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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复习与关联

整理复习

《数与运算》教案

一、教材分析

（一）教学内容：

本部分内容是对一年级上册第六单元 “11 - 20 各数的认识” 

和 “20 以内的进位加法” 的整理和复习。

通过对这两部分内容的回顾与梳理，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数的概

念、数的组成、数的顺序、大小比较以及加法运算等知识。

强调知识之间的联系和综合运用，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二）教材特点

以问题引导的方式呈现复习内容，激发学生的思考和探索。



提供丰富的实例和练习，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巩固知识。

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和归纳能力，引导学生自主整理知识。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1、系统回顾和整理 “11 - 20 各数的认识” 和 “20 以内的进

位加法” 的知识，掌握数的概念、数的组成、数的顺序、大小比较

以及加法运算的方法。

2、能够正确地读写 11 - 20 各数，熟练进行 20 以内的进位加

法计算。

3、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自主整理、小组合作和交流讨论等活动，让学生经历知

识的梳理和归纳过程，提高学生的归纳整理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

方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探索精神。

2、让学生在复习过程中体验成功的喜悦，增强学习数学的积极

性。

三、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

1、整理和归纳 “11 - 20 各数的认识” 和 “20



 以内的进位加法” 的知识。

2、掌握 20 以内的进位加法的计算方法，提高计算的准确性和

速度。

（二）教学难点

1、理解数的概念和运算的本质，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

2、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

四、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

多媒体课件、计数器、小棒、数字卡片等教具。

练习题单、复习提纲。

2、学生准备

数学课本、练习本、铅笔。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数的认识整理与复习

教学环

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

一、导

入新课
1.

师：同学们，这个

单元我们都学习了

哪些知识呢？

生：认识了 11 - 

20 各数，还学习了

通过谈话和展

示主题图，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

趣，明确本节课

的学习任务。



 谈话导入：

同学们，我们

已经学习了

第六单元的

内容，今天我

们一起来进

行整理和复

习。

2. 展示单元

主题图，引导

学生回忆本

单元的学习

内容。

 20 以内的进位加

法。

师：非常好！那我

们今天就从数的认

识开始复习。

二、11 

- 20 各

数的认

识复习

1. 复习数的

读写。

- 出示数字卡

片，让学生认

读 11 - 20 各

数。

- 请学生在黑

板上写出几

师：现在我们来复

习数的读写。老师

出示数字卡片，大

家一起读一读。

出示数字卡片，如 

12、14、17 等。

生认读。

师：谁来在黑板上

通过复习数的

读写、组成、顺

序和大小比较，

让学生系统地

回顾 “11 - 20 

各数的认识” 

的知识，巩固基

础知识。



个数字，其他

同学判断对

写几个数字呢？

生上台写数字。



错。

2. 复习数的

组成。

- 提问：15 是

由几个十和

几个一组成

的？18 呢？

- 让学生用小

棒或计数器

表示不同的

数，并说一说

它们的组成。

3. 复习数的

顺序。

- 让学生在计

数器上拨出 

11 - 20 各数，

观察数的顺

序。

师：大家来判断一

下他写得对不对。

生判断对错。

师：那 15 是由几个

十和几个一组成的

呢？

生：15 是由 1 个十

和 5 个一组成的。

师：18 呢？

生：18 是由 1 个十

和 8 个一组成的。

师：现在请同学们

用小棒或计数器表

示一些数，并说一

说它们的组成。

生动手操作并回答。

师：我们再来复习

数的顺序。大家在

计数器上拨出 11 -



- 提问：13 的

前面是哪个

数？后面是

哪个数？17 

和 19 中间的

数是多少？

4. 复习数的

大小比较。

- 出示数字卡

片，让学生比

较两个数的

大小。

- 提问：14 和 

16 哪个大？

12 和 18 哪个

小？为什么？

 20 各数，观察一

下数的顺序。

生动手拨计数器。

师：13 的前面是哪

个数？后面是哪个

数？

生：13 的前面是 

12，后面是 14。

师：17 和 19 中间

的数是多少？

生：18。

师：最后我们来复

习数的大小比较。

老师出示数字卡片，

大家比较一下两个

数的大小。

出示数字卡片，如 

14 和 16。

生：14 小于 16。



师：为什么呢？

生：因为 16 比 14 

多 2。

三、小

组合作

整理

1. 将学生分

成小组，让小

组合作整理 

“11 - 20 各

数的认识” 

的知识点。

2. 引导学生

用思维导图、

表格等方式

进行整理。

师：现在我们以小

组为单位，一起整

理 “11 - 20 各数

的认识” 的知识

点。大家可以用思

维导图、表格等方

式来展示。

生分组合作。

师：在整理的过程

中，大家要互相交

流讨论，共同完成

任务。

培养学生的合

作意识和归纳

整理能力。

1.



