笔算方法的具体问题情境，同时也设计了自主探索、

合作、谈论鹅学习情境。旨在让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和已有的计算方法，探索新的计算方法。教学

时，要留有充裕的时间，放手让学生尝试，探讨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方法，尝试、探讨两

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方法恶化笔算方法。在自主探索的基础上，适时组织讨论、交流，以完善学生

对计算过程与算理的理解。给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让学生主动探索计算方法，经历

乘法计算方法的形成过程，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计算方法理解，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学生也能逐步学

会用数学手段去解决问题，并获得成功的体验。 

3、加强估算，鼓励算法多样化。 

估算是《课程标准》中要加强的计算教学内容，本单元教材不仅在口算乘法中专门安排了估算

的教学内容，还在笔算的乘法中展示了估算方法。切实体现了“加强估算”“提倡算法多样化”的改

革理念。教学时，要充分利用教材资源，扎扎实实地组织教学活动，让学生学会估算的方法。老师

要有意识、有计划地给学生提供估算是机会，让学生运用估算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运用估算检查

计算结果，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学习估算的必要性，逐步形成估算的意识，提高估算的能力。 

 

 

1、口算乘法 

第一课时  口算乘法 

课题 口算乘法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学会口算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及两位数乘整十、整百数。（每位乘积不满十） 

教学重点 1、体验口算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及两位数乘整十、整百数的多种口算方法。 



2、能正确的进行口算。 

教学难点 
1、体验口算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及两位数乘整十、整百数的多种口算方法。 

2、能正确的进行口算。 

教具准备 课件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口算练习： 

30×3  20×6  20×4  13×3  2×4  200×4 

9×50  120×2  40×7  2×3  23×2  400×2 

让学生任选两题说说口算的方法。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41 页例 1. 

出示例 1.观察，你知道了哪些信息？跟同伴说一说。 

师：要求 3 筐草莓有多少盒，也就是求 3 个 15 是多少，

怎样列式呢？ 

生回答，教师板书：15×3 

教师：怎样计算呢？同学们可以根据以前学过的乘法口

算方法去想，也可以小组讨论，看看怎样得出得数，各

组代表向全班同学汇报本组的各种口算方法。 

方法一：将 15 分成 10 和 5，口算 10×3=30.5×

3=15.30+15=45. 

方法二：根据竖式计算的方法，想 5×3=15，个位上的数

相乘满十，就向前一位进 1，十位上的数 1和 3 相乘得 3

个十，加上个位上进上来 1 个十，就是 4 个十，口算结

果是 45. 

教师对学生的口算方法给予归纳总结并板书，在黑板上

加以平价，方便全体学生了解不同方法的口算过程。 

教师：想一想，150×3=     

学生分组讨论计算方法，教师板书。 

小结：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方法看，可以把两位数分

成一个整十数和一个一位数，将两位数乘一位数的积与

一位数乘一位数的积相加，就可以算出结果；还可以利

用竖式计算的方法进行口算，几百几十数乘一位数的口

算方法，即先口算几百几十数 0 前面的数与一位数相乘，

再在后面添一个 0. 

2、学习教材第 42 页例 2. 

出示例 2. 

师：观察图，你从中知道哪些信息？跟同伴说一说。 

学生回答，老师板书：6×10. 

教师：怎样计算呢？同学们可以根据以前学过的乘法口

 



算方法去想，也可以小组讨论，看看怎样得出得数，各

组代表向全班同学汇报本组的各种口算方法。 

学生总结口算方法，老师板书。 

口算 10×6 时，可以利用乘法口诀“六九五十四“求出 9

个 6 是多少由于算式中要求的是 10 个 6 是多少，因此，

还要再加上一个 6 

列式解答：6×10=60（个） 

答：10 盒有 60 个。 

室：要求 20 盒有多少个苹果，怎样列式呢？ 

生答，师板书：12×20 

教师：应该怎样计算呢？同学们可以根据以前学过的乘

法口算方法去想，也可以小组讨论，看看怎样得出得数，

各组代表向全班同学汇报本组的各种口算方法。 

学生总结口算方法，老师板书。 

因为可以把 20 看作 2×10，所以口算 12×20 时，可以先

口算出 12×2 的积，然后再用 12 与 2 相乘得积乘 10. 

列式解答：12×20=240（个） 

答：20 盒有 240 个。 

3、指导学生完成“做一做“。 

让学生先独立完成“做一做“，完成后集体订正，每道

题各选几名同学说一说自己的口算方法。 

教师提问：这几道题和我们前面学过的题有什么区别？

引导学习探究计算方法，根据前面学习的经验，你能说

一说你想怎么计算它们的结果吗？（先让学生说一说，

然后在教材上完成） 

教师板书小结。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口算。 

70×40  300×4  30×70  24×20 

19×10  14×20  40×700  50×50 

2、送水的叔叔骑三轮车每分钟大约行 200 米，如果每天

用 2 小时送水，他每天大约行多少千米？ 

四、思维训练 

1、李红买 20 个 6 角的练习本和 30 支 8角鹅铅笔。 

（1）一共要付多少元？（2）付出 50 元，应找回多少元？ 

2、动脑筋。 

（）×30=900  40×（）=2000  80×（）=32000 

五、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口算乘法的练习课 

课题 口算乘法的练习课 课型 练习 

教学目标 1、巩固复习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两位数乘整十数的口算方法和两位数乘

两位数的估算方法。 

2、运用所学的知识灵活地解决问题。 

教学重点 正确、熟练的进行口算和估算，逐步提高口算和估算的正确率 

教学难点 运用所学的知识正确解决问题。 

教具准备 口算卡片、红旗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学前准备 

基础知识练习。 

1、70×70  60×90  80×50  11×40 

   30×80  20×70  40×60  31×20 

2、 

学生们完成后，选两行学生按顺序每人一题订正结

果，教师要统计学生口算的正确率，对做得又对又快

的学生及时鼓励表扬，有错误的学生要让其说出是哪

道题错了，教师给予板书，帮助学生改正。通过练习

让学生看到自己的问题，能够从中了解到好的计算方

法，这样可以使自己的计算更准确、更迅速。 

3、老师选两个学生当代表到前面比赛，其他学生在

教材上完成，到黑板上的学生按箭头的顺序分别把答

案写在题目的两边，做得又对又快的学生夺得小红

旗。 

让学生一起订正，在教材上全部做对的学生都可以得

到一面小红旗。（通过比赛让学生明白看，一味只图

快，做的题不正确，是得不到红旗的） 

二、探究新知 

1、运用口算解决问题。 

引导学生看教材第 44 页的第 7 题，这是一道图文结

合的题。引导学生认真看题中的文字，还要认真观察

图，看图中都告诉了我们哪些信息。说一说，你从题

中都知道了什么。 

老师引导学生想： 

（1）题中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2）解决这三个问题需要哪些数据信息？ 

 



（3）在充分分析题意之后，让学生独立完成，然后

交流解答过程，订正结果。 

例：50×11=550（千克） 

答：李红家的蚕子可产蚕 550 千克。 

50×80=4000（千克） 

答：李家村的蚕子可产茧 4000 千克。 

    18×50=900（元） 

答： 50 千克茧能卖 900 元钱。 

2、小象出生后，体重平均每年增加 200 千克。20 年

后这头大象重多少千克？ 

（1）让学生完整地回答出此题需解决的问题和解决

问题需要的信息数据。学生之间互相订正，互相补充。 

（2）引导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计算过程和结果。 

例：200×20=4000（千克） 

4000=100=4100（千克） 

答：20 年后这头大象重 4100 千克.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口算。 

2、小明要买 12 本书，每本书 19 元，小明大约要带

多少元钱？ 

3、教材第 45 页的第 10 题。 

四、思维训练 

1、不计算，把估算结果写在括号里。 

100×24  200×30  32×10  74×100 

20×40   60×50   6×100  10×700 

12×30   34×4    40×6+8   57×0+57 

2、李叔叔平均每天组装 19 辆自行车，9 月份大约共

组装多少辆自行车？ 

3、海龟出生后，体重平均每年增加 100 克。40 年后

它的体重将增加到 4080 克。小海龟刚出生时有多少

克？ 

 

 

2、笔算乘法 

第一课时  笔算乘法 

课题 笔算乘法 课型 新课 

教学

目标 

1、掌握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不进位乘法的笔算方法。 

2、理解用第二个因属十位上的数乘第一个因数的多少个“十”，乘得的数的末位要

和因数的十位对齐。 

教学 掌握笔算方法并正确计算。 



重点 

教学

难点 

解决乘的顺序和第二部分积的书写位置问题。 

教具

准备 

例 1 主题图、彩色笔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

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口算。 

52×10  43×30  12×40  31×20  17×20   

2、笔算并说出计算过程。 

41×7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46 页例 1. 

出示图，让学生说一说，这幅图所展示的情景是什么。 

（王老师去书店买书，买了 12 套，每套书有 14 本，她在想一共买

了多少本） 

让学生说一说，这道题如何列式。引导学生去想这是一道什么样的

乘法算式。（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算式） 

指导：你能不能运用以前学过的知识，来探究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这个问题呢？ 

组织学生用充足的时间进行讨论，把讨论的结果记录在练习本上，

然后各组选代表说出本组的想法，展示各组不同的计算过程和结

果。 

例：14×10=140（本） 14×2=28（本） 

140+28=168（本）或 14×12=168（本） 

有些学生会想到把 12 看成 10 和 2 的和，先用 14×10，再用 14×2，

然后把两次乘得的结果相加， 

有些学生可能由两位数乘一位数的竖式乘法，想到两位数乘两位数

也可以用笔算，但学生们在写竖式时不一定能写对，或其中的道理

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教师要在这里重点指导。 

先让学生说他是如何写的，在这过程中针对学生说得不对或不清楚

的地方，教师要加以指导，也可以让写得对的组给同学讲一讲。 

教师在指导分析过程中，要把每步板书详细列出。 

教师归纳总结，板书强调每步难点。 

在总结过程中提问： 

（1）两位数乘两位数一种是口算方法，一种是笔算方法，你认为

哪种方法好？ 

(2)笔算中乘了几层，为什么？乘得的结果怎么样？ 

(3)十位上的 1 和 14 乘完后，“4”为什么和十位对齐？ 

 



教师总结完后出示课题，说明我们今天主要学习的是笔算两位数乘

两位数的乘法，而且是不进位的。 

2、指导学习完成“做一做”。 

（1）让学生先独立完成这 4 道题，选 4 个学生板演。 

完成后由在黑板上做题的学生说出计算过程，全班学生倾听，互相

弥补不足，教师要把关键的第二层积用彩色笔描出，引起学生们的

注意。 

（2）让学生在练习本上独立完成教材第 47 页练习十第 2 题的 4 道

竖式计算题，集体订正。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笔算下列各题。 

2 1      1 2     2 4     2 2 

×1 3    ×1 4   ×1 2   ×3 3  

2、列竖式计算。 

33×33=    12×12=   11×26=   41×21= 

3、饭店买来 21 袋茶叶，每袋 23 元，买这些茶叶共用去多少元？ 

4、每个教室需要 11 米白纱布做窗帘，17 个教室共需白纱布多少

米？ 

四、思维训练 

1、判断。（对的在括号里画∨，错的画×） 

2 2       1 2         3 2 

×1 4     ×1 3       ×1 3 

  8 8       3 6         9 6 

   2 2         2         3 2 

 1 1 0       5 6       4 1 6 

（    ）    （   ）    （    ） 

2、长途电话的收费标准为每分钟 1 元 2 角，爸爸打长途电话共用

了 14 分钟，应付多少钱？ 

3、明明在做两位数乘两位数的题时，把第二个因数 22 个位上的 2

看成了 5，写错的因数比第一个因数多出 11 这两个两位数的乘积

应是多少？ 

五、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笔算乘法复习课 

课题 笔算乘法复习课 课型 复习 



教学目标 1、巩固复习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不进位），并能正确、熟练地进行笔

算。 

2、运用所学知识正确、熟练地解决问题。 

教学重点 正确、熟练地进行笔算和会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 正确、熟练地进行笔算和会解决实际问题。 

