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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

【教学内容】

教材第 1~3 页例 1、例 2。

【教学目标】

1  掌握没有括号的两步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能正确进行两步计算的四则混合运算。

2  让学生经历探索四则混合运算计算方法的过程，理解两步混合运算（两级）与同级两

步运算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3  在计算中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体会四则混合运算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体会四则混合运算的

价值。

【教学难点】

含有两级的两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教程】

一、创设情景，提出问题

（播放课件）同学们，商店的商品可多了，请看：都有哪些商品，它们的单价各是多少

呢？学生观察，并说出货架上的商品名称和价格。

1  教师：小明、小红和小强，他们各买一个文具盒，一共需要多少钱呢？（文具盒每个

7元）学生列式计算后，指名汇报，教师板书：7＋7＋7=21（元）或 7×3=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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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老师也来到商店，要为学校买 4个篮球和 1个足球，需要多少钱呢？还能用一步计

算出来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两步混合运算。（板书课题）

二、引导探索，解决问题

1  学生独立列式解答。

2  引导学生汇报

教师板书：35×4＝140（元）140＋45=185（元）或 35×4+45＝140＋45=185（元）

教师：谁来说—说，他们是先算的什么呢？

学生 1：他们都是先算的买 4个篮球要多少钱。

学生 2：他们都是先算的乘法，再算的加法。

教师：两位同学都说得很好。像这样，在一个算式里，有加法又有乘法，在计算时要先

算什么？再算什么？

学生：要先算乘法，再算加法。

3．尝试练习

教师：你知道下面两题分别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吗？90×11-900585÷9＋15 指名学生说，

同桌互相说一说。

教师：能正确算出答案吗？

学生独立完成，然后集体订正。

4  （继续播放课件）小青他们要为班上买 13 个同样的文具盒作为奖品，付给售货员阿

姨 100 元，应找回多少钱呢？

教师：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先算什么呢？

学生：先算出买 13 个同样的文具盒—共要多少钱。

教师：你知道怎么算买 13 个文具盒的钱吗？

学生：7×13

教师：能列出一个算式算出找回多少钱吗？

学生独立列式计算，然后汇报。教师板书：100-7×13＝100-91 ＝9（元）

教师：谁能说说这个算式，在 计算时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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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先算乘法，再算减法。

教师：这两道题又该先算什么呢？说给同桌听一听。52＋12×4110-117÷9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

教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些算式里都有哪些运算？计算时是先算的什么？

学生：有加法、减法，也有乘法、除法。先算的乘法和除法，再算的加法和减法。

教师：谁能小结一下，像这样的算式，它的运算顺序是怎样的？请同桌相互说说。

指名学生说。

教师小结：在一个算式里，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要先算乘、除法，再算加、减

法。

5  教师：想一想，说一说，这两道题的运算顺序是怎样的？725-43+21823×32÷8 指名

学生说说，然后计算出得数。

教师：像这样，算式里只有加法和减法，或者只有乘法和除法，运算顺序应该是怎样的

呢？请同桌相互讨论讨论，并用自己的话说说。指名说说运算顺序。小结如果在一个算式里

只有加减法，或者只有乘除法，就从左到右依次计算。

三、巩固运用

1  第 7 页，练习一 ,第 1题。先说说运算顺序，再计算，然后集体订正。

2  第 7 页，练习一,第 3题。学生先独立完成，再全班集体讨论。

3  第 7 页，练习一,第 2题。学生独立完成后，让学生说说是怎么想的，先算的什么。

四、课堂总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你有哪些收获？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括号的两步混合运算

【教学内容】

教材第 4页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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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掌握有括号的两步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能正确进行计算。

2  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经历探索有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计算方法的过程。

3  在计算中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让学生体会四则混合运算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体会四则混合运算的价值。

【教学重难点】

有括号的两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或挂图。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  说—说下面各题的运算顺序，再计算。124÷4+13600-30×172 

播放课件：小红与妈妈一起到服装商场去买衣服。妈妈告诉售货员买一件成人衣服，售

货员报价：78 元。妈妈：再买 3件同样的儿童服装。售货员：一共要 213 元。小红：儿童服

装多少钱—件呢？

教师：这个问题该怎样解答呢？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四则混合运算。（板书课题）

二、引导探究

1  学生独立思考，尝试解决。 怎样才能求出儿童服装的价钱呢？

2 小组内交流自己的方法，并说说是怎么想的。

3  全班交流汇报，总结方法。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213-78÷3213÷3－78（213

－78）÷34  引导学生分析对比，得出正确的算法。

教师：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应该先算什么呢？“78÷3”、“213÷3”分别表示什

么？

学生 1：“78÷3”表示把成人衣服的价钱平均分成 3份。

学生 2：“214÷3”表示把买一件成人衣服和 3件儿童衣服的总价平均分成 3份。

教师：这样求出来的，是一件儿童服装的价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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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是。

教师：第三种方法应该怎么算呢？先算什么？“213-78”表示什么？再除以 3呢？

学生 1：先算“213-78”，表示 3件儿童服装一共要多少钱。

学生 2：再除以 3就是求一件儿童服装要多少钱。

教师：第三种方法与第一种方法比较，有什么不同呢？

学生 1：第三种方法有括号，第一种方法没有。

学生 2：第一种方法先算除法，第三种方法先算减法。

学生 3：第三种方法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面的，第一种方法没有括号，要先算除法。

教师：同学们说得真好。算式里有了小括号，就要先算括号里面的。小括号的作用就是

改变原来的运算顺序。

4  尝试练习。

教师：请看，你知道这两道题应该先算什么吗？同桌互相说说。（125-87）×25455÷（102

－97）

学生在练习本上独立完成这两道题后，集体订正。

三、巩固运用

1  算一算，并说说有什么不同。100-72÷4（100-72）÷4学生独立完成后，让学生说

说这两个算式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两种混合运算的方法及小括号的作用。

2  第 7 页,练习一,第 4题。引导学生用数学语言来读这两个算式，通过读让学生体会它

们运算顺序的不同。

（1）100 加 10 乘 10 的积，和是多少？

（2）100 加 10 的和，再乘 10，积是多少？可以让学生反复读两遍，体会运算顺序的不

同，然后再计算。

3  第 8 页，练习一，第 5题。这是两种混合运算的综合练习，通过练习让学生能分清它

们的运算顺序，并正确进行计算，以利更熟练地掌握两步四则混合运算的方法。学生独立完

成后集体订正

四、课堂总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有哪些收获呢？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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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教材第 5~6 页例 4、例 5及课堂活动，练习一第 11 题。

【教学目的】

1  经历用两步计算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过程，获得解决问题的实际体验。

2  会解决涉及倍数关系的两步计算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让学生经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  计算下面各题，并说一说运算顺序。125×4+54340×2-120(90-25)×32 

情境引入

教师：你知道哪些动物可以称得上是森林医生吗？

学生：啄木鸟、山雀。课件出示例 4的情境图让学生观察，观察后提出问题（或让学生

直接观察教科书上的插图）。

学生：啄木鸟每天吃多少只害虫？

教师：我们学习了混合运算，今天我们就来用这些知识解决问题。

板书课题：解决问题。

二、自主探索

1  教学例 4。

教师：从这个情境中你知道哪些数量？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学生 1：山雀每天吃害虫 165 只。学生 2：啄木鸟每天吃的害虫比山雀的 3倍少 45 只。

教师：啄木鸟每天吃害虫有山雀的 3倍那样多吗？

学生：没有，比 3倍少。

教师：你能用图（最好是线段图）表示出他们每天吃害虫的关?65×3 得到山雀吃害虫只

数的 3倍是多少，但是啄木鸟每天吃害虫的只数没有山雀的 3倍那样多，而是比 3倍少 45 只，

所以，还要在此基础上减去 45 只才得到啄木鸟每天吃害虫的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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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写出答语。

教师将例 4中的少 45 只改成多 45 只，学生画线段图并独立解决，然后交流。

学生 1：我的线段图这样画：学生 2：我是这样列式的：165×3+45。

教师：你发现这两个问题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学生：相同点是啄木鸟每天吃害虫的只数与山雀吃害虫的只数都有倍数关系。但一个是

比山雀的 3倍少 45 只，所以计算出 3倍后要减去 45 只；一个比 3倍多 45 只，所以要计算出

3倍后要加上 45 只。

2.教学例 5。

教师：刚才我们解决了森林医生吃害虫的问题，下面我们来解决小朋友在集邮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

课件出示例 5（或让学生直接观察例题插图），并提出数学问题。学生独立解决，再在

小组中交流自己的解决方法。全班交流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学生 1：我这样思考：要求小青有多少张邮票，必须先知道小明有多少张邮票，因为题

中告诉了小青的邮票张数是小明的 3倍。而要求小明有多少张邮票，可以直接用 80 减去 15，

因为题中告诉了小明比小华少 15 张。由此可以这样列式：（80-15） ×3。

学生 2：我这样思考，根据小明比小华少 15 张邮票，可以求出小明的邮票张数为：80-15

＝65 张。根据小青的邮票是小明的 3倍可以求出小青的邮票张数，即：65×3＝195 张。列成

综合算式是：（80-15）×3。指导学生写答语。

三、活动思考

(完成第 6页课堂活动）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先在组内交流思考方法，再以小组为单

位开展全班交流。

学生：相乘或与 9相乘的积在 80 与 100 之间，由此我想到了 90 与 99，由题中告知：按

3颗或 9颗的拿都要剩 1颗，由此这些糖可能是 91 或 100 颗，但是题中又说到这些糖要比 100

颗少，所以应是 91 颗。

四、独立练习

学生完成练习一第 10 题，做后交流。

五、小结教师

通过今天的问题解决，你有什么收获？

教学反思：



8

多位数的认识多位数的读写

【教学内容】

教材第 12~15 页。

【教学目的】

1．让学生认识计数单位“万”、“十万”、“百万”、“千万”和“亿”。

2．掌握亿以内的数位顺序表，能正确读亿以内的数。

3．结合现实情境感受大数的意义，体会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教学重难点】

多位数的读法。

【教具学具准备】

实物投影仪，多位数卡片。

【教学过程】

一、情景引入

出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图片。

教师：孩子们，你知道这是哪儿吗？在哪个省市？谁知道“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建筑面

积、藏书量是多少吗？怎样才能了解到这些知识呢？

学生：查阅资料、上网查找。

教师：这些方法都很好，有两个小朋友通过上网查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建筑面积

170000 m2，截至 1998 年底馆内藏书 21600000 册，并且每年以 600000~700000 册的速度递

增……当他们看到这些资料时被图书馆的建筑宏大、历史悠久，藏书量的与日俱增所吸引。

小女孩说“这些数可真大呀！”小男孩说“该怎样读呢？”

教师：这节课我们就来认识这些大数，学习怎样读多位数。

二、自主探究

1．孩子们还记得在二年级时，我们已认识了万以内的数。谁来说说 10 个一是多少？ 10

个一十？ 10 个一百？10 个一千是多少？如果一万一万地数，10 个一万是多少？10 个十万是

多少？怎样数？学生：十万、二十万、三十万……教师：10 个一千万是多少呢？像一（个）、

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这些都是计数单位。那么用数字表示数

时，把计数单位按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他们所占的位置叫做数位。举例说明什么叫数位。

2．观察下面的数位顺序表，说说你发现了什么？四人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学生：①个位上的计数单位是一，计数单位百所占的位置是“百位”。

②数位是从右往左按从低到高的排列，计数单位也是从右到左从小到大的排列。



9

③从个位起每 4个数位分一级，已经分出了个级、万级、亿级。

④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是十。

教师：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都是十，我们把这种计数方法叫做十进制计数法。

3．说一说，生活中哪些换算要用到十进制？

教师：同学们很能干，从数位顺序表中发现了这么多新知识，这些知识对我们读数、写

数又有很大帮助。现在我们就运用这些知识来读大数。

4．教学例 1。

大屏幕出示“中国国家图书馆”主题图。

教师：刚才同学们看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建筑群非常宏大，现在我们来看看馆内的阅览室

（出示书第 14 页图）。馆内的藏书量特别大“截至 2005 年底馆内藏书中文图书约 5920000

册，外文图书约 3280000 册”，想一想：这些数该怎么读？同桌互相交流。汇报交流。

学生：①先读万级，再读个级。

②万级的数按照个级的数的读法来读，不同的是要在后面加一个“万”字。

教师：你能举一反三，真棒。

学生：③个级上全是 0，这些 0都不读。

5．同学们总结得很好。

教师：按照这些方法读出下面各数。（出示例 2） 305000610002008307000490800020000。

自己先读一读，同桌的再互相议一议，这些数的 0哪些要读，哪些不读？全班交流。

学生：①每级末尾不管有几个 0，都不读。

②其他数位有一个 0或连续几个 0，都只读一个“ 0”。

6．谁来说说含两级的数怎样读？请用刚才学的读数方法来读下面的数。

把下面各数读给同桌听：50002、 1374689、 120900085。

三、巩固练习

刚才同学们总结出了亿以内数的读数方法，下面我们按照方法，继续进行读数练习。

1．教科书第 16 页第 1题。读卡片上的数，说一说两个数的读法有什么不同？

2．分别在各数的后边添上 3个 0，再读一读。905017002326 四、总结这节课学了什么内

容？谁来说说亿以内的数怎样读？

四、活动

2个四人小组的同学合为一个大组，每人在卡片上写出一个数字，把它们任意组成一个

八位数，再读一读。

多位数的写法及大小比较

【教学内容】

教材第 16~17 页的例 3~4，课堂活动及练习二的第 4、8题。

【教学目标】

1．在熟练掌握多位数的数位顺序表的基础上，能够根据数级正确地写出多位数，通过讨

论与交流，总结出多位数的写法。

2．让学生在经历比较两个多位数大小的过程中，利用万以内数大小的比较方法类推出比

较亿以内数大小的方法。

3．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

【教学重点】

多位数的写法。

【教学难点】

各级中间有 0的多位数的写法。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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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情景引入

（课件出示播报新闻情景）新闻：据统计，2000 年有六千八百五十万少先队员参加了“手

拉手”活动，三千零八十万人参加了“保护母亲河”行动。

教师：真了不起，有那么多的同学投入到有意义的活动中去。听了刚才的报道，你还记

得参加这两项活动的少先队员各有多少人吗？

学生 1：数太大，记不清了。

学生 2：如果能把这些数写下来就好了。

教师：好吧，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多位数的写法。

二、探索新知

1  数的写法。（教学例 3）

（1）初步感知写法。

① 尝试写数。出示：四十三万二千五百五十一、二千零九十万三千、七亿。

教师：请你对照数位顺序表，试着写出上面三个数？写好后说给同组同学听一听。

(学生写数，教师指导）

②交流写法。

教师：谁愿意选一个数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写法。

学生 1：我在写四十三万二千五百五十一的时候，是从高位到低位依次写出每一个数位

上的数字，先在十万位上写“4”……

学生 2：我是先看这个数万级上是多少，就在万级上写下来，四十三万二千五百五十一

的万级上是四十三，就写“43”……

学生 3：我同意，用这种办法写数，速度快，不容易错，我写二千零九十万三千的时候

就直接在万级上写“2090”，个级上写 3000。

教师：七亿是怎么写的呢？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学生：当然可以，七亿的亿级上是七，就在亿位上写 7，其余各位都写 0。

（2）进一步探索写法。

（出示：一万零二百、八十万三千零九、五千万零四）

教师：如果不看数位顺序表，你能写出上面的多位数吗？有什么好办法？试试看。

(学生独立写数，全班交流）

学生 1：我写数的时候先写出数位顺序表和分级线，然后再写数，写出的数是 10200，

803009，50000004。

学生 2：用不着，只需要先想想数位顺序表就行了。

学生 3：我和你们不一样?   比如：五千万零四。

教师：提得好，有什么办法呢？

学生：每一级都有四个数位，直到写足为止，万级上是五千，就写“5000”，个级上是

零四，就写“0004”。

教师：这个办法怎么样？你接受吗？

学生：接受，谢谢。

（3）小结写法。

教师：通过刚才的讨论，你认为怎样写多位数？

学生 1：从高位写起。

学生 2：先写亿级的数，再写万级的数，最后写个级的数。

学生 3：还有，哪一位上一个单位也没有，就在那一位上写 0。

学生 4：注意，写完后还可以画出分级线检查检查。

（4）练习：书第 14 页课堂活动。

2  大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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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示：小红和小明争论的场面）

小红：当然我写的数 45544 大一些。

小明：不，我写的数 366128 大得多。

教师：你赞成谁的说法？说说理由。

学生：位数多的数就大，45544 是 5 位数，366128 是 6 位数，366128 大。

教师：那么， 445544 和 366128， 16499 和 16504 又怎样比较大小呢？先独立比较，

再与同组的同学说一说。

学生 1： 445544 和 366128 位数相同，就从最高位比起， 4比 3大，所以 445544 大。

学生 2： 16499 和 16504 最高位上的数相同，就比较下一位， 4比 6小，所以 16499 小。

（2）小结比较方法。

教师：怎样比较两个多位数的大小？

学生：位数多的数就大，位数相同，从最高位比起……。

三、巩固练习

教科书第 17 页的课堂活动。

四、总结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五、作业

教科书第 19~20 页的第 5~9 题。

（学生独立完成）

亿以内数的改写

【教学内容】

教材第 21 页例 1，第 23 页课堂活动第 1题。

【教学目的】

1．能用万和亿作单位表示大数。

2．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教学重难点】

如何改写亿以内的数。

【教具学具准备】

实物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课件出示“中国地图”，这是什么？然后教师声情并茂地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环

境。我国地域辽阔，陆地面积约9600000 km2；我国人口众多，2001年人口总数约是1300000000。

教师：在本子上写出这两个数。

二、自主学习、探究

1．教学例 1。

教师：你们觉得这两个数有什么特点？

学生：数很长，且 0特别多，既容易写错，也不方便。

教师：有比较简便的方法来表示? 9600000 km2=960 万 km21300000000＝13 亿

教师：2004 年，我国肉类总产量达到约 72450000 吨。这个数怎样写简便？

学生 2：72450000=7245 万。教师：仔细观察这三个数，等号右边的数与等号左边的数有

什么相同和不同？

同桌讨论。

学生：相同：等号两边的数的大小完全相同。不同：等号右边的数省略了万位、亿位后

面的尾数，等号左边的数没有省略万位、亿位后面的尾数。这种方法既方便，又不易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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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用这种方法把下面的大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1）太阳中心的温度大

约是 15000000 ℃。（2）人的脑细胞约有 14000000000 个，用“亿”作单位表示是多少个

亿？你是怎样想的？

2．试一试。

把下面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7500000000＝ 48900000=说一说你是

怎样改写的？

3．想一想

怎样用“万”或“亿”作单位表示数？用“万”或“亿”作单位表示数有什么好处？分

四人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学生1：用“万”或“亿”作单位表示整万、整亿的数只需要去掉万位、亿位后面的“0”，

并写上“万”或“亿”字。

学生 2：用“万”、“亿”作单位表示数既简单又不易写错，使人一看就知道数的大小。

三、巩固练习

1．那么，说一说：生活中哪些地方要用到“万”或“亿”作单位表示数？

学生 1：我家买房子用了 13 万元。

学生 2：重庆市绿化委员会 2002 年的资料表明，全市开展义务植树 20 年来，累计约 23700

万人次参加，植树约 114000 万株，初步形成绿树环抱、鲜花映衬的生态景观。

2．练习三第 1~3 题。

四、总结（略）

教学反思：

求近似数

【教学内容】

教材第 22 页例 2，课堂活动的第 2题及练习三的第 4、5题。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探索求近似数的方法的过程，会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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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学生明确学习和掌握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的重要性，加强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3．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探索精神。

【教学重点】

掌握求近似数的方法

【教学难点】

正确选择“四舍法”或“五入法”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教师：这学期，我们班转来了几位新同学，为了增进大家的了解，谁愿意用数据向他们

介绍一下自己或者我们学校的情况？

学生 1：我今年 10 岁，身高大约 140 厘米。

学生 2：我的体重在 36 千克左右，我家有 3个人，爸爸妈妈每月的收入大约 1万元。

学生 3：我们学校有学生 2125 人。

教师：在刚才介绍的这些数据中，哪些是准确数？哪些是近似数？

学生：10、 3、2125 是准确数，大约 140、36 千克左右、大约 1万是近似数。

教师：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准确数，这时就要用到近似数，比如：

2004 年重庆市总人口约 3100 万，中国大陆总人口约 13 亿等都是近似数。那么，怎样求一个

数的近似数呢？

二、学习新知

1  探索“四舍五入”法。

（出示：534607）

教师：这是一个准确数，如果改成一个近似数，大约等于多少？

学生 1：约等于五十三万四千六百。

学生 2：也可以约等于五十三万四千。

学生 3：还可以约等于五十三万、五十万。教师：了不起，还写成了用“万”作单位的

数，你们认为“五十三万”和“五十万”谁比较合适？

学生 1：我认为五十万比较合适，因为这样的近似数比较简单。

学生 2：我不同意，我认为五十三万比较合适，因为五十万与准确数相比，比准确数少

了三万多，相差太多，而五十三万与准确数很接近，只相差四千多。

教师：五十四万怎么样？

学生 1：不行，与准确数相差五千多了。

学生 2：我发现，只要千位上的数没有达到五千，就可以直接去掉万位后面的数，约等

于五十三万。

学生 3：对，当千位上的数达到或者超过五千，就可以在万位上增加 1，再把万位后面的

尾数舍去，约等于五十四万。

（出示：38290）

教师：按照大家刚才讨论出的办法，38290 约等于多少万？

学生：千位上是 8，满了 5，所以，万位上增加 1，约等于 4万。

2．归纳方法。

教师：同学们表现很出色，下面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讨论，整理出“省略万位后

面的尾数求近似数”的方法。

（学生分组讨论，然后全班交流）

学生：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求近似数，先看千位上的数，千位上的数小于 5，就把万位

后面的尾数直接舍去，千位上的数是 5或者大于 5，就向万位上进 1，再把后面的尾数舍去。

教师：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做“四舍五入”法。

（学生看书第 22 页例 2，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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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

（1）教科书第 22 页的试一试。

教师：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

（学生独立完成，评讲）

（2）教科书第 23 页的课堂活动第 2题。

师生活动：老师出示卡片，学生说近似数。

师生活动：同桌活动，一人写数，一人说近似数。

4．扩展。

（出示：省略 153904270 亿位后面的尾数，它的近似数是多少？）

教师：先回忆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求近似数的方法，想一想，这个问题怎样解答？

（学生独立思考，尝试解答，再交流）

学生 1：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求近似数，看千位上的数“四舍五入”；省略亿位后面的

尾数求近似数，就该看千万位上的数“四舍五入”，约等于 2亿。

学生 2：也就是省略哪一位后面的尾数求近似数，就看那一位后面一个数位上的数“四

舍五入”。

三、小结（略）

四、课堂练习

教科书第 24~25 页第 4~6 题（学生独立完成）。

数字编码（一）

【教学内容】

教材第 26 页例 1及练习四的 1、2题。

【教学目标】

1．初步认识邮政编码的作用，探索发现邮政编码的规律。

2．培养学生调查搜集、分析研究、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合作意识、实践意识，提高学

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使学生体会到数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及应用数学的

意识。

【教具学具】

多媒体课件；课前收集与编码有关的信息，走访当地邮政局的叔叔、阿姨，了解当地邮

政编码及方法。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

教师：课前老师布置大家收集和调查了身边一些与编码有关的信息，谁来说一说生活中

有哪些地方用到了数字编码？

（学生自由发言：邮政编码，车牌号，身份证，电话号码，门牌号，银行帐号……）

教师：老师也搜集到了一些用数字表达信息的资料，多媒体?  

