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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数学教案精选 8 篇 

小学四年级数学优秀教案 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具体的例子，结合实际操作，使学生理解小数乘法的意

义。  

    2、结合小数乘法的意义，使学生能够计算简单的小数乘整数。  

    3、通过探究小数乘整数计算方法的一系列活动，培养学生的类

推迁移、联想转化等解决问题的策略意识。  

    教材分析  

    小数乘法的意义是在学生已经学习过“元、角、分与小数”、“小

数的意义”、“小数的加减法”和掌握了“整数乘法的意义”基础上进行教

学的，它是在整数乘法意义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  

    学情分析  

    我所抽班级学生有 73 人。这班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使用北大（版）

教材，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对于列出小数乘法算式以及得出结果，

学生不会有任何困难，关键在于学生能否联想到整数乘法的意义，然

后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出小数乘法的意义。所以针对这一点，我打算

利用小数加法的复习题，引导学生观察，使学生运用类推、迁移的方

法来理解小数乘法的意义。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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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数的意义：0、2 0、05（学生口答）  

    2、小数加法：0、6+0、6 0、8+0、8 0、2+0、2+0、2 0、4+0、

4+0、4 0、1+0、1+0、1+0、1+0、1  

    （1）学生口算  

    （2）你发现了什么？（都是求相同加数的和）  

    （3）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用乘法计算）  

    3、揭示新课：  

    （1）0、2+0、2+0、2，用乘法怎样表示？为什么这样列式，你

是这样想的？0、2×3表示什么意思？  

    （2）0、6+0、6，用乘法可以怎样写？0、6×2表示什么意思？  

    （3）剩下的几道怎样用乘法表示？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4）这些乘法算式与我们前面学的乘法有什么不同？（是小数

乘法）  

    4、归纳意义：  

    小数乘整数表示什么呢？  

    二、探究算法  

    1、请大家想办法算出 0、2×3的积。  

    （1）学生独立思考并计算。  

    （2）同桌交流算法。  

    （3）全班交流：  

    A、连加法：0、2+0、2+0、2=0、6  

    b、联想、转化：0、2 元=2 角 2 角×3=6角=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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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画图法：你是怎样画的？为什么要画 3 个 0、2？  

    d、推算：因为 2×3=6，所以 0、2×3=0、6  

    e、还有不同的吗？（略）  

    2、小结：只要适合自己，就是的！  

    三、巩固拓展  

    1、填一填  

    2、算一算  

    3、文具店里的数学问题：  

    （1）买 4 块橡皮多少元？  

    （2）买 3 支铅笔多少元？  

    （3）买 2 把尺子多少元？  

    （4）任选一种文具，你还能提出一步计算的乘法问题吗？  

    四、阅读质疑  

    （1）阅读教材 38~39，把书中内容补充完整。  

    （2）还有不懂的问题吗？  

    五、全课小结：你有哪些收获？  

小学四年级数学教案 篇二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西师版）四年级上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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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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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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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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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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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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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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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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在这个教学环节中，突出用三角板画角的方法，特别强

调确定端点，再从端点靠三角板的两边画射线。这个画法与角的定义

是吻合的，通过学生画角，能加深学生对角的理解。这个环节的另一

个特点就是教学层次清楚，每个环节的引导过程，就是学生的认知过

程，通过这样清晰的教学设计，使学生能牢固地掌握画角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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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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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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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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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四年级数学教案 篇三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量角器，会用量角器量出角的度数．认识直角、

平角、钝角、锐角和周角．  

    2．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教学重点：建立各种角的概念．  

    教学难点：正确地用量角器度量角的大小．  

    教学过程：  

    一、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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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演示课件角的度量导入  

    提问：这些角你能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给他们排一下队吗？  

    教师指出左端两个大小比较接近的角  

    提问：你知道他们相差多少吗？  

    2．教师谈话：如果我们能够度量出每个角的大小，以上问题就

可以解决了．你们想不想知道他们究竟相差多少呢？（揭示课题角的

度量和角的分类）  

    二、探索新知  

    （一）角的度量  

    1．出示图片认识量角器  

    讲解：量角的大小，要用量角器，因为它的形状是一个半圆，所

以又叫关圆仪．角的计量单位是度，用符号表示，结合图片，认识半

圆仪中心，0 刻度线和内外圆刻度．  

    2．（1）播放视频 1 角的概念  

    （2）出示几个不同的角，并估算角的度数．  

    （教师：要想知道所估算的是否准确，还要通过测量．）  

    3．量角的方法  

    （1）自学教材第 123 页第一、二自然段．  

    （2）由学生汇报度量角的方法．结合黑板上的角，边度量边介

绍．  

    （3）播放视频量角方法  

    （4）尝试测量角的度数（尽量使角的开口方向不同）巡视中注



 

