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单元分析 

主备人：

单元内容： 

1、数一数 

2、认识更大的数 

3、人口普查 

4、 面积 

5、近似数 

6、从结绳计数说起及练  

单元目标： 

    1、经历收集日常生活中常见大数的过程，感受学习更大数的必要性，并能体验大数的实

际意义，发展数感。  

   2、结合具体情境，借助直观模型认识万以上的数，认识亿以内数的计数单位，了解各相

邻计数单位之间的关系。能正确读、写以及比较大数的大小。  

   3、在描述数据的过程中，感受数据改写单位的必要性，掌握用“万”或“亿”为单位表

示大数的改写方法。理解近似数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能根据实际问题的需求求一个数的近

似数。 

  4、通过数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以及数的发展史，了解自然数的意义及特征，体会十进位

值制 的价值。 

单元重点：    

    较大数的读法、写法。较大数的大小比较 以及较大数的改写和求近似数。 

单元难点：   

1、多位数的改写及近似数的判定。 

2、多位数的读写，较大数改写成以 为单位数的实际意义与方法。 

德育渗透： 

激发学生的学习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数感， 学生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

解决身边的问题，体验学有所用的快乐。并结合相关情景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分析: 

本单元在学生认识万以内数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亿以内的数并了解其在实际生活中的



 

 

意义，掌握更大数的读写，认识近似数的作用，学习的内容主要分四部分：亿以内数的认识、

亿以内数的读写、大数的改写和近似数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让学生在读数的过程中，体会大数的意义。本单元认识的数都是一些较大的数，学生

生活中接触的很少，为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丰富学生对数的感知， 中多次安排了“数

一数”的活动，因此学生在数的过程中，要及时的概括本单元的重点环节。 

2、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 学生掌握大数的读写，在 “人口普查”中安排了一些

数据，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开展活动，引出数的读法和写法。 

3、 土面积”结合实际背景和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改写过程，使学生体会

到改写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数据改写活动应尽可能创造条件安排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从而

是学生体会改写所带来的方便。 

4、在观察比较中，掌握求近似数的方法。这部分学习是使学生明确生活实际中既广泛使

用精确数，又广泛使用近似数。同时使学生掌握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 

  安排：共 7                      

数一数                1                  P2-3  

认识更大的数          1                  P4-5 

人口普查              1                  P6-7 

面积              1                  P8-9 

近似数                1                  P10-11 

从结绳计数说起        1                  P12-13 

练                  1                 P14-15 

 

 

 

 

 

 

 

 



 

 

                    第一 ：数一数 

                                       备课人：

教学内容： 

P2----P3 内容 

教学目标: 

1. 在数数活动中，直观认识新的计数单位“十万”，知道计数单位“十万”与“万”的十进

关系，感受大数的意义。 

2. 通过在计数器上拨数、数数的过程，认识“万位”与“十万位”的位置关系，理解十万与

计数单位“十万”意义上的区别，体会位值概念。 

3. 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体会一万和十万究竟有多大，进一步发展数感。 

教学重点: 

通过“数一数”“拨一拨”的活动，感受学生较大数的必要性，体会较大数的实际意义。 

教学难点： 

通过多种方法，学生建立数感。 

德育渗透： 

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及概括能力，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数感。 

教学准备： 

课件、计数器、小正方体 

教学过程: 

一.情境创设，提出学习目标。 

   (一) 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题目叫《青年的 》,想听吗?(生):想 

师：故事中也有数学信息哦,看谁的耳朵灵! 

    有一个青年总是抱怨自己时运不济发不了财,终日愁眉不展.这天,在他无意中遇到一个

须发俱白的老人,老人见他愁容满面,于是问到:“年轻人，你为什么这样不开心？”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穷？”年轻人说。 

    老人由衷地说：“穷？你很富有啊！” 

    年轻人问道：“富有？我怎么不知道？这从何说起？” 

    假如去掉你一一只手,给你 10000 元，你愿意吗？”老人问道。 



 

 

    “不愿意，”年轻人肯定地回答。 

    “给你 100 万让你马上变成 80 岁的老人，你愿意吗？” 

    （ 师：小朋友们，你说年轻人愿意吗？）“不愿意”！ 

     “用 1000 换取你的生命，你愿意吗？”“当然不！” 

    “这就对了。你已经有超过 1000 万的 了，为什么还哀叹自己贫穷呢？”老人微笑着

说。年轻人恍然大悟。 

     同学，如果现在用 1亿元换走你的 ， 愿意吗？（生）：不愿意。 

    师：是啊！看来我们的生命和父母是 珍贵啊,用再多的钱也是换不来的,

要珍惜生命。 

    师：故事讲完了，你听到了哪些数学信息？ 

  （师适当表扬：真是个 的好孩子！你听得真仔细！……） 

   师：100 万、1亿、1000 万等都是大数（板书：大数）这样的数你还听到或是看到过吗？ 

  (预设)学生举例。 

  生 1: 的人口有 13 亿多. 