教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研究数字编码的问题。

二、邮政编码中数字的意义和邮政编码的作用

1．邮政编码中数字的意义。

教师：同学们寄过信吗？

（多媒体出示例 1的信封）

教师：这封信是寄往哪里的？

学生：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的。

教师：你们谁知道左上角的这组数字在信封中叫什么？右下角的这组数字在信封中叫什

么？

（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充寄信人详细地址及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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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左上角的这组数字是收信人的邮政编码，右下角的这组数字是寄信人的邮政编码。

教师：那你们了解邮政编码每个位置上的数字表示的什么意思吗？

学生 1：邮政局的阿姨说，邮政编码是全国统一的，都是 6位数，不同数字表示不同的

地方。

学生 2：……

教师：这是我们重庆市巴南区部分乡镇、街道的邮政编码，请你们仔细观察，这些邮政

编码有什么规律？先小组讨论，再汇报。乡、镇街道?

巴南区石岗车站 401348 巴南区一品新街 401349 巴南区鱼洞镇黄溪路

401320

巴南区南彭镇南湖路 401347 巴南区圣灯正街 401349 巴南区百节百正街

401322

巴南区界石镇界新街 401346

学生 1：我发现这些邮政编码的前面 4位的数字是一样的，都是 4013。

学生 2：我发现他们的后两位数字不同，这两位数字应该代表巴南区不同的乡镇、街道。

教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重庆市部分区县的邮政编码。比较一下，你又有什么发现？

区县名 邮政编码

渝中区 400000

江北区 400000

南岸区 400000

大渡口区 400000

沙坪坝区 400000

九龙坡区 400000

北碚区 400700

万盛区 400800

双桥区 400900

渝北区 401120

长寿区 401220

巴南区 401320

綦江县 401420

合川市 401520

永川市 402160

江津市 402260

大足县 402360

荣昌县 402460

学生 1：我发现前两位的数字是相同，都是 40 开头。所以我想 40 应该代表重庆市吧。

学生 2：我发现第 3、4位应该代表各区、县，00 代表的是市区，而 07，08，09，11，…，

24 这些代表县。

学生 3：通过观察，我猜想其他省市中，邮编的前两位的数字是不相同的。

教师：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来看看其他省市的邮政编码。省市名邮政编码省市名邮政

编码省?

太原 030000 沈阳 110000 上海市 200000 大同 037000 大连

116000

天津市 300000 阳泉 045000 鞍山 114000 重庆市 400000 长治

047100

抚顺 113000 石家庄 050000 长春 130000 哈尔滨 150000 保定

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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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132000 齐齐哈尔 161000

教师：通过以上观察，你们又有什么发现？

学生 1：现在我发现邮政编码的前两位数字表示省、直辖市。

学生 2：我发现直辖市的邮编第二位都是 0，例如：北京是 100000，上海是 200000，天

津是 300000，重庆，400000。

教师：现在你们知道邮政编码的六位数字分别表示什么吗？

学生：前两位的数字表示省、直辖市，第 3位的数字代表市（地区），第 4位的数字代

表县（区），后两位代表乡（镇）。

2．邮政编码的作用。

教师：邮政编码有什么作用呢？

学生 1：每天邮局的叔叔、阿姨要收到许多寄往全国各地的信件，有了邮政编码后，就

可以使用自动分拣机按照邮政编码进行自动分拣，不用叔叔、阿姨进行人工分拣信件，累得

满头大汗? 邮政编码能使大家尽快地收到信。

教师：同学们，现在我们学校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是多少呢？

三、认识身份证编码

（师生游戏）

教师：拿出你课前搜集到的家人的身份证号码，随便给老师一个我就能猜出他的出生年

月日、性别和那个地方的人，相信吗？试试看？

学生读身份证号，老师猜测，学生判断验证。

学生惊叹，跃跃欲试。

教师：谁知道老师是怎么猜到的？

学生：我查阅了资料。身份证的前两位上的数字表示省（直辖市），第 3、4位的数字代

表市，第 5、6位的数字代表区县，第 7～10 位的数字代表出生年份，第 11、12 位的数字代

表出生月份，第 13、14 的数字代表出生日子，第 15～17 位的数字代表编号顺序号，末位加

了个检验码。但倒数第 2位的数字双数代表女性，单数是男性。

四、完成练习四第二题。

教师：你们打过长途电话吗？

学生：打过，打长途电话要拨区号。

教师：你知道我们重庆的区号吗？

学生：知道，是 023。

教师：你还知道哪些城市的区号？

学生：北京是 010，上海是 021，天津是 022……

教师：你熟悉的电话号码有哪些？从中你还了解了哪些信息？

五、小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新的体会？你认为数字编码有什么好处？

数字编码（二）

【教学内容】

教材，第 27 页例 2及练习四的 3、4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了解数字编码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初步学会对身边的事物进行编码。

2．培养合作意识、实践意识，提高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活动中体

验成功的喜悦，激发学生热爱数学的兴趣。

3．使学生体会到数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

【教具学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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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习导入

教师：这是重庆市高新区歇台子片区的邮政编码 400041。你知道这个编码中各个数字表

示的意思吗？

学生：我知道，40 代表重庆市，00 代表市中心的几个区，41 代表歇台子片区。

教师：这是老师的身份证，从中你能获得哪些信息？

学生 1：我知道老师来自×地方。

学生 2：我知道老师出生于×年×月×日……

二、编排学号

教师：生活中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地方用到了数字编码。希望小学给每位学生编学号时，

设定末尾用 1表示男生，用 2表示女生。如 2003 年入学的 5年级 10 班的 24 号男同学的学号

就是 0310241。

教师：学号 0310241 的各个数字表示什么意思吗？

学生 1：03 表示入学年份；10 表示班级，24 表示所在班内学号；末尾的 1表示男生。

学生 2：为什么 5年级的 5没有编入学号呢？

学生 3：我知道，因为年级每年都会发生改变，可我们学号为了方便统一管理，从入学

时就应该是不变的，要是编入年级号，那么每人每年学号都要修改，就很麻烦。

教师：从 0502402 这个学号中，你了解到哪些信息？

学生 1：这是 2005 年入学的 2班 40 号同学。

学生 2：并且还是一个女生。

教师：这个班有 45 人，并且最后一位是男同学，你能编出他的学号吗？

学生：能，前两位表示入学年份 05，第 3、4位表示班级 02，第 5、6位表示班内学号

45，末尾表示男生 1，连起来就是 0502451。

教师：那你们可以按上面的方法给自己编一个学号吗？试一试。

学生尝试，小组交流后全班交流。

三、课堂活动

1．教师：我们这两天学的知识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问题，你们能否自己设计一个编学号

的方案，给组内同学编学号?

学生 1：我打算一个数字编年级，一个数字编班级，一个数字编组号，还有一个数字编

组内同学。

学生 2：……

学生确定方案后，完成自我设计，展示并进行交流。

2 .教师：同学们想给自己编一个身份证号码吗？

学生：想。

教师：好，我们就给自己编一个身份证号码。

学生动手尝试，选 1~2 人上台展示并说说是怎么编的。

教师小结并指出：其实在你们的户口簿上已经预留了一个身份证号码，回家去核对一下，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3．完成练习四第 3题。

教学反思：



18

多位数的加减法多位数加减法的口算

【教学内容】

教材第 34 页例 1，练习六的第 1、2题。

【教学目标】

1  结合具体情景，让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口算整万数加减法。

2  体会算法的多样化。

3  初步培养学生迁移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难点】

初步学会用迁移的方法探索多位数加减法的口算方法，并能较为熟练地进行口算。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或教学挂图。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提出问题

教师：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同学们看，农民伯伯们又迎来了一个丰收的金秋。

（多媒体出示金秋的收割画面）

教师：丰收的喜悦已经让农民伯伯们忘记了收割的疲惫，他们兴冲冲地将刚收割下来的

粮食运到了粮库，准备卖个好价钱。

（出示主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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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仔细观察这幅情景图，从图中你知道了哪些信息？

学生 1：我知道了星光村今年卖稻谷大约 260000 kg，柑树村今年卖稻谷大约 320000 kg。

学生 2：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星光村和柑树村一共卖稻谷多少千克？

教师：了解了这些信息以后，你们还能提出哪些问题呢？

学生 1：星光村比柑树村少卖稻谷多少千克？

学生 2：柑树村比星光村多卖稻谷多少千克？

学生 3：他们俩只是问法不同而已，实际上算法是相同的。另一个村的稻谷产量是多少

千克？

……

教师：聪明的孩子们根据了解的信息，提出了这么多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

要用到多位数的加减法，今天我们就先从简单的入手，一起来学习多位数加减法的口算。

（板书课题）

二、运用迁移，探究新知

1  教学例 1。

教师：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星光村和柑树村一共卖稻谷多少千克？怎么列式？

学生： 260000＋ 320000 ＝？

教师：能口算出这道多位数加法的结果吗？

学生：能。教师：谁来说说看？

学生：260000＋ 320000 ＝ 580000。（教师板书算式）

教师：为什么能那么快地报出答案呢？你们是怎么口算的？在 4人小组里先说一说。（4

人小组交流）

学生 1：260000 和 320000 的末尾都有 4个 0，我在计算的时候先暂时不看 0，就算 26＋

32=58，然后再在 58 的后面添 4个 0，就是 580000 了。

教师：省去两个数末尾相同数位的 0，计算以后再添上，不错的方法啊！

学生 2：因为 26＋32＝58，所以 26 万+32 万=58 万。

教师：用已有的知识来解决新问题，能看出你是认真思考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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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3：我把 260000 看成 26 个万，把 320000 看成 32 个万，26 个万加 32 个万就是 58

个万，也就是 580000。

教师：哦，改写成以“万”作单位的数以后再计算，很好的主意！

教师：还有别的想法吗？

……

教师：同学们的这些口算方法都是正确的。但这些方法中，你们认为哪种方法比较简便，

而且不容易出错呢？

（4人小组讨论）

学生：我们小组认为，把这些数改写成以“万”作单位的数，然后再计算，这样既不容

易出错，也比较简便。

教师：那么我们再试几道题来看一看，这种方法是否比较简便。

教师：现在要算星光村比柑树村少卖多少千克稻谷，怎样列式？

学生：320000－260000=？

教师：谁会计算？

学生：因为 32 万减 26 万等于 6万，所以 320000－260000=60000。

（教师板书算式）

教师：很好，同学们马上就会学以致用了。如果我们还要计算另一个村的稻谷总产量，

又该怎样列式计算呢？大家试一试。

（学生自主列式计算，然后全班汇报，教师板书算式）

教师小结：我们在做整万数加减法的口算时，通常把这些整万数改写成用“万”作单位

的数，然后再进行加减计算，这样比较简便。

三、尝试运用，加深理解

1．完成练习六第 1题——小猴摘桃。

学生独立完成，全班反馈交流。重点让学生说说计算“4000＋3000”和“9000－2000”

的时候是怎样想的。

2．完成练习六第 2题。

多位数加减法的口算练习，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四、全课总结教师：今天的数

学课你有什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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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数加减法的估算

【教学内容】

教材第 34 页例 2。

【教学过程】

一、情景引入，提出问题

教师：有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明明，上网查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出示例 2主题图。

教师：你们知道是一条怎样的信息吗？

学生：明明查到了 2001 年某地退耕还林 401535 公顷，2002 年达 2039800 公顷。

教师：如果你是明明，你能根据这条信息提出问题吗？思考以后，同桌的两个小朋友先

交流交流。

同桌互动。

教师：谁来发表想法？

学生 1：两年一共退耕还林大约多少公顷？

学生 2：2002 年退耕还林比 2001 年大约多多少公顷？

教师：能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列式计算吗？

学生：能，算式分别是 2039800+401535 和 2039800-401535。

（教师板书算式）

二、引导释疑，探究方法

教师：刚才有个同学的提问中用到了“大约”二字，在这里你为什么要使用“大约”呢？

学生 1：因为这道题的数目太大，计算会比较麻烦，我用“大约”的意思就是希望对结

果进行大概的计算，不要求很精确。

学生 2：我认为他用“大约”就是要我们对结果进行估算。

教师：同学们的想法很正确，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对这些较大数目加减法的计算结

果要求不是那么精确，可以对它进行估算，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多位数加减法的估算。039800

－401535”为例，能估算出这道题的结果吗？四人一组，说一说你是怎样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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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探究。

教师：谁来汇报汇报？

学生 1：我用“四舍五入”法，把 2039800 看作 204 万，把 401535 看作 40 万，再用 204

万一 40 万，结果大约就是 164 万。

学生 2：老师，我的方法更简便，我把 2039800 看作 200 万，把 401535 仍然看作 40 万，

200 万-40 万，结果大约就是 160 万。

教师小结：真是聪明的孩子，敢于思考，并且善于思考。大家通过讨论，已经找到了多

位数加减法的估算方法，我们通常就是把两个数看作整万的数，然后再进行加减。

三、尝试运用，巩固提高

1.教师：掌握了估算方法，能很快估算出 2039800＋401535 的结果吗？说一说你是怎样

想的？

学生 1： 200 万+40 万，结果大约是 240 万。

2. 完成第 35 页的课堂活动。

完成练习六第 3~6 题。

教学反思：

用计算器计算

【教学内容】

教材第 37~38 页的教学内容，第 41 页课堂活动第 1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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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认识计算器，了解计算器常用部件的名称及功能。

2．知道计算器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能正确使用计算器加减法。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引入

1  教师：同学们，你们知道我国古时候人们用什么工具计算吗？

2  介绍算盘，引出计算器。

二、了解计算器多媒体

出示多位数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运算试题。6897＋5329＋91267830＋6780－136007328

－1680－2099

教师：你准备采用怎样的方法使计算又快又准？

（多媒体出示选择项目）口算、笔算、珠算、计算器、其他。

学生：计算器。教师：为什么想到用计算器？

学生 1：因为数太大，步骤太多了。学生 2：因为计算器算得很快，我以前用过。

学生 3：不用打草稿。

教师：在日常生活中，你在哪些地方看到了人们使用计算器？

学生：（略）

教师：计算器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很广泛，而且计算器算得又快又准，还携带方便，易

操作。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认识计算器好吗？

三、认识计算器

教师：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认识计算器

“认一认”的计算器示意图，学生边说，教师边显示计算器各部分的名称。

学生：我们的计算器上都有+、－、×、÷号，还有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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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号这四个键，叫做四则运算键。

学生：我们的计算器上都有一个小小的屏幕。

教师：这个屏幕是计算器的显示屏。

学生 1：老师，我们的计算器上都有小数点。

学生 2：我们的计算器上都有 0~9 这十个数字。

教师：这些键，叫数字键。

学生 3：我们的计算器都有“开关”。

教师：请你上台给大家示范。

（学生上台示范）

教师：写有“ ON／C”的键是开机键，写有“ OFF”的键是关机键。

教师：你们知道开机键，除了开机以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学生 4：把屏幕上的数变为“0”。

教师：开机键除了可以开机以外，还可以取消屏幕上的数，我们来试一试，请在计算器

上输入“ 280”，再按开机键，“ 280”就变为多少了？（0）

教师：计算器上有一个键标有“ C·CE”，谁知道这个键是什么键？

教师：“C·CE”这个键是清除数据键。我们在输入数据的时候，如果数据输错了，就可

以用这个键清除输入错误的数字，如果我们是要输入 563，你就可以按一次“C·CE”就清除

了“ 536”，然后再重新输入“ 563”。

学生：我的计算器上还有很多奇怪的符号。

教师：对，我们以后学了更多的知识，就可以用这些功能键了。

教师：同桌同学互相说一说，计算器上各有些什么键？

四、教学

例 1

教师：同学们已经认识了计算器，你们会用计算器来计算加减法吗？请同学们用计算器

来计算 181＋63，181－63。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

（学生小组活动，教师收集问题。） 请学生上展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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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先按“1”、“8”、“1”，再按“+”，然后按“6”、“3”，最后按“=”，屏

幕上显示“244”。

（边说边演示）

教师：刚才有同学有疑问，请把你们的问题告诉大家。

学生 1：如果我们要用计算器计算下一道题，该怎么办？

学生 2：按一下开机键，因为开机键可以清屏。

（有疑问的同学恍然大悟）

教师：对了，我们做完一次计算，就要按一次开机键，把屏幕上的数据消除变为“0”，

这样才好进行下一次计算。教师：181－63，你们又怎样按计算器的呢？学生：先按“1”、

“8”、“1”，再按“-”，然后按“6”、“3”，最后按“=”，屏幕上就显示结果“118”。

教师：81＋63 输成了 181＋53，该怎么办呢？

学生 1：按“C·CE”，清除“53”，再输入“63”。

（上台演示）

学生 2：还可以用再加 10 的方法。

学生 3：还可以按开机键，然后重新输入“181＋63”。

教师：你们真是爱动脑筋的孩子。

五、课堂活动

第 41 页课堂活动第 1题。

六、课堂小结

在今天的数学课上，你有什么收获？

加减法的关系

【教学内容】

教材第 43~44 页的教学内容，练习八。

【教学目标】

1．从学生的生活情景出发让学生去亲历、感受加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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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学生经历探索发现加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使学生的比较、归纳、概括

能力得到培养。

3．运用加减法各部分的关系去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重难点】

让学生经历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自主探究出加减法各部分的关系。并能运用加减法

中的关系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或教学挂图。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提出问题

1．出示表格。男生人数女生人数全班人数

教师：请同学们很快说出本班男生、女生及全班人数。

学生：男生有 17 人，女生有 18 人，全班有 35 人。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填好表格）

教师：请同学们根据表格中的信息，任选两条信息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并列式解答。

学生 1：我班男生有 17 人，女生有 18 人，全班有多少人？17＋18＝35（人）

学生 2：我班有 35 人，男生有 17 人，女生有多少人？35-17＝18（人）

学生 3：我班有 35 人，女生有 18 人，男生有多少人？35-18＝17（人）

教师：同学们利用学过的加减法的知识，自己不但提出了问题，还作出了正确的解答。

教师：17、18、35 这三个数，在这三个算式中分别叫什么名字？同学们向它们打打招呼，

叫出它们的名字来。

二、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教师：请同学们细观察，静思考，比较这三个算式，你发现了什么？将你的发现在四人

小组内交流。

教师：将你们的发现在班内交流。

学生 1：求两数的和用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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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等于什么数加什么数？

学生 1：加数十加数=和。（板书）

学生 2：求加数用减法计算。

教师：你发现了求一个加数用减法的算法，和－一个加数=另一个加数。

（板书）

学生 4：我还发现 35 在加法算式中叫和，在减法算式中叫被减数。

学生 5：17、18 在加法算式中叫加数，在减法算式中叫减数或差。

教师：聪明能干的同学们，把你们的发现用式子表述出来。

学生：被减数-减数=差，被减数-差=减数，减数+差=被减数。

（板书）

教师：我们的发现与书中小朋友的发现一样吗？看看书比较一下。

学生：书中小朋友还说到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

教师：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你是怎样领会的？

三、巩固练习，拓展训练

教师：看看谁能干，将我们发现、概括的加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运用到我们下面的

学习中去。

1  教科书第 44 页课堂活动第 1题。

2  同桌的同学仿照第 44 页课堂活动第 1题的形式相互出题练习。

3  教科书第 44 页课堂活动第 2题。

（先想、再算、后交流我是根据什么来算的）

4  练习八的第 1~3 题。

四、全课总结

今天我们探究了什么？运用加减法之间的关系解决了哪些问题？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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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运算律

【教学内容】

教材第 46～ 48 页例 1、例 2的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懂得用字母表示的意义。