教具准备 计算题卡片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复习整理 

1、复习两位数乘整十数的口算。 

34×20   17× 10    13×30  21×30   43×20 

32×40   51× 70    63×30  72×10    

巩固复习两位数乘整十数的口算，为复习笔算打好基

础。 

2、复习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12×44   32× 13    42×11  21×23    

指名四位同学到黑板上完成，其他同学在 练习本上

完成，完成后每个同学说一说计算过程，指名学生任

选一题说出计算过程。 

3、教师小结：笔算两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乘法

时，用第二个因数的每一位上的数分别去乘第一个因

数，再把两次乘得的结果加起来。 

二、巩固练习 

1、笔算。 

12×44   32× 13   42×11   21×23   

23×32   41× 21   22×23   34×12    

全体同学在练习本上完成，集体订正结果。 

2、39×11   31× 31    23×33  22×24   12×41 

让同学们任选两题在练习本上完成（竖式计算），老

师巡视，把完成既正确书写又好的同学的练习本进行

展示，让其他同学向他学习，并把这道题的卡片送给

这位同学，以示鼓励和表扬。 

3、让学生独立完成教材第 47 页的第 4、第 5 题，然

后指名学生回答，列式计算，写出计算过程和结果。 

这两道题是图文结合题，所以要引导学生认真观察题

和图，正确找出解决问题的信息数据。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列竖式计算。 

34×21  31× 13    12×12  22×11   11×25 

2、每个胶卷售价 21 元，买 14 个交卷要用多少元？ 

3、每箱苹果重 13 千克，32 箱苹果共重多少千克？ 

 



4、每个工人每天挖树坑 11 个，15 个工人一天挖树坑

多少个？ 

四、思维训练 

1、连一连。 

18×10       860 

31×12       605 

20×43       180 

55×11       372 

2、小华每天坚持写 13 个毛笔字，他在 7 月和 9 月共

写了多少个毛笔字？ 

3、李老师买了 2 个足球，张老师买了 4 个篮球，王

老师买了 1 个足球、1 个篮球、3 个网球，他们每人

所用的钱正好相等，1 个足球的价钱相当于几个网球

的价钱？ 

 

 

第三课时  笔算乘法 

课题 笔算乘法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让学生经历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过程，学会计算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进位乘

法，在学习过程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教学重点 能够正确计算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进位乘法。 

教学难点 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教具准备 例 2 主题图、彩色笔。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口算（两位数乘整十数） 

38×10  20×14  91×40  81×60 

72×30  50×31  62×30  70×21 

2、笔算。 

35×7=    23×21= 

让学生集体完成并指名两位同学到黑板上完成，做完

后请同学说一说计算过程，全班集体订正。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49 页例 2. 

出示例 2. 

教师：读一读题，你从中知道了哪些信息？跟同伴说

一说。 

师：要求一共需要多少盒酸奶，也就是求 37个 48 是

多少，怎样列式呢？ 

学生回答，老师板书：37×48 

 



老师：怎样计算呢？同学们可以根据以前学过的乘法

计算方法去想，也可以小组讨论，看看怎样得出得数，

各组代表向全班同学汇报本组的各种计算方法。 

（1）估算方法：48≈50  37≈40  50×40=2000（盒） 

大约有 2000 盒。 

（2）笔算方法：先用第二个因数个位上的 7 去乘第

一个因数各数位上的数，方法与两位数乘一位数的笔

算方法相同。7 乘 8 得 56，在个位上写 6，向十位进

5；7 再乘第一个因数十位上的 4，得 28 个十，加上

个位进上来的 5 个十，得 33 个十，所以在十位上写 3，

百位上也写 3；再用第二个因数十位上的 3 去乘 48，

所得的积的末位和十位对齐，最后把两次乘得的积相

加。 

列式解答：48×37=1776（盒） 

答：一共需要 1776 盒酸奶。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因数是两位数的乘法怎样计算。

学生讨论后总结。 

两位数乘两位数进位乘法的笔算方法：进位乘法和不

进位乘法的计算过程相同，第二个因数个位上的数和

十位上的数分别与第一个因数相乘时，与哪一位乘得

的积满几十，就要向前一位进几，然后把两次乘得的

积相加，相加时不要忘记加进位的数。 

教师总结：今天学习的是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进位乘

法。 

2、指导完成下面的练习。 

23×34  54×13  39×27  17×28 

可以让学生按组做，哪几个组做哪个题，做完后让同

学们互相说一说笔算的过程，互相改正补充，然后指

名学生发言，集体订正笔算的过程和结果。 

3、巩固练习。 

24×41   22×74  44×59 15×21   53×27   

在黑板上出示计算卡片，让学生从中任选一题在练习

本上完成笔算，老师把写的正确的和书写规范的同学

的练习本拿来展示，得到同学们的认可后把对应的卡

片送给这位同学以示表扬。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  1 6     2 5    1 8     2 4 

×1 6   ×1 3  ×1 7   ×1 9 

2、一辆汽车每小时行驶 85 千米，从甲地到乙地要用

14 小时，甲地到乙地的路程有多少千米？ 

3、有 36 行苹果树，每行 17 棵，一共有多少棵苹果



树？ 

四、思维训练 

1、你能直接写出得数吗？ 

24×19  38×9  76×99  12×11  11×47  38×21 

2、商店特价出售成套茶具，每套茶具里有 6 个茶杯

和一个茶壶，售价 34 元，今天工作人员共卖出 38 套

这种茶具，一共买了多少元？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

题？ 

3、动脑筋。 

    3  □              □ □ 

× 2  4            × 7  □ 

1  □ 2               □ 3 

□ □            □ □ 7 

7  □ □         2  □ □3 

五、板书设计 

   

 

 

 

 

第四课时  笔算乘法复习课 

课题 笔算乘法复习课 课型 练习 

教学目标 1、复习巩固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进位乘法。 

2、正确计算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进位乘法，并能正确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 正确计算并体验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运用。 

教学难点 正确计算并体验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运用。 

教具准备 课件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复习整理 

1、复习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进位乘法。 

教师板书：37×82  65×31  59×64  39×43 

让学生先做题，并说一说这四道题的共同点是什么 

让学生独立在本上完成这四道题，请四名阩到黑板上

完成，完成后，指名学生说一说计算的过程。教师在

这个过程中要巡视指导，让学生注意计算的准确性和

书写的规范性。让学生意识到好的书写是正确计算的

基础。 

 



2、教师总结：今天我们主要复习的是两位数乘两位

数的进位乘法，进位乘法和不进位乘法的计算过程完

全一样，只不过进位乘法是每位相乘满几十就要向前

一位进几，在进位计算的过程中注意书写要规范、认

真。 

二、巩固练习 

1、笔算。 

76×18  45×36  89×46  38×21 

可以让学生任选两题计算，计算完后同桌互相讲述计

算过程，互相订正结果和书写是否规范，然后老师指

名学生把练习本拿来集体订正，做得又对又好的同学

将一枚小动物印章。 

让学生在书中完成第 51 页第 6 题。教师引导学生看

一看蜜蜂应该落在哪朵向日葵上采花蜜，请同学们赶

快帮助蜜蜂找到要采蜜的花。 

让学生用连线的形式帮助蜜蜂找到要采蜜的花，并鼓

励学生“看谁找得又对又快”。 

学生完成后集体订正，并请找得又对又快的同学介绍

方法，开阔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 

2、解决问题。（让学生独立完成第 51 页的第 7、第

8 题） 

（1）指名让学生说一说题意。 

（2）独立在练习本上完成这两道题。 

（3）通过集体订正，及时改正不正确的解答方法或

计算结果。 

让学生看第 50 页的第 4 题。 

（1）读题，并说明题意。 

（2）说一说，这道题和刚才两道题的相同点和不同

点。（都是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题，但这道题要解

决的是一套 16 元，56 套一共多少钱？所以“每套 12

张”这个数据信息可以不用） 

（3）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用竖式计算下列各题。 

26×35  68×53  18×24  48×79  24×28 

2、一种邮票每套 14 张，售价 38 元，今天上午卖出

20 套，下午卖出 15 套，这一天共卖了多少元？ 

四、思维训练 

1、说一说，下面各题错在哪里，把错误的改正过来。 

     8 6         2 3        1 8 

×7 8       ×1 7      ×2 5 



6 4 8       1 6 1        9 0 

6 0 2         2 3        2 6     

6 6 6 8       1 8 4      3 5 

2、菜园收了 36 筐白菜，连筐共重 1728 千克，每筐

白菜重 43 千克，你知道这些筐有多重吗？ 

3、动脑筋，找规律填数 

37   333   9 

9    549  （  ） 

26  （  ）  18 

 

 

3、解决问题 

第一课时  解决问题（1） 

课题 解决问题（1）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会用两步乘法计算解决问题。 

2、通过解决具体问题，让学生获得一些用乘法计算解决问题的活动经验，感

受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 正确运用两步乘法计算解决问题。 

教学难点 通过解决数学中的具体问题感受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教具准备 例题图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学前准备 

复习解决一步乘法的问题。 

教师：请同学们认真听、仔细想，看谁能很快解决下

面的问题。 

三（1）班同学，在做广播操时需站 4 队，每队 12 人，

三（1）班一共有多少人？ 

让学生读题，并说一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果。 

12×4=48（人） 

答：三（1）班一共有 48 人. 

教师引导：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用乘法解决问

题。 

二、探究新知 

学习教材第 52 页例 3. 

出示例 3. 

教师：观察情景，你从中知道了哪些信息？跟同伴说

一说。 

师生共同探究解题思路。学生汇报如下： 

（1）可以先求一箱保温壶能卖多少钱，再求 5 箱卖

多少钱。 

 



45×12=540（元）   540×5=2700（元） 

（2）也可以先算出 5 箱共有多少个保温壶，再根据

每个保温壶的价格求出一共卖了多少钱。 

教师指名学生列式解答。 

12×5=60（个）   60×45=2700（元） 

教师：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教师引导学生用综合算式解答： 

45×12×5=2700（元）   12×5×45=2700（元）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每盒有 2 个球，每排 5 盒，求 3 排一共有多少个

球。 

2、每辆汽车每次运货物 9 吨，有 6 辆汽车，这些汽

车 4 次运货物多少吨？ 

3、一中高级瓷砖每块 13 元，每箱有 25 块。小刚家

装修时买了 3 箱一共要用多少元？ 

四、思维训练 

1、菜市场运来 5 车黄瓜，每车 70 袋，每袋 20 千克。

一共运来黄瓜多少千克？ 

2、光明小学教学楼有 3 层，每层有 12 间教室，每间

教室安装 6 盏日光灯。这些教室一共安装多少盏日光

灯？ 

3、在一条公路的一边种树，先在一头种一棵树，以

后每隔 5米种一棵，一共种了 324棵就种到另一头了，

这条路长多少米？ 

五、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解决问题（2） 

课题 解决问题（2）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会解决用除法计算的问题。 

2、体会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的乐趣。 

教学重点 正确解答用除法计算的问题。 

教学难点 通过解决具体问题，让学生获得一些用除法计算解决问题的活动经验。 

教具准备 例 4 情境图 

教 

学 

过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练习。 

 



程 43×11=    32×12=     22×14= 

2、出示：小明 5 分钟写了 180 个字，他每分钟写多

少个字？（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 4. 

