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西师版小学一年级数学下册西师版小学一年级数学下册西师版小学一年级数学下册西师版小学一年级数学下册

教案教案教案教案

一、 100 以内数的认识

1、数数、数的组成

第一课时：数数

教学内容：教材 P1——2

教学目的：1、能熟练的数出 100 以内物体的个数。

2、认识计数单位“一”与“十”知道 10 个十是一百。

3、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教学具准备：100根小棒，橡皮筋

教学重难点：能熟练的数出 100 以内的物体个数。

知道 10 个十是一百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

1、出示 P1情景图

师：小朋友们，你从这副图上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同桌交流、汇报）

这些数都是比 20 大的数，除了从图上观察到的再想想我们在生活中还有那些地方用到了这样的数？你

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不能用 20 以内的数表示的吗？

（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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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揭示课题

3、师：100以内的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都会有用的，你们想认识这些数吗？今天我们一起

来认识 100 以内的数，首先让我们学习数数，（板：100以内的数）

二、探索新知

1、教学例一

（1） 请小朋友拿出准备好的小棒，你能数出桌上这堆小棒有多少根吗？（生数）

（2） 师：你们在数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你们是怎样解决的？（交流）

（3） 师：数到 28 时你是怎样往后数的？29再添一根，该数几了？数到 45时呢？

（4） 请你把这一百根小棒，每 10 根捆一捆，看看能捆成多少捆？

（5） 生捆、汇报

（6） 全班一起 10 根 10 根的数到一百。

（7） 师：100里有几个十？（板：10 个十是一百）

（8） 师：你还有其他的数法吗？

（9） 指导生看书：书中的小朋友数数时遇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你是怎样解决的？（小组交

流）

（10） 师引导生总结数数时的方法。

三、练习

1、课堂活动：1 2、练习一：1 3、游戏：对口令

第二课时 数的组成

教学内容：P3——4 例 2、3 练习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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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1、通过数数这种形式，让生直观的了解数的组成，让生理解 100 以内的数是由几个十几个一组

成的。

2、让学生知道计数单位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积极学习数学的态度和情感。

教学重难点：理解 100 以内的数是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

教学具准备：小棒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游戏：开火车，数数

2、十个十个的数，数到一百

二、探索新知

（一） 例二

1、师：请小朋友数数白色的小兔有几只？（生数、汇报）

你是怎么数的？28里有几个十和几个一？

师小结：28这个数，是由 2个十 8个一组成的。

2、揭示课题

师：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习 100 以内数的组成。 （板：数的组成）

3、师：请小朋友数数灰色的小兔和白色的小兔一共有多少只？（生数）

4、汇报是怎样数的？

5、同桌讨论，55这个数是由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汇报）

6、请小朋友数出这幅图一共有多少只动物，你是怎么数的？100是由几个十组成的？

（二） 教学例三

1、出示例 3 图（

（1） 师：请小朋友门仔细观察，这些商品每盒的数量是几？为什么这些商品中的数量都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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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副图，这幅图有几盒和几个乒乓球，那么就是（）个十和（）个一，3 个十和 2

个一组成多少呢？

（3） 讨论：比较 2 支钢笔和 2 盒钢笔谁多谁少？为什么？

（三） 结：你今天学习了什么？

三 、练习

1、课堂活动 3 仔细看图，数数，填填，抽生说

2、练习一、2

师先说清题意，生再完成

出示计数器表示的 34 “34 的 3 表示读数、写数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教材 P6——7例 1、2 课堂活动 1、2、3、

教学目的：1、通过学生原有认知基础全面掌握 100 以内数的读、写方法

2、知道读数、与写数都从高位起并认识百位。

3、通过 34 与 43 这两个数的数字相同而位置不同、数的大小，就不同这一例证，让生感受位置值

在计数中的重要作用。

教学重难点：1、感受位置值在计数中的重要作用

2、位上一个也没有，要用 0 占位。

教学具准备：小棒、计数器

教学过程：

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们，上两节课我们学习了数 100 以内的数，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读、写 100

以内数。（板：写数、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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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知

1、教学例 1

（1） 请小朋友们摆出 1 捆小棒

师：1捆小棒表示多少？

（2） 请小朋友再摆出 3 根小棒

师：3根小棒表示多少？

（3） 你能将一捆零 3根小棒在计数器上表示出来吗？生动手操作，到黑板上贴珠

子。

（4） 十位上的一个珠子表示什么？个位上的 3 个珠子表示什么？

（5） ：你能说说你是怎样拨珠的饿吗？为什么要这样拨？这个数你会写吗？

（同桌交流写法）

（6） 师：请小朋友摆出 2 捆零 3 根小棒。你能在计数器上表示这个数吗？

（7） 师：谁来说说你是怎样拨珠？

（8） 你会写 23 吗？请你写到书上。

（9） 思考：23的 2表示什么？3 表示什么 ？

2、教学例 2

（1） 读写 34

什么？4表示什么？”

（2） 出示计数器表示的 43

请小朋友们自己写出这个数，并和同桌一起读一读

同桌交流 43 中的 4 和 3 个各表示什么？

（3） 引导比较 34、43

师：请仔细观察 34、43 这两个数，你发现了什么？（生讨论）

师小结：34和 43 这两个数的数字相同而位置不同，数的大小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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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读写 50

师出示计数器表示的 50

师：这个数该怎么写呢？当个位上一个也没有时，我们该怎样去表示呢？（生答，完

成于书上）

同桌交流这个数的读法

（5） 读写 100

师：10个十是多少？（师出示计数器图）该怎样读写呢？

师：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第三位是百位。

（6） 比较 50、100 的写法

师：比较 50、100 的写法，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请小朋友仔细想想，我们读数和写数的时候是从哪一位开始？（高位）

一、课堂活动

1、P7、1读出奖牌数 师：这是第 27 届奥运会前 5 名的奖牌数，我门中国代表队获得

了第 3 名，请小朋友来读一读这些奖牌数，

2、P7、2 以游戏的形式，同桌练习

3、P7、3 生独立完成，交流为什么你要这样写

二、小结

这节课你学会了什么？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P9课堂活动 4、5、6、7 练习一：3、4

教学目的：1、通过练习使学生进一步熟练掌握 100 以内的读写法。

3、一步强化位置值在计数中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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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强化位置值

教具准备：计数器、小棒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小朋友们我们在前几节课学习了数 100 以内的数，100 以内的数的组成和读、写 100以内的数，

小朋友们学得好吗？老师想考考大家，这些数，你会读吗？

二、练习

1、 P9、4（请生读）读数时该从哪一位起？（高位）

2、小白兔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你能帮帮他吗？你能帮它找出数学书中的 25 页？38页？50

页？79页？

3、师：小朋友真能干，帮助了小白兔，小白兔非常高兴，他准备送小朋友 3 件礼物。/

4、第一件：数的组成练习 P9、6 请生读题，并完成，订正。

5、第二件礼物 P9、5

师出示 33，这两个 3各表示什么？（请生答）生小组讨论，象这样两个数字都相同的数 ，还

有……

6、第三件礼物，看数画珠

7、完成 P15、3 游戏 找朋友

二、小结：这节课你学习了什么？

数的顺序 大小比较

第一课时 数的顺序

教学内容：教材 P10、例 1 课堂活动 1、4 练习一、5

教学目的 1、利用原有的认知基础，加深对 100以内数的顺序的理解



8

3、揭示数的排列规律，提高学生对数感的掌握水平

教学重难点：揭示数的排列规律，对数感的掌握。

教具准备：100以内数叙表

教学过程：

一、复习： 数数 （开火车）

师：我们学习了数 100以内数，也学习了写数，你能从 1 按顺序写到 100 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100以内数的顺序 （板：数的顺序）

二、探索新知

1、教学例一 师填写第一排

（1）出示例 1

小朋友请你按数的顺序填空，看谁填得又对又快。

（2） 请小朋友将这张表完成，看谁填地又对又快

（3） 生独立完成

（4） 生四人组交流填得怎样

（5） 你发现了什么？你看到了哪些有趣的排列

（6） 生讨论，汇报

（7） 引导生交流 ，感受数感

师：96与 98 比较，你觉得 96比 98怎么样？ 42 与 98比？你能象老师这样说说哪个数比

哪个数少一些？哪个数比哪个数少得多？

三、练习

1、P12课堂活动 做题前提示学生是几个几个地在数

2、练习一 P16、5师：小朋友们，请你从 31起，按数的顺序把各个点连起来，然后你看看小熊在干什么？

3、课堂活动 4 自由读题，同桌一起读，不认识的字问老师，独立思考，小组交流你为什么要这样选择，

全班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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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堂小节： 你今天都学到了些什么知识？

第三课时 100以内数的大小比较

教学内容：教材 P11 例 2、3 课堂活动

教学目的： 1、能用不同的方法比较 100 以内数的大小

2、让学生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教学重难点：学会比较 100 以内数的 大小并体会多种方法的结果的一致性、

教学具准备： 小棒 直尺图

教学过程：

一 、激情引新

师：在美丽的大森林了，小白兔和小灰兔在采蘑菇，突然他们争吵了起来，都认为自己采的蘑菇多，其中小

白兔采了 51 朵，请你们来当当小裁判，比一比，到底谁采的蘑菇多？小朋友门你们想当好小裁判吗 ？

为了当好小裁判，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100以内数的大小比较。（板书课题）

三、合作探究

1、教学例 2

（1） 请小朋友们从学具盒中拿出小棒，比一比，哪堆小棒多？

（2） 请 1、3、5 组的同学拿出 51 根小棒，2、4、6 组的同学拿 45 根小棒，同桌的同

学比比看，谁多谁少，一边比较一边说你是怎样比的。

（3） （小组讨论，交流，谁来说说你是怎样比较的）

（4） 观察直尺，找出 45 表示的长度，是从那里到哪里？51 呢？

比一比，哪一个表示长度短，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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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总结： 小朋友刚才通过操作知道了 45 比 51 小，我们就用“<”号把两个书连起来（板：

45>51） 读做:45 小于 51

师::现在同学门知道哪知兔采的蘑菇多了吗?

