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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年级数学课创新教学设计案例汇编（八）

《公顷》

实录式教学设计

巧设疑问，引发新知
师：同学们，数学课本的封面面积大约有多少平方厘米？为什么不用平方

米来计量呢？
师：教室地面的面积大约有多少平方米？为什么又不用平方厘米来计算呢？
师：一个农场占地 125000 平方米。计算土地的面积还有没有比“平方米”

更大的计量单位来表示呢？现在请同学们来听一段新闻广播：（录音机播了新
闻）“朝阳乡今年春季植树造林 180 公顷，给荒山披上了绿装⋯⋯”从这则新闻
中，你发现使用了什么面积计量单位？

生：我发现了使用“公顷”计量单位。
［点评］“公顷”是新的土地面积计量单位，学生倍感陌生。“思维永远是由

问题开始的，”在引发新知的关键处，教师连续三个设问，并采用了一段新闻
稿，促使学生集中精力思考这些问题，从已知去探寻未知，在探寻中发现新知，
不但自然地引发出“公顷”这个新的土地面积计量单位，而且还使学生明确了

“公顷”是计量土地面积更大的专用单位。
操作感知，强化表象
课前教师在室外（操场上）量出一块边长 10 米正方形土地，在四条边打上

白灰，四个顶点插上小红旗。引发新知后，师问：这块地是什么形状的？面积
有多大？请同学们分组量量，计算一下。

生：（各级汇报）是边长 10 米的正方形，面积是 100 平方米。
（接着把全班学生带入这 100 平方米的正方形框内，让学生仔细观察，并体

验它的面积有多大。）
师：100 块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呢？
生：100 块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 10000 平方米。
师：现在我们再分组量出边长是 100 米的正方形土地，算一算面积有多大？

看一看，是多大的一块地，和刚才那块正方形土地相比较一下有什么联系？
（学生分组，有的用卷尺测量，有的计算，教师巡视指导。）

生：边长 100 米的正方形士地的面积是 10000 平方米，是刚才那块正方形土
地面积的 100 倍。

师：对，人们把这块 10000 平方米的土地面积说成“1 公顷”（同时在地面
上用白灰描写出：1 公顷 = 10000 平方米）。

师：请同学们看一看，然后再闭上眼睛想一想，多大的一块土地面积是 1
公顷？它合多少平方米？

师：大家说一说 2 公顷是多少平方米？50000 平方米是多少公顷？前面的新
闻广播“朝阳乡今年春季植树造林 180 公顷”是多少平方米 ？

生：⋯⋯180 公顷就是 1800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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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谁能举一个用到“公顷”这个计量单位的例子？
生：如果一个教室占地 50 平方米，那么，200 个教室可占地 1 公顷。
生：一块边长 200 米的正方形麦田，有 4 公顷。
生：我们的学园占地面积约有 2 公顷。
生：农场要划出 3 公顷的土地作试验田，只要量出 30000 平方米的土地就

够了。
生：⋯⋯

［评析］以上教学体现了“公顷”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学生动手操作、实地
观察、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过程，体现了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环环相扣、
步步递进、主动参与这个“从感知经表象达到认识”的思维过程，而不是单纯
的“公顷”概念灌输的过程。学生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动手、动脑，认识并
掌握了数学概念，学到知识的同时又学到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同时，这样处理
教学活动，可以改变以往封闭的教学模式，参与实践，既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
又培养了学生深入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学生的数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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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数和积的变化规律》

引导式———探究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58 - 59 页例 6 例 7 及做一做 练习十四的 5 - 9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 知道“扩大”“缩小”的含义

2. 理解乘法里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或缩小）若干倍积也扩大
（或缩小）相同的倍数的规律。

（二）能力训练点

1. 能抽象概括：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或缩小）若干倍，积也扩
大（或缩小）相同倍数的规律。

2. 能运用积的变化规律进行简便计算。
（三）德育渗透点

通过“因数和积的变化规律”这一数学规律的教学渗透函数思想，培养学
生发现规律，进行抽象概括等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

理解“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或缩小）若干倍，积也扩大（或

缩小）相同的倍数”这一数学规律。

【教学难点】

理解因数和积的变化规律，并运用规律计算。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口算：24 × 20 15 × 30 16 × 200 18 × 300
2. 下面两题，用竖式怎样计算比较简便？

28 × 40 2800 × 30
二、探究新知

1. 教学“扩大”或“缩小”几倍的含义。
（1）讲授把一个数“扩大”几倍就是把这个数乘以几。

如 5 扩大 3 倍就是 5 × 3 = 15 板书：5
扩大 3 倍（5 × 3）

15，把一个数缩小几
倍 就 是 把 这 个 数 除 以 几。如 15 缩 小 3 倍 就 是 15 ÷ 3 = 5 板 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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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 3 倍（15 ÷ 3）
5

（2）练习：

�6 扩大 4 倍是多少？ �3 扩大 10 倍是多少？

�200 缩小 20 倍是多少？ �8 缩小 8 倍是多少？
2. 教学例 6。

（1）出示表格

（2）学生口算填表

因数 16 16 16 16 16

因数 2 10 20 200 1000

积 32

（3）想：发现了什么？分组讨论
引导学生明确：

�第 2、3、4、5 组的第 2 个因数同第一组比较，分别扩大 5 倍、10 倍、100
倍、500 倍，积也随着扩大 5 倍、10 倍、100 倍、500 倍。

�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若干倍，积也扩大相同的倍数。
（4）练习：58 页做一做，说说是怎么想的
［通过观察—思考—讨论—交流，使学生的认识逐步加深，通过教师必要的

点拨，使每位学生透彻理解］
（5）观察 1、2、3、4 组第 2 个因数与 5 组第二个因数比较，引导学生归纳

出：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缩小若干倍，积也缩小相同的倍数。
（6）启发学生把发现的两条规律进行概括。

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或缩小）若干倍，积也扩大（或缩小）

相同的倍数。
（7）填空练习：

�在 4 × 5 = 20 中，如果 4 不变，5 扩大 2 倍，那么积也（ ）倍

�在 6 × 8 = 48 中，如果 8 不变，6 缩小 3 倍，那么积也（ ）倍
3. 教学例 7

（1）出示例 7
280 × 340 = 2800 × 340 =

2 8 0
× 3 4 0

2 8 0 0
× 3 4 0

（2）启发学生从用两位数乘的方法类推出用三位数乘的方法。

�先自己试算。

�订正：使学生明确怎样列竖式最简便
（3）练习：59 页做一做 1（直接填在书上）

59 页做一做 2
三、巩固发展
1. 填表

因数 20 40 40 200 200 400

因数 50 50 100 100 200 200

积

观察：每次计算同前一次比较，因数有什么变化？积有什么变化？
2. 填空：

（1）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 ），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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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 5 倍，积（ ）；一个因数缩小 7
倍，另一个因数不变，积（ ），一个因数不变，要想使积扩大 24 倍，另一
个因数（ ）。

3. 练习十四 6 题（填在书上）

4. 改错
（1） （2）

6 4 0
× 1 2 0

1 2 8
6 4

7 6 8 0

4 8 0 0
× 9 1 0

4 8
4 3 2
4 3 6 8 0 0

5. 练习十四 7 题第一横行（三人板演，全班齐练）

6. 练习十四 8 题
四、全课小结：今天你又学到了哪些新知识？
五、布置作业：练习十四 61 页 7 题第二横行、9 题。

【板书设计】

因数和积的变化规律
例 6：

因数 16 16 16 16 16

因数 2 10 20 200 1000

积 32 160 320 3200 16000

5
扩大 3 倍（5 × 3）

15 15
缩小 3 倍（15 ÷ 3）

5
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或缩小）若干倍，积也扩大（或缩小）

若干倍。
例 7：280 × 340 = 95200

2 8 0
× 3 4 0

1 1 2
8 4
9 5 2 0 0

2 8 0 0
× 3 4 0

1 1 2
8 4
8 5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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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算除法》

启发式———探究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67 页例 1、例 2 及“做一做”练习十六 1 - 5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使学生掌握除数是整百数的口算方法，能正确地进行口
算。

（二）能力训练点：培养学生的类推能力，提高口算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培养学生认真学习的习惯。

【教学重点】

帮助学生理解算理，掌握用整百数除的口算方法。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总结用整百数除的口算规律。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仪、投影片、口算卡片等。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口算：
360 ÷ 6 360 ÷ 9 410 ÷ 10 540 ÷ 60 500 ÷ 10
2. 用整十数除的口算方法是什么？
3. 口答：500 是多少个百？1300 是多少个百？3200 呢？
4. 我们已经学过除数是整十数的口算除法，今天我们来学习除数是整百数

的口算除法，板书课题“口算除法”。（通过复习，一方面老师可弄清学生的知
识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口算方法的复习，为把口算规律迁移到除数是整百的口
算除法做了铺垫。）

二、探究新知
1. 教学例 1：

（1）出示例 1
（2）根据除数是整十数的口算方法，你能推导出 500 ÷ 100 得多少吗？（学

生思考）
（3）指名说结果并追问：你是怎样求出得数是 5 的呢？引导学生说出：想

500 里面有几个百，因为 500 里面有 5 个百，所以 500 ÷ 100 = 5
（4）再出示 2400 ÷ 100，你能很快算出它的商，并说出你是怎样想的吗？引

导学生口述 2400 里面有几个百，因为 2400 里面有 24 个 1 百，所以 2400 ÷ 100 =

·6·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小学中年级数学创新教学设计



24（通过迁移，扩展和学生思考，发现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自
觉地学会用己有的知识去解决新问题）

2. 教学例 2：
（1）出示例 2 1200 ÷ 400

引导学生想：1200 是多少个百？400 是多少个百？12 个百里面有几个 4 百？
使学生明确：因为 12 个百里面有 3 个 4 百，所以 1200 除以 400 等于 3。

（2）出示 3600 ÷ 300
教师启发学生，应该怎样想？
引导学生明确：36 个百里有 12 个 3 百，所以 3600 ÷ 300 = 12
3. 总结规律：

（1）根据刚才的学习，你知道了什么？（学生分组讨论）师生一起总结出用
整百数除的口算规律：先把被除数和除数分别看成几个百，再除。

（2）完成 67 页做一做（订正时，找两题说应怎样想）
三、巩固发展
1. 68 页第 1 题
2. 第 3 题找朋友练习（把第 3 题的算式和得数分别做成卡片分两组，每组

10 人，其中 5 人手拿算式，5 人手拿卡片）

3. 练习十六第 2 题，做为小组抢答题，教师出示板条每小组指名一人作为
代表抢答，哪组抢答的又多且对，哪组为优胜。

四、全课小结：引导学生总结口算除法的方法。
五、布置作业：练习十六 4、5 题。

【板书设计】

口算除法
例 1：500 ÷ 100 = 5 例 2：1200 ÷ 400 = 3

2400 ÷ 100 = 24 3600 ÷ 300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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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算除法：商多位数》

互动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78 - 79 页例 7 例 8 及做一做 练习十九 1 - 4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 理解除数是三位数除法的计算算理。

2. 掌握笔算除法的计算法则。
（二）能力训练点

1. 能运用除数是三位数的除法法则正确地进行笔算。

2. 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通过知识间的迁移类推，渗透辩证唯物主义。

【教学重点】

使学生理解掌握用三位数除商多位数的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

商多位数的算理。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片、投影仪。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计算：
（1）2432 ÷ 421 （2）4832 ÷ 592
［复习商的定位和试商方法］

2. 计算并讲算理：
（1）845 ÷ 32 （2）2736 ÷ 48
3. 口答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法则。

4. 导入：教师在 845 ÷ 32 的被除数、除数的后边加一位变成 8450 ÷ 325，从
而揭示出这节课要学的内容，笔算除法：商多位数。

二、探究新知

1. 教学例 7
（1）出示例 7 8450 ÷ 325
（2）请同学们根据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法则试算（全班齐练，一人板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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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3 2 5 丿8 4 5 0

6 5 0
1 9 5 0
1 9 5 0

0

（3）订正，引导学生明确：

�除数是三位数，先用除数去试除被除数的前三位，就是除 845 个十。

�商 2 写在十位上表示 2 个十。

�325 除 1950 商 6，商写在个位上面，这道题的商是 26。
（4）启发学生用乘法验算，检查商是否正确。
（5）练习，先确定商的最高位在哪一位，再计算

2 2 1 丿9 1 4 8 1 8 3 丿7 7 9 5 8

2. 教学例 8 27480 ÷ 482
（1）学生交流比较例 8 与例 7 有什么不同？
（2）引导学生明确算理，自己试算，互相订正，并检验。
（3）练习：下面各题，先说出商是几位数，再计算出来。

4 4 9 丿2 5 1 4 4 3 9 2 丿9 0 1 6

［教师鼓励学生运用已学的知识确定商的位置与位数，并大胆放手让学生
独立计算，使之学有信心，并且印象深刻］

3. 概括法则：
（1）引导学生明确：

除数是三位数的除法与除法数是两位数的除法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都是从被除数的高位除起。

�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在那一位上面写商。

�每次除得的余数必须比除数小。

�除数是两位数，先用除数试除被除数的前两位数，如果它比除数小，再
试除被除数的前三位数。除数是三位数的除法，先用除数试除被除数的前三位
数，如果它比除数小，再试除除数的前四位数。

（2）引导学生阅读课文
（3）概括法则
（4）练习：79 页做一做（两人板演，全班齐练）

三、巩固发展
1. 填空

（1）计算 25144 ÷ 449 时，先用 449 去试除被除数的前（ ）位，商是
（ ）位数。

（2）7 2 4 丿 7 2（ ）6 8 （ ）内填哪些数字商是两位数？（ ）
内填哪些数字商是三位数？

2. 确定商是几位数，再计算

3 1 4 丿6 2 4 1 9 5 6 7 丿7 8 2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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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面的计算对吗？把不对的改正过来
（1）

5 3
3 5 4 丿1 8 8 4 6

1 7 7 0
1 1 4 6
1 0 6 2

8 4

（2）

2 1 7
1 9 0 丿4 1 4 8 2

3 8 0
3 4 8
1 9 0
1 5 8 2

1 3 3 0
2 5 2

4. 小组赛：80 页练习十九 2 题
5. 练习十九 3 题（一人板演、全班齐练）

6. 练习十九 6 题
四、全课小结：今天你又学到了哪些新知识？
五、布置作业：练习十九 3 题（1） （2）。

【板书设计】

笔算除法 商多位数
例 7：8450 ÷ 325 = 26

2 6
3 2 5 丿 8 4 5 0

6 5 0
1 9 5 0
1 9 5 0

0

325 除 854 个十，商 2 个十余 195 个十，
325 除 1950 商 6

法则：
1. 先用除数试除被除数的前三位数，如果它比除数小，再试除前四位数。
2. 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在那一位上面写商。
3. 每次除后余下的数必须比除数小。
例 8：27480 ÷ 480 = 57⋯⋯6

5 7
4 8 0 丿2 7 4 8 0

2 4 1 0
3 3 8 0
3 3 7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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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不变的规律》

目标式教学设计

一、激情引趣（展示目标）
幻灯出示猴子图。同学们，今天老师先给你们讲个“猴妈妈分桃子”的故事。
有一天，猴妈妈带着一大群小猴子到桃园去摘桃子。来到桃园，看到又红

又大的桃子，小猴子们一个个口水直往下流，恨不得一下子爬到树上吃个够。
这时，猴妈妈下了一道命令：“我们先摘桃子，谁也不许偷吃，摘完后大家要平
均分着吃，你们说好吗？”小猴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于是，大家一起动
手，不一会儿摘了满满一大筐。要分桃子了，小猴子们整整齐齐地排好队，等
猴妈妈分桃子。

猴妈妈拿着 8 个桃子对站在最前面的小猴子说：“请你把这 8 个桃子平均分
给 4 只小猴子吧！”（出示：8 ÷ 4 = ）这只小猴子想：才 8 个，平均分给 4 只猴
子，每只才得 2 个，太少了，太少了。于是它大声说：“太少了，再多点儿。”
猴妈妈想了想，又说“给你 80 个桃子，平均分给 40 只猴子吧！”（出示：80 ÷ 40
=）小猴子还是说：“少！少！再多点。”猴妈妈想了想，就给小猴子 800 个桃
子，让它平均分给 400 只猴子，（出示：800 ÷ 400 = ）这下小猴子可高兴了，800
个桃子，这么多，太好了。于是它大声地说：“好！好！”。但是，猴妈妈却摇了
摇头笑着说：“傻孩子。”你知道猴妈妈为什么要这样说吗？

我们来看看猴妈妈的三种分法：
（1）8 ÷ 4 = 2 （2）80 ÷ 40 = 2 （3）800 ÷ 400 = 2

问：每只小猴子分得几个桃子？（2 个）
在这三个算式里什么没变？（商没变）
商为什么不变？你们想知道吗？（想）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商不变的规律。（板书课题）
二、讲授新课（目标实施）

1. 我们先来观察这三个算式。
从（1）式到（2）式，被除数从 8 变成 80，发生了什么变化？（扩大了 10

倍）除数从 4 变成 40，发生了什么变化？（扩大了 10 倍）也就是被除数和除数
同时扩大了 10 倍，商不变。

从（1）式到（3）式，可得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了 100 倍，商不变。
也就是说：被除数、除数同时扩大（ ）相同的倍数，商不变。（板书）
反过来比较，从（3）式到（2）式、（1）式，可以得出什么规律？学生说，

教师补充完整，在上面板书中留的括号里填上“或缩小”三个字。
这就是商不变的规律。（齐读）

2. 利用这个性质，可以使整十、整百数的除法口算变得简便。
教学例 1、口算 3600 ÷ 600 480 ÷ 40
想：把 3600 和 600 同时缩小 100 倍，变成 36 ÷ 6，得 6。
板书：3600 ÷ 600 = 36  ÷ 6  = 6
想：把 480 和 40 同时缩小 10 倍，变成 48 ÷ 4，得 12。
板书：480 ÷ 40 = 48 ÷ 4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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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两题可以看出：
（1）同时缩小 10 倍，就是划去被除数、除数末尾的一个 0；（2）同时缩小

100 倍，划去被除数和除数末尾的两个 0；（3）同时缩小 1000 倍，划去被除数和
除数末尾的三个 0。

3. 尝试练习（达成目标练习）。
（1）判断（幻灯出示）：

�56000 ÷ 800 = 7（ ）

�840 ÷ 25 = （840 × 5） ÷ （25 × 4） = 4200 ÷ 100 = 42（ ）

�380 ÷ 5 = （380 ÷ 2） ÷ （5 × 2） = 190 ÷ 10 = 19（ ）

�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商不变。（ ）
（2）先算出每组题中第 1 题的商，然后很快说出下面两题的商。
72 ÷ 9 36 ÷ 3 24 ÷ 4 720 ÷ 90 360 ÷ 30
240 ÷ 40 7200 ÷ 900 3600 ÷ 300 2400 ÷ 400
4. 利用商不变的规律，可以使被除数、除数末尾有 0 的除法笔算变得简便。
出示例 2 8760 ÷ 120 =

（1）先让学生用一般方法计算。
（2）问：这道题有没有简便算法？谁来说说怎么算？

再问：划去被除数和除数末尾的零以后，8760 和 120 可以看成什么 数？
（876 ÷ 12）

板书：12 个 A� � A�+ 120 8760 876 个
让一学生板演，其余学生做在书上。

（3）引导学生比较两种算法。（得出：第二种方法简便）

5. 反馈练习（目标达成测试）。
（1）板演与齐练
8060 ÷ 620 13500 ÷ 270

（2）改错（幻灯）

3 6
�2 4 0 丿8 6 4 0 0

7 2
1 4 4
1 4 4

0

4 7
�3 5 丿1 6 4 5 0

1 4 0
2 4 5
2 4 5

0

三、全课总结（课程目标强化）

1. 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内容？
2. 学生齐读商不变的规律。
四、课后悬念，保持求知欲
前面老师讲了猴妈妈分桃子的故事。猴妈妈巧妙地应用了商不变的规律，

用三种分法分桃子，每只猴子都分得 2 个桃子。分完后，猴妈妈往筐里一看，
呀！还剩下一个桃子，给谁呢？小猴子们都想要，猴妈妈说：“我出一道题，谁
做对了就把这个桃子奖给谁。”小猴子们磨拳擦掌、抓耳挠腮，都想得到这个桃
子。猴妈妈说：“桃园里有 1300 个桃子，平均分给 300 只猴子，每只得几个？还
剩几个？”小猴子们一听，这还不简单！用商不变的规律来做，1300 和 300 同时
缩小 100 倍，变成 13 ÷ 3，得 4 余 1。但猴妈妈摇了摇头，表示错了。

你们想不想知道为什么错了？（想），这就是我们明天要学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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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不变的规律，被除数、
除数末尾有零的除法》

实录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义务数有六年制小学数学第七册第 84 耀 85 页例 10 耀 例 12。

【教学目的】

1. 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商不变的规律。
2. 能应用商不变的规律用简便方法计算被除数、除数末尾有零的除法。
3. 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比较、抽象、概括能力。
4. 渗透变与不变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教学重点】

商不变规律的理解及应用。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 提问：在学习因数和积的变化规律时，同学们已经理解了扩大几倍和缩

小几倍的含义，谁知道，扩大几倍是什么意思？缩小几倍呢？
2. 口答。（投影出示）

（1）把 24 扩大 10 倍是（ ）。
（2）把 4800 缩小 100 倍是（ ）。
（3）70 扩大（ ）倍是 490。
（4）5600 缩小（ ）倍是 700。

〔评析：学生学习新知识，解决新问题，离不开已有的知识经验。所以在复
习阶段，教师先提问学生“扩大几倍”和“缩小几倍”的含义，再通过一组填
空题具体了解学生掌握的情况。这样，就为学生学习商不变的规律，扫清了思
维上的障碍，把学生带进了一个有利于发现“商不变规律”的“最近发展区”，
也为学生主动探求新知作好了词语上的准备。〕

二、新课
1. 教学例 10。

（1）教师在黑板上贴出下表：

被除数 24 120 240 2400 4800

除数 4 20 40 400 800

商

提问：在这个表中告诉我们什么条件？要求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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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名学生分别口算出每组题的商。随着学生的回答教师在表中用红粉
笔填上“6”。

提问：这几组题的商有什么特点？
激疑：这就奇怪了，这几组题的被除数、除数变了，为什么它们的商却没

有变呢？你们想知道其中的奥秘吗？
（3）引导学生进行观察、讨论。

�师：首先，我们从左往右进行观察。同学们看，第 2 组同第 1 组比校，
被除数从 24 到 120 发生了什么变化？（被除数从 24 到 120 扩大了 5 倍）

师：再看，除数从 4 到 20 又发生了什么变化？（除数从 4 到 20 也扩大了 5 倍）
师：被除数扩大 5 倍，除数也扩大 5 倍，概括地讲，就是被除数和除数怎

么样了？
启发学生说出：就是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 5 倍。（板书：被除数和除数同

时扩大 5 倍）
师：同学们再看，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 5 倍以后，商有没有变化？（商没

有变化）
教师说明：商没有变化，也就是商不变。（板书：商不变）
师：谁能把第 2 组同第 1 组比较的结果完整地说一遍。
启发学生说出：第 2 组同第 1 组比较，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 5 倍，商不变。
师：同学们继续观察，第 3 组同第 1 组比较，被除数和除数有什么变化？