2．通过经历对加法运算定律的探究、发现过程，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比较、概括的能

力。

3．在学生学习加法运算定律的过程中，培养其数学交流的能力和合作的意识。

【教学重难点】

理解和掌握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探究加法交换律

1．教师：森林小学今天要举行智力竞赛，让我们去看看吧。

课件中出现：（1）小动物围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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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象老师出第 1道题：小老鼠扛着两个袋子，前面一个袋子装着米，

后面一个袋子装着黄豆，小老鼠跑着跑着喊累了，怎么办？小鸟发言说：“把黄豆放前面，

米放后面，这样就不累了。”

2．教师：同学们你们认为小鸟的想法对吗？为什么？

学生：不对，米还是那袋米，黄豆还是那袋豆子，它们的位置变了，但是总的重量没有

变。课件中出现小动物们鼓掌的画面。

3．课件中大象老师出第 2道题。12＋2525＋12500＋300300＋50030＋2020＋301200＋

650650＋1200 这 8 道题小动物们要比一比，看谁算得又对又快。不一会儿，小猪就写出了所

有答案，其他小动物还在一道一道地算着，看到小猪算完了并得到大象老师的夸奖，小动物

们傻眼了……

4．教师：小猪为什么算得这么快？同学们知道其中的奥妙吗？请观察左边和右边的算式，

然后同桌两人相互说一说。

学生观察，同桌交流。

5．学生在全班交流。

学生 1：小猪算了左边 4道的结果，右边的结果是一样的。

学生 2：实际上 12＋25 与 25＋12 都是求 12 与 25 的和，所以两个算式的结果是一样的。

学生 3：我发现左边和右边并排的两个算式只是加数的位置交换了。

学生 4：我发现……

6  引导归纳。

教师：同学们真会观察、比较。谁能用一句话概括同学们发现的规律？

学生 1：两个数相加交换了位置，结果一样。

学生 2：两个加数交换了位置，和不变。

教师：如果用两个不同的字母表示两个加数，用一个等式表示加法运算的这个规律，你

行吗？

学生 1：我用 m、n表示两个加数，那么……

学生 2：我用 a、b表示两个加数，那么 a＋b＝b＋a。

教师：真了不起，你们已经归纳出了加法的一个运算定律，想给这个定律起什么名？

学生：加法交换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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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书：交换律，a＋b=b+a。

（齐读）

二、探究加法结合律

1．课件播放小动物集合图：一队 89 只小狗，二队 96 只小猫，三队 104 只小兔，小猴说：

“同学们请帮我算算一共有多少只小动物？”

2. 教师：该怎样列式？

学生：89＋96＋104（板书）

3．教师：请同学们再想想该怎样计算？

（1）学生独立思考。

（2）分组讨论。

（3）全班交流。

教师：谁代表你们这组说一说是怎样计算的？

学生 1：我们先计算 89＋96 算出小狗、小猫共 185 只，再用 185＋104 算出 3种小动物

一共有 289 只。

（板书计算过程）

学生 2：我们先计算 96＋104 算出小猫、小兔共有 200 只，再用 89＋200 算出 3种小动

物一共有 289 只。

（板书过程）

教师：同学们的方法都正确，下面请你们在书上完成“填一填”。

4．学生填空后对答案。

5．引导归纳。

教师：从上面两组的计算中，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 1：每组算式中的三个数都是相同的。

学生 2：左边是前两个数先加，再加第 3个数。右边是后面两个数先加，再加第一个数。

两个算式结果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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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那么左、右两个算式之间可以用什么符号连接？

学生：等号连接

教师：对，能写成一个等式，89＋96＋104＝89＋（96＋104）。

（板书）

教师：你们的发现是不是适合其他算式，请自己举例验证。如果适合，请用一个等式表

示。

学生 1：10＋20＋30＝10＋（ 20＋30）

学生 2：5＋6＋7＝5＋（6＋7）……

教师：看来，你们的发现都适合三个数相加的情况。恭喜同学们又发现了加法的一个运

算定律。为了简便易记我们需要几个字母表示？

学生：3个不同字母。

学生分组用字母表示。

汇报并板书：（a＋b）＋c＝a＋（b＋c ）。

教师：想给这个定律起什么名？

学生 1：加法组合律。学生 2：加法结合律。……

教师：同学们起的名字都很好，我们就按约定俗成的叫法，把它称作加法结合律吧。学

生齐读加法结合律，（a＋b）＋c＝a＋（ b＋c）。

课件播放小动物们鼓掌致谢的画面。

6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就是教科书上第 46、47 页的内容，请同学们把书上的重点句勾

画出来理解并记忆。

三、巩固规律

1．第 47 页，课堂练习第 1题。学生独立填空，再集体评讲。

2.第 48 页，课堂练习第 2题。

（1）理解题意。

（2）学生独立完成。

（3）集体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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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136＋89＋64 与 89＋（136＋64）用等号相连的依据是什么？

3．练习九第 1题。独立完成，集体评讲校对答案。

四、全课小结

教师：通过今天的学习，你知道了什么？

教师：交换律、结合律是加法运算的两大定律。

（板书：加法运算律）

它们在计算中怎样应用呢？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本案例由胡文谦提供）

解决问题

【教学内容】

教材第 50 页例 3、例 4，第 51 页课堂活动。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加法交换律和加法结合律，并能够应用进行简便计算。

2．在自主探索中使学生理解减法的运算性质。

3．培养学生独立探索解决问题的能力。

4．培养学生计算的灵活性，增强自觉运用定律、性质的意识。

【教学重点】

运用定律、性质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

理解减法的运算性质。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答题板。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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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昨天我们学习了加法的两个运算定律。下面请同学们来填一填。

2．学生填空。

（1）45＋155＝＋45。

（2）56＋130＋170＝56＋（ 130＋）。

（3）（257＋c）＋d＝257＋（+）。

（4）215＋a＋185＝215＋＋a。

3．提问：以上几题，请你们分类并说说根据什么填写的？

学生：（1）、（4）题为一类，是根据加法交换律 a＋b＝b＋a填写的。（2）、（3）题

为一类，是根据加法结合律（ a＋b）＋c＝a＋（ b＋c）填写的。学生回答，教师板书加法

运算定律。

4．教师：学习了加法的运算定律，你认为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

学生：帮助我们计算。

教师：这节课我们就来探讨怎样用定律、性质解决问题。板书课题：解决问题。

二、解决问题

1．教学例 3。

（1）教师：胡老师布置同学们进行社会调查，下面先听听小丽调查的内容。课件播放画

面及小丽的画外音。“我调查了全年级为残疾儿童捐款的情况，一班捐了 113 元，二班捐了

96 元，三班捐了 87 元。

（2）同学讨论。

教师：那么总共捐助了多少元呢？

（板书）

教师：该怎样计算呢？请同学们尝试着算一算，看谁的方法又快又好。

（3）同桌相互交流算法。

（4）全班交流。

教师：谁能告诉大家你是怎样算的？

学生 1：（展示算式 113＋96＋87）我先算一班和二班共捐款多少元：13＋96＝209（元），

再算三个班共捐多少元：209＋87＝2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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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2：（展示算式 113＋87＋96）我先算一班和三班共捐款多少元：113＋87＝200（元），

再算三个班共捐款多少元：200＋96＝296（元）。

学生 3：113＋96＋87＝96＋（113＋87）。……

教师：听了同学的汇报，你们有什么想法？

学生：我认为后面两种算法好。因为 113 加 87 的和能凑整，把它们先加，可以使计算更

简便。

教师：为什么把 113＋96＋87 变成 113＋87＋96 或 96＋（113＋87）？用到了加法的什

么定律？

学生：交换加数的位置用的是加法交换律，把 113 和 87 先加，用的是加法结合律。

（5）教师：在一些计算中运用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可以使计算更简便。

（6）完成：125＋49＋51，556＋328＋135。

2．教学例 4。

（1）小冬也想汇报他的调查，让我们去看看、听听吧。课件播放小冬到商场调查画面及

画外音。

教师：请同学们分成 4人小组在答题板上列式，帮助小冬算出还剩多少套？

（2）学生分组活动，教师巡视、参与讨论。

（3）学生汇报。

（展示答题板，说思路）

学生 1：我们先算第 1周卖了 108 套后还剩多少套： 200－108＝92（套），再算第 2周

卖了 42 套，还剩多少套： 92－42＝50（套）。

学生 2：我们这组的想法和他们不同，比他们更好，先算出第 1、2周共卖了多少套：108

＋42＝150（套），再算现在还剩多少套：200－150＝50（套）。

（4）组织讨论两个算式之间的关系。

教师：两种算式之间有什么关系？

学生 1：都有 200，108，42 三个数，结果也相等。

学生 2：第 1个算式是连减，第 2个算式给 108 和 42 加上了括号，减号变成了加号。

教师：两个算式都在求还剩多少套，结果也相等，你能把这两个算式写成一个等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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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200－108－42＝200－（10＋42）。

教师：刚才，学生 2说他们用的右边这个算式，可以使计算更简便，你们认为是这这样

算是合理的吗？那么我们也尝试练习：175-36-64，3600－1800－1200。

学生独立计算，并说明简便计算的道理。

（6）出示 137－（37＋50），读一读。

教师组织讨论：怎样计算更简便，为什么？

学生：先算 137－37＝100，再算 100－50＝50。因为我这样想的，比如共有 137 元钱，

第一次用去 37 元，第 2次用去 50 元，第一次用的钱数与总钱数的个位、十位上的数相同，

所以可以用……

（7）教师：解决问题时，可以用一个数连续减两个数，也可以用一个数减去两个减数的

和，怎样简便就怎样算。

三、灵活运用

1．第 51 页，课堂练习第 1题。学生独立填空后评讲。

2.第 51 页，课堂练习第 2题。

（1）学生独立简算，同时三个学生板演。

（2）集体评讲算法并说明理由。

3．第 53~54 页第 5、6、9题。审题后，学生独立列式计算，然后阐述计算的道理。

四、全课小结

教师：通过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学生：……教师：同学们主动学习，积极探索使知识和能力都得到了长进。愿大家利用

所学，提高个人的计算能力，做到活学活用。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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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加（减）接近整百的数

【教学内容】

教材第 51 页例 5。

【教学过程】

一、竞赛引入

1．教师：老师这里有一组题，我们来比赛一下。男同学算左边 3道，女同学算右边 3道，

看谁算得快。

多媒体出示：298＋9932＋200135＋97147＋100867＋98496＋3002．

学生在题单上独立计算后，校对得数。

教师：现在我宣布女同学的计算速度最快！

男生：我觉得不公平，女同学的三道题都是一个数加整百数，算起来当然快，如果我们

算右边 3道题，比她们还要快。

教师：看来，大家都觉得用一个数加整百数计算更容易些。那么，左边 3道题有没有办

法也转化成加整百数，使计算更简便呢？下面我们把 867＋98 作为例题进行学习。

二、教学例 5

1  情境引入例 5，并列出算式 867+98。

2．教师：观察 867＋98 中的第 2个加数 98 有什么特点？

学生：98 接近 100。

教师：这道题该怎样简便计算，请同学们分 4人小组进行研究。

3 ．学生分组讨论并在答题板上写出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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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组展示计算过程：867＋98＝867＋100＝967。说明：98 接近 100，我们把 867＋98

看成 867＋100，这样很快就算出得数了。

第 2组展示计算过程：867＋98＝867＋100＝967，967－2＝965。说明：我们赞成把 98

看成 100，但是 100 比 98 多了 2，所以 867＋100 以后要用得数减 2才正确。

第 3组展示计算过程：867＋98＝867＋100-2＝967-2＝965。说明：我们同意第 2组的看

法，但不同意他们的写法，既然 98 只是接近 100，它并不能等于 100，所以像第 2组那样写

成 867＋98＝867＋100 是不对……

4．教师：同学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现在请你选择，哪个组的算法和写法都合理。

5．学生用手势选择第 3组。

6．教师：这里为什么要减 2？学生：把加 98 看成加 100，多加了 2，所以要减 2。

7．教师用红笔强调“－2”。教师：一个数加接近整百的数时，可以看成是一个数加整

百数，但要注意多加了几就要再减几。

8.学生简便计算 298＋99，135＋97。

整理与复习

【教学内容】

教材第 55～56 页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回顾和整理的过程，通过对多位数加减法的知识进行全面梳理，培养学生

的归纳、整理的能力。

2．通过对多位数加减法的整理与复习，提高学生对多位数加减法口算、估算、用计算器

计算能力和灵活运用加法运算定律进行简便计算能力。

【教学重难点】让学生体验对本单元知识的有序整理，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教具学具准备】多媒体课件或挂图。

【教学过程】

一、回顾整理

1．出示教科书第 55 页主题图：

教师：请同学们看看主题图讲的什么事？

学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在回忆本单元学了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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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了本单元，我们有哪些收获？请大家说一说。

学生 1：会把大数目化成“万”作单位来口算。

学生 2：会用计算器计算大数的加减法计算。……

教师：我们能不能把本单元所学的内容整理一下，让我们大家更加清晰、明了。

教师：请同学们先独立思考，再四人小组交流，最后组内形成较为合理的方案，在班内

交流。

教师根据学生交流的情况出示如下知识结构图：多位数的加减法口算和估算口算化成

“万”作单位数的口算整千数相加减估算——“四舍五入”改写成整万数口算用计算器计算

认识、了解计算器用计算器计算多位数加减法加减法的关系加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求算式

中的未知数、验算运算定律及性质加法交换律、结合律，减法性质简便计算教师：请同学们

根据知识结构图一一举例。

二、巩固拓展

1．教科书第 55 页第 1题。（填一填，说一说填数的依据）

2．教科书第 55 页第 2、3题。3．教科书第 56 页练习十一第 1、2、4题。

三、全课总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有哪些收获？

角线段、直线和射线

【教学内容】

教材第 60~63 页。

【教学目标】

1  知道什么是线段、直线和射线，能正确区分线段、直线和射线。

2  体会两点间所有连线中线段最短，知道两点间的距离。

3  经历认识线段、直线和射线的过程，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发展学生的空

间观念。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给每个组的学生准备 3个信封。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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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单元主题图多媒体课件出示单元主题图。

教师：你从图中看见了哪些数学现象？

学生观察后相互说一说，然后抽几个学生汇报。

如：

学生：我看到图中有很多线，如电线、钓鱼线；还有很多角，如量衣架上的角、房屋顶

上的角、大雁排成的队形是角、小山的形状也是角……

教师：对了，这幅图中有很多线和角，生活中也有很多线和角。这节课我们就先来研究

线。

板书：线。

二、进行新课

1．教学线段。

教师：我们先来研究这幅图中的电线。

把多媒体课件中的单元主题图其他情景隐去，只剩下电线杆和电线。

教师：同学们看一看两根电线杆之间的一段电线，你们有什么发现？

学生观察后回答，教师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发现线段的一些性质，如“发现两根电线杆之

间的这段电线的差异?测量下面①②③号线的长度，哪条线最短？

图 4  1 学生测量后发现，①号线最短。

教师：再用①号和④号、⑤号线比。你能看出几号线短吗？

学生：①号线最短。教师：这些线中。几号线是线段？

学生：①号。教师：从中你发现什么？

学生讨论后回答：发现两点之间，可以画很多条线，其中线段最短。

教师：线段的长度就是这两点间的距离。请同学们打开 2号信封，量出 AB、AC、BC 间的

距离。

（如图 4  2 所示）图 4  2

教师：通过以上的探究，你知道哪些有关线段的知识呢？

引导学生说出：知道线段有两个端点，两个端点间的线直直的，并且线段可以量出长度，

还知道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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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能说一说生活中看到过哪些线段吗？

学生回答略。

2．教学直线。

多媒体课件演示线段的两端无限延长的过程。

教师：请同学们注意观察，现在的线段有什么变化？

学生：我发现线段向两端延长。

教师：这样的延长是无限的延长，想象一下这条线是怎样的一条线？

学生：我想象这条线很直很直，并且长很长。

教师：有多长呢？这样的线有端点吗？能量出它的长度吗？

学生讨论后回答：无限延长的线没有端点，不能量出它的长度。

教师：这样的线我们把它叫做直线。能说一说直线与线段有哪些不同吗？用下面的表引

导学生进行比较。线段 有两个端点、可以度量直线没有端点、不可以度量教师：自己确定一

个点，试一试过这个点可以画多少条直线？自己确定两个点，试一试过这两个点又可以画多

少条直线？

学生试后回答：过一个点可以画无数条直线，过两个点只能画一条直线。

3.教学射线。

多媒体演示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的情景。

教师：如果把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可以得到一条什么样的线？

教师：思考这样几个问题：（1）这条线有端点吗？（2）这条线能画完吗？（3）这条线

可以度量吗？

学生讨论后回答。

教师：这样的线叫射线。比如手电筒和探照灯射出的光线，都可以看成是射线。

多媒体课件配合演示手电筒和轮船上的探照灯光线。

教师：请同学们自己确定一个端点，向不同的方向画两条射线。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画后，抽学生的作业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让学生发现，从一点向不同的方向画两

条射线，就组成了一个角。

4  区分线段、射线和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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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点能否度量线段 2个能度量射线 2个直线没有不能度量

教师：请同学们拿出 3号信封，边讨论边把表填写完整。

学生填写后，抽学生填写的表格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要求学生对着表格说一说线段、

直线和射线有什么区别。

三、巩固小结

1  引导学生完成课堂活动第 1、2小题。

2  完成练习十二第 1~3 题。

3.画一长 3 cm 的线段，并要求学生说一说是怎样画的。

4.引导学生进行课堂小结。

四、拓展延伸

指导学有余力的学生完成思考题。

教学反思：

线段、直线和射线（教学片断）

一、激趣引入

教师：同学们，看！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好玩的玩具？（每只手拿出一个溜溜球）

学生：溜溜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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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想来玩玩吗？

学生：想。抽两个学生上台玩溜溜球。

教师：（问玩溜溜球的同学）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 1：溜溜球的绳子很有弹性，可以伸很长很长。

学生 2：在玩的时候线总是直的。

教师：这节课我们就用溜溜球来研究线段、直线和射线。

（板书课题）

二、教学新课

1．发现线段、直线和射线。

教师：溜溜球真顽皮，一跳就跳到了我们的纸上，（课件显示两个点）变成了两个点。

你们能用一条直直的线把这两个点连在一起吗？

学生：能。

教师：但请注意，开动脑筋，尽量想出和别人不同的连法。请拿出你的卡片在小组里一

边讨论，一边连。

教师巡视指导，学生操作后交到讲台上。估计学生操作的结果大概有四种情况：图 4 3

2．认识线段、直线和射线。

教师：同学们连线的结果大概分为三类。我们先研究第 1类。（拿出一张学生连成的线

段放在视频展示合上）像这样连的同学请举手。

相应的学生举手。

教师：我们把它画到黑板上。（教师在黑板上画线段）你是怎样画出来的呢？

引导学生说出：是从 1个点出发画一条直直的线到第 2个点。

教师：（课件根据学生的意思再演示一遍）是这样吗？

学生：是。

课件出示图 4  4:图 4  4 比较一下

教师：这 4条线段中哪一条线最短？

学生：第①条线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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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在两个点之间可以画很多线。但只有我们画出来的这条线最短。在数学上，

这条线叫“线段”。

（板书：线段）线段两端的点叫“端点”。

（课件闪烁端点）

教师：你能量出这条线段的长度吗？

学生：能。请一个学生到视频展示台上量。

教师：通过量，我们知道线段是可以量出长度的。我们接着看第 2类。

（拿出学生画出的直线放在视频展示台上）像这样画的举手．

相应的学生举手。

（把直线画在黑板上）

教师：你是怎样画出来的呢？

引导学生说出：是把线段的两端延长后得到的。

教师：这条线段的两端还能延长吗？

学生 ：能。

教师：对，还能延长。（课件再无限延长两端）这样无限延长后，就成了一条“直线”。

（板书：直线）

教师：教师刚才我们量出了线段的长。你能量出直线的长吗？

学生：不能。教师：为什么？

学生：因为直线是可以无限延长的，是无限长的。

教师：同学们开动脑筋一画，就画出了线段和直线。我们接着看第 3类。看还画出了什

么？

（拿出学生画出的两条不同方向的射线）像这样画的举手。

相应的学生举手。

（把射线画到黑板上）

教师：你又是怎样画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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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说出：是把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得到的。

教师：（课件根据学生的意思再演示一遍）是这样吗？

学生：是。

教师：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后就是“射线”。

（板书：射线）

教师：你能找出生活中的射线吗？

学生回答（略）

教师：认识了线段、直线和射线，你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学生讨论后回答。……

角的度量

【教学内容】

教材第 64~66 页，练习十三第 1~4 题。

【教学目标】

1.知道什么是角，能指出角、边和顶点；能用常用的符号来表示角，会用量角器量指定

角的度数。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操作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每个学生准备一张圆形纸片；一些特殊的角；量角

器。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教师：前面我们学习了射线，请同学们确定一个点，以这个点为端点向不同的方向画两

条射线。

学生操作后，选学生有代表性的作业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

教师：有什么发现？

引导学生回答：发现从一点引入两条射线组成的图形是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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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随学生的回答板书。

