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数学教案（精选 15 篇） 

四年级数学教案(精选 15 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会被要求编写教案，教案有助于顺利而有效

地开展教学活动。我们该怎么去写教案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四

年级数学教案，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四年级数学教案 1 

学习内容：P61 页例 5 

学习目标：通过合作探究，总结出小数点位置的移动引起小数大

小的变化规律。 

学习重难点： 小数点位置的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 

一、【知识链接】 

1、小数的性质是什么? 

2、怎样比较小数的大小? 

3、比较下列每组数的大小。 

0.54○0.540 2.8○2.800 3.26○32.6 6.19○61.9 

小结：一个小数在它的末尾添上 0 或者去掉 0，小数的大小没有

变，是因为没有移动小数点的位置;小数点的位置移动了，小数的大小

也发生了变化。 

二、【自主学习】 

自学课本第 61 页例 5，回答问题： 

① 0.009米=( )毫米 

② 0.09米=( )毫米 

③ 0.9米=( )毫米 

④ 9米=( )毫米 

三、【合作探究】 

1、从上往下观察，从 0.009 米变成 0.09米，小数点向 移动了 位，

即长度由 毫米变成了 毫米，长度 到原数的 倍。因此，小数点向 移动

一位，小数就 到原数的 倍。同理，比较 ①和③ ，小数点向 移动了 位，

即长度由 毫米变成了 毫米，长度 到原数的 倍。比较 ①和④ ，小数点



向 移动了 位，即长度由 毫米变成了 毫米，长度 到原数的 倍。 

从下往上观察，小数点的位置依次向 移动一位、两位、三位，这

个数就 到原数的 、 、 。 

2、练习：4.5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是( )，向右移动两位是( ) 

0.305 的小数点向右移动( )是 3.05，向左移动( )是 0.0305，向( )

移动( )是 305 ，向( )移动( )是 30.5。 

3、小结：小数点移动要牢记：右移 ，左移 。移动一(二、三……)

位是扩大(或缩小)10(100、1000……)倍，位数不够用 补位。 

四、【拓展延伸】 

原数扩大还是缩小由什么决定? 移动的位数决定什么? 

五、【课堂小结】 

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两位、三位……，这个数就 到原数

的 、 、 ……。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两位、三位……，这个数就 到原

数的 、 、 ……。 

六、【课堂检测】 

1、填空 

(1)把 6.2扩大( )倍是 62。 

(2)把 59 缩小到它的( )是 0.59。 

(3)0.28去掉小数点得( )，原数扩大了( )倍。 

(4)73.21变为 0.7321，原数就( )。 

2、判断 

(1)、0.8 的小数点向右移三位，原来的数就缩小到了它的

1/1000( ) 

(2)、3.69 扩大 1000 倍是 36.9。 ( ) 

(3)、把一个数缩小到它的 1/10，就要把这个数的小数点向左移动

一位。( ) 

四年级数学教案 2 

一、谈话导入，引入气温： 

1、交流所在地今日天气状况及获取信息的途径。 

2、播报天气预报，感知一天温度高低变化。研究温度变化中的数



学知识。(板书课题温度) 

[教学手段：课件视频播放] 

天气播报时要求学生把听到的城市气温写在表格中。(生听边记录) 

(生小组交流，互相补充，找记录不同符号的学生到黑板书写。) 

3、模仿播音员播报天气预报。(生读记录) 

4、自主创造引出新数。 

(学生交流不同的记录方法，统一介绍温度的读法和规定的写法。) 

(1)认识温度单位℃。 

(2)认识零上温度的读法和写法。 

(3)认识零下温度的读法和写法。 

(4)指名读北京的最低气温，检查反馈。 

5、教学反馈。(投影出示天气预报的城市气温表示方法) 

学生检查记录订正完善，练习读城市温度。 

二、合作探究，理解意义： 

1、合作探究温度计组成部分。 

2、汇报交流，认识 0℃及理解温度情境下表示的意义。 

(1)温度计组成。(两种不同的单位、数字、刻度线、水银柱(煤油

柱)组成，有的温度计一格表示 1℃，有的表示 2℃。 

(2)认识零度在温度计的位置，介绍意义。 

(实物)在自然界中，我们把水刚结成冰的温度也就是冰水混合物的

温度规定为 0 度。0 度比冰的温度要高，比水的温度要低。 

在 0℃以上的温度就是零上温度，在 0℃以下的温度就是零下温度。

因此今天的 0 又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它是零上温度和零下温度的分界

点。 

3、在温度计上找到零下温度，理解零下温度表示的意义。 

(1)拨出长春的气温，生读温度，追问表示的意义。 

(2)指名学生拨出9.5℃、拨出-9.5℃、零下6 度、追问怎样找到的。

(从零度向上 10 个半格)意义?(生做) 

(3)比较零下 6 度和零上 6 度的不同? 