商有什么变化？（学生回答时板书：10 倍）
师：谁能仿照上面的说法，说一说第 4、5 组分别同第 1 组比较的结果？

（学生回答时板书：100 倍、200 倍）
师：通过刚才的观察我们发现，在除法里（板书：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

数同时扩大 5 倍、10 倍、100 倍、200 倍，商不变。
（至此，在例 10 的表格下形成如下板书：

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 5 倍、10 倍、100 倍、200 倍商不变。）
教师进一步追问：如果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 50 倍，商变不变？同时扩大

1000 倍呢？
师：那谁能告诉老师，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怎样变化，商才不变呢？
教师在学生充分发言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得出：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

同时扩大相同的倍数，商不变。（教师在原板书“扩大 5 倍、10 倍、100 倍、200
倍”上贴上“扩大相同的倍数”）

�师：现在，我们反过来从右往左进行观察，一边观察，同学们一边思考
这样两个问题。（投影出示）

观察、思考：
（1）第 4、3、2、1 组同第 5 组比较，被

除数和除数各有什么变化？商有什么变化？
（2）从这里你又发现什么规律？

（学生分组讨论，检查第（1）小题时教师相机板书：缩小 2 倍、20 倍、40
倍、200 倍。）

教师结合板书提问：从这里你们又发现什么规律？
学生很容易类推出：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同时缩小相同的倍数，商不变。

（教师在原板书“缩小 2 倍、20 倍、40 倍、200 倍”上贴上“缩小相同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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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发现了在除法里导致商不变的两种情况，现
在谁能用一句话把这两种情况概括起来。

引导学生说出：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
商不变。（教师在原板书上贴上“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

�学生齐读后，教师指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商不变的规律。（板书
课题：商不变的规律）

（4）师：现在老师问你们，如果被除数扩大 100 倍，要使商不变，除数应
当怎么办？如果被除数缩小 100 倍，要使商不变，除数应当怎么办？如果除数
扩大 20 倍，要使商不变，被除数应当怎么办？如果除数缩小 20 倍，要使商不
变，被除数应当怎么办？

（评析：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自
尊心。作为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个因素，热情鼓励，精心诱导他们最大限度地参
与教学过程，使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本节课，教师在教学例 10 时，按照
分层次观察，分层次总结，先分后总的教学程序，充分利用表格，引导学生有
序地、由表及里地观察、比较，再由具体到一般，抽象概括出“商不变的规
律”。使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使学生不但学到
了知识，而且学到了获取知识的方法。）

2. 教学例 11。
师：看来，同学们对商不变的规律是真正理解了。下面，老师看你们能不

能灵活地运用这个规律。同学们看例 11。（板书：口算 3600 ÷ 600 4800 ÷
400）

师：同学们先看第 1 题，这道题的被除数和除数有什么特点？
（学生可能说：这道题的被除数和除数都是整百数，或这道题的被除数和除

数的末尾都有两个 0。）
师：根据商不变的规律想一想，这道题怎样计算简便？
启发学生说出可以把 3600 和 600 同时缩小 100 倍，变成 36 ÷ 6，得 6。
师：谁能很快地告诉老师，4800 ÷ 400 等于多少？你是怎样想的？
练习：课本 85 页最上面的“做一做”。
从上到下，先算出每组题中第 1 题的商，然后很快地写出下面两题的商。
72 ÷ 9 = 36 ÷ 3 = 80 ÷ 4 =
720 ÷ 90 = 360 ÷ 30 = 800 ÷ 40 =
7200 ÷ 900 = 3600 ÷ 300 = 8000 ÷ 400 =
订正时结合第 1 组提问：后两个题是怎样想的？结合第 2 组提问：从上往

下观察，为什么商不变？结合第 3 组提问：从下往上观察，为什么商不变？
3. 教学例 12。
师：刚才，我们利用商不变的规律，非常简便地计算了被除数和除数末尾

有零的口算除法。那么，笔算除法能不能应用这一规律呢？同学们看例 12。
（板书：8760 ÷ 120 = ）

先让学生用一般算法计算这道题。再引导学生根据口算的简便算法类推出笔
算除法的简便算法，即可以把 8760 和 120 同时缩小 10 倍变成 876 ÷ 12 来计算。

师：把 8760 和 120 同时缩小 10 倍，在竖式中怎样表示呢？同学们看老师是
怎样做的。（教师在竖式中示范）

指名说一说老师是怎样做的。（同时划去了被除数和除数末尾的一个零）。
师：同时划去被除数和除数末尾的一个 0，就表示把被除数和除数同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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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10 倍。依此类推，如果同时划去被除数和除数末尾的两个 0，应该表示什么？
同时划去被除数和除数末尾的 3 个 0 呢？

师：在这个竖式中，876 实际上表示的是什么？12 呢？（876 实际上表示的
是 876 个十，12 实际上表示的是 12 个十。）

让学生自己在书上算出结果。
订正后教师指出：以后同学们在计算被除数和除数末尾有 0 的除法时，可

以根据商不变的规律，划去相同个数的零，再进行计算，这样比较简便。
练习：

（1）根据商不变的规律判断，下面各题这样划“0”对不对？

5 6 丿3 3 4 6  丿8 2 0  

7 2 丿6 3 5  3 3  丿9 0 9 
（2）计算。（课本 85 页最下面的“做一做”）

8060 ÷ 620 13500 ÷ 270
〔评析：例 11、例 12 的教学，主要是训练学生能够灵活地运用“商不变的

规律”计算被除数和除数末尾有 0 的除法。例 11 的教学，教师引导学生重点解
决 3600 ÷ 600 口算时应如何去想，使学生明确算理。至于 4800 ÷ 400 则完全放给
学生。例 12 的教学，教师充分引导学生迁移类推，使学生由口算的简便算法类
推出笔算的简便算法。然后着重解决竖式中如何划“0”的问题，以及划“0”
以后，876 和 12 在竖式中表示的含义。至于计算，按照编者的意图，则放手让
学生独立完成。这样有助于知识的巩固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同时，教学中
坚持边讲边练，讲练结合，反馈及时，有利于教师及时调控自己的教学。〕

4. 看书质疑。（略）
三、巩固练习
1. 练习二十中的第 1 题。
2. 练习二十中的第 2 题。
3. 根据商不变的规律判断。
48 ÷ 12 = 4

（l）（48 × 5） ÷ （12 × 5） = 4（ ）
（2）（48 × 6） ÷ （12 ÷ 6） = 4（ ）
（3）（48 ÷ 3） ÷ （12 ÷ 4） = 4（ ）
（4）（48 ÷ 2） ÷ （12 ÷ 2） = 4（ ）
（5）48 ÷ （12 ÷ 3） = 4（ ）

4. 下面的计算对吗？把不对的改正过来。

1 4 6
3  丿4 3 8  

3
1 3
1 2

1 8

1 8
0

3 1
2 1 丿6 5 1  

6 3
2 1
2 1

0

8
8 7 丿6 9 6 0 

6 9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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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练习设计形式多样，重点突出，从不同侧面巩固了所学知识，有
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和灵活性。〕

四、布置作业
练习二十中的第 4 题。

〔总评：本节课重点突出，目的明确，教学层双清楚，环环紧扣。教学中教
者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努力在“导”字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自主活动中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学会发现，
便课堂教学从“以教材、教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全面主动的发展为中
心”，从研究如何“把学生教会”，变为如何“让学生学会、让学生会学”，切实
体现了当前素质教育“主体性”课堂教学的指导思想。整节课下来，教者教得
轻松，学生学得愉快，教学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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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不变规律》

过程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六年制小学数学第六册第 84、85 页商不变的规律及应用例 10———例 12。

【教学要求】

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商不变的规律，培养学生初步的抽象概括能力；并能应
用这一规律，用简便方法计算被除数除数末尾有 0 的除法。

【教学重点】

理解商不变的规律。

【教学难点】

应用这个规律，使一些计算简便。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都喜欢听西游记的故事吧，我讲一段给你们听。孙悟空在花果

山给猴子们分桃子，孙悟空说：“现在每个猴子分给 6 个桃子，吃 3 天”。猴子
想，平均每天只能吃 2 个，便吵着说：“太少了”！“太少了！”希望一次能分多
些。大圣灵机一动，说：“好吧，那就每个猴子分给 60 个桃子，要吃 30 天。”
话音未落，猴子们欢天喜地。可是再一想，猴子们又你一言我一语喊着：“不
够”！“不够”！一会儿，大圣又接着说：“那就每只猴子分给 600 个桃子吧，要
求吃 300 天”。猴子们想一想还是说不够。

1. 同学们想一想，为什么每只猴子分得桃子增加那么多，还喊太少呢？原
因在哪里？这正是我们这节课所要学习的内容（板书课题：商不变的规律）。

2. 根据上面的故事，列出算式，并说出算式各部分的名称。
板书：6 ÷ 2 = 2

60 ÷ 30 = 2
600 ÷ 300 = 2

被除数 除数 商
3. 引导学生观察，比较以上三个等式。问：从上到下，被除数和除数怎样

变化？商呢？
从下到上，被除数和除数怎样变化？商呢？
二、教授

（一）教学例 10
1. 出示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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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除数 24 120 240 2400 4800

除数 4 20 40 400 800

商

2. 填表

3. 引导学生从左往右观察
问：第 2、3、4、5 组同第 1 组比较，被除数和除数各有什么变化？商有什

么变化？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后问：每一组被除数和除数的变化有什么规律”（启发学

生说出：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相同的倍数），然后指着表再问：在被除数和除
数同时扩大 5 倍、10 倍、10O 倍、200 倍的过程中，商怎样？通过从左往右观察
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引导学生得出：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相同的倍数，商不变。再引导学生
从右往左进行观察，用同样的方法得出：被除数和除数同时缩小相同的倍数，
商不变。

4. 比较这两个规律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5. 概括规律
师：这两个规律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谁能用一句话把这两个规律概括起

来？（指名回答，师在“扩大”的后面填上“或缩小。”）
师：这就是商不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在什么运算里适用（生答，师在这个

规律的前面加上“在除法里”）？
6. 指导学生看书
问：在商不变的规律中，你认为哪些字词是关键字词？
齐读一遍规律，并举例说明。
7. 巩固练习

（1）口答练习 P85：做一做（先说出每组第一题的商，然后很快说出下面各
题的商）。

（2）判断题，下面的等式成立吗？为什么？
9 ÷ 3 = （9 × 2） ÷ （3 × 4）

9 ÷ 3 = （9 ÷ 3） ÷ （3 × 3）

9 ÷ 3 = （9 + 4） ÷ （3 + 10）
（二）教学例 11

师：从刚才的练习看，同学们基本上掌握了商不变的规律，下面看你能不
能灵活地运用这个规律。

1. 出示例 11，口算 3600 ÷ 600 4800 ÷ 400 让学生试做，并说说是怎样想
的。

2. 小结：这两道题的被除数和除数都是整百数，口算时把被除数和除数同
时缩小 100 倍，即划去被除数和除数末尾的两个 0，变成用一位数除的口算，这
样做比较简便，如果被除数和除数都是整十数怎么办？都是整千数呢？也就是
说要划去被除数和除数末尾相同个数的零。

3. 反馈练习：口算 P87 练习二十第 2 题，并说说是怎样想的。
（三）教学例 12
1. 通过学习例 11 我们发现应用商不变的规律能使整十整百数的除法口算

简便，能否使一些除法笔算也简便呢？请看 P85 例 12，8760 ÷ 120
2. 先让学生用一般的方法计算，想想这道题有没有简便算法？根据什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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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去被除数、除数末尾的一个零？
3. 让学生独立完成。

4. 比较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一样吗？用哪种方法算比较简便？为什么？

5. 小结：被除数和除数末尾有零的笔算除法也可以用简便方法计算，但一
定注意：要划去被除数和除数末尾相同个数的零。

6. 练习，P85 做一做 8060 ÷ 620 13500 ÷ 270
7. 判断对错，并说明理由。

4 1
3 7 丿1 5 1 7 

1 4 8
3 7
3 7

0

7 9
3  丿2 3 7  

2 1
2 7
2 7

0

3 4
1 8 丿6 1 2  

5 4
7 2
7 2

0

三、总结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商不变的规律，运用这一规律可以使一些计算简便。

在运用这个规律的过程中。关键要注意：“被除数和除数要同时扩大或同时缩小
相同的倍数”。

四、作业

P87 练习二十第 1、3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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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不变规律及应用》

情境创设式教学设计

商不变的规律及应用（教材第 84 耀 85 页例 10、例 11 和例 12），第 1 课时，
新授课。

《商不变规律及应用》是《乘数、除数是三位数的乘法和除法》中的教学内
容。在这之前，学生己经学会了除数是两、三位数的除法计算，也学习了乘法
中积和因数的一些变化规律。这节课主要是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商不变的规律，
并能运用商不变的规律进行一些简便计算。这部分内容是学生以后学习分数和
比的基本性质，并运用它约分和通分的基础。通过教学，不仅可以巩固学生刚
学到的整十、整百数的口算知识，提高口算能力，同时还能渗透函数变化的思
想，培养学生初步的抽象、概括能力。因此这部分教学内容在整个小学数学知
识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重视学法，引导学生主动地探究。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
验，着力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创新意识。可指导学生：先明确研究的任务，
再归纳有序观察数表的方法和判断数的大小变化的依据。这些指导，将使学生
以后的探究学习更具有自觉性。

2. 组织讨论，提供交流的机会。教师要充分相信学生，可通过小组讨论和
全班交流等形式，给学生提供充分发表自己看法的空间和时间，让他们在相互
启发中去发现规律。虽然不同水平的学生在讨论中发表的见解未必一致，语言
的表述也未必准确，但这种通过学生自身体验得到的发现远比教师的直接奉送
可贵得多。

3. 加强联系，重视操作活动。让学生在学具操作活动中把抽象的规律具体
化，以加深对商不变规律的理解。

4. 组织有针对性的练习。不仅让学生在练习中进一步明辨商不变规律的内
容，同时也提高学生运用这一规律进行简便计算的能力。

教学设计例举与评析

组 织 讨 论 设计

1. 填出表中每道除法算式的商，知道商没变。
2. 引导学生明确研究的任务。
让学生知道仍是研究除法，不过不是研究除法的计算方法，而是要研究被

除数和除数各怎样变化，商才保持不变。
3. 启发学生归纳观察数表的方法和判断数的大小变化的依据。

（1）观察方法。

�先横着（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看，被除数和除数各是怎样变化？

�再竖着看，每组中被除数和除数是不是同时在变化？
（2）判断数的大小变化的依据。

看一个数的大小变化，可以看它加上或减去了数几，或者看它乘以或除以
了一个什么数。上表中的被除数和除数属哪一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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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导学生分组讨论。
（1）整体观察。

从左往右看，被除数和除数各是怎样变化的？从右往左看，它们又是怎样
变化的？

（2）具体比较。

�以第 1 组为标准，第 2、3、4、5 组分别同它比较，被除数和除数各有何
变化？商呢？

�再以第 5 组为标准，第 1、2、3、4 组分别同它比较，被除数和除数各有
什么变化？商呢？

5. 指导全班交流，概括出商不变的规律。
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商不变。
评析：本设计中的学法指导和讨论交流注意体现“教人发现真理”这一教

育思想。

C A I 课 件 设计

当学生发现商不变的规律后，可设计生动有趣的 CAI 课件进行教学。
屏幕上出现一座美丽的花果山，山上有一片桃树林，树上结满了一个个又

红又大的桃子。一只猴妈妈带着一群活泼可爱的小猴蹦蹦跳跳，采摘树上的桃
子。屏幕上再转换成秋风瑟瑟的景象，猴妈妈召集一群小猴开会说：“冬天快到
了，为了节约粮食，从明天起每只猴每天只能分给 8 个果子。”闪现：

每只猴分得果子数（个）

天数（天） 1
每猴每天分得果子数（个） 8

小猴一听，都嫌太少，齐声反对：“不行！不行！”猴妈妈眼珠一转说：“那
改成每只小猴每 5 天分给 40 只果子，行吧？”闪现：

每只猴分得果子数（个） 40
天数（天） 1 5
每猴每天分得果子数（个） 8

有的小猴一听是 40 只果子，说：“行！”饭量大的胖猴仍然反对。这时猴妈
妈再改口说：“那这样吧，从明天起每只小猴每 15 天分给 120 只果子，总行
吧？”闪现：

每只猴分得果子数（个） 40 120
天数（天） 1 5 15
每猴每天分得果子数（个） 8

小猴一听能分到 120 只果子，一起蹦跳着笑了起来，猴妈妈也笑了。
看完课件后，师问：“为什么小猴开始不同意，后来却高兴得笑了起来？为

什么猴妈妈也笑了？她笑的是什么？”启发学生运用本节课学到的知识分析解
答。

评析：本设计可增添教学的情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加深学生对商不变规律的理解。本课件也可考虑在新课引入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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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不变的规律》

引导———发现式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景
师：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天，松鼠妈妈给每只小松鼠 12 个松果，要

它们平均分 2 天吃完。许多小松鼠都拍手表示满意，惟独松鼠佳佳大叫着说：
12 个松果太少，不够吃。松鼠妈妈说：那好，我就给你 24 个松果，平均分 4 天
吃完。话音刚落，小佳佳又叫又跳：太少，太少，还不够吃。松鼠妈妈又说：
那我给你 36 个松果，平均分 6 天吃完。小佳佳得意地说：够了！够了！松鼠妈
妈和其它松鼠都笑了起来。

师：为什么松鼠妈妈和其它小松鼠听完小佳佳的话都笑了起来？
学生回答后，师生共同算出在不同的情况下松鼠小佳佳平均每天吃多少个

松果。
板书：12 ÷ 2 = 6（个）24 ÷ 4 = 6（个）36 ÷ 6 = 6（个）
师：通过计算，同学们发现了什么？想提出什么问题？（学生提出问题）这

节课我们就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二、探究新知

（一）小组合作学习，发现商不变的规律。
1 两次分类，初步感知。
师：请同学们口算“60 ÷ 30”，并说出算式中各部分的名称。
教师出示下列口算卡片，并引导学生思考：像这样的题你们能口算吗？请

各学习小组分工合作，以最快的速度口算出卡片上的题，比一比哪一组配合得
最好，算得又对又快。

�（60 × 2） ÷ （30 × 2） �（60 × 10） ÷ （30 × 10）

�（60 × 3） ÷ （30 × 3） �（60 ÷ 5） ÷ （30 ÷ 5）

�（60 + 5） ÷ （30 + 5） �（60 × 3） ÷ （30 × 2）

�（60 - 10） ÷ （30 - 10） �（60 ÷ 2） ÷ （30 ÷ 2）

�（60 ÷ 3） ÷ （30 ÷ 3） �（60 × 2） ÷ （30 ÷ 2）
（1）教师先让学生汇报计算结果，然后让学生比较这几道题和原题的商有

没有什么变化？并请各组学生以“60 ÷ 30 = 2”为标准，按商的变化，把这些题
进行分类。

师：你们是怎样分类的？为什么这样分？（学生汇报分类情况）今天我们重
点研究商不变的这类算式。

（2）教师让学生观察商不变的这些算式，然后思考：还可以再分类吗？并
让学生试着分一分。

师：你们是怎样分的？为什么这样分？（提示学生分类情况）
（60 × 2） ÷ （30 × 2） （60 ÷ 3） ÷ （30 ÷ 3）
（60 × 3） ÷ （30 × 3） （60 ÷ 5） ÷ （30 ÷ 5）
（60 × 10） ÷ （60 × 10） （60 ÷ 2） ÷ （30 ÷ 2）

2. 观察分析，概括规律。
师：被除数、除数怎样变化时商不变呢？请同学们观察左边这一组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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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讨论：你们发现了什么规律？谁能用一句话概括？
学生初步发现有关规律后，教师再请学生运用刚才的学习方法观察右边这

组算式，引导学生进一步发现商不变规律。
师：谁能把刚才两次发现的规律概括起来？
学生概括后引导他们思考：我们是在什么运算中发现这个规律的？然后让

学生齐读商不变规律。
3. 举例说明，加深理解。
师：通过观察这 6 道题我们发现这个规律，那么为什么另外 4 道题的商又

变了呢？要使商不变，被除数、除数应该怎样变？请分组进行讨论。
（60 + 5） ÷ （30 + 5） （60 - 10） ÷ （30 - 10）
（60 × 3） ÷ （30 × 2） （60 × 2） ÷ （30 ÷ 2）

学生逐一进行分析、讨论，从而加深了对商不变规律中的“同时”和“相
同”等词语的理解。然后教师让学生有重点地再读一次商不变规律。

师：是不是所有的除法算式都具有这个规律呢？请大家任意写出一个除法
算式，再把被除数和除数任意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看看结果是否符合这个
规律。（学生举例，教师板书）。

师：同学们每人都编一道题，全班编了许多道，结果都符合这个规律。请
给你们自己发现的这个规律取个名字。（揭示课题：商不变的规律）

4. 利用规律，解决问题。
（1）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学习了这个规律，现在你知道松鼠妈妈是怎样巧

妙地利用数学知识教育小佳佳的吗？
（学生自由发言）
（2）让学生根据商不变规律在下列算式的7�里填上运算符号，在<�里填上

恰当的数。
30 ÷ 6 = （30 × <�） ÷ （6 × 3） 24 ÷ 8 = （24 ÷ 4） ÷ （8 ÷ <�）

24 ÷ 4 = （24 × <�） ÷ （4 × <�） 21 ÷ 7 = （217�<�） ÷ （77�<�）
（二）应用规律，培养能力。
1. 口算：3600 ÷ 600，4800 ÷ 600。
2. 完成教材第 85 页的“做一做”。
3. 笔算：8760 ÷ 120。
4. 学生独立练习：8060 ÷ 620，13500 ÷ 270。
三、巩固练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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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不变的规律》

电化教案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8485 页例 10、例 11、例 12。85 页做一做：练习二十的 1—4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 使学生理解和掌握被除数、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商不

变。
2. 能运用商不变的规律进行被除数、除数末尾有零的口算除法和笔算除法

的计算。
（二）能力训练点
1. 培养学生初步的抽象概括总结规律的能力。
2. 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通过引导学生揭示知识间的联系，探索规律，渗透函数思想，培养学生对

科学知识的探索精神。

【教学重点】

理解和掌握商不变规律。

【教学难点】

运用商不变规律进行计算。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片、投影仪。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口算（投影出示）

2800 ÷ 400 3600 ÷ 300 5400 ÷ 900 8000 ÷ 800
1200 ÷ 200 4200 ÷ 700 1500 ÷ 500 6000 ÷ 600
2. 提问：扩大几倍是什么意思？缩小几倍是什么意思？
3. 填空（投影片出示）

（1）把 24 扩大 10 倍是（ ）
（2）把 4800 缩小 200 倍是（ ）
（3）70 扩大（ ）倍是 490
（4）4800 缩小（ ）倍是 120。
4. 填表（小黑板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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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除数 24 120 240 2400 4800