教师：看看同学们画的角，是一样大的吗？

学生发现有的角大，有的角小。

教师：这些角哪些角大，哪些角小呢？我们除了可以观察和重叠比较外，还可以通过角

的度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1.量特殊的角。

教师：角的度量需要量角器，下面我们动手自制一个简易的量角器。请同学们拿出你的

圆形纸片，把它对折，变成了什么？

学生对折后回答：半圆。

教师：把这个半圆对折后形成什么角呢？

学生操作后回答：变成直角。

教师：这个直角是多少度？

学生：90 度。

教师：把这个 90 度的直角再对折（学生操作），现在这个角是多少度？

学生：是 90÷2=45（度）。

教师：请同学们把纸片展开成半圆，发现什么？

学生：半圆上有一些折痕。

教师：把这些折痕画出来，你能在这个半圆的折痕上从左到右找到 0度、45 度、90 度、

135 度和 180 度的角吗？

学生找出来后，请学生拿给大家看，并说一说自己是怎样找这个角的。

教师：我们把 0度写作 0°，把 45 度写作 45°。请同学们用这种写法，在半圆上标出相

应的度数。

学生操作后，在视频展示台上出示学生的半圆纸片（如图 4  5）。图 4  5

教师：这样一个简易的量角器就做成了。同学们可以把书本封面上的一个角放在这个量

角器上比一比，看看是不是 90°？教师边讲边做示范后，学生把书放在半圆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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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能说一说比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吗？

引导学生说出量的时候要和标有 0°的线对齐，并且角的顶点要和半圆上几个角的顶点

对齐。

教师：我们把标有 0°的线叫做 0°刻度线，半圆上几个角的端点叫做量角。图 4  6

教师：下面请同学们用这种方法量一量自己的三角板上的角，能找到 45°的角吗？再用

三角板上的一个直角和一个 45°的角拼在一起，看量出的角是多少度？

学生量角后，汇报时要重点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量的，让学生掌握 0°刻度线和角的一

边重合，量角器的中心和角的顶点重合，再看另一边是多少度的量角的方法。

2.量一般的角。

教师拿出一个 25°的角问学生：用你们手中的量角器能量出这个角的度数吗？

学生：不能。

教师：这就需要我们有更精密的量角器。

多媒体课件出示量角器。

教师：看，这个量角器和你们手中的量角器比，有哪些不一样？

学生直观地发现，这个量角器的刻度更多，并且有内外两圈刻度。

教师：这里是把半圆平均分成了 180 份，每一份所对的角的大小就是 1°；这样的量角

器有内外两圈刻度，有两条 0°刻度线，方便同学们从两个方向测量角的度数。

教师：同学们测出 1号角是 25°，这里角的符号我们通常用“∠”来表示，所以可以记

作∠1=25°。请同学们用这种方式记你们测出的其他角。学生记角。

教师：量角时要注意些什么？

学生讨论后回答（略）

指导学生完成课堂活动第 2题。

3.做活动角。

指导学生做活动角，然后让学生旋转一条边，形成大小不同的角。

教师：在做活动角的过程中，你发现角的大小与什么有关？

学生回答后，请学生判断图 4  7 中两个角的大小，然后用量角器量一量，指导学生总结

出角的大小主要看角张开的大小，与边的长短无关的结论。图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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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堂作业

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三第 1~4 题。

角的度量（教学片断）

一、复习、认识角

教师：同学们，还记得我们上节课学习的射线吗？

学生：记得。

教师：（在黑板上画一个点）能以这个点为端点画一条射线吗？图 4  8

学生：能。

（多抽几个学生，均以这一点为端点，画出不同方向的射线）

教师：观察这些射线，你发现了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我发现了这些射线的端点都是同一个端点；而且两条射线可以组成一个

角。

教师：你能举例说说吗？请上台指给大家看。

学生上台指角。

教师：这样指来指去的太复杂了，我们用一个符号来表示角吧！

（擦去其余射线，只留下两条射线组成的一般角）图 4  9

教师：我们可以用“∠”来表示角。

（板书：∠）

教师：如果给这个角编上序号 1，就可以用“∠1”来表示这个角，读作“角一”。大家

一起叫叫这个角的名字。

学生读“角一”。

教师：大家认识了“角一”，你又能叫出这个角的名字吗？

（教师画一个与“∠1”非常接近的角，标为“∠2”）图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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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它叫“角二”。

教师：（板书）“角一”和“角二”谁大？

二、教学角的度量

教师：怎样进行角的度量呢？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朋友来帮助我们。

（课件显示量角器）

教师：它叫“量角器”，仔细看一看，能说一说你从量角器上看到些什么吗？

指导学生观察出量角器是半圆形，并且上面有许多刻度，而且是内外两圈的刻度。

教师：有两圈刻度是为了我们量角的方便，知道这些刻度把这个半圆平均分成了多少份

吗？

学生：把这个半圆平均分成了 180 份。

教师：对，量角器上的半圆平均分成了 180 份，

（课件闪烁 180 个刻度）

教师：每 1份就是“1°”，

（课件闪烁“1°”）

教师：它所对应的角叫做 1°角。你还有什么发现吗？

指导学生找到量角器上标有 0°的刻度线。

教师：这条标有 0°的刻度线叫做 0°刻度线。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刻度线，量角时，要把

这条刻度线重合在角的一条边上，并且让量角器的这个中心点与角的顶点重合，这叫做“两

重合”。

教师边讲边演示，要求学生也像这样做一做。

教师：当量角器的中心点与角的顶点重合，0°刻度线与角的一边重合后，我们可以看一

看角的另一边是多少度，这个角就是多少度。

教师边讲边示范，然后要求学生量一个角的度数。

教师：我们认识了量角器并且会量角以后，就可以解决刚才提出的问题，怎样才知道“角

一”和“角二”到底哪个角大呢？学生：我们用量角器量一量吧。

教师：谁愿意来量一量“角一”的度数？学生上台量“角一”。

教师：你是怎样量出它的度数的呢？学生汇报量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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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谁能用同样的方法量出“角二”的度数？学生边说方法边量“角二”的度数。

教师：现在能比较出“角一”和“角二”谁大了吗？

学生：能……

直角与周角

【教学内容】

教材第 66、67 页，第 70~71 页练习十三第 5~7 题。

【教学目标】

1  知道周角、平角的概念及周角、平角、钝角、直角、锐角之间的大小关系。

2  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每个学生准备一幅三角板、一个活动角和一把折扇。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教师：把屏幕上的角分类。图 4  11

指导学生说出：1、3号是锐角，2、5号是钝角，4、6号是直角。

教师：你是怎样判断这些角的呢？

引导学生说出直角是 90°，锐角比直角小，钝角比直角大。

教师：同学们在上节课学习了角的度量，你们用量角器量一量，证实你们的判断对不对。

学生测量后证实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教师：我们在前面认识了直角、锐角和钝角，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些新的角，这就是平角

和周角。

二、进行新课

1  教学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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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同学们能找到三角板上 45°的角吗？学生找到 45°的角后，请学生用这个角连续

画两个 45°角。（如图 4  12 所示）图 4  12

教师：发现了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两个 45°角组成一个 90°的角。

教师：再请同学们找到三角板上 90°的角，这个角是什么角呢？

学生：直角。

教师：请同学们用这个直角连续画两个 90°的角。

学生画后，将学生把画后的图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

教师：这两个直角也拼成了一个新的角（多媒体课件随教师的讲解旋转角的符号，提示

学生注意这个新的角），这个角有多少度呢？图 4  13

学生讨论后回答：90+90=180（度）。

多媒体课件演示从角的顶点出发，画平角的过程。

教师：你发现平角有什么特点？

学生：角的两条边刚好在一条直线上。

教师：平角比直角大吗？

学生：平角比直角大。

教师：那么我们前面说的“钝角比直角大”，是有限制的，看看你的活动角，先把它摆

成直角，再掰动它的一条边使这个角变成钝角，钝角大到什么时候就成了一个平角呢？

学生操作后回答：钝角的两条边在一条直线上，就成为一个平角。

教师：那么怎样描述钝角比较科学一些呢？引导学生说出钝角是比直角大比平角小的角，

钝角是大于 90°小于 180°的角。

教师：我们前面学习的锐角又怎样描述的呢？

引导学生回忆锐角是比直角小的角。

教师：我们也可以说成小于 90°的角是锐角。我们现在学习了这么多的角了，同学们能

根据它们的大小给它们排排队吗？

引导学生在视频展示台上排出：图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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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要求学生按教师的要求打开折扇，使折扇先成锐角；再打开一些，使之成直角；再

打开成钝角，再打开成为平角，在打开折扇的过程中让学生再次感受角的变化，深化学生对

“锐角＜直角＜钝角＜平角”的理解。

2  教学周角。

教师：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常特殊的角。

多媒体课件演示两条射线重叠在同一条线上，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旋转一周的过程，

并随旋转的过程标上角的符号。

教师：知道这个角特殊在什么地方吗？

引导学生说出两条射线完全重合在一起，即角的两条边完全重合。

教师：一个平角是 180°，两个平角是 360°。图 4  15

教师：这样的角是周角，一个周角是 360°。

请同学们用学过的知识填空。1周角=（）平角=（）直角

学生完成后，让学生说一说为什么这样填，集体订正。

三、巩固练习

指导学生完成第 67 页课堂活动第 1~3 题。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三第 5~8 题。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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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角

【教学内容】

教材第 68、69 页。

【教学目标】

1  掌握画角的方法，能用三角板画 30°、45°、60°和 90°角，会用量角器画指定度

数的角。

2  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和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每个学生准备一幅三角板、钉子板和一张答题卡。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教师：先估计答题卡上角（如图 4  16）的度数，再用量角器量一量。

学生回答时，重点让学生说一说测量的方法。

教师：再请同学们用量角器量一量三角板上的角，记住这些角的度数。

学生测量后，让学生相互说一说这些角的度数。图 4  16

教师：这节课我们就教学用三角板画角。

教师：画角一般要用工具来画。下面先给大家一副三角板，同学们想一想可以用这副三

角板画出哪些角？

学生讨论后回答：可以画出 30°、45°、60°和 90°的角；有的学生还提出可以画 75°、

120°、135°和 150°的角。

教师：为什么可以画 30°、45°、60°和 90°的角？

学生：因为三角板上有 30°、45°、60°和 90°的角。

教师：为什么可以画 75 、120 、135 和 150 的角？

学生：用两个三角板上的两个角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角，比如 30＋45＝75，

30＋90＝120， 45＋90＝135，60＋9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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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下面我们研究怎样画 30°、45°、60°和 90°的角，先讨论怎样画 30°的角。

学生讨论后回答：找到三角板上 30°的角，在这个角的顶点上定一个端点，然后从这个

端点靠三角板的两边画两条射线。

教师：同学们照这个方法画一画，然后用量角器检验一下画的这个角是不是 30°。

学生画后进行检验。

教师：能说说用三角板画规定的角时要注意些什么吗？

指导学生说出用三角板画规定的角时，一是要在三角板上找到相应的角；二是在纸上确

定一个端点并且把三角板角的顶点对着这个端点；三是要靠紧三角板的两边从端点往两边画

射线。学生回答时，教师可以把相应的要求板书在黑板上。

教师：请同学们在 45°、60°和 90°中选一个度数，用三角板画角。

学生画角后，抽一个学生画的角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且要求学生说一说自己画角的

过程。

教师：怎样画 75°的角呢？

引导学生讨论后回答：先用 30°和 45°的角拼成 75°的角后，再按前面的方法画。

教师：请同学们在 75°、120°、135°和 150°中选择一个度数，用三角板画一画。

学生画角后，拿一个学生画的角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且要求学生说一说自己画角的

过程。

二 教学用量角器画角。

教师：通过刚才的讨论我们已经会用三角板画角了，用三角板画角的最大特点就是比较

简便。但是如果要求我们画一个 24°的角、139°的角，只凭三角板能画出来吗？

学生：不能。因为三角板上找不出、也拼不出这样的角。

教师：这就需要我们用另一种工具——量角器来画。根据前面的经验，想一想用量角器

怎样画 24°的角？

学生讨论后回答：一是先确定顶点；二是过这个顶点画一条射线；三是用量角器确定度

数；四是根据确定的度数画出角的另一条射线。

教师：你觉得用量角器画角最难的一步是什么？

学生讨论后回答：用量角器确定角的度数。

教师：下面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怎样用量角器确定角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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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作示范画角，然后请学生照老师这样画角。

教师：你觉得用量角器确定角的度数时要注意些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要注意的事项是：（1）量角器的中心点要与确定的端点重合；（2）量角

器的 0°刻度线要与已经画好的一条射线重合；（3）再在量角器上找自己需要的度数作一个

记号；（4）连接端点与这个记号画一条射线。

教师：也就是要关注画角过程中的“两重合”。请同学们用这个方法画出 83°、139°

角。

学生画角后，抽一个学生画的角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且要求学生说一说自己画角的

过程。

三、练习

课堂活动第 1~3 题。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三第 9~12 题。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

【教学内容】

教材第 74 页例 1、例 2，第 75 页上的课堂活动及练习十四第 1～4题。

【教学目标】

1．掌握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口算。

2．探索积的变化规律，促进学生对口算方法的理解。

3.感受知识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的迁移学习能力。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引入课题

（课件出示单元主题图）

教师：同学们，秋天到了，果园里瓜果遍地，景色真美！下面让我们走进丰收的果园，去

欣赏秋天的美景！

（课件逐一播放主题图中的图片）

教师：从这些图中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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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能回答：有 30 行苹果树，每行 400 棵，一共有多少棵苹果树？有桃树 647 棵，平均

每棵收桃 48kg。一共可收桃多少千克？收了 231 吨脐橙，每吨大约要 32 个筐装，一共要多

少个筐？有 500 棵梨树，平均每棵收梨 25kg，一共可收梨多少千克？

（课件一一出示这些问题）

教师：要解决这些问题，你会列式吗？

（学生口答）生活中很多问题都要用到三位数乘两位数的方法来解决，今天我们就来研究

整百数乘整

十数的口算。

板书课题。

二、运用迁移，探究新知

1.教学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

（1）教学例 1（课件出示例 1放大图）。

教师：下面让我们走进例 1，看一看刚才同学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有 30 行苹果树，每行

400 棵，一共有多少棵苹果树？为什么列式为 400×30？

学生：因为有 30 个 400 棵。

教师：能口算出这道题的答案吗？

学生讨论，引导学生说出多种想法。

比如：

学生 1：因为 400×3 得 12 个百，就是 1200，400×30 的得数是 400×3 的 10 倍，所以是

12000。

学生 2：4×3=12，然后再在 12 后面添 3个 0，就是 12000。

小结：同学们的想法都不错，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可以先把0 前面的数相乘，乘完后

看因数的末尾一共有多少个 0，就在乘得数的末尾添加几个 0。

（2）课堂活动，及时巩固。

教师：请同学们做第 77 页的口算，答案填在书上，之后抽学生说一说口算过程，集体订正

答案！然后教师与学生或者学生与学生之间按课堂活动中的第二题对口令，以达到熟练程度！

2.探索积的变化规律。

（1）教学例 2。

教师：下面我们再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请看例 2，请大家把这道题做在书上！

（抽一名学生板演）

教师：从这组算式中你能发现什么？

（学生讨论）

教师：请大家观察，5×3变成 50×30，因数发生了什么变化？

学生：第一个因数扩大了 10 倍，第二个因数也扩大了 10 倍。

教师：积有什么变化？



56

学生：积扩大了 100 倍，也就是 10×10=100 倍。同法教学从 5×3 变成 500×30 的变化规

律。

（2）师生共同小结。

（多媒体课件出示）一个因数扩大 10 倍，另一个因数扩大10 倍，积就扩大（）倍；一个

因数扩大 100 倍，另一个因数扩大 10 倍，积就扩大（）倍。

（3）及时巩固。

（多媒体课件出示）根据 24×3=72 直接写出下列算式的积。240×3=240×30=240×300=

学生口答，并说说自己的想法。

三、尝试运用，巩固提高

1.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四第 1题,然后以开火车的形式公布答案,最后选两道题让学生说一

说自己是怎样想的。

2.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四第 2题,比一比,看谁做得又对又快!然后选一组让学生说说这当

中积的变化规律是怎样的。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四第 3、4题。

口算和估算（一）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 65 页例 1，课堂活动第 1题第 1、2 小题，练

习十三第 1、2题。

【教学目标】

1．掌握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方法，能熟练地进行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

2.感受口算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联系现实生活理解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意义；经历口算

方法的探索过程，在探索中获得成功体验，坚定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情景引入

多媒体课件出示单元主题图。

教师：从图中你发现哪些数学问题？

学生看图提出数学问题后，教师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用到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教师：在研究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之前，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1的情景图。

教师：看图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学生：25 元一张的篮球赛门票，买 3张一共要多少钱？

教师：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学生：能解决，这是求 3个 25 元是多少元，用 25×3 就知道了。

教师：会算 25×3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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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我们会笔算 25×3。

教师：可是笔算 25×3 需要笔和纸呀，看看图上这个小朋友，他有笔和纸吗？引导学生观

察图后，发现确实没有纸和笔，这时学生可以想出一些办法，比如向别人借纸和笔等。

教师：同学们想这些办法也可以，但是如果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没有纸和笔呢？也可能没有

这么多时间来慢慢地进行笔算。所以，我们只掌握了两位数乘一位数的笔算方法还不够，生

活中还要求我们进行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教师：怎样口算 25×3 呢？请同学们先独立思考，再小组进行交流。

学生讨论时，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

估计学生结合笔算方法，能提出 5×3＝15，20×3＝60，60＋15＝75 的方法；这时教师可

以提示学生：“还有别的方法没有？”指导学生进一步讨论出 20×3=60，5×3=15，60＋15

＝75 的口算方法。

学生回答时，教师可以把学生的口算方法板书如下：第一种方法：5×3=15，20×3=60，15

＋60=75。第二种方法：20×3＝60，5×3＝15，60＋15=75。

教师：这两种算法有哪些相同？引导学生分析出这两种算法都是把 25 分成 20 和 5，再分

别与 3相乘，最后把两次的乘积加起来。

教师：有哪些不同呢？

学生根据两种算法的对比，能分析出第一种算法是先用个位上的数去乘，再用十位上的数

去乘；而第二种算法刚好相反，是先用十位上的数去乘，再用个位上的数去乘。

教师：你觉得哪种方法好一些呢？学生受笔算的影响，可能觉得第一种算法好一些？

教师：为什么？学生：因为这种算法和我们笔算是一样的。

教师：可是生活中经常用第二种口算方法，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学生如果讨论出来了，教

师则加以肯定；如果学生讨论不出来，则可以直接告诉学生。下面按第二种情况设计。

教师：这是因为在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口算时大数不出错；从高位算起，从第一步就可以

估计出大约要用多少钱，并能保证大数不出错，所以人们经常用到从高位算起的口算方法。

教师：请同学们用这种口算方法算一算 15×3 和 2×27。

学生口算完后，集体订正答案，特别关注做错的学生错在什么地方。选有代表性的错误进

行分析，并让做正确的学生说一说自己的口算过程，通过学生口述口算过程，深化学生对口

算方法的理解。

三、巩固练习

教师：同学们都能够进行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了吗？

学生：能。

教师：请同学们口算下面各题。28×32×2717×532×35×15

学生口算。

教师：这些题哪些容易口算一些，哪些难一些？

学生：32×3 容易一些，其他的题目都比较难。

教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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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因为 32×3 不进位，其他的题目都要进位。

教师：大家都觉得进位是一个难点，你能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学生回答后，请同学们集体订正答案，并抽两道题让学生说一说自己的口算过程。

教师：请同学们完成练习十三第 2题。

学生完成后，问学生发现了什么？你是怎样算出后面书的总价的？学生可以用两位数乘一

位数的口算方法口算，也可以找一些巧妙的算法，比如在算各本书的总价时可用 24×2，算 6

本书总价时可以用 24＋48，算 8本书总价时可以用 48×2。

教师：也就是说，同学们不但要学会口算方法，还要学会巧妙地口算，这样才算得快、算

得巧。下面我们就来比赛，看哪个同学算得又快又对。

多媒体课件出示：夺红旗（不抄题，只把口算答案写在练习本上）图 5  1

学生完成后，集体订正答案，并且给做得又快又对的学生一定的奖励，让这些学生介绍口

算经验。

口算和估算（二）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 65 页例 2，第 66 页“议一议”，课堂活动及

练习十三相关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1．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方法和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方法，能正确地进行整百数乘

整十数的口算和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

2．通过口算和估算，进一步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多媒体课件上出现足球和乒乓球拍，并且标明“足球每个 92 元”，“乒乓球拍每副 30 元”。

教师：买 20 副乒乓球拍要多少元？买 39 个足球大约要多少元？

学生思考后回答，买 20 副乒乓球拍要用 30×20=600（元），买 39 个足球大约需 3600 元。

教师：你是怎样口算 30×20 的？

学生：想 3×2=6，然后在 6的后面添两个 0。

教师：怎样估算买 39 个足球需要的钱呢？

学生：把 39 看作 40，把 92 看作 90，因为 90×40＝3600，所以买 39 个足球大约需要 3600

元。

教师：这节课就在我们掌握了这些知识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口算与估算。板书课题。

教师：刚才我们讨论了购买体育用品的问题，下面我们继续购物这个话题，不过这次购物

可不是买一些小东西，而是去买一件大商品，这是什么商品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多媒体

课件出现一些商品房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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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知道老师要买什么了吗？（学生：房子）对了，老师想买一套住房，在房交会上我

看中了两套房子。

多媒体课件出示

教师：能帮助老师算一算这两套房子各要多少钱吗？我们先来看第一套，要算这套房子要

多少钱，应该怎样列式？学生：900×80，因为需要 80 个 900 元。

教师：能口算出这道题的答案吗？可以借鉴前面 30×20 的口算方法来思考。

学生讨论后，引导学生说出多种想法。比如：

学生 1：因为 900×80＝（90×10）×80，而 90×80＝7200，所以 900×80＝72000。

学生 2：因为 900×8 得 72 个百，就是 7200，900×80 的得数是 900×8 的得数的 10 倍，

所以是 72000。

学生 3：9×8＝72，然后再在 72 后面添 3个 0，就是 72000。

教师：同学们这些想法都不错。900×80，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9×100×8×10=9×8×100