  师:对,你了解得真多! 

  生 2:房价和车价等 

  师:是的,你很会选择信息. 

  师：看来大数在生活中的应用是广泛,今天就来学习有关大数的知识. 

 （揭示课题：认识大数） 

二、 启发诱导，探究新知 

  1．创设情境，认识万、十万。 

   课件出示 1元硬币，问生“这是 ？”（生答“1元”，师板书“个”） 

   然后 1元 1元的数，数十个的时候问“现在是多少？”（生“十元”，师板书“十”） 

  同样的方法引出“百”“千”。 

  师：“当我们 1 千 1 千的数，数到 9 千的时候，再数 1 千，是多少元？ （生：“一万”

师板书“万”） 

   （情景画面导入笑笑的 在银行上班的情境） 

    师：“笑笑的 在银行上班，每天要接触大量的现金，听说咱们小朋友认识了“万”，

她想考考大家。” 



 

 

    （课件出示一叠钞票“一万”）一万、二万、三万、……的顺序，让学生数 9叠 -

---“九万”时， 

   可以提出：“再加上一万是多少？”的问题，以供学生思考。 

   在学生充分的讨论中，引出“十万”的计数单位。（师板书“十万”） 

2，拨一拨，感受“十进制关系” 

  ⑴下面请 拿出计数器，我们用计数器做一个“拨一拨”的游戏 

  ⑵请 和老师一起拨出 10003，然后一个一个地拨，拨出 10010. 

  ⑶再请 自己拨出 49000，然后一千一千地数拨，拨出 53000（学生先独立拨，再在全

班汇报拨的过程）。 

  ⑷同桌合作，练习拨珠。 

  ⑸汇报拨的过程 

  ⑹问：你在拨的时候发现了什么？ 

  学生可能会发现：1，哪一位满十，要向前一位进一。2，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进率是

十。3,10 个一万是十万 

  2，请 来阅读 第 2页上的“说一说”。并谈一谈感受。（课件出示） 

三、巩固练习 

  T1，说一说，一共有多少个小正方体？ 

 （学生独立完成，利用实物投影展示数的过程。） 

  T2，学生以同桌为单位，边数边拨，然后汇报。 在学生遇到“满十进一”的问题时追

问“该怎么办了？为什么要进位？”等。 

  T3，学生先独立完成，再和同伴交流不同数位上的“5”分别表示什么？ 

体会相同数字在不同数位上表示的大小不同。 

  T4，十万是个多大的数呢？十万 有多厚。（10 米，比三层楼房还要高） 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计算。 

四、课堂小结：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有什么收获？ 

五、板书设计 

                           数一数 

                      ---- 认识计数单位“十万” 



 

 

              10 个一是十；10 个一百是一千；10 个一千是一万 

              10 个一万是十万。 

 

 

 

 

 

                   第二 ：认识更大的数  

                                              备课人：

教学内容： 

P4—P5 

教学目标: 

1、在现实情境中认识比十万更大的数，进一步感受大数的意义，体会大数与现实生活的密切

联系。 

2、结合计数器认识比十万更大的计数单位以及其数位，知道相邻的计数单位之间的十进关系，

体会十进位值制 。 

3、完善对整数数位顺序表的认识，能说出各数位的名称，理解各数位上的数字所表示的意义；

了解个级数（万以内的数）、万级数、亿级数具有同构的特征，培养归纳、概括能力。 

教学重点： 

认识“百万、千 、十亿“等计数单位，掌握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十进制关系。 

教学难点： 

通过观察数位顺序表，发现四位一级的规律。 

德育渗透： 

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及概括能力，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数感。 

教学准备： 

多 ，计数器。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     

（一）情景创设： 



 

 

      1、向学生呈现一组 ，让学生感受生活中的更大数。 

     师：这些都是老师找到的 资料，看完 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发现？ 

     2、 ： 说的都很好，在这些资料中出现的数据都比较大，是我们以前所没有

学过的， 想认识它们吗？ 

     3、导入：这节课我们就来一起来认识这些比较大的数。 

引出课题并板书：认识更大的数 

二、启发诱导，感受大数 

    1，认识“百万、千万” 