四、展

示与交

流

 请各小组代

表展示他们

整理的成果。

2. 其他小组

进行评价和

补充。

师：现在请各小组

代表上来展示你们

整理的成果。

小组代表展示。

师：其他小组有什

么评价和补充吗？

生评价和补充。

通过展示与交

流，让学生互相

学习，进一步完

善知识整理，同

时培养学生的

表达能力和评

价能力。

五、课

堂小结

1. 引导学生

回顾本节课

的学习内容。

2. 强调重点

知识和注意

事项。

师：同学们，今天

我们复习了 “11 - 

20 各数的认识”，

谁能来说一说你学

到了什么？

生：我复习了数的

读写、组成、顺序

和大小比较。

帮助学生梳理

本节课的学习

内容，强化记忆。



师：非常好！大家

在复习的过程中要

注意掌握这些知识

的要点，比如数的

组成和大小比较的

方法。

六、布

置作业

1. 让学生完

成练习册上

关于 “11 - 

20 各数的认

识” 的基础

练习题。

2. 预习下节

课要复习的 

“20 以内的

进位加法” 

内容。

师：今天的作业是

完成练习册上的相

关练习题，同时预

习下节课我们要复

习的 “20 以内的

进位加法” 内容。

通过作业巩固

所学知识，为下

节课的学习做

好准备。

第二课时：运算整理与复习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



一、

复习

导入

1. 复习 “20 以

内的进位加法” 

的计算方法。

- 提问：“9 加

几” 我们是怎

么计算的？“8、

7、6 加几” 

呢？“5、4、3、

2 加几” 呢？

2. 出示一些 

“20 以内的进

位加法” 的练

习题，让学生进

行计算。

师：同学们，上节课

我们复习了 “11 - 

20 各数的认识”，今

天我们来复习 “20 

以内的进位加法”。

谁能来说一说 “9 加

几” 我们是怎么计

算的？

生：用凑十法，把另

一个数分成 1 和几，

先把 9 和 1 凑成 10，

再加上剩下的数。

师：“8、7、6 加几” 

呢？

生：也可以用凑十法，

还可以交换加数位置。

师：“5、4、3、2 加

几” 呢？

通过复习计

算方法和做

练习题，巩

固学生对 

“20 以内的

进位加法” 

计算方法的

掌握。



生：方法和前面差不

多。

师：非常好！那我们

来做几道练习题。

出示练习题，如 9+4、

8+5、7+6 等。

生计算。



二、

解决

问题

复习

1. 出示一些实

际问题，让学生

用 “20 以内的

进位加法” 解

决。

- 小明有 9 个苹

果，小红有 6 个

苹果，他们一共

有多少个苹果？

- 妈妈买了 8 个

橘子，又买了 7 

个梨，妈妈一共

买了多少个水

果？

2. 引导学生分

析问题，列出算

式并解答。

师：现在我们来看一

些实际问题，大家用 

“20 以内的进位加

法” 来解决。比如这

个问题，小明有 9 个

苹果，小红有 6 个苹

果，他们一共有多少

个苹果？我们应该怎

么解决呢？

生：用 9+6 计算，把 

6 分成 1 和 5，先把 

9 和 1 凑成 10，再加

上 5 等于 15。

师：非常好！那这个

问题呢？妈妈买了 8 

个橘子，又买了 7 个

梨，妈妈一共买了多

少个水果？

生：用 8+7 计算，把

通过解决实

际问题，让

学生体会数

学知识的实

际应用，提

高学生的解

决问题能力。



 7 分成 2 和 5，先把 

8 和 2 凑成 10，再加

上 5 等于 15。



三、

游戏

活动

1. 组织学生进

行数学游戏，如 

“接力计

算”“数学谜语” 

等。

2. 让学生在游

戏中巩固 “20 

以内的进位加

法” 的计算。

师：现在我们来玩一

个数学游戏。大家分

成小组，进行 “接力

计算” 比赛。第一个

同学算出一道题的结

果，然后把题目传给

下一个同学，依次进

行，看哪个小组最先

完成。

生分组游戏。

师：游戏结束了，大

家玩得开心吗？在游

戏中，你学到了什么？

生：我更加熟练地掌

握了进位加法的计算

方法。

生：我还学会了和同

学合作。

通过游戏活

动，让学生

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巩

固所学知识，

提高学习兴

趣。



四、

综合

练习

1. 出示一些综

合性的练习题，

包括填空、计算、

解决问题等。

2. 让学生独立

完成练习题，然

后集体交流。

师：现在我们来做一

些综合练习题。请同

学们认真思考，独立

完成。

出示练习题，如填空：

（ ）+8 = 15，计算：

7+8、6+9 等，解决问

题：小刚有 12 本书，

又买了一些书后，现

在有 18 本书，小刚又

买了几本书？

生做题。

师：做完的同学请举

手。谁来说一说第一

题的答案？

生：7+8 = 15。

师：非常正确！大家

都做对了吗？

通过综合练

习，全面考

查学生对 

“20 以内的

进位加法” 