出示情景图。 

教师谈话引入新课。 

根据给你的信息和观察情景图来解决这个问题。 

组织学生讨论然后请代表汇报讨论结果。 

在这里教师要给学生充分的空间，发表自己的想法，

教师在学生说出想法后在引导、订正。 

让学生在练习本上独立完成例 4，然后向大家汇报，

教师板书。 

方法一：60÷2=30（人）   方法二：3×2=6（组） 

30÷3=10(人)             60÷6=10（人） 

或 60÷2÷3=10（人） 

答：每组有 10 人。 

教师提问：第一种方法的 60÷2=30 解决的是什么问

题？第二种方法的 3×2=6 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教师要知道例 4 的第一种方法是教学重点，但在这里

要表扬想出第二种方法的同学。 

2、指导完成“做一做” 

引导学生看教材第 53 页的“做一做”，教师先给学

生一定的时间看题，教师可以提示学生看清楚题目要

解决的问题，通过问题再回到题中收集相关的信息数

据。 

提问：题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收集到了哪些

相关数据？ 

让学生独立在本上完成此题，展示学生解题的过程。 

请学生说一说自己的解题思路。 

3、巩固练习。 

引导学生看第 54 页的第 2 题，引导学生按照“看问

题—手机信息数据—列式解答”这样一种思维顺序去

独立思考，完成此题。 

让学生汇报自己的解答过程，并展示，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 

  660÷3=  75÷5=   198÷9=  104÷8= 

2、学校图书馆共有 700 本书，有 7 个书架，每个书

架有 5 层，你知道平均每乘层放几本书吗？ 



3、学校组织学生去植树，共去了 540 人，要分成 5

个植树点，每个植树点分成 9 组。请计算一下平均每

组有多少人。 

四、思维训练 

1、某商店运来一批装微波炉用的塑料盒，准备每个

卖 9 元，这批微波炉盒可以卖 900 元。每箱里有多少

个微波炉盒？ 

2、动脑筋想一想，从图中你能收集什么数据信息？

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五、板书设计 

     

 

 

4、整理和复习 

课题 整理和复习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巩固复习两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算和笔算的方法。 

2、使学生进一步体会计算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增强数学的应用意识。 

教学重点 掌握口算、估算和笔算的方法，并能用所学知识正确灵活地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 掌握口算、估算和笔算的方法，并能用所学知识正确灵活地解决实际问题。 

教具准备 课件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复习和整理 

让学生打开教材第四单元内容，看看本单元都学了哪

些内容，指名让学生回答，教师指导并归纳，总结在

黑板上。 

    

二、复习口算乘法 

计算。 

20×60  90×30  80×80  15×20 

700×30  80×40  50×70  400×20 

学生在教材上完成后，教师指名学生回答问题，全班

一起订正，并让学生选题说一说口算的方法。教师总

结：为了简便计算整十数和整百数相乘，两位数乘整

百数，我们可以先把两个因数 0 前面的数字相乘，再

 



看看两个因数一共有几个 0，就在乘积的末尾添上几

个 0. 

三、复习口算和笔算 

让学生看教材第 58 页的第 1、第 2 题，给学生充足的

时间，引导学生认真看懂题意再列式解答，完成后指

名学生说出题意、计算过程和结果，集体订正。通过

这两道题的练习，引导学生总结出：解决问题时，一

定要看清问题是什么，根据问题从题中或图中找出数

据信息，再列式解答。 

四、巩固练习 

1、直接写出得数。 

40×72=    600×300=    30×23=     13×20= 

53×30=    20×700=     100×70=    22×40= 

23×20=    80×90=      50×20=     60×70= 

2、笔算。 

58×29  67×13  47×54  31×14 

24×13  33×11  65×28  52×36 

3、解决问题。 

（1）学校要为校队队员买 36 套运动服，每套运动服

售价 98 元，一共需要多少元？ 

（2）每箱梨重 19 千克，32 箱梨共重多少千克？ 

（3）32 个同学在运动场接力赛跑，平均每个同学跑

85 米，一共跑了多少米？  

(4) 一个果园，收了 500 千克桃，运出 13 筐，平均

每筐 25 千克，还剩多少千克桃？ 

4、在下面每个算式的方框里填上相同的两位数，使

算式成立。 

3×□=1□     6×□=3□ 

五、板书设计 

整理和复习 

     

 

 

 

第五单元  面积 

新知识点： 



1、理解面积的含义。 

2、掌握常用的面积单位。 

3、会计算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掌握面积单位间的进率。 

教学要求： 

1、结合实例使学生理解面积的含义，能用自选单位估计和测量图形的面积。 

2、体会统一面积单位的重要性，认识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平方米和平方千米，建立 1

平方米、1 平方分米、1 平方厘米的表象。 

3、熟悉相邻两个单位之间的进率，会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 

4、使学生探究并掌握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公式，获得探究学习的经历；会使用公式正确计算长方

形、正方形的面积，能估计所给的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 

教学建议： 

1、丰富学生的直接经验，加强直观教学。 

在本单元的教学中，应增加动手操作活动，让学生通过手、口、眼、耳多种感官的协同活动，

特别是通过动手操作，掌握相关知识，有利于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有效地提高知识摄取的效果。

在本单元的教学中，还应注意选择各种直观手段的优势，根据教学内容恰当选择教具或课件，从中

让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更真实的感受，获得实实在在的直接经验，更有利于表象的形成。 

2、变机械的学习为有意义的学习。 

机械的学习往往体现在概念教学中，机械的学习是指学生不仅能记住数学概念的描述、符号，

却不理解它们的内在含义，不理解有关概念的联系，更不会灵活地运用。有意义的学习是指学生不

仅能记住概念的描述或符号，而且能理解它们的内在含义，了解相关数学概念的实质性联系，并能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例如教学“面积单位”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学生理解概念：一是初步

感知为什么选用正方形作为面积单位的形状；二是指导每个面积单位是怎样规定的；三是了解面积

单位与相应长度单位的内在联系。 

3、让学生主动探究，获取结论。 

在本单元中，有些内容探究的难度不大，结论不叫容易发现，而且便于展开直观操作，因此是

小学数学中比较适宜让学生探究的课题，教师应当充分发挥教学内容的特点，组织学生开展探究学

习。 

4、重视培养学生的估算能力。 

估算在实际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本单元的教材对面积的估算给予较多的关注，不仅在

“做一做”中有所体现，在练习中也有较多反映，如很多计算面积的练习，都要求学生先估计，再

测量计算出面积。所以重视估测能力的培养，也有助于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一课时  面积和面积单位（1） 

课题 面积和面积单位（1）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理解面积的意义。 

2、认识常用的面积单位平方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初步形成这些单位实

际大小的概念。 

3、学习运用观察、重叠、数面积以及估测等方法比较面积的大小。 

教学重点 1、从物体表面的大小和平面封闭图形的大小两个方面理解面积概念。 



2、理解统一面积单位的必要性。 

教学难点 
1、从物体表面的大小和平面封闭图形的大小两个方面理解面积概念。 

2、理解统一面积单位的必要性。 

教具准备 边长 1 厘米的正方形、等边三角形和直径 1 厘米的圆，两个长方形。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 引导学生看教材第 60 页的图。 

提问：从图中看到了什么？ 

2、引出新课，出示课题。 

同学们刚才观察到的物体都有面，而且通过操作我们

还发现面是有大小的，今天这节课，我们所学的内容

就和面的大小有关。 

二、探究新知 

1、教学面积的意义。 

（1）认识物体的表面有大小。 

教师谈话引入。说明：黑板面和国旗面的表面的大小

相差比较大，靠观察就能看出。 

（板书：观察比较） 

（2）认识平面封闭图形的大小。 

出示两组图形，这些是平面封闭图形，怎样比较它们

的大小？ 

由学生的操作活动，引出重叠比较与数方格比较的方

法。 

（板书：重叠比较，数方格比较） 

（3）总结面积的意义。 

提问：物体的表面或封闭图形的大小叫做什么呢？看

看书上是怎么说的。（板书课题的前半部分：面积） 

2、认识面积单位。 

（1）出示教材第 61 页例 2. 

引导：请同学们用手中的学具来帮忙。 

比较三种方式，得出数正方形个数是最合理的方法。

解决了设疑中提出的问题，通过数正方形个数得出大

小之分。 

（2）认识统一比较的重要性。 

教师出示一个正方形，通过重叠确认它的面积比前面

出示的两个长方形大，教师翻开正方形反面的格子只

有 9 个格，激起学生的疑问。 

提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你有没有办法来证明呢？ 

（3）带着问题自学。 

提问：①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哪些？ 

 



②说说每个面积单位的大小是怎么规定的？ 

③各自比一比，哪个手指甲的面积最接近 1平方厘米。 

④同桌两人互相比画 1 平方分米的大小。 

⑤在黑板上贴出一张 1 平方米的纸，先估计能放下几

本练习本。翻出反面，数一数，实际能放下几本练习

本。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如图，每一个方格代表 1 平方厘米，用红笔涂出 8

平方厘米的一个图形，再用绿笔涂出面积为 12 平方

厘米的另一个图形。 

2、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单位。 

（1）电视屏幕的面积是 25（  ）。 

（2）一块橡皮上面的面积是 9（  ）。 

（3）学校操场的面积大约是 500（ ）。 

（4）教室的面积大约是 40（  ）。 

四、思维训练 

1、下图中每一小格是 1 平方厘米，请你写出每个图

形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 

2、动脑筋：先估算哪个图形的周长比较简便？算一

算。（单位：厘米） 

五、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面积和面积单位（2） 

课题 面积和面积单位（2）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 巩固复习长度单位、面积单位。 

2、区别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并能正确地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教学重点 通过图形和直观演示加深对长度单位与面积单位概念的理解。 

教学难点 由直观到抽象地区别面积单位与长度单位。 

教具准备 10 个 1 平方厘米的正方形，1 根 1 分米长的毛线和 1个平方分米的正方形。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课前准备 

1、请同学们说一说你都学过哪些长度单位，（板书：

米、分米、厘米） 

2、你学过的面积单位有哪些？（板书：平方米、平

方分米、平方厘米） 

3、引入新课：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面积单位

 



和长度单位有什么不同。 

二、探究新知 

学习教材第 63 页例 3. 

1 比较 1 厘米和 1 平方厘米。 

（1）请同学们动笔画一条 1 厘米的线段和一个 1 平

方厘米的正方形。 

（2）提问：①什么样的图形为 1 平方厘米？ 

②小组讨论说一说你看到的 1厘米和 1平方厘米有什

么不同。 

③你能与用手势比画 1 厘米和 1 平方厘米吗？ 

2、比较 1 分米和 1 平方分米。 

（1）请同学们用手势演示 1 分米和 1 平方分米。 

（2）教师手里有一根毛线，它的长大约是 1 什么？

（展示 1 分米长的毛线） 

（3）出示正方形请同学们估测这是 1 什么？ 

引导：你们看出 1 分米和 1 平方分米的区别了吗？ 

（4）请你们在练习本上画出 1 分米和 1 平方分米。 

（5）展示学生画的图。 

3、比较 1 米和 1 平方米。 

（1）教师的讲桌的长是 1 米多，你能到前面指认一

下是从哪里到哪吗？ 

（2）讲桌的面积有多大是指什么？（表象地区别长

度单位和面积单位） 

同学们有了 1 厘米和 1 平方厘米，1 分米和 1 平方分

米的表象，你能说一说 1米和 1平方米的区别吗？（小

组合作到前面演示，双臂张开大约是 1 米，四个同学

把伸开的双臂手搭手围成的面积大约是 1 平方米） 

4、通过估算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1）先小组合作估计同学们所用课桌的长度和宽度，

教师用皮尺帮助学生验证。 

（2）估计自己课桌面的面积大小，再用同学们准备

好的 1 平方分米的正方形量一量。 

（3）说一说，你周围哪些物体的一个面分别接近 1

平方厘米、1 平方分米、1 平方米。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教材第 64 页练习十四第 5 题。 

2、画一个正方形并标出这个人正方形的边长和面积。 

3、用 9 个 1 平方厘米的正方形拼摆图形，算出它们

的面积和周长、 

4、判断。（对的打∨，错的打×） 

（1）一条线段长 1 平方分米。       （  ） 



（2）一居室的面积大约是 10 米。    （  ） 

（3）一根铅笔长 15 厘米。          （  ） 

（4）一座高楼高约 100 平方米。     （   ） 

（5）小明从学校要走 50 米的路才能到家。  （   ） 

四、思维训练 

动脑筋，想一想。 

五、板书设计 

     

 

 

第三课时  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 

课题 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 在理解面积含义的基础上，推出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 

2、运用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正确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 由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推出正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 运用所学的计算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教具准备 准备 15 个面积是 1 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口算下面各题。 

15×3  80×60  60×30  25×4  4×30  17×8 

400×5  9×13  12×7  26×3  11×100  45×3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66 页例 4. 