除数 4 20 40 400 800

商

提问：从表中发现了什么？
二、探究新知
1. 导入新课：表中被除数，除数变了，商为什么不变呢？你想知道其中的

奥秘吗？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板书课题）

2. 教学例 10，引导学生总结商不变的规律
（1）教师引导学生观察：

�2 组同 1 组比较，被除数有什么变化？除数有什么变化？商有什么变化？

�学生汇报，教师引导准确表述：被除数，除数同时扩大了 5 倍，商不变。

�让学生分别照上面的样子总结出：3 组同 1 组比较，4 组同 1 组比较，5
组 1 组比较被除数、除数、商的变化。

�教师提问：如果被除数，除数同时扩大 30 倍，100 倍 3000 倍商会怎样？
教师提问：通过观察讨论你发现了什么规律？学生总结。教师板书：被除

数除数同时扩大相同的倍数，商不变。
（2）教师提问

�我们把 2、3、4、5 组同 1 组比较发现了以上规律，如果我们把 4、3、2、
1 组同 5 组比较又会发现什么？

�学生认真观察思考并说给同桌。

�师生一起订正讨论结果：
第 4 组与第 5 组比较，被除数和除数同时缩小 2 倍，商不变。
第 3 组同第 5 组比较，被除数和除数同时缩小 20 倍，商不变。
第 2 组同第 5 组比较，被除数和除数同时缩小了 200 倍，商不变。
第 1 组同第 5 组比较，被除数和除数同时缩小了 200 倍，商不变。
教师板书：缩小了 2 倍、20 倍、40 倍、200 倍。

�如果同时缩小 20 倍、50 倍、500 倍，商会有什么变化？板书：被除数、
除数同时缩小相同倍数，商不变。

（3）概括规律：你能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学到的规律吗？
（4）看书理清重点词语。

�如果被除数扩大 100 倍，要使商不变，除数应该怎样？

�如果被除数缩小 100 倍，要使商不变，除数应该怎样？

�如果除数扩大了 10 涪，要使商不变，被除数应怎样？

�如果除数缩小了 10 倍，要使商不变，被除数应怎样？
3. 教学商不变规律的应用。

（1）出示例 11，说明式题特点。3600 ÷ 600，启发怎样利用所学规律算出
商？（板书）

3600 ÷ 600 = 6
想：把 3600 和 600 同时缩小 100 倍变成 36 ÷ 6，得 6
4800 ÷ 400 得多少？怎样想？
把 4800 和 400 同时缩小 100 倍，变成 48 ÷ 4 = 12
尝试练习（投影出示）

420 ÷ 60 660 ÷ 6 4800 ÷ 800 5400 ÷ 900 6000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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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0 ÷ 1000（提问 l—2 个是怎样想的？）完成书上 85 页做一做
（2）出示例 12 8760 ÷ 120

提问：被除数、除数有什么特点？根据刚才的口算方法，怎样算更简便？

在竖式上怎样表示呢？请观察老师怎样做？ 1 2 丿8 7 6 （老师演示）提问：

老师怎样做的，表示什么？如果同时划出 2 个 0，3 个 0 呢？876 表示的是什么？
（876 个十），12 表示什么？（12 个十）

学生完成笔算部分，一生板演。
练习（投影出示）

�判断：（投影）划的 0 对不对，为什么？

5 6 丿3 3 4 6  丿8 2 0   

7 2 丿6 3 5  4 5 丿9 0 9 

4 5 丿9 2 7 
（在笔算中被除数、除数同时划去相同个数的 0）

�计算：
8060 ÷ 620 13500 ÷ 270（2 人做投影片，其余做练习本）
三、巩固发展
1. 根据商不变的规律判断（投影片）

48 ÷ 12 = 4
（48 × 5） ÷ （12 × 5） = 4
（8 × 6） ÷ （12 ÷ 6） = 4
（48 ÷ 3） ÷ （12 ÷ 4） = 4
（48 ÷ 2） ÷ （12 ÷ 2） = 4
48 ÷ （12 ÷ 3） = 4
2. 填空：
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 ）扩大（或缩小）（ ）倍数，（ ）

不变。
3. 下面计算对吗？（投影出示）

3 6
2 4 丿8 6 4  

7 2
1 4 4
1 4 4

0

3 1
2 1 丿6 5 1  

6 3
2 1
2 1

0

1 4 6
3 丿4 3 8 

3
1 3
1 2

1 8
1 8

0

5
2 7 丿1 3 5 

1 3 5
0

4. 87 页 l、2 题在书上完成。
四、全课小结
今天你学到了什么知识？（学会了商不变规律和运用规律口算除法和笔算除

法）。
五、布置作业：87 页 3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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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商不变的规律
例 10：

被除数 24 120 240 2400 4800

除数 4 20 40 400 800

商 6 6 6 6 6

在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商不变。
例 11：3600 ÷ 600 = 6 4800 ÷ 400 = 12
想：把 3600 和 600 同时缩小 100 倍，变成 36 ÷ 6 = 6
例 12：8760 ÷ 120 = 73

（12 个十）
7 3

1 2 丿8 7 6 
8 4

3 6
3 6

0

B�876 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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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探究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95—96 页例 1、例 2、例 3 及做一做练习二十二。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使学生掌握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并应用这些关系，对
乘法进行验算和求乘法算式中的未知数 X。

（二）能力训练点：培养学生在观察比较中，进行分析、判断、推理、概括
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培养学生严谨的学习态度，同时，让学生体会到“事物
是普遍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教学重点】

通过实例引导学生做出判断推理，概括出关系式。

【教学难点】

根据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熟练进行乘法验算和求未知数 X。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片、小黑板。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口算下面各题：
65 ÷ 5 17 × 3 45 ÷ 5 17 × 0 × 4
15 × 5 12 × 8 480 ÷ 16 0 ÷ 25 × 9
25 × （ ） = 100 （ ） × 14 = 280
2. 说出下面各题中 X 的值，并指出计算根据。
X+ 15 = 45 X- 6 = 24 90 - X= 30 36 + X= 40
3. 引入新课：
同学们对加、减法各部分间的关系已经很清楚了，那么乘法各部分间又存

在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
板书：“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二、探究新知
1. 教学例 1

（1）出示例 1 的图：
教师口述题意：每盘 30 个鸡蛋，3 盘一共有多少个鸡蛋？引导学生口述算

式：30 × 3 = 90（个）（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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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口述算式中各部分名称及各部分间的关系。板书：因数 × 因数 = 积
（2）出示例 1 的（2） （3）两题

学生先口述题意，然后引导学生在书上直接计算，启发学生汇报。
教师板书：90 ÷ 3 = 30（个）90 ÷ 30 = 3（盘）

2. 观察比较，总结关系。
（1）引导学生观察比较：
（2）式和（3）式与（1）式比较，发现了什么？
（2）学生思考后，小组讨论，互相讲自己的想法。
（3）以小组为单位汇报讨论结果。

启发学生明确（2）式（3）式与（1）式比较，都是知道了两因数的积和一
个因数，求另一个因数。

同时板书：一个因数 = 积 ÷ 另一个因数
3. 教师提示：应用此关系，可以对乘法进行验算。

（1）引导学生说出怎样验算
（2）完成“做一做”验算 24 × 36 = 1008 112 × 43 = 4736
4. 应用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求未知数 X。

（1）教学例 2 启发学生思考 X 在什么位置上，用什么方法计算。
引导学生口述：X 是乘法算式中的一个因数，根据已知两个数的积与一个

因数，求另一个因数，用除法计算。
（2）教师板书：X× 6 = 96

X= 96 ÷ 6
X= 16

（3）引导学生进行检验：16 × 6 = 96
（4）教学例 3：出示例 3 后，先启发学生议论，然后独立试算，汇报时说一

说是怎样计算的。
5. 看书质疑。
三、巩固发展
1. 填空：

（1）一个因数 = （ ）7�另一个因数
（2）因数 × 因数 = （ ）

2. 练习二十二第 1 题（分两个小组练习）

3. 填表，说说你是怎样想的，97 页 2 题
4. 练习二十二第 3 题（分组练习，每组选一个题说方法）

5. 共同完成第 5 题，并说说你的根据。
四、全课小结。引导学生共同总结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五、布置作业：练习二十二第 4 题。

【板书设计】

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例：30 × 3 = 90（个） 例 2 X× 6 = 96 例 3：设要求的数为 X

因数 × 因数 = 积 X× 6 = 96 35 × X= 420
一个因数 = 积 ÷ 另一个因数 X= 96 ÷ 6 X= 420 ÷ 35
90 ÷ 3 = 30（个） X= 16 X= 12
90 ÷ 30 = 3（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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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探究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98 页—99 页，例 4. 例 5. 例 6。99 页做一做，练习二十三第 1—4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 初步掌握除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2. 会应用这些关系进行除法验算和求除法算式中的未知数 X。

（二）能力训练点
1. 培养学生初步的判断推理能力。
2. 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使学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教育，体会“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的道理。

【重点】

除法各部分间的关系式。

【难点】

除法各部分间关系的推导过程。

【教具、学具准备】

纸盒 3 个，月饼模型 18 块。（也可以用其它代替）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口算：
28 ÷ 7 28 ÷ 4 = 4 × 7 = 25 ÷ 5 =
17 × 2 = 45 ÷ 9 = 35 × 4 18 ÷ 3 =
18 ÷ 6 = 6 × 3 =
2. 口答：
求未知数 x，并说明根据：
35x = 70 x + 18 = 20 x - 6 = 15 42 - x = 40
3. 导入：
通过同学们自己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乘法各部分间的关系那么除法各部分又有

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掌握它。板书：除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二、探求新知
1. 教学例 4：

（1）引导操作：指导学生操作并完成（1）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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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学具，把 18 块月饼，平均放在三个盒子里，怎么分？如何列式，并说
出 18. 3 和 6 的名称。

18 ÷ 3 = 6U�
U�

U�
U�

U�
U�

（块）

被除数 除数 商

你是怎样求商的？它们有什么关系？
商 = 被除数 ÷ 除数

（2）学生完成（2）小题。引导学生说出已知什么？求什么？列式回答。
和（1）小题比较，你发现了什么？
18 ÷ 6 = 3（盒）
此题中的 18.6 和 3 在原来（1）小题中各是什么数？
已知的是被除数 . 商，求得是除数。

（3）指导学生按（2）小题的学习方法学习（3）小题。此题中的 6. 3 和 18
在原来（1）小题中各是什么数？

已知的是商 . 除数，求得是被除数。
2. 归纳总结关系式：
仔细观察（2）、（3）小题，各求得是什么？各用什么方法计算？从而各得

到什么？
因此由学生归纳出：除数 = 被除数 ÷ 商

被除数 = 商 × 除数
3. 关系的应用：

（1）验算：
以前我们都是用乘法验算除法，今天我们学习了除法各部分间的关系，还

可以用除法验算除法。
完成做一做。
让学生汇报你是怎样验算的。

（2）求未知数 x。
我们学习了除法各部分间的关系，可求除法算式中的未知数 X。
出示例 5，
求 280 ÷ x = 56 中的未知数 x
引导学生口述，x 在除法算式中是什么位置，根据什么来计算？
280 ÷ x = 56

x = 280 ÷ 56
x = 5

（3）解文字叙述题：
出示例 6。
一个数除以 48 得 15。这个数是多少？
启发学生列出含有未知数的等式。
引导学生口述，x 是除法算式中的什么数？怎样来计算？
设要求的数是 x
x ÷ 48 = 15

x = 15 × （ ）

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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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完成做一做，并说出根据。
三、巩固发展
1. 填空：
除数 = （ ） 被除数 = （ ）

2. 判断：
（1）验算“1944 ÷ 36 = 59”时，因为 59 × 36 = 1944，所以此题的计算是正确

的。 （ ）
（2）求“4815 ÷ x = 45”中的未知数 x 的过程是： （ ）

4815 ÷ x = 45
x = 4815 ÷ 45
x = 107

（3）解“什么数除以 64 得 28”文字题时，过程是： （ ）

x ÷ 64 = 28
x = 64 × 28
x = 1792

3. 选择：
（1）根据“120 ÷ 8 = 15”，验算正确的算式是（ ）

�120 × 15 = 8 �15 × 8 = 120 �120 ÷ 15 = 8
（2）被除数 = （ ）

�商 ÷ 除数 �商 × 除数 �被除数 ÷ 商
（3）在“x ÷ 50 = 14”中，求 x 的式子是（ ）

�50 ÷ 14�14 ÷ 50�14 × 50
（4）在“256 ÷ x = 64”中，x 的值是（ ）

�4 �9 �16384
4. 求未知数 x（分组练习，并说出根据）

x ÷ 104 = 9 x ÷ 120 = 31 141 ÷ x = 47
5. 文字题：
15375 是哪个数的 75 倍？
四、全课小结：这节课我们学到了哪些新知识？
五、布置作业：练习：二十三，1：（2），2：（后三题），3：（2）。

【板书设计】

除法各部分间的关系
例 4.

（1）18 ÷ 3 = 6U�
U�

U�
U�

U�
U�

（块）

被除数 除数 商

商 = 被除数 ÷ 除数
（2）18 ÷ 6 = 3（盒）

除数 = 被除数 ÷ 商
（3）6 × 3 = 18（块）

被除数 = 商 × 除数

例 5：
280 ÷ x = 56

x = 280 ÷ 56
x = 5

例 6：x ÷ 48 = 15
x = 15 × 48
x =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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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除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引导———归纳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107———108 页例 1、例 2 及做一做，练习二十五的 l—5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 理解一个数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改成乘以这两个一位数的积的算理。
2. 理解一个数乘以一个两位数转化为一个数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的算理。

（二）能力训练点
1. 能正确运用一个数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和一个数乘以两位数的简便算

法。
2. 正确、合理地进行简算。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

性。
（三）德育渗透点

通过灵活、合理的简便算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教学重点】

使学生理解掌握一个数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和一个数乘以一个两位数的简
便算法。

【教学难点】

选择合理的简便算法。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口算：12 × 30 18 × 20 24 × 40 35 × 4 25 × 4 45 × 2
2. 把两位数写成两个一位数相乘
15 = （ ） × （ ） 30 = （ ） × （ ） 24 = （ ） × （ ）

3. 应用题：商店有 5 盒手电筒，每盒 12 个。每个手电筒卖 6 元，一共可以
卖多少元？（让学生自己用不同方法列综合算式解答）一人板演，其它学生完成
在练习本上。

第一种解法： 第二种解法：
6 × 12 × 5 6 × （12 × 5）

= 72 × 5 = 6 × 60
= 360（元） = 3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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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发现什么？
使学生明确：

（1）两种解法的结果是一样的，即 6 × 12 × 5 = 6 × （12 × 5）从而得出：三
个数相乘，除了从左到右依次相乘外，可以先把后两个数相乘，再和第一个数
相乘，结果不变。

（2）当两个乘数相乘得整十数时，第二种算法简便。
板书课题：简便算法
二、探究新知
1. 教学例 1

（1）出示例 1 35 × 5 × 2
学生试做

（2）订正：使学生明确简算方法
35 × 5 × 2

= 35 × （5 × 2）

= 35 × 10
= 350

（3）拓展补充 45 × 2 × 9
（4）学生完成做一做
2. 教学例 2

（1）出示例 2 25 × 16

�讨论怎样计算简便？
引导学生说出把 16 分成 4 × 4，这样 25 × 4 × 4 计算起来比较简便。

25 × 16
= 25 × （4 × 4）

= 25 × 4 × 4
= 100 × 4
= 400

�启发学生想不同的算法。
（2）拓展补充
15 × 12 怎样算比较简便？

（3）练习：108 页的做一做
三、巩固发展
1. 填空：

（1）27 × 4 × 5 （2）15 × 12
= 27 × ［（ ）7�（ ）］ = 15 × ［（ ）7�（ ）］
= 27 × ［（ ）7�（ ）］ = 15 × ［（ ）7�（ ）］
= 27 × ［ ］ = 15 × ［ ］
= =

2. 在（ ）里填上适当的数，在7�里填写适当的运算符号，使计算简便
46 × 25 × 4 = 46 × ［（ ）7�（ ）］

3. 练习二十五 1 题
4. 练习二十五 3 题（填写在书上）

5. 练习二十五 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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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课小结：今天你又学得了哪些新知识？
五、布置作业：练习二十五 4 题。

【板书设计】

简便算法

有时一个数连续乘以两
个一位数，改成乘以这两个
一位数和积，比较简便。
例 1：35 × 5 × 2

= 35 × （5 × 2）

= 35 × 10
= 350

有时一个数乘以两位数，改成连续乘
以两个一位数，计算比较简便。
例 2：25 × 16 25 × 16

= 25 × （4 × 4） = 25 × （2 × 8）

= 25 × 4 × 4 = 25 × 2 × 8
= 100 × 4 = 50 × 8
= 400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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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便算法（二）》

探究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110—111 页例 3、例 4。111 页做一做。练习二十六的 l—5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 理解一个数连续用两个数除，每次都能除尽的时候，可以先把两个除数

相乘，用它们的积去除这个数，结果不变的规律。
2. 使学生掌握除法中两种简便算法：

（1）一个数连续除以两个一位数，如果这两个一位数的乘积是整十数时，
就可以把两个一位数先乘起来，再用它们的积去除被除数；（2）一个数除以一
个两位数，如果能把除数分解成两个一位数，而且用其中的一个位数去数被除
数比较简便时，就可以用这两个一位数依次去除被除数。

（二）能力训练点
1. 进一步掌握总结规律的方法。
2. 提高学生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1. 培养学生由具体到抽象的概括能力和积极探索规律的精神。
2. 通过对规律性知识的运用，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教育学生做事要符

合实际不要生搬硬套。

【教学重点】

了解一个数连续用两个一位数去除，每次都能除尽的时候，可以先把两个
除数相乘，用它们的积去除这个数结果不变这一规律。掌握由此规律得出的两
种简便方法。

【教学难点】

在除法中，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简便计算。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口算（投影出示）

240 ÷ 20 360 ÷ 40 450 ÷ 30 350 ÷ 70 450 ÷ 50 630 ÷ 70 800 ÷ 100 240
÷ 80

2. 填空，把下面各数，分解成两个一位数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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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 ） × （ ） 54 = （ ） × （ ） 32 = （ ） × （ ）

40 = （ ） × （ ） 25 = （ ） × （ ） 28 = （ ） × （ ）

3. 应用题（小黑板出示）
三年级同学参加春季植树，把 90 人平均分成 2 队，每队 3 组，每组多少

人？（两种方法解答）
读题，学生独立完成，一生板演，教师巡视点拨学生，订正。
二、探究新知
1. 教师：刚才我们用两种解法解同一应用题，观察两种算式有什么联系和

区别？学生明确：已知数相同，计算结果也一样，只是运算顺序不同。
教师说明：也就是说两个算式相等。
教师板书：90 ÷ 2 ÷ 3 = 90 ÷ （2 × 3）
教师：抛开具体的事理，单看两个算式，90 ÷ 2 ÷ 3 还可以用 90 除以 2 和 3

的乘积计算
填空练习：
180 ÷ 4 ÷ 5 = 180 ÷ （ ）140 ÷ 5 ÷ 4 = 140 ÷ （ ）

240 ÷ 5 ÷ 6 = 240 ÷ （ ）190 ÷ 5 ÷ 2 = 190 ÷ （ ）教师提问：
由以上练习，你能得到什么规律？请同桌讨论，学生试述。

教师引导明确：一个数连续用两个数除，每次都能除尽的时候，可以先把
两个除数相乘，用它们的积去除这个数，结果不变。（投影出示）

教师：学习了这一规律，可以帮助我们进行除法中的简便计算，这也就是
我们今天学习内容“除法中的简便算法”教师板书课题。

2. 教学例 3
（1）出示例 3 390 ÷ 5 ÷ 6�学生独立完成，�引导学生汇报，先算出 5 和 6

的积，再用积 30 去除 390。
提问为什么？因为两个一位数的乘积是整十数利用上面的规律计算简便。
反馈练习 1360 ÷ 8 ÷ 5 引导学生口述思路。

（2）练习 810 ÷ 9 ÷ 2 怎样计算简便？学生独立试算，教师巡视把学生的不
同作法板书并比较：

810 ÷ 9 ÷ 2 810 ÷ 9 × 2
= 90 ÷ 2 = 810 ÷ （9 × 2）

= 45 = 810 ÷ 18
= 45

教师提问：（启发学生）你发现了什么？
引导学生明确：在计算连除法时，如果两个除数的积是整十数时，就可以

先把两个除数先乘起来，用它们的积去除被除数，计算起来比较简便。
教师提示：计算时方框的步骤不必写出来。

（3）反馈练习：111 页做一做。学生独立完成，并补充：190 ÷ 19 ÷ 2（加强
对比灵活运用）

教师巡视，指点差生，集体订正。
3. 教学例 4
教师：在例 3 中，我们利用这一规律把连续除以两个数，改成除以这两个

数的积来简算。
（1）出示例 4：420 ÷ 35

教师：你能进行简便计算吗？试试看，学生独立去完成，教师巡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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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中的不同作法，然后板书：
420 ÷ 35 420 ÷ 35

= 420 ÷ 7 ÷ 5 = 420 ÷ 5 ÷ 7
= 60 ÷ 5 = 84 ÷ 7
= 12 = 12
请同学们比较两种作法哪种要简便？为什么？
引导学生明确第一种简便，因为第一步用 7 去除，能迅速地用口诀求商，

所以比较简便。
（2）教师小结：在计算时，要注意，要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怎样使计算比

较简便，就怎样计算。
（3）反馈练习：111 页做一做（幻灯出示）

350 ÷ 25 480 ÷ 32
4. 新知小结：今天你又学到了哪些新知识？
教师提示：今后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使计算简便。
三、巩固发展
1. 用简便算法填空：（投影出示）

750 ÷ 2 ÷ 5 = 720 ÷ （ ）

420 ÷ 3 ÷ 7 = 420 ÷ （ ）

190 ÷ 5 ÷ 2 = 190 ÷ （ ）

180 ÷ 36 = 180 ÷ （ ） ÷ （ ）

360 ÷ 24 = 360 ÷ （ ） ÷ （ ）

420 ÷ 28 = 420 ÷ （ ） ÷ （ ）

2. 判断哪种方法更简便？
（1） 360 ÷ 8 ÷ 5 360 ÷ 8 ÷ 5

= 360 ÷ （8 ÷ 5） = 45 ÷ 5
= 360 ÷ 40 = 9
= 9

（2） 810 ÷ 45 810 ÷ 45
= 810 ÷ 5 ÷ 9 = 810 ÷ 5 ÷ 9
= 162 ÷ 9 = 90 ÷ 5
= 18 = 18

3. 简便计算：
800 ÷ 5 ÷ 8 240 ÷ 48
4. 112 页 3 题（小组赛）
四、全课小结：引导学生总结又学习了什么新知识？通过今天的学习你还

存在哪些问题？
五、布置作业：112 页 4、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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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简便算法

90 ÷ 2 ÷ 3 = 90 ÷ （2 × 3）
例 3：390 ÷ 5 ÷ 6 例 4：420 ÷ 35

= 390 ÷ （5 × 6） = 420 ÷ 7 ÷ 5
= 390 ÷ 30（整十数） = 60 ÷ 5（口诀求商）

= 13 = 12
810 ÷ 9 ÷ 2 420 ÷ 35

= 810 ÷ （9 × 2） = 420 ÷ 5 ÷ 7
= 810 ÷ 18（非整十数） = 84 ÷ 7（不能口诀求商）

= 45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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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不变性质》