教学小结：刚才的学习你了解到了什么?(零上温度比零度高，零



下温度比零度低)温度计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三、联系生活，丰富认识： 

1、从温度计上读出教室的温度，表示的意义。 

2、游戏活动猜温度：现在老师说一个温度，你猜猜看它到底是多

少? 

它是一个零下温度，在-10℃和-15℃之间，比-15℃高 2℃ 

3、从课件中读取城市温度：(几种特殊情况温度大小的比较，课

件出示的温度计) 

一组是两个零上温度;两个零下温度;一个零下一个零上温度的比较) 

广州：12 度---25度佳木斯：-6 度-----12度丹东：-2 度---8度 

通过观察你发现了什么?(零上温度比零下温度低，零下温度数字

越大温度越低) 

4、在题卡上画出三个不同城市的温度高低。(87 页括号 3) 

四、走进生活，深化认识： 

1、说一说-5℃和-20℃哪个温度低? 

师：引导学生用不同的观察方法比较。 

2、看图回答问题：(教师根据学情，灵活选择相关练习) 

3、某日黄山的气温中午 12 时为 8℃，到晚上 9 时下降了9℃，那

么这天晚上 9 时的气温是多少? 

质疑：两个城市之间的温度相差多少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五、课堂小结： 

请大家说说这节课的收获和疑问。 

四年级数学教案 3 

第一单元 四则运算 

只含有同一级运算的混合运算 

月 日 第 课时 

教学内容：P4/ 例 1、例 2（只含有同一级运算的混合运算） 

教学目标：●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含有同一级运算的运算顺序。●让

学生经历探索和交流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感受解决问题的一些策略

和方法。●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养成认真审题、独立思考



等学习习惯。 

教学过程： 

一、主题图引入 

观察主题图，根据条件提出问题。 

（1）说一说图中的人们在干什么？“冰雪天地”分成几个活动区？

每个区有多少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组织学生提问并对简单地问题直接解答。 

（2）根据图中提出的信息，你能提出哪些问题，怎样解决？ 

通过补充条件，继续提问。 

1、滑冰场上午有 72 人，中午有 44 人离去，又有 85 人到来。现

在有多少人在滑冰？ 

2、“冰雪天地”3 天接待 987 人。照这样计算，6 天预计接待多

少人？等等。 

先小组交流，再全班交流。 

提示学生可以自己进行条件的补充。 

二、新授 

1、小组 4 人对黑板上的题目进行分配解答。 

引导学生对黑板上的问题进行解答，请学生在练习本上列出综合

算式并进行脱式计算。 

2、小组内互相说说你是怎样解答的？ 

教师巡视并对学生的叙述进行指导。 

3、全班汇报：组织全班同学进行汇报，并且互相补充，注意每步

表示的意义的叙述。 

（1）71-44+85 

=27+85 

=113 （人） 

71-44 表示中午 44 人离去后还剩多少人，在加上到来的 85 人，

就是现在滑冰场有多少人。 

（2）987÷3×6 6÷3×987 

=329×6 =2×987  



=1974 （人） =1974 （人） 

第一种方法中，987÷3 算出了 1 天“冰雪天地”接待的人数，在

乘 6 算出 6 天接待的总人数。（实际上就是原来学习的乘除混合应用

题，不知道单一量的情况下求总量，一般都是乘除混合应用题。） 

第二种方法，因为是照这样计算，那么每天接待的人数可以看作

是一样多的，就可以先算出6 天是3 天的几倍，6 天接待的总人数也是

3 天接待的总人数的几倍。就可以直接用 3 天的 987 人数去乘算出来

的 2 倍。等等。 

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照这样计算”的意思。 

强调：可用线段图帮助理解。 

教师要注意这种方法的叙述，方法不要求全体学生都掌握，主要

