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小学数学教案（精品）
  

 

小学数学教案 篇 1 

  第三册“倍”的初步认识教学预案 

  教学内容：苏教版小学数学第三册 63 页至 64 页的内容 

  教学目标： 

  1、经历认识“倍”的学习过程，初步建立“倍”的概念，理解“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

几倍”的含义。弄清“几份”和“几倍”之间的联系。 

  2、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推理、分析、迁移的能力和有条理地叙述的能力。 

  教学重点：建立“倍”的概念。 

  教学难点：理解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的含义。 

  教学准备：图片、小棒 

  教学方式：动手操作、师生互动、情境创设 

  教学过程： 

  一、情境创设、复习铺垫。 

  1、看图说说各是几个几。 

  （1） 

  （2） △△△ △△△ △△△ △△△ 

  2、口答：苹果： ○○○ 

  梨 ： ●●● ●●● 



  苹果有 3只，梨有（ ）个 3只。 

  设计意图：几个几的知识的复习，为沟通旧知“几个几”与新知“几倍”的联系作了良

好的铺垫。降低了几倍的意义的教学难度。 

  二、操作探究、初建概念 

  1、师生探讨。 

  （1）出示情境图（三个小朋友的对话，并分别指蓝花、黄花和红花） 

  （2）引导学生摆花片：摆 2朵蓝花片 

  我们还知道黄花 3个 2朵，怎样摆黄花呢？（学生讨论后试摆） 

  （3） 指名上黑板摆黄花。 

  问：“他摆的是几朵花？他是怎样摆的？” 

  问：“比较一下蓝花和黄花，你发现了什么？” 

  可能有学生说：“我发现黄花比蓝花多 4朵。” 

  也可能有学生说：“蓝花比黄花少 4朵。” 

  “我还发现蓝花和黄花一共 8朵。” 

  师指图问：“你还能发现什么？同桌互相讨论一下。” 

  如果有学生说：“黄花的朵数是蓝花的 3倍。”那我会惊讶地说：“你再说一遍，我没

听懂呢？”当学生再说一遍后，我会说：“你们看出来了吗？我怎么看不出来，你能教教我

吗？” 

  [这里通过出示情境图、摆花片、比较蓝花和黄花，让学生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数

学源于生活，没有生活的数学是没有魅力的数学。同时我通过“你能教教我吗？”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的欲望。] 

  2、揭示课题。 



  问：“你是怎样知道黄花的朵数是蓝花的 3倍的呢？” 

  引导学生说出黄花有 3个 2朵，就是 2 朵 2 朵地摆黄花，要摆 3次，黄花有 3个 2朵，

就是黄花的朵数是蓝花的 3倍。 

  教师指出：把蓝花的朵数看作 1份，黄花的朵数有这样的 3份，我们就说，黄花的.朵

数是蓝花的 3倍。 

  这里黄花的朵数与蓝花的朵数之间存在着“倍”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讨论的“倍”

的初步认识。 

  3、逐层认识。 

  追问：把蓝花的朵数看作 1份，黄花的朵数有这样的几份？我们可以怎样叙述他们之间

的关系呢？ 

  同桌互相说说。 

  如果黄花再添 2朵，现在是几个 2朵，我们怎样叙述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指名回答。 

  如果拿去 4朵黄花，剩下几朵黄花，那么黄花的朵数是蓝花的几倍呢？ 

  4、练习反馈。 

  出示“想想做做”第 2题 

  让学生边看图边说出两种书的倍数关系。 

  设计意图：通过以上的操作，使学生明白几个几份，就是几倍，由日常概念“份”引出

数学概念“倍”。由学生先探讨，然后再研究，最后教师再揭示，层层推进，加深了对“倍”

的认识。同时通过份数的变化，让学生明白“份数”与“倍数”的关系 

  三、深入研究、巩固认识。 

  1、动手操作。 

  蓝花有 2朵，红花有 4个 2朵，你能摆出来吗？ 



  指名上去摆红花。 

  问：“他是怎么摆的？为什么要 2朵 2朵地摆？” 