引导———发现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现代小学教学》第五册 P79 例 1 及 P80 练一练；

【教学目标】

1. 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商不变性质，并能运用这一性质；
2. 培养学生归纳、概括能力。
3. 结合教材内容，渗透唯物辩证主义启蒙教育。

【教学重点】

理解并掌握商不变性质。

【教学过程】

一、准备练习：
l. 出示 24 ÷ 6，让学生求商，并讨论：

（1）被除数 24 变成 48，是怎么变的？
再把 24 变成 12，又是怎么变的？

（2）除数 6 变成 12，是怎么变的？
6 变成 2，又是怎么变的？

（3）如果被除数变了，除数不变，商会变吗？
如果被除数不变，除数变了，商会变吗？根据学生回答板书：

2. 小结：
在除法式子中，被除数和除数，有一个变了，商就变了，如果被除数变了，

除数也变了，商会不会变呢？（边说边板书）
比如：把 24 变成 12，把 6 变成 4，
12 ÷ 4，商是几？

（评：从商的变化到不变的整体发展观点去导入并探索商不变的规律，渗透
了从整体到局部，从变到不变的唯物辩证观点，引入新课的格局升华了。）

二、展开
1. 揭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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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问：被除数和除数都变了，商会不会不变呢？
（2）请 2 名学生各说出一个商是 3 的除法式子。
（3）请全体学生每人写出 2 个商是 3 的除法式子。
（4）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有选择地进行板书。

36 ÷ 12 = 3
24 ÷ 8 = 3
12 ÷ 4 = 3
6 ÷ 2 = 3
3 ÷ 1 = 3

（5）提问：这些式子的被除数变了吗？除数变了吗？商变了吗？
商为什么会不变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研究一下。
导出课题：商不变性质。

（评：请全体学生每人写出式子，使每位学生刚步入新课就积极主动参与教
学活动。）

2. 比较归纳性质，概括揭示规律。
（1）分组讨论，比较归纳：

�先给五个算式编上号码；

�以算式（1）为标准（12 ÷ 4 = 3），从（2）、（3）、（4）、（5）中任意选一个
式子与算式（1）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讨论的问题：

从算式（1）到你选的那个式子，被除数产生了什么变化，除数产生了什么
变化，商不变呢？

�学生汇报讨论结果，教师结合学生的回答进行板书。
（3）36 ÷ 12 = 3
（2）24 ÷ 8 = 3

（1） U�U� U�U�12 ÷ 4 = 3

（4）6 ÷ 2 = 3
（5）3 ÷ 1 = 3

=

（12 × 3） ÷ （4 × 3）被除数和除数同时

（12 × 2） ÷ （4 × 2）乘以3
2

，商不变。

（12 ÷ 2） ÷ （4 ÷ 2）
被除数和除数同时

（12 ÷ 4） ÷ （4 ÷ 4）除以
2
4













 ，商不变。

（评：通过讨论自编式子，进而发现式子之间的变化规律，再用具体的数学
语言叙述它们之间的变化规律。教者注重沟通式子的表达与语言叙述的联系，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表达能力。）

（2）抽象概括，揭示规律。

�师：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以 2，商不变，同时乘以 3，商也不变，如果同
时乘以 4，乘以 5 呢？谁能用一句话来说一说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按什么规律变
化，商才不变呢？

引导学生口述：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以一个相同的数，商不变。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把 3
2

换成“一个相同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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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种情况？
引导学生口述：被除数和除数同时除以一个相同的数，商不变。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把 2
4

换成“一个相同的数。”

�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以一个相同的数，商不变，同时除以一个相同的数，
商不变。谁能把这两层意思用一句话来表达？

引导学生口述：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以或者除以一个相同的数，商不变。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修改板书的结论部分：

被除数和除数
被除数和除数

同时乘以
同时除以

一个相同的数
一个相同的数

，
，

商不变。
商不变。

D� x� x�
被除数和除数 同时乘以或者除以 一个相同的数 ， 商不变。

�学生齐读商不变性质。
（评：至此，学生参与了“自编式子———发现式子之间的变化规律———用数

学语言逐一叙述式子之间的具体变化规律。———用数学语言归纳式子之间抽象
的变化规律”的探究活动过程。从用数学语言逐一叙述式子之间的具体变化规
律到归纳出抽象的商不变性质，教者从实际出发，启发学生从具体的数量抽象
为“一个相同的数”，这样，归纳商不变性质便水到渠成了。教者精心设计，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3）通过练习，完善规律。
在<�里填数（出示第一组习题）

�24 ÷ 4 = （24 × <�） ÷ （4 × 5）

�60 ÷ 30 = （60 ÷ 6） ÷ （30 ÷ <�）

�40 ÷ 8 = （40 ÷ <�） ÷ （8 ÷ 8）

�30 ÷ 6 = （3 × <�） ÷ （6 × <�）
前三题问学生：<�应填什么数？为什么这样填？
第四题问学生：可以填什么数？
根据学生的练习情况，进行板书：
30 ÷ 6 = （3 × <�） ÷ （6 × <�）

3 3
5 5
2 2
8 8
⋯ ⋯
0 0

引导学生讨论：<�里填“0”可以吗？为什么？
把“ × ”改为“ ÷ ”，<�里可以填“0”吗？为什么？
引导学生补充，完善商不变性质：
大家认为<�里不能填“0”，也就是说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以或者除以一个

相同的数，这个数不是任何数都可以的。它有一个限制：不能为 0，谁能把这
个限制补充进性质。

引导学生口述：
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以或者除以一个相同的数（0 除外），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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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导学生看书，圈出关键词语，换“一个相同的数”为“同一个数”。
学生读商不变性质，回顾刚才的学习过程，鼓励学生质疑困难。

（评：商不变性质中的“0”除外，是通过学生练习中反馈的信息，针对学
生练习中出现的错误，在评讲时启发学生讨论、补充并使之完整的。不完善之
处，由学生自己去补充完善，渗透了严谨的治学态度。）

三、多层次的练习，巩固深化：
1. 出示第二组练习：
在<�里填数，在7�里填运算符号：

�90 ÷ 15 = （907�<�） ÷ （15 ÷ 3）

�300 ÷ 25 = （300 × 2） ÷ （257�<�）

�560 ÷ 80 = （5607�<�） ÷ （807�<�）
（1）解释算式意义：
（2）学生自己填；
（3）评讲 对 错，最 后 一 题 符 号“ × ”或 者“ ÷ ”，数 相 同，强 调 不 能 填

“0”。
2. 做书 P80 练一练，第一组题：
在<�内填数，在7�内填运算符号。

（48 × 4） ÷ （67�<�） = 8
（487�<�） ÷ （6 × 12） = 8
（487�<�） ÷ （67�<�） = 8
（1）学生独立练习（2）评讲对错；
3. 书 P80 练一练第二组题：
判断，对的“ �”，错的打“ × ”
240 ÷ 20 = （240 × 5） ÷ （20 × 4）（ ）

180 ÷ 15 = （180 ÷ 2） ÷ （15 × 2）（ ）

270 ÷ 90 = （270 ÷ 10） ÷ （90 ÷ 10）（ ）

100 ÷ 20 = （100 × 10） ÷ （20 × 10）（ ）
（1）学生自己做；
（2）评讲对错，为什么是错的？怎样改就对了？还可以怎样改？
4. 书 P80 练一练第三组题：
接在<�里填数。
112 ÷ 16 = <� ÷ 2 12 ÷ 15 = <� ÷ 30
180 ÷ 36 = 20 ÷ <� 200 ÷ 25 = 600 ÷ <�
<� ÷ 3 = 360 ÷ 15 <� ÷ 12 = <� ÷ 4

（评：课堂练习内容的安排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信心，
练习内容围绕并突出了本课的教学重点，使全体学生当堂理解，吸收消化，巩
固掌握。）

四、课堂总结，布置作业。（略）
（总评：整节课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

让学生动手、动口、动脑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学生自编式子，
师生共同探索规律，由具体到抽象，层层深入，最后概括出商不变的性质。在
归纳概括商不变性质的教学过程中，教者注重在引导学生理解并掌握商不变性
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使学生逐步学会归纳概括数学规律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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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不变性质》

导学式教学设计

【课例简析】

“商不变性质”的教学，就近期目标而言，可以用于“被除数、除数末尾有
0 的”笔算除法，不仅能达到使计算简便的目的，而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计算
能力；就远期目标而言，它还为“约分”等知识的教学作了铺垫。这一知识的
教学，可采用引导学生从具体事例中去探索、去发现的方式导学，从而培养学
生探究知识、概括规律，以及运用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导学设计】

一、故事激趣，导入新课。

1. 紧扣新旧知识的联系点，巧妙复习旧知。引导学生思考：下面各题的括
号里应填上什么样的数，它表示什么意思？

4
×

A�
（ ）

20 800
÷

A�
（ ）

4
学生填空后，引导他们认识到左面的题表示：4 的扩大 5 倍是 20；右面的

题表示：800 缩小 20 倍是 4。
学生独立完成下面各题的填数，并同座的两个同学互相说一说它们表示的

意思。

24
×

A�
（ ）

120 24
×

A�
（ ）

4800

4800
÷

A�
（ ）

240 4800
÷

A�
（ ）

2400
2. 故事激趣，创设探究的问题情境。
教师讲猴子分桃的故事：一天，老猴子带了很多桃子回家，小猴子看见高

兴极了，纷纷嚷着要吃桃。老猴子给老大 2 个桃子，对他说道：“这是你今天的
食物。”老二贪心，直嚷嚷：“我要多一点！”老猴子想了想，对老二说道：“那
就给你 4 个桃吧，但你要吃 2 天。”老三听后蹦着说：“我要更多一点！”老猴子
毫不犹豫地说：“好吧，给你 12 个桃，但你要吃 6 天。”老大、老二一听，认为
老三占便宜了，于是提出要同样多桃子的要求。老猴子笑着说：“你们不用争
了，给你们每人 24 个桃，但都要吃 12 天 .”小猴们十分高兴，但计算每天应吃
几个桃时，发现上当了。小朋友，你们认为小猴是否上当了呢，老猴子用什么
方法使小猴子上当？学习了这节课，我们就知道隐藏在这个故事里的数学奥秘
了。

二、引导探索，自主学习。

1. 引导学生探究“商不变”的性质。
（1）让学生“开火车”，根据教材上例 10 给出的被除数和除数，分别算出

商是多少，并填在书上的表格里。
（2）让学生观察所填表格的 5 组数，在各自思考后进行讨论，共同探究

“商不变性质”。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观察第一组数，想一想被除数、除数和商分别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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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数的被除数、除数和商分别是多少？如果将第二组数与第一组数相比，
被除数、除数分别有什么变化？它们的商怎么样？

在学生完成了表中第二组数与第一组数的比较后，教师让学生用上述比较
方法，带着下列问题：“�以第一组数为标准，将表中另外 3 组数和第一组分别
进行比较，看被除数、除数分别有什么变化，它们的商怎样？�再以第五组数
为标准，将表中其余 4 组数和第五组分别进行比较，看被除数、除数分别又有
什么变化，它们的商怎样？”进行自主学习。

学生分成四人小组进行学习，教师深入各小组进行必要的指导。请四人小
组派代表说一说通过比较，你们发现了什么。然后教师引导学生概括出：在除
法里，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商不变。教师指出：这
就是我们这节课学习的内容———商不变性质。

让学生阅读教材第 84 页的有关内容，齐读商不变的性质。然后让学生想一
想：你对“商不变性质”中的“同时”、“相同”等词是怎样理解的，在除法里
什么条件下商才不变？

（3）让学生运用“商不变性质”，对前面故事中小猴子为什么上当了进行释
疑。

（4）巩固练习。试判断下面每组数的商有没有变化？（投影仪分步投影出表
中数据）

被除数 24 48 240 480 4800

除数 36 3 30 60 120

（5）教学例 11：口算：3600 ÷ 600、4800 ÷ 400。
学生看书，自学例 11 的口算方法。在学生自学时，教师引导他们思考：口

算“3600 ÷ 600”，教材上是把被除数和除数分别缩小多少倍？也就是分别划去
被除数和除数末尾几个 0，只需口算“（ ） ÷ （ ）”？口算“4800 ÷ 400”，
你又是怎样想的？

学生口算完后，教师引导学生概括出：运用商不变性质，可以把被除数和
除数缩小相同的倍数后，再计算，这样计算比较简便。

紧接着让学生完成教材第 85 页的“做一做”，做完后全班进行订正。
（6）教学例 2：计算“8760 ÷ 120”。

采取以四人小组讨论学习的方式进行。先让学生用一般算法进行计算，学
生计算后思考：这道除法题可不可以运用商不变性质进行简算？把你的想法说
给小组的同学听一听。学生讨论后让他们尝试计算，并把自己的计算与教材上
的计算相对照。通过学生的尝试计算和看书学习，使学生认识到：这道除法式
题，根据商不变性质，被除数和除数可以同时缩小 10 倍，也就是在竖式上可以
同时划去被除数和除数末尾的 1 个 0，它的商不变，这样使计算较为简便。

三、归纳总结，深化练习。（略）

【导学意图】

本节课导学设计的指导思想是：尽量创造学生自主探索知识的条件，创设
愉悦的教学氛围，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从而确保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主体地位。因此，新课导入时，采用了故事激趣，使学生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去
探索商不变的性质。新课的教学，一般采取学习小组讨论学习的方式进行。这
样做，不仅体现出教师对学生自主学习的信任，而且可以让学生全员、全方位
地动起来，通过自己的探索，去体验成功的喜悦。例如：教学“商不变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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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取先引导学生掌握观察比较的方法，然后让学生用这种方法有序地进行
观察、比较，从而概括出“商不变的性质”。因此，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
学到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在整个教学中，教师发挥了科学引导的作用，即创设
学生探究的问题情境，提供学生学习的素材，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对课堂教
学实施科学的调控，从而保证了教学有序、顺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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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的简便算法》

互动式教学设计

【教学要求】

1. 使学生掌握“一个数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改写成乘以这两个一位数的
积”和“一个数乘以两位数改写成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的简便算法。

2. 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思维灵活性和口算能力。

【教材简析】

本节课所讲的简便算法是：一个数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改写成乘以这两
个一位数的积和把一个数乘以两位数，改写成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这种简便
算法是利用了“三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后面两个数相乘，再和第一个数相乘，
结果不变”这一规律。讲解这一规律时教材从应用题的两种解法入手，对比两
种解法的算式和结果，从而概括出来的。此外，还要看连乘式中的两个一位数
相乘的积是否得整十数及怎样将一个两位数改写成两个合适的一位数，使计算
简便。这部分知识的教学也为学习乘法结合律积累了一些感性认识。

【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和掌握规律，利用规律进行一些乘法的简便计算。
难点：利用规律进行简便计算。

【教法设计】

（一）复习导入
1. 口算：12 × 5，125 × 8，25 × 4 等。
2. 在括号内填上适当的一位数。
28 = （ ） × （ ）

36 = （ ） × （ ）

24 = （ ） × （ ） = （ ） × （ ）

3. 设疑导入：比一比，看谁算的快？（按运算顺序计算）

A 组 12 × 2 × 5 B 组12 × （2 × 5）

22 × 6 × 5 22 × （6 × 5）

13 × 5 × 8 13 × （5 × 8）
提问：两组中对应两题结果怎样？哪一组算得快？为什么 B 组快？他们计

算中是否运用了什么规律使计算简便了？导入新课。
（二）讲授新课
1. 探求规律：出示 P107 复习题（2），让学生独立用两种方法解答，然后引

导观察 6 × 12 × 5 与 6 × （12 × 5）两式，计算结果怎样？运算顺序又怎样？
板书：6 × 12 × 5 = 6 × （12 × 5）

h / h /
前两个数先乘 后两个数先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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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概括规律。
2. 分析简便方法。让学生说一说 6 × 12 × 5 与 6 × （12 × 5）哪种方法计算

简便？为什么？接着联系本节课复习中的 3 再说一说原因，最后导入例 1。
3. 要求学生看书自学例 1，着重强调后两个一位数先相乘积是整十数再去

乘，使计算简便。并出示 45 × 2 × 9 说明计算时要灵活运用规律。最后板书简便
的方法。

4. 教学例 2。教师可以先出示 25 × 16 与 125 × 32 与学生比赛，看谁算得快？
然后问：“大家想知道我是怎样算的吗？”激发学生兴趣和求知欲。教师这时一
步步展现思路井板书简算过程：25 × 16 = 25 × （4 × 4） = 25 × 4 × 4 = 100 × 4 =
400。问学生：这样做为什么简便？根据什么规律呢？启发学生联系所学规律从
右向左反向思考。在学生初步掌握后再把例 2 与例 1 对比，板书出例 2 的简便
方法。

（三）课堂练习
1. 说一说这些题如何计算简便？再算出来？
26 × 4 × 5 25 × 4 × 6
25 × 12 35 × 14
2. 判断下面计算是否简便。
18 × 15 = 18 × （3 × 5） = 18 × 3 × 5
25 × 24 = 25 × （3 × 8） = 25 × 3 × 8
45 × 2 × 3 = 45 × （2 × 3）

（四）全课小结。（略）
五、要点提示
这节课可以从实际计算中，提出问题，使学生产生求知欲望。在规律的理

解上要引导学生从它的正反两方面理解，这样为例 2 这个教学难点进行铺垫。
在练习中还要让学生针对如何简便计算，多说多练培养他们思维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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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导学式教学设计

（第七册）

【课例简析】

这节教学内容是利用“三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后两个数相乘”，来学习乘法
的一些简便算法。由于学生尚未学习乘法的有关运算定律，因此，本节教材只
要求学生了解以上算法，积的得数不变，会利用以上算法进行乘法的简便运算。
教学此内容，要注意引导学生对两种不同的算法进行比较，采用“扶放结合”
的方法进行导学。

【导学设计】

一、设置情境，引入课题。
教师讲故事：一天，孙悟空和猪八戒到数学宫游玩，导游小灵通给他俩出

了两道题：25 × 28、47 × 125 × 8。猪八戒一见得意起来，“这还不容易吗？”说着
忙拿出笔算起来。孙悟空眨了眨眼，想了想说：“25 × 28 = 700、47 × 125 × 8 =
47000。”导游小灵通表扬孙悟空说：“对了，你算得真快！”这时猪八戒第一道
题还未算出来。

教师紧接着说：小朋友，你想知道孙悟空是怎么迅速算出得数的吗？这节
课就让我们一齐来学习“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二、把握关键，进行铺垫。

1. 让学生口算下面各题。
38 × 20 30 × 123 12 × 60 100 × 7
2. 把下面两个数相乘得整十、整百数的用线连起来。
25 15 125 12
2 4 8 5
3. 把一个两位数改写成两个一位数相乘的形式。
15 = <� × <� 16 = <� × <� 36 = <� × <�
三、扶放结合，教学新知。
1. 认识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1）教师出示准备题：商店有 5 盒手电筒，每盒 12 只，每只手电筒卖 6 元，
一共可以卖多少元？

学生读题，弄清题目的条件和问题后，教师要求他们用两种方法列式解答。
第一种方法：先算每盒手电筒可以卖多少元。列式是：6 × 12 × 5。
第二种方法：先算 5 盒手电筒共有多少只。列式是：6 × （12 × 5）。
在抽学生分别说出两种解法的思路后，教师引导学生发现：两种解法的思

路不同，解得的结果相同。因此，6 × 12 × 5 = 6 × （12 × 5）。
引导学生观察等号两边的算式，并思考：等号两边的算式有什么相同点，

不同点？
学生 填 空 后 回 答：6、12、5 三 个 数 连 乘， 可 以 先 算 ， 再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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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乘；也可以先算 ，再和 相乘，所得的积 。
（2）教师小结：三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后面两个数相乘，再和第一个数相

乘，所得的积不变。
（3）巩固练习，让学生填出先把哪两个数相乘，计算较为简便。
35 × 5 × 2 = 35 × （ ）

25 × （4 × 4） = （ ） × 4
2. 指导学生学习乘法的两种简算方法。

（1）让学生思考：准备题的两种解法，哪一种计算较为简便，为什么？
（2）教师出示教材上的例 1：计算“35 × 5 × 2”。

引导学生思考：这道题先算什么计算较为简便，为什么先算“5 × 2”较为
简便呢？同桌的两个同学讨论后，每个学生独立进行计算，教师抽一学生在黑
板上板演。

（3）巩固练习。

�想一想，“27 × 4 × 5”、“19 × 6 × 5”怎样算较为简便？

�判断：“45 × 2 × 9”先算“2 × 9”较为简便。（ ）

�想一想，三个数连乘，在什么情况下先把后面两个数相乘较为简便？
（4）教师出示教材上的例 2：计算“25 × 16”。

引导学生思考：25 和几相乘得 100，因此“25 × 16”可以改写成 25 和哪两
个一位数连乘的形式？

在学生把“25 × 16”改写成“25 × 4 × 4”后，教师让他们进行连乘计算，并
体会这样改写，计算较为简便。

引导学生发现：两个数相乘，把其中一个数改写成两个一位数相乘的形式，
目的是利用另一个数和一个一位数相乘的积是整十（或整百）数，从而达到使
计算较为简便的目的。

让学生想一想，“25 × 16”还可以怎样改写，同样能使计算较为简便？
3. 学生自己解疑，说出孙悟空和猪八戒比赛，孙悟空算得快又对的道理。

【导学意图】

“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是第三单元的教学难点之一，其表现在：1. 教学
内容多。教材首先让学生通过准备题的观察、比较，了解乘法运算的一个规律

（即以后要学习的乘法运算的结合律），然后再指导学生利用这一规律学习乘法
的两种简算方法。2. 运用灵活性大。要求学生根据具体算式作具体分析，不能
机械地套用例题的简算方法。3. 对学生的口算要求高。即不仅要求学生对乘法
的口算能做到脱口而出，而且能正确进行口算。为了突破教学难点，特从以下
几方面进行了导学设计：首先利用故事引入新课的学习，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
趣；其次巧妙设计铺垫练习，强化了新旧知识的联系点；再其次是科学引导学
生进行学习，有效地突破了教学难点；最后学生自己释疑，起到了前后照应的
作用。整个导学设计有扶有放，不仅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确保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而且体现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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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激思、导思、拓思”式教学设计

【激思】

教师出示下列基础训练题：（1）课本复习题�（指名板演，要求用两种方
法列综合算式解答）；（2）在7�里填上 > 、 < 或 = ：11 × 2 × 57�11 × （2 × 5）、13
× 6 × 57�13 × （6 × 5）、35 × 4 × 57�35 × （4 × 5）；（3）把下列各数写成两个一位
数相乘的形式：30 = <� × <�、16 = <� × <�、24 = <� × <�。

学生完成后，教师请做（1）题的学生说说每种方法先求什么，再求什么，
并请学生观察（2）题，提问：“从这四个等式中，你们发现了什么规律？你觉
得哪边计算简便些？为什么？”

学生答后，教师出示：13 × 5 × 8、25 × 9 × 4、35 × 14、18 × 15 等题，说：
“小明说他能很快口算出结果，你们相信吗？他的窍门在哪里呢？你们想知道

吗？今天学习了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后，就会明白的。”
点 评：设计学习的最佳情境，使学生建立起有效学习的心理优势，这是

