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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数学上册《三位数乘两位数》精品教案（优秀 8 篇） 

 

  在教育的百花园中，百花吐艳离不开园丁爱的奉献。下面是本店

铺整理的 8篇《四年级数学上册《三位数乘两位数》精品教案》，希

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朋友、小朋友们。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优秀教案 篇一 

  教学内容 

  教材第 33、34 页，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 

  教学提示 

  本部分的教学是口算乘法，包括：整百数乘整十数、几百几十的

数乘整十数。这些内容是义务教育阶段有关整数口算乘法的教学目标，

它是作为小学生应该具备的口算乘法技能的基本要求。教学时，要注

意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能自主学习，掌握整数乘法的一般口

算方法。 

  教学目标 

  理解整百数乘整十数和几百几十的数乘整十数的口算算理；掌握

合理的口算方法。能正确进行口算，培养思维的灵活性，促进思维条

理化。 

  过程与方法 

  经历过口算步骤的推导，初步培养学生的类推能力；结合形式多

样的练习，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积淀数学意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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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参与口算，是学生养成积极动脑、认真口算的良好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整百数乘整十数和几百几十的数乘整十数的口算

方法。 

  教学难点：掌握合理的口算思考过程，正确进行口算。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 

  学生准备：课前小研究，学习用品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1、复习回顾，谈话导入 

  学生开火车，直接说出得数。教师随机选两题，说一说口算方法。 

  设计意图：通过复习整百数乘一位数的乘法口算，帮助学生回忆

口算的方法，为新课的学习做好铺垫。 

  2、创设情景，导入新课，出示信息窗，找出数学信息。 

  出示情境图信息窗一、让学生欣赏图片，搜集数学信息 

  谈话：请大家仔细欣赏图片，并要认真阅读下面的文字，看你从

图中能得到哪些信息？谁能发表你的看法？ 

  学生交流自己的想法。 

  根据信息提出问题。 

  谈话：根据我们得到的这些数学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学生提出问题，教师把本节课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板书在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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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学习目标：同学们提的问题还真多，我们本节课重点研究这

几个问题，以完成这样的学习目标。 

  （1）整百数或整百整十数乘整十数的口算方法。 

  （2）养成认真计算的良好学习习惯。 

  （二）探究新知： 

  自主探究，学习新知 

  根据数学信息，提出数学问题 

  根据你找到的数学信息，你想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探索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方法 

  （1）一组共发放了多少份宣传资料？指名学生列式：400X20（板

书）得数是多少呢？ 

  （2）把你的算法在小组里互相说一说指名小组代表交流 

  预设 1、根据 4X2=8，推算 400X20=8000 

  预设2、根据400X2=800，再算800X10=8000预设3、先算4X20=80，

再算 80X100=8000 

  （3）比较异同，优化算法 

  其实这几种算法都是转化为我们学习过的算式进行计算。几种算

法中你最喜欢哪种算法？ 

  交流讨论，让学生·发现两个因数末尾 0 的个数与积末尾 0 的个

数的关系，通过对比，让学生体会到确实用添 0 的方法来计算这些题

最简便，那添 0 法到底是怎么样的？让学生分小组去归纳：只要先把

0 前面的数相乘，然后看两个因数末尾一共有几个 0，就在积的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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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几个 0。 

  （4）即时练习：自主练习第一题，算一算，比一比，体会算法。 

  探索几百几十乘整十数的口算。 

  （1）教材 34页红点问题：二组一共发放了多少份宣传资料？ 

  指名列式：210X30（板书） 

  又该怎样计算呢？ 

  （2）把你的算法在小组里互相说一说。指名小组代表交流。 

  预设 1、先算 21X3=63.再推算 210X30=6300 

  预设 2、先算 210X3=630，再推算 630X10=6300 

  （3）优化算法：先把 0 前面的数相乘，然后看两个因数末尾一

共有几个 0，就在积的末尾加上几个 0。 

  设计意图：使学生掌握整数乘法口算的方法，体验解决问题策略

的多样性。同时在对比中归纳出简便算法。 

  （4）即时练习：自主练习第三题 

  （三）巩固新知： 

  自主练习 1和 3.直接写得数。 

  让学生独立完成，然后讲一讲，集体订正。 

  重点让学生说算法：怎样算？ 

  自主练习 2.解决问题。 

  学生说思路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设计意图：让学生经历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可以解决问题，培养学