出示下图，请同学们说一说，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

米。 

 

同学们可以用手中的 1 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去测量，

会发现正好能摆 15 个 1 平方厘米的正方形，它的面

积是 15 平方厘米。 

教师引导学生去观察摆小正方形的个数和长方形的

长、宽有什么关系。 

引导学生去设想：是不是长方形的面积就等于“长×

宽”呢？它是不是适合所有长方形面积的计算呢？ 

组织学生小组合作，用学生们准备好的 1 平方厘米的

小正方形拼成不同的长方形，边操作，便填表。 

  

每排几个（长） 6     

 



有几排（宽） 2     

个数 12     

面积 12     

 

小组合作完毕后，由各组汇报本小组通过拼摆后的填

表结果，教师提问：通过拼摆和表格的填写，你发现

了什么？ 

教师总结板书：长方形的面积=长×宽 

让学生齐读并记住求长方形面积的方法。 

2、引导学生总结计算长方形面积的方法。 

学生在拼摆 1平房里你的正方形求长方形面积的计算

方法时，教师有意识地观察学生有没有在记录表上记

录长和宽的数据相同的情况。如果没有，可指导学生

去想，可不可以摆成一个每排个数和排数相同的图形

呢？学生在汇报时，教师引导学生：“长和宽相同那

是什么图形呢？”（正方形）在正方形里，长和宽相

等，我们就把长和宽统称为边长。 

提问：那么你们知道正方形面积怎么求吗？ 

教师板书：正方形的面积=边长×边长 

通过让学生观察板书，说一说，今天的学习收获和应

该记住的公式。 

   

3、学习教材第 67 页例 5. 

出示例 5：数学书的封面的长大约是 26 厘米，宽大约

是 18厘米。数学书封面的面积大约是多少平方厘米？ 

让学生读题找出相关条件和问题，并用自己的话说一

说，这道题给出了什么条件，要求什么？ 

学生独立在练习本上完成，学生说明计算过程后老师

指导并说明书写格式。 

教师板书：长方形的面积=长×宽 

26×18=468（平方厘米） 

答：数学书封面的面积大约是 468 平方厘米. 

教师提示：同学们要注意单位名称不要写错。 

教师引导：同学们学会了面积的计算，你们想知道数

学教材封面的面积吗？同学们可以先估算一下封面

的面积再动手计算一下。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口算下列各题。 



13×5  5×11  2×23  16×8  31×3  8×10 

410×3 7×12  42×2  4×12 130×2  20×4 

2、一个长方形游泳池，长 45 米，宽 30 米，占地面

积是多少？如果在四周围上栏杆，栏杆长多少？ 

四、思维训练 

1、把表格补充完整。 

名称 长 宽 周长 面积 

长方形 
8 厘米 7 厘米   

9 米  24 米  

正方形 
边长 5 分米   

边长 100厘米  

 

2、从一个长 8 分米、宽 5 分米的长方形纸板上剪下

一个最大的正方形，剩下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分米？ 

五、板书设计 

     

 

 

第四课时  巩固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 

课题 巩固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 课型 练习 

教学目标 1、巩固复习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 

2、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对比练习。 

教学重点 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 
提高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进行题目的变式练习和引导学生发现规律的探

究练习 

教具准备 准备一张边长是 10 厘米的正方形和一块手帕。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基础练习 

1、口算下列各题。 

4×90  60×3  300×9  4×50 20×4  6×500 

22×13 15×11  15×17  70×4 37×5  8×53 

2、请同学们说一说，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面积

公式，教师板书。 

3、计算下面各图形的面积。（单位：厘米） 

  

 



由学生说明每个图形的含义，再在练习本上独立解

答。教师巡视指导，并规范书写格式。 

4、先估算黑板的面积，再测量它的长和宽，并计算

面积。 

学生先估算黑板的面积，然后派两个代表到前面来测

量长和宽。全体同学计算它的面积，再看一看，计算

结果和估算结果相差多少，从而丰富自己估算的经

验。 

5、学生拿出自己准备的手帕先估算面积，再测量它

的边长，算出自己手帕的面积。 

引导学生通过基础练习加深对面积公式的理解清楚

地知道求长方形面积必须知道长和宽两个条件，求正

方形面积只知道正方形的边长就可以了。 

二、探究新知 

1、篮球场的长是 28 米，宽是 15 米。它的面积是多

少平方米？半场是多少平方米？ 

学生解题，并口头分析，独立完成，集体订正。 

2、李小林要从下面的长方形纸上剪下一个最大的正

方形。剩下的部分是什么图形？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

厘米？ 

学生读题并分析：从长方形中所剪下的一个最大的正

方形，要以长方形的宽为张方形的边长。 

指导学生在教材上画出要剪下的正方形，再按要求回

答下列问题。 

 

6×10=60（平方厘米） 

6×6=36（平方厘米） 

60-36=24（平方厘米） 

答：剩下的部分是长方形，它的面积是 24 平方米厘

米。 

三、对比练习 

1、花园里有一个正方形的荷花池，它的周长是 64 米，

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学生读题，教师指导学生思考：求正方形面积需知道

什么条件？边长与周长又有什么关系？ 

提问：题中给了正方形荷花池的周长，怎么求边长？ 

指导学生在练习本上独立完成，教师巡视指导，集体

订正。 



64÷4=16（米）   16×16=256（平方米） 

答：面积是 256 平方米。 

2、在方格纸上画出面积是 16 平方厘米的长方形，你

能画几个？算出它们的周长，填入表中。 

长（厘米） 宽（厘米） 
面积（平方

厘米） 

周长（厘

米） 

16 1 16 34 

8 2 16 20 

4 4 16 16 

通过画图填表格引导学生发现： 

（1）有三种情况。（只要想哪两个数相乘是 16 就可

以了） 

（2）面积一定的长方形长和宽越接近，周长越短，

当长和宽相等成为正方形时，周长最短。 

教师说明：这一结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

多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证明。 

3、从一张边长为 10 厘米的正方形纸上，剪去一个长

6 厘米、宽 4 厘米的长方形。小明想到三种方法（教

材第 69 页第 10 题的图）剩下部分的面积是多少？周

长呢？ 

引导学生看书中的图，讨论这三幅图的面积和周长的

变化。 

（1）三幅图剩下的面积相等，都是 76 平方厘米。 

（2）第一幅图的周长和原正方形的周长相等仍是 40

厘米；第二幅图的周长比原正方形多了两个 4 厘米，

是 48 厘米；第三幅图周长比原正方形多了两个 6 厘

米，是 52 厘米。 

让学生自己设计一个图，再计算剩下部分的面积和周

长。 

四、课堂作业新设计 

1、计算下面各题的周长和面积。 

（1）长 23 厘米，宽 17 厘米，求周长和面积 

（2）正方形边长=12 分米，求周长和面积。 

（3）正方形周长是 36 米，求边长和面积。 

2、张大伯要在一块边长为 4 米的正方形菜地的四周

围上一圈篱笆，要用多长的篱笆？菜地能种多大面积

的菜？ 

五、思维训练 

1、一块长方形绿地，宽 24 米，长是宽的 2 倍，这块

绿地的面积是多少？如果每平方米种 4 棵松树，绿化



队应该准备多少棵松树就够了？ 

2、一个长方形，它的宽增加 2 厘米、面积增加 8 平

方厘米，正好变成一个正方形，原来的长方形面积是

多少？ 

 

 

第五课时  面积单位间的进率 

课题 面积单位间的进率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掌握面积单位间的进率，并运用进率进行单位换算。 

教学重点 弄清面积单位之间的进率的算理。 

教学难点 掌握单位换算的方法。 

教具准备 边长为 1 分米的正方形，上面划分成边长为 1 厘米的小正方形。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让学生回忆之前已学过哪些长度单位，它们之间的进

率是多少，还学过哪些面积单位。 

引入新课： 

教师板书题目，并把刚才学生们说的长度单位、面积

单位归纳板书。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70 页例 6. 

出示边长是 1 分米的正方形，让学生列式求出它的面

积。 

翻过来看背面，现在把面积是 1 平方分米的正方形的

边长平均分成 10 份，1 份是多少？ 

教师说明：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可以看作是 10 厘米，

前面我们学了 1 分米是 10 厘米，按边长是 10 厘米再

计算一下这个正方形的面积。 

10×10=100（平方厘米） 

让学生观察两次求正方形面积的计算过程，分小组讨

论，你能发现什么吗？ 

教师板书：1 平方分米=100 平方厘米 

引导学生去想，根据前面学习的经验，你能推出 1 平

方米等于多少平方分米吗？ 

教师板书：1 平方米=100 平方分米 

学生记忆相邻的两个面积单位的进率，教师把板书补

充完整。 

2、长度单位间的进率与面积单位间的进率的对比。 

区别相邻的长度单位间的进率和相邻的面积单位间

的进率，并启发学生找出它们之间的规律。（当相邻

 



两个长度单位间的进率是 10 时，相应的面积单位之

间的进率就是 100） 

3、教学面积单位的换算。 

8 平方米=（ ）平方厘米。让学生讨论并回答结果，

然后说一说自己是怎么想的。 

5 平方米=（ ）平方分米。让学生独立完成，然后陈

述自己的思考过程。 

300 平方厘米=（ ）平方分米。让学生比较这道题与

前两道题有什么不同。（前两道题是从大单位换算成

小单位，这道题是将小单位换算成大单位）请同学们

讨论这道题该何如去做。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填一填、 

7 平方米=（）平方分米   3 平方分米=（）平方厘米 

700 平方分米（）平方米  10 平方米=（）平方分米 

4800 平方厘米=（）平方分米 

2、在下面的括号里填上合适的单位。 

课桌长是 5（ ）   黑板的面积是 3（  ） 

3、一块长方形玻璃，它的长是 40 厘米，宽是 25 厘

米，那么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合多少平方分

米？ 

四、思维训练 

1、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 160 厘米，它的长是 50 厘米，

宽是多少分米？ 

2、小明家客厅的地面长是 8 米，宽是 6 米。如果用

每块面积是 6 平方分米的地砖铺地，一共需要约多少

块地砖？ 

 

 

第六课时  解决问题 

课题 解决问题 课型 新课 

教学

目标 

1、巩固复习面积和面积单位，区别面积单位和长度单位，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

公式和周长公式。 

2、提高综合运用面积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

重点 

正确运用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面积公式和周长公式。 

教学

难点 

正确灵活地运用面积知识解决问题。 

教具

准备 

课件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

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让学生从大到小说出已学过的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教师板书）

说出它们之间的进率，并说出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和周长公式。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71 页例 7 

出示例 7 标识牌和问题。 

教师：观察图，从中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我们怎样计算呢？怎

样换算成平方米呢？ 

师生共同温习面积单位的换算方法。 

（1）较大面积单位的数换算为较小面积单位的数 

方法一：乘它们之间的进率。 

方法二：两面积单位之间的进率中有几个“0”，就在数字后添几个

“0”。 

（2）较小面积单位的数换算为较大面积单位的数。 

方法一：除以它们之间的进率。 

方法二：两面积单位之间的进率中有几个“0”，就在数字后去掉几

个“0”。 

所以 6400 平方厘米=64 平方分米 

2、学习教材第 72 页例 8. 