关系学习成功的重要因素。教师选准与新知密切联系的旧知进行复习，促进知
识的正迁移；引导学生观察等式，发现归纳其规律；设疑激思，快速导入新课，
一气呵成。

【导思】

教师引导学生自学 P107 例 1，并提出思考题：书上是先把哪两个数相乘的？

这样算为什么比较简便？你还有别的方法吗？
自学后，教师要求学生两人一组互相交流、讨论，并指名回答思考题。学

生有两种算法：一是 5 和 2 相乘得 10，一个数与整十相乘，口算简便；二是 35
× 5 × 2 = 35 × 2 × 5 = 70 × 5 = 350。教师肯定第一种方法简便，并出示 27 × 4 × 5、
15 × 2 × 9 等题让学生练习，同时思考：（l）15 × 2 × 9，为什么先算 15 × 2，而不
先算 2 × 9？（2）三个数相乘，你认为怎样算比较简便？学生完成练习后，教师
启导学生将第二个问题进行概括：三个数相乘，把乘积是整十或整百的两个数
先乘，再与另一个数相乘，这样做简便。这种简算思路叫做“合”，也就是将乘
积是整十、整百的数先结合相乘。

接着，教师又提出问题：25 × 16，你们能否运用前面的规律，用简便方法
口算呢？有几种方法？学生汇报讨论结果，教师逐一板书四种方法，并要求找
出最简便的一种。之后，学生继续练习：15 × 12、25 × 36。

教师巡视辅导，板书学生的算法，引导学生重点比较，选择最简方法，并
且指导学生归纳总结出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简便算法：将其中的一个两位数改
写成两个一位数相乘，使一个一位数与另一个因数的积是整十或整百数。这种
简算思路叫做“分”。

点 评：问题的提出，激发了学生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探求新知的欲望。
教师为学生获取知识创设了有利条件，变简单给予为引导学生探索获取，指导
学生自学，启发学生讨论。在知识的重、难点处，学生有疑问或错误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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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点拨讲解。教师始终做学生主动学习的指导者和教学活动的组织者。

【拓思】

学生练习下面各题。
（1）用简便方法计算：26 × 4 × 5、45 × 18、24 × 15。
（2）（再出示前面导入题�）比比看，谁能快速口算。
（3）24 × 15 分哪个数好？为什么？
（4）在<�里填上合适的数字：14 × <� × 5 = 4<�0、2<� × 14 = 3<�<�。

点 评：拓思分层次，依次推进。（l）、（2）反馈了学生掌握、运用本课基
本方法的情况，（3）、（4）考察了学生灵活运用方法的能力，从而实现了多次反
馈、分类指导。分层提高、深化认识、拓宽思维的目标。

总 评：
本课遵循素质教育中学生自我发展的要求，教师引导学生沿着激思、导思、

拓思的教学线路让学生自学思考，自我探索，自我表现，自我评价，创造机会
让学生争辩讨论，相互交流，质疑解难，归纳总结，创新发展。因此，本课教
学体现了“尽可能使学生成为自主而自动的思想家”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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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除法的简便算法》

指导式教学设计

五年制小学数学第六册第四单元关于乘除法的一些简便算法共安排了四个
例题。就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来说，首先通过复习第五册已经学过的连乘应用
题的两种解法，得出“三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后面两个数相乘，再和第一个数
相乘，结果不变”的结论。而后，借助两个例题使学生掌握简便算法的思路和
方法，从而实现由旧知到新知的迁移。至于除法的一些简便算法，其编排与乘
法完全相同。我们知道，应用乘法的运算定律和除法的性质（本单元教学中仅
仅是渗透，在第七册中将系统学习），可以使一些运算简便。简算时，要根据题
目中所给出的已知数的特点，灵活运用和选择合理的方法。因此，学好这部分
知识，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计算速度，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敏
捷性，为后继知识的学习打下厚实的基础。

现就“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的教学谈几点体会。
一、上课开始，教师信手板书出几道练习题（其中有例 1、例 2），要求学

生很快地说出得数。学生自然难以达到要求，教师却迅速报出得数，使学生感
到“奇”、感到“疑”。这样导入，一开始便把学生带到教师精心创设的情境中
去，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

二、教学 35 × 5 × 2（例 l）时，教师注意引导学生仔细观察算式中已知数的
特点，并提出两个问题（�怎样计算比较简便？�为什么要这样算？）让学生同
位之间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全班讨论。同学们各抒己见，并逐步归纳
出结论：“三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后面两个数相乘，再和第一个数相乘，结果不
变。”然后再通过有针对性的练习（最后一个练习题为例 2），强化这一简算思
路。在教学过程中，如师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重视了思路教学，使学生在讨论
中逐渐明确了为什么要这样算的道理，使于学生今后遇到这类题目时能够举一
反三，灵活运用已有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教法上
的更新，改变了一般采用的问答式或讲解式教学方法，充分运用了小组讨论的
形式，使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索，自己寻找到了简算的方法。此外，最后一
道练习题即例 2，实际是例 1 的知识的发展深化。这样安排，满足了一些智力较
好的学生的需要，促使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三、教学例 2 时，因部分学生在前面的练习中已经掌握了解题思路，故让
这些学生做”小老师”，带动全班同学思考，使大家了解：“有时一个数乘以两
位数，改成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计算比较简便。”根据 25 × 16（例 2）中两个
因数的特点，教师在教学中，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使学生仔细观察，认真思
考，从而找出了不同解题思路，得到若干种解法。这样安排教学过程，真正让
学生做学习的主人，自己去探究解题的途径和方法，发散了学生的思维，学生
学得积极，学得主动，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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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主体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九义教材六年制小学数学第七册 107 耀 108 页例 1、例 2。

【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一个数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改写成乘以这两个一位数的积”
和“一个数乘以两位数，改成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的简便运算，从而培养学
生思维的灵活性。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引入新课

1. 口算：
15 × 2 12 × 10 11 × 60
25 × 4 28 × 100 16 × 50
45 × 2 27 × 10 22 × 30
125 × 8 43 × 100 32 × 200
以“开火车”形式口答，最后指名学生总结一下各列口算题的特点。
2. 在<�里填上合适的数并说出多种乘式：
15 = <� × <� 30 = <� × <�
24 = <� × <�
3. 商店有 5 盒手电筒，每盒 12 个。每个手电筒卖 6 元，一共可以卖多少

元？
（1）要求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解答，列综合式，指名板演。
（2）根据板演情况引导学生对两个算式进行对比，由于两种解答的结果一

样，因此 6 × 12 × 5 = 6 × （12 × 5），从而得出：三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后面两个
数相乘，再和第一个数相乘，结果不变。

（3）比较上面两个算式的计算，哪个比较简便并说一说为什么？
（4）归纳：根据上面的计算可知，有时一个数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改成

乘以这两个一位数的积，比较简便。
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这种比较简便的计算方法使我们的计算又快又准呢？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些内容。
板书课题：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评：复习旧知，导入新课，过渡自然。通过设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迅速进入最佳学习状态。〕

二、讲授新课

1. 教学例 1
（l）出示比赛题。（幻灯投影）

35 × 5 × 2 27 × 4 × 5 19 × 6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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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给学生十秒钟，全班学生在练习本上写出答案，看谁算得又对又
快。

�检查：只算出一道题的请举手，算出两道题的请举手，三道题都算出的
请举手。（说出结果）

�提问：你是怎样算得既对又快的？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简便的算法？用第
一题给全班同学介绍一下你的经验好吗？

教师根据学生的讲述板书：
例1 35 × 5 × 2 先把 5 和 2 相乘，再和 35
U�U�U�U�U�U�U�U�

U� U�U�U�U�U�U�U�
U�
U�

相乘。

= 35 × （5 × 2）

= 35 × 10

= 350
注意：计算时，方框里的步骤不必写出来。

（2）补充题 45 × 2 × 9
提问：怎样算简便？为什么不改写成 45 × （2 × 9）

（3）做一做
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27 × 4 × 5 19 × 6 × 5

〔评：采用比赛的方式教学例 1，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充当学
习的主人，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设计新颖，匠心独具。〕

2. 教学例 2
（1）出示例 2 25 × 16

�观察。被乘数是 25，与什么数相乘得到整十、整百的数？怎样计算比较
简便？

�学生分 4 人一个小组开展讨论，教师巡视，与学生一起讨论。

�学生尝试计算，教师巡视，指名两名用不同算法的学生板演。

U�U�U�U�U�U�U�U�
U�
U� U�U�U�U�U�U�U�

U�
U�
U�

25 × 16 25 × 16

= 25 × （4 × 4）

= 25 × 4 × 4

U�U�U�U�U�U�U�U�
U�
U� U�U�U�U�U�U�U�

U�
U�
U�

= 100 × 4

= 25 × （2 × 8）

= 25 × 2 × 8
= 50 × 8

= 400 = 400

�组织学生进行评讲和议论，引导学生进行质疑，解决尝试计算中迷惑不
解的问题。

�归纳：有时一个数乘以两位数，改成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计算比较简
便。

（2）做一做
用简便的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15 × 12 25 × 36
教师巡视，辅导有困难的学生。

〔评：先练后讲，让学生带着问题，分组讨论、尝试计算、探索发现、归纳
总结，让学生自主学习，主动获取，培养了学生的探索精神和自学能力，同时
又让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

·65·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小学中年级数学创新教学设计



三、巩固练习

1. 直接写出计算结果。
21 × 2 × 5 25 × 24
26 × 4 × 5 45 × 12
2. 抢答。
12 × 5 × 2 15 × 16 35 × 14 12 × 8 × 5
3. 竞赛题。（限时完成）

左 右
13 × 5 × 8 = 22 × 6 × 5 =
45 × 14 = 35 × 14 =
35 × 4 × 5 = 15 × 2 × 3 =
15 × 12 = 25 × 24 =
11 × 5 × 4 = 25 × 5 × 2 =
15 × 24 = 25 × 12 =
4. 提高题。
你会用简便方法计算吗？
25 × 6 × 18

〔评：在基本练习的基础上，安排了竞赛题和提高题，满足了智力水平不同
的学生的不同要求，让每位学生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提高，体现了面向
全体学生。〕

四、全课总结（略）
（总评：这节课有四个特点：1. 注意创设学习的最佳情境，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2. 重视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
学习的主体，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3. 整个教学过程，注意调动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主动积极地去获取知识，发展自己；4. 面向全体
学生，有层次地设计课堂练习，让人人都得到提高。）

·75·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小学中年级数学课创新教学设计案例汇编（八）



《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

实录式教学设计

九年义务教育五年制小学数学教材第六册“乘法的一些简便算法”例 2 的
一个教学片段为：

师：以下各小题的空格里可以填哪些数？你的根据是什么？

�13 × 5 × 6 = 13 × （<� × <�）

�19 × <� × <� = 19 × （4 × 5）

�25 = <� × <�
�16 = <� × <�
生1 ：⋯⋯��题是利用“三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后面两个数相乘，再和第

一个数相乘，积不变”的规律把一个数连续乘以两个一位数，改成乘以这两个
一位数的积，这样计算时会来得简便，而��题则是用乘法口诀进行改写。

师（指生1 ）：你讲得好。那么大家一起来看看，25 × 16，可以怎样计算能

使之简便？
生2 ：用竖式笔算会来得简便。

师（肯定生2 ）：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其他更简便的方法吗？

生3 （兴奋地）：老师，我是这样改变的：25 × 16 = 5 × 5 × 16 = 5 × （5 × 16）

= 5 × 80 = 400，这样就使计算简便了。
师（对生3 ）：你第一个找到了简便算法，那么你能告诉老师，你是怎么发

现的？
生3 ：我从填空题�得到启发，先把 25 改写成 5 × 5，再用“三个数相乘，

可先把后面两个数相乘，再和第二个数相乘，积不变”的规律进行计算。
师：你真棒！
生4 （抢着发言）：老师，我也找到了一种简便算法，先把 16 改成 2 × 8，25

× 16 = 25 × （2 × 8） = 25 × 2 × 8 = 50 × 8 = 400。
师：你也找到了一种简便算法，你学得很认真！那么请你说说 25 × （2 × 8）

= 25 × 2 × 8，这一步利用了什么规律。
生4 ：我是把“三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后面两个数相乘，再和第一个数相

乘，结果不变”的规律反过来用。
师（指生4 ）：你很爱动脑筋，能灵活地把学过的规律反过来用。

生5 （得意地）：老师，16 还可以改写成 8 × 2，25 × 16 = 25 × （8 × 2） = 25

× 8 × 2 = 200 × 2 = 400。
师（对生5 ）：真不错，你还找到了 16 的另一种改写方法。

生6 （毫不示弱）：老师，还可把 16 改成 4 × 4，25 × 16 = 25 × （4 × 4） = 25

× 4 × 4 = 100 × 4 = 400。
（全班学生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师：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么多简便算法。如果现在
要你计算 25 × 16，你会选择哪一种简便算法呢？

生7 ：我最喜爱用 25 × 16 = 25 × 4 × 4 的算式计算，因为这种算法第一步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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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正好是 100，计算起来最简便。
师：那就请你归纳一下这种算法的法则，好吗？
生7 ：两个两位数相乘，可以先把其中的一个因数改写成两个一位数相乘。

生8 （补充）：然后利用“三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后面两个数相乘，再和第

一个数相乘，积不变”的规律进行计算。
生9 ：为了计算更简便，也可以把“积不变”规律反过来用。

师：大家刚才归纳的算法，我们称之为“一个数乘以两位数的一种简便算
法”。

⋯⋯
［评析］这一片段的设计，教师遵循儿童认知发展的规律，由旧知迁移入

手，让学生“做数学”，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进行数学交流。教师没有拘泥于
教材，按照教材上“25 × 16 怎样计算比较简便”出示例 2，而是引导学生利用
已有知识自主学习，自我发现，探究规律。先是让学生计算“25 × 16”，当生2

回答用竖式笔算得出结果后，教师肯定了这一算法，但显然这样算不简便，于
是提出新问题，让学生自己去寻找简便算法。当生3 说出 25 × 16 = 5 × 5 × 16，并

且说出了想的过程时，教师由衷地赞赏他“你真棒”，因为教师明白生3 已经找

准了这一节课的方向。生3 的有新颖的回答触动了全班学生智慧的火花，使全

班学生都积极思考起来，待到生6 说出 25 × 16 = 25 × 4 × 4 = 100 × 4 = 400 时，这

节课达到了高潮，学生也都被自己所取得的成功而喜悦。学生在这种喜悦的学
习情境中，再去探究新算法的规律，归纳出“第一步乘得的积是整十整百的数，
再用口算就能很快得到最后结果”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时，本节课的难
点以“凑整”为算理的计算方法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在探究算理的同时还培
养了学生好中选优的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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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的一些简便计算》

互动式教学设计

一、揭示课题，鼓励质疑。
师：我们已经能运用”商不变的性质“简便计算“被除数和除数末尾有零”

的除法，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除法的一些简便计算”。在今天的学习中，你最想
学到哪些知识？

生1 ：哪类除法可以简便计算？

生2 ：“一些”指的是哪些？这类除法怎样运算才较简便？

生3 ：我想知道除法运算中除了有“商不变的性质”。还有没有其它的运算

性质？⋯⋯
二、分析比较，探索规律。
教师出示复习题（2）：三年级同学参加春季植树，把 90 人平均分成 2 队，

每队分成 3 组，每组有多少人？
学生用两种方法解答了复习题（2）。教师板书出学生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90 ÷ 2 ÷ 3 90 ÷ （3 × 2）

= 45 ÷ 3 = 90 ÷ 6
= 15（人） = 15（人）

引导学生观察、比较以上两种解法，教师提出问题：同学们发现了什么？
生1 ：这两个算式的得数相同。

生2 ：90 ÷ 2 ÷ 3 = 90 ÷ （3 × 2）。

教师指出：讲得真好！我们能不能进一步说明像这样的两个算式得数一定
相等呢？请同学们举例说明。

学生分四人小组进行学习，教师用实物投影仪展示部分学生的例证。
24 ÷ 3 ÷ 4 = 24 ÷ （3 × 4）

100 ÷ 2 ÷ 5 = 100 ÷ （2 × 5）

320 ÷ 8 ÷ 4 = 320 ÷ （8 × 4）

⋯⋯
组织学生讨论、概括出除法的运算性质：一个数连续除以两个数，等于除

以这两个数的积。反之，一个数除以两个数的积，等于连续除以这两个数。
三、巩固深化，形成技能。

1. 教师出示例 3：390 ÷ 5 ÷ 6
组织学生讨论：有几种算法？怎样算较简便？这样算的依据是什么？
学生尝试简算后，教师引导他们认识到：
由于“5 × 6 = 30”，故把“390 ÷ 5 ÷ 6”改写成“390 ÷ （5 × 6）”运算较为简

便。
让学生计算下面答题：
160 ÷ 5 ÷ 4 270 ÷ 5 ÷ 2 810 ÷ 9 ÷ 2
学生练习后，组织他们讨论：为什么不宜把“810 ÷ 9 ÷ 2”改成“81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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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来计算？为什么教材上写的是“有时一个数连续除以两个一位数，改成
除以这两个一位数的积，比较简便”？

2. 教师出示例 4：420 ÷ 35。
组织学生讨论：怎样计算才较简便？依据是什么？。
学生讨论后得出：因为“7 × 5 = 35”，所以可以把“420 ÷ 35”改成“420 ÷

（7 × 5）”再把“420 ÷ （7 × 5）”改成“420 ÷ 7 ÷ 5”来计算。
学生尝试计算后，教师再提出问题：为什么不把“420 ÷ 35”改成“420 ÷ 5

÷ 7”呢？为什么教材上写的是“有时一个数除以两位数，改成连续除以两个一
位数，计算起来比较简便”？

学生尝试简算下面各题。
270 ÷ 54 480 ÷ 32 280 ÷ 14
⋯⋯

【评析】该课例先根据学生的好奇心理，一开始就鼓励学生提出问题，从而
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然后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通过对两种算法的分析、
比较，提出对除法运算性质的猜测，并经过验证，得出结论。不难看出，这种

“大胆猜测，实践验证”的过程，是学生的一种积极探索“问题解决”的过程，
不仅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而且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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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位小数》

直观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数学第七册第 117 页例 1、例 2；做一做中的习题
及练习二十八中的 1—3 题。

【教学目的】

使学生初步理解小数的含义，会读写一位小数。

【教学重点】

理解一位小数的含义。

【教具准备】

投影仪、投影片若干张、米尺、小黑板等。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导入新课。（投影片出示）

1. 把各图中标出的部分用分数表示出来。

2. 填空。

（l）把 1 米平均分成 10 份，1 份是 1 米的（ ）
（ ）

，就是（ ）
（ ）

米；3 份是 1

米的（ ）
（ ）

，就是（ ）
（ ）

米。

（2）1 米 = （ ）分米

（3） 4
10

表示（ ）个 1
10

，6 个 1
10

是（ ）。

二、学习新知。

1. 教学例 1。
让学生拿出米尺，教师画示意图：把 1 米长的线段平均分成 10 段。
提问：把 1 米长的线段平均分成 10 段，每段多长？让学生在米尺上找到 1

分米。（2）用米做单位是多少？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 1 分米 =
1
10

米。

教师讲解：用米作单位表示一分米，还可以有一种表示方法，读作：零点

一米。写作：0.1 米。圆点的右面写 1，表示 1
10

。

师生共同讨论：3 分米用米作单位，用分数怎样表示？还可以怎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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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3 分米改写成用米作单位的分数是 3
10

米， 3
10

米还可以用小数表示， 3
10

米

可以写成 0.3 米。圆点的右面写 3，表示 3
10

。读作零点三米。（教师同时板书 3

分米 =
3
10

米）。

指名读零点一和零点三，最后齐读。

教师讲解： 1
10

米写作 0.1 米， 3
10

米写作 0.3 米，十分之几米都不够 1 米，

就可以写成零点几米。（教师同时板书 0. l 米、0. 3 米）

提问：小青身高 1 米 4 分米。1 米 4 分米能不能用小数表示？（同桌同学讨
论后回答。）

学生汇报：4 分米是 4
10

米，可以写成 0. 4 米，1 米是整米数，要在圆点的

左面写 1，表示 1 米，合起来是 1. 4 米，读作一点四米。同时教师板书：l 米 4
分米 = l.4 米，读作一点四米。

2. 自学例 2。（投影片出示）

（l）1 元有（ ）角。

（2）1 角是（ ）
（ ）

元，用元作单位还可以写成（ ）元。

（3）2 角是（ ）
（ ）

元，用元作单位还可以写成（ ）元。

（4）小强有 1 元 3 角钱，可以写成（ ）元。读作： 。
学生在书中完成后，归纳出一位小数的写法。

教师小结：1 角、2 角分别是 1
10

元、 2
10

元，还可以写成 0. l 元、0. 2 元。l

元 3 角，先看 3 角是 0. 3 元，1 元是整数，写在圆点的左边，表示 1 元，合起
来就是 1. 3 元。

3. 阅读自检一位小数的读法。
（1）阅读自检内容：教科书 117 页、118 页。
（2）出示自检思考题。（投影片出示）

�0、l、2、3、⋯⋯都是什么数？你能说出三个连续的整数吗？你能说出我
们学过的最大的整数吗？

�上学期我们学习过什么数？你能说出三个分数吗？

�举例说明我们今天学习的数叫什么数？0. 5、l . 2、4. 7 这几个小数应
怎样读？

（3）找若干名学生回答，并及时纠正错误。
教师总结自检结果：在每个小数中，都有一个小圆点，“ .”叫小数点，读

作“点”。小数点前面的数要按整数的读法读，小数点后面的数是几就读几。
（4）让学生独立完成 118 页做一做中 1、2、3 题。做完后及时纠正错误。

教师小结：揭示课题：我们今天学习的小数的小数点后面只有一位数，这
样的小数叫做一位小数，我们今天主要研究的是一位小数。

（5）看书质疑。
三、巩固练习

1. 做教科书练习二十八中 1、2 题。（让学生独立完成，做后再指名回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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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答案，纠正错误。）

2. 口答题：用小数表示下列各数。（投影片出示）
大演算本 4 角，小作文 2 角，大图画 4 角，中笔记 3 角，自动铅笔 2 元 4

角。
3. 做教科书中练习二十八中第 3 题。（让学生独立完成后，再纠正错误。）
四、本课小结。（由学生总结本节课内容）
五、作业：练习二十八中 6、7、8、9 题。

【评析】本课设计目标明确具体，体现了数学素质的基本内容。在教材处理
上，注重知识间的联系。准确把握重点、难点、关键之处，巧用知识的迁移规
律促进了学生知识的内化，充分调动了学生思维的积极性。老师立足以学生为
主体，教学过程以讲、扶、放的形式进行，追求动态的教学目标，创造开放的
教学过程。对例题的教学、一位小数的含义等知识的归纳都放手让学生尝试进
行。注重操作与演示、讲解与练习等多方面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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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位小数》

多媒体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数学第七册 117—118 页。

【教学目标】

1. 知道一位小数的含义，并能初步运用，能够读写一位小数。
2. 联系生活实际，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
3. 渗透转化思想，培养学生独立探究与发现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一位小数的含义。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价格标签若干。