×10＝9×8×1000，也就是说。把 0前面的两个数相乘以后，再把它的积扩 1000 倍就行了。

教师：同学们会口算这样的题吗？

学生：会！

教师：请同学们口算 60×300，300×40，70×700，400×80。

学生口算后，让学生说一说口算过程，集体订正答案，然后指导学生按第 66 页上的方式对

口令。

2．教学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

教师：前一套住房的总价同学们帮老师算出来了，真感谢你们！老师想麻烦你们再帮老师

算一算后面一套住房的总价，愿意再一次帮助老师吗？

学生：愿意。

教师：算第二套住房总价的式子怎样列？

学生：617×78。

教师：会计算吗？

学生：现在还没有学习过。

教师：不要紧．老师不要求你们像上一套住房那样帮教师精确地算出需要多少钱，因为这

套住房老师还没有确定要还是不要，所以你们帮助老师算出大约需要多少钱就行了。

学生讨论，教师作必要的指导，然后抽学生回答准备怎样估算。

学生：可以把 617 元看作 600 元，78 m2 看作 80 m2 来估计。

教师：这种估算方法和前面学习的估算方法有相同的地方吗？引导学生说出这些估算都是

把不是整十、整百数看作最接近这个数的整十、整百数来算。

教师：同学们估算出这套房子的总价了吗？

学生：这套房子大约需要 48000 元。

教师：在把这个答案写在算式后时要注意些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写结果时要用“≈”，表示这是一个近似值。

教师：同学们用所学知识帮助老师解决了问题，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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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议一议”。

教师：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怎样估算 45×510？引导学生提出多种估算的方法，

如把 510 看作 500， 45 看作 50 来估算；把 510 看作 500，45 看作 40 来估算。

教师：估算出结果，看相差多少？

学生估算出的结果分别是 25000 和 20000，相差 5000。

教师：怎么会差异这样大呢？

引导学生讨论出这是由于 45 的“ 5”是一个中间数，离 40 和 50 都比较远? 10×49 的结

果是多少呢？

学生：也是 25000。

教师：510×45 和 510×49 的估算结果都有可能是 25000，你觉得这个结果接近于哪个算式

的精确值呢？

引导学生说出接近于 510×49。

教师：为什么？

学生：因为因数 49 比因数 45 更接近 50。

三、巩固练习

指导学生完成第 68 页第 3题。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完成练习十三第 3~6 题。

教学反思：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一）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 68、69 页上的例 l、例 2及相应的课堂活动，

练习十四第 1~4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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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经历三位数乘两位数计算方法的探索过程，会进行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2．能应用所学知识主动探索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和灵活应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合。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口算。12l×2＝12l×10＝216×1＝216×40=304×20=304×1＝112×30＝112×4=

学生完成后，集体订正，并抽两道题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算的。

教师：这节课我们就用这些知识来学习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1．教学例 1。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1情境图。

教师：从图中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学生提问题后，引导学生列出算式：121×12。

教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学生：可以用估算的方法估算出这道题的结果大约是 120×10＝1200。

教师：可是题中不是要求我们算大约有多少千克，而是要算出它的精确值。这就要涉及笔

算的问题了。同学们在前面学习过哪些笔算呢？

学生：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教师用纸片盖住“121”中百位上的“1”，只留下“21×12”。

教师：现在会算了吧？（学生：会算）请大家用笔算算出结果。

学生计算后，抽学生的作业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并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算的，教师随学

生的回答板书，如下所示：

教师：也就是说，同学们是把 12 分成 10 和 2 来分别和 21 相乘，再把它们的积加起来。两

位数乘两位数是这样做的，三位数乘两位数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做呢？

学生讨论后回答：我认为是可以的。

教师：请同学们用这个方法试一试。学生先独立完成后，再小组交流，最后抽一个同学的

作业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出来。

教师：能说说你? 用 2乘 121 得 242，再用 10 乘 121 得 1210，把两次乘积加起来，就知道

121×12 的积是 1452 了。

学生边回答，教师边板书。

如下所示：

教师：能说说第二次的乘积“121”中后一个“1”要对着十位写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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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说出因为 121×10＝1210，后面这个“1”要对着十位写，才能表示 1210，要不然

就成了 121 了。

教师：这是笔算乘法中容易出错的地方，同学们要注意。和刚才估算的结果比，差异大吗？

学生：有一定差异。

教师：所以，有时我们需要精确数时，还要用到笔算乘法。现在同学们会算三位数乘两位

数的乘法了吗？

学生：会算了。

教师：请同学们完成第 68 页中的课堂活动上的题。

学生完成后相互交流，说一说自己是怎样算的，然后全班集体订正答案。

2.教学例 2。

教师：我们再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2情境图，然后引导学生观察图意，指导学生列出算式。

教师：大家会算 224×52 吗？

学生：会

教师：请同学们把这道题的结果算出来。计算时要注意思考这道题和前一道题有哪些不同？

计算时你遇到了什么新问题？你是怎样解决的？学生先独立计算，再小组交流，然后再抽一

个同学的作业到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请这个同学结合自己的计算回答上面三个问题。

学生：这道题和上一道题比计算上复杂得多，主要是在计算第二步时要连续向前一位进位。

教师：这是计算中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你是怎样解决的呢？引导学生说出可以把进位的数

记在心里，也可以用很小的数字把它标出来，然后相加时再把这个小数字去掉。

教师：通过以上的学习你有什么发现？

引导学生说出：我发现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与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是相同的，

只是每一步乘的位数要多一些。

教师：我们再来研究一个问题。多媒体课件出示第 9页的课堂活动。

教师：这群小朋友在争论什么？你认为他们谁说得对？

引导学生说出这些同学在争论 34×386 的列式问题，这两种竖式都列得对，因为在乘法中，

交换因数的位置，它们的结果不变。

教师：这样一来，不管在乘法算式中的三位数和两位数谁在前面谁在后面，我们都能计算

了，请同学们算出这道题的答案。学生计算后，集体订正。

三、课堂小结(略)

四、课堂作业

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四第 1~4 题。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二）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 70 页例 3及相应的课堂活动，练习十四第 5~8

题。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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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历探究因数末尾有 0 的乘法的简便计算方法的过程，会用简便算法计算因数末尾有 0

的乘法。

2．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三位数乘两位数乘法计算方法的理解，提高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掌握

水平。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计算下面各题。126×36305×18283×23402×29

学生计算后，选两道题的竖式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让学生对着竖式说一说自己的计算过

程。

教师：这节课就在我们掌握了这些知识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多媒体播放情景图。

引导学生说图意，并按图意列出算式 470×40。

教师：同学们会计算 470×40 吗？

如果学生会用两种方法计算，则鼓励学生用两种方法计算的基础上，让学生说一说为什么

可以把 47 与 4 相乘，再在积的末尾添两个 0；如果学生只用一种方法算，则按以下的方式组

织教学。把学生计算的竖式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

教师：能说说你的计算过程吗？

学生：我第一步是用 0去乘 470，得到的积是 000；第二步再用十位上的 4去乘 470 得 1880

个十；最后把两次乘得的积加起来。

教师：这道题和我们面前研究的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有哪些不同？学生讨论后回答：这

道题两个因数的末尾都有 0。

教师：这种比较特殊的题，还是用我们前面掌握的一般的计算方法来算，有什么问题？引

导学生发现这种比较特殊的题，还是用一般的计算方法来算，第一步计算的结果全是 0，由

于 0乘任何数都得 0，这一步计算没有意义。

教师：所以，特殊的题目应该有特殊的算法。这道题可以用什么特殊的方法计算呢？同学

们可以用你们掌握的知识来探讨一下，看谁能找到简便的算法。

学生讨论时，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如果学生自己能探讨出新的算法，教师则在鼓励的基

础上，让学生说一说为什么可以这样算；如果学生探讨有困难，则可采用以下的教学设计。

教师：看来同学们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没关系，我们来看看小明是怎样算的。

多媒体课件出示下面的算式。

教师：这个竖式和我们列的竖式有什么不同？

引导学生说出这个竖式多了一条虚线，并且只算了一步。

教师：先来研究这条虚线，哪个同学能猜出这条虚线表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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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说出这条虚线把 470 和 40 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 47 乘 4，另一部分是两个 0。

教师：47×4 和 470×40 的结果一样吗？

学生：不一样。

教师：哪一个算式的乘积小？

学生：47×4

教师：算一算 47×4 的结果。

学生算出 47×4=188。

教师：和你们前面算出的结果比，小多少？

学生：188 比 18800 缩小了 100 倍。

教师：能解释缩小 100 倍的原因吗？引导学生思考出缩小 100 倍的原因是 47 比 470 缩小了

10 倍，4比 40 缩小的 10 倍，一共缩小了 100 倍。

教师：为了保持积的大小不变，小明对 47×4 的积作了什么处理？

学生：把 47×4 的积 188 扩大 100 倍。

配合学生的回答，教师作如下的板书：

教师：谁能完整地说一说小明的计算过程？

学生：小明是把 470 和 40 分别缩小 100 倍，先算 47×4，算出结果后，再把乘积扩大 100

倍。

教师：这种算法和我们前面的算法比较，你有什么发现？

学生：这种算法要简便得多。

教师：如果用另一种算法该怎样算？

学生：先算 23×4，再在它的乘积后面添两个 0。

教师：如果算 380×87 呢？

学生：先算 38×87，再在乘积后面添一个 0。

教师：为什么前一个算式要添两个 0，后一个算式只添一个 0呢？

学生：因为前一个算式是缩小 100 来算的，后一个算式只缩小了 10 倍。

教师：你认为末尾有 0的乘法怎样计算比较简便？

引导学生归纳出：因数末尾有0 的乘法，先把 0前面的数相乘，乘完以后，看因数末尾一

共有多少个 0，就在乘积的末尾添上几个 0。

教师：用这种方法算一算 230×40，380×87，63×250。

三、巩固练习

1．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四第 8题，要求学生先估算出结果，再进行笔算，看笔算结果。

2.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四第5题，要求学生先判断对或错，然后对错误的题说一说错的原

因，并说一说防止的方法．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四第 6、7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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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解决问题（一）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 74 页例 1，课堂活动第 1题，练习十五第 1~4

题。

【教学目标】

1.能应用本单元所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简单问题，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2．通过解决问题，让学生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坚定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教师：我们在前面学习了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算和笔算，这些知识在生活中都应用

得相当广泛。这节课我们就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问题。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1．教学例 1。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1的情境图。

教师：从图上你知道些什么？

引导学生在情境图中找出条件和问题，并随学生的回答用下表对条件和问题作如下的归纳：

方案一 10 枝装一盒，每盒 25 元，买 1盒送 1枝。方案二零售每枝 3元。买 46 枝至少要多少

元？

教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有多种购买方案的情况下，首先要对两种方案进行比较，

看哪种方案比较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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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比较后发现，零售10 枝需 30 元，比买整盒的贵并且还没有赠送，由此制定出能

买整盒尽可能地买整盒铅笔的购买策略。

教师：这样买 46 枝铅笔时要考虑些什么问题呢？

学生讨论后回答：（1）买 46 枝铅笔可以先买 4盒铅笔；（2）买 4盒铅笔后可以得到 4枝

铅笔的赠送，因此单枝铅笔不用再买 6枝，只买 2枝就够了。

教师：经过这样的分析，你发现买 46 支铅笔的钱包括哪些内容呢？

学生:包括 4盒铅笔的钱和 2枝铅笔的钱。

教师随学生的回答板书：4盒铅笔的钱+2 枝铅笔的钱=46 枝铅笔的钱。

教师：能算出来吗？

指导学生算出结果后，抽学生的作业展示：25×4=100（元）3×2＝6（元）100＋6=106（元）

抽学生回答每步算式表示的意思，选择什么计算方法算的。

教师：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的选择了笔算，有的选择口算，都是可以的。由于这

道题的数字比较简单，选择口算是比较好的选择。通过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你要注意些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要注意分析解决问题的条件和问题，有多种解决问题的策略要进行比较，找

到比较合算的策略，再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最后根据这个思路完成具体

的解决问题的过程。

2. 教学课堂活动第 1题。

多媒体课件出示课堂活动第 1题的情境图。

教师：从图中你知道些什么？引导学生说出图中的条件和问题以后，让学生思考这个问题

可以怎样解决？在强调管道的长度是前 6天安的长度和后 12 天安的长度的和的基础上，尽可

能地指导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多种思路。如：

解法（1）：372÷6＝62（m）6＋12=18（天）62×18=1116（m）

解法（2）：372÷6＝62（m）62×12=744（m）744＋372＝1116（m）

解法（3）：12÷6＝2（倍）372×（2十 1）＝1116（m）

教师：同学们发现解决这个问题和解决例 1的问题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让学生尽可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相同的地方包括：都要分析解决问题的条件和问题，都

要确定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不同的地方有：这道题有多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比例 1更灵活，

计算的数也要大一些，因此最好选择笔算。

三、课堂小结

教师：这节课学习的什么内容？你有哪些收获和体会？

学生回答略。

四、课堂作业

练习十五第 1~4 题。学生完成第 2题时，要指导学生思考李丹要准备的钱包括：火车票钱+

饮食钱+住宿钱+门票和购物钱，其中火车上的时间不考虑住宿费，然后再具体考虑每个项目

要多少钱。第 3题要启发学生明白“纯收入=赚的钱-工资、税收费”后，再具体思考问题的

解决办法。

解决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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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74页例2，课堂活动第2题，练习十五第5~7 题

及思考题。

【教学目标】

1．能应用本单元所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简单问题，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2．通过解决问题，让学生掌握一些解决问题的策略，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一些价值

体验，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题

教师：前一节课我们应用所学知识解决了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这节课我们继续研究怎样解

决生活中的一些简单问题。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1.教学例 2。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2的情境图，引导学生理解图意后，教师作如下的引导。

教师：解决怎样派车要考虑些什么问题？

学生可能要提出一大堆要考虑的问题，比如怎样列算式、有几种派车方式、怎样计算等，

教师可以把学生提出的问题一一板书。

教师：你认为这些问题，最先要考虑哪个问题？

学生讨论后回答：要考虑有几种派车的方式。

教师：为什么要先考虑这个问题？

学生：因为只有解决了派车的方式，才能考虑派车方式的列式和计算等问题。

教师：所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能有很多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有一

个先后顺序，要比较顺利地解决一个问题，就要考虑先想什么，再想什么？把要解决的问题

按先后顺序排列起来，然后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下面我们先思考派车的方式，你觉得有几

种派车的方式呢？

学生讨论后回答：有 3种方式：（1）全部用大车运；（2）全部用小车运；（3）用两种车

配合运。

教师：这 3种派车的方式哪些最简单？

学生：前两种派车方式。

教师：能够按前两种派车方式列式计算出各需要多少辆大车或小车吗？

学生：能。

教师：请同学们计算出结果，并在小组内交流。

学生计算、交流时，教师作必要的指导，然后抽学生汇报。

学生：我计算出全部用小车运，需要 48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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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你是怎样算出来的？

学生：用 144÷3=48（辆），因为 144 吨里面包含着 48 个 3 吨。教师随学生回答板书：144

÷3=48（辆）。

教师：全部派大车，又怎样列式计算呢？

学生：我算出 144÷5＝28（辆）……4（吨）。

教师：这个答案从计算的角度看对不对？再结合现实生活想有问题没有？引导学生思考，

从计算的角度看，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结合现实生活想，还要考虑这 4吨也要一辆车，

所以要 29 辆车。

教师：从中你知道些什么？引导学生说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具体问题来思

考。

教师：全部派大车或全部派小车这两个问题都容易解答，因为派的车比较单一。难一点的

是思考用两种车配合运，怎样派车比较合理？引导学生思考“合理”的含义是：

（1）派出的车的辆数尽可能少；

（2）每辆车都要满载，这样可以提高车辆的利用率。

教师：小组讨论一下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引导学生思考：

（1）派出的车的辆数要尽可能少，就要尽可能地派载重 5吨的车；

（2）每辆车都要满载，就要用载重 3吨的车来配合载重 5吨的车运，并且引导学生讨论出

配合的方式有：

解法一：用 28 辆小车装：28×3=84（吨），这样剩下：144-84=60（吨），再需要大车：

60÷5=12（辆），共需要:28+12=40（辆）。

解法二：用 18 辆小车装：18×3=54（吨），这样剩下：144-54=90（吨），再需要大车：

90÷5=18（辆），共需要：18+18=36（辆）。

解法三：用 8辆小车装：8×3=24（吨），这样剩下：144－24＝120（吨），再需要大车：

120÷5＝24（辆），共需要:24＋8＝32（辆）。

这样用两种车配合运最合理的方式是用 8辆小车和 24 辆大车。

教师：我们再去看一看小兰在买杯子时遇到什么数学问题？

多媒体课件出示课堂活动第 2题的情境图。

教师：要知道小兰买了几只杯子，要知道哪些条件？

引导学生说出要知道付了多少钱？每只杯子多少钱？

教师：这些条件中你知道哪些条件？这些条件哪些是确定的？哪些条件是不确定的？

学生：两个条件都知道，付的钱是 50 元，这个条件是一定的；另一个条件杯子的价格却是

不确定的，因为有多种杯子的价格。

教师：小兰用同样的钱买不同的杯子，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学生：可能买到的杯子的数量不同。

教师：这个猜测对吗？请同学们用题中的条件算一算。

指导学生算出： 50÷13≈3（个），50÷7≈7（个），50÷5=10（个）。

教师：小兰可能买几个杯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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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能是 3个，也可能是 7个，还有可能是 10 个杯子。

教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发现什么？

学生：发现付的钱数一定时，杯子价格越高，买的数量就越少；杯子价格越低，买的数量

就越多。

教师：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你是用什么方法来保留商的近似值的？

学生：去掉不足买一个杯子的钱数。

教师：为什么要这样做？

学生：因为剩下的钱不?

三、巩固练习

引导学生完成第 77 页第 6题。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五第 4~7 题，还可以指导部分基础好的学生完成思考题。

教学反思：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

【教学内容】

教材第 75 页例 3和议一议，第 76 页上的课堂活动及练习十四第 5～10 题。

【教学目标】

1．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估算。

2．借助已有知识，探索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方法。

3．感受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体验数学学习的价值。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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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习引入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3情境图，并注明“桃园里有桃树 64 棵，平均每棵收桃 48kg。”教师：

同学们，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丰收的果园。你能估算一下总共有多少个桃吗？

教师：怎样估算？

学生：把 64 看作 60，把 48 看作 50，因为 60×50=3000，所以桃园大约能收桃 3000kg。

多媒体课件出示：“桃园里有桃树 64 棵”变为“桃园里有桃树 647 棵”。

教师：估算一下桃园大约能收桃多少千克，又该怎样列式？

学生：647×48。

教师：现在又该怎样估算？这节课我们继续研究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1.教学例 3。

教师：请大家讨论一下，你准备如何对 647×48 进行估算？

学生讨论，教师作必要的指导，然后抽学生问答准备怎样估算。

学生 1：可以把 647 看作 600，48 看作 50 来估计。

学生 2：也可以把 647 看作 650，48 看作 50 来估计。

教师：这种估算方法和前面学习的估算方法有相同的地方吗？

引导学生说出这些估算都是把不是整十、整百数看作接近这个数的整十、整百数来算。

教师：同学们估算出这个桃园大约能收桃多少千克了吗？

学生 1：647×48≈30000（kg）

学生 2：647×48≈32500（kg）。   

教师板书学生的方法，引导学生说出写结果时要用“≈”，表示这是一个近似值。

教师：同学们用不同的方法来估算，在这些估算方法中，你更喜欢哪种估算方法呢？为什

么？

小组交流，展开讨论，反馈交流情况。

学生 1：我喜欢第一种估算方法，因为把 647 看作 600，48 看作 50，600×50 等于 30000，

计算很方便。

学生 2：我也喜欢第一种估算方法，因为把 647 看作 600，就把第一个数看小了一点，48

看作 50，把第二个数看大了一点，这样估算出来的结果与准确值很接近。

学生 3：第二种方法是把两个数都看大了一点点，一定会比准确值大，虽然与准确值还是

比较接近，但计算不够简便，所以我还是喜欢第一种估算方法。……

2.教学“议一议”。

教师：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怎样估算 45×496？

引导学生提出多种估算方法，如把 45 看作 50，496 看作 500 来估算，或者把 45 看作 40，

496 看作 500 来估算。

教师：估算出结果，看相差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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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估算出结果分别是 25000 和 20000，相差 5000。

教师：怎么会差异这么大呢？

引导学生得出：由于 45 看成 40 和 50 都相差 5。把 45 看成 40 来算少算了 5个 500，就是

2500；把 45 看成 50 来算多算了 5个 500，就是 2500，所以两种结果相差 5000。

教师：我们在进行估算时，有时要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估算方法进行估算。比如下

面这个题目，你认为采用哪种估算方法更适合呢？为什么？

多媒体课件出示：动物园每张门票 45 元，496 个小朋友去参观，大约需要准备多少钱？

引导学生讨论出用第一种估算方法较好，因为第一种方法把两个因数都看大了一点，这样

估算出来的结果肯定大于45×496 的结果，还有多余的一点钱，在参观旅游中可以防止意外

发生。

教师：我们在进行估算时，可以灵活地选择估算方法。但在具体实际生活中，要根据实际

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估算方法进行估算。

三、巩固练习

指导学生完成第 76 页课堂活动 1、2题。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四第 5～10 题。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一）

【教学内容】

教材第 78 页例 1，第 79 页上的议一议及课堂活动，练习十五第 1～2题。

【教学目标】

1．经历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的探索过程，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能正确

进行计算。

2．掌握做工问题中的基本数量关系，感受数学知识和方法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迁移类推

能力和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3．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中获得成功的学习体验，进一步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引入新课

口算。121×2=121×10=216×1=301×2=304×10=304×10=112×30=112×40=

学生完成后，集体订正，并抽两道题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算的。

教师：这节课我们就用这些知识来学习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板书课题：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二、自主学习，探究新知

1.教学例 1。

（1）初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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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1情境图，并注明“张阿姨每时采摘 123kg 脐橙，她在果园里工作了 32

时；李叔叔每天包装 324 筐脐橙，他在果园里工作了 27 天。”

教师：从图中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学生 1：张阿姨 32 时采摘脐橙多少千克？

学生 2：李叔叔一共包装脐橙多少筐？

教师：解决第一个问题应怎样列式？

学生：123×32。

教师：你能估一估张阿姨 32 时大约采摘脐橙多少千克吗？

学生 1：把 123 看作 100，32 看作 30，我估计大约 3000kg。

学生 2：把 123 看作 120，32 看作 30，我估计大约 3600kg。

教师：张阿姨实际采摘的脐橙比 3000kg 多还是少呢？

学生：略。

教师：通过估计，可以判定她采摘的脐橙至少也在 3000kg 以上，但是，张阿姨究竟采摘了

多少千克脐橙，123×32 的积又是多少？大家会算吗？你准备怎样计算？

学生 1：我用的是口算，先用 123×30=3690，再用 123×2=246，3690+246 等于……

教师：的确,要让每个同学口算出 123×32 的积,实在有些困难,还有别的方法吗?