的掌握程度，

提高学生的

综合运用能

力。



五、

课堂

小结

1. 引导学生回

顾本节课的学

习内容。

2. 对学生的表

现进行评价。

师：同学们，今天我

们复习了 “20 以内

的进位加法”，包括

计算方法和解决问题。

谁能来说一说你学到

了什么？

生：我学会了用凑十

法等方法计算进位加

法。

生：我还学会了用进

位加法解决实际问题。

师：同学们表现得非

常棒！希望大家在以

后的学习中继续努力。

帮助学生梳

理本节课的

学习内容，

强化记忆。

对学生的表

现进行评价，

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六、

布置

作业

1. 让学生完成

练习册上关于 

“20 以内的进

位加法”



 的拓展练习题。

2. 自己设计一

些实际问题，并

用 “20 以内的

进位加法” 解

决。

师：今天的作业是完

成练习册上的拓展练

习题。另外，大家可

以自己设计一些实际

问题，并用 “20 以内

的进位加法” 解决。

通过作业巩

固所学知识，

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

能力。

六、板书设计

整理和复习：数与运算

（一）、数的认识

读写

组成

顺序

大小比较

（二）、运算

20 以内的进位加法计算方法

凑十法

交换加数位置

解决实际问题

七、教学反思



在本次教学中，通过两课时的整理和复习，对一年级上册第六单

元的 “数与运算” 内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在教学过程中，

注重引导学生自主整理、合作学习和综合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

果。

第一课时，通过对 “11 - 20 各数的认识” 的复习，让学生系

统地回顾了数的读写、组成、顺序和大小比较等知识。在复习过程中，

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如提问、让学生动手操作、小组合作整理等，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通过展示与交流环节，

让学生互相学习，进一步完善了知识整理，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和

评价能力。

第二课时，复习了 “20 以内的进位加法” 的计算方法和解决

实际问题。通过复习计算方法和做练习题，巩固了学生对进位加法的

掌握。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

的方法，提高了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游戏活动和综合练习环节，让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综合运用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例如，部分学生在数的

组成和进位加法的计算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个别辅导。

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有些学生的参与度不够高，需要教师更加关注和

引导。在今后的教学中，将继续改进教学方法，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提高教学效果。



《数量关系》教案

一、教材分析

（一）教学内容

《整理和复习：数量关系》是人教版小学数学一年级上册第六单

元《复习与关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单元旨在帮助学生巩固和整

理之前学习的数学知识，特别是数量关系的理解和应用。

本课文通过复习与整理的方式，引导学生回顾和巩固一年级上册

所学的数学知识，特别是数量关系的概念和应用。内容包括：

1、数量的比较与排序

2、基本的加法和减法

3、数字的组成与分解

4、初步的数学问题解决

通过复习，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运用数量关系解决实际问题，

为后续数学学习奠定基础。

（二）教材特点

以问题引导和实例呈现的方式，引导学生回顾和梳理数量关系。

注重与生活实际的联系，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感受数量关系的应

用。



鼓励学生通过观察、操作、交流等活动，自主探索和发现数量关

系。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系统回顾和整理各种数量关系，包括大小、多少、长短、高矮以

及加法和减法的数量变化关系。

能够正确比较物体的大小、多少、长短、高矮等，并能用数学语

言表达比较的结果。

熟练掌握加法和减法的运算，理解其在数量变化中的作用。

运用数量关系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观察、操作、比较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

和逻辑思维能力。

以小组合作和交流讨论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表达能力。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寻找解决方法，提高

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思维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体验数学的价值和乐趣，增强

学习数学的自信心。

三、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



整理和归纳各种数量关系，掌握比较大小、多少、长短、高矮的

方法。

理解加法和减法的数量变化关系，能运用其解决实际问题。

（二）教学难点

运用数量关系解决较为复杂的实际问题。

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四、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

多媒体课件、实物教具（如长短不同的绳子、高矮不同的杯子、

数量不同的物品等）、练习题单。

制作复习卡片，包括数量关系的总结、典型例题等。

2、学生准备

数学课本、练习本、铅笔。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数量关系回顾与整理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

一、导

入新

课

1.