(5)指导看书:书上是用什么方法比较的?你还会用哪些方法进行比较?

(6)引导生总结出比较 45 与 51 的大小的方法:45 有 4 个十,51有 5 个十.

这两个数的十位上的数不同,哪个数的十位比较小?

所以:45<51

2、出示例 3

请用刚才学的比较两个数的方法，试着完成例 3，小组的同学可相互讨论

23（ ）32 45（ ）43

各小组交流讨论情况

师引导生总结：当十位上的数相同时，怎样比较？

生：十位上相同时，个位上的数大的就较大

3、课堂小结：今天学了什么？你学会了什么？还有什么问题？

四、练习

1、P12 2 生完成可交流比较方法

2、P16 7 生独立完成，订正

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 课堂活动 3、5、6 练习一 8、9 数学小文化

教学目的 1、巩固对 100 以内数序的掌握及比较 100 以内数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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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介绍十进制的由来

4、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必要联系

教学重难点： 巩固比较 100 以内数的大小

教具准备： 数字卡片

教学过程：

一 、汇报调查情况

二、练习

1、课堂活动 3

师：开学的日子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手拿着数字卡片来上学，这是，熊老师对小动物说：“小于 50 的朋

友请到幼儿园” 马老师对小动物说：“大于 50 的朋友请到小学。”

小朋友们你们能帮助这些小动物找到该去的地方吗？请你用连线的方式帮帮他们。

2、课堂活动 5 生独立完成，小组交流，说说你是怎样比较的

3、练习一 8 先读懂题意，师生一起说一说每辆汽车所说的话， 一号车比 2 号车少得多，就是比哪个

数少得多；3号车比 2号车多一些，就是比哪个数多一些？ 生完成后，交流。

4、游戏，猜数 师讲明玩法，同桌的小朋友互玩

5、数学文化“你知道吗？”

请同学们自己看图，自己阅读，不认识的字可以问老师 ，小组交流：这幅连环画说了一件什

么事？你知道满十向前一位进 1 是怎么来的吗？

三、课堂小结 这节课你学习了什么？学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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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民币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教材 P19 例 1 课堂活动 1 练习一 1、4

教学 目的： 1、通过购物的情景图说明人民币在生活中的作用，引发学生对人民币的认知需求。

2、让生明确人民币的单位有，元、角、分，及认识人民币的面值。

教学重难点： 认识人民币的面值

教具准备： 面值不等的人民币

教学过程：

一 、情景引入

1、出示情景图

师：从图上你看到了些什么？请小组的同学互相说说。（生交流，汇报）

师：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商场里的商品应有尽有，购买东西的人也很多，我们买东西要用人民币，

你知道人民币有那些吗？根据生答，师板：元、角、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人民币，板课题：认识人民币

三、探索新知

1、教学例 1

师：同学们拿出自己带来的人民币（请生在小组、内介绍自己手中的人民币面值）

生交流

师：你们知道 20 元、50元、100 元背面的图案，防伪标志吗？

（生小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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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小结：20元背面的图案是山水图，他的防伪标志是荷花。

50元背面的图案是黄河口，他的防伪标志是工人叔叔。

100元背面的图案是山，它的防伪标志是毛主席头像。 （生观察）

师：你还认识哪些人民币？请你告诉小组的同学。 （生交流，汇报）

时：还有新版的 10 元、50元、100 元、纸币 1 分、2分、5 分、硬币 1 角。

四、练习

1、课堂活动 1

师：图中所表示的是兰兰，方方，源源，丁丁为希望小学捐的钱，请同学们数一数 ，他们各自捐了多少，

然后填出来。

（生完成，订正）

2、练习二 1

师：同学们在购物要付的钱下面画O

3、练习二 4 课后调查

（师出示硬币 1 分）

师：他的面值是多少呢？（1分） 10 个 1 分是多少？（10分）

你知道 10 分与 1 角谁多谁少？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同桌讨论，汇报）

第二课时 认识人民币

教学内容 教材 P20 例 2 课堂活动 2 练习二 2 3

教学目的 1、通过 1 张 1 元的人民币和 10 张 1 角币相等，1张 1角人民币和 10张 1分币相等的帮助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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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出 1 元=10角 1角=10 分的人民币相邻单位间的十进制关系

3、通过动手操作的形式，进行人民币的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加深对人民币相邻单位之间十进制关系的认识。

教学重难点： 通过动手操作深化对人民币相邻单位之间十进制关系的理解。

教学具准备： 10张 1角纸币，10 个 1 分硬币，2张 5角纸币，1 张 1 元纸币

教学过程：

一 、谈话导入

师：我们认识了人民币的面值，你都认识了哪些人民币？今天老师要和小朋友门一起来了解人民币相邻单位

的十进制关系。

二、 探索新知

1、教学例 2 1 元=10角

（师出示 1 元人民币）

师：你能说出这张人民币的面值是多少吗？（1元）

（师出示 1 角纸币）

手：他的面值是多少呢？（1角）

（师出示 10 张 1 角纸币）

师：10张 1角是几角呢？（10 角）

师：你知道 1 元与 10 角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吗？他们谁多谁少？

（同桌交流。汇报）

生：1元=10角

师：对 1 元与 10 角同样多，那么 1 元就等于 10 角

板：1元=10角

2、 1角=10分

（师出示 1 角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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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知道他的面值吗？（1角）

生：1角与 10分同样多，1 角就等于 10 分

师板：1角=10分

3、师小结： 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了 1元=10 角，。 1 角=10分， 你们能亲自动手换一换这些人民币

吗？

4、换一换

（1）1角可以换（ ）个 2分或（ ）个 5分 2 角可以换（ ）张 1 角

1元可以换（ ）张 5角 100 元可以换（ ）张 50 元

20元可以换（ ）张 10元 10 元可以换 1 张 5 元和（ ）张 1 元

50元可换 2张 20元和（ ）张 10元

师生共同读题

（2）动手操作

师：请小朋友木讷拿出你们准备的人民币，小组的同学互相换一换，说一说你怎样填，为什么？再填出来。

（生小组交流，讨论）

（3）生汇报完成的结果，订正

三 、练习

1、课堂活动 2

小组的同学互相换一换，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换，再填出来。

2、练习二 2

明确题意，生完成，师巡视指导。

3、练习二 3

生独立完成 对 16 分=（ ）角（ ）分 18 角=（ ）元（ ）角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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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堂小结

你今天学习了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吗？

第三课时 认识人民币

教学内容： 教材 P21 例 3 课堂活动 3 练习二 5、6、7

教学目的： 1、了解人民币的使用价值

2、引导赦免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教学重难点：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教具准备： 3张 1元人民币，5 张 1 角纸币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我们认识了人民币的面值，了解了人民币相邻的十进制关系，并能进行简单的换算，

今天我们就要运用这些 知识来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

二 、新授

1、教学例 3

（1） 看图交流

师：请小朋友们仔细看图，然后再小组交流一下你从图中都看到了些什么？

（引导生汇报，各种物品的价目表，读读每个孩子所说的话）

（2） 解决问题

师：穿绿色背带裤的小女孩说他只能买一个卷笔刀，猜一猜她可能带了多少钱？为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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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辫子的小姑娘问用 10 元钱买一个文具盒，还剩多少钱？你知道吗？

1元钱可以哪些学习用品？

（小组讨论）

用 1 元钱买一瓶胶水和 1 支铅笔，还剩多少钱？

如果有 9 元 钱，你准备买哪些东西？

（生小组讨论，汇报）

你还可以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生分小组交流，再汇报）

师：说说，你上怎样爱惜人民币的，怎样节约用钱的？

三 、练习

1、课堂活动 3

生小组交流，汇报

2、练习二 5

理解题意， 在小组内用钱试补，由生自己动手操作。

3、练习二、7

生看图，你知道了什么？

解决问题，同桌交流，汇报

4、练习二 6

你从图中都知道了什么？小组内提问，再汇报

议一仪，可以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四、 小结

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学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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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和复习