学生 2:最好的方法是用笔算。

教师：为了计算更加准确，我们常用竖式计算，这也是这节课我们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2）尝试笔算

教师：以前在我们学习了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那么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该怎样列竖

式计算呢？请你们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尝试计算一下123×32 的积，遇上困难可以向老师

和同学求助。

学生尝试计算，教师巡视了解学生情况，学生可能会有以下两种演算过程：①123②123 ×

3234×6322463693936369615 学生讨论，同意第一种算法。

（3）探究明理。

教师：能说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算吗？

引导学生说出：把 32 分成 30 和 2，用 2乘 123 得 246，再用 30 乘 123 得 3690，把两次乘

积加起来，就知道 123×32 的积是 3936 了。教师相机完善板书。

教师：在乘的时候明明 123×3 的积是 369，为什么不与个位对齐，而与十位对齐？学生：

因为 3在十位上表示 3个十，123×3 得 369，表示的是 369 个十。

教师：这是笔算乘法中容易出错的地方，同学们要注意。这个准确值和刚才估算的结果相

比，差异大吗？

学生：有一定差异。

教师：所以有时我们需要精确数时，就要用到笔算乘法。

（4）学生尝试自学第二个问题：李叔叔一共包装脐橙多少筐？注意引导学生和前一道题进

行对比，计算时遇到了什么新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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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独立计算，然后再抽一个学生的作业到视频展台展出，让该生说说自己的做法，强调

进位，

引导学生说出可以把进位的数记在心里，也可以用很小的数字把它标出来，相加时不能加

表示进位的这个小数字。

（5）小结。

教师：比较一下，三位数乘两位数与两位数乘两位数在计算时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引导学生说出：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与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是相同的，只是

每一步乘的位数要多一位。

教师：从上面的问题中你发现了怎样的数量关系呢？

引导学生说出要求的都是工作总量，而每时采摘的千克数和每天包装的筐数都是工作效率，

32 时和 27 天都是工作时间，所以在做工问题中，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总量。

三、巩固练习

内化新知学生独立完成第 79 页课堂活动，强调计算要认真仔细。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五第 1～2题。教学反思：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二）

【教学内容】

教材第 79、80 页上的例 2、例 3，议一议及相应的课堂活动，练习十五第 3～6题。

【教学目标】

1．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自主迁移出因数中间、末尾有零的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

算乘法。

2．掌握行程问题中的基本数量关系，感受数学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迁移类推能力

和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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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学具准备】多

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计算下面各题。20×40=18×20=16×50=240×3=105×3=208×2=301×2=209×4=

学生可能有的用口算,有的用笔算,如果用笔算的可进行板演。

教师：我们已经学习了三位数乘两位数中间、末尾没有零的笔算，那么中间、末尾有零的

又该怎样计算呢？今天我们继续研究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1.教学例 2。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2情景图）

（1）学生独立思考，解答，抽一个学生板演。

（2）汇报思考过程及结果，在视频展台上展出学生计算的竖式，可能有以下两种：24024 0

×30000×3 072 00720

7200

（3）讨论：这道题和我们前面研究的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有什么不同？以上两种算法哪

种更简便？这道题为什么可以这样来计算？

学生讨论，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重点围绕竖式的简便写法进行讨论。如果学生探讨有困

难，则可用以下的教学设计。

教师：第二个竖式把 240 和 30 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 24 乘 3,另一部分是两个 0，24×3

和 240×30 的结果一样吗？

学生：不一样。

教师：哪一个算式的乘积小？

学生：24×3

教师：算一算 24×3 的结果。

学生算出 24×3=72。

教师引导学生说出 72 与 7200 相比，缩小了 100 倍，为了保持积的大小不变，我们把积扩

大了 100 倍。

配合学生的回答，教师作如下板书：教师：谁能完整地说一说这个计算过程？

学生：略

教师：你认为末尾有 0的乘法怎样计算比较简便？

引导学生归纳出：因数末尾有0 的乘法，先把 0前面的数相乘，乘完后，看因数末尾一共

有多少个 0，就在乘积的末尾添上几个 0。

（4）及时巩固，算一算课堂活动的第 2小题的前两小题：230×40，380×87。

2.教学例 3。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3题目。



75

（1）根据题意，学生列式：108×18。

（2）引导学生观察算式有什么特征？

学生：因数中间有 0

（3）学生独立思考

计算，抽一学生板演。

教师巡视，重点围绕竖式的书写，从而归纳出中间有 0的三位数乘两位数笔算的方法、要

点。

3．结合两个例题，小结行程问题中的基本数量关系。

教师：在这两个题目中，王师傅每分行 240m 和列车平均每时行 108km 都叫做什么?

学生:速度

教师：30 分和 8时都叫做什么?

学生:时间

教师：要求路程,你发现了怎样的数量关系?

师生共同归纳得出:速度×时间=路程。

4．课堂活动。

（1）怎样用竖式计算 34×386？

学生按书中的程序计算完成后，通过两个竖式的对比，讨论得出：三位数和两位数相乘的

时候，为了计算简便，我们更习惯于把位数多的因数写在上面。

（2）完成课堂活动第 2题的后面两个小题：65×408，207×20。

三、巩固练习

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五第 3题，教师巡视指导。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五第 4~6 题。

解决问题 （一）

【教学内容】

教材第 84 页的例 1及课堂活动，练习十六第 1～2题。

【教学目标】

1．经历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促进学生对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理解。

2．能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做工问题，培养学生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3．感受三位数乘两位数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例 1情境图、课堂活动的情境图）、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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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我们在前面学习了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算和笔算，这些知识在生活中都应用

得相当广泛。这节课我们就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问题。

板书课题：解决问题（一）。

二、进行新课

1.准备题。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1情境图。

课件再出示：6台铺路机同时给公路铺沥青，每台每天铺 150m,一天一共铺多少米?

学生独立思考,完成在作业本上,然后集体订正。

2．教学例 1。

多媒体课件将准备题变成例 1。

6台铺路机同时给公路铺沥青，每台每天铺 150m,40 天可以完成任务。这条公路长多少千

米?

（1）读题，分析理解题意。

（2）学生尝试独立解答，强调计算要细心,结果注意单位换算。抽学生板演,教师巡视，并

作指导。

（3）交流汇报，学生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解法：

①150×6×40

②150×40×6=900×40=6000×6 =36000（m）=36000（m）36000m=36km36000m=36km

教师：用到第一种解法的同学,能说说你是怎样想的吗?

学生：先算 6台铺路机每天铺路多少米,再算 6台 40 天一共铺路多少米,也就是这条公路的

全长了。

教师：用到第二种解法的同学，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学生：先算每台铺路机40 天可以铺多少米，再算 6台铺路机 40 天一共铺多少米，也就是

这条公路的全长。

教师：问题的单位是千米,计算结果我们还要注意什么?

学生：转化单位。

3．小结。

教师：通过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要注意分析解决问题的条件和问题，再根据题意确定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

最后根据这个思路完成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

4．教学课堂活动。

多媒体课件出示课堂活动的情境图。

教师：从图中你知道些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图中的条件和问题以后，让学生思考这个问题可以怎样解决？尽可能指导学

生提出解决问题的多种思路。

如：205×4×28 或 205×28×4。

教师：同学们发现解决这个问题和解决例 1的问题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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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尽可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相同的地方包括：都是做工问题中求工作总量的问题。

解决时都要分析解决问题的条件和问题，都要确定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不同的地方有：这

道题计算的数要大一些，因此最好用笔算。

三、课堂小结

教师：这节课学习的什么内容？你有哪些收获和体会？

四、课堂作业

1．练习十六第 1题。

学生独立完成，再集体订正。

2．练习十六第 2题。

指导学生思考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哪些条件，引导学生讨论：题目中的“一共有 18 辆车? 一

个月（30 天）能运多少吨矿石？”是否有用，为什么，再具体思考问题的解决办法。

教学反思：

解决问题（二）

【教学内容】

教材第 85 页上的例 2及课堂活动，练习十六第 3～7题。

【教学目标】

1．经历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促进学生对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理解。

2．能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行程问题，培养学生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3．通过解决问题，让学生掌握一些解决问题的策略，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一些价值

体验，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例 2、课堂活动的情境图）、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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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入课题教师：前一节课我们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了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这节课我

们继续研究。板书课题：解决问题（二）

二、进行新课 1.

教学例 2。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2。

教师：你能从表中知道哪些数学信息？

学生回答略。

教师：要求该市至北京的铁路的长度，你想选择哪些信息？怎样利用这些信息来解决问题？

学生讨论后回答：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求两地间的路程，根据“速度×时间=路程”，要找

出列车的速度和所利用列车的发车时间和到达时间，可以求出列车一共行的时间。

学生 2：列车运行的平均速度在题目中是已知的,可直接利用。教师：现在同学们能解决这

个问题了吗？

（1）学生独立思考，列式计算。

（2）合作学习，把自己的解法跟小组的同学说一说。

（3）全班交流，视频展台展示学生的作业：24-8+13=29（h） 102×29≈3000(km)

抽学生回答每步算式表示的意思，强调结果不需要准确值，用估算，结果要用约等号。

教师：通过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要注意些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要注意分析解决问题的条件和问题，根据问题看需要选择哪些条件，再确定

解决问题的总思路，最后根据这个思路完成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

2．教学课堂活动。

多媒体课件出示课堂活动的情境图。

教师：从图中你知道些什么？

学生回答略。

教师：要知道李阿姨一家去内蒙古草原比去海南三亚要多花多少钱，要知道哪些条件？

学生：要知道李阿姨一家 3人去海南三亚花多少钱，去蒙古草原花多少钱。

教师：这些条件都知道吗？

学生：不知道，需要先算。

教师：根据图上的信息，同学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学生独立思考，列式计算，抽一学生板演，再全班交流，集体订正。

三、巩固练习

1．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六第 3题?在解决第二问时，让学生理解“该列车 48 时至少可以运

行多少千米?”中的“至少”,让学生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知道应选择速度范围“200km 至 250km”

中的最小的速度 200km。

2．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六第 4题，要求学生先说说解决问题的思路，再独立完成，最后集

体订正。

四、课堂小结

教师：学了这节课，你有哪些收获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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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交流回答。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六第 5～7题。

解决第 7 小题时，注意指导学生计算从 2008 年 8 月 8 日到 8 月 24 日中间经历的时间：

24-8+1=17（天）。

相交与平行相交与垂直

【教学内容】

教材第 94~95 页上的教学内容，练习十八第 1~4 题。

【教学目标】

1  结合现实情境了解相交和垂直的现象，理解垂线的意义，理解两条直线在什么情况下

互相垂直，体会垂线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2  掌握垂线的画法，会过直线上的一点或过直线外的一点画已知直线的垂线。

3  经历探索相交与垂直的学习过程，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展示台；每组学生准备两根纸条、一颗图钉和一块木板。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会画角吗？画几个角来大家看一看。

学生画角，抽几个学生画的角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出来。图 6  1

教师：这些角的两条边都分别相交于一点（课件上的线闪动），这节课我们就来继续研

究相交。

（板书：相交）

二、进行新课

1  教学单元主题图。多媒体课件出示单元主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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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生活中也有许多两条直线相交于一点的现象，你能从这幅图中找出哪些直线是相

交的。

学生找出图中两条直线相交于一点的现象以后，多媒体课件隐去图中的其他情境，只剩

下两条线相交的一些图形。

教师：这些直线是怎样相交的呢？我们可以用纸条来摆一摆，两根纸条怎样摆才是相交

的呢？

学生摆出相交的纸条后，让学生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并用多媒体课件把两条直线相交

的现象抽象出来（如图 6  2）。图 6  2

教师：从图中你发现些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两条直线相交于一点，形成 4个角。

教师：两条相交直线确定一点，这个点我们称为交点，再看看 4个角，能分别说出它们

是什么角吗？

学生：角 1和角 3是大小相同的锐角，角 2和角 4是大小相同的钝角。

教师：下面请同学们用图钉钉住相交纸条的交点，钉的时候可以用木板垫着钉，注意不

要把桌子钉坏了。

教师：这样一来，这两根相交的纸条就可以转动了，请同学们转动纸条，你又有些什么

新的发现？

学生的发现包括：（1）这些纸条是绕着交点转动的；

（2）随着转动，角的大小要起变化。

教师：我们重点看一看这些角是怎样变化的？你能将其中的一个角转为直角吗？

学生转动后，让学生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并把学生展示的图形用多媒体课件抽象出来

（如图 6  3）。图 6  3

教师：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我发现一个角成直角时，其他三个角也是直角。

教师：这个结论正确吗？用三角板上的直角边比一比。

学生比后，证实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教师：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时，我们就说这两条直线互相垂直，交点就是垂足。

教师在课题后接着板书：垂直，使课题成为：相交与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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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老师这儿有个问题，什么叫“互相”垂直？

引导学生对照图形直观地理解一条直线垂直于另一条直线时，就有另一条直线也垂直于

这条直线的结论，这叫做互相垂直。

教师：能说说生活中有哪些物体上相邻两条边是互相垂直的？

学生回答略。

引导学生完成课堂活动第 1题，要求学生说一说图中哪些直线相交？哪些直线互相垂

直？再引导学生完成课堂活动第 2题。

2  教学例 1、例 2。

教师在黑板上画一条直线。

教师：怎样用三角板画这条直线的垂线呢?

引导学生讨论后回答：画这条直线的垂线，就是要使要画的线与黑板上的线成 90°的角，

这就需要先找到三角板上的直角边，然后把直角的一条边与这条直线重合，紧靠另一条直角

边画出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就和已知的这条直线成直角。教师：同学们用这种方法画一画垂

线。让学生用三角板在下面试画后，抽一个同学在黑板上画?。

三、课堂小结（略）

四、课堂作业

练习十八第 1~4 题。

平行

【教学内容】

教材第 96 页上的内容,第 97 页上的课堂活动,练习十八第 5~8 题和思考题。

【教学目标】

1  结合现实情境了解平行的现象，理解平行线的意义，理解两条直线在什么情况下互相

平行，体会平行线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2  掌握平行线的画法。

3  经历探索平行的学习过程，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成功体验。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展示台；学生准备三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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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教师：前一节我们学习了相交，你能画出两条相交的直线吗？

学生画后，抽几个学生作业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

教师：同学们能画两条相交的直线了，生活中有两条永不相交的直线吗？如果有，想象

一下它们是什么样子。

学生想象后，教师用多媒体课件出示单元主题图。

教师：图中的跑道线延长出去会相交吗？

学生回答：不会相交。

用多媒体课件延长跑道，证实学生的结论是正确的。

教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研究的另一个内容，平行。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1  认识平行线。

教师：我们来看一看生活中的一些平行现象。

多媒体课件突出双杠、吊杆、长方形花台和新增加的铁轨图。

教师：这些图形都反映了这样一些数学现象。

多媒体课件闪动图中平行的两条边，并隐去图中的其他图形，只留下闪动的两条线。图

6  4

教师：这 4组直线有什么共同特点？指导学生说出每组直线之间的距离是一样宽的，并

且把每组直线延长出去，都永远不会有交点。

教师：同学们选一组你喜欢的直线延长一下，看你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学生选一组直

线来延长后，汇报自己的结果。

教师：你们所说的直线延长是在同一个平面内进行的延长。

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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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说出：在正方形和长方形中，第①条边和第③条边互相平行，第②条边和第④

条边互相平行。在第 3个图形中，第①条边和第④条边互相平行，第②条边和第⑤条边互相

平行，第③条边和第⑥条边互相平行。

2  画平行线。

教师：我们可以用两个三角板或一个三角板和一把直尺画平行线。

教师示范画平行线后，学生照老师的方法画平行线。画完后抽一个学生的练习在视频展

示台上展出，并且要求学生说一说自己是怎样画的。

教师：同学们能画出下面直线的平行线吗？图 6  6

学生画后，抽一个学生的作业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要求学生说一说自己是怎样画的。

教师：画平行线时要注意些什么？你能给同学们提个醒吗？

引导学生回答：画平行线时，用一个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与已知直线的延长线重合。另

一条直角边与另一个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或直尺的短边）靠紧，另一个三角板（或直尺）

靠着这个三角板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画已知直线的平行线了。

教师：用画平行线的方法还可以检验两条直线是不是互相平行的。

教师用视频展示台上学生的作业来进行检验，让学生看清教师用三角板检验平行线的过

程。

教师：你们能用这种方法检验图 6  7 中上下两条边、左右两条边是不是互相平行的吗？

图 6  7

学生检验后，让学生在视频展示台上演示检验的过程。

三、巩固练习

指导学生完成第 97 页的课堂活动。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八第 5~8 题，最后指导学有余力的学生完成思考题。

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三位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

【教学内容】

教材第 100 页例 1，课堂活动以及练习十九第 1～4题。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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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整百数及几百几十的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口算。

2．联系已有知识经验理解三位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方法。

3．体验整百数及几百几十的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感受数学的价值。

【教具学具准备】

主题图片、视频展示台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认知铺垫

出示主题图：学校组织大家秋游，如果每辆车限乘 40 人，每 2人乘坐一排，你知道每辆

车有多少排座位吗？

1．口答列式：40÷2＝

2．说一说你是怎样计算的。

抓两个要点：（1）因为 20×2=40，所以 40÷2=20。

（2）因为 40 里面有 20 个 2，所以 40÷2=20。

3．小结：这是我们已经学习过的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的口算，今天我们继续探讨口算除

法。

（板书：口算）

二、独立尝试、合作研究

1．呈现主题图。教师：如果将题目改为“有 200 名师生。”

（出示主题图）你可以提出什么问题？

学生自主提出问题： （1）一共要坐多少辆车？ （2）平均每人花车费多少元？

2． 学生自主探索算法。

（1）探索 200÷40＝教师：一共需要租多少辆车？该怎样列式？学生独立尝试解决

（板书：一共需要租多少辆车）。

（2）交流：同桌交流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

（3）汇报：集体交流——分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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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为什么要这样列式？（这是求 200 里有多少个 40）

第二，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答案的？

（借助学生已有知识基础，抓两个要点：①因为 40×5=200，所以 200÷40=5。②因为

20÷5＝4 所以 200÷40=5。）

2．如果再增加一个条件“每辆车的租车费为 840 元”并将问题改为“平均每人需要车费

多少元”你们能列式吗？

(1)解释：为什么“÷40”？（这是将 840 元平均分成 40 份求每份是多少）

(2)交流：同桌交流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

(3)汇报：集体交流——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答案的？（借助学生已有基础知识，抓两个要

点：①因为 21×40=840，所以 840÷40=21。②840÷4=210，840÷40=21。）

方法二可利用生活实例进行解释，把 40 人分成 10 组则每组有 4人，他们一共需要交纳

840 元，则每组为 840÷10=84 元，每人为 84÷4=21 元，练一练。先口算，再说一说你是怎

样想的？600÷30＝450÷90=640÷40= 都可以利用想乘法算除法来解释，也都可以利用先

“÷10”再除以一位数来进行计算。

三、练习巩固、熟练口算

1．教科书第 100 页课堂活动，完成计算后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

2．第 102 页练习十九 1～4题。

教学反思：

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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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教材第 101 页例 2，课堂活动以及练习十九第 5～8题。

【教学目标】

1．掌握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估算方法，并能熟练进行相关估算。

2．在尝试练习中掌握两位数的估算方法。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掌握具体的数量关系。

3．在解决问题中学会用数学眼光看待生活现象，并在探索算法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提高对数学的认识。