生的发散思维，巩固本节课所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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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达标反馈 

  口算，我最棒！ 

  400X30=90X600= 

  50X200=30X300= 

  250X40=490X20= 

  160X50=70X130= 

  《三位数乘两位数》教学设计 篇二 

  一、教学内容： 

  三年级下册教科书第 51页。 

  二、教材分析： 

  本课内容是学生学习了两位数乘一位数和整百数乘整十数口算

的基础上进行的，是把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转化到整百数乘整十数

的口算上来，让学生借助已有的学习经验，创设现实的学习情景，增

加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观察对比的机会，培养学生的估算能力。 

  三、学情分析： 

  三年级学生在第一学段已经多次经历过估算，对于估算的基本方

法学生并不陌生，教学时应充分放手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引导学生

自主归纳总结估算的方法，进一步体会“算法多样化”与“算法优化”

的关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从多种方法中选择一种合理的、简洁的方

法进行估算。 

  四、教学目标分析： 

  1、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会估算的方法，并能熟练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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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估算。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提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3、在具体的情境中，能对估算的结果作出合理的判断，体会估

算的必要性。 

  五、教学重难点： 

  1、重点：使学生学会估算的方法，并能熟练的进行估算。 

  2、难点：选择一种合理的、简洁的方法进行估算。 

  六、教学过程： 

  1、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1）谈话导入 

  师：同学们，我们已经知道 20XX 年奥运会的帆船比赛在青岛举

行。为了办好奥运会，青岛人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想知道青岛的小学

生在做什么吗？请看大屏幕——出示情境图。 

  （2）搜集信息。 

  师：仔细情境图，你看到了什么？ 

  生 1、我看到“我为奥运种棵树”几个字。 

  生 2、育才小学有 18个班，平均每班发 223包树种。 

  生 3、光明小学有 12个班，平均每班发 340包树种。 

  （3）提出问题。 

  师：同学们观察得真仔细，为了美化青岛，青岛市政府向全社会

发出了倡议书，还免费向市民发放树种呢，人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第 8 页 共 35 页 

植树造林。根据两位小同学的介绍，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生 1、我想知道育才小学发了多少包树种？ 

  生 2、我想知道光明小学发了多少包树种？ 

  生 3、我想知道哪个学校发的树种多？ 

  2、自主探究，解决问题，学习估算的方法。 

  （1）解决问题“育才小学大约发了多少包树种”，探究估算的

方法。 

  A、引入课题 

  师：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哪位同学能列式？（223X18） 

  师：同学们，这是几位数乘法？（板书：三位数乘两位数） 

  师：你想用什么方法算 223X18？ 

  生 1、我想列竖式计算。 

  生 2、我想估算。 

  生 3、我想口算。 

  师：这些方法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求育才小学大约发了

多少包树种，应该选用哪种方法算？今天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估算，好

吗？ 

  B、独立探究 

  师：下面我们就开动脑筋，先自己想一想、估一估，然后把你的

想法跟同桌说一说，准备全班交流。 

  C、全班交流 

  师：谁能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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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1、我是把 223 看作 200，把 18 看作 20，200X20＝4000，所

以 223X18≈4000。 

  生 2、我把 223 看作 220，把 18 看做 20，220X20＝4400，所以

223X18≈4400。 

  生 3、我把 223 看作 200，18 不变，200X18＝3600，所以 223X18

≈3600。 

  D、验证，总结方法 

  师：好了，同学们想到了 3 种估算的方法，估算的结果分别是

4000、4400、3600，育才小学究竟发了多少包树种呢？赶快用计算机

计算下吧。 

  师：精确的结果是多少？（4104 包） 

  师：精确的结果是 4104 包，我们估算的结果都在 4104 包左右，

看来同学们的方法都是合理的。同学们看，这几种估算的方法都是把

因数看作什么数来估算的？ 

  生 1、都是把因数看作整十、整百数。 

  生 2、都是把因数看作接近的整十、整百数。 

  师：是，估算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两个因数都看作接近的整十、

整百数，也可以只把其中的一个因数看作接近的整十、整百数，另一

个因数不变。同学们，这两种方法相比，哪种方法更简便些？ 

  生：都看作整十整百数简便，这样口算起来更快。 

  师：所以，在估算的时候我们一般都选用这种方法。 

  E、估一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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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X19713X49 