掌握运算顺序。 

4、巩固练习 

（1）根据老师提供的情景编题。A 加减混合。乘车时的上下车问

题，图书馆的借书还书问题，B 速度、单价、工作效率 

先个人编题，再两人交换。 

小组合作，减少重复练习。 

四年级数学教案 4 

教学目标： 

1、通过猜测和实验等活动，感受到简单推理的过程，初步获得一

些简单推理的经验。 

2、培养初步的分析和推理能力。 

教学准备： 

红、黄、蓝星星各一颗（纸星星）课件、纸条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 

1、猜神秘嘉宾 

2、验证——出示柯南图片  

二、新知教学 

1、2 个条件 



（1）师：现在柯南手里有两颗智慧星，一颗红的和一颗黄的。 

出示：左手藏的不是红星星。 

你能根据这个信息确定柯南左手和右手分别藏的是什么吗？你是

怎么想的？ 

师：尽管小朋友思路不同，但都用上了“不是……就是……”这样

的词语。 

教师小结推理方法：我们在进行简单推理的时候，可以根据提示

排除一个确定另一个。 

（2）快速抢答，猜一猜 

课件出示： 

小兔和小猫在玩捉迷藏，躲在房子后面的不是小猫，就是？ 

星期天小头爸爸带大头儿子去吃肯德基，不是在白天，就是在？ 

小明生日了，爸爸妈妈给他买了皮球和小汽车，皮球不是爸爸送

的，就是？ 

2、3 个条件 

师：其实柯南带来的星星里还有秘密呢，想知道吗？ 

课件出示：红、黄、蓝星星各是一个数：9、22、30 

红：我不是 22 

黄：我不是 22，也不是 9 

蓝： 

师：现在你能确定吗？ 独立思考——同桌互相说。 

（2）反馈交流： 

师：你觉得这里的那条信息能够直接确定一个数？为什么第一句

不能马上确定一个数？ 

师小结推理方法：当我们碰到一些复杂的推理时，可以先找出关

键句，然后根据提示排除一些情况，使问题变得简单。 

（3）如果黄星星说：我的个位和十位上的数的和是 3，你会从哪

句开始分析。为什么？ 

3、送儿歌 

“我是一名小侦探，根据线索猜得准，能确定的先确定，确定哪



个先排除，剩下越少越好猜。 

从这首儿歌你知道了什么？ 

教学反思： 

这节课，陈老师通过两个猜测使学生感受简单推理的过程，初步

获得一些简单推理的经验，很好地掌握了简单推理的思维方法。让学

生学习有趣味的数学，并让他们及时地学以致用，这正是当前的新课

程理念。老师及时地给予肯定和表扬，学生们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

和高昂的学习热情，营造了民主、平等的课堂氛围，气氛活跃、和谐。 

有了前面最简单的推理的学习，学生学习例 3 时，教师可以放手

让学生去解决此题，从而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能力。通过

比较，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和扎实地掌握简单推理的思维方法。为了

增进师生间的相互了解，教师巧妙地设计了多重条件的推理。练习的

逐渐深入和拓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四年级数学教案 5 

统计教案 

一、复习分段整理数据 

出示第 1 题，让学生读懂题目，再独立完成 

全班交流： 

(1)是交流自己所用的方法，比如可以每统计一个数据之后把该数

据做一记号 

(2)交流统计结果，检查自己做对了没有 

(3)交流自己统计的时候有没有出现问题，其他同学可针对性地提

出改进办法 

最后要提醒学生注意检查的习惯：数据提供的是 20 个学生的记录，

那在后面的表格中，也应该要有 20 个“合计”，否则就是遗漏或是重

复了。 

看统计好的表格，说说你从这表格中读懂了哪些信息? 

二、条形统计图： 

1、看图： 

出示第 2 题：先让学生读懂题目 



回答问题一：这一周的用水量，哪天，哪天最低?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回答问题二：怎么评价一周的用水量呢?(一般可用用水总量或是

平均每天的用水量)想一想：哪种方法更清楚?怎么求平均每天的用水

量呢?请你算一算 

算完后问：有没有哪天正好是这个平均数“9 吨”的? 