【教具学具准备】

主题图片、视频展示台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回顾知识

1．口算：80÷490÷30800÷20 120÷4540÷903200÷802．

2.求下面各数的近似数。23866721（省略千位、百位后面的尾数）

3．估算：79÷459×42 183÷6310×194．

提问：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该怎样估算？

教师：今天我们继续探讨估算除法。

（板书：估算除法）

二、独立尝试、合作研究

1．出示例 2主题图：从重庆出发，普通客船每时行 20km，大约（）时可以行 207km。口

头列式并解答，说一说你是怎样估算的？

要点：将 207km 看作 200km，200÷20=10（时）

2．出示例 2第一组信息。提出问题，连贯的说一说条件和问题。

从重庆到三峡大坝全长 624km，如果乘坐普通客船每时行 23km，去三峡大坝大约需要多

少时？

（1）列式并说一说为什么用除法？要点：624 里有几个 23 就要行几时（为小结数量关

系“路程÷速度=时间”作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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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一说你是怎样估算的？要点：可以把 624 看成 600，把 23 看成 20，再口算。也

可以把 624 看成 620，把 23 看成 20，再口算。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梳理并板书。624÷23≈30

（时） 624÷23≈31（时） 600÷20=30620÷20=31

3．独立尝试练习，例 2第二组信息。

从三峡大坝到重庆全长 624km，如果乘坐高速快船每时行 52km，回重庆大约需要多少时？

（1）列式并估算。

（2）说一说你是怎样估算的？若有不会的同学，可以请教同桌、同组同学或老师。

（3）集体交流——分两个方面。

第一，为什么用除法？（624 里有几个 52 就要行几时）

第二，你是怎样估算的？（把 624 看成 600，把 52 看成 50，再口算） 624÷52≈12

（时） 600÷50=12

三、小结提升、完成板书

小结：（1）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怎样估算？被除数看作整百数（或几百几十数），除数

看作整十数，再相除。

（2）从解决上面的问题中你发现了怎样的数量关系？路程÷速度=时间。

四、练习巩固、熟练估算

1．第 102 页课堂活动。

（1）180÷90=2（时）为什么这样列式？路程÷速度=时间。

（2）581÷7=83（千米）又能发现怎样的数量关系？路程÷时间=速度。

（3）762÷75≈10（时）怎样估算的？

2．教科书第 103 页 5~8 题。

（本案例由黄世鱼提供）

笔算除法(一)

【教学内容】

教材第 104 页上例 1。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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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历几百几十数除以整十数的探索过程，初步掌握用整十数除的试商方法和竖式书写

格式。

2．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培养学生的概括、推理能力。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口算。80÷2060÷30560÷4100÷5280÷70 学生：4个 20 是 80，80 里面有 4个 20，

所以 80 除以 20 商 4。

2．妈妈在超市里买了 5双拖鞋，每双 30 元，妈妈买拖鞋一共花了多少钱？如果妈妈有

200 元，最多可以买几双拖鞋？

二、学习新知识

1．教师：你们喜欢哪些动物？知道他们的成长过程吗？

学生自由谈。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1主题图。

教师：老虎的成长经历也十分有趣。你能谈谈你从这幅图中获得了哪些信息吗？

2．小老虎出生几个月后（每月按 30 天计算）开始随母虎外出？

教师：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学生列出解答算式 180÷30=。

教师：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想的，又是怎样口算的？

学生 1：6个 30 是 180，所以 180÷30=6。

学生 2：18 里有 6个 3，180 里有 6个 30，所以 180÷30=6。

教师：如果我们把刚才的口算结果用竖式表示出来，这该怎样列式呢？

教师引导学生探索算理：除数是两位数，我们要先看被除数的前几位？为什么？（前两

位，因为被除数的最高位不够商 1）可被除数的前两位是 18，比除数 30 小，说明了什么？（说

明 18 个十除以 30 商不够 1个十，也就是十位上不够商 1）这时就要看前几位？（前三位，

用 180 除以 30）怎样想 180 里面有几个 30 呢？（想几乘以 30 等于 180）那么应该商几？（应

该商 6）可 6应该写在什么位上？（个位上，也就是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商就写在那一位

的上面）商 6以后竖式应该怎么写？让学生说出每步计算过程和所表示的意思，教师根据学

生的回答将竖式写完。注意强调竖式的书写格式要工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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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例 1

第（2）问题：老虎出生后要几个月才开始独立生活？思考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列

出算式 720÷30=。

教师：你能独立计算这个题吗？

学生独立完成，抽两名学生上台板演。

讨论交流，引导学生讨论怎样进行笔算：先看被除数的前几位？（前两位）为什么？（因

为被除数的最高位除以 30 不够商 1）应该商几？你是怎么想的？（想几乘 30 的积最接近 72

又比 72 小，2乘 30 得 60，并且比 72 小）那么商应该写在哪一位上？（写在被除数的十位上）

余数 12 表示 12 个什么？（12 个 10）为什么？（因为 72 个十减去 60 个十，还剩 12 个十）

12 个十也就是 120，被除数个位的 0直接落下来写在 12 的后面表示 120，接着怎么想？（商

4，因为 4个 30 正好是 120）那 4写在什么位上？（个位上,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商就写在

那一位的上面）

4．归纳小结：

教师：通过这两道题的计算，你能谈谈列竖式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引导学生总结：用整十数除几百几十数时，先看被除数的前两位，如果被除数的前两位

比除数小，就要看前三位，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商就写在那一位上面。除得的余数必须比

除数小。

三、巩固练习

1．教师：同学们会计算除数是整十数的除法了吗？下面请大家先说一说商的最高位在哪

一位，商是几位数，再计算。3027070350607840960

2．判断下面各商是否合适？34330110401352090 四、课堂小结教师：通过今天的学习你

有什么新的收获？学习了什么知识？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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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数除以两位数口算（一）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 90~93 页单元主题图、例 1、课堂活动以及

练习十八中相关的练习。

【教学目标】

1  掌握两位数除以一位数除法的口算方法，能熟练地口算两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

2  结合具体情境让学生感受口算与生活的联系，能用口算的方法解决生活中一些简单的

数学问题。

3  经历探索两位数除以一位数口算方法的过程，并从中获得成功体验，培养积极的数学

情感。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口算卡片。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引入课题

（课件出示单元主题图）

教师：同学们在以前的学习中已经会解决不少的数学问题了，从这幅图中你又发现哪些

数学问题？学生观察图后提出数学问题。

教师：这些数学问题哪些你能解决？哪些不能解决？

引导学生思考后发现：只有太空世界的问题可以解决，而其余的问题都需要用到三位数

除以两位数的除法。

教师：在研究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大家已经能解决的问题。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1主题图。

由于学生在观察主题图时已经提出数学问题，所以这里不再要求学生说数学问题。

教师：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列式？

学生：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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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能计算 42÷3 吗？

学生：能，我们在前面已经学过笔算两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

教师：我们能笔算 42÷3，但是今天我们不用纸和笔，要直接口算，知道是为什么吗？

学生在学习三位数乘两位数时，已经对口算方法在生活中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这里学生

能够探讨出要求口算的原因。

学生 1：因为笔算需要纸和笔，而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都没有带纸和笔的习惯，所以这里

需要用口算的方法来解决。

学生 2：儿童乐园的阿姨需要很快地知道结果，这样好尽快地安排同学们玩，口算比较

快，所以这里用口算来计算比较好。……

教师：生活中很多问题都要用到口算的方法来解决，今天我们就来研究口算两位数除以

一位数的除法。

板书课题。

二、探索算法

教师：怎么口算 42÷3 呢？请同学们先独立思考，再把你的算法在小组内说说。

估计学生交流算法有以下几种：

学生 1：先在十位上商 1后还余 1，余数和个位上的 2合起来就是 12，个位上再商 4，就

得到 42÷3 的商是 14。

学生 2：我是这样想的，既然 1只飞船能坐 3人，那 10 只飞船就能坐 30 人，这样 42 个

学生还剩下 12 人没有坐，再安排 4只飞船刚好够，所以一共要 14 只飞船。

教师随学生的汇报板书算法。

教师：这两种算法你比较喜欢哪种？为什么？

引导学生比较后发现：

第一种算法实际就是把笔算的过程不用笔写下来，直接在脑袋里想一遍的口算方法；

第二种则是结合具体的情境进行口算，这种算法应该比第一种算法还要快。

教师：每种算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同学们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算法进行口算。

下面就请大家口算这样两个算式：60÷6=65÷5=学生独立计算后汇报结果，并说说是怎样口

算的。

教师：比较这两个算式，它们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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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观察后发现这两个算式都是两位数除以一位数的口算练习，不同的是“60÷6=”是

以前学习过的两位数除以一位数的口算，在十位上刚好够商，没有余数，而“65÷5=”在除

十位时还有余数，需要把十位上的余数和个位上的数合起来再除。

教师：那你觉得我们在口算像“65÷5”这样的算式时需要注意什么？

学生：十位上的商要记住，还要注意在除个位时要记住把十位上商后的余数加起来。

教师：有没有办法帮助你记住这个余数不忘？

引导学生讨论后得到一些方法：例如在被除数的十位上面把商轻轻地写下来，再在下面

把余数轻轻地写下来；牢牢记住十位上的余数等等。

教师：请同学们试一试用这些方法来口算 96÷8=，75÷5=。

学生独立口算完后，集体订正，抽个别学生说说口算过程，并对有代表性的错误进行分

析。

三、练习巩固

1  完成练习十八第 1题。学生独立完成后再集体订正。订正中注意帮助学生突破口算的

难点，使之能又对又快地口算。

2  看卡片，写得数。教师由慢到快地出示算式卡片，学生写出得数。

3  练习十八第 4题。教师：大家已经能口算两位数除以一位数

四、课堂总结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你有哪些收获？学生回答略。

五、课后延伸

教师：刚才我们用口算的方法来解决了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和笔算的方法比起来你感觉

怎样？

学生：口算很快很方便。

教师：在生活中还有哪些用口算来解决的数学问题？同学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去收集一

下，我们下节课再看看谁发现的问题最多。

三位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 91~93 页例 2、课堂活动以及练习十八中相

关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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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掌握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口算方法，能熟练地进行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口算。

2  进一步感受口算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联系现实生活理解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口算意

义；经历口算方法的探索过程，在探索中获得成功体验，坚定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教学图片、视频展示台等。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学生汇报收集的生活中有关两位数除以一位数的数学问题。

如：学生：我们班一共有 62 个同学，做操时要站成 4列，每列要站多少人？

教师：要解决这个问题怎样列式计算？

学生：60÷4=15。

教师：你是怎样口算 60÷4 的？

学生：十位上商 1后还余 2，和个位上的数合起来就是 20，这样个位上再商 5，60÷4 就

等于 15。……

教师：同学们真能干，收集了这么多生活中的数学问题，老师这里也收集了一个。出示

修改问题的例 2图。

（主任说：平均分成 4个班，每班多少人？）

学生列式解决，并让学生说口算的方法。

教师：今天我们就在学习过的这些知识的基础上继续学习口算。

板书课题：口算。

二、教学新课

教师：刚才我们帮校长算出了每班有 60 人，但校长觉得这样分每班的人太多了，于是调

整了计划。

出示未修改的例 2主题图。

学生理解图意教师：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怎么列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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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240÷40=。

教师：为什么要这样列？

教师：指导学生说出这是求 240 中包含多少个 40。

教师：它和我们前面学习的口算有什么不同？

学生：前面我们学习的口算是两位数除以一位数，这里是三位数除以整十数。

教师：今天我们研究的就是三位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

（把课题补充完整）教师：怎么口算 240÷40 呢？同学们可以借助前面学过的知识，先

独立思考，再在小组内说说你的口算方法。

学生独立活动，再交流，然后组织全班汇报。

教师：结果是多少？如果学生的答案都是 6，则进一步要求学生说一说是怎样想的；如

果学生的答案不一致，比如有的学生的答案是 6，有的学生的答案是 60，则请错误答案的学

生说一说自己口算的过程，通过过程的展示来帮助学生及时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下面按第

二种情况设计。

教师：能说说你的口算结果“60”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吗？

学生：我用口诀“四六二十四”计算的，我想得数“6”应该商在“240”的“4”上面，

所以我觉得它的结果是 60。

教师：有没有不同意见？

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关注这样几个问题：

（1）为什么有的同学计算“240÷40”的结果和“240÷4”的结果一样？哪个是正确的？

（2） 除数是 40 而不是 4，这道题的意思是看 24 个 10 中包含多少个 4个 10。从几个方

面引导学生们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果不可靠。

教师：（指得数是 6的同学）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学生说自己的想法，比如 6×40=240，所以 240÷40=6。

教师：还有得数是 6的吗？你们的想法和他的想法是否相同，能把你们不同的意见给大

家说一说吗？

指导学生说出口算 240÷40 的不同想法，学生根据已有的经验可能有以下一些算法：

学生 1：一个班有 40 人，2个班就是 80 人，3个班是……，6个班一共有 240 人，这样

一年级要分 6个班。



95

学生 2：因为 240 里有 6个 40，所以 240÷40 等于 6。

学生 3：还可以把 240÷40 看成 24 个 10 除以 4个 10，这样它的结果也是 6。……

教师：计算 240÷40 和 240÷4 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引导学生发现：前一个的除数是 40，所以这里要想的是 24 个 10 里面有多少个 4个 10；

后面一道算式的除数是 4，所以要想 240 里面有多少个 4，或者多少个 4是 240。

教师：你认为我们在口算三位数除以整十数时需要注意什么？

学生先讨论，再回答：要注意想三位数中包含多少个整十数。

教师：下面请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来口算。300÷50400÷80 学生独立口算后把自己

的算法和同桌的同学交流一下，然后让学生在全班说说口算方法。这里对学生计算中出现的

错误要进行分析，并帮助这部分学生理解算理。

三、练习巩固

1．投篮比赛。（练习十八第 2题）学生用比赛的方式独立活动后，再集体订正。

教师：刚才有的同学口算的速度很快，而且结果都正确了，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经验

吗？

学生可能有这些方法：

学生 1：这些都是几百几十除以几十的口算，把它们都看成几个十除以几个十，比如：

160÷20 就可以直接想 16 个十除以 2个十得 8。

学生 2：我是用乘法来算的，比如：一看 160÷20 就想到 8×20=160，所以 160÷20 等于

8。……

教师：刚才这些方法中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来试一试。

教师再出示一些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口算题目。

2  对口令。先由教师说算式学生说得数，然后让同桌的同学互相对口令。

3  估算。教师出示 268÷32。

教师：这道题同学们会精确地计算出它的结果吗？

学生：不会。

教师：能用今天掌握的三位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方法来估算出它的结果吗？

指导学生结合前面掌握的估算方法，把被除数和除数看成整十、整百数来计算的估算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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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估算，汇报：把 268 看成 270，32 看成 30，再算 270÷30=9，所以 268÷32≈9。

教师：这样我们不但能用这节课所学的方法计算三位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还可以用这

个方式估算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结果。

再出示以下算式。388÷18≈561÷78≈397÷45≈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

四、课堂总结（略）

五、拓展运用

教师：同学们今天的收获不少，能用你学到的这些知? 第 6题换成“买柚子”，第 7题

换成“动脑筋”，第 8题换成“看电视”，教师就呈现教科书第 8题的情景，再让学生解决。

教学反思：

笔算除法（二）

【教学内容】

教材第 105 页上的例 2。

【教学目标】

1  经历三位数除以两位数除法计算方法的探索过程，掌握商大了要改小的试商方法，会

进行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

2  能应用所学知识主动探索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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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2情境图，但是把图中的车改为自行车，小猴在自行车上问：“还要

几时才能到达”。

教师：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引导学生列出解答算式 612÷9,并说出列这个算式的理由是图中是求 612 km 里面包含多

少个 9 km。

教师：会计算吗？请同学们计算出这个算式的结果。

学生算出 612÷9=68 后，让学生说一说计算方法。

学生：我是这样算的，先用 61 个 10 除 9，在十位上商 6余 7个 10；再把这 7个 10 和个

位上 2合起来以后再除以 9，商 8。

教师随学生的回答板书。

教师：就是说同学们是分两步来思考的，第一步想的什么？

学生：想 61 个 10 除以 9怎样算。

教师：第二步呢？

学生：想 72 个 1 除以 9怎样算。

教师：这节课就用同学们掌握的这些知识来研究新的知识。

二、进行新课

1  教学两位数除以两位数。再一次用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2的情境图，将自行车改为书上

的汽车，两个对话框改为书上的对话框，其他的都与书上的图相同，只是“距野生动物园 612

km”改为“距野生动物园 61 km”。

教师：看看图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指导学生观察后说出：说出这样列式的理由是看 61 km 中包含着多少个 34 km。

教师：你会用什么方法计算 61÷34？

指导学生说出可以用估算的方法来做。

教师：怎样估算？

学生：把 61 看作 60，34 看作 30，这样可以知道大约要 2个时到达海滨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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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同学们能用学过的估算方法来帮助小熊解决问题，真不错。但是老师这儿有个问

题，你们为什么要把被除数和除数都看作整十数来估算？

引导学生说出都看作整十数便于估计商大约是多少。

教师：对！把被除数和除数都看作整十数可以很快地估计出商是多少。现在我们思考怎

样笔算 61÷34，会把这个横式写成竖式吗？

学生写出竖式后，让学生讨论怎样计算？重点讨论商在哪一位？商是多少？余数是多

少？为什么要这样算？

教师：谁来汇报你们讨论的结果？

指导学生说出：按原来学习的笔算方法，要看 61 里面有多少个 34，把 61 看作 60，34

看作 30 来估计，60 里面有 2个 30，所以在个位上商 2，但是用商 2和除数 34 相乘，得 68，

这个数比 61 大，这个地方遇到困难了。

教师：用商 2和除数 34 相乘，得 68，这个数比 61 大，这个现象说明什么？

学生：说明 61 里面没有 2个 34，所以商 2大了。

教师：应该怎么办？

学生：改成商 1。

教师：请同学们改商后算出结果。学生算出结果是 61÷34=1……27，教师随学生的回答

作如下的板书。

教师：老师有个问题，这儿为什么会商大了呢？

引导学生明白这是把除数 34 看作 30 来试商的缘故。

教师：通过这道题的计算你知道些什么？

指导学生说出：计算两位数除以两位数时，要把被除数和除数都看作整十数来估计商，

如果估计的商大了或小了，还要改商。

教师：请同学们用掌握的知识计算下面各题。56÷2489÷3276÷25

2  教学三位数除以两位数。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2情境图（不做任何修改）。

教师：看看这幅图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学生观察后发现：汽车行驶的速度没有变，小猴的问题没有变，到野生动物园的距离变

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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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这次要计算他们乘汽车到野生动物园需要的时间，应该怎样列式呢？

学生列出算式 612÷34，并说出列式的理由。

教师：612÷34 和 61÷34 比，有什么不同？

学生：612÷34 是三位数除以两位数，61÷34 是两位数除以两位数 。

教师：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又怎么计算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研究的内容。

板书课题。

教师：根据我们前面获得的经验，你认为应该怎么计算 612÷34 呢？

同学们可以结合第 1道题（指板书）思考从哪一位算起，结合第 2道题（指板书）思考

怎样试商。

学生结合前两道题讨论后，引导学生回答。

学生 1：我觉得和三位数除以一位数一样，应该从高位除起，由于除数是两位数，至少

要前两位才能够除，所以要先考虑 61 个十除以 34 的问题。

学生 2：和第 2道题一样，计算 61 个十除以 34 时，要把 61 看着 60、34 看作 30 来试商，

因为 60 里面有 2个 30，可以试商 2，发现商大了以后，再改商 1。

教师随学生的回答板书

教师：接下来仍然请同学们结合第 1题思考接下来应该怎样除？结合第 2题思考怎样试

商？

学生独立思考、交流后汇报。

学生 1：同三位数除以一位数一样，这里要把十位上商后的余数 27 个十，和个位上 2合

起来，再用得到的 272 去除以 34。

学生 2：计算 272 除以 34 时，把 272 看作 270，把 34 看作 30，得到试商 9，用 9乘 34

后发现商大了，最后该商 8刚好合适。

教师板书

教师：这样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多少？

学生：小猴他们还要 18 时才能到达野生动物园。

三、练习巩固

1  教师：同学们会笔算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了吗？下面请大家独立完?798÷42，

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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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完成后，抽学生汇报，并说说是怎样算的。

四、课堂总结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

学生：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教师：谁能说说我们是怎么计算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的？

引导学生总结：首先从被除数的十位除起；然后进行试商，如果试商大了要改小，最后

再用前面的试商方法除个位。

教师：你还有哪些收获？学生回答略。

笔算除法（三）

【教学内容】

教材第 106 页上的例 3，课堂活动第及练习二十中相应的练习。

【教学目标】

1  进一步经历三位数除以两位数除法计算方法的探索过程，掌握试商小了要改大的调商

方法，能比较熟练地进行试商。

2  能应用所学知识主动探索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计算方法，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教师出示以下题目：616÷22918÷34 学生独立完成，再抽学生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计算

过程并说算法，主要介绍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教师：今天我们就在学习了这些知识的基础上继续学习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3情境图。学

生观察，分析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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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求平均每只猴子的活动面积是多少平方米，用什么方法计算？该怎样列式？学

生列出算式 850÷17，并说一说这样列式的理由是要求 850 里面包含有多少个 17。

教师：会计算 850÷17 吗？

学生：这是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我们已经会计算了。

教师：请大家借助前面的方法试着算一算，在计算中看看你会遇到什么新问题？

学生独立尝试计算，教师巡视并给予适当的指导。

教师：计算中你遇到了什么新问题？

学生 1：我计算时遇到的问题是：在计算第一步 85 个十除以 17 时，根据前面的试商方

法，把 85 看作 80，把 17 看作 20，因为 80 里面包含了 4个 20，所以试商 4，用 4乘 17 得到

68，余数是 17，由于 17 里面还有一个 17，所以发现商 4小了。

教师：商小了，该怎么解决？

学生：改商 5。

教师随学生的回答板书

教师：同样是试商，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商小了的情况呢？

指导学生讨论后理解：因为把除数 17 看作 20 来试商，这样把除数看大了，因此在用 4

乘 17 而不是乘 20 时，出现商小了的情况。

教师：还有问题吗？

学生 2：我遇到的就是接下来怎么计算的问题，十位上商 5以后，余数为 0，这时应该怎

么办？

教师：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后知道：当个位不够商 1时，在个位上要写 0来占位。

教师：个位不写这个 0行吗？学生：不行。如果不写 0占位，它的商就不是 5个十了。

教师板书

教师：怎样写答语呢？

教师：你认为今天的计算和前面学习的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计算有什么不同？

学生讨论后回答：我们在这道题计算中出现了“试商中商小了怎么办？”和“当个位上

不够商 1了怎么办？”这些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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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同学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

引导学生总结：试商时如果商小了，要把商改大；当个位上的数除以除数不够商 1时，

要在商的个位上写 0占位。

教师：下面请大家在练习二十的第 1题中选择 3个算式来计算。

学生选择算式后独立完成，再交流、集体订正，主要让学生说说自己的计算方法。

教师：回想一下，我们是怎样算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的？

引导学生思考后总结：在计算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时，一般从十位商起；在试商时，

如果商大了，要把商改小，如果商小了，要把商改大，个位不够商 1时要在个位上写 0占位。

三、巩固练习课堂活动。

学生独立思考后组织小组讨论，再集体交流。

学生汇报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判断这些计算是否正确？（2）如果错了，错在

哪里？（3）应该怎样改正错误？

教师：你认为计算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最需要注意什么？

引导学生总结：一是要思考从哪一位商起；二是要关注试商和调商的过程；三是注意个

位不够商 1时，要写 0占位。

四、课堂总结（略）

五、课堂作业

练习二十中的第 7~11 题。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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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算除法（四）

【教学内容】

教材第 109 页例 4，课堂活动，练习二十一。

【教学目标】

1  学生再次经历三位数除以两位数除法计算方法的探索过程，加深学生对算法的理解，

提高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掌握水平。

2  通过对三位数除以两位数除法的计算法则的总结，培养学生初步的归纳概括能力。

3  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教师：前面我们学习了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能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问题吗？

学生：能。多媒体出示修改后的例 4情境图，把图中“每天用 86 kg”改成“每天用 35

kg”。

学生根据图意列出算式 688÷35，然后独立计算。

抽学生把竖式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出来并说说计算方法。

多媒体再出示未作修改的情境图。

教师：发生了什么变化？

学生观察情境图后发现：运来的饲料总数没有变，每天要用的饲料增多了，要 86 kg。

教师：看来养鸡场的鸡长得越大，吃的饲料也越多，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怎么列式？

学生：688÷86。

教师：这个算式的计算和我们前面学习的三位数除以两位数除法的计算相同吗？今天我

们就继续来?