  （2）解决问题“光明小学大约发了多少包树种”。 

  A、交流估算方法 

  师：下面独立解决“光明小学大约发了多少包树种”，准备全班

交流。 

  师：谁愿意说一说你是怎么估算？ 

  生 1、我把 340 看作 300，把 12 看作 10，300X10＝3000，所以

340X12≈3000。 

  生 2、我把 340 看作 350，把 12 看作 10，350X10＝3500，所以

340X12≈3500。 

  生 3、340 是整十数，可以不变，把 12看作 10，340X10＝3400，

所以 340X12≈3400。 

  B、引导对估算结果作出判断。 

  师：同学们，我们先看第一种方法，估算的结果是 3000，不用

计算器，猜猜看，估算的结果比实际发的包数多了还是少了？为什么？ 

  生：我认为少了，因为把 340 看作 300，变小了，把 12 看作 10

又变小了，两个因数都看小了，积肯定就小了。 

  师：说得多清楚！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同学的方法，估算的结果是

3400。你认为是估大了还是估小了？为什么？ 

  生：我认为还是估小了。因为 340 不变，另一个因数 12看作 10

变小了，所以，估算的结果还是小了。 

  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同学的方法，结果是 3500。你认为是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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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还是估小了呢？ 

  生：我认为估小了。 

  师：为什么呢？ 

  生：你看，本来是 12个 340，看成了 10 个 340，少了 680。 

  师：这位同学说，本来是 12个 340，看成了 10 个 340，少了 680，

所以估算的结果就一定小了，大家同意吗？ 

  （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发言） 

  C、验证，总结估算规律 

  师：3500 还是估小了，我们的判断对不对呢？用计算器验证一

下吧。结果是多少？（4080） 

  《三位数乘两位数》教案 篇三 

  教学内容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上册第 47页及相应练习 

  教材分析 

  该课内容为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第一课时，在三年级学生已经

学过多位数乘一位数，两位数乘两位数，本节课是在两位数乘两位数

的基础上学习的，其乘法算理是一样的。该课也是小学阶段整数乘法

的最后内容。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两位数乘两位数笔算知识的迁移，自主理解三位

数乘两位数的笔算算理，掌握三位数乘两位的笔算方法。 

  2、引导学生结合具体的问题情境，选择合适的估算方法，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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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迁移的过程，培养学生类推能力和概括能力。 

  3、在学习过程中，感受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培养学生认真计算并养成验算的习惯。 

  教学重点 

  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笔算方法，能够正确进行笔算。 

  教学难点 

  理解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原理。 

  教具准备 

  课件、学生用计算器 

  教学过程 

  课前 2分钟口算练习 

  一、情境导入 

  播放北京标志性景点的图片。 

  教师：同学们，暑假你们都去哪里玩了呢？王叔叔、李叔叔暑假

去了首都北京旅游，他们乘车所用的时间都是 12 小时，想知道他们

是怎么去的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王叔叔 

  旅游大巴 

  平均 78千米/时 

  李叔叔 

  火车 

  平均 145千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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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他们是从同一个城市去的么？ 

  教师：根据提供的信息，你能算出王叔叔所在城市到北京多少千

米么？指明学生列出算式：78X12 

  学生列竖式计算，交流、汇报。 

  二、探究新知 

  李叔叔所在的城市离北京又有多少千米呢？如何计算呢？ 

  引导学生列出算式：145X12 

  1、运用估算 

  能不能估一估李叔叔住的城市离北京大约有多少千米呢？ 

  说一说估得方法。 

  要想知道准确结果，还得用笔算。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笔算三位数乘两位数。（板书课题） 

  2、探究算理 

  学生尝试笔算，教师巡视，挑选出几种不同思路的算法到黑板板

演。我们先请刚才板演的同学说一说他是怎么算的吧，每一步的算理。

（根据学生汇报，课件演示） 

  1 4 5 

  X 1 2 

  2 9 0 ——表示什么？（表示 2小时行的路程，即 290 个（1） 

  1 4 5 —表示什么？（表示 10小时行的路程，即 145 个 10） 

  1 7 4 0 

  我们想知道这个结果是否正确，有什么好办法呢？（一是与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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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二是通过验算。） 