从条形统计图上看一看，它在整体中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不高

不低) 

从这份条形统计图中，你还想到了什么问题? 

2、画图： 

出示第 3 题。先请学生说说各类食品具体所指，按要求分类整理，

制成统计图。 

完成统计表后继续完成条形统计图，注意不要遗漏了制作时间和

直条上的数据。 

比较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说说你认为它们各有什么好处? 

(统计表能清楚地反映各类数据 

条形统计图不仅能反映出各类的具体数据，还能清楚地看出各类

之间的多少关系，更加的直观。) 

三、游戏规则的公平性 

出示第 4 题。判断 3 个游戏规则： 

1、正方体的三个面写“1”，三个面写“2”。“1”朝上甲赢，

“2”朝上乙赢 

让学生说说是否公平?为什么? 

(1和 2 都有 3 次出现的机会，是公平的。) 

2、正方体的四个面写“1”，两个面写“2”。“1”朝上甲赢，

“2”朝上乙赢 

(1有 4 次出现的机会，2 只有 2 次，是不公平的。) 

3、正方体的六个面分别写 1~6 ，朝上的数小于3 甲赢，否则乙赢 

理解“否则”：小于 3 的只有 1 和 2，否则就是指剩下的 3、4、

5、6，有 4 个，所以是不公平的。 



? 

(决定输赢的次数是否相等) 

四、思考： 

小明和小刚同时各抛一枚硬币，这两枚硬币落地后如果朝上的面

相同，算小明赢;朝上的面一正一反，算小刚赢。这样的游戏规则公平

吗?为什么? 

可先让学生猜一猜。再互相说说自己是怎么想的。 

全班交流的时候，适当板书： 

正正、正反;反反、反正有 2 次出现是一样的，2 次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公平的。 