，昨天我们认识了十万这个计数单位，那么（10）个十万是多少呢？请

借助计数器拨一拨。 

 （10）个一百万是多少呢？ 

      有没有更大的计数单位呢？ 

2，数一数，认识“亿” 

     ⑴过渡：接下来我们还是利用计数器来认识大数吧。 

    出示计数器，回忆以前学的计数单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师问：：“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有什么关系？” 

    ⑵一千万一千万地数，认识计数单位“亿” 

（师动手操作） 

   师： 先看，老师在这儿拨下一个珠子，表示多少？（一千万）你是怎么知道的？再

拨下九个珠子是多少？认识新的计数单位“亿” 

3，感受“一亿” 

   师：我们已经数到了“亿”，一亿究竟有多大？我给 提供一些信息，让大家来感受

一下“一亿”。 

   ⑴课件出示“小朋友数数，如果每秒数一个数，昼夜不停的数，那么从一数到一亿需用 3

年零 2个多月！” 

   ⑵如果一亿人手拉手（人与人间隔 1米），那么可以围绕地球 2圈半。 

   ⑶一亿张打印纸的厚度达到一万米，比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还要高。 

师：大家感觉一亿怎么样？说一说。 

4，认识十亿、百亿、千亿。 



 

 

   师：在生产和生活中，我们往往要遇到更大的数，例如：截止到 2000 年，我国人口大约

有 13 亿，全世界人口已超过 60 亿。 还会接着往下数码？ 

   ⑴一亿一亿的数，认识计数单位“十亿”（师生共同操作计数器） 

   ⑵十亿十亿的数，认识计数单位“百亿”（生独立操作） 

   ⑶按照这样的数法请 在小组内继续边拨边数，从一百亿一直数到一千亿，再互相说

说得出了什么结论。 

   学生汇报“10 个十亿是一百亿，10 个一百亿是一千亿”，认识了计数单位“百亿”“千

亿”。 

三、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1，认识计数单位。 

    师：到现在为止，我们认识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 、十亿、百亿、

千亿（边说边板书，并在千亿后面写上省略号）， 知道它们都叫什么吗？（课件出示“计

数单位”的概念，生读） 

  师： 想 ，我为什么在千亿的后面写上了省略号？ 

2，游戏，数数（开火车） 

   师：通过数数的游戏，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些计数单位。在用数字表示数的时候，计数单

位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 

3，认识数位。 

    课件出示：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 、十亿、百亿、千亿…（按顺序

读一读）这些计数单位所在的位置，叫数位。（课件出示“数位”，生读）“个”这个计数单

位所在的位置叫个位，依次是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十万位、百万位、千万位、亿位、十

亿位、百亿位、千亿位…（读） 

   师：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计数单位和数位合起来就可以组成一个数位顺序表。（课件出示有

空缺的数位顺序表）现在你能把这个数位顺序表填完整吗？（每人一张有空缺的数位顺序表，

独立完成，然后小组内统一核对） 

    找学生 汇报，统一意见后，生读数位顺序表。 

4，独立分级。 

   （1）这么多数位！ 的数学家为了读写方便给它们分了级，我们能不能也试着给它们

分级。先在小组里交流，然后向全班汇报。 



 

 

    师： 是怎么想的? 

   （2）同桌学生互相说一说其他数位上的数各表示多少。 

   （3）学习“数级”。介绍我国计数的四位分级法。 

5、十进制 。 

    师： ，观察顺序表，你发现了什么？（引出“十进制 ”，并用课件出示“十

进制 ”的概念） 

    师：“相邻”的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 

    师：谁能举例说说哪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率是十？ 

三、巩固练习。 

    完成练一练的 1—5题 

   T1：在数轴上找到大数的位置。体会数轴的有向性。 

   T2：让生看图说说，体会大数的实际意义。 

   T3：根据提示写大数，明确大数的意义。 

   T4：同桌游戏：一人拨数，一人说数的组成。 

四、全课总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你认为你在今天的课堂上表现的怎么样？ 

师总结：本节课我们了解了亿以内的数位顺序，并知道从右起每四位分一级，分别是个

级，万级，亿级。 

五、板书设计 

                           认识更大的数 

     计数单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 、十亿、百亿、千亿。。。。。。 

     数位：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十万位、百万位、千万位、亿位、十亿位、百

亿位、千亿位。。。。。。 

     数级：个级、万级、亿级。 

     个级：个位、十位、百位、千位。    万级：万位、十万位、百万位、千万位。 

     亿级：亿位、十亿位、百亿位、千亿位。 

                    第三 ：人口普查 

                            备课人：



 