出示例 8。 

教师：观察图，从中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 

师生共同探求计算方法。 

知道客厅的长和宽，也知道地砖是边长为 3 分米的正方形，可以先

算出客厅地面的面积，再除以每块地中的面积，就可以得出一共需

要的地砖数量；也可以先算出客厅的长和宽分别可以铺多少块地砖，

然后再用乘法计算出一共需要的地砖数量。 

方法一：6×3=18（平方米） 

        18 平方米=1800 平方分米 

        3×3=9（平方分米） 

        1800÷9=200（块） 

答：一共要用 200 块地砖。 

方法二：6 米=60 分米 

3 米=30 分米 

60÷3=20（块） 

30÷3=10（块） 

20×10=200（块） 

答：一共要用 200 块地砖。 

教师：我们计算得对不对呢。下面来验证一下。 

 



9×200=1800（平方分米），1800 平方分米=18 平方米 

正好与客厅的面积相等，解答正确。 

三、巩固练习 

1、让学生在教材上完成第 74 页的第 5 题，集体订正。 

2、判断下面各题，错的要说明原因。 

（1）6 平方米=60 平方分米。 

（2）边长为 4 米的正方形，它的周长和面积相等。 

（3）用 8 个正方形拼成一个长方形，只有一种拼法。 

（4）用 8个 1 平方分米的正方形拼成的图形它们的面积都是 8 平方

分米。 

3、指导学生完成教材第 74 页的第 6—8 题。 

让学生先读题，并理解题意，说明每题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所

需的信息数据，然后独立完成。学生在解答过程中教师注意巡视，

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重点辅导。最后指名学生说出解题思路、计算

过程和计算结果。 

第 6 题：18×12=216（平方分米） 

答：墙报的面积是 216 平方分米。 

（18+12）×2=60（分米） 

答：花边总长 60 分米。 

通过练习，明白需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求面积，二是求周长，所

用公式不同，所用的单位也不同。 

第 7 题：6×3=18（平方米）  18-3=15（平方米） 

答：要粉刷的面积是 15 平方米。 

解决此题时要让学生明白：用墙壁的面积减去黑板的面积，才是粉

刷的面积。 

第 8 题：200×6=1200（米） 1200×8=9600（平方米） 

答：能给 9600 平方米的地面洒上水。 

让学生明白洒水车洒水的面积是长方形，用长方形面积公式解决问

题。洒水的宽度是 8 米不变，洒水的长度是（200×6）米，长×宽

就是洒水的面积。 

4、指导学生完成教材第 75 页第 10 题。 

让学生读题，了解题意，独立完成 

四、课堂作业新设计 

1、在横线上填写适当的单位名称。 

楼房高 15（  ）            数学书厚 6（  ） 

课桌面的面积 33（  ）      课桌长 8（  ） 

足球场的占地面积是 7200（  ） 

2、 教室的黑板长 35 分米，宽 2 分米，它们的面积是多少？在黑板

四周贴一条彩带，彩带的总长是多少？ 

3、一台压路机，压路的宽度是 3 米，每分钟行驶 38 米，压路机 15

分钟能压多大面积的路？ 



4、学校要粉刷教室左边的墙壁，墙壁长 8 米，宽 4 米，墙上有 3 扇

窗户，每扇窗户 2 平方米，现在要粉刷这面墙壁，要粉刷的面积是

多少、 

五、思维训练 

1、判断。 

（1）用 14 米的铁丝围成的正方形，要比围成的长方形面积小。 

（2）数学书封面的面积是 26 厘米。 

（3）6 公顷=600 平方米 

（4）边长为 1 分米的正方形的面积与边长为 10 厘米的正方形的面

积相等。 

（5）用 6 个相同的正方形拼成一个长方形只有一种拼法。 

（6）用 4个 1 平方米的正方形拼成的图形，它们的面积都是 4 平方

米，但周长不一定相等。 

2、一根铁丝能做成长 2 分米，宽 8 厘米的长方形。如果用这根铁丝

做两个同样的的正方形，那么这两个正方形的边长应是多少厘米？ 

3、一个长方形花池长 3 米、宽 2 米，它的面积是多少？如果把它的

宽延长 2 米，长不变，它的面积增加多少?周长增加多少？ 

六、板书设计 

    

 

 

 

 

第六单元  年、月、日 

新知识点： 

1、认识年、月、日。 

2、24 时计时法。 

3、简单的时间计算方法。 

教学要求： 

1、使学生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知道平年、闰年等方面的知识；记住每

个月以及平年、闰年各有多少天。 

2、使学生知道 24 时计时法，会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时刻；初步理解时间和时刻的意义，学会计算简

单的经过时间。 

教学建议： 

1、关注学生的对的生活经验 ，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景中感受时间。教学时，教师要充分运用教

材提供的素材，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对事件与时间关系的体验，初步建立时间观

念。 



2、为学生创设自主构建知识的活动和思考空间。 

    年、月、日和 24 时计时法是在时、分、秒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但是年、月、日之间的关系更

加复杂，学生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和经验，但是缺乏清晰的认识和数学思考的过

程。因此，为了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年、月、日之间的关系，教材内容在设计时着重为学生搭建自主

学习、主动构建知识的平台。教学时，教师可以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和组织探索性的学校活动。

如观察年历时，让学生思考“一年有几个月“等问题，让学生通过观察钟面探索外圈和内圈的关系

等。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小组合作等方式来了解年、月、日之间的关系和 24 时计时法。 

3、重视直观教学，充分发挥钟表模型等教具、学具的作用。 

    由于学生平时很少使用 24 时计时法，因此在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下午或晚上几时，学生往往感

到不太习惯。教学时，应使用钟表模型等教具或学具，加强对钟面的观察操作，引导学生观察一整

天时针正好走两圈，体会钟表外圈与内圈的数的关系，让学生积累丰富的表象，理解 24 时计时法。

在教学计算简单的经过时间时，让学生通过观察和操作，从出发时刻开始，转到到达时刻，把直观

观察和路线图对应起来，并口算出经过的时间。 

 

 

1、认识年、月、日 

第一课时  认识年、月、日 

课题 认识年、月、日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知道大月、小月的知识，记住各月的天

数。 

2、使学生会判断大、小月。 

3、帮助学生初步建立年、月、日的时间观念，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

渗透科学的思想方法。 

教学重点 探究发现年、月、日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 发现并掌握大月、小月的判断方法。 

教具准备 各年份的年历卡。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学前准备 

1、填空。 

1 时=（）分   1 分=（）秒 

1 时=（）秒   240 分=（）时 

1 分 25 秒=（）秒    82 分=（）时（）分 

2、提问： 

（1）时、分、秒都是什么单位？（时间单位） 

（2）关于时间单位你还知道哪些？（年、月、日、季度、

世纪等） 

（3）那么关于年、月、日的知识你想知道些什么？ 

3、导入新课 

讲述：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周经过的时间就是一年，月亮绕

地球运转一周经过的时间大约就是一个月，同时，地球自

 



己也在旋转，地球自己旋转一周的时间就是一日。今天我

们就来学习有关年、月、日的知识。 

二、探究新知 

1、认识年、月、日。 

（1）出示材料。 

提问：以前我们用钟、表来研究时、分、秒，那么年、月、

日我们可以用什么来研究呢？（年历卡） 

（2）观察手中的年历卡，看看这是哪一年的年历。 

（3）分别找到 10 月 1 日，7月 13 日，看一看，各是星期

几。 

提问：10 月 1 日是什么节日？申奥成功是在哪一年呢？ 

（4）请同学们在年历卡上找出你所知道的纪念日，爸爸、

妈妈和自己的生日等，看一看，分别是星期几。 

（5）合作探究。 

观察：一年有几个月?每个月的天数一样吗？哪几个月是

31 天？哪几个月是 30 天？ 

（6）讨论交流。 

教师根究学生的回答内容，板书： 

年           月                   日 

一年        12 个月             365 天或 366 天 

1、3、5、7、8、10、12          31 天 

4、6、9、11                 30 天 

2                29 天或 28 天 

（7）质疑：你们每人手中的年历卡上 31 天的月份是不是

都是这几个月呢？（是）对！不管哪一年，31 天的月份都

是这几个月。 

再看一看，是不是每年的 4、6、9、11 月的天数都是 30

天。（是） 

（8）认识大月、小月。 

讲述：通过同学们认真仔细地观察，我们已经知道了不管

哪一年，1、3、5、7、8、10、12 这 7 个月都是 31 天，4、

6、9、11 这 4 个月都是 30 天，它们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我们把每月天数都是 31 天的这几个月叫做大月，把每月

的天数都是 30 天的这几个月叫做小月。 

年份不同了，哪个月的天数有变化呢？（2 月）从这里可

以看出，二月的天数比大月、小月的天数要少，所以二月

是一个特殊的月份。 

2、巩固。 

刚才我们在年历上已经找到了爸爸、妈妈和自己的生日，

现在请你们想一想，自己的生日是在大月还是在小于？ 

3、记住大月、小月。 

通过上面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年有 12 个月，7 个大



月，4 个小月和一个特殊月。那怎样记住一年中的大、小

月呢？教材上介绍了一种左拳记忆法，应该怎么数呢？ 

（1）出示左拳图。 

（2）讲清相应部位所表示的每个月的天数。 

（3）根据图，全体一起记忆。 

（4）指着自己左拳再次记忆。 

（5）再介绍一首儿歌，加强记忆。 

   七个大月心中装，七前单数七后双。 

二月是个特殊月，其他各月是小月。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观察今年的年历。 

（1）一、二、三月一共有（  ）天。 

（2）六一儿童节是星期（   ）。 

（3）四月份有（  ）个星期零（  ）天。 

四、思维训练 

想一想：9 月 30 日的后一天是几月几日？ 

五、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认识平年、闰年 

课题 认识平年、闰年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知道平年、闰年的知识，记住闰年的判断方法。 

2、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和判断推理的能力。 

3、培养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发现并掌握闰年的判断方法。 

教学难点 发现并掌握闰年的判断方法。 

教具准备 1997—2008 年的年历各一张。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提问：一年中哪几个月是大月，那几个月是小月？ 

2、请大月出生的同学举左手，请小月出生的同学举

右手。 

 