教学内容： 教材 P27——29

教学目的： 1、复习 100 以内数的顺序

2、强化学生对数位的认识，进一步强化学生对数感的认识

3、复习对人民币的认识

教学重难点：100以内数的组成及对数感的认识

教学具准备：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 100 以内 数的 组成

1、 P27 、1

请生独立完成。订正

师：63是由几个十几个一组成？48 呢？ 27是由几个十几个一组成？

2、游戏：打电话

师交代游戏规则

师：8个十和 7个一组成几？

十张一角是多少？ 3张一角和 5个一分组成多少？

请小朋友照刚才的例子同桌练习。

3、师小结：通过 1、2 题的练习，你发现了什么？发现数的组成有一个怎样的规律？

4、引导生总结：几十几是由几个谁和几个一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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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练习（直接回答）

（1）30和 2合起来是多少？ 6 和 90 合起来是多少？

（2）5和 40合起来是多少？ 7 和 80 合起来是多少？

二、体会数位值的作用，强化生对数感的认识

1、 P28、 3

读懂题意，生独立完成，订正

2、 P28、4

从小到大的顺序，请生选一个画掉一个

3、 P28、6

读题，一起理解题意，小组讨论，订正

三、人民币的认识

生独立完成 P28、5订正

四 、100以内的数

分小组完成游戏，

五、 践活动

将自己上街买东西，把自己买东西的过程说给你的小伙伴听

（可先请个别生 说，在小组交流）

六、 课堂小结：

这节课你复习了些什么知识？还有什么问题吗？

二、方向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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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时 辨认上、下、前、后、左、右

教学内容：P32情景图 P33例 1、2

课堂活动 P36、1 练习三、1、2

教学目的：1、通过前后的辨认，让生体会生活的位置与方向的数学价值，从中培养学生的思维的灵活性和学习

位置与方向的积极性

2、识上下左右，并利用这些防卫来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

3、教育生从小爱护小鸟，不要随便捕捉小鸟，和谐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

教学重难点：认识前后左右，并利用这些防卫来描述物体相对位置

教学过程：

一、 情景引入

出示 情景图

1、请生仔细看图

2、生小组交流

师：你从图中可以看出什么在什么的前面，什么在什么的后面

什么在什么的上面。什么在什么的下面

师可提示 生警察叔叔手指的方向，两个学生玩指南针，两个工人用经纬仪测方位

（指南针，经纬仪课前请学生调查，了解）

师：有谁知道指南针和经纬仪的有关知识，请他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辨认上下左右前后等方位

二、 探索新知

（一） 学例 1

1、请生仔细看图 “你看到了些什么？”

2、请生找到亮亮用笔把亮亮圈起来，用箭头指出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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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甜甜在亮亮的前面，勇勇在亮亮的前面还是后面呢？

4、师：在 甜甜后面的有哪些小朋友？

5、师：在巧巧前面的有哪些小朋友？

6、师：你看图还可以说说是谁在谁的前面，谁在谁的后面吗？请小组的同学讨论。

（生讨论，交流）

7、说一说：你在教师的前面和后面各有些什么？

生观察，请生说

8、练习三、 1

生观察，交流

谁跑在最前面，谁跑在最后面

谁跑在松鼠的前面，谁跑在乌龟的后面

跑在松鼠后面的动物有哪些？

还可以怎么说

（二） 教学例 2

1、出示例 2 图

师：请小朋友观察图片，泥人市图中的动物吗？不认识的字可以询问老师。

（生认识图片）

师：小朋友你知道在孔雀左边的是什么鸟吗？

孔雀的右边是什么鸟？我们在判断谁的左边是谁是，你可以举举自己的左手，左手 对着的是左边，

右手对着这边是右边，分清左右以后，再来判断。

你还可以说说是谁在谁的左边，谁在谁的右边吗？小组讨论一下。

（生分小组讨论，交流）

师：你还可以说一说谁在谁的左边，谁在谁的右边吗？小组讨论一下

（生分小组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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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能说说孔雀的上边是什么吗？

孔雀的下边是谁？ 谁能够像这样再说一说？

（小组交流）

3、课堂活动 P36、1

读题，完成，同桌互相检查

请生按要求摆放

4、课堂活动、3

师：自行车要靠公路的右边性，他们都遵守了这条交通规则吗？

我们在公路上也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红灯亮，绿灯停，过马路要走人行道。

5、 P40练习三、2

请生把书倒过来，正对着汽车，再完成。

三、 课堂活动

今天学习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有什么问题吗？

第二课时 找座位

教学内容： 教材 P35、例 3 P36、2、4、5 练习三、3

教学目的： 通过找座位的形式，在综合运用前面的知识的 同时，向学生渗透坐标的最简单的知识。

教学重难点：体会生活中位置与方向的数学价值

教具准备：例 3 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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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介绍自己

师：你能介绍自己 的名字，并说出你前边，后边，左边，右边的是谁吗？

（生介绍）

二、新授

1、出示课题

今天老师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找座位（板：找座位）

2、参观教室

师：面对讲台最左边的是第一组，现在我请第一组的小朋友起立

（第一组起立） （师出示示意图）

师分别请第一组，第二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的小朋友起立。

（师依次出示示意图）

师：请小朋友看一共有几组？

横着看，离讲台最近的是第一排，依次就是第二排……

（手边口述，边板书：1、2、3、4、5）

师：这个教师里一共有几排？

（师点排数，生起立）

师：现在我请第一排的小朋友起立（生起立）

第二排、第三排……

师：你知道你是教室中的第几组第几排吗？

（师出示玲玲）

师：玲玲坐在第几组第几排？你能指出来吗 ？谁能像他那样边指边说？

3、帮其余 4 位小朋友找位置，看书 P35

师：左边的小朋友叫什么？兵兵说了什么？找出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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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说了什么？找出她的位置。

巧巧说了 什么？找出她的位置。

军军说了什么？找出他的位置。

同桌的小朋友比比谁连得好。

4、在黑板上贴出四个小朋友

师：兵兵坐在哪？协会来贴出兵兵？

红红、巧巧、军军坐哪？谁来贴？

点点和佳佳的位置在哪？请你找出来，到黑板上指出来，说说后填在书上。

巧巧坐在第几组第几排？军军坐在第几组第几排？

老师作在兵兵的后边是哪？军军的饿后边是哪？

你自己 想坐在教师的哪？是第几组第几排？

三、练习

1、 P37课堂活动 4

读题，理解题意，用连线的方法完成。

2、P37 课堂活动 5

同桌的小朋友一起认认有些什么书？不认识的字可以问老师

数学书在第几层，第几格？第三层第四格是什么书？连环画的右边是什么书？左边是什么书？

谁能像老师这样提问？

3、练习三 P40 3

看图理解题意，提示生从中间观察

请生用连线的方法完成，订正

四、课堂小结

今天这节课你学了哪些知识？学到了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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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教材 P38 例 4、5 P39 课堂活动 1、2 练习三 4、5

教学目的：1、以学生画画为基本情景，向学生呈现出观察从不同的位置看到的同一物体的不同现象。

2、让学生体会到位置与方向的有关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发展学生积极学习情感。

教学重难点：初步能在动前后和侧面位置看到的同一物体的不同现象而辨认自己和他人所在的位置和方向

教具准备：例 4 中的小姑娘三个面的画像，例 5 中 2 个不同位置观察的水壶图

教学过程：

一、激趣

师出示例 4 图

师：你看了例四这幅图以后，能不能一下子说出穿兰色衣服小姑娘的后面，侧面，正

面分别是谁画的？

（可先请生议论一下）到底谁说得对？下面我们自己来亲自验证一下。

二、新课

1、教学例 4

（1） 把生分成每 4 人一组按图上的情景坐一坐，认真地从正面，侧面，后面

的观察到的人物形象。

（2） 从一方位观察后可换一个方位观察，被观察的小朋友也可以交换成的观

察者观察，每个小组多交换几次，直至每个同学都从图上的各个方位观

察一遍。

（3） 生交流观察到的情况，并判断这些图分别是谁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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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例 5

（1） 出示例 5，请生猜一猜这些图分别是谁看到的？

（2） 让我们亲身体验一下

（3） 师拿出准备好的 茶壶，然后分 4 人小组进行轮流观察。

（4） 请生汇报，你看到了什么？从那个位置观察的。

（5） 现在你知道例 5 中的图分别是谁看到的吗？（用连线的方法完成）

三、练习

1、 P39课堂活动 、1

读题，请生观察，交流你看了以后，这几个面各有什么不同。

2、 P39课堂活动、2

读题，动手画画，小组的朋友一起完成，交流你是从哪个位置观察的，看到了些什么？

3、 P40练习三、4观察火车头玩具，然后完成在书上，交流

4、 P40练习三、5

读题，理解题意，用连线的方法完成，同桌交流

四 、小结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哪些知识？你学到了什么？

三 认识图形

第一课时 分类

教学内容：教材 P42——44

教学目的：1、能按照给定的含有两个因素的标准进行分类，并体会不同的方法在同一标准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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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步就养成小组合作交流学习的学习方法。

4、培养生的动手，动脑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体会在不同的方法在同一标准下的一致性

教具准备：教学中所用的图形学具

教学过程：

一、新授

1、教学例 1

师：同学们，在上学期，我们已初步学习了分类的有关知识，谁能说说，以前你

是怎样分类的?