 

教学内容： 

P6--7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借助数位顺序表，掌握大数的读写法，能正确地读写大数，同时培养认真

读写的良好习惯。 

2、经历自主探索大数的读写方法的过程，提升归纳与概括的思维能力。 

3、密切大数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感受数学的价值。 

教学重点： 

掌握亿及亿以上的读写法，能正确读写亿及亿以上的数。 

教学难点： 

掌握中间或末尾有“0”的数的读写法。 

德育渗透： 

培养学生的数感，迁移类推的能力，并结合相关数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准备： 

课件、计数器、数位顺序表。 

教学过程： 

一、练习读写，复习旧知 

    1、快速读出下面各数。 

    2000，4500，4523，6005 

    2、写出下面各数： 口述学生写数。 

    3、40059000 是（        ）位数， 含有（     ）级和（       ）

级，由（        ）个万和（       ）个一组成。 

     4、在计数器上拨出下面各数，并像前面一样说出每个数的组成。320080， 479853000，

2007000010。 

    问： 知道这些大数怎么读和写的吗？板书课题：“亿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 

二、新授： 

   1、亿以内数的读法。 

   ⑴读两级数。2010 年我国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出示地图。（ 、 、 ） 

这些数和刚才的数有什么不同？你会读吗，试一试。 



 

 

   交流读数的方法， 

   ①标上数位再读。 

   ②把数写在数位顺序表中，按照数位顺序往下读。 

   ③先分级，用虚线把万级和个级隔开，先读万级，再读个级。 

   ⑵小组讨论大数的读法 

   ①含两级的数怎么读？三级呢？ 

   ②万级的数和个级的数在读法上有什么不同？亿级的数呢？ 

   ③数位上出现 0又该怎么读？ 

   师总结： 

   我们可以总结出亿以内数的读法： 

   1.先读万级，再读个级； 

   2.万级的数，按照个级的读法读，在后面加上一个“万”字。 

   3.每级末尾不管有几个 0，都不读；其他数位上有一个 0或连续几个 0，都只读一个“零”。 

   2、亿以上数的读法。 

   我国总人口约为 1370536875 人，全世界人口约 6302309700 人； 

   学生试读，小结读法。学生汇报交流后， 

   3、练习： 

三、多位数的写法 

   1、亿以内数的写法（课件出示： 、 、 ） 

   （1） 写“ 人数”， 

   问：这几个数各有几个级？应该先写哪个级上的数，再写哪个级上的数。 

   学生尝试写数。 

   交流评价，并验证（将写出的数分级读出来） 

  （2）教学“ 人数”， 

   学生独立写数。小组交流，互相检查，让每一个同学都说一说自己是怎么想的，怎么写的？ 

反馈交流结果。 

 2、亿以上的数的写法。 

   （1）呈现题目：“ 人数” 

    先请学生读一读这个数， 



 

 

    师问：看看含有几级的数。  

     学生对照数位顺序表，尝试写一写。 对学有余力的学生要求放弃数位顺序表，直

接写数。 

   （2）、反馈写数结果。 

    小组交流，全班交流。板书呈现结果： 

    同组交流各自的写法，着重说明“零”的处理。 

    反馈交流结果。 

   （3）这时板书不出现数位顺序表，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可以用分级线段来代替数位顺序表。 

3、总结出亿以内数的写法： 

     让学生交流，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写数的规则。 

    ⑴弄清有几级的数。 

    ⑵从最 写起，写出每一级上的数。 

    ⑶哪一位上一个单位也没有，就写 0占位。 

4、练习： 

   （1）（课件：英国和 ）P7“练一练”T1。 

    你能读出 和英国的人口数吗？ 

    学生尝试后汇报。 

    师问：为什么只读出万以上的数？ 

     P7“练一练”T1(沙特 、巴西)： 

    写出他们的人口数（学生独立完成，全班订正） 

四、巩固练习 

    1、练一练第 2题，先读数，再连线。 

    2、同桌读写数游戏： 

    一位同学用计数器拨数，一位同学读数；一位同学写数，另一位同学读出来。 

    3、拨一拨，写一写，再读一读 

    用四个“5”和四个“0”组成一个八位数 

    （1）一个零都不读出来 

    （2）只读出一个零 

    （3）读出两个零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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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6122

https://d.book118.com/058142031117006122
https://d.book118.com/058142031117006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