  问：“怎样说出红花与蓝花的关系？” 

  指名回答，然后一起说。 

  如果再添 2朵蓝花，现在是几朵蓝花？那么蓝花有 4朵，红花有几个 4朵呢？我们就说

红花的朵数是蓝花的几倍？ 

  2、练习深化。 

  出示“想想做做”第 3题 

  提问：“白菜有（ ）棵，青菜有（ ）个（ ）棵。青菜的棵数是白菜的（ ）倍。 

  如果添 1棵白菜，青菜的棵数又是白菜的几倍呢？ 

  如果再添 2棵白菜，白菜有（ ）棵，青菜有（ ）个（ ）棵，青菜的棵数是白菜的（ ）

倍。 

  设计意图：上一层次的教学主要是让学生掌握“几份”就是“几倍”的联系，这里着重

让学生了解当标准量发生变化时，那他们的倍数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学生在情境的创设和动

手操作中自主构建了数学知识，在探究中发现，在合作中明理，从而对“倍”的含义的理解

更加理性。 

  四、导练启思，拓展延伸 

  1、做“想想做做”第 1题 

  提问：红带子的长是绿带子的几倍？你是怎么知道的？ 

  2、做“想想做做”第 4题 

  （1）出示题目，自读理解 

  （2）动手摆一摆，填一填 



  （3）在小组内互相交流 

  3、做“想想做做”第 5题 

  学生在书上画一画，教师注意巡视检查 

  4、游戏：教师拍一倍的次数，学生按要求有节奏地拍出表示几倍的次数。 

  5、发展练习：（显示情境画面） 

  看，妈妈买回来的水果真多呀！ 

  2 个苹果 3 支香蕉 4个桃 6 个梨 12 个草莓 

  看着这幅图，用今天学的有关“倍”的知识说一句话。 

  设计意图：练习形式多种多样，使学生对“倍”的理解更加透彻。拍手游戏既可以检查

全体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可以调节课堂气氛。而发展练习更能体现学生的自主性，学生在自

主探究中发展思维，提高语言的叙述能力。 

  五、总结提升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还有哪些疑问？ 

 

小学数学教案 篇 2 

  教学内容：教科书第 106107页练习二十第 511 题。 

  教学要求：使学生熟练掌握混合运算的两步计算式题的运算顺序，能按顺序正确地进行

计算。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二、运算顺序练习。 



  1、口答下列各题的运算顺序。 

  （1）648＋4（2）48＋36－66（3）55－75 

  （4）（84－36）8（5）48（8－2）（6）59＋6 

  2、学生小结混合运算 

  算两步式题的`运算顺序。 

  三、计算练习。 

  1、完成练习二十第 5题。 

  独立完成比较异同之处。 

  问：为什么题目中的数字相同，但结果不同？ 

  指出：计算时要看清运算符号，弄清运算顺序。 

  2、完成练习二十第 7、8题。 

  3、小结：两步计算的混合运算时都要按一定的顺序一步一步算，等式计算要注意格式。 

  四、应用题练习。 

  1、完成练习二十第 9、11 题，分别说出解题思路。 

  2、小结：解答连续两位应用题所求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的一个已知条件。 

  五、课堂作业。 

  练习二十第 6、10 题。 

 

小学数学教案 篇 3 

  教材内容： 



  教材的地位和作用这部分内容是学生已经认识了自然数，并初步认识了分数和小数的基

础上，结合熟悉的生活情境，初步认识负数。通过教学，一方面可以适当拓宽学生对数的认

识，激发进一步学习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为学生在第三学段进一步理解有理数的意义以及进

行有理数运算打下基础。 

  教学目标： 

  ①收集生活素材来渗透负数的概念。引导学生初步理解正、负数可以表示两种相反意义

的量。 

  ②能正确地读写正数和负数，知道 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③初步学会用负数表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对正数、0、负数之间的大小有个

直观的认识。 

  ④感受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培养自主探求新知的良好品质及实际应用能力。 

  学者分析： 

  本班有学生 62人，大部分属于中上水平，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认知水平，他们好奇心