【教学过程】

一、联系实际，引入新知

l. 创设情境：星期天，小芳和妈妈准备去商店买些东西：铅笔盒、圆珠笔、
一次性纸杯、汤锅。

要想知道这些商品的价格，该怎么办？（看标签）

2. 认识标签：标签上有什么内容？（品名、店名、计量单位⋯⋯）

标签上的价格是用什么数表示的呢？
板书课题：认识 小数

〔评：联系生活，由超市购物—认识标签—认识小数，使数学知识成为学生
感受得到的现实，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二、实践成知，探究新知
（一）认识零点几。

A、元与角

1. 一次性纸杯每只 0. l 元，谁知道 0. l 元表示多少钱？（板书：0.1 元 = l
角）

数一数：1 角、2 角、3 角⋯⋯10 角，那么 1 角用分数表示是多少元？（板

书：1 角 =
1
10

元）

2. 想一想， 1
10

元和 0. 1 元相等吗？为什么？

3. 2 角是几分之几元？还可以写成多少元？为什么？
3 角、5 角、9 角呢？两人一组互相说一说。
B、米与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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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 1 米长的米尺平均分成 10 份，其中的 1 份是几分米？3 份呢？
l 分米、3 分米用米作单位分别怎么表示？老师不讲，你们能独立完成吗？
2. 在练习纸上完成下面的题目：

1 分米 =
（ ）
（ ）

米 = （ ）米

3 分米 =
（ ）
（ ）

米 = （ ）米

3. 交流汇报。

1 分米 =
1
10

米 = 0.1 米。提问： 1
10

米和 0.1 米为什么是相等的？

3 分米 =
3
10

米 = 0. 3 米

〔评：学生独立尝试探究 1 分米 =
（ ）
（ ）

米 = （ ）米、3 分米 =
（ ）
（ ）

米 = （ ）米，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C、初步归纳

1. 把第一列的“1 角、2 角、1 分米、3 分米”擦去，左右两边相等吗？为
什么？

2. 交流汇报。
3. 把左右两边相同的单位名称擦去，这时还相等吗？
4. 左右两列数各有什么相同点？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交流汇报。
像这些十分之几的数可以用零点几表示，反过来，零点几就表示什么？

〔评：观察、讨论、比较，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归纳，培养了学生的抽
象概括能力〕

5. 对口令，老师说分数或小数，学生说小数或分数。

4
10

，0.5， 7
10

，0.9。

（二）认识几点几。
1. 小方买的圆珠笔，每支 1 元 2 角，1 元 2 角用元作单位是多少元呢？你

是怎么想的？小组内互相说一说。
二 . 交流汇报。
想：2 角是（ ）元，（ ）元和（ ）元合起来就是（ ）元。

（板书：1 元 2 角 = 1. 2 元）

3. 小芳买的铅笔盒，每只 6 元 7 角，写成小数是多少元？说说你是怎么想
的？妈妈买的汤锅每只 49 元 9 角，写成小数是多少元？

〔评：前后呼应，联系超市财物的情境让学生探究，亲切自然。〕
4. 概括。
0. l、0. 2、0. 3、6. 7、49. 9、1. 2，这些都是小数。
这些小数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师：像这样小圆点左边只有一位数叫做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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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数的读写。
自学后交流。

（四）知识梳理。
刚才我们学了小数，（显示分数）这些是什么数？（分数）那我们以前学的

像 0、l、3⋯⋯是什么数呢？（整数）到现在为止，我们学习了整数、分数、小
数。

〔评：自学小数的读写，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及时梳理知识，便于
学生建构自己的认知体系。〕

三、寓练于乐，巩固深化
下面我们用学到的知识来完成几道练习，比一比，谁完成得最棒！
1. 在每个图的右面先写出分数，再写出小数。
下面的长方形平均分成了几份？阴影部分是这样的几份？用分数和小数怎

么表示？

根据给出的小数，你能写出适合的分数，并用斜线在长方形中表示出来吗？

先在图上用斜线表示阴影，你想画几格就画几格，再写出相应的分数和小
数。

〔评：练习有层次，逐步开放，发展了思维，能让每一个学生体验到学习成
功的快乐。〕

2. 填一填。
小芳上托儿所时身高 7 分米，写成小数是（ ）米；
上一年级时身高 1 米 1 分米，写成小数是（ ）米；
上三年级时身高 1 米 4 分米，写成小数是（ ）米；
3. 连一连：把下面的小数和对应的分数用线连起来。
7
10

米 4
10

68 元 2 角 0. 7 米
0. 4 100 元 5 角
100. 5 元 68. 2 元

105 元
4. 比一比。
请同学们做一回小小物价员，选择熟悉的一件商品，动手填一张标签，要

求填得规范、清楚。看谁填得又快又好！
〔评：填标签，让学生动手“做”数学，既巩固了所学知识，又有利于形成

日后工作生活的必要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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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位、两位小数》

点拨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本节教学内容为小数初步认识的起始内容（教材第 117 耀 121 页），第 1 课
时，新授课。

新 课 导 入 设计

复习 1：把下列图中的阴影部分用分数表示出来。
复习 2：（投影）
师：我们知道 1 米 = 10 分米，那么 1 分米 =

（ ）米？从图中可以看出，把 1 米平均分成 10
段，其中的一段是 1 分米，用分数怎么表示？

生： 1
10

米。

师：3 分米 = ？米⋯⋯（略）

板书：l 米 = 10 分米 1 分米 = （ 1
10

）米

3 分米 = （ 3
10

）米

师：我们知道 1 米 = 100 厘米，那么 1 厘米 = （ ）米？图中同样是把 1
米平均分成 100 段，其中的一段是 l 厘米，用分数怎么表示？

生： 1
100

米

师：5 厘米 = （ ）米⋯⋯（略）
评析：通过复习充分调动了学生已有的认识经验，让学生有意识地了解十

进分数。
投影：
师：你能把投影上量得的课桌的长和宽，课本的长和宽用米作单位表示出

来吗？

生 1：课桌的长是 6
10

米。

生 2：宽是 5
10

米。

生 3：课本的长是 19
100

米。

生 4：宽是 13
100

米。

板书：l 米 = 10 分米 1 分米 =
1
10

米

3 分米 =
3
1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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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写成：课桌：长是 6
10

米，宽是 5
10

米。

l 米 = 100 厘米 1 厘米 =
1

100
米

5 厘米 =
5

100
米

可以写成：课本：长是 19
100

米，宽是 13
100

米

评析：通过具体的事物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十进分数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由于使用了投影，避免了因测量课桌和课本给教学带来的难度。同时用两个差
别比较大的物体的比较来克服学生在整数的学习中形成的位数多的数比位数少
的数大的思维定势。

建 立 新 概 念 设计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复习了这么多的分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
能发现吗？

生 1：分数的分母都是 10。
生 2：分数的分母都是整十，整百的数。
师：同学们真聪明，发现了今天复习的分数的共同点。像这样的分数我们

还可以用一个新的数来表示，你们想知道吗？
评析：这就是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在他思维活动处于高潮时提出一个对学

生来说既了解又理解不够深入的问题。
生：我知道是小数。

师：对！是小数。怎么用小数表示这些分数呢？ 1
10

米可以写成 0.1 米，它

表示把 1 米平均分成 10 段取其中 1 段。
3
10

米呢？它表示什么意思？

生：0. 3 米，它表示⋯⋯
⋯⋯（略）⋯⋯
完成上述板书：
可以写成：0. 1 米，0. 3 米，0. 6 米，0. 5 米
可以写成：0. 01 米，0. 05 米，0. 19 米，0.13 米
评析：由于在复习导入时进行了大量的铺垫，学生在了解十进分数的基础

上理解小数的含义也就水到渠成。
师：昨天老师让你们调查商品的价格，请你们说一说。（生：铅笔 1 角）
师：用元表示是⋯⋯（生：0.1 元。），
生：毛巾是 2. 50 元。
师：表示什么意思？（生：表示 2 元 5 角。）
⋯⋯（略）
教学中将用元、角、分表示的价格写成小数；让用小数表示价格的学生说

表示的钱数。
评析：学生调查商品价格以后，作为进一步理解小数含义的练习，一方面

使学生感到数学就在身边，同时真正理解用小数表示商品价格的意义。为今后
进一步用数学知识理解生活中的数学问题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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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位小数》

导学式教学设计

【课例简析】

“认识一位小数”是在学生学习了分母是 10 的分数，以及长度单位米、货
币单位元与角和有关分类等知识的基础上教学的。为了让学生较好地理解小数
的含义，可采用“加强直观、建立表象、引导探索、注意比较”的方式导学。

【导学设计】
一、适当铺垫，引入新课。

1. 让学生用分数表示下面各图标出的部分。

2. 让学生思考：把 1 米平均分成 10 份，1 份是 1 米的几分之几，也就是几
分之几米？3 份是 1 米的几分之几，也就是几分之几米？

教师指出：上面两题除了用分数表示外，还可以用一种新的数表示，这就
是同学们将要学习的内容———认识一位小数。

二、注重直观，引导探索。

1. 教学例 1。
（1）让学生拿出 1 米长的软尺，在教师指导下折成等长的 10 段，观察每一

段长多少分米。
引导学生思考：把 1 米长的软尺等分成 10 段，每段长 1 分 米。如 果 用

“米”作单位，每段长多少米？
学生回答后，教师指出：1 分米用“米”作单位表示 0. l 米，写作：0. l

米，读作：零点一米。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3 分米用米作单位，用分数怎样表示？用小数又应如

何表示？学生回答后，教师让学生写出、读出“0. 3 米”。

继续引导学生思考： 1
10

米可以写成 0.1 米， 3
10

米可以写成 0. 3 米，那么十

分之几米用小数应怎样表示？当学生回答出“可以写成零点几米”后，教师引
导学生概括出：分数十分之几都可以写成小数零点几。

教师用投影仪投影出“小青测量身高”的画面，然后组织同桌的两个学生
互相讨论：小青的身高 1 米 4 分米用米作单位怎样表示？

学生讨论后，教师引导他们认识：可以这样想：4 分米是 4
10

米，可以写成

0.4 米；1 米是整米数，合起来是 1.4 米，读作：一点四米。
（2）尝试练习，加深认识。

�让学生观察米尺，先想一想：1 厘米、2 厘米、6 厘米分别是十分之几分
米？然后再用小数表示出来。

�让学生说出 0. 4 分米、0. 5 分米是怎样得到的。

·07·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小学中年级数学创新教学设计



�想一想：2 米 3 分米、4 米 8 分米用米作单位怎样表示？
2. 教学例 2。
教师先引导学生思考：1 元有多少角？然后组织学生分组讨论：l 角用元作

单位写成分数是多少元？写成小数是多少元？2 角呢？1 元 3 角写成小数又是多
少元呢？

学生讨论后，让学生阅读教材，检查自己自学的情况。
三、加强对比，强化认识。
教师先让学生回答：0、l、2、3、4、5 是什么数？然后让学生说出：上学

期我们还学习了什么数？并让学生举出 3 个分数。接着教师指出：今天学习的
数，像 0. 1、0. 2、0. 3、1. 3、1. 4 都是小数。并引导学生观察、比较这些
小数、分数和整数，弄清它们的联系和区别。”

教师指出：小数中都有一个小圆点，叫做小数点，读作“点”。这个小圆点
把小数分成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读时先读整数部分（按整数的读法读），再
读“点”，最后读小数部分。（小数点后面是几就读几）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刚才我们把表示整米、整元的数都写在小数点的哪一
面？把表示十分之几米、十分之几元的数都写在小数点的哪一面？

四、巩固练习，加深理解。（略）

【导学意图】

本课的导学设计，首先通过复习与一位小数有关的十进分数，以激活学生
的思维。接着采用直观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形成小数的正确表象，初步认识一
位小数的读、写方法。教学中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让
他们轻松愉快地获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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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位小数》

建模式教学设计

小数的教学在义务教育教材中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教学一位、两位小数的初步认识，第二阶段是在第七册再系统地

教学小数，教材的编排是从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认知实际出发，考虑到抽象的小
数概念建立比较困难，认识不能一次完成，而采取小步子、适当划分阶段来组
织教学的。鉴于此，教学对小数含义的认识，应仅限于初步的、感性的认识，
这是本课教学时首先必须掌握的尺度。

教材的编排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本单元内容是在学生初步认识分数的基
础上教学的，改变了过去那种“先学小数，再学分数”的传统教法。这一重要
变革的科学依据，在于我们所讲一位小数就是十分之几分数的另一种表示形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在学了分母是 10 的分数后再学小数，接受起来就比较容
易。同时，也能较好地帮助学生初步认识小数与分数的关系，为他们进一步系
统学习小数做好准备。本课时的教学安排，正是顺着这个思路进行设计的。

一、表象的建立
本课是一节概念课。尽管本课教学所要求学生认识的小数含义是比较粗糙、

原始的概念，但要让初步接触小数知识的学生有一个较好的理解，仍然“离不
开感知提供的关于客观现实的感性材料”。只有感知提供的材料十分丰富，才能
在头脑中建立起事物的表象。心理学研究表明，表象是由感知到思维过渡的必
要环节。因此，本课所要教学的例 1、例 2，是为学生建立小数含义初步表象的
感知阶段，即例 1 的教学以教师引导为主，先通过学生对米尺的观察，得出米
尺平均分成 10 段，每段长是 1 分米，然后以问题思考的方式提出：1 分米是十

分之几米？2 分米、3 分米是几分之几米？最后指出 1
10

米、 2
10

米、 3
10

米也可改

写成 0.1 米、0. 2 米、0. 3 米。这样联系分数直观地引出小数，并强调它的读
法，目的是使学生在由分数到小数的过渡中建立小数初步的正确表象。为了使
学生在建立小数表象时能摆脱感性经验的消极影响，我结合某同学身高为例

（如小青身高 1. 4 米）引出整数部分不是 0 的小数。例 2 的教学有例 1 作基础，
则以学生模仿学习为主，即在教师出示了几角（如几元几角的）纸币后，先由
学生直接改写成用元表示的分数，再让他们改写成小数。这样的目的，是要求
学生通过自己的主动学习和思考，来加深对小数的印象。

为了能顺利地完成例 1、例 2 的教学任务，在例题教学之前进行了分数初步
知识和有关计量单位的复习，这样的安排正是为了实现由分数到小数的过渡而
作好铺垫。

二、概念的揭示
概念是在表象基础上产生的。有了表象作依托后，经过初步的抽象、概括，

就要建立起对小数含义的初步的、感性的认识，以实现对数及其概念认识的拓
展，这是这节课教学的重点和关键。因此，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是先通过启发
学生思考，如出示的三组数，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并在比较中，使学生
从这三组数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中能较快地发现各组数的特征。此时，教师适时

·27·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小学中年级数学创新教学设计



地指出三组数的名称，让学生知道第三组数的基本特征，并引出它的概念，从
而促使学生对数的认识进一步拓展。

三、新知的内化
在学生对小数概念有了初步认识之后，教学的着力点是放在引导学生对小

数概念的理解、内化上，以使学生形成新的稳定的认知结构。这一过程的实现，
主要是通过课堂练习来完成。

本节课练习的安排是分三个层次出现：首先是在例题教学后的反馈训练，
其目的是对新知及时巩固，同时为下步教学能有效调控和掌握反馈信息。其次
是针对本课教学目标而设计的既有巩固作用又带有提高作用的综合性课堂练习。
这二个层次的练习，在形式上有填空、判断等基础题，有看图用小数表示和看
小数用图来表示等直观性的题，又有对下阶段继续学习小数起孕伏作用的题目。
这些练习的设计，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巩固新知、开发智力，培养能力都具
有一定的实效性。再次，在教师的引导下，由学生自己完成本课的小结，这也
是有效地帮助学生内化新知的手段之一。学生通过对全课教学内容作一个全面、
系统、完整的回忆，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识记和概括能力。

作为新授课的教学，本课采取的两个主要方面的措施，一是在教学方法上
采用了启发式教学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同时让学生通过听、看、
说、读、写加强学法指导。如对小数概念要点的剖析，要求学生学会用比较的
方法概括出小数的基本特征；对小数的读、写，要求掌握小数的读法和基本的
书写方法等。二是在教学关键处，多次采用“四人讨论小组”的形式，让全体
学生都有参与学习过程的机会，并在相互交流中，形成一个互帮互学的良好学
习氛围。

附 认识一位小数
教学准备：教具（涂色片、米尺、元和角的纸币若干），学具（10 等分直

线条或正方形纸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 学生独立完成第 147 页复习题。（要求：先观察图形平均分成几份，再

把图中标出的部分用分数表示出来。）

2. “四人讨论小组”讨论。（1 米等于几分米？1 分米是 1 米的几分之几？

也就是几分之几米？l 元等于几角？l 角是几分之几元？）

二、新授

1. 教学例 1。拿出米尺让学生观察，并指出“讨论”的结果：1 米长的尺

子平均分成 10 段，每段是 1 分米，1 分米就是 1
10

米。

接着问：那么 2 分米、3 分米⋯⋯是几分之几米？

学生答后，教师指出 1
10

米还可以写成 0. 1 米，读作“零点一米”。 2
10

是表

示 2 个 1
10

，那么 2
10

米还可以怎样改写？ 3
10

米呢？并板书：l 分米 =
1
10

米 = 0.1

米，2 分米 =
2
10

米 = 0. 2 米，3 分米 =
3
10

米 = 0. 3 米。接着问：0. 2 米、0. 3

米应怎样读？学生答后，问：4 分米如果以米作单位可以直接改写成怎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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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答后，继续问：我们班某某同学身高 1 米 4 分米，如果以来作单位，
该怎样改写？同学们分“四人讨论小组”讨论。讨论后，指出：由于 4 分米可
以改写成 0. 4 米，还有 1 米，合起来就写成 1. 4 米，读作“一点四米”，并板
书：l 米 4 分米 = 1. 4 米。

2. 教学例 2。一手出示 1 张 1 元的纸币，另一手出示 10 张 1 角的纸币，
问：两手上钱的价值一样吗？

学生答后，教师说：1 元有 10 角，也就是说，1 角就是 1
10

元，以元作单位，

可以写成 0. l 元；2 角是 2
10

元，可以写成 0. 2 元；那么，3 角是几分之几元，

可以改写成什么样的数？l 元 3 角呢？

教师指名回答，并相继板书：l 角 =
1
10

元 = 0.1 元，2 角 =
2
10

元 = 0. 2 元 .

3 角 =
3
10

元 = 0. 3 元，l 元 3 角 = 1. 3 元。

3. 提出概念。问：以前学过什么数？举例说明。随着学生的回答，教师分
类板书：

0、l、2、3、4、⋯⋯
1
2

、 1
3

、 2
3

、 1
10

、 5
12

⋯⋯

0. 1、0. 2、0. 3、1. 3、1. 4⋯⋯
指出：第一行的数都是整数，第二行的数都是分数，第三行的数就是我们

今天学习的一种数，叫小数。说话间将“整数”、“分数”、“小数”分别对应板
书。

4. 提示课题。今天我们学习的小数，圆点右边都是几个数字？学生答后，
教师说：都只有一个数字，象这样的小数叫做一位小数。接着板书：认识一位
小数。

5. 反 馈 训 练。 （1）在 0、 1
2

、0.1、 3
10

、10、1.1、 7
15

、2.1 中 整 数 有

；分数有 ；小数有 。
（2）完成第 148 页“做一做”中的第 1、2 题。
6. 一位小数的读写。

（1）试读：0. 5、0. 9、1. 2、2. l、4. 7。指出小数中的圆点叫小数点，
读作“点”。小数点前面的数按整数的读法读，小数点后面是几就读几。

（2）试写以上几个小数。强调写小数时，先写小数点前面的整数，再写小
数点，最后写小数点后面的数。写小数点时，要注意写在整数个位数的右下角，
小数点要写成小圆点，不能写成逗号“，”、“、”和“。”。

7. 反馈训练。做第 148 页“做一做”中的第 3 题。
三、课堂练习

1. 做练习三十八第 l 耀 3 题。
第 1 题要注意突出分数与小数的联系，对有困难的学生要引导他们注意观

察“1 分米 =
1
10

米 = 0. 1”米的关系，从而启发他们填好后面的空。第 3 题读

小数可先让全体学生默读，再同座位同学相互读，最后提名抽查读。
2. 综合题。（1）判断“12. l 读作一二点一”是不是读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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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图中涂上颜色表示图下面的小数。

四、小结

1.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哪几种数？举例说明。教师指着黑板上的
板书引导学生归纳。

2.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位小数，初步知道了什么样的数是小数和它的读法、
写法。至于 0.1 和 0.2、1.3 和 1.4 谁大谁小的问题，我们将在下节课学习。

五、作业（阅读课本第 147—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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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位小数》

探究式教学设计

【教学要求】

1. 使学生初步认识一位小数，知道其含义，并会正确读写。
2. 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渗透“联系”、“转化”的思想。

【教材简析】

这里所讲的小数实际上是十进分数的另一种形式。一位小数是十分之几的
分数的另一种形式，这也正是一位小数的意义。通过第五册分数的初步认识的
教学和长度单位米、分米，货币单位元、角等知识的学习，有助于学生由感知
上升为理性认识，深刻理解什么是一位小数。这样编排教材加强了分数与小数
的联系，使学生容易建立知识网络。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不仅要让学生理解一位
小数的含义，还为今后小数数位的扩展及小数加、减法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重点、难点】

认识一位小数，理解一位小数是表示十分之几的分数。

【教法设计】

（一）复习导入
1. 首先采用看图填分数形式复习分数的含义；接着复习米、分米，元、角

之间的关系，为新课的教学进行铺垫，分散教学难点。
2. 导入新课。教师拿出几个商品的价格标签，让学生看上面的数与前面学

过的数有什么不一样，从而导入小数的认识。
（二）讲授新课
1. 教学例 1。

（1）出示投影片。
让学生观察把 1 米平均分成了几份？每份在尺子上长

是多少？用“米”做单位又如何表示？概括出 l 分米 =
1
10

米和 3 分米 =
3
10

米。

然后引导联想， 1
10

米和 3
10

米能否写成不带分母的形式呢？教师进一步改写成 0.