请同学门给你们桌上的图形分下类，看谁分得又块又好！（生分类）

谁来说说，你是怎样分的分成了几类？

同学们分得真不错现在按形状不同分类的同学举手。

按颜色分的同学有哪些？请你们将形状相同的分在意。

请你们看看你们所分的，每一组图形中，颜色怎样？形状呢？就是说我们把形状

颜色都相同的图分贼了一起，这样的分发你会吗？

师：请同学们把桌上的图形分一下类

请听要求：把颜色、形状都相同的图形放在一起，分完后说说你是怎样分的，下

面小组合作分

（小组分类、师巡视，向有困难的组提示：刚才是怎样分的，先怎样分的饿，再

怎样分）

同学门，刚才我发现有一些小朋友分得又块又好，谁来说说你们是怎样分的？

（生到黑板展示，边分边说分的过程）

师：同学们真能干，能够通过动手，动脑，小组讨论的形式，掌握了分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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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老师考考大家

二、练习

1、 P44课堂活动、1

读题，动手操作，抽生演示

2、 P44课堂活动、2

理解题意，先找能飞的，再找有羽毛的

3、 P44课堂活动、3

小组讨论怎样分，交流

第二课时 认识图形

教学内容：教材 P45——46 例 1、2 P47 课堂活动 1、2 练习四 2、3

教学目的：1、将前面的分类方法作用于图形的认识，通过学生分类让生初步感知图形的特征

3、通过对实物的观察和讨论从实物中抽象出图形的概念

4、用说的方法沟通平面图形与立体图形的联系。

教学重难点：初步感知图形的特征，并能从实物中抽象出图形的概念

教具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分类，这节课我们要用掌握的分类的方法给图形分类。

二、新授

1、教学例 1

（1） 出示例 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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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里有口算卡片，手巾，信封，田字格，日历，你著名被怎样分

（观察，四人组讨论，交流）

师：为什么要这样分？

请你从这几件物品中，选一件“印”着画。

（生选择，印画）

师：像信封，日历，口算卡片，这样的图形，我们把它叫做长方形，

（师出示长方形的标准图，并板：长方形）

像手巾，田字格这样的图形，我们把它叫做正方形。

（师出示正方形标准图，并板书正方形）

师：请你们仔细观察正方形和长方形，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同桌可以交流

（生观察、同桌交流）

（2） 说一说

师：请小朋友们拿起你们手中的长方体，正方体，摸一摸它们的每个面，看看每个面，你

有什么话想说？

（生仔细观察，摸一摸）

注意：强调生用语的准确，只能是长方体有的面是长方形，而不能说成长方体就是长方形

—）

师：请同桌的小朋友互相说说长方体，正方体的面在哪里？这些面是什么形状的？

（生交流）

师：还有哪些物体的面是长方形，哪些物体的面是长方形的？

2、教学例 2

（1） 出示例 2 图

师：这里有硬币，红领巾，钟，流动红旗，请你将他们分分类，你准备怎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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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按什么分的类？

请你们动手画一画，红领巾，硬币，画硬币时可以将它放在纸下面画

（生动手画）

师：像红领巾，流动红旗这样的图形，我们把它叫做圆

（师出示圆的标准图，板：圆）

（2） 说一说

师：请仔细观察圆柱体，你发现了什么？

引导生说：圆柱的上下底面都是圆。

师：你还知道那些物体的面是三角形的，哪些物体的面是圆呢？同桌可以互相说一说。

（生交流汇报）

（3） 练习四、3

理解题意，生完成，师巡视

3、课堂小结：你今天学习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知识？

三、练习

1、 P47课堂活动、1

（1） 读题，师巡视

2、 P48练习四、1

生独立完成

3、 P47课堂活动、2

生动手在钉子板上围图形，小组合作形式，可互相交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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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 认识图形练习课

教学内容：P47课堂活动 3、4 P48——49 练习四、4——7

教学目的：1、能在摆一摆，涂一涂，数一数的活动中辨认和区别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回用这些图形

拼图。

2、在图形的拼摆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和创新意识。

教学重难点：能辨认和区别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

教具准备：小棒，长方形 ，正方形，三角形，圆的图片

教学过程：

一 、摆一摆

P47、课堂活动、3

师：上节课我们认识了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你们能用小棒摆出这些形状吗？

（生动手操作，可请生上黑板演示）

三、拼一拼

Ｐ４７、课堂活动、

请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三角形，圆，长方形 ，正方形，可先请生照书上的图形摆一

摆

师：你能用自己手中的图形拼出其他有趣的图形吗？请四人组一起合作拼图。

（生合作拼图，并说一说你里用这些图形拼了哪些图形？）

四、涂一涂

Ｐ４８练习四、４

读题，师巡视

五、圈图形

Ｐ４９练习四、５

请生读题，生完成，师巡视指导，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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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一数

Ｐ４９、练习四、６

师：为了使我们数图形时不重复，不遗漏地找出所有的图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请

同学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七、画一画，Ｐ４９练习四、７

生完成，交流

八、有余力的生可完成Ｐ４９思考题

四、１００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

第一课时 整十数加减整十数

教学内容：教材Ｐ５０——５２例１、２课堂活动

教学目的：1、通过实践活动理解并初步掌握整十数加减整十数口算方法。

2、培养和发展生动手操作的能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4、让生通过动手操作探究新知识，体验学习带来的成功感和乐趣，让生感受到数学知识

来源于生活，学好数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教学重难点：整十数加减整十数的算法及计算过程。

教具准备：10捆小棒

教学过程：

一、铺垫孕伏

1、口算

9—4 7—2 8 +1 5—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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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7+4 1+6 8—4 9—2

2、对口令

两人一组，一人出小棒（如：3捆小棒说“30 里有 3 个十”

另一人接“3个十是 30”

二 、合作探索

1、40 + 20

（1） 创设情景（出示例 1 图）

师口述：3 个小动物到熊猫爷爷的文具店买文具，熊猫爷爷笑眯眯地说：“我要考考

你们，看看谁最聪明，左边有 4盒铅笔，右边有 2 盒铅笔，每盒 10 支，一共有多少

支？

（生口答并列式：40+20）

（2） 提出问题

“40加 20等于多少呢？请同学们用小棒摆一摆，再数一数，算一算，看谁先算出答

案？你能想出不同的方法吗？

（3） 动手操作，独立思考

学生动手操作，摆学具，师巡视，进行个别指导和交流，想好的同学再开动脑筋，有

别的方法吗？

（4） 交流启发，师生互动

（5） 点拨，提高

对每种算法作出适当的点评，对岩石出不同算法的学生给予肯定和鼓励，同时引导学

生理解算理，梳理生的不同算法。

2、探索 60—10

（1） 创设情景，出示例 2 图

师口述：小白兔到熊猫爷爷的文具店买铅笔，熊猫爷爷笑眯眯地问：“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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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6 盒铅笔，每盒 10 支，你买走了 10 支，还剩多少支呢？

生列式：60—10

（2） 提出问题

“60—10 等于多少呢？请小朋友们用小棒摆一摆，再数一数，算一算看谁

先算出答案，你能想出不同的方法吗？

（3） 自主学习，合作交流

生动手操作，独立思考，分小组相互交流，启发，师巡视，与各学习小组进

行交流，指导

（4） 分组汇报

各组派代表汇报交流结果

3、试一试

50+30 90—40

生完成在书上，订正时，说说是怎样算的？

4、课堂活动

（1） 摆一摆，填得数

教材 P52、摆小棒，填得数

（2） 看图填得数

生看图，独立计算，师巡视，进行个别辅导

（3） 游戏

两人一组进行练习，互相出题，一人说算式另一人说得数

三、课堂小结

这节课你学习了什么知识？学会了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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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 整十数加减整十数练习课

教学内容：P53—54 练习五、1——4

教学目的：1、通过练习使生进一步掌握整十数加减整十数 的口算方法

2、学会解决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几的问题。

教学重难点：进一步熟练整十数加减整十数的口算方法

教具准备：第 4 题的图画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师：在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这节课我们将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练习。

二、练习

1、计算 练习五 1、2

生独立完成，看谁算得又对又快

订正是请生说一说你是怎样算的

2、送信

先弄清题意，用连线的方法完成。

3、练习五、4看图

师：图中告诉了我们什么？要我们求什么？

你能列出算式进行计算吗？

第 2 小题，同桌交流，这个问题该如何解答？

4、实践活动

两人一组，每人准备 10 元，20 元、50元人民币各一张，一人扮演顾客，一人扮演售货员，购买东西，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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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应的数学问题。

5、课堂小结：

你本节课运用了什么知识来解决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

6、P54 思考题

可让生先独立思考，若不能 解答可小组讨论交流，有余力的生完成

两位数加减两位数

教学内容：55页例 1例 2 练习六 1

教学目的：使生掌握两位数加整十数和一位数的方法，结合多种计算方法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教学重难点：掌握两位数加整十数和一位数的方法。

教具准备：小棒

教学过程：一创设情景，引入新课。

师：（出示例 1 图）中秋节是每个家庭团圆的日子，这一天，小强和小红代表学校的爱心志愿者来

到了养老院看望老人，他们给老人们带来了同学门赠送的一些月饼，也给老人们带来了欢乐。

二 探究新知

1学习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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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共有多少个月饼。（板：一共有多少个月饼 ）