6 

教材分析： 

乘法分配率是进行简便计算的一个难点，由于学生没有足够相关

的生活经验和类似的认识，因此比较难于把握。故把重点放在引导学

生探索问题，通过学生互动，发现规律，提出设想，验证结论，最后

灵活运用结论解决问题。 

学情分析： 

由于平时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比较高，一部

分学生还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借以带动全班的学习，所以我决定创

设情景，调动学生自主学习，通过操作、交流突破难点。 

学习目标： 

1.动手“做”数学； 

2.充分发挥“兵”帮“兵”的作用； 

3.组织学生解决问题。 

设计理念： 

根据课程改革的目标，实现以人为本的现代教学观，切实改进课

堂教学，改变传统牵着学生走的教学行为。 

学生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的，因此要组织好学生的

活动，让学生通过探索，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

真正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中，教师能根据学生的情况善导，



学习兴趣，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 

教学媒体设计： 

1.自制多媒体课件，主要是与课题相关的练习（以“小灵通”、

摘取“智慧果”的形式激发兴趣，并配备音乐调节情绪，同时利用

Powerpoint 制作板书设计加大课堂密度）。 

2. 实物投影仪；学生准备 2 厘米和 3 厘米的小棒各 2 捆。 

教学过程，设计及分析： 

一、创设故事情景 

教授将手指蘸入煤油和蜜糖的杯子里，用嘴尝得津津有味，但学

生跟着做却无一不上当，因为教授伸进的是食指，吸的是中指，以此

说明观察的重要性，告诫学生注意下面的操作要认真观察，这其实也

是一种思维品质。 

二、导入 

1.用2 厘米和3 厘米的小棒各两根，围成一些图形，说一说你用哪

些简便的方法算出小棒的总长度，从中发现什么。 

学生：（3＋2）×2＝3×2＋2×2 

师：你们是怎样发现的？ 

学生：①通过计算，知道结果是一样的；②无论怎样摆，都是 4

根小棒，所以总长度是不变的。 

（通过学生的摆和说，引导他们向乘法分配率的表达形式逼近） 

2.用 2 厘米和 3 厘米的小棒各 3 根，进行类似上面的操作。 

学生：这样摆比较有规律，很容易看出小棒的 总̀长度，并且可以

知道（3＋2）×3＝3×3＋2×3）。 

（让学生把有规律的摆法投影出来） 

3.用 2 厘米和 3 厘米的小棒各 4 根，仿照上面再操作。 

要求：在学生摆拢以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参观和评价。让学生

把有规律的做法进行实物投影，并介绍想法和发现。 

学生： 

3×4＋2×4＝（3＋2）×4 （8＋2）×2＝8×2＋2×2 



7＋3）×2 （3＋2）×4＝3×4＋2×4 

（6＋4）×2＝6×2＋4×2 

分析：通过参观，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摆法；通过评价，知道我们

能创造数学， 

发现规律，能灵活地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并进一步向乘法分配率

逼近。 

4.猜想：你能说出类似的例子吗？ 

（学生自由说，教师把有代表性的写在黑板上。） 

如：（12＋72）×8＝12×8＋72×8 25×84＋75×84＝（25＋75）

×84 

…… …… …… …… …… …… …… …… …… 

5.小组讨论。 

（1） 根据以上算式的特征进行讨论，讨论后以小组的形式发表

见解； 

（2） 师生共同归纳各种见解：两个数的和同一个数相乘，等于

把两个加数分别同这个数相乘，再把两个积加起来，结果不变。 

教师：这就是乘法分配率。 

板书课题：乘法分配率。 

分析：综观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还是牵着学生走，所以乘法分

配率是强加给学生的，故学生就容易出错，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根

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教学应该从直观思维入手，而以抽象

思维结束，因此，我就采用了“操作──探究──发现”的教学模式进

行教学了。 

三、新授 

1.自学书本； 

2.质疑，提出新见解； 

3.师生共同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互助作用，以点带动全班

的学习。） 

4.教师：用公式怎样表示乘法分配率？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学生正确读出公式，引出乘法分配率可以进行简便计算。） 



形成性练习：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35×37＋65×37 102×45 38×99＋38 

要求：学生想办法，学生说思路，学生评，学生互助并加以改正。 

四、小结 

（学生以谈体会的形式进行，包括方法、感觉、情感和态度方面） 

五、拓展性练习 

计算下面各题：12×25 63×25－59×25 38×101－38 

说明：这些题目学生是可以用多种方法计算的，目的是训练发散

性思维，提高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法上充分发挥“兵”帮“兵”

的指导作用。 

六、反馈生活中的数学 

师：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乘法分配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运

用乘法分配率解决一些问题，你能举出例子吗？ 

（同位互说，或者小组商量，再发言。） 

七、布置作业 

1.基础题：第 66 页第 4、7 题。 

2.思考题：第 66 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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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1.在具体的情境中，让学生自主探索出比较小数大小的方法，能

正确地比较两个小数的大小以及将几个小数按大小顺序排列。 

2.在比较小数大小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推理能力。 

3.通过小数比较大小，使学生初步感悟到数学知识的内在联系。 

二、教材分析 

教材创设了少年演讲比赛的情境，设计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是比较郑强和李明两个同学“谁的得分高”。在比较 9.87和9.90哪个

数大时，学生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有的学生联系生活经验可以得到

9.90 分比 9.87 分高，最后可以引导学生从数位来思考，两个数的整数

部分相同，就看十分位，十分位上大的那个数就大，所以 9.87<9.90 。 

第二个问题是比较三人的得分情况，张华的得分是 9.96 分，要比



首先要让学生看清楚是按从大到小排列还是小到大排列，再让学生说

一说是怎样比的。使学生体会到先比较整数部分，整数部分大的那个

数大;整数部分相同就要看十分位，十分位上大的那个数大;十分位上相

同，就要看百分位，百分位上大的那个数大。 

第 3 个问题“王平可能是多少分呢?”是进一步让学生理解小数的

大小，确定其范围。 

三、学校及学生状况分析 

我校是一所乡镇小学，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只有极少数学生来

自于乡镇企事业单位。我校实施新课程改革已是第四个年头，新的教

材，新的理念，新的教学方法，使孩子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敢

于提出问题，敢于相互质疑，大胆进行小组合作交流，自主探索，自

主学习。学生活泼可爱，思维灵活，敢说敢做，既有着农村孩子特有

的淳朴与耿直，又有着良好的合作和创新意识。只要是贴近孩子生活

的实际的学习材料和内容，他们都会表现出浓厚的学习兴趣。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师：同学们，你们看过歌手大奖赛吗? 