1 米和 0. 3 米。

（2）引导观察弄清含义。教师问学生：“ 1
10

米和 3
10

米各表示有几个 1
10

米呢？

它们比 1 米大还是小？0. 1 米与 0. 3 米两个数中小圆点左边是多少？右边是多
少？表示什么含义？”进行概括：零点几米这样的数是十分之几米的分数的另一
种形式。这类数我们叫它小数。小圆点叫小数点。

（3）理解小数的组成。通过教学“小青身高 1 米 4 分米，用米作单位怎样
表示？”着重引导整 1 米写在哪里，从而指出小数点左边都表示整米数，右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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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十分之几米。
2. 教学例 2
教师可仿照例 1 的形式提出问题，放手让学生看书自学，最后师生讨论进

行概括：十分之几元可以写成零点几元的形式，有整元时，小数点左边写整元，
右边表示十分之几元。

3. 观察例 1 与例 2，归纳出无论是长度还是货币，其中十分之几的数都可
以写成零点几的形式表示，从而概括出一位小数的含义。接着让学生说出这节
课所学的小数，小数点右边都是几位数，并点明本节课的内容：一位小数的认
识。

4. 反馈练习
（1）在（ ）内填上适当的分数和小数。

（2）看小数涂方框。

0.7 0.4
5. 概括出什么是整数和小数。让学生举例子说说它们的不同之处。
6. 读写小数。（略）

（三）课堂练习
1. 填空
2
10

= （ ） 0.8 =
8

（ ）

3 分米 = （ ）米 2 米 1 分米 = （ ）米
1. 4 元 = （ ）元（ ）角
2. 找朋友

0.7 米 1
10

元

1 米 6 分米 7
10

0. 1 元 2. 9 元
2 元 9 角 1. 6 米
3. 读出下面各小数，并把它们在适当的沟点上面，说说为什么？

（四）全课总结。（略）
五、要点提示
本节课应从学生实际生活和已有知识入手，通过直观事例加以概括，归纳

出零点几的小数表示十分之几的分数，使学生理解一位小数含义。在例 1 与例 2
的教学时要注意扶放结合，发展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组织练习时要让学生动手
涂一涂，写一写，动口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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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位小数》

说课式教学设计

说课内容：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数学第七册第 117 页例 1、例 2，练习
二十八、1—3 题。

一、教者对认识一位小数教材的理解
这一单元的教学内容有一位、二位小数的初步认识读写法，比较小数的大

小以及简单的小数加、减法。为了适应学生的思维特点，使学生易于接受，教
材采取了小步子的编排方法，小数的初步认识只限于两位数，而且是直观认识
和具体比较，不抽象概括。教材编排的顺序是：结合十分之几，先出现一位小
数，再结合百分之几，出现两位小数，在一位、两位小数的后面分别出现了小
数的大小比较，最后教学一些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这部分内容是学生在初步认识分数的基础上教学一位小数的认识、读写法。
也是本单元起始教材，是学好小数的初步认识的基础的基础，所以采取了多种
直观，结合学过的几何初步知识和计量单位的知识，联系分数引出小数。因此，
这部分知识的教学使学生初步会用小数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计算问题，及孕伏
了小数的组成，整数、小数的概念名称，为以后系统学习小数打下基础。

本课的教学目标是：1. 使学生初步理解一位小数的含义。2. 会读写一位
小数。3. 渗透联系、转化的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是理解一位小数的含义。
教学关键是十进分数与一位小数之间联系。
二、引导学生学习所采用的主要方式方法
遵循知识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的原则，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

联系实际，注意通过直观帮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根据学生实际和教材内容，
选用的主要教学方式方法是直观演示为主，引导学生亲自操作、观察思维、自
学讨论，多种方法有机配合使用。

三、教学程序
（一）引起知识正迁移的练习：运用投影仪出示三道口答题。
1. 把下列各图中阴影部分用分数表示出来。

2. 把 1 米平均分成 10 份，1 份是 1 米的（ ）
（ ）

，就是（ ）
（ ）

米，3 份是 1

米的（ ）
（ ）

，就是（ ）
（ ）

米。

3. 1 米 = （ ）分米，1 元 = （ ）角
设计这三道练习题，目的是为学习新知识做好铺垫，以旧促新，引起新知

识的正迁移。
（二）引入新课

过去学过了整数，还初步认识了分数，今天我们开始初步认识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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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数是一位小数呢？是这节课要研究的。
这样导入新课的目的是唤起学生对学习一位小数的欲望，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孕伏了新旧知识的联系，为学生做好学习新知识的心理准备。
（三）讲授新课
1. 教学例 1：（1）影出复合片，例 1 内容：
师指投影片图问：每段多长？你能在米尺上找到 1 分米的长度吗？用米做

单位是多少？（板书：1 分米是 1
10

米），3 分米、7 分米呢？

（2）讲解指黑板，用米作单位表示 1 分米是 1
10

米，还有一种表示方法，师

写作 0. l 米，读作零点一米。让学生读两遍。同样方法，3 分米，7 分米，9 分
米，怎样写、怎样读。师小结，引导观察我们知道十分之几米。都不够 1 米，
可以写成零点几米。

（3）尝试练习：

�让学生拿出米尺，找出 1 厘米。1 厘米用分数作单位写成 1
10

分米，还可

以怎样写？

�同样 2 厘米，5 厘米呢？
2. 教学小数的组成。

�出示：小青身高 1 米 4 分米，用米作单位怎样表示？�讨论：4 分米是
4
10

米，可以写成 0. 4 米。1 米是整米数，要在圆点左面写 1，表示 1 米，合起

来写成 1. 4 米，读作一点四米。

�讲解：小数中的小圆点“·”叫做小数点，小数点的左边是整数部分，小
数点的右边是小数部分。看小数是几位小数要看它的小数部分是几位，小数部
分是几位这个小数就是几位小数。�提问：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小数都是几位
小数呢？为什么？

3. 教学例 2。让学生尝试自己学习回答。

�出示，1 元 = （ ）角，1 角是（ ）
（ ）

元，用元作单位可以写成（

）元；2 角是（ ）
（ ）

元，可与成（ ）元。引导学生总结出：十分之几元

不够 1 元，也可以写成零点几元。

�1 元 3 角，用元做单位，可以怎样表示？
4. 教学一位小数的读写。
以前学过的数、像 0、1、2、3、4⋯⋯ 都是整数，今天学的 数，像 0.1、

0.2、1.3、1.4 等都是小数。
那么怎样写小数呢？先把整米、整元的数写在小数的整数部分，然后写小

数点，再把表示十分之几米、十分之几元的数都写在小数部分。
读小数的时候，先读整数部分的数，再读点，再读小数部分每位上的数字。
练习：卡片上的小数读法、写法。
5. 看书、讨论、质疑问难。
这部分是新知传授过程，传授知识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设计意图

是围绕本课教学目标，运用多种教法，引导学生探索知识规律，揭示知识规律，
以达到最佳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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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例 1 采取“扶着走”的方式，例 2 采取引导学生“自己走”的方式，
并通过演示操作，类推、比较、观察、尝练、讨论、归纳等教学活动，充分发
挥学生主体作用，使学生自己参与教学活动，获取新知识。

（四）练习作业及教学小结的安排。
完成教材做一做 1———3 题。补充把小数改写成分数的内容。这样既巩固所

学知识，又通过逆向思维训练，加深对小数含义理解，使知识向能力转化。
小结：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内容？有关小数的知识很多，在实际中运用

也很广泛，你们观察一下，在生活中哪些地方用到小数。
布置作业（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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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位小数》

互动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127—118 页例 1、例 2：118 页的“做一做”。练习二十八 l—3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 初步理解一位小数的含义。
2. 知道一位小数的读、写方法。

（二）能力训练点
1. 熟练的读写一位小数。
2. 通过直观演示、观察等方法，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迁移、类推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1. 通过小数的学习，鼓励学生在知识的领域里探究。
2. 在初步认识小数产生的过程中，渗透“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主义思

想。

【教学重点】

理解一位小数的含义。

【教学难点】

一位小数的写法。

【教具、学具准备】

米尺示意图，投影仪、学生准备米尺。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投影出示：用分数表示图中的阴影部分。

2. 把一米平均分成 10 份，l 份是 1 米的———，是———米；
3 份是 1 米的———，是———米。
3. 口答。l 米 = （ ）分米 1 元 = （ ）角
二、探究新知
1. 设疑导入。出示（标有实物及价格的商标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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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从这些数中发现了什么？（3.6）（7.8）（1. 5）比整数多一个小圆点。
导入：这就是今天学习的新知识。
板书课题 四、小数的初步认识
1. 认识一位小数
2. 新授。教学例 1（出示米尺示意图）。

学生拿出米尺。
（1）观察后说出图意。
（2）引导学生明确：�每段长几分米？

�l 分米用分数表示是多少米？

2 分米、3 分米⋯⋯
（学生依次把分数写在图下面）

（3）提示：

�说明：这些十分之几的分数还可以这样表示， 1
10

米可以写成 0. 1 米（图

下标出）“0.1”中圆点左面不够 1 米，用 0 占位，右面的“1”表示 1
10

，读作：

零点一。

�学生类推：2 分米、3 分米⋯⋯写成小数。

�讨论交流：1 米 4 分米 = （ ）米

�学生举例（任意说小数）

（4）反馈练习：118 页“做一做”第 1 题。
（独立做，巡视时纠正学生写法上的错误）

3. 教学例 2。出示：1 元 = 10 角。
（1）引导学生讨论：把 1 角、2 角、1 元 3 角以元为单位分别用分数、小数

表示
（2）使学生明确：钱数以元为单位的小数的表示方法。

（3）交流后板书：1 角 =
1
10

元 = 0. 1 元

2 角 =
2
10

元 = 0. 2 元

1 元 3 角 = 1. 3 元
（4）反馈练习：118 页“做一做”2 题（独立做，同桌交流）

4. 一位小数的读写。
（1）自学课本 117 页—118 页前三行。你知道了什么？

·28·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小学中年级数学创新教学设计



（2）使学生明确：�整数、小数的概念及区别

�小数的读法
（3）反馈练习：118 页“做一做”3 题
（同桌互读，纠正错误，对读、写有困难的学生适当提示）

三、巩固发展
1. 119 页练习二十八 l 题（填在书上，同桌互议）

2. 读出下面各小数。
0.3 0.8 1.7 3.5 4.4 10.6 100.8
3. 填上适当的小数。
l 角 = （ ）元 3 角 = （ ）元
8 分米 = （ ）米 6 分米 = （ ）米
1 元 2 角 = （ ）元 9 米 4 分米 = （ ）米
4. 在每个图里，涂上颜色表示下面的小数。

四、全课小结：这节课你学到了哪些新知识？
五、布置作业：练习二十八 2。

【板书设计】

小数的初步认识

l . 认识一位小数
例 1

例 2

1 角 =
1
10

元 = 0. 1 元 1 米 4 分米 = 1.4 米

2 角 =
2
10

元 = 0.2 元 1 元 3 角 = 1.3 元

（注：用红色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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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位小数》

点拨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第七册 P1l7 例 1、例 2。
教学目的要求：
1. 使学生初步理解小数的含义，会读会写一位小数。
2. 通过认识一位小数，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

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3. 通过教学，培养学生认真观察、积极思考、勇于探索的良好学习习惯。

【讲授新课】

1. 理解一位小数的含义。
（1）精讲例 1。

�引导观察。出示米尺提问：把 1 米平均分成 10 段，每一段是多长？（1 分

米）l 分米是几分之几米？（ 1
10

米）这个 1
10

米，还可以写成 0. 1 米这种形式，

读作“零点一米”。

�揭示意义：l 分米是 1
10

米，还可以写成 0. 1 米，0. 1 米也就是 1
10

米。

�引导类推。

你们已经知道了 1 分米就是 1
10

米，还可以写成 0. l 米，0. l 米也就是 1
10

米。那么，你们知道 3 分米是几分之几米？还可以写成零点几米？几分之几米？
5 分米、7 分米呢？

�小数的写法：略。

�巩固练习：略。
（2）自学例 2。

�启发提问：回忆一下，1 元等于几角？

�尝试练习。你们能够根据例 1 学到的知识，自己完成下面的填空吗？

1 角—A�
（ ）
（ ）

元—A�（ ）元

2 角—A�
（ ）
（ ）

元—A�（ ）元

1 元 3 角—A�（ ）元

�说理评价。
说一说：l 元 3 角是怎样变成 1. 3 元的。

（3）归纳总结：略。
（4）巩固练习：略。
2. 整数和小数的概念：略。
3. 小数的读、写方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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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评］
这部分教材看似简单，但却蕴含着丰富的素质教育的内涵。能否准确而深

刻地理解、发掘这些内涵，并使之在教学过程中得到落实。是对教者教育思想、
观念和教学功底的考验。本教案的设计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做出了比较令
人满意的答复：

1. 在确定教学目的要求时，由“大目标”出发，从“知”“能”、“情”三
方面通盘考虑，合理安排，具有强烈的素质教育的目标意识。特别是其中的第
2，3 两条目的要求，提法准确，分寸适度，切合实际，具体明晰，更是比较好
地体现了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精神。这对于纠正目前一些教学中目的要求
欠准欠全，笼统空泛的不良倾向，无疑能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

2. 注重学法指导，发展思维能力。迁移类推能力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思维能
力，逐步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是大纲规定的一项重要任务。教者结合知识
发展的脉络和学生的思维水平，准确地把握了本节教材提供的发展迁移类推能
力的良好契机。对“迁移类推”环节做了精心的安排：在学生已初步认识了 0.1
米的含义后通过一组富有启发性的设问，引导学生自己类推出 0.3 米、0.5 米、
0.7 米的含义，又进而由几点几米类推出几点几元的含义，为深化对一位小数
的认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做法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
索的积极性，而且使他们受到了一次科学的学习方法、思考方法的磨砺。

此外，在教学程序的安排上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从总体上看，详讲“小数
的含义”略讲“整数和小数的概念”，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从局部看，在教学
小数的含义时，教师精讲例 1，学生自学例 2，这样更有利于引导学生迁移类
推。在各个教学环节的过渡，转折的设计上也显得紧凑自然，从而使整个教学
过程张弛有序，始终处于一种变化起伏的态势，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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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两位小数》

互动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121 页一 122 页例 4、例 5、例 6，122 页做一做，练习二十九 l—3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 初步理解两位小数的含义；
2. 知道小数的各部分名称，理解小数的数位；
3. 学会两位小数的读、写方法。

（二）能力训练点
1. 能熟练地读、写两位小数；
2. 通过直观演示、迁移类推等方法，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主动探求知识的

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1. 根据小数点易丢、易错，对学生进行做事认真、仔细的学习习惯；
2. 渗透“知识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教学重点】

理解两位小数的含义。

【教学难点】

小数数位的理解。

【教具、学具准备】

米尺、投影仪、米尺示意图。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口答：1 米 = （ ）分米 = （ ）厘米

1 元 = （ ）角 = （ ）分
二、探究新知
1. 导入。
大家知道，1 分米是 10 厘米，那么 1 厘米用分数、小数表示是多少分米？1

厘米用分数、小数表示是多少米呢？这节课继续学习两位小数。
板书课题：认识两位小数
2. 教学例 4。
出示米尺示意图。

（1）引导学生观察思考：�l 厘米用分数表示是多少米？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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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厘米、5 厘米、15 厘米⋯⋯

使学生明确：l 厘米可以用 1
100

米来表示，几厘米可以用 几
100

米来表示。（引

导学生在米尺示意图上标出各分数）

（2）鼓励学生任意举例。
（3）教学两位小数的写法。

提示：百分之几的分数也可以用两位小数来表示。

�回忆 1
10

写成 0.1 的方法；

�
1

100
米写成小数。不够 1 米，整数是 0；也不够 1 分米，小数点右边第一

位也写 0。 1
100

米要在小数点右边第二位写“l”，就是 0. 01 米，读作：零点零

一米。

�类推：2 厘米、5 厘米、15 厘米⋯⋯写成小数是多少米。
（要求学生说出思考方法，注意：将 15 厘米写成 0.15 米后，读数可能有难

度，教师给予点拨）

�学生任意说出几个两位小数。

�反馈练习：122 页做一做第 3 题。（独立填空，同桌交流）

3. 教学例 5。
（1）引导学生讨论：l 分、2 分、2 角 5 分、1 元 3 角 8 分用分数、小数表示

是多少元？
明确：

�元、角、分为单位的钱数改写成以元为单位的小数的表示方法；

�区分 2 分、2 角 5 分中的两个“2”表示的意义。

交流后板书：l 分 =
1

100
元 = 0.01 元

2 分 =
2

100
元 = 0. 02 元

2 角 5 分 =
25
100

元 = 0. 25 元

l 元 3 角 8 分 = 1. 38 元
（2）反馈练习：122 页“做一做”第 2 题。（独立完成，同桌交流）

4. 教学例 6。
出示复合片（抽拉）

（1）引导学生观察：一小格用分数、小数表示分别是多少？
3 个格、36 个格、10 个格⋯⋯

（学生任意举例）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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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正方形图都表示整数 1”。

�表示百分之几的数可以写成两位小数。
（2）渗透“十进”关系。

讨论：0.10 为什么等于 0.1？

点拨：10 个小方格是 10
100

即 0. 10，也可以看作 1 个长条，即 1
10

，小数表示

是 0.1。
明确：�10 个 0. 01 是 0. l；

�10 个 0.1 是 1。

板书： 1
100

= 0. 01
36
100

= 0.36

3
100

= 0. 03
10
100

= 0.10 = 0.1

（3）反馈练习：122 页“做一做”第 1 题。（独立完成，同组互议）

5. 教学小数数位和读法。
（1）引导学生自学 122 页上半部分。

思考：通过读书你明白了什么？
使学生明确：

�小数的数位顺序；

�小数的读法。
（2）点拨：

�整数、小数相邻数位之间的进率都是“十”；

�小数部分顺次读出每一个数位上的数字；

�百分位后面还有数位，以后再学。
（3）检查效果：出示 120. 85

要求：

�指出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的数位名称。

�读出小数。
板书：（见板书设计）

（4）质疑。
（5）反馈练习：读出下面各小数，说出各小数的数位名称。

出示：10.1 15.49 100.48 0.7 0.34 0.05 90.06 2.07
三、巩固发展
1. 124 页二十九第 1 题（填书，同桌互议）

2. 124 页练习二十九第 2 题
（互问，重点明确同一个数字“1”所在位置不同表示的意义也不同）

3. 填空。
（l）10 个 0. 01 是（ ）。
（2）0. 01 是（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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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厘米 = （ ）米。
（4）4 元零 7 分 = （ ）元。

（5） 5
10

= （ ）。

（6） 26
100

= （ ）。

（7） 80
100

= （ ） = （ ）

4. 判断。
（1）0. 37 中，没有整数部分，只有小数部分。（ ）
（2）7. 25 读作：七点二十五。（ ）
（3）3. 02 元表示 3 元 2 角。（ ）

5. 出示：7、0、6 三张卡片，一学生将“ .”放在三个数字之间，使它们成
为一个较大的数和一个较小的数，并读出来。

（目的是让学生体会到小数点位置的重要性，渗透做事要认真仔细的思想）
四、全课小结
这节课对小数又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了一位小数表示十分之几，二位小数

表示百分之几，懂得了小数的数位和读法。有关小数的知识今后还要继续学习。
五、布置作业：练习二十九 . 3 题。

【板书设计】

认识两位小数
例 4

例 5 例 6

1 分 =
1

100
元 = 0.01 元 1

100
= 0.01

2 分 =
2

100
元 = 0.02 元 3

100
= 0.03

2 角 5 分 =
25
100

元 = 0.25 元 36
100

= 0.36

1 元 3 角 8 分 = 1.38 元 10
100

= 0.10

= 0.1
整数部分 小数部分
1 2 0. 8 5
百 十 个 十 百

分 分
位 位 位 位 位
读作：一百二十点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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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更大的数》

多媒体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九年义务教育数学教材第六册第 2 耀 3 页。

【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勤于调查、主动探索的精神。建立良好的数感，在探索活动中体
验和理解计数单位、数位和十进制计数法的含义。能正确读出亿以内的数。

【教学重点】

建立数感、读数。

【教学准备】

学生在家数出 10000 粒大米；查阅资料，找出万以上的数据信息，制成卡
片。教师准备：课件、多媒体、实物展台。

【教学过程】

一、联系实际，建立数感
1. 感受 10000 的大小。
师：全体起立，我们班有 40 名学生。同学们再向后看，先向听课的老师们

问好，然后你们估计一下，有多少老师听课？好，我们已经知道有 40 人来上
课，还有大约 400 名老师听我们的课，你们有没有信心上好这节课？请同学们
看看我们学校升旗的画面（播放学校升旗的场面），你们知道我们学校一共有多
少学生吗？大约 3700 名。你们再想一想，如果整个操场都站满，大约能站多少
人？下面我们一起去南岭体育场（播放南岭体育场一侧坐满大约 10000 人的画
面），请你们估计一下这一侧大约坐了多少人？我们再去北京人民大会堂看一看

（播放人民大会堂坐满 10000 人的画面）。
2. 感受更大的数。
师：生活中有很多事物的数量很大，可以说大数无处不在，你感觉哪些事

物的数量会超过 10000？如：树的数量，体育场的座位，大米的粒数，等等。
师：你们还记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建国 50 周年的场面吗？让我们再回

到北京天安门看一看。（播放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的场面：50000 只鸽子，50000 只
气球，等等）

3. 数位顺序。
学生拿出准备的 10000 粒大米，说一说怎样得到的。
观察：老师把学生的 10 个 10000 粒大米逐次倒在一起，提问：一共有多少

粒大米？10 万是多少个 1 万？联系生活实际，帮助学生想象 10 万人有多少。
师：（指着讲桌上的 10 万粒大米）10 个这么多一共是多少？（联系生活实际

举例子，帮助学生想象 100 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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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依此类推得出更高的单位，教师出示下面的内容，并要学生观察
能发现什么。

千百十 千百十 千百十一
亿亿亿亿万万 万万
4. 读数。
师：（出示中国地图）2000 年，我国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达

到 1295000000，试读这个数。说一说你是怎样读的？我们再看一看以前人口普
查的结果。（出示 4 个数据，学生试读，然后师生共同总结读的方法）

二、练习
1. 把收集到的信息在小组里读一读。
2. 探索一些有趣的数据并读出来。

（1）人的寿命如果按 70 岁计算，一共生活了多少天？多少小时？
70 × 365 = 25550（天），22550 × 24 = 613200（小时）。

（2）一秒钟数一粒，数完 1 亿粒大米要多长时间？
1 小时数 60 × 60 = 3600（粒），1 天数 3600 × 24 = 86400（粒），l 年数 86400 ×

365 = 31536000（粒），3 年数 31536000 × 3 = 94608000（粒）。三年还没数完，要三
年零两个多月才能数完。

3. 聪明的乞丐
从前，有一个乞丐和国王下棋，乞丐赢了。国王就问乞丐，你要什么？乞

丐说：“我就要大米。请在棋盘的第一个格中放一粒大米，在第二个格中放的是
第一个格的 2 倍，第三个格的粒数是第二个格的 2 倍⋯⋯，最后一个格里的数
就是我所要大米的数量。”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大臣们经过计算后急忙向国王报
告说，不得了了！全国的大米都给他都不够，国王惊呆了！

不相信的话，请你也来算一算。并把画格中的数读出来。
设计意图
1. 在目标方面：以往教学重点传授数位、计数单位、十进制的慨念，知道

有更大的数，记住数的读法，能根据读法会读更大的数等，即重视系统知识的
教学，忽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去感受更大的数，所以，学生虽然花费很多的
时间和精力记住了抽象的概念，但对更大的数没有感受，在生活中不会应用知
识解决问题。如在生活中遇到事物的数量很多时，却不能估计出数量的多少；
对大数的知识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的体会不深。因此，本课教学重视数感
的建立，分层次、分阶段帮助学生建立数感，从几十、几百、几千到几万几亿，
从上课伊始到新授到课后作业，无不逐步帮助学生感受数的大小，抓住“万”
这个大数的基本单位，多次建立数感，力求体现新的课程标准。

2. 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班级的人数，听课老师的人数，本校学生的
人数，国家的人口数，50 周年庆祝大会中表演队伍的人数，等等，学生可以看
到，可以想象。人是学生生活中最熟悉的，数一数、算一算、估一估人的数量
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最有意义的。数大米的粒数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意义不大，但
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学生对大数的感受。学生可以亲自在家操作，为学生理解
计数单位的十进关系提供了感性材料。让学生用计算器亲自探索一些比较大的
数据，如算一算平均寿命是多少小时，1 秒钟数 1 个数，数 1 亿个数要用多长时
间，不仅达到读数的目的，而且结合有趣的事情，丰富学生对大数的认识，进
一步帮助学生建立数感。