二、教学新课

1  教学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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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请同学们先试着算一算，看你在计算中又能发现什么新的问题？

学生独立思考，汇报。

学生：我们发现用被除数前两位“68”去除以 86，不够除,这时应该怎么算呢？

教师：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谁能解决？

引导学生结合三位数除以一位数中遇到类似问题时的解决方法思考后得到：当被除数的

前两位去除以除数不够除时，就用被除数的前三位去除以除数。

教师：也就是当被除数的十位上不够商 1时，就从被除数的个位上开始除，现在大家能

计算了吗？

学生独立计算，汇报。

教师：谁能把你的计算过程说给大家听听？

让学生把列的竖式展示出来，结合竖式介绍算法。

学生：从个位商起，把 86 看成 90，可以想到 8×90=720，所以觉得商 7比较合适，但再

算就发现 86×7=602，余数是 88，商 7小了，再改商 8刚好。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教师：看来这些饲料只够用 8天。

教师：下面我们再来讨论：280÷35 怎样试商？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再组织全班交流。

引导学生明确：35 这样的除数，个位? 既可以用“四舍”的方法看作 30 去试商，也可

以用“五入”的方法看作 40 去试商，但无论哪种方法，发现商过大或过小时，都要通过及时

调商的方式来找准确的商。

2  总结算法。

教师：回想一下，我们学习三位数除以两位数除法的计算中都遇到过哪些问题？

学生思考后回答。

学生 1：在计算中首先要考虑用除数去除被除数的前几位？

学生 2：每次除得的商应该写在什么位置？

学生 3：怎样进行试商和调商？……

教师随学生回答板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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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这些问题我们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学生 4：先用除数去除被除数的前两位，如果被除数的前两位不够除，就用除数去除被

除数的前三位。

学生 5：如果除到被除数的十位，商就写在十位上，如果除到个位，商就写在个位上。

学生 6：无论在哪一位除时，只要除得的余数比除数小，这个商就合适了。

教师：我们看看书上的同学们又是怎样说的。

指导学生看书，并理解教科书上小朋友对话框中的话。

教师：现在谁能说说怎样计算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

引导学生归纳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教师随学生的回答板书方法。

三、巩固运用

1  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

480÷3840÷6672÷3480÷32840÷24672÷21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

教师：你觉得哪种算要难一些？

学生：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

教师：难在哪儿？

学生：三位数除以一位数一眼就能看出商几，三位数除以两位数却不容易一次就找到准

确的商，很多情况下都要调商。

教师：能把你调商的一些好办法告诉你的小伙伴吗？

学生相互交流后，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九第 1题中的后面 3个算式的计算。

2  活动：课堂活动第 2题。

（1）学生先独立思考后，再小组交流。

（2）小组讨论组成三位数除以两位数，使商是两位数的算式又有哪些？

3  完成练习二十一的 1~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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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独立选择问题，并解决问题，然后再组织学生汇报，汇报中重点让学生说解决的方

法和计算过程。

学生汇报略。

四、课堂小结（略）

探索规律（一）

【教学内容】

教材第 111~112 页例 1、例 2及课堂活动。

【教学目标】

1  能借助计算器探索出乘法算式的一些简单规律。

2  通过观察、比较、猜测、验证、推理、交流等数学活动，让学生经历探索规律的过程，

培养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

【教具学具准备】

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

教师在黑板上板书下列算式：1×1=11×11=111×111=1111×1111=

教师：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每个算式里的两个因数相等，每个因数的每个数位上都是数字 1。

教师：从上往下看，比较这些算式，你还能发现什么？

学生：第 1个算式两个因数都是一位数，第 2个算式两个因数都是两位数，第 3个算式

两个因数都是三位数，第 4个算式两个因数都是四位数。

教师：我们发现的都是这些算式的规律，既然这些算式有这么多的规律，那么它们的结

果会不会也呈现出一些规律呢？学生自由猜测。

教师：今天我们就来探索规律。板书课题。

二、探索规律

1  教学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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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刚才大家的猜测对不对呢？我们先用计算器算出这些算式的结果。

学生用计算器计算，并把结果写下来。

学生汇报结果，教师板书：1×1=111×11=121111×111=123211111×1111=1234321

教师：刚才我们的猜测正确吗？

学生：确实有规律。

教师：你能发现什么规律？

学生小组合作讨论、交流，教师巡视指导后再组织汇报。

学生 1：我发现当算式中两个因数相等，而且每个数位上的数字都是 1时，两个一位数

相乘，积是一位数；两个两位数相乘，积是三位数，两个三位数相乘，积是五位数；两个四

位数相乘，积是七位数。也就是积的位数总比两个因数位数的和少一位。

教师：你是怎样发现这个规律的？

引导学生说出：是用每个算式的积和它们的因数相比得到的规律。

教师：观察、比较是我们在寻找规律中用得比较多的方法，还有没有不一样的发现？

学生 2：我发现它们的积很有趣，你看 1×1=1，每个因数里有 1个 1，积就是 1；11×11=121

每个因数里有 2个 1，积从左到右就从 1开始排到 2，然后又排回 1；111×111=12321 每个因

数里有 3个 1，积就从 1排到 3再排回到 1……

教师：也就是说如果因数中有几个 1，积就从 1开始从左到右排到几，然后又排回到 1。

如果每个因数里有 4个 1，积就从 1排到 4，即 1234，再接着排回来 321，组成积 1234321。

学生 3：我还发现从第二个算式 1111×11111 的积。

学生：11111×11111=123454321。

教师：你是怎样想的？学生只要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清楚就可以了。

教师：我们用这个规律推测 11111×11111 的积是否正确，还是用计算器来验证一下。

学生验证后发现确实正确，证明学生发现的规律是科学的。

2  教学例 2。

教师：刚才我们探索了乘法算式的规律，下面再来看看这几组除法算式。

出示例 2中的算式：

2424÷101=2424÷202=2424÷404=4848÷101=4848÷202=484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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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我们前面是怎样探索乘法算式的规律的？

学生：先有计算器算出算式的结果，再用观察、比较的方法来发现规律。

教师：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来探索除法算式的规律。

学生用计算器算出得数，以小组为单位合作探索规律，然后组织汇报。

让学生观察：

424÷101=242424÷202=122424÷404=64848÷101=484848÷202=244848÷404=12

学生 1：我们组把这些算式横着比较，发现每一排算式的被除数都没有变，而除数则从

左往右依次扩大，再比较商，发现商从左往右依次缩小相同的倍数。

学生 2：我们组是竖着比的，竖着又可以看出是除数不变，被除数在扩大，商随被除数

的扩大而扩大相同的倍数。如果这里学生没有发现被除数、除数和商之间的关系，以及组成

上的共同规律，教师可以进行引导，如果有学生发现，就让他说说有怎样的关系。

下面按有学生发现这个规律设计。

学生 3：我们组还有不同的发现，因为 2424÷101=24，它的商是被除数的后两位“24”，

同样 4848÷101=48 的商也是被除数的后两位“48”，我们认为像这一类算式还有一个规律就

是它的商就是被除数的后两位。

教师：那么根据这个规律可不可以推测出 2424÷202=，2424÷404=，4848÷202=，

4848÷404=的商呢？

学生 3：可以。

教师：怎么推测？

学生：从第一组得到的当被除数不变，除数扩大多少倍，商就缩小多少倍的规律，我们

就可以知道 2424÷202 的商就是 2424÷101 的商缩小 2倍，也就是 12……

教师随学生回答板书的这些规律。

学生用规律计算余下的一组算式：9696÷101，9696÷202，9696÷404，再组织学生用计

算器检验。

教师：得到什么结论？

学生：我们发现的规律都是正确的。

学生利用发现的规律独立完成例 2后面的“做一做”，组织集体订正。

三、巩固练习

独立完成课堂活动，再组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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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堂总结（略）

五、拓展运用

教师：刚才我们发现这么多乘、除法里的规律，像这些有规律的算式你能写出来吗？

学生尝试写，并在全班进行交流。

探索规律（二）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 112~113 页例 3，课堂活动及练习二十二中

相关的练习。

【教学目标】

1  经历探索商不变的规律的探索过程，培养学生初步的推理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

2  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规律的探索能力，并让学生在探索过程中获得成功体验，培养积极

的数学学习情感。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

教师播放猴子分桃的故事。（一天，孙悟空对众猴子说：“2只猴子分 8个桃。”下面

的小猴：“太少了。”孙悟空又说：“20 只猴子分 80 个桃吧。”小猴们：“还是少。”孙

悟空：“800 个桃 200 只猴子分，怎么样？”小猴很高兴：“好，多了，多了，就这样分吧。”）

教师：小猴们分到的桃是不是真的增加了？你能算一算吗？

学生列式计算，然后展示所列的算式：8÷2=4(个)80÷20=4(个)800÷200=4(个)

学生：小猴们每次分到的桃都是 4个，没有增加。

教师板书算式。

教师：同意他的意见吗？

学生：同意。

教师：为什么孙悟空能使小猴们每次分到桃的个数都一样？其中有什么秘密？今天我们

来探索里面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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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1  探索商不变的规律。

教师：我们前面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探索规律？

学生：观察、比较。

教师：请同学们仍然用这样的方法先独立探索规律，再在小组内交流。

学生经过独立思考并有一定的发现后再组织学生小组交流，教师巡视指导。

教师：发现规律没有？你们是怎样发现的？哪个小组来说说？

抽学生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算式并介绍探索过程。8÷2=480÷20=4800÷200=4

学生 1：我们通过观察、比较这 3个算式的被除数，发现后一个算式的被除数总是前一

个算式被除数的 10 倍，再比较除数也有同样的规律，但是它们的商却没有变化。

教师：也就是说从上往下看被除数和除数有什么规律？商又有什么规律？

学生 2：被除数和除数同时都扩大 10 倍，而它们的商没有变。教师：我们再来看这个算

式 8000÷2000(教师板书：8000÷2000），你能推测它的商是多少吗？引导学生用前面发现

的规律来思考，得到：根据刚才的规律我们可以发现 8000÷2000 在 800÷200 的基础上被除

数和除数又同时扩大了 10 倍，所以我们推测出 8000÷2000 的商仍然是 4。

学生用计算器来验证结果是否正确。

教师：还有没有不同的发现？

学生 3：我们小组还发现如果从下往上看，被除数和除数总是同时缩小 10 倍，但它们的

商也没有变。……

教师：现在大家知道孙悟空分桃子的秘诀了吧？

学生：当被除数、除数都扩大或缩小 10 倍时，它们的商不会发生变化。

教师板书：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 10 倍，商不变。

教师：猜一猜，是不是被除数和除数只有同时扩大或缩小 10 倍，商才产生这个规律呢？

如果它们同时扩大或缩小 2倍、5倍、20 倍、100 倍，还会产生这个规律么？

学生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情况来验证，发现：只要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

数，商就不会变。

教师把板书改成：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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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我们再来猜想一下，是不是所有的除法算式都有这个规律呢？

学生可能猜是，也可能猜不是。

教师：要想知道是不是，我们可以怎么办？

学生：随意写一个除法算式，再把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看商会不

会变。

每个小组选定一个除法算式进行验证，小组交流，再全班交流发现：虽然用的除法算式

不一样，但只要把它的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它的商都不会变。

教师：这说明了什么？

学生：这个规律在所有的除法算式里都有。

教师板书

1  运用规律。

（1）教师：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1500÷500 怎样计算比较简便？

学生思考后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想法。

学生：根据商不变的规律，可以把 1500÷500 中的 1500 和 500 同时缩小相同的倍数，它

的商不变，所以可以把 1500÷500 看成是 15÷5 来计算，得到商是 3，这样 1500÷500 的商

就是 3。

（2）学生独立完成“议一议”后面的“试一试”，汇报略。

三、练习巩固课堂活动第 2题。

通过本题的讨论要让学生明白，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商虽然不变，

但余数也要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

四、课堂总结（略）

五、课堂作业练习二十二第 4~8 题。

六、拓展延伸

教师：商不变的规律既能帮助我们进行一些除法的简便运算，还帮助孙悟空在不增加桃

子的情况下，就满足了小猴们的要求，你还能发现我们在生活中哪些地方也用到了这个规律

吗？下节课再来说说你的发现。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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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一)

【教学内容】

教材第 125~126 页例 1、例 2，第 127 页课堂活动，练习二十五第 1题。

【教学目标】

1．能在活动中初步体验有些事件的发生是可能的，有些则是不可能的。

2．在具体的情景中能用“一定”、“可能”、“不可能”等术语来判断生活中的确定现

象和不确定现象。

3．体验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猜想、分析、判断、推理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教学重点】

在具体的活动情景中体验生活中的确定现象和不确定现象。

【教学难点】

能用比较规范的数学语言对确定现象和不确定现象进行分析描述。

【教具学具准备】

硬币、装乒乓球的盒子等。

【教学过程】

一、情景引入

1．教师：上课之前告诉同学们一个消息，我们班马上要转来一位新同学,请同学们猜一

猜,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2．学生猜：可能是男同学，也可能是女同学，不能确定，都有可能。

3．教师小结：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确定它的结果，有的事情则不能确定它的结果。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研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板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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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新知

1  研究不确定现象。

（1）教师：大家喜欢玩游戏吗？我们来玩一个抛硬币游戏怎么样？抛硬币之前请同学们

猜一猜硬币落地后，是

正面向上呢？还是反面向上？

（2）学生分组进行抛硬币活动，注意记录和观察硬币落地后，是正面向上还是反面向上。

（3）活动后请学生用语言描述硬币落地后，是正面向上还是反面向上，得出这件事是不

确定的结论。

（4）教师引导学生用规范语言描述：同学们的这些意思，在数学上我们一般用“可能……

也可能……” （板书：可能……也可能……）这个词语来描述这种不确定现象。

（5）教师小结：抛一枚硬币，落地后可能是正面向上,也可能是反面向上，在数学上，

我们把像这样的，可能出现的结果不止一种，而使人们事先不能确定的现象叫做“不确定现

象”

（板书：结果不止一种  不确定）。

2  研究确定现象

（1）展示盒子里的球——全是白球。学生可分组摸球后，记录摸球后的结果。教师：当

盒子里全是白球时，从里面任意摸出一个，结果怎样呢？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描述：全是

白球，都是白球……

教师引导规范语言：同学们的这些意思，在数学上我们一般用“一定”这个词来说。

（板书：一定）

教师：这样放球可能从盒子里摸出黄球吗？

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描述：不可能，不会……

教师引导规范语言：同学们的这些意思，在数学上我们一般用“不可能”这个词来说。

（板书：不可能）

教师：（展示盒子里的球——全是黄球）当盒子里全是黄球时，从里面任意摸出一个，

结果又怎样呢？

学生用“一定”、“不可能”来描述摸球结果。教师小结：像这样结果只有一种，我们

就用“一定”、“不可能”来描述确定现象。

三、猜想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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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将两种球混装）提问：现在盒子里装了 3个黄球和 3个白球，从里面任意摸出

一个，会是什么球呢？教师引导学生用规范语言来描述摸球结果。

2．小组摸球，试验验证。

（1）试验要求。

教师：老师给每组都准备了一个盒子，里面有 3个黄球和 3个白球。请组长负责安排，

小朋友按次序摸球。

要求：

①每人可以摸两次，摸之前要先想想：会摸出什么球呢？然后再摸。

②组内的记录员要将小朋友每次摸球的结果记录下来。

③每次摸出的球要放回盒子里摇一摇，再继续摸。教师：比一比哪个小组最会合作，小

组活动开展得又快又好。小组活动，教师巡回指导。

（2）教师小结：完成教科书 127~128 页 1~3 题。

2．讨论生活中的不确定现象。

教师：生活中，哪些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哪些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教师举例，引导思考，如：“猜中指”、“石头、剪子、布”等游戏。教师：谁来介绍

一下这些游戏？你能预测一下结果吗？

教师小结：可能出现的结果不止一种，是事先不能确定的。

学生举例，分析游戏结果。

教师：想一想，平常你还玩过哪些游戏，或者你能不能自己来设计这样一个游戏，使它

可能出现的结果不止一种，是事先不能确定的。

要求：独立思考，同桌互玩，边玩边想：这个游戏的结果是确定的吗？为什么？

学生汇报交流。

教师小结：刚才大家说的这些有趣的游戏，它可能出现的结果不止一种，在玩之前是不

能确定的，属于数学上的“不确定现象”。也正是因为结果的不确定，人们才可以反复玩，

在可能出现的结果中去感受无穷的乐趣。

四、全课小结

教师：今天我们研究了什么知识？你有哪些收获？

可能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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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教材第 128? ?，课堂活动第 1~3 题，练习二十五第 2、3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在活动中体验有些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能用规范的数学语言对不确定现象进

行描述。

2．能在具体情景中列举出简单的随机事件可能发生的所有的结果。

3．体验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猜想、分析、判断、推理、归纳以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

【教学重点】

在活动中进一步体验随机事件可能发生的结果。

【教学难点】

学生猜想、列举后再归纳不确定现象的所有可能的结果。

【教具学具准备】

硬币、骰子、装彩色粉笔的盒子等。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1．教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内容？你能举例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是可能发生

的事情吗？

2．学生举例后在黑板上记下一些例子。如：抛硬币、掷骰子、帖鼻子、摸奖、转转盘、

青蛙跳、摸彩色粉笔……

3．请学生用规范的语言描述这些不确定的现象。

4．揭示课题：生活中，很多事情的结果是不唯一的，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结果的事件我

们把它叫做不确定事件。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研究不确定事件发生的所有可能的结果。

（板书课题：可能性）

二、探究新知

1．研究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的事件。

教师：在抛硬币游戏中，我们知道抛一枚硬也可能是反面向上，有几种可能出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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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得出有两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后，请学生自己设计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的游戏，并实际

做一做。

2．出示第 128 页例 3。

学生先猜三（1）班和三（2）班足球赛可能出现的结果。

教师：这个情景无法在课堂上再现，请同学们根据猜想再讨论归纳出可能出现的几种结

果？

学生列举以后再归纳不确定现象的所有可能的结果。

教师板书：第一种结果：可能三（1）班赢，三（2）班输；

第二种结果：可能三（2）班赢，三（1）班输；

第三种结果：可能三（1）班和三（2）班打成平局。

一共有 3种结果。

3．请学生在小组内举例或设计可能出现两种以上结果的游戏。

三、课堂活动

1．教科书第 128~129 页课堂活动中的第 1~3 题，用语言准确描述后再归纳出一共有几种

可能的结果。

2．练习二十五的第 1题。

教师：上节课已经用语言描述过，这节课要归纳出一共有几种可能的结果。

四、全课小结

教师：今天我们研究了什么内容？你有哪些收获？

小结：在数学上，我们把可能出现的结果不止一种，而人们事先不能确定的现象叫做“不

确定现象”，不确定现象就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结果，同学们?  

1．教科书第 130 页第 3题，用语言准确描述后再归纳出一共有几种可能的结果。

2．教科书第 130 页的思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