3、提问：为什么有的同学不举手？你的生日在哪月

哪日？ 

二、探究新知 

1、认识平年、闰年。 

讲述：通过学习，我们知道每年中大月、小月的月份

和天数都是固定不变的，只有二月的天数，有时是 8

天，有时是 29 天。当二月是 28 天时，这一年就是平

年，当二月是 29 天时，这一年就是闰年。 

2、计算全年天数。 

（1）出示 2011 年和 2012 年的年历。 

（2）计算 2011 年全年有多少天？看谁的算法简便。 

方法一：根据原有知识，直接说出 2011 年有 365 天。 

方法二：31×7+30×4+28=365（天） 

方法三：30×12+7-2=365（天） 

（3）提问：想一想，2012 年一年有多少天，为什么？ 

板书：365+1=366（天） 

（4）小结：平年一年有 365 天，闰年一年有 366 天。 

3、判断平年、闰年。 

（1）谈话。如果要知道某一年是平年还是闰年，可

以怎样判断呢？现在老师既不看全年天数，也不看二

月份的天数，就能判断出某一年是平年还是闰年，你

们相信吗？ 

（2）学生考教师。 

请学生在手中的年历卡考考老师，学生只要告诉老师

是哪一年，老师很快就能说出它是平年还是闰年。 

在学生觉得神奇而又意犹未尽时，教师向学生说明：

这里，面有窍门儿，你们想知道吗？下面我们共同来

看一下。 

（3）出示 1997—2008 年各年份 2 月的月历。 

（4）观察。 

（5）提问：你发现了什么？（每 4 年中有一个闰年）

闰年年份与 4 有什么关系呢？ 

（6）分组计算。 

（7）交流结果。 

提问：一、二、三组的计算结果有余数吗？（没有） 

这也就是说闰年的年份正好是 4 的倍数。所以，要判

断某一年是平年还是闰年，就看这一年的年份数是不

是 4 的倍数。一般情况下，如果是 4 的倍数这一年就

是闰年，不是 4 的倍数这一年就是平年。 

（8）阅读教材第 79 页下边的内容。 

（9）明确什么是公历年份。 

（10）理解“一般”和“必须”。 



提问：四、五组，1900÷4 有余数吗？（没有）但它

不是闰年，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所以书上用了“一般”

和“必须”这两个词，通常当公历年份是整百数的时

候，年分数必须是 400 的倍数才是闰年。 

（11）想一想：为什么每 4 年就有一个闰年，为什么

整百年的时候要是 400 的倍数才是闰年呢？ 

讲述补充资料。 

（12）出示华罗庚、陈景润、毛泽东、邓小平等名人、

伟人图片及出生年月，请同学们判断是平年还是闰

年。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平年 1 年有多少天？是多少个星期零几天？ 

（1）先指名学生回答：平年 1 年有多少天？1 星期有

几天？ 

（2）算一算，平年 1 年有多少个星期零几天。 

（3）交流结果。说一说你的计算过程。 

2、小强满 12 岁的时候，只过了 3 个生日。 

（1）提问：小强是哪一月哪一日出生的？ 

（2）回答。 

（3）说明理由。 

3、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的，到

今年 10 月 1 日是多少周？ 

（1）提问。 

（2）口答。 

（3）质疑：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4、张华今年 5 月份满 10 岁，他是哪一年出生的？小

组内一个同学的生日比国庆节晚一天，另一个同学是

前天过得生日，猜一猜，每个人的生日是哪一天. 

（1）分组学习。 

（2）先完成第一问。 

（3）猜一猜，第二问中两个同学的生日是哪一天。 

（4）再根据小组中每个人提供的线索，猜一猜，他

们的生日各是哪一天。 

四、思维训练 

用下表制作今年 1 月份的月历。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告诉学生明年 1 月 1 日是星期几。 

（2）独立或小组合作完成制作月历。 

（3）展示制作结果。 

五、板书设计 

     

 

 

2、24 时计时法 

第一课时  24 时计时法 

课题 24 时计时法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知道 24 时计时法的意义，会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时刻。 

2、教育学生珍惜时间。 

教学重点 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时刻。 

教学难点 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时刻。 

教具准备 钟表。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学前准备 

1、口答。 

一年有几个月？哪几个月是大月？大月有多少天？ 

哪几个月是小月？小月与多少天？ 

每年二月有多少天？闰年全年有多少天？ 

2、填空。 

（1）90 分=（ ）时（ ）分 

（2）2 时=（ ）分 

（3）1998 年是（  ）年，有（ ）天。 

3、导入新课。 

提问：时针在钟面上走一圈是多少小时？1 天有多少

小时？ 

讲述：在一天的时间里，钟表上时针正好走 2 圈，共

24 小时；也就是 1 日=24 时。 

教师分别在钟面上拨出学生上学、吃饭、放学和睡觉

的时间，让学生识别。 

说明：按照这种普通计时法，一般要指出是上午、下

午、晚上。 

二、探究新知 

1、出示主题图。 

（1）创设情境，提出问题。21:00 是几时？ 

 



（2）猜一猜，说明理由。 

（3）说一说，你还在哪些地方见过这种计时方法。 

2、讲述 24 时计时法。 

（1）教师演示。 

1日里时针正好走两圈，从夜里 0时开始到中午 12时，

时针走 1圈是 12小时；从中午 12时早走到夜里 0时，

时针又走 1 圈，也是 12 小时，一共是 24 小时，也就

是 1 日=24 时。通常我们把这种计时法叫做 24 时计时

法。 

（2）学生动手操作，感受一天有 24 小时。 

3、操作感知。 

教师把钟拨到下午 1 时。 

提问：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应该是几时？（13 时） 

在往下走，下午 3 时是几时？下午 5 时是几时？ 

如何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这一时刻呢？ 

晚上 11 时是几时？（23 时） 

晚上 12 时与第二天有什么关系？（正好是第二天的 0

时，所以常常说 0 时或 0 点，而不说 24 时） 

4、解决问题。 

（1）从 0 时到中午 12 时，经过了 12 小时。 

（2）从中午 12 时再到 0 时，又经过了 12 时。 

（3）一天是 24 小时，经过一天，钟表上的时针转了

两圈。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连一连、。 

2、照样子，填一填。 

18:06    （   ）     23:38     （    ） 

四、思维训练 

和平街新设一个邮筒，需要在邮筒上标出取信时间。

已定每天取 3 次信，早上 8 时 30 分第一次取信，以

后每隔 4 小时取一次信。请你标出每次取信的时间。 

（1）读题，看懂题意。 

（2）讨论解答方法。 

（3）交流解题思路。 

（4）填空。 

五、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计算简单的经过时间 

课题 计算简单的经过时间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初步学会计算一日以内经过的时间。 

2、能够认识时间与时刻的区别。 

教学重点 区别时间与时刻。 

教学难点 计算一日以内经过的时间。 

教具准备 课件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口答。 

（1）平年全年有多少天？1 天有多少时？ 

（2）17时是下午几时？22时 40分是晚上几时几分？ 

2、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下面的时刻。 

晚上 11 时是（  ）时   中午 12 时是（  ）时 

上午 8 时是（  ）时    下午 3 时是（  ）时 

二、探究新知 

1、创设谈话情景。 

（1）了解学生外出旅游所乘坐的交通工具。 

（2）出示一张火车票和汽车票。 

（3）观察车票上的时间，你发现了什么？ 

2、学习教材第 84 页例 3。 

（1）观察情景，你能知道哪些信息？你还想了解哪

些信息？ 

（2）说明：火车 9:00 出发，下午 6 点到达奶奶家。 

（3）提问：你能回答中途经过多长时间吗？ 

教师：怎样来计算经过的时间呢？ 

探究方法。 

（1）直接在钟表上数一数。 

用钟表来表示两个时间。 

通过说一说，可以知道坐火车到奶奶家要用 9 小时。 

（2）用计算的方法。 

教师：这两个时间的表示方法不同，能直接计算吗？ 

引导学生回答。表示方法不同，不能直接计算，要把

 



时间都转化成 24 时计时法。 

将下午 6 点转化成 24 时计时法，即 18 时，用到达时

刻减去开车时刻就是所经过的时间。 

18-9=9（小时）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教材第 85 页练习十八的第 3 题。 

（1）读题，理解题意。 

（2）提问：题中给我们的是什么计时法？ 

（3）集体交流解题思路。 

（4）教师鼓励不同的解题思路。 

2、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数。 

（1）阳阳晚上 9 时睡觉，第二天早上 6 时起床，她

一共睡了（   ）小时。 

（2）课外小组 14:30 开始活动，经过 1 小时 20 分结

束，结束时间是（  ）时（  ）分。 

3、观察下表，计算出火车运行的时间并填在表中。 

 

车次 
始发

站 
开点 

终点

站 
到点 

运行

时间 

711 北京 10:22 
沈阳

北 

当天

19:29 
 

721 北京 18:00 上海 
第二天

8:00 
 

T42 西安 17:48 北京 
第二天

7:23 
 

4、一场排球赛，从 19 时 30 分开始，进行了 155 分

钟。比赛什么时候结束？ 

（1）读题，理解题意。 

（2）分析数量关系。 

（3）提问：怎样看着 155 分钟？（要先把经过时间

155 分钟改写成 2 时 35 分） 

（4）学生独立解答。 

四、思维训练 

教材第 85 页练习十八的第 4 题。 

（1）课件演示，出示春风饭馆的营业时间。 

（2）提问：营业牌上用的是什么计时法？ 

（3）小组交流解题策略。 

（4）集体交流，课件演示。 

 

 



制作活动日历 

课题 制作活动日历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年、月、日的知识，并能灵活运用。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维的有序性。 

3、增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教学重点 制作年历的方法 

教学难点 制作年历的方法 

教具准备 整本年历、单张年历、台历、书历各一份、硬卡纸。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调查。 

（1）提问：你都见过什么样的日历？ 

（2）展示生活中常见的日历：整本、单张、台历、

书历。 

（3）思考：这些日历都是怎样做的？ 

（4）设问：你们想自己做一个活动日历吗？ 

2、制作一个活动日历，需要有哪些步骤？ 

（1）准备 4 个小正方体木块（或纸盒）和一个底座。 

（2）我们可以用一个木块表示 1—12 个月，一个木

块表示星期几。 

（3）用另外两个木块表示 1—31 天。 

二、制作活动日历 

1、分组合作。 

2、教师进行指导。 

三、展示与交流 

1、各组交流制作方法。 

2、引导发现各组制作日历的优点。 

 

 

 

 

第七单元  小数的初步认识 

新知识点： 

1、认识小数。 

（1）常见的小数与小数的读法。 

（2）两位小数的含义与写法。 

（3）两位小数的大小比较。 

2、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1）一位小数的加法。 

（2）一位小数的减法。 

教学要求： 



1、使学生能结合具体内容初步了解小数的含义，会认、读、写小数部分不超过两位的小数。 

2、使学生能结合具体内容比较一位、两位小数的大小。 

3、使学生会计算一位小数的加、减法。 

教学建议： 

1、调动学生的生活经历和已有知识，促进知识经验的迁移。 

    小学生的很多生活经验，以及他们前面所学的整数及其加、减法的有关知识，都恩能够在本单

元的学习中发挥积极的迁移作用。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激活学生的相关生活经验和相关

知识基础，促进学习的正迁移，使学生在学会的同时，形成会学的能力。 

2、把握好小数初步认识的学习要求。 

    作为小数的初步认识，其教学要求应当注意把握三点：一是本单元不要求离开观察背景和具体

的量，抽象地讨论小数；二是小数的认、读、写，仅限于小数部分不超过两位的小数；三是简单的

小数加、减法原则上仅限于一位小数，而且结合元、角进行计算。 

3、放手让学生探究简单的小数加、减法的算法。 

    简单的小数加、减法是一个比较适合学生自行探究的学习内容。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潜能要有信

心。教学时，应尽可能的放手让学生提出问题，尝试计算，验证答案，并引导他们自己总结计算要

点。从而逐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 

 

 

第一课时  认识小数 

课题 认识小数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联系生活实际认识小数，知道以元为单位、以米为单位的小数的实际含义。 

2、知道十分之几可以用一位小数表示，百分之几可以用两位小数表示。 

3、能识别小数，会读、会写小数。 

教学重点 知道小数的实际含义并会读、会写小数。 

教学难点 知道小数的实际含义并会读、会写小数。 

教具准备 米尺，收集的超市收款凭证小票。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学前准备 

让学生说一说学过的常用的长度单位有哪些，相邻单位

间的进率是多少。 

二、探究新知 

1、引入小数。 

同学们经常和爸爸妈妈去超市购物，爸爸妈妈到收银台

付完钱以后，售货员就会给他们什么呢？哪些同学把这

些收款凭证小票带来了？你能向大家展示一下吗？ 

老师这也有一张小票，是小华的妈妈给小华买文具的收

款凭证，现在老师把它做成了标价牌。(展示)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你能不能把这些标价牌中的数分一

分类呢？怎么分？ 

左边这组数是 45、3、18，是我们以前学过的整数。谁

 



还能举出其他证书的例子？右边这组数有什么特点

呢？（数中间都有一个小圆点，小圆点叫做小数点）像

这样的数叫做小数。 

今天我们就要学习一些关于小数的初步知识。（板书题

目：认识小数） 

2、认识小数。 

同学们，你们会读小数吗？（让学生读文具标价牌上的

三个小数和学生拿的凭证小票） 

引导学生认识以元为单位的小数的实际含义。让学生看

圆珠笔、铅笔、橡皮的标价牌，说一说，它们分别表示

多少钱。（学生回答，教师板书） 

        元      角       分 

3       5        0         3 元 5 角 

0       5        0         5 角 

0       1        5         1 角 5 分 

3、学习教材第 92 页例 1. 