如果知道每盒有 10 个月饼，你回算一共有多少个月饼吗？算式是什麽？

生：23+30

师： 23+30等于多少呢？下面我们分小组学习，互相说 23+30 你是怎麽想的？结果是多少？

生讨论汇报

师根据生的不同方法板书：（1）23 33 43 53

（2）20+30=50 50+3=53

（3）十位上 2+3=5 5个十和 3个一组成 53

2.学具操作，巩固算法

34+33 24+30 35+20 15+40

（1）独立完成有困难的学生可以通过摆小棒完成

（2）小组交流，要求每人选一道说方法。

（3）集体汇报。

3 学习例 2

（1） 学习整十数加一位数

师：现在要求一共有多少个月饼 ？先想算式是什麽，再想可以怎样算？想好以后把算式写在本子上。

同做互相交流。

全班交流。师板书：3+6=9 20+9=29

23 24 25 26 27 28 29

（2） 学具操作，巩固算法。

41+5 53+3 24+2 13+5

独立完成后小组交流，再全班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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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探索，加深认识

数学游戏：小兔回家

32+20 32+5 32+10 35+4 32+3 32+50 32+40

活动步骤：1 小组合作将卡片分类，并放在不同的兔子家里。

2集体汇报分类情况

3卡片上写结果

4比较两位数家整十数和家一位数有什麽不同的地方。

强调：两位数加整十数是把几十和几十想加，个位上的数不变，两为数加一位数是把个位上的数想加，十位不变。

四 巩固练习

57页 1题 要求：独立完成个别板演，全班订正。

五小结：今天学了什麽知识？

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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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两位数减整十数和一位数

教学内容：56页例 3例 4 课堂活动 1.2 练习六 2

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两位数减整十数和一位数的方法，结合多种计算方法训练学生思维

的灵活性。

教学重难点：掌握两位数减整十数和一位数的计算方法。

教具准备：小棒

教学过程：一 创设情景，引入新课

师：（出示情景图）小华和小明一共有64 只纸鹤，其中小明折了30 只，其余的是小华折的，小华折了多少只？

二 探究新知

（一） 学习例1

1 学习两位数减整十数

师：要求小华折了多少只纸鹤，应该怎样列式？

生：64—30

你会算吗？学生独立思考后小组交流。

全班汇报。69-30=40 30+4=34

还可以怎样算？

练习：57-20 57-30 76-60 98-60

（二）小组讨论例 78-6

1、独立思考

2、小组交流

3、全班汇报

4、板书：8-6=2 70+2=72还可以怎样算？

5、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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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79-7 96-4 57-4

6、比较两位数减整十数，一位数有什麽不同？

强调：减整十数是从十位上减，个位不变，减一位数是从个位减，十位不变。

三、练习

1、56-57页 1，2

2、练习六1

课后记：

第三课时

练习内容：58-60页 3——7

练习目的：1、进一步掌握两位数加减整十数，一位数的口算方法。

2、能区分两位数加减整十数与一位数的方法。

3、正确口算，体会多种算法。

练习过程：一复习

1、看图列式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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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摆 3 捆小棒，再摆4 根。（ ）○（ ）=（ ）

摆25 根小棒，拿走4 根。（ ）○（ ）=（ ）

2、小结两位数加减整十数，一位数的方法。

二、练习

1、 58页 3题

2、口算

28+60 44+40 72+5 34+4 41-30 82-60

89-7 47-5 68+10 77-50

3、填空，并说说上下两题有什麽不同。

35+40= 89-30

35+4 89-3

学生完成后比较。

4、分苹果 59页 5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订正。

4、算一算，议一议，59页 6题

看图，可以提什麽问？怎样列式？

5、夺红旗，60页 7题

6、思考题

太气小鸡到处飞，飞进迷宫着了急，请你帮小鸡找条路回家。

学生独立思考，小组交流。

课后记：

两位数加减两位数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61-62页例 1，2，课堂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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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1、理解进位加法的算理，并会用竖式计算

2、过引导学生用多种算法计算，知道同一个问题可以用比同的方法解决。培养思维的灵活性。

3、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理解算理，掌握方法。

教具准备：小棒，计数器，挂图

教学过程：一、创设情景，激发兴趣

学校为了小朋友的健康，每年都要组织体检，今年又要体检了，保健老师条查各班人数，现在，来到了六二

班教室。他了解到了什麽？（男生23 人，女生25）

问：一共有多少人？怎样列式？（23+25）

二、探索新知

1、教学例1

（1） 独立思考计算23+25

（2） 小组交流

（3） 全班交流

23+20=43 43+5=48

25+20=45 45+3=48

23+10+10+5=48……

2、除了以上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想知道吗？

师：用竖式计算。板书：23

+25

————

48

说明：3和 5对齐就是个位和个位对齐，2 和 2 对齐就是十位和十位对齐，既相同数位对齐。

3、竖式上怎麽加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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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算个位，再算十位。

4、教学例2

再给医生准备茶杯时，出现了这种情况（出示例2 图）你能帮忙算算还差多少吗？

91）学生列式

（2）动手操作小棒，理解算理。

（3） 小组交流后全班交流。

（4） 学生看书，你的方法和谁的一样？

三、我们今天学了什麽？

四、练习，63页 1题

课后记：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62页例 3，课堂活动2，练习七 1——3

教学目的：1、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不进位加减法的算理，掌握竖式书写格式。

2、能感悟多种算法，掌握口算笔算方法。

3、熟练计算。

教具准备：小棒，计数器

教学过程：一、复习

35+23 79-64

学生独立算，并说过程。

二、教学例3



44

1、引导学生独立计算

37+21 43+42 78-33 97-26

学生完成后小组交流。

2、用竖式计算

学生独立练习，抽生板演。

强调：相同数位对齐

三、改错

1、 64页 3题

2、游戏；开锁，64页 2题

3、 64页 1题

4、口算游戏

课后记：

第三课时

练习内容：练习七4——7

练习目的：1、进一步掌握口算两位熟加减两位数的方法。

2、正确书写格式。

3、根据实际提出问题，并能解决问题。

4、提高计算能力。

教学过程：一、基训

1、开火车（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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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图计算，书65 页 4 题

问：怎样写算式？

二、指导练习

1、送小动物回家，65页 5题

2、买玩具，66页 6题

（1） 小组讨论提问，并写出相应的算是 。

（2） 全班交流

（3） 你还可以提什麽问？

3、乘车，66页 7题

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4、思考题

66+○=96 ○=？

□-○=36 □=？

启发：66差多少和 96一样大？

课后记：

整理和复习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67——68页 1，2，3，

教学目的：1、引导学生回顾本单元所学知识，构建知识结构。

2、使学生能熟练计算100 以内的不进位（不退位）加减法，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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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让学生经历整理知识的过程，感受数学学习的阶段小节。

教学重点：熟练计算，提高计算能力。

教学过程：一、谈话引入

我们学习了第四单元的知识，今天我们进行整理和复习。

1、把67 页 1 题制成卡片，让学生根据卡片上的算式找到自己的家。

2、学生观察卡片上算式的特点，把卡片分类。

3、师画三间房子，分别标注，整十数加整十数，两位数加间整十数、一位数，两位数加间两位数。

4、师：任选房间的一道题，说说怎样算？

5、、组织学生对每种算式进行汇报。

6、要求学生把第三间房子的第一个算式用竖式算。

7、总结归纳：这些加减法，小朋友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计算，但不管用什麽方法，都把十位的相加减，个位

的相加减。

8、对比练习

25+3 58-6

25+30 58-20

25+33 58-26

学生独立完成，说说每组算式有什麽不同？计算时注意什麽？

9、 67页 2题小袋鼠找妈妈，学生独立完成。

10、 夺红旗，68页 3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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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时练习

课后记：

第二课时

练习内容：68——69页 4——6题

练习目的：1、熟练掌握整十数加减整十数，两位数减见一位数，两位数加间两位数的方法。

2、熟练计算。

3、联系实际，提出问题并解答。

练习过程：一、对比练习

1、36+3 79-8

36+40 79-50

36+42 79-67

他们的计算方法有什麽不同？

3、计算69 页 5 题

学生独立做，学生板演。

4、填出被虫子咬掉的数

2○ 4 ○

+ ○5 -○ ○

———— ——————

76 1 0

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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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8页 4题

学生看图，根据两位小朋友的话，你可以提什麽问题？

2、 69页 6题

你会提什麽问题？

观察：一本书，小红看了24 页，小名看了35 页

（1） 小名比小红多看了几页？

（2） 小红比小名少看几页？

再根据小说32 本，连环画44 本，画报21 本，你会提什麽问题？

课后记：

第五单元 认识钟表

教学目标：1、了解生活中的时间，认识钟面，时针，分针，掌握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时再钟面上的表示方法，

会认读。

2、从即使工具的演变过程中，体连数学活动充满着探索与创造，通过实践活动感受时间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珍

惜时间，合理安排时间的习惯。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70——72页例 1-3，课堂活动1，2

教学目的：1、了解生活中的时间，认识钟面，时针和分针。

2、掌握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时的表示方法。

3、会认读时间。

4、培养学生珍惜时间，合理安排时间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难点：掌握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时的表示方法，会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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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准备：挂图，实物钟面