 9 

意了解学生掌握情况．  

    （5）教师举出几种学生常见的错误：  

    错误类型一：学生量角时，量角器中心点和角的顶点没重合．  

    错误类型二：量角器 0 刻度线与边没对齐．  

    错误类型三：看错了刻度，应看里圈，却看外圈刻度了，或者应

看外圈却看里圈刻度了．  

    （6）讨论：怎样避免前面的错误，正确迅速地量出角的度数呢？  

    （0 在哪个圈上，就在哪个圈上找角的另一边所对的刻度）  

    （7）播放视频角的大小比较  

    （播放前先请同学用估算的方法判断，播放后教师进行总结）  

    （二）角的分类  

    1．自学教材第 124 页《角的分类》．（可按书中内容边学习边操

作）  

    2．小组讨论：  

    （1）角可以分哪几类？每类角的特征是什么？  

    （2）直角、平角、周角之间有什么关系？  

    （3）平角和直线一样吗？  

    3．利用活动角，按老师要求摆角．  

    （直角、钝角、平角、锐角。.。.。.）  

    三、巩固练习  

    1．量一量一副三角板中各个角的度数．  

    2．完成教材第 126 页第 7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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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不用度量你能知道每个时刻分针与时针的夹角吗？  

    3．利用活动角的量角器摆出下面各角．  

    （1）直角（2）平角（3）120（4）30（5）77  

    四、质疑总结  

    1．这节课都学会了什么？  

    （角的度量和分类．量角时要对刘顶点和 0 刻度线，确定如看哪

一圈刻度）  

    2．教师整理成顺口溜助记  

    量角器量角很简单，角可分为五大类．  

    中心重合角的顶点，直、平、周角最特殊，  

    一条边对齐 0 刻度，锐角小于九十度，  

    角的度数看另一边．钝角介于直、平间．  

    3．鼓励学生对所学知识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解题  

    五布置作业  

    完成第 127 页第 9 题．  

    把下面的角的度数分别填在适当的圈里．  

    五、板书设计  

    角的度量和角的分类  

小学四年级数学优秀教案 篇四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通过观察、讨论感知生活中的垂直与平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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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置关系，初步认识垂线和平行线。  

    3、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及空间想象能力，引导学生树立合作探

究的学习意识。  

    ［教学重点］  

    正确理解“相交”“互相平行”“互相垂直”等概念，发展学生的空间

想象能力。  

    ［教学难点］  

    相交现象的正确理解（尤其是对看似不相交而实际上是相交现象

的理解）。  

    ［教具、学具准备］  

    课件，水彩笔，尺子，三角板，量角器，小棒，淡粉色的纸片，

双面胶。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四年级上册 64～65 页

的内容。  

    ［教学过程］  

    一、画图感知，研究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导入：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直线，知道了直线的特点，今天咱们

继续学习直线的有关知识。  

    （一）学生想象在无限大的平面上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师：老师这儿有一张纸，如果把这个面儿无限扩大，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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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大的平面上，出现了一条直线，又出现一条直线。想一想，这

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是怎样的？会有哪 几种不同的情况？（学生想

象）  

    （二）学生画出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各种位置关系  

    师：每个同学手中都有这样的白纸，现在咱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无

限大的平面，把你刚才的想法画下来。 注意，一张白纸上只画一种

情况。开始吧。（学生试画，教师巡视）  

    二、观察分类，了解平行与垂直的特征  

    （一）展示各种情况  

    师：画完了吗？在小组中交流一下，看看你们组谁的想法与众不

同？（小组交流）  

    师：哪个小组愿意上来把你们的想法展示给大家看看？（小组展

示，将画好的图贴到黑板上） 师：仔细观察，你们画的跟他们一样

吗？如果不一样，可以上来补≮.≮充！（学生补充不同情况）  

    （二）进行分类  

    师：同学们的想象力可真丰富，画出来这么多种情况。能把它们

分分类吗？在小组中交流交流。 （小组讨论、交流）  

    1、小组汇报分类情况。  

    预案：  

    a、分为两类：交叉的一类，不交叉的一类；  

    b、分为三类：交叉的一类，快要交叉的一类，不交叉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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