生：看过。 

师：一场比赛结束后，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生 1：我最想知道谁得了第一。 

生 2：我一般最想知道我喜欢的那个选手得了第几名。 

生 3：我最想知道他们的名次情况。 

…… 

(二)合作探索，解决问题。 

师：我调查到在一次歌手大奖赛中，郑强和李明两名选手的最后

成绩是这样的，请大家看!(出示图片) 

郑强：9.87 分;李明：9.90 分。 

1.提出问题。 

师：根据图中的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1：郑强和李明谁得了冠军? 

生 2：郑强和李明谁的得分高一些? 

生 3：他俩相差多少分? 

…… 

2.大胆猜测。 

师：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很好!他俩相差多少分这个问题，我们以

后的学习中再来解决，而我们这一节课主要来解决像同学们提出的郑

强和李明谁的得分高，谁的得分低这样的问题。那么他们谁的分高一

些呢?生 1：李明的分高。 

生 2：我也认为李明的分高一些。 

生 3：对!和我的看法一样。 

……(学生你一言我一语的在谈论) 

3.合作探究，解决问题。 

师：你们都认为李明的分高一些，你是怎样想出来的?请大家自己

先判断一下，然后再在小组内说一说你的想法。 

(学生活动，教师参与。) 

汇报交流。 

生 1：我们小组的同学都认为是 9.90 大一些，我们可以先看 9.87

和 9.90 的整数部分，都是“9”，没法比，我们又比下一位“9”和

“8”9 比 8 大，所以我们就认为 9.90 比 9.87 大一些。 

生2：我们小组同意他们的想法，我们能说的更明白，在以前我们

学习整数比较大小时，都是从位比起，所以我们认为小数也是从位比

起，假如位同样大，那么我们就再比下一位，就这样依次往下比。 

生3：我们小组认为在比较小数大小的时候，应该先比较整数部分，

假如整数部分同样大就再比较小数部分…… 

师：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就像大家所说的，通常我们在比较

两个小数的大小时，先看它们的整数部分，整数部分大的那个数就大;

整数部分相同的，十分位上的数大的那个数就大;十分位上的数也相同

的，百分位上的数大的那个数就大;…… 

师：那你们认为小数与整数比较大小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呢?请大家独立思考后在小组内互相说一说。 

生 1：我们认为都是从位比起。 

生2：整数要先数一数位数的多少，位数多的那个数就大，而小数

有小数部分，不能比位数的多少。…… 

师：大家说得棒极了!在比较小数大小时是从位比起，按照数位顺

序一位一位地比，这一点与整数大小的比较方法是相同的，比到能分

出大小就不再往下比了;小数比较大小与整数比较大小还有不同的地方，

整数比较大小当整数位数不同时，位数多的那个数就大，而小数比较

大小与位数的多少无关，是要按照数位顺序从高位到低位依次比较。 

师：张华的得分是 9.96 分，同学们能将郑强、李明、张华的得分

按顺序排列起来吗? 

()>()>() 

(1)学生独立完成，小组交流。 

(2)全班反馈。 

1 组：我们先比整数部分，整数部分相同，再比较小数部分，十分

位上两个是 9，一个是 8，是 8 的最小，再比较 9.90 和 9.96 的百分

位，9.90 的百分位是 0，9.96 的百分位是 6，所以 9.96，也就是

(9.96)>(9.90)>(9.87) 

(三)应用拓展。 

1.排顺序。 

师：在这次比赛中王平的表现要比张华差一些，比李明好一些，

请大家猜一猜，评委会给王平多少分呢?请你将这三个同学的得分按顺

序排列起来。生 1：我猜可能是 9.95 分，因为 9.95 比 9.90 大，比

9.96 小。学生投影展示：9.96>9.95>9.90 。 

生 2：我猜可能是 9.93 分，9.93 也比 9.90 大，同时也比 9.96 分

小。学生投影展示：9.96>9.93>9.00 。 

生3：我猜也可能是9.905 分。学生投影展示：9.96>9.905>9.90 。 

师：大家的想法都很好，王平的分数还可以是多少分呢? 