教学过程：一、认识钟面

1、出示主题图，你看到了什麽？

2、认识各种钟表

3、认识时针分针

钟面上有什麽？有1-12 个数字，还有两根针，长的叫分针，短的叫时针。

二、教学整时

1、看图，小红什麽时候起床？你怎麽知道的？

他什麽时候吃午饭？什麽时候放学？你怎麽知道？

2、归纳：分针指着12，时针指着几就是几时。

3、学生人时间：8时， 7 时

分针指12，时针指 9

三、认识几时半

1、看图，每幅图画的是什麽？在什麽时间？

2、学生独立认识，小组交流，全班交流。

3、归纳小结：分针指着6，时针指着 8、9之间是 8时半，那分针指者 6，时针指着9，10 之间，是9 时半。

4、师：几时半是口语，钟面上用几时30 分表示。

5、练习

认时间：2时半，6 时 30 分，10时 30分

四、教学例3

1、看图。

（10小红早上到校，是什麽时候？你怎麽知道？

（2）小红什麽时候上美术课？你怎麽知道？

2、小结：时针刚过一个数或接近一个数，就是大约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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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练习

12页 1，2

课后记：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73——75页 1——5题

教学目的：1、进一步熟练掌握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时。

2、熟练认读时间。

3、从计时工具的演变，体连数学活动充满探索与创造，通过实践活动，感受时间的重要性，培养学

生珍惜时间，合理安排时间的习惯。

练习过程：一、师拨钟，学生认读。

认读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时。并归纳方法。

二、指导练习

1、连线

书73 页 1 题

2、把小鸟读错的改过来。

书73 页 2 题，学生独立完成。

3、认一认

书73 页 3 题

4、快乐的星期日上午

指导：学生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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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第二排时间，怎样与图画联系起来？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

5、在钟面上拨开车时间和到达时间

（1） 独立拨时间

（2） 小组交流

（3） 全班交流

三加深了解

1、思考题

在钟面上画时针和分针。

学生小组交流。

2、了解数学文化，看书74 页

课后记：

第六单元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教学目的：1、会口算，能用竖式计算100 以内的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连加连减，加减混合。

3、能结合具体情况进行估算，并解释估算过程。

4、了解算法的多阳性在合作过程中探讨算法的多样性，经历与他人合作的过程，有与同伴合作解决问题的实践

经验，培养合作意识。

5、能根据问题情景提一些简单数学问题，并能解决问题 。

进位加法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78——79页例 1，2，书 80 页 1，2 题

教学目的：1、掌握进位加法的口算方法，了解算法多样性，学会有条理的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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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索进位加法的口算方法。

3、能从生活中提出问题，并能解决问题。

教学重难点：掌握进位加法的口算方法。

教学过程：一、复习

1、口答

36里面有（ ）个十和（ ）个一 8 个十和3 个一是（ ）

2、口算

8+9 7+5 73+6 7+52 36+10

3、竖式计算

8+71 92+5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1

（1） 出示例1 图，引导生思考：你看到了什麽？

（2） 算一共有多少辆车？怎样列式？

（3） 你会算27+8 吗？学生尝试练习，小组交流。

（4） 计算时，遇到了什麽问题？

引导学生摆小棒，边摆边说计算过程。

（5） 学生汇报

拿8 根小棒中的3 根和7 根捆成一捆，7+3=10 10+20=30 30+5=35

拿 27 根中的2 根与8 根捆成一捆，2+8=10 10+20=30 30+5=35

7+8=15 20+15=35

（6） 除了可以用口算，还可以用竖式计算。

学生练习。 2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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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问：竖式中1 表示什麽？（个位和十位相加满十，向十位进一）

2、教学例2

（1）出示例2 9+75

（3） 学生观察思考：怎样计算？

小组交流。

（4） 学生汇报算法。

三、课堂活动

1、 80页 1题，学生边摆边说，然后计算。

课后记：

第二课时

练习内容：80页课堂活动 3题，练习十九 1，2

练习目的：1、进一步理解算法。

2、进一步掌握两位数加一位数进位加法的计算方法。

练习过程：一、基训

1、7+5 6+6 9+5 4+9 4+8 3+7 8+8 8+6 7+7 5+8 5+9 9+8

2、竖式计算

47+6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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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算法。

二指导练习

1、 80页 3题

说说，和的十位上是几？学生独立完成。

归纳方法；两位数加一位数进位加法，个位相加满十，向十位进一。

小组说算法，全班口述。

2、学校举行运动会，一年级跳绳比赛，谁跳得多，我们去当小裁判。

学生独立计算，集体订正。

3、书80 页 2 题

课后记：

第三课时

练习内容：82页 3——5

练习目的：1、进一步掌握两位数加一位数进位加法的口算方法。

2、熟练掌握笔算书写格式和计算方法。

3、提高计算能力。

练习过程：一、复习

1、开火车游戏

2、 43+6 43+9

82+4 82+9

5+43 7+43



55

计算后，比较异同。

相同：都是两位数加一位数。

不同：第一组个位相加没满十，

第二组个位相加满十，十位多一。

二、指导练习

1、想一想，错在那里。

4 6 8 6 4

+ 7 1 7 + 3

———— --—— ——————

4 3 9 7 7 7

指出后改正。

2、填空，82页 4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订正。

3、连线

小蝌蚪找妈妈，学生独立完成。

4、思考题

83+8》（ ） （ ）+７２《６２

９+（ ）＝６７+（ ）

独立思考，小组讨论。

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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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时

教学内容：书83 页例 3，课堂活动 1，2

教学目的：1、初步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的笔算和口算方法，了解算法多样性。

2、正确计算。

3、学会结合具体情况进行估算，并解释估算过程。

教学重难点：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和笔算方法。

教具准备：教学挂图，小棒

教学过程：一、复习

1、开火车游戏

2、笔算

35+42 35+7

二、探索新知

1、教学例3

（1）出示例3 图，你看见了什麽？

小明班上有46 人，小方班上有47 人参加春游，算算，一共有多少人参加？

怎样列式？（46+47）

（2）先猜一猜，估计大约有多少人？

（3）小组摆小棒，理解算法。全班交流。

（4）老师板书：40+40=80 6+7=13 80+13=93

（5） 除了口算，还可以怎样算？

学生在本子上笔算，一生板演。问：竖式计算注意什麽？

（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加起，个位相加满十，向十位进一。）

2、练习

58+35 64+29 46+28 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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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口算，再笔算。

3、比较口算与笔算的异同

不同：口算从高位加起，笔算从个位加起。

相同：个位相加满十，向十位进一。

三、课堂活动

书85 页 1，2

课后记：

第五课时

教学内容：85页 3题，练习十 1——3

教学目的：1、进一步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和笔算方法。

2、提高计算能力。

教学过程：一、基训

1、对口令（20以内进位加法）

2、开火车游戏

3、笔算：18+25

全班练习，一人板演。问：笔算是注意什麽？（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加起，个位相加满十 ，向十位进一）

二、指导练习

1、计算，86页 1题

2、改错，86页 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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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5 45

25 + 35 + 28

—— ——- ————

51 80 73

先判断，再改错。

3、填空

书86 页 3 题，说说怎样楼算最快？

4、笔算

书86 页

独立练习

课后记：

第六课时

练习内容：练习十4——7

练习目的：1、进一步熟练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3、正确计算

4、提高计算能力。

练习过程：一、基训

1、口答

20以内进位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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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位数加一位数

二、指导练习

1、计算

38+27 54+39 26+16 44+25

56+25 39+33 29+39 27+27

全班练习，学生板演

做完后小结笔算方法。

2、看谁先登上山顶，87页 4题

渗透连加

3、写算式比赛

再规定时间内，写出和是56 的加法算式。

4、买玩具，88页 7题

先看图，有那几种玩具？每种玩具的价钱？你有40 元，你准备买什麽？

还可以提什麽问题？

5、思考题

小林在计算58 加一个数时，把这个数加到58 的十位上，结果的98 ，你认为正确结果是多少？

小组交流后全班交流。

课后记：

退位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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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书89——91 页例 1，2，课堂活动 1，2

教学目的：1、通过实践活动，合作交流，独立思考，探讨两位是减一位数退位减法的计算方法。

3、掌握个位不够减，从十位退一当作十再减的算理。

4、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能大胆交流自己的想法，学会倾听。

教学重难点：探索并理解退位减法的口算方法

教学过程：一、复习

1、开火车

12-6 12-7 12-8 13-6 14-5

26-2 38-4 46-3 29-5 35-4

2、讨论26-2 的计算方法

二、创设情景

1、出示情景图，问：你发现了什麽？你是怎样知道的？

2、学生观察思考

交流：共有32 个乒乓球用数数的方法

一盒10 个，3盒 30个，再加 2个，就是 32个

有个小女孩说：我领6 个乒乓球，算算，还身多少个？

3、谁用三句话说图意？（原来有32 个乒乓球，拿走6 个，还剩几个？）

二、探索新知

1、引导学生列式，32-6，试试，你会算吗？

2、学生讨论，交流算法

32-6个位上不够减，怎麽办？

引导学生用小棒探索算法。

3、学生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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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打开一捆小棒，与2 根和起来是12 根，从12 里拿走6 根，还剩6 根，合起来是26 根