强，具有创新和知识的迁移能力。 

  教学策略： 

  (1)通过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情景，帮助学生了解负数的意义。负数的产生和发展源于

生活的需要。因此，教学本节课应注意为孩子们提供众多丰富的生活中的正负数现象，既让

学生引起探究的兴趣，又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生活中，体验到数学的无穷魅力和价值。 

  (2)借助直观手段理解相反的分界点与“0”的关系。本课的难点在于学生不容易理解负

数、正数与 0 的关系。如何突破难点，直观教学手段是关键。这其中温度计的观察和海拔图

的使用，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逐步从直观到半直观再过渡到比较抽象地认识到它们三者之间

的关系。 

  (3)开展有层次的探究活动，引领学生主动建构，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复印存折明细记录贴入，观察支出(—)，存入(+)，这一栏的数各表示什么意义? 

  “+”表示( ) 

  “_” 表示( ) 

  他们表示的.意思是() 

  {填相同还是相反} 

  2、上网收索今天的天气预报，记录哈尔滨，和福州的气温数据。 

  哈尔滨( )表示—-------------------------------------------- 

  福州( )表示—-------------------------------------------- 

  它们是以( )度为基准，例如：+16°表示--------------+16°表示-------------- 

  —16°与—16°表示两个( )意义的量。 

  哪个地方的气温高，哪个地方的气温低? 

  比较：+16°( )—16°{填>，<或=} 

  3、带有“+”的数有-------------叫----数 

  带有“-”的数有------------- 叫----数 

  +16 读作--------------------—16 读作 

  4、思考：0是正数还是负数? 

  5、收集生活中不同用法的负数，并说说表示什么? 

  二、讲授新课 

  1、检查 



  (1)+500 表示存入 500，—500 表示支出 500，它们表示的意思是(相 反 ){填相同还是

相反} 

  (2)打开天气预报图 

  哈尔滨( —9°~~~—19° )表示—----今天气温零下 9度到零下 19 度之间，气侯寒冷，

下雪，结冰。------ 

  福州( 11°~~~~~6° )表示—----今天气温零上 11 度到零上 6 度之间，气侯较温暖 ，

看不见下雪，结冰的现象。------ 

  它们是以( 0 )度为基准，例如：+16°表示--零上 16 度-----—16°表示----零下 16

度---- 

  +16°与—16°表示两个(相反 )意义的量。 

  哪个地方的气温高，哪个地方的气温低? 

  补充：认识数轴表示 

  —16 0 +16 

  (3)生汇报 

  带有“+”的数有------------- 叫正数 注：也可省略“+”号 

  带有“-”的数有------------- 叫负数 注：不可省略“—”号 

  +16 读作-正十六-------—16 读作—负十六-------- 

  (4)0 是正数还是负数?把你的思考与小组交流，讨论。然后小组汇报。 

  总结：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它是正负数的分界点。 

  (5)、举生活中正负数的例子 

  例如：盈利与亏选，上车人数与下车人数，地上成数与地下层数，水位升高与下降，相

反方向的距离等。 



  学完这节学生还有疑难问题吗?，提出，由同学，小组解决，最后困难由老师及时解答。 

 

小学数学教案 篇 4 

  教学目标： 

  1、从不同方向观察由小正方体组成的立体图形。并能描述看到的形状。 

  2、能辨认从同一方向观察不同的物体得到的形状。 

  教学重点： 

  认识到从不同位置观察拼摆的立体图形所看到的形状是不同的。 

  教学难点： 

  能辨认从前面、左面、上面观察到的物体的形状。 

  教学准备： 

  正方体木块、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迁移，预习新课。（课件出示） 

  1、由两个小正方体组成以下图形，画出从前面、上面、左面所看到的图形。 

  第二单元第 1 课时观察物体（一）导学案 

  问，从这三面看到的图形的形状一样吗？也就是说从不同的方面所看到的物体的形状有

的`是相同的，有的是不同的。 

  引入课题，这节课学习“观察物体”。 

  2、课堂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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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2813511610

100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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