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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毫米的认识》教学设计 

    《毫米的认识》教学设计   

    济南市玉函小学  

     寇文娟   

    教学内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上册 2—3 页 教

学目标：   

    1．让学生懂得测量不同长度的物体要用合适的长度单位，认识长

度单位毫米，初步建立 1 毫米的长度观念，并学会用其量物体的长度，

知道 1 厘米=10 毫米。   

    2．使学生经历测量的过程，发展测量技能，培养估测意识和能力。 

3．让学生在学习中能主动求知，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加强与同学的交

流，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细心、认真的学习习惯，并在学习中

获得自信。   

    教学重点：建立 1 毫米的长度观念。知道 1 厘米=10 毫米。   

    教学难点：掌握用毫米量的方法，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建立 1 毫

米的长度观念。   

    教具准备：米尺、直尺、课件  

     学具准备：直尺、小方片   

    一、复习   

    师：同学们回忆下我们学过了哪些长度单位？ 生：米和厘米   



    师：请大家用手比划一下 1 米大约有多长。   

    测量哪些物体的长度时一般用米做单位？   

    生：测量门的高度时用米作单位（大树的高，黑板的长度，教室

的长） 师：请大家用手比划一下 1 厘米大约有多少？   

    测量哪些物体的长度时一般用厘米作单位？   

    生：测量铅笔的长时用米做单位（橡皮的长，铅笔盒，书本）   

    看来前面的知识大家学的非常扎实。   

    二、导入   

    师：同学们手中都有一个写作业用的小演草，你们手中也有这样

的小演草，请你先观察，再用我们学过的知识估一估小演草的宽度。 师：

谁来说一说   

    生：我估测小演草的宽度大约是 10 厘米。 师：你估测的依据是

什么？   

    生：1 厘米大约有这么长，小演草宽度大约有 10 个这么长。   

    师：老师也进行了估量，我感觉小演草的宽度比 15 厘米的尺子短

一点，它大约有 14 厘米宽。   

    师：谁估计的结果比较准确呢？用什么方法验证？ 生：可以用尺

子测量 生测量、汇报   

    谁想说一说你的测量结果   

    生：比 12 厘米长  

    生：不到 13 厘米  

    生：12 厘米半   



    师：在这次测量中，我们发现，我们学过的长度单位米和厘米不

够用了，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习新的长度单位——毫米。   

    板书：毫米的认识   

    三、学习新知 1.认识、感知   

    师：1 毫米有多长呢？同学们看屏幕，老师这有放大的尺子，请大

家观察尺子上除了刻度，0、1 之间有什么？   

    生：较短的刻度线  

    生：还有小格  

     刻度线之间是什么 师：（PPT）同学们观察的真仔细，这样的 1

个小格的长度就是 1 毫米。 师指后面任意两个小格，问，这个小格的

长度呢？   

    总结，每一个小格的长度是相等的，它们的长度都是一毫米。 感

知：   

    师：一毫米的长度到底有多长呢，我们要借助教具中的小方片来

感受一下。 师：请同学们将小方片用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地夹住。   

    同学们感爱一下 1 毫米的厚度   

    再用左手小心翼翼地把卡抽出，观察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缝隙，大