出示例 1 情境图，让学生观察图意和图中同学们提出的

问题。 

出示米尺，引出以米为单位的一位小数。 

教师提问：把 1 米平均分成 10 份，每份是多少分米？ 

教师总结：1 米平均分成 10 份，每份是 1 分米，1 分米

也就是 10份中的 1份，所以 1分米也可以表示为
10

1
米，

还可以写成 0.1 米。 

教师提问：3 分米是几分之几米，还可以写成零点几米？

（3 分米是
10

3
米，还可以写成 0.3 米） 

教师指导学生认识以米为单位鹅两位小数。教师指着米

尺问：把 1 米平均分成 100 份，每份是多少厘米？（把

1 米平均分成 100 份，每份是 1 厘米）那么用分数表示

就是
100

1
米，也就是 0.01 米。3 厘米是几分之几米？

写成小数是多少米？18 厘米呢？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王东身高 1 米 30 厘米，写成小数

是多少米。（1米 30 厘米写成小数是 1.30 米或 1.3 米。

因为 30 厘米就是 3 分米） 

4、完成“做一做”。 

请同学们看教材第 92 页的“做一做”，请同学们读题，

先说一说题目的含义再解答。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教材第 94 页练习二十的第 1、第 3 题。 



2、填单位名称 

8.37 元=8（ ）3（ ）7（ ） 

2.65 米=2（ ）6（ ）5（  ） 

0.24 米=2（ ）4（  ） 

3.40 元=3（ ）4（ ） 

3、填适当的数。 

0.25 米=
)(

)(
米=（）厘米 

0.73 元=
)(

)(
元=（ ）元（ ）角（ ）分 

2.92 米=（ ）米（ ）厘米=（  ）厘米 

四、思维训练 

按要求涂色。 

                             

  

     

     

（1.4） 

（0.5） 

五、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小数比较大小 

课题 小数比较大小 课型 新课 

教学目

标 

由生活实例加深对小数内在含义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小数的大小。 

教学重

点 

会比较小数的大小，并理解小数大小的实际意义。 

教学难

点 

会比较小数的大小，并理解小数大小的实际意义。 

教具准

备 

盒尺，学生收集的各自跳高的成绩。 

教 

学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过 

程 

1、读出下面各小数。 

5.28  0.72  3.94  0.7  0.72  3.05  0.9  12.5 

2、说出下列小数的实际含义， 

0.3 米  0.72 米  23.05 元  7.20 元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93 页例 2. 

教师谈话引入：同学们，你们在体育课上有没有进行过跳

高这项运动呢？你能把你的跳高成绩向同学们汇报一下

吗？老师这里有一份跳高成绩表，你们看一下。 

姓名 小明 小刚 小强 小林 

成绩（米） 0.8 1.2 1.1 0.9 

让学生把成绩单读一下。教师：这是四名男生参加跳高比

赛的成绩，今天请同学们帮忙把这四名同学比赛的名次排

出来。 

教师引导学生小组合作，运用我们所学的知识或用手中的

盒尺，动脑筋，想办法把四名同学比赛的名词排列出来，

看哪一组排列得又对又快。 

学生合作学习后，让各组汇报排名的情况，教师把学生几

种不同的情况分别板书在黑板上，并由各组代表说出排列

的理由。最后教师根据同学们的汇报加以指导总结，选择

正确的结果留在黑板上。 

1.2 米＞1.1 米＞0.9 米＞0.8 米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小刚     小强    小林      小明 

理由从三点说明：①1.2 米是 1米 2 分米，1.1 米是 1 米 1

分米，0.9 米是 9 分米，0.8 米是 8 分米。②可以把四位同

学的跳高成绩换算成用厘米作单位，分别是 120 厘米，110

厘米，90 厘米和 80 厘米。③利用手中的卷尺，根据四个

成绩在卷尺上的位置来比较大小。还有的同学可能会说是

直接比较出来的。 

让学生在教材上，把四个同学的名次填写出来。 

2、完成“做一做”。 

请同学们看第 93 页的“做一做”。引导学生看图说一说，

一个正方形表示多少？然后让学生看图在教材上完成“做

一做”。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教材第 94 页练习二十的第 5、第 6 题。 

2、把下面四件商品的单价按要求填在括号里。 

玩具机器人   玩具小飞机   汽车      皮球 



3.8 元        4.2 元     15.1 元    2.6 元 

（   ）元＞（   ）元＞（   ）元＞（   ）元 

3、看图比大小。 

四、思维训练 

1、比较下列数据的大小。 

7 厘米  0.53 米   3 分米 7 厘米  1.03 米 

（    ）＜（    ）＜（    ）＜（    ） 

2、比较大小。 

0.5○0.7     5○8.1        5.4 元○4 元 6 角 

3.3○2.9     6.1○1 2      4.7 米○5 米 1 分米 

五、板书设计 

    

 

 

 

第三课时  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课题 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掌握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 

2、提倡学生用多种方法计算小数加、减法，进而解决实际问题并从中体会和

感悟小数加、减法的算理。 

教学重点 会正确计算一位小数的加、减法，知道小数点对齐就是相同数位对齐。 

教学难点 在计算过程中体会算理，加深对小数加、减法计算方法的理解。 

教具准备 课件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学前准备 

1、让学生说一说，你是怎么做整数加、减法的。 

2、笔算下列各题。 

  32+54=   68-7=   48+9=    25-17= 

根据这四道题的计算，说一说这四道题有什么特点。

（前两道是整数加、减法，不需进位也不需要退位；

第三道加法题个位相加满十向十位进“1”，十位数

要加上进位“1”；第四道减法题的个位不够减需从

十位退“1”和个位合起来再减，而十位上的数不要

忘了减“1”） 

3、教师总结：①做整数加、减法时，相同数位要对

齐，从个位相加、减。②哪位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

1，哪一位不够减要从前一位退 1 再减。 

 



二、探究新知 

1、学习教材第 96 页例 3（1）。 

出示教材主题图，教师提问：通过观察你能说一说图

中告诉了我们什么吗？在学生回答问题的基础上，教

师引出主题，如果一个同学买了一个卷笔刀和一支铅

笔，我们可以提出什么问题呢？教师肯定他们的说法

后，问：你们会列式吗？（学生回答，教师板书） 

0.8+0.6=     0.8-0.6= 

教师组织学生讨论，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

想怎么计算。 

可能会出现这样几种情况：①学生用口算就算出来结

果，但要让学生说明他是怎么想的。②把 0.8 元改写

成 8 角，0.6 元改写成 6 角，相加减完后再改写成以

元为单位的小数。③按照前面复习整数加、减法写成

竖式计算。 

教师总结并板书： 

0.8+0.6=1.4（元）       

方法一：8 角         方法二：    元角 

+6 角                     0.8 

    1 元 4 角                    +0.6 

                                 1.4 

答：一共 1.4 元。 

0.8-0.6=0.2（元）       

方法一：8 角         方法二：    元角 

-6 角                     0.8 

        2 角                    -0.6 

                                 0.2 

答：一个卷笔刀比一支铅笔贵 0.2 元。 

教师说明：在用小数直接加减时，在竖式的上面也可

以写上单位，目的是要将相同数位对齐，这和整数加、

减法的道理是一样的。 

2、学习例 3（2）。 

教师引导：如果我们要求带橡皮的铅笔比不带橡皮的

铅笔贵多少元，如何列式呢？ 

学生可根据学习例 391）的经验，试着自己独立完成。

学生完成后，说一说他们的不同做法。 

3、学习教材第 97 页例 4. 

出示例 4 。 

教师：请同学们读题，你从中知道了哪些信息？跟同

伴说一说。 

学生：根据题意可知，小丽有 10 元钱，买一个文具



盒花去 6.8 元后，她还想用剩下的钱买一个笔记本和

一支铅笔，求小丽剩下的钱够不够买这两样文具。如

果小丽想不带橡皮的铅笔换成带橡皮的铅笔，她的钱

够不够。 

教师帮助学生理解题意。 

要求小丽剩下的钱是否够买笔记本和铅笔，首先要求

小丽剩下的钱是多少，再计算出笔记本和铅笔的价

钱，然后用小丽剩下的钱与笔记本、铅笔的总价进行

比较，最后判断出小丽剩下的钱够不够买这两样文

具。求小丽剩下的钱是否购买笔记本和带橡皮的铅笔

的方法与前面相同。 

师生共同探究解题方法： 

方法一：10-6.8=3.2（元） 

        2.5+0.6=3.1（元） 

3.1＜3.2，所以买铅笔够。 

方法二：10-6.8=3.2（元） 

3.2-2.5=0.7（元） 

0.7＞0.6，买铅笔够了 

0.7＜1.2，买带橡皮的铅笔不够。 

2.5+1.2=3.7（元） 

3.7＞3.2，所以钱不够。 

4、对比小数加、减法与整数加、减法。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复习内容和例 3、例 4，看它们有

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相同数位上的数对

齐，从低位算起；都是满十进 1，退 1 当十。不同点：

教师应到学生观察例 3、例 4，做小数加、减法时，

只要小数点对齐，相同数位就对齐了。） 

结合第 97 页的“做一做“，让学生说一说还可以提

出什么问题。（学生边提出问题边解答，师生互动，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同桌互相合作，用手中的学具进行估价编题，并说出

解题过程。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用竖式计算下列各题。 

2.4+4.9=   6.5+0.8=   5.2-0.7=   4.1-3.3= 

2、把下面三件商品的单价按要求填在括号里。 

魔方       小布熊        布娃娃 

7.8 元       3.7 元        5.2 元 

（1）买一个魔方和一个小布熊一共花（  ）元。 

（2）买一个魔方和一个布娃娃一共花（  ）元。 

（3）买一个布娃娃比买一个小布熊贵（  ）元）。 



3、写出竖式，并计算。 

4.8+5.6   5.6-4.8    5.6+5.2    5.6-5.2 

四、思维训练 

1、直接写出得数。 

0.8-0.5=   0.7+0.4=   1.6+2.3=   1.9-1.3= 

2.3-.3=    5.3+1.6=   0.5+3.1=   0.8+1.5= 

2、动脑筋试一试。 

   7.□               6. □ 

-□.3              +□.5 

3.5                13.3 

五、板书设计 

      