通过谈话和展示

图片，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明

确本节课的学习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

任务。



 谈话导入：同

学们，我们在

前面的学习中

接触了很多数

量关系，今天

我们一起来整

理和复习这些

数量关系。

2. 展示一些生

活中的图片，

引导学生回忆

曾经学过的数

量关系。

师：同学们，我们

在生活中经常会

遇到比较大小、多

少、长短、高矮的

情况，谁能举一些

例子呢？

生：比如比较苹果

的大小、铅笔的长

短。

师：非常好！那我

们今天就来一起

回顾一下这些数

量关系。

二、大

小关

系复

习

1. 出示一些大

小不同的物品

图片，如苹果、

球等。

2. 引导学生比

较这些物品的

大小，并能用

数学语言表达

师：现在我们来看

这些图片，谁能说

一说哪个苹果大，

哪个苹果小呢？

生：左边的苹果大，

右边的苹果小。

师：那我们可以怎

么用数学语言来

让学生回顾大小

关系的比较方法，

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通过小组

讨论，培养学生

的合作意识和交

流能力。



比较的结果。

3.

表达呢？



 组织学生进

行小组讨论，

交流比较大小

的方法。

生：左边的苹果比

右边的苹果大。

师：非常好！那大

家再想一想，我们

可以用什么方法

来比较大小呢？

生：可以看一看、

比一比。

师：对！我们可以

通过观察来比较

大小。现在我们以

小组为单位，讨论

一下还有哪些方

法可以比较大小。

三、多

少关

系复

习

1. 出示一些数

量不同的物品

图片，如花朵、

星星等。

2.

师：现在我们来看

这些花朵的图片，

谁能说一说哪组

花朵多，哪组花朵

少呢？



 引导学生比

较这些物品的

多少，并能用

数学语言表达

比较的结果。

3. 让学生用一

一对应的方法

比较物品的多

少。

生：左边的花朵多，

右边的花朵少。

师：那我们可以怎

么用数学语言来

表达呢？

生：左边的花朵比

右边的花朵多。

师：非常好！那大

家想一想，我们可

以用什么方法来

比较多少呢？

生：可以数一数。

师：对！我们可以

数一数来比较多

少。还有一种方法

叫做一一对应，大

家知道怎么用一

一对应的方法来

比较多少吗？

让学生回顾多少

关系的比较方法，

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通过介绍

一一对应的方法，

拓宽学生的思维。



生：就是一个一个

地对应起来，看哪

个多哪个少。

师：非常正确！现

在我们就用一一

对应的方法来比

较一下这些星星

的多少。

四、长

短关

系复

习

1. 出示一些长

短不同的物品

图片，如绳子、

铅笔等。

2. 引导学生比

较这些物品的

长短，并能用

数学语言表达

比较的结果。

3.

师：现在我们来看

这些绳子的图片，

谁能说一说哪根

绳子长，哪根绳子

短呢？

生：上面的绳子长，

下面的绳子短。

师：那我们可以怎

么用数学语言来

表达呢？

让学生回顾长短

关系的比较方法，

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通过介绍

测量的方法，让

学生了解更准确

的比较方法。



 让学生用测

量的方法比较

物品的长短。

生：上面的绳子比

下面的绳子长。

师：非常好！那大

家想一想，我们可

以用什么方法来

比较长短呢？

生：可以看一看、

比一比。

师：对！我们可以

通过观察来比较

长短。还有一种方

法就是测量，大家

知道怎么测量吗？

生：可以用尺子量。

师：非常正确！现

在我们就用尺子

来测量一下这些

铅笔的长短。



五、高

矮关

系复

习

1. 出示一些高

矮不同的物品

图片，如杯子、

柱子等。

2. 引导学生比

较这些物品的

高矮，并能用

数学语言表达

比较的结果。

3. 让学生用目

测和测量的方

法比较物品的

高矮。

师：现在我们来看

这些杯子的图片，

谁能说一说哪个

杯子高，哪个杯子

矮呢？

生：左边的杯子高，

右边的杯子矮。

师：那我们可以怎

么用数学语言来

表达呢？

生：左边的杯子比

右边的杯子高。

师：非常好！那大

家想一想，我们可

以用什么方法来

比较高矮呢？

生：可以看一看、

比一比。

让学生回顾高矮

关系的比较方法，

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通过介绍

目测和测量的方

法，让学生了解

不同的比较方法。



师：对！我们可以

通过目测来比较

高矮。还有一种方

法就是测量，大家

知道怎么测量吗？

生：可以用尺子量。

师：非常正确！现

在我们就用尺子

来测量一下这些

柱子的高矮。

六、小

组合

作整

理

1. 将学生分成

小组，让小组

合作整理各种

数量关系。

2. 引导学生用

思维导图、表

格等方式进行

整理。

师：现在我们以小

组为单位，一起整

理我们今天复习

的各种数量关系。

大家可以用思维

导图、表格等方式

来展示。

生分组合作。

培养学生的合作

意识和归纳整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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