约就是1 毫米。   

    师：同学们再拿起，再观察一下小方片的厚度，思考一下，你想

对 1 毫米说些什么？   

    师：请同学们想一想，生活中哪些物体的厚度是 1 毫米   

    老师也搜集了资料，看屏幕，手机卡 2.毫米和厘米的关系   



    师：同学们我们再回到这个放大的尺子上，你能找到 1厘米吗？ 生：

能，从刻度 1 到刻度 1，就是 1 厘米。   

    师：我们一起数一数，从刻度 1 到度 1，这 1 厘米中有多少个小格，

PPT展示   

    你们还能在自己的尺子上找到 1 厘米吗？ 生：刻度 2—3   

    用笔尖指着尺子   

    师：那我们数一数，刻度 2 到 3 这 1 厘米中有多少个小格 生：10

个   

    师：从大家数的结果来看，无论哪一段 1 厘米里都有 10 个 1毫米。   

    同学们思考一下厘米与毫米之间有什么关系。   

    生：1 厘米=10 毫米  

     齐读，找生反过来  

    谁能反过来说一说 拓展：2 厘米=（  

    ）毫米  

     3 厘米=（  

    ）毫米   

    四、巩固练习：   

    师：我们认识的毫米，那就要用毫米来解决问题。请拿出练习纸，

做第一题。 （三个题）先观察再填写   

    找生上台汇报，说第一题怎样填的（三个题讲完） 师：填错的修

改   

    师：第一题，同学们填地又快又好，下面我们来做第二题  



    （要求学生做提前先读题目要求）   

    学生汇报，集体订正。   

    师：那老师要再考考大家的测量能力，看第三题，我们来测量下

这个三角形各边的长度。   

    师：在课的开始，我们测量了小演草的宽度，我们再测一次，看

看它的宽度到底是 12 厘米几毫米？  

    五、全课小结   

    师：同学们我们已知认识了毫米，请你回忆下，我们通过哪些学

习活动认识了毫米。   

    生  

    ①在直尺上指一指   

    ②用手比一比 ③在生活中找一找   

    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们也可以用以上方法探究其他的长度单位。 

板书设计：   

    毫米的认识   

    指一指 1 厘米=10 毫米 比一比 找一找   

第二篇：毫米的认识教学设计 

    《毫米的认识》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例 1及做一做。   

    【教材分析】 《毫米的认识》是人教版数学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的第一节课。学生已经认识了厘米、米这两个长度单位。本节课是继

续学习长度单位毫米。教材中的例 1 采取让学生估计、测量、讨论等



活动，使学生明确毫米产生的意义，然后利用学生尺让学生认识毫米，

理解毫米和厘米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一分硬币帮助学生建立 1 毫米的

长度观念。做一做和实际测量等活动进一步巩固深化了这部分内容。

学习好本课的内容是以后学习长度单位、估测和实际测量的重要基础。 

【学情分析】《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具体

情况，对教材进行再加工，有创造性地设计教学过程。” 本节课内容

是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而进行编排的。从知识方面来讲，学生有了米、

厘米的认识做基础，从经验方面来讲，学生经常用到学生尺，也有用

尺子进行测量的经历。但是，学生对于物体测量的认知只限于整米、

整厘米的数，如果不是整厘米数的测量，就要用到比厘米更小的新的

长度单位——毫米。在这种认知冲突下，学习“毫米的认识”，能水到

渠成地让学生对长度单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观察、比划、测量等学习活动，明确毫米产生的实