 

 

 

 

第四课时  练习二十一 

课题 练习二十一 课型 练习 

教学目标 1、巩固复习一位小数加、减法的计算。 

2、把所学的小数加、减法的计算，灵活地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解决生活中的

问题。 

教学重点 正确计算，正确运用所学知识。 

教学难点 正确计算，正确运用所学知识。 

教具准备 数字卡片，盒尺。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基础知识的练习 

1、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 

集体在练习本上完成，并展示订正。 

2.4+3.4=   5.3-4.6=   35.2-7.8=   2.8+6.2= 

教师强调：计算时要把小数点对齐，小数点对齐了相

同数位也就对齐了。 

2、学生打开教材第 98 页看第 1 题，要求学生先说一

说题意，然后在教材上完成，学生在计算时可以口算，

也可以用竖式计算。 

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练习 

1、引导学生看第 98 页的第 2 题。让学生读题，并解

答教材上所提出的问题。①《动脑筋》比《童话故事

选》便宜多少元？②各买 1 本书，10 元钱够不够？ 

 



2、引导学生看第 99 页的第 7 题。说一说，你都看到

了什么。 

教师：那么小丽要从儿童乐园到光明街，车票要多少

钱呢？为什么？让学生讨论后回答。 

让学生小组合作，一人当售票员，其他学生当乘客，

做乘车游戏，目的是让学生能对所学的知识学以致

用。 

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练习。 

（1）小明从 7 岁到 10 岁，体重增加了多少千克？ 

（2）哪一年比上一年增加得最多？增加了多少？ 

四、课堂作业新设计 

1、连线。 

5.3+2.7           8.6 

3.6-2.1           1.5 

     12.6+4.7          8 

     15.9-7.3          17.3 

2、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 

13.5-9.2   30.7-1.8   17.6+14.7   45.3+16.9 

3、下图是某年“十一“期间北京主要景点接待游人

统计统计图。 

看图，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你能解答吗？ 

五、思维训练 

1、日记本 8.1 元一个，文具盒 5.1 元一个，墨水 10.8

元一瓶。小明想买以上三种文具，付 20 元够吗？ 

2、用 1、2、3、4 写出大于 3 的三位小数和小于 2 的

三位小数。（每个数字只能用一次） 

 

 

 

第八单元  数学广角——搭配（二） 

新知识点： 

1、简单事物的排列数。 

2、简单事物的组合数。 

教学要求： 

1、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使学生通过观察、猜测、试验等活动，找出简单事物的排列数和组合数。 

2、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分析及推理能力，以及有顺序地、全面地思考问题的意识。 

3、使学生感受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尝试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4、渗透数学思想和方法，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 

5、使学生在数学活动中养成与人合作的良好习惯，并初步学会表达解决问题的大致过程和结果。 

教学建议： 



“数学广角—搭配（二）“主要是向学生介绍简单的排列、组合知识，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和方

法，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价值。排列与组合不仅是组合数学的最初步知识和

学习概率统计的基础，而且也是日常生活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数学知识。因而在教学中要多注意抓住

并把握好适合学生发展的有利素材。 

1、选用学生身边的事例和一些生动有趣的活动，来调动学生参与数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

儿童节到了，穿什么衣服，有几种搭配方法，如何选择游览的路线等等。 

2、注重学习方式的教学，培养学生的数学素质。本单元的内容活动性和操作性较强，要尽可能

的采取学生动手实践，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进行教学，如排出不同的三位数，比赛场次问题等，让

学生根据实际问题采用——列举、连线等方法感受简单事物的排列数与组合数。 

3、注意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渗透，培养学生的能力。每种活动结束后，要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

初步培养学生有序、全面思考问题的意识。例如在活动前质疑：怎样才能保证不重不漏？ 

4、注意教学语言的表述，把握好教学目标。教学时要尽量避免出现排列、组合这些术语，以免

影响学生的思维。用学生能接受的语言表达、交流即可，使学生感受简单事物的排列数和组合数在

实际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第一课时  初步感受简单事物的排列数 

课题 初步感受简单事物的排列数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通过动手操作找出简单事物的排列数，体会数学思想和方法。 

2、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分析、推理能力，以及有顺序地、全面地思考问题

的意识。 

3、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记忆与人合作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点 使学生找到简单事物的排列数，体会书写思想和方法。 

教学难点 使学生找到简单事物的排列数，体会书写思想和方法。 

教具准备 数字卡片。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十位上是“2“的两位数共有多少个？ 

2、个位上是“0“的两位数共有多少个？ 

3、拿出准备好的数字卡片 7、3、9. 

二、探究新知 

1、用 0、1、3、5 能组成多少个没有重复数字的两位

数？ 

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同时思考下面的问题。 

（1）怎样摆能保证不重不漏？ 

（2）你们一共摆出了几个两位数？是怎样摆的？ 

（3）用什么方法记录既清楚明了又不重不漏？ 

2、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探究，教师巡视、指导。 

3、汇报： 

（1）按照一定的顺序来摆就能保证不重不漏。 

 



（2）按数位摆： 

十位如果是 1，可以摆出 10、13、15； 

十位如果是 3，可以摆出 30、31、35； 

十位如果是 5，可以摆出 50、51、53。 

（3）按照一定的顺序记录，就能保证不重不漏，清

楚明了。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教材练习二十二第 1 题。 

（1）小组活动：找四个人扮演四位师徒，一个人记

录。 

（2）怎样交换位置更清楚明了？ 

（3）可以有多少种不同的排法？ 

2、教材练习二十二第 2 题。 

独立排一排，并记录。注意排的顺序，体会方法。 

3、教材练习二十二第 3 题。 

四、思维训练 

从写有 1、2、3、4 的四张卡片中任意选出 2 张，做

一位数的乘法计算。共能组成多少个不同的乘法算

式？共有多少个不同的积？写出这些算式。 

五、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初步感受简单事物的组合数 

课题 初步感受简单事物的组合数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通过观察、动手操作等活动，找出简单事物的组合数。 

2、培养学生有序、全面思考问题的意识，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3、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 

教学重点 培养学生有序、全面地思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有序、全面地思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教具准备 图片 

教 

学 

过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六一儿童节到了，哆哆从衣柜中找出了自己喜欢的两件

 



程 上衣，一条裤子和两条裙子，你们看(出示教材第 102

页例 2 的情境图) 

哆哆可能穿哪两件呢？请你猜一猜。 

哆哆有多少种不同的穿法？ 

二、探究新知 

小组合作：动手摆一摆，可以怎样穿？ 

思考：怎样记录不同的穿法比较清楚？ 

汇报： 

     

     

想一想：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穿法？  

学生说出自己组不同的算法。 

教师强调：只要有顺序地搭配连线，就能保证不重不漏。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教材第 102 页做一做的第 2 题。 

2、妈妈在一张纸上给小明出了 3 道较易题，2 道较难

题，让小明各做一道，小明有几种选择方法？ 

四、思维训练 

1、教材练习二十二的第 6 题。 

2、教材练习二十二的第 4 题。 

五、板书设计 

       

 

 

 

 

第三课时  学习简单的组合 

课题 学习简单的组合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使学生通过动手操作，感受到组合数与顺序无关，体会数学在现实生活中

的广泛应用，并尝试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2、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提高学生概括、总结以及正确表达、交流的能

力。 

3、使学生感受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价值，调动学生学好数学的积极性。 



教学重点 向学生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教学难点 向学生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教具准备 例 3 中的各国国旗，不同面值的硬币。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 学前准备 

1、同学们，你们喜欢足球运动吗？2011 年的亚洲杯

足球赛 A 组球队分别是：卡塔尔、科威特、乌兹别克

斯坦和中国。小组赛时，每 2 个球队都要踢一场比赛，

你知道一共要踢多少场吗？ 

2、出示各国国旗。 

3、“每 2 个球队都要踢一场比赛”是什么意思？ 

如“甲与乙踢”也表示乙与甲踢“，与二者的顺序无

关。 

4、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表示 2 个球队已踢了一场？ 

学生：连线，把 2 个队用一条线段连接起来，就可以

表示这 2 个队已踢了一场。 

二、探究新知 

提出问题： 

（1）动手连一连，2 个球队之间要连几条？ 

（2）你是怎样连的？ 

（3）一共要踢几场比赛？ 

学生独立操作完成后再小组交流。 

汇报： 

方法一：每 2 个球队之间连一条线，这样就可以表示

他们踢过一场比赛了。 

方法二：把 4 个球队摆成正方形，按顺序一个球队一

个球队地连。 

方法三：连发与方法二不同。 

方法四：画曲线连，把四个球队依次排开。 

强调：不管用哪种方法，只要注意按一定的顺序，就

能做到不重不漏。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教材第 103 页的“做一做”第 1 题。 

2、教材第 103 页的“做一做”第 2 题。 

3、有红、黄、白三种颜色的花，每两种颜色为一组，

最多可搭配成不重复的几组？ 

四、思维训练 

1、教材练习二十二的第 9 题。 

2、三（1）班要从 4 个同学中选 2 个参加学校的演讲

比赛，共有几种选拔方法？ 

 



3、老师买来 5 种颜色的铅笔作奖品，本周玲玲被评

为“全优”生，老师请玲玲选 2 支不同颜色的铅笔。

玲玲有几种选择方法？ 

4、用天平称物体时要用砝码，现在有 1 克、2 克、5

克的砝码各一个，用这三个砝码最多可称出多少种不

同质量是物体？ 

 

 

我们的校园 

课题 设计草坪和比赛过程 课型 新课 

教学目标 1、进一步巩固学生已经学习的有关知识。 

2、让学生学会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培养收集、整理、分析

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以及热爱学校的良好情感。 

教学重点 
让学生通过收集信息、分析信息、设计方案三个方面，体验“设计校园活动”

的实践活动。 

教学难点 
让学生通过收集信息、分析信息、设计方案三个方面，体验“设计校园活动”

的实践活动。 

教具准备 学生收集的草皮价格和本校的信息、盒尺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设 计 个性化设计及反思 

一、课前准备 

收集信息： 

1、收集草坪面积的信息。 

2、了解草皮的种类和价格。 

3、收集校园的信息和建筑物的位置。 

（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查，对于调查充分的学

生要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 

请同学们汇报课前收集的信息，教师提问：谁能向大

家展示一下你收集到的信息。 

二、探究设计 

活动一 

1、探讨草皮的不同铺法并计算费用。 

2、收集草坪面积的信息。 

教师：咱们学校共有东西两块草坪需要更换草皮，这

两块草坪的面积相同，长都是 28 米，宽都是 16 米。 

3、了解草皮的种类和价格。 

名称 价格（元／㎡） 

白三叶 2 

高羊茅 3 

天堂草 4 

4、探讨草坪的铺设方案。 

 



如果只有 3000 元的费用，可以怎么样铺草坪？ 

建议一：全部铺每平方米 2 元的白三叶。 

建议二：东西两块草坪铺不同的草。 

建议三：…… 

5、展示各小组的方案。 

请每个小组将本组的方案写在黑板上进行展示，并提

问：你最喜欢哪一组的设计？哪组的设计最经济呢？ 

活动二 

1、设计拔河比赛的赛程。 

2、比赛时间。 

教师：计划在本周五下午 15：00—16:30，每场比赛

用时 20 分钟，准备 10 分钟。 

3、比赛地点。 

学校操场。 

4、对阵班级。 

三年级的四个班，先分组比赛，胜者再进行决赛。 

各小组派代表展示本组的设计方案。 

5、请同学们说一说你最喜欢哪一组的设计，对最受

欢迎的小组提出表扬。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请你设计一个全校范围内的校园歌手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