生 4：老师，我有个不一样的答案!我认为比李明高一些，而比比

张华低一些的小数有无数个。 



(此时大部分学生有点疑惑) 

师：为什么?说说你的看法。 

生 4：我认为只要个位和十分位上都保证是“9”，然后小数十分

位上的数大于 0 而小于 6，千分位和后边的可以任意的添数，就都比

9.90 多，比 9.96 小，这样的数可以有无数个。 

(众生鼓掌，同意他的想法。) 

师：你的这个发现真了不起!老师也为你的出色表现感到自豪! 

2.找朋友。 

教师举起写有“13.21”的卡片。 

师：请大家在卡片上任意写一个小数，找比我大的朋友在哪里? 

(学生写好后，部分学生举起手中的卡片对照。) 

生：比您大的朋友在这里是…… 

师：大家可以在组内玩这个找朋友的游戏，请小组的同学先自己

写好一个小数，然后比一比谁写的大，谁写的小，并说一说你是怎样

比的。 

(学生活动) 

3.猜一猜。 

师：同学们，我买了一本书是 7 元左右，请大家猜一猜是多少? 

生 1：比 7.20 元少吗? 

师：对! 

生 2：比 7.10 元少吗? 

师：不对! 

生 3：是 7.15 元吗? 

师：对了! 

师：你还想玩这个游戏吗? 

生(齐)：想! 

师：请大家在小组内玩一玩，小组的同学可以轮流当裁判。 

…… 

(四)总结、评价。 

师：在这节课中，你有什么收获或感受? 



生1：我学会了正确的比较两个小数的大小和三个小数的大小，还

能给他们排顺序。 

生2：我学会了怎样比较小数的大小。我感觉自己在这节课中的表

现还可以，我很高兴。 

生 3：我又学到了一些关于小数的知识，我感觉很快乐。 

…… 

四年级数学教案 8 

教学目标： 

1.会正确读、写多位数，并能比较数的大小。 

2.能用万、亿为单位表示大数。 

3.能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求一个数的近似数。 

教学重点：会正确读、写多位数，并能比较数的大小。 

教学难点：能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求一个数的近似数。 

教学过程： 

一、多位数的读、写的练习 

练习一第 1 题：先回顾计数单位的顺序，再根据书中的数据说说

它们是几位数，最高位在什么位上，并进行读、写。 

二、多位数的改写 

练习一第 2 题：先复习多位数的不同数位上数字的不同意义。再

进行数的改写。 

三、读写游戏。 

同桌间进行的游戏：第 1 步一个同学读数，另一个同学根据所读

的数写数，经过几次读数，两人可交换角色；第 2 步一个同学写数，

另一个同学根据所写的数读数，然后交换角色进行。在同桌练习的基

础上，可选派代表在全班进行比赛，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四、多位数比大小 

做第 4 题：完成后说说比较的方法。 

(一)组数游戏： 

请每个同学准备一些数字卡片；然后请学生代表提出组数的要求，

根据要求每个同学都摆一摆；接着，选择一部分学生所摆的数，供全



班观察讨论。 

(二)有关近似数的练习 

讨论括号内的数字有几种可能性，分析哪些是“五入的”，哪些

是“四舍的”。 

板书设计：练习一 

亿级万级个级 

千百十亿千百十万千百十个 

亿亿亿万万万 

13820000 

计数单位一千三百八十二万 

四年级数学教案 9 

建议思考的问题 

1．教学中课本上的结论是否就是定论？ 

2．课堂上采用小组讨论形式，万一发言一发不可收，提出令人尴

尬的问题或课堂教学秩序混乱，教学任务完不成怎么办？ 

3．课堂上小组讨论是否会流于形式，反而浪费了课堂时间？ 

背景 

最近，我教《约数和倍数》这一章，感到非常头疼。因为我教书8

年来，一直认为这章概念多，难理解，要想学生学好，必须讲得细，

扎扎实实练好每一节。所以，我认真备课，把要学的每一个知识点都

准备讲得清清楚楚。但事与愿违，上课时，许多学生觉得挺简单，我

在讲解时，他们不停地插话，打断我的思路；可让他们做作业时，却

错误百出，真是“自以为是”！但是不让他们插话，认真听我讲，结

果他们兴趣索然，趴在桌上不想听课！我真是不知该怎么办，甚至埋

怨这班学生不如其他班的，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后来，我停止了抱怨，开始反思：如何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

与呢？嗯……对！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 

案例描述 

一、复习。 

1．什么叫公约数？什么叫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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