际意义，使他们初步认识新的长度单位毫米，建立 1 毫米的概念，会

用毫米作单位进行测量，并能掌握毫米与厘米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

换算。   

    2、借助具体的测量活动，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能估

计一些物体的长度，进一步发展估测意识。   

    3、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学会与他人合作，从而获得积极

的学习数学的情感。   

    【教学重点】 建立较为准确的“1 毫米”的概念。 【教学难点】

理解厘米与毫米之间的进率。   



    【教学准备】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1 分、一角、一元硬币各一枚、

公交卡、银行卡、光盘各一张；学生准备一把直尺、小蜜蜂卡一张。 【教

学过程】   

    一、 复习旧知，引入新课   

    1. 我们已经学过了哪些长度单位？你能用手势来表示 1米和 1厘

米各有多长吗？   

    2.请同学们看一看，先估计一下我们的数学书厚是多少？要想知

道到底有多厚怎么办？你能说一说测量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吗？请同学

们用尺子量一量数学书的厚的实际长度。以小组为单位，对测量结果

进行交流。数学书厚:不到 1 厘米，只有 6 个小格。（生：大约 1 厘米） 

3.能不能用学过的长度单位米或厘米来精确地表示书本的厚度？当测

量的长度不是整厘米时，该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就要用到比厘米更

小的新的长度单位——毫米。）（板书：毫米的认识）   

    二、 动手操作，认识新知   

    1、建立“1 毫米”的表象，认识厘米与毫米的关系。   

    （1）毫米可以用字母 mm来表示。设疑：关于毫米，你现在知道

些什么知识？（学生思考、交流）   

    （2）现在观察自己的直尺，你能发现什么呢？（同桌交流）   

    ①很多个 1 厘米。（0-  

    1、1-2 都是 1 厘米）除了厘米刻度外，1 厘米中间还有更小的格。   

    ②每个小格的长度就是 1 毫米。找一找尺子上面的小格。   

    ③一个小格一个小格地数（一毫米一毫米地数），10 个小格就是 1



厘米。1 厘米中有 10 个 1 毫米。（板书： 1 厘米=10 毫米，1cm=10mm）。   

    ④考考你：4 小格是多少毫米？6 小格是多少毫米？9 小格呢？比

1 厘米多 2 小格，是多长？（1 厘米 2 毫米）比 3 厘米少 1 小格，是多

长？（2 厘米 9 毫米） ⑤填一填：2 厘米=（ ）毫米 3 厘米 5 毫米=

（ ）毫米   

    70 毫米=（ ）厘米 54 毫米=（ ）厘米（ ）毫米 说一说你是怎

样想的？   

    ⑥现在你能测量出书本的厚度是多少毫米了吗？（6 个小格，就是

6 毫米）再测一测数学书的长到底是多长并汇报。   

    2、深刻感悟 1 毫米的长度，形成 1 毫米的长度观念。   

    （1）在生活中，你还见过哪些物体长度接近 1 毫米。（小蜜蜂卡、

公交卡的厚度、银行卡的厚度、光盘的厚度）   

    （2）拿出一张小蜜蜂卡，看一看，摸一摸。这张小蜜蜂卡的厚度

大约就是 1 毫米。（小魔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小蜜蜂卡，再慢慢把它

抽出，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缝隙宽度大约 1 毫米。让学生反复做一做，

加深对 1 毫米的认识。）闭眼想象并用手势表示 1 毫米的长度，并谈谈

自己的感受。   

    （3）生活中的毫米：①1角硬币、1元硬币的厚度大约是 2 毫米。

②人的手指甲大约 10 天长 1 毫米，脚趾甲大约 20 天长 1 毫米。让学

生感受生活中处处用到毫米。   

    （4）思考：生活中量什么样的物体用毫米做单位比较合适呢? 师：

在量比较短的物体时，要用毫米做单位。需要量得比较精确时，也需



要用毫米做单位。   

    三、解决问题，拓展练习   

    1.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长度单位或数。 一只蚂蚁长约 3（ ）。   

    一本字典厚约 70（ ），也就是（ ）厘米。 一块橡皮长约 5（ ），

厚约 15（ ）。 你的大拇指指甲宽约（ ）毫米。   

    2. 学生根据本课的新内容完成“做一做”第  

    1、2 题。 第 1 题让学生根据图示读出刻度尺所测量的物体长度。   

    明确先 1 厘米 1 厘米地数，不满 1 厘米的再 1 毫米 1 毫米地数，

这样的方法更加的快捷方便。学生读数，再指名汇报。   

    第 2 题让学生先估算，再测量，然后集体订正，指名说说理由。 3.

动动手：   

    拿出你喜欢的的一种文具或者物品，量一量它是多少毫米？   

    四、总结   

    这节课，你们觉得开心吗？说一说你有什收获？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认识了长度单位毫米，一分硬币、磁卡

等物体的厚度大约是 1 毫米，知道了当测量长度的结果不是整厘米数

时，就可以用毫米表示；还知道了厘米与毫米的关系是: 1 厘米=10 毫

米。）  

第三篇：《毫米的认识》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人教版三年级数学上册“毫米、分米的认识”第  

    21、22 页的内容（只含毫米的认识），练习五第  

    1、  



、5 题。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观察、比划、测量等学习活动，明确毫米产生的实

际意义，使他们初步认识新的长度单位毫米，建立 1 毫米的概念，会

用毫米作单位进行测量，并能掌握毫米与厘米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

换算。   

    2、借助具体的测量活动，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能估

计一些物体的长度，进一步发展估测意识。   

    3、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学会与他人合作，从而获得积极

的学习数学的情感。 教学重点：   

    建立较为准确的“1 毫米”的概念。 教学难点：   

    理解厘米与毫米之间的进率。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米尺、直尺厚卡纸等；学生准备书、三角尺、直尺、一

枚 1 分硬币、小棒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1、复习米和厘米，引导学生用手势来表示 1 米和 1 厘米各有多长。   

    2、分组活动（四人一组）：估计数学书、美术书的宽和厚大约是

多少厘米，动手测量验证。   

    3、组织交流测量结果。   

     师：我们所测量的书的宽和厚，有的不足 1 厘米，有的超出了 1

厘米，10厘米……尾数又不满 1厘米怎么办？（引出毫米产生的意义）。   

    4、揭示课题“毫米的认识”。   

    二、自主探究，学习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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