12-6=6 6+20=26

（2）打开一捆，从10 根里拿走6 根，

10——6=4 4+2 =6 20+6=26

4、引导学生看书，你的方法和书上一样吗？

还可以怎样算？

5、用竖式计算

个位上2 减 6 不够，打开一捆，就是从十位借一当作十，与个位上的 2合起来是 12，再减 6得 6，对齐个位写6，

十位借了1 还剩2，对齐十位写 2。

问：个位不够减，怎麽办？

四、教学例2

1、出示例2，你会算吗？

2、独立完成后小组交流

五、课堂活动

1、完成91 页 1 题

2、对口令

课后记：

第二课时

练习内容：练习十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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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目的：1、进一步掌握两位数减一位数的计算方法。

2、提高计算能力。

练习过程：一、基训

1、开火车

11-8 12-3 12-5 13-6 14-5 14-9 15-8 16-8 16-7 17-8

2、竖式计算

32-8

全班练习，学生板演。

问；计算书注意什麽？（相同市委对齐，从个位减起，个位不够减，向十为借一当作十再减）

二、练习指导

1、口算，92页 1题

2、算一算，还剩多少条船？

填载书上，集体订正。

3、改错

43 73 53

- 5 -4 - 8

———— ———— ————

38 33 55

先判断，再改错

4、 92页 1题

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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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

练习内容：练习十一4——6

练习目的：1、进一步提高计算能力，熟练掌握两位数减一位数的计算方法。

2、能根据图，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练习过程：一、基训

1、开火车

15-6 13-8 12-4 12-8 16-9 17-8 33-8

42-9 42-5 56-6 56-8 47-5 25-9

2、笔算 64-8

问：怎样笔算？注意什麽？

独立练习，集体订正。

二、指导练习

1、乘车

93页 4题

2、分苹果

先出示两个贴着32 和 65 的篮子，再出示算式

学生独立完成

3、小猫捉鱼，书93 页 5 题

独立练习

4、解决问题

看图，你看到些什麽？

（1） 大客车比小汽车多多少人？



64

（2） 小组谈论，还可以提什麽问题？

（3） 怎样解答？

（4） 全班交流。

5、思考题

小组讨论

课后记：

第四课时

教学内容：95——96例 3，4，课堂活动1，2

教学目的：1、探讨两位数减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3、掌握个位不够减，从十位借一当作十再减。

4、正确计算。

教学重难点：目的1，2

教学过程：一、复习

1、开火车

17-9 18-9 11-4 12-6 13-7 35-7 27-8 33-6 57-9

2、笔算

44-8

全班练习，问：计算时注意什麽？

二、探索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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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示例3 图，学生观察。

2、用3 句话说图意。

3、左边有32 层楼，右边有15 层楼，左边比右边高几层？

问：怎样列式？32-15

4、先估算，大约是多少？

5、引导学生摆小棒，理解算法。

学生汇报：12-5=7 20-10=10 10+7=17

10-5=5 5+2=7 20-10=10 10+7=17

6、还可以用竖式计算

学生完成，问：个位上2 减 5 不够，怎麽办？

计算时注意什麽？

三、教学例4

1、学生尝试练习

2、小组交流

3、学生汇报

四、课堂活动

1、 1题

摆一摆，算一算

2、先估算，再计算。

五、小结；这节课你学了什麽？

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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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时

练习内容：练习十二

练习目的：1、进一步掌握两位数减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2、提高计算能力。

3、提高实际解决问题能力。

练习过程：一、基训

1、口算

出示卡片

2、笔算 54-28

问：笔算是注意什麽？

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减起，个位不够减，从十位借一当作十再减。

二、指导练习

1、计算

33 70 53 84

-26 -54 -49 -27

———— ———— -—— -——-

50 66 81 91

-38 - 37 -35 -65

——- ———— -——- ————

2、找朋友

书98 页 3 题，学生独立完成

3、书98 页 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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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丰收果园图，广柑92 筐，橘子78 筐，釉子49 筐

91）广柑比橘子多多少？

（2）釉子比橘子少多少？

（4） 你还会提什麽问？

小组讨论

课后记：

六第课时

练习内容：练习十二

练习目的：1、进一步熟练掌握两位数减两位数大计算方法。

2、提高计算能力。

3、提高实际解决问题能力。

练习过程：一、基训

1、开火车

20以内减法，两位数减一位数

2、抽生说计算方法。

二、指导练习

1、先估算，再计算。

68-54 71-54 36-19 62-59

学生完成后小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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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

99页 5题，看图说条件

体育组49 人，美术组38 人，合唱队67 人

（1） 合唱回比美术组多多少人？

（2） 还可以提什麽问题？

（3） 小组交流

3、思考题

99-18=81 99-27=72 99-36=63

这些算式有什麽规律？你会写吗？

引导学生观察：减数，差，被减数间的关系，得出，个位1+8=9 十位 8+1=9

小组交流

课后记：

连加连减、加减混合

教学内容：100页例 5，103页课堂活动 1（1）练习十三1，4

教学目的：1、掌握连加得计算方法。

3、培养独立学习的能力和合作意识，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4、感受数学来源与生活，生活处处有数学，体连数学的价值。

教学重难点：探索连加算法。

教具准备：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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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一、创设情景

1、出示例1 图，这是一年纪三班的小朋友加入少先队的情况。

（1） 第一批有23 人

（2） 第二批有18 人

（3） 第三批有16 人

2、引导学生理解对话框的内容

想；第一批有……第二批……第三批，说明这个班只有三批学生入队。

3、师：估算以下，这个班大约有多少人？

学生思考并回答。

二、探索算法

1、要计算这个班一共有多少人？怎样列式？23+18+16

2、揭示课题：连加

3、鼓励学生用多种算法计算

独立思考，尝试练习

小组交流，全班汇报。

甲：20+10+10=40 3+6+8=17 40+17=57

乙：23+18=41 41+16=57

丙：18+16=34 34+23=57

……

4、还可以用什麽方法算？

看书101 页

问：先算什麽？写什麽？然后呢？ 2 3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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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1 6

——————

5 7

5、列竖式注意什麽？

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加起，个位相加满十，向十位进一。

三、练习

1、 103页 1（1）看小棒写算式

2、 105页 1题，学生独立完成

3、游戏，106页 4题，比比谁的红花多？

4、 106页 3（1）（2）

四小结；这节课你学会了什麽？

课后记：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101页例 2，103页 1（2），练习十三2，5

教学目的：1、掌握连减的计算方法

2、竖式计算书写格式。

3、培养独立练习的能力和合作意识，养成良好习惯。

教学重难点：目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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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一、复习

笔算 15+38+27

全班练习，抽生板演

二、探索新知

1、创设情景，出示情景图。

2、学生看图，说说图意

一个书包18 元，一个文具盒3 元，小红用50 元买一个书包和一噶文具盒，应找回多少钱？

3、先估算

4、要计算应找回多少元，怎样列式？50-18-3

揭示课题：连减

5、学生尝试练习

小组交流后汇报。

6、板书：18+13=31 50-31=19

50-18=32 32-13=19

7还可以怎样算？

学生在本子上用竖式计算，一人板演。

再看书是否一样？

7、竖式计算注意什麽？

强调：个位不够减，从十位借一当作十再减。

三、练习

1、 104页 1（2）

2、 106页 5题

3、竖式计算，106页 3

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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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102——103页例 3，课堂活动1、2，练习十三 2，3，6，7

教学目的：1、掌握加减混合计算的顺序和方法。

2、竖式计算书写格式

3、正确计算

教学重难点：正确计算加减混合

教学过程：一、创设情景

出示例3 情景图，学生观察思考，说图意。

1、一年级一斑和二班开联欢会，一斑有48 人，二班有45 人，但只有80 张椅子，还差多少张椅子？

引导：一张椅子坐一个人。

2、先估算

二、探索新知

1、计算差多少张椅子，怎样列式？48+45-80

2、揭示课题；加减混合

3、学生独立探索方法，小组交流后汇报。

4、板书：40+40=80 80-80=0 8+5=13

48+45=93 93-80=13

……

5、还可以怎样算？（竖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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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顺序是什麽？（从左往右）

学生练习，一人板演。

6、练习 69-42+31

问：先算什麽？再算什麽？

学生练习，一人板演。

6、小结加减混合的笔算方法。

三、练习

1、 104页 1（3）

2、 104页 2，5

四、作业

106——107页 3、5、7

课后记：

整理和复习

教学内容：108——109页

教学目的：1、回顾本单元的内容，构建知识技能结构体系。

2、熟练计算100 以内的加减法，提高计算能力。

3经历整理和复习，初步感受数学学习的阶段性小结。

4、初步学习系统整理知识，技能体系的方法。



74

教学过程：一、谈话引入

1、提要求，看书78——108 页，想想这部分学了什麽？

学生看书，思考汇报。

2、全班交流 ，板书。

二、小组活动，自主复习

1、出示108 页 1 题

91）请找出那些是进位加法，那些是退位减法，。

（2）小组讨论汇报。

2、每个小组选一道体，说说计算方法。

3、组织学生交流

师：在计算中，大家可以选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计算，但注意相加满十向十位进一，不够减从十位退一当作十