  3、讨论交流 

  大家四人一组讨论一下，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是什么样的，

互相说一说。 

  4、学生汇报。 

  三、巩固练习 

  1、教材第 47页做一做横着第一排。 

  学生独立计算完成，教师巡视发现典型现象，请其板演。 

  集体订正。 

  2、算理选择题 

  （1）在计算 234X35 的时候，2X5 表示（ ） 

  a.2X5 b.20X5 c.200X5 d.200X50 

  （2）下面（ ）算式中 2X5 表示的意思是 200X50 

  a.209X15 b.205X52 c.325X52 d.152X5 

  3、不计算，选择答案。 

  425X19＝（ ） 

  a.3825 b.8020 c.8075 d.46325 

  425X219＝（ ） 

  a.93075 b.68000 c.46325 d.80000 

  4、练习八第 1.2 题 

  四、课堂小结 

  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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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数乘两位数教案 篇四 

  教学目标： 

  1、学生经历探索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的过程，初步掌握

笔算方法，理解算理与方法。 

  2、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体验计算方法的多样化，并

在相互比较中，自主掌握优化的方法。 

  3、在探索算法与解决问题过程中，感受“借助旧知识，解决新

问题”的策略意识，体验成功的喜悦，体会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教学重点：在理解算理基础上掌握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教学难点：理解乘的顺序以及第二部分积的书写方法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环节一、情境引入 

  1、师生谈话： 

  老师准备买一些新书，在购书的过程中也隐含着很多的数学问题。 

  2、引出新知：（课件出示：一本书 23元） 

  师：你想到了什么数学问题？生提问。 

  老师如果买 2本书要多少钱？买 10本书呢？ 

  算式怎么列？会计算吗？ 

  这些算式同学们以前学过，是”旧”知识了。(板书旧) 

  3、师提问题：如果要买 12 本这样的书，要多少元呢？（列式：

23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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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算式。(板书课题) 

  环节二、算法探究 

  1、估算： 

  估一估，23X12 大约是多少？比如 

  A: 23 估成 20，12 估成 10，20X10=200。 

  B: 23 估成 20，20X12=240。 

  C: 12 估成 10，23X10=230。 

  …… 

  过渡：到底等于几？以前学过吗？这是个”新”问题(板书新)，

该怎么办啊？能不能把新问题转化成旧知识来解决呢？ 

  2、自主探索： 

  学生独立在练习纸上计算23X12.教师进行巡视指导部分学困生。 

  3、小组交流（学生组内交流） 

  4、全班汇报： 

  预计学生可能会出现下列当中的几类方法： 

  （1）23+23+…+23=276（12 个 23 相加） 

  （2）23X2X6=276 

  （3）23X10+23X2=276 

  （4）竖式 

  教学调控：每出现一种方法，应该让学生讲明算理与方法，并让

下面的学生提出不明白的问题。(让学生借助图来说说算式的意思) 

  5、优化口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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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真了不起。通过把 12 拆成两个数相加，或拆成两个数相

乘。使这个新问题，变成了我们学过的知识来解决。 

  ⑴你觉得把 12 怎么拆最简便呢？ 

  ⑵如果现在买 13 本，23X13 你打算怎么算？ 

  ⑶探讨：为什么不用连乘法？ 

  ⑷教师指出：看来在计算时，连乘有局限性。拆成整十数和一位

数不仅适用范围广，而且好算。 

  6、研究笔算 

  ⑴(生出现列竖式)刚才还有同学列竖式计算，勇敢的进行了尝试。

现在谁愿意把你的竖式展示给大家看看。（直接反馈） 

  (生没出现)师：我们以前学习两位数乘一位数的时候可以用竖式

做，那两位数乘两位数可以吗？自己试着做做看。用这种方法做的时

候要注意什么？（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 

  ⑵学生尝试列竖式。 

  ⑶（投影机）反馈，全班交流(学生可能出现以下几种) 

  2 3 

  X 1 2 

  276 

  2 3 2 3 4 6 

  X2 X 1 0 ＋2 3 0 

  4 6 2 3 0 2 7 6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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