再减。

4、计算

108页 1题

109页 4题

5、练习

108页 2题

学生独立完成

6、改错

2 7 9 3 3 7 3 4

+ 1 6 - 3 6 -1 4 +2 5

———— ———— --——--- --————

3 3 6 3 1 3 6 9

7、速度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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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页 5题，夺红旗

8、 109页 3题

学生讨论后完成

9、 109页 6题

课后记：

第七单元 统计

教学目的：1、进一步认识象形统计图和统计表。

2、能根据统计反映的数据提出并解决问题。

3能在实际中用调查计数等方法收集数据，完成统计图表。

4、 直观感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能与同伴交流。

5经历简单的统计过程，对数据收集整理描述和分析过程有所体验。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112页例 1，课堂活动1

教学目的：1、进一步认识象形统计图和简单的统计表。

2、能根据统计图表中反映的数据提出并解决问题。

3能在实际中用调查计数等方法收集数据，完成统计图表。

教学过程：一、质疑激趣，引出例1

同学们，喜欢体育活动吗？那你喜欢什麽体育活动呢？老师为了了解班上的活动情况，作了一下调查，出示统计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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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图上有那些体育活动？

每栏中的○表示什麽？

二、小组讨论

问：体育委员调查了多少个同学？

喜欢那种体育活动的人多？那种人少？

你还能提什麽问题？

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三、填统计表

1、根据上面的统计图，我们知道了打乒乓球，跳绳，游泳，踢球有多少人？

2、出示统计表学生观察，第一栏是什麽？第二栏呢？

3、学生填写

四、课堂活动

书114 页 1 题

学生看图后交流

课后记：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113页例 2，课堂活动2

教学目的：1、进一步认识统计图表。

3、能根据统计图表反映的数据提出并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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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尽力简单的统计过程，对数据搜集，整理，描述和分析有所体验。

教学过程：一、设置情景，

1、同学们，你知道我们班上有那些课，各有几节吗？

2、出示课程表，学生观察。看右边统计图中是否有？

3、学生数一数，小组交流。

4、学生说方法：有一定的顺序数，横着或竖着数。

数一节就划一横线，表示已统计。

5、填统计图时，数一节划一节，用一格表示一节。

学生完成统计图。

6、根据统计图，你发现了什麽？你可以提什麽问题？

7、小组交流后集体汇报

二、课堂活动

115页 2题

先让学生看调查的是什麽事情？要调查那些项目？再让学生分组调查，填统计图。

第1， 2问小组交流

第3 问学生独立思考，小组交流，全班汇报。

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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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路小学数学学科教学计划（一）2004200420042004——2005200520052005学年度下期

班级：一（三） 教师：李红艳

学生情况分析：：本班学生共 39人，其中男生 20人，女生 19人 ，学生的学

习习惯比较好，知道做好课前准备，能够按时完成作业，上课时比较专心听讲，

部分同学积极的回答老师的问题。多数的同学能够理解所学的内容，并且能够

进行一些简单的变式练习。但是有一些同学的接受能力比较差，学习上有一定

的困难，家长没有辅导的 能力，所以学习成绩较差。

大纲规定的目的要求：

一、 知识与技能：

1、从生活实例中感受认识更多数的必要性，能读写 100 以内的数，理解数的组

成，说出 100 以内各位舒的名称，认识 各数位上数的含义，会用 100 以内的数

表示物体的个数，掌握数地顺序，会比较数的大小

2222、实情景中认识元角分，并了解他们之间 的十进制关系，会进行简单的换算

和应用。

3、会口算 100以内 的加法和减法，能用竖十计算，能结合具体情景进行估算，

能解释估算结果。

4、 认识钟面、时针和分针，掌握整十和几时半，大约几时在钟面上的表示

方法，能认读这些时间，了解生活中时间的作用。

5、 能辨认前后左右上下等方位，并用这些方向来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会

辨认从物体的正面，上面和侧面观察到的物体的简单形状。

6、 能辨认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会用这些物体拼图，能认识生活

中的这些简单物体，并从中初步感受集合图形美。

7、 能按照规定的标准或选者某个标准对物体进行比较，排列和分类。

8、 能根据统计图中的数据提出并回答简单的数学问题，会进行生活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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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简单的统计活动，完成简单的统计图表。

二、 数学思考

1、 能应用生活经验，对有关数学信息进行解释，并初步学会用 100 以内的

数描述生活中的简单现象。

2、 在 100 以内的加法和减法学习过程中，学会简单的归纳、类比和有条理

的思考。

3、 在统计中学会提取需要 的数据并对统计、进行简单的解释。

4、 在认识 图形以及辨别方向的学习中，建立初步的空间观念。

三、解决问题

1、 积极参加数学学习，或得一些初步的 数学时间经验。

2、 在教师知道下，能丛日常生活中提出并解决一些数学问题。

3、 在算法多样话的探讨过程中，了解统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

4、 在学习过程中，学会表达自己解决问题的大致经过和结果。

四、情感与态度

1、 用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解决所学问题，克服学习中的困难，

从中或得成功体验。

2、 能用 100以内的数、位置与方向，平面图形，统计等知识描述生活中的 某

些想象，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迫联系。

3、 经历观察，操作与归纳等数学活动，感受数学思维的过程 的合理性。

4、 在他人 指导下，能够发现数学学习中的错误并及时改正。

教材重点和难点：100 以内数的认识和 100 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本期提高质量的措施：1、认真钻研教材、大纲和课标，结合教学实际备好教案。

2、上课前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做好复备课，并且作好课前准备，讲练结合，把新

的教学理念运用与教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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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中注意应用情景教学，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4、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让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自己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5、注重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

6、练习过程不能单调，注意练习的形式多样话，要进行大量的变式练习。

7、每周进行周末练习。

8、对接受能力好的学生鼓励他们多动脑筋完成思考题或一题多解。

9、对接受能力稍差的学生要进行耐心的辅导，帮助他们克服学习中的困难，还

可以进行一帮一的活动。

１０、 对学生的双基进行落实。

中山路小学数学学科计划（一）2004200420042004至 2005200520052005学年度上期

班级：一（三） 教师：李红艳

全期上课总时数 授课：68课时 复习考试：10

课时

机动：10

课时

合计；

88课时



81

单元 目的要求 重难点 教具 教学进度

一、100 以内数的

组成

１、 认识计数单位一

与十，能够一个一个

的数和一十的数 100

以内的物体个个数，

掌握 100以内数地组

成，顺序，比较大小

２、 了解个位和十未

的意义，借助 20 以

内数的读法推出 100

以内数的读写发，会

用 100以内的数表示

物体个数。

３、 在现实生活中认

识元角分，知道 1元

=10角，1角=10分，

会进行简单的换算

和应用，知道爱惜人

民币，合理和节约用

钱

４、 初步感受 100 以

内的数和人民币的

换算在生活中的应

用，能运用所学知识

数的组成

人民币的换

算

小棒

人民币

1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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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生活中的简单

问题。

位置与方向 1`、会辨认上下左右等

方向，并用这些方向描

述物体的相对位置。

2、结合生活中找座位，

掌握方法

3、 会辨认从正面反

面侧面 观察到的简

单物体的形状。

4、 能奖自己所学知

识应用与实际生活，

能在一个场所初步

辨认自己和别人的

方向与位置。

相对位置

从不同角度

观察物体的

形状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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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积极主动的参与

学习，体会位置在生

活中的价值。

三、认识图形 １、 能按照给定的标

准对物或图形进行

分类

２、 让学生对声边的

图形产生好奇心，从

而结合实际认识长

方形正方形、三角形

和圆

３、 能在分一分，摆

一摆的活动中区别

长方形，正方形，三

角形和圆

４、 培养学生的空间

观念和创新意识

各种图形 3课时

四、100 以内的加

法和减法

１、 通过直关形象和

生动有趣的数学学

习，让学生感受数学

与生活的联系和学

习的乐趣

２、 结合具体情景，

100以内的加

法和减法的

计算方法

小棒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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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理解加法和

减法的意义，掌握

100 以内加法和减法

的计算方法，会口

算。

３、 会用竖式计算

100 以内的加法和减

法

４、 培养学生善于冲

具体情景中提出和

解决数学问题

五、认识钟表 １、 了解生活中的时

间，认识中面和时针

分针，掌握整十、几

时半、大约几时的表

示方法，能认读这些

时间

2、从计时工具的演变过

体验数学活动充满探索

与创造，通过实践活动，

感受时间的重要性，培

养学生珍惜时间的习惯

认读时间 钟表 4课时

六、100 以内的加

法和减法

1\掌握 100 以内的进位

加法和退位减法的计算

100以内的加

法和减法

小棒 19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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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体验算法的多样

性，会口算笔算

2\能结合具体情景估算

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3\感受 100 以内加法和

减法与生活的联系，体

验数学价值，培养学生

的数学应用意识和解决

简单问题的能力

七、统计 1\进一步认识象形统计

图和统计表，能体验统

计在生活中的广泛应

用。

２、 能根据统计图表

中反映数据提出简

单的数学问题

３、 能结合事件发生

的可能性，能与同伴

交流想法

４、 经历简单的统计

过程，对数据收集整

理描述和分析有所

体验。

提数学问题

并解决

各种学具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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