3.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的情感。这种说法当然是目前教育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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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可置疑的观点，本节课注重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
一是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如学生课前自己调查收集大数据，学生

在课堂上举例子，学生用计算器探索一些大数据，这样学生参与到学习中，亲
身感受到大数在我们的生活中。如大数的读法，教师不急于给出读数的规则，
而是让学生在小组内试读，主动分析比较读数的规律，力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二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数学课堂上，关注学
生的情感，重要的是要关注学生学习的兴趣。只有学生对学习的材料和学习的
过程感兴趣，才能学得愉快轻松、积极主动。本节课，教师努力使学习的材料
和学习的过程贴近学生的生活，大多数学生对自己熟悉的事物往往容易产生兴
趣。如练习读教时，教师如果一个模式地、不断地给出准备好的数据，学生被
动地去读，就会感到枯燥，也可能对一些数据产生怀疑，无形中降低了学习的
积极性。而教学中是让学生计算有关人的寿命，算出当学生 7 岁上一年级时，
当我们 35 岁到中年时、70 岁老年时要生活多少小时，不停地数一亿个数要数多
长时间等，他们对这样的题材非常感兴趣，就愿意算、愿意读，而且感到数据
真实可靠，包括留的课后作业，容易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 拓宽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为了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我们学校对学
生课后作业的内容和形式等进行了研究，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总结了一些好的做
法。如调查性的作业，操作性的作业，专题研究性的作业等。因此，课前不是
让学生单纯预习本节课要学的知识，而是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数据。学生在找
数据、问数据的过程中，要思考快速收集数据的方法，而且可能对一些天文地
理等方面的数据感到陌生、怀疑和惊奇，从而产生寻根问底的心理，激发求知
欲望。

让学生数 10000 粒大米，这是一个操作性的作业。即使不很聪明的孩子，
也不会一粒一粒地数，在数的过程中一定会寻求策略，或者用 100 作基本单位，
或者用 1000 作基本单位去估计，或者用质量去估计。这样，不仅复习了万以内
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而且也丰富了估计的方法和计数的策略。

课后的作业不仅仅是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研究性和探
索性。“聪明的乞丐”，对故事的结果学生不会轻易相信，就是成年人也要怀疑，
所以，大多数学生会继续算下去，由于计算器的数位有限，在计算的过程中要
遇到新的问题需要请教和探索。如算到一定的数量后，就要把粒数转化成千克
数，再把千克数转化成袋数，把袋数转化成车数，等等。从而激发了探索的欲
望和学习的兴趣。所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
法来完成。具有探索性和开放性的习题，拓展了作业的时间和空间，激发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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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小数加法》

引导———发现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127—128 页例 l、例 2、128 页“做一做”，练习三十第 l—3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 理解并掌握小数加法的计算方法。
2. 正确区分整数加法和小数加法的异同。

（二）能力训练点
1. 能正确计算小数加法，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
2. 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通过计算小数加法，对学生进行良好的学习习惯教育。

【教学重点】

小数加法的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

理解对齐数位、满十向前一位进 1 的算理。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仪、投影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口答。说出下列小数中每一位数表示的意义。
0.4 0.08 1.03 23.7 15.26
2. 说出下面的钱数各是几元几角几分。
1. 82 元 0. 03 元 7. 90 元 0.65 元 0. 27 元 15. 04 元
3. 整数加法法则是什么？

（强调：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加起）
二、探究新知
1. 导入：
竖式计算 1283 + 264 2479 + 560
转化成 12. 83 + 264 24. 79 + 5. 60 导入课题。
板书 简单的小数加法
2. 新授。

（1）教学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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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小红买一支自动铅笔用 0. 65 元，买一支转笔刀用 0. 27 元。一共用
了多少钱？

启发学生思考：通过看题，你知道了什么？
引导学生明确：

�列式。

�用几角几分知识计算。（学生试算，教师巡视时提示：列竖式时把数位对
齐）

（2）小数计算的方法。
学生讨论交流。教师巡视时提示：

�0. 65 中的“6”“5”、0. 27 中“2”“7”的意义。

�竖式排列的道理：明确相同数位对齐，即小数点对齐。

�从低位加起，满十向前一位进一。

�和的小数点和加数的小数点对齐。
板书 （见板书设计）

（3）启发思考：小数加法的计算方法。
明确：�相同数位对齐。

�从低位加起，满十向前一位进一。

�结果对齐加数的小数点点上小数点。
（4）比较以上两种方法哪种简便？
（5）反馈练习：127—128 页“做一做”l、2。（要求独立完成，同桌交流）
（6）教学例 2。

出示：王宏的妈妈买花布 1. 5 米，买白布 2.6 米。一共买了多少布？

�用例 1 的方法类推，学生独立计算。
（教师巡视时点拨十分位上满 10 个 0. 1 向前一位进 1 的道理。）

�检查效果。
板书 1. 5 + 2.6 = 4.1（米）

1.5
+ 2.6

4.1

�质疑。

�反馈练习：182 页下面的“做一做”l、2 题。（分组做，互相交流）
（7）启发学生思考：小数加法和整数加法有什么相同点？计算时应注意什

么？
明确相同点：（1）相同数位对齐（2）从低位加起，满十向前一位进一。
不同点：小数加法在和里点上小数点。

（8）计算导入时的两个小数加法。
12. 83 + 2. 64 24.79 + 5. 60
三、巩固发展
1. 填空（用小数计算）

（1） 2
10

+
3
10

= （ ） + （ ） = （ ）

（2） 4
10

+
5
10

= （ ） + （ ）

（3） 1
10

+
9
1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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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断对错，并改正。
3 0.4 5

+ 5.0 3
8 0.7 5

4.2 8
+ 5.8 9

9.0 7

2.8
+ 9.4
1 2.2

4.4
+ 6.7
1 1.1

3. 计算。
0.45 + 0.78 0.34 + 0.52 0.54 + 0.08 0.47 + 0.37
4.129 页 2 题。
四、全课小结：这节课，你又学到了哪些新知识？

（重点从小数加法的计算方法及整数加法的异同方面总结）
五、布置作业：练习三十 1 题后 4 个题。

【板书设计】

简单的小数加法
例 1

（1）用几角几分计算
0.65 元 = 6 角 5 分
0.27 元 = 2 角 7 分
6 角 5 分 + 2 角 7 分 = 9 角
2 分
元角分

6 5
+ 2 7

9 2
答：一共用了 9 角 2 分。

（2）用小数计算
0.65 + 0.27 = 0.92（元）

0.65
+ 0.27

0.92
答：一共用了 0.92 元。

例 2

1.5 + 2.6 = 4.1（米）

1.5
+ 2.6

4.1
答：一共买了 4.1 米。

（注：小数点、进位数用色
粉笔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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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小数减法》

探究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130 页例 3、例 4。131 页做一做，132 一页练习三十一 l—3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l . 理解并掌握小数减法的计算方法。
2. 懂得小数减法与整数减法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二）能力训练点
1. 能正确地计算小数减法，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2. 通过减法教学，培养学生知识的迁移、类推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通过计算小数减法，对学生进行良好的学习习惯教育。

【教学重点】

小数减法的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

本位不够减向前一位借 1 的算理。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仪、投影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口算。
0.32 + 0.45 0.27 + 0.69 1.4 + 1.9 0.33 + 1.25
引导学生说出小数加法的计算方法。
2. 竖式计算：489 - 264 1000 - 905
说出整数减法的计算方法。

（强调：相同数位对齐，从低位减起，不够减向前一位借 1）

二、探究新知
1. 导入。

（1）出示： 求：梳子和牙刷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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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元钱？（学生计算）

（2）思考：梳子比牙刷贵多少元钱？怎样列式？
板书：0. 65—0. 48

（3）揭示：这就是今天要学习的小数减法。
板书：简单的小数减法

2. 教学例 3。
（1）启发学生思考：根据 0. 65 - 0. 48 这个算式，你想到什么？
（2）使学生明确：�用几角几分计算，�用小数计算。
（3）学生试算。

揭示：�用元、角、分计算时，分与分不够减，怎样退位；

�小数计算时，相同数位要对齐；

�百分位不够减要从十分位退 1 作 10，在百分位上加 10 再减。

�交流后板书： 0. 65 元 = 6 角 5 分

0. 48 元 = 4 角 8 分
元角分

6 5
- 4 8

1 7

0.6 5
- 0.4 8

0.1 7
（5）讨论：小数减法的计算方法。

�相同数位对齐；�从低位减起；�百分位不够减向十分位借 1，然后再
减。

（6）反馈练习：131 页“做一做”第一题。（同桌订正）

3. 教学例 4。
出示：跳远比赛，张明跳 3. 1 米，李华跳 2. 9 米，张明跳的比李华跳的

远多少米？
（1）启发思考：通过看题，你知道了什么？

明确：�列式，�计算。
点拨：十分位不够减时的借位方法，个位相减应得“0”。

（2）交流后板书：3. l - 2.9 = 0. 2（米）

3.1
- 2.9

0.2
（3）反馈练习：131 页“做一做”第 2 题。（独立完成，互相订正）

讨论交流：小数减法和整数减法有什么相同点？计算小数减法要注意什么？
明确：（1）小数减法与整数减法都要相同数位对齐，从低位减起；

（2）哪一位不够减都要向前一位借 1；
（3）和里小数点的位置。

4. 反馈练习：131 页“做一做”第 3 题。
三、巩固发展

1. 判断。

8.25
- 5
8.2 0

8.2 5
- 5

3.2 5

8.2 5
- 5
7.7 5

8.2 5
- 5

3.2 5

2.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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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35 - 1. 30 = （ ）�1. 05�l . 22�0. 05
（2）12. 12 - 8. 88 = （ ）�4. 34�3. 24�3. 34
3. 计算并验算（板演）。
5.8 - 4.3 0.93 - 0.47 8.1 - 6.9
4.132 页练习三十一第 3 题。
5. 计算比赛。
0.46 - 0.13 2.2 - 1.5 0.49 + 0.65 4.3 - 1.9 3.4 + 2.7 5.1 - 3.8
四、全课小结：这节课你又学到了哪些新知识？引导学生总结。
五、布置作业：132 页练习三十一第 1 题后 4 个题。

【板书设计】

简单的小数减法
例 3 例 4

0.65 - 0.48 = 0.17（元） 3.1 - 2.9 = 0.2（元）
元角分

6 5
- 4 8

1 7

0.6 5
- 0.4 8

0.1 7

3.1
- 2.9

0.2
答：梳子比牙刷 答：梳子比牙刷贵 0.17 元。 答：张明比李华跳

贵 1 角 7 分。 的远 0.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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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土地》

归纳式教学设计

根据教学要求，在教过“面积与地积”的有关知识之后，应让学生实地测
量土地。将课堂由室内搬到室外，教学方法由老师讲解为主变为学生动手为主。
具体实施时，教师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作好课前准备。一方面是准备教学工具，如钢卷尺、皮尺等。另一
方面是知识准备。两方面比较起来，知识准备更为重要，恰恰又容易被忽视。
有的教师认为，土地测量知识，学生在书本上都学过，这堂课无非是实践一下
而已。殊不知，这堂课牵涉的知识较多，学生只要对哪一点知识有所淡忘或者
混淆，就要影响整堂课的学习效果。因此，系统复习一下有关知识，为学生上
好这堂课作好知识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具体说来，要作好四个方面的知识准
备：�要系统复习已学图形的面积计算方法；�要让学生弄懂计算各种图形面
积所需的条件；�让学生知道如何根据图形选择最佳方案，确定图形的“长”

“宽”“高”等；�让学生掌握不规则图形的割补方法，并能熟练地确定最佳割
补方案。

第二，组织好集体教学。这里所说的集体教学，是指到达测量现场以后的
一个教学环节。这个环节也往往容易被有的教师所忽视。有的教师把学生拉到
现场后，简单讲几句，就喊解散，进入分组活动。我认为，不利用集体教学这
一环节让学生感受、消化有关知识，分组活动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有的老师也许会说：这本来就是一堂实践课，集中在一起怎么实践？不然。
我认为可以安排如下几个活动，既是“集体”，又是“实践”：

1. 抽一位（或几位）学生用目测法测量一段实际距离，再用步测法复查，
然后由另外的学生用插杆法检验测量结果。这一环节有两个作用：一是学生运
用（或观摩）了测量中的目测法、步测法、插杆法；二是学生实际感受了书本
上天天接触的一些表示距离的概念，比如知道了 100 米有多长，自己大约要走
多少步。

2. 抽几名学生量出 1 公亩的面积，使大家知道 1 公亩是多大一块地方。
3. 指定学生量出 1 公顷的面积，让大家将“l 公顷”和“l 公亩”的大小进

行比较。有了这次比较，学生以后再也不会将两个概念混淆了。当然，如果找
不出 1 公顷大的地方，也可“变通”一下，比如测量足球场和篮球场，看哪种
球场的面积更接近 1 公顷，以此建立公顷的概念。

4. 任选一块规则土地，让学生指出它的“长”“宽”“底”“高”等，然后
测出土地的面积。

5. 任选一块不规则土地，让大家讨论割补方案，然后指定几位学生测量。
第三，安排好分组活动。让学生 2 人一组或 3 人一组，带好工具测量呈各

种图形的土地的面积，然后汇集测量结果，检查这些结果是否正确。
最后向学生布置一道不定期的作业：测量一下，自己走路时的步距一般是

多少，然后用步测法测量出几块土地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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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单位》

启发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六年制小学数学第七册第五单元，平方千米及其与公顷的简单换算。

【教学目标】

1. 在认识常用土地面积单位“公顷”的基础上，认识土地面积单位“平方
千米”；

2. 掌握土地面积单位公顷与平方千米之间的进率和简单换算方法。

【教具准备】

幻灯片、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复习铺垫
1. 填空（用投影出示）。

（1）边长是 100 米的正方形土地，它的面都是（ ）平方来，也就是
（ ）公顷。（板书：1 公顷 = 10000 平方米）

（2）边长是 1000 米的正方形土地，它的面积是（ ）平方米。
（3）4 公顷 = （ ）平方米 20000 平方米 = （ ）公顷
（4）常用的面积单位有（ ）、（ ）、（ ），相邻两个面积单位间的

进率是（ ）。
（5）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常用（ ）和（ ）。
2. 揭示课题。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计算农田、山林、果园的面积一般用平方米、公顷作单

位。那么计算一个城市、一个省或一个国家领土的土地面积时，又常使用什么
土地面积单位呢？

板书：平方千米
（二）讲授新课
1. 初步感知土地面积单位“平方千米”。学生自学第 137 页 1、2 自然段。

同时出示自学提纲（用投影或小黑板）：
（1）边长是（ ）米的正方形土地，它的面积是 1 平方千米？
（2）1 平方千米等于多少平方米？你是怎样想的？怎样算的？
（3）平方千米也叫做什么？我国领土有多少平方千米？

学生自学完后，教师围绕自学提纲进行检查：学生回答自学提纲中的问题，
教师板书：

（1）边长是 1000 米（1 千米）的正方形土地，它的面积是 1 平方千米。
（2）1 平方千米 = 1000000 平方米 （1000 × 1000 = 1000000）
（3）平方千米也叫做平方公里（补充板书在课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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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同学齐读我国领土的面积。
2. 认识土地面积单位间的进率
教师：我们知道 1 公顷 = 10000 平方米，1 平方千米 = 1000000 平方米。想一

想，1 平方千米的土地是多少公顷？为什么？
学生分组讨论，指名回答。（1 平方千米是 1000000 平方米，1 公顷是 10000

平方米，1000000 平方米里有 100 个 10000 平方米，1000000 ÷ 10000 = 100，所以 1
平方千米 = 100 公顷）

板书：1 平方千米 = 100 公顷
教师：面积单位平方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每相邻两个单位间的进率是

100。今天我们认识的土地面积单位公顷与平方千米之间的进率又是多少呢？
（100）

学生把进率填入课本中，并要求默记。
3. 练习。完成第 137 页“做一做”的练习，全班练后指名说出为什么这样

填。
2 平方千米 = （ ）公顷 4000 公顷 = （ ）平方千米

（三）巩固练习
1. 基本训练。

（1）完成练习三十三中的第 9 题。练习前，先请同学复述面积单位间的进
率，完成后全班订正。

（2）完成练习三十三第 10 题。由学生独立完成、完成后指名说理由。
2. 提高训练。做练习三十三第 12 题。一个占地 4 公顷的长方形植物园，

长 800 米，它的宽是多少米？
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指导，收集练习的反馈信息。

（四）小结：面积单位有哪些？土地面积常用的单位又是哪些？它们的进率
是多少？（五）课外作业。做练习三十三中的第 8 题：了解本市（区、乡、村）
的面积大约是多少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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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单位》

启发式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教材 136 页 例题及做一做。练习三十三 2 - 7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 知道平方米与公顷之间的进率。
2. 应用公顷计算土地面积。

（二）能力训练点
1. 利用进率解决换算。
2. 知道公顷在实际中的应用。

（三）德育渗透点
通过对天安门广场和故宫的面积计算，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重点】

应用平方米与公顷间的进率计算土地面积。

【教学难点】

建立地积单位的观念。

【教具、学具准备】

卡片、小黑板。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 计算土地的面积常用单位有哪些？
2. 说一说 1 公顷的面积有多大？
3. 1 公顷等于多少平方米？2 公顷呢？你是怎样想的？3 公顷呢？50000 平

方米等于多少公顷？
4. 导入：测量土地时，一般用米做长度单位来测量，算出面积是多少平方

米以后，再换算成公顷。同学们，这节课你想当一次土地测量员，帮助工人叔
叔或者农民伯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吗？我们一起到一个果园去看看。

二、探究新知
1. 教学例题

（1）出示例题，一个长方形果园，长 250 米，宽 20 米。这个果园有多少公
顷？

（2）读题，说一说题目中的条件和问题各是什么？
（3）思考：这道题该怎样解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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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自己思考，再小组交流（教师巡视，辅导）
［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发挥学生的主人翁地位。用激励的语言激发每个学

生参与新知探究的积极性］

�小组汇报
教师引导：先求什么？再怎么办？计算时应注意什么？

［教师充分肯定学生回答，使其体会经过自己努力，喜获成功的自豪感］
（4）学生独立解答（一个板演，其他在练习本上做）
（5）订正（订正时，再让学生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

2. 看书质疑
3. 反馈练习：

（1）练习三十三 4
（2）136 页做一做 2

方法：让两名中等生在黑板上做，其余学生独立解答。集体订正时，让两
名板演的学生说一说是怎样想的。

［安排两道练习题，第一题巩固例题的学习，第二题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
学生形成知识结构，先求面积，再换算成公顷。教师在新知识的传授中，通过
必要的点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每一个学生都处于积极思维之中］

三、巩固发展
1. 填空：

（1）练习三十三 2 （卡片出示）并说说是怎样想的？
（2）练习三十三 3、（1）、（2）

做题前，教师简要介绍天安门广场和北京故宫的情况，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

做题时，先读题（唤起民族自豪感）再回答。
2. 练习三十三 7
先读题，再请学生谈谈对此题的理解，最后一个板演，其余练习本上做。
四、全课小结：这节课你又学会了哪些新知识？
五、布置作业：练习三十三 5、6。

【板书设计】

土地面积单位
例：250 × 120 = 30000（平方米）

30000 平方米 = 3 公顷
答：这个果园有 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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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单位》

指导式教学设计

小学数学第七册“土地面积单位”这一单元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长方形、
正方形的一些知识以及它们的面积计算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通过教学，主要
使学生认识常用的土地面积单位———公顷、平方千米，并通过实际测量和观察，
了解 1 公顷有多大，使学生掌握土地面积单位间的进率和简单换算。教学重点
是加强实际操作，进行实地观察，建立 1 公顷、1 平方千米大小的表象，在此
基础上让学生具体推算相邻两个土地面积单位间的进率。教学难点是建立 1 公
顷、1 平方千米具体的空间观念。在教学时要注意：（1）让学生在实际考察中
认识土地面积单位，动手操作前后要留给学生一个思考的空间。（2）引导学生
边操作边思考，自己总结出土地面积单位间的进率，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3）通过不同的练习形式，使学生牢记土地面积间的进率。（4）使学生在理解
的基础上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一、认识“公顷”
教师可由面积单位“平方米”引出土地面积单位———公顷，并简单介绍公

顷的应用，使学生对公顷有个初步的印象。为了使学生初步建立“1 公顷有多
大”这个概念，教师课前要准备好测绳，带领学生到操场上亲自动手测量。首
先，让学生在操场上用测绳量出边长是 10 米的正方形土地，求出它的面积。然
后让学生手拉手围站在正方形土地的四周看一看它的大小，这时教师说明 100
块这么大的土地，也就是 10000 平方米的土地面积是 1 公顷；也可根据学校的
条件量出边长是 100 米的正方形土地。由学生算出它的面积是 10000 平方米。最
后让学生量出学校操场的长和宽，计算出面积，看够不够 1 公顷，以加深学生
对公顷的认识。再结合学生熟悉的场地，举例说明 1 公顷的大小，如教室的面
积一般是 50 平方米，200 个教室的面积大约是 1 公顷，23 个篮球场的面积大约
是 1 公顷。

在学生对 1 公顷有了感性认识，初步建立起 1 公顷的大小表象后，引导学
生推算公顷和平方米之间的进率。1 公顷就是边长是 100 米的正方形，由此得
出：1 公顷 = 10000 平方米。然后让学生想一想，2 公顷等于多少平方米？50000
平方米等于多少公顷？

二、在理解概念的基础上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数学知识来源于实际生活，数学知识又要为实际生活服务。因此，教师要

指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教材中的例题就是一道简单的实
际应用题。教学时，首先向学生说明丈量土地一般用米作长度单位，算出面积
是多少平方米后，再换算成公顷。然后引导学生试着做例题，并说说是如何进
行计算的。如果条件允许，可带领学生走向田野，让学生亲自测量一块田的长
和宽，用课内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做，一方面符合大纲的基本要求，
另一方面又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在做练习时要注意：（1）先指导学生做，
再让学生独立做。（2）初练时要让学生说说思考过程，一方面帮助学习有困难
的学生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另一方面可使学生通过表述思维过程加深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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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如：7 公顷 = （ ）平方米。思维过程是：因为 1 公顷 = 10000 平方
米，7 公顷就是 7 个 10000 平方米，所以 7 公顷就等于 70000 平方米。又如：练
习中的第 4 题，在学生计算出结果之后，让学生说说各自的思维过程：要求飞
机场占地多少公顷，必须先求出它的面积，然后将面积换算成公顷。因为 10000
平方米是 1 公顷，200000 平方米里面有 20 个 1 公顷，所以 200000 平方米就等于
20 公顷。（3）要结合练习内容，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练习中的第 3 题，
学生练习之后，教师进行简单的讲解，使学生对祖国有更多的了解，激发热爱
祖国的思想感情。

三、认识“平方千米”
在学生认识公顷的基础上学习平方千米，可让学生认真阅读教科书，结合

公顷推导平方千米和公顷的进率。在推导过程中，教师可提出以下问题：1 千
米是多少米？1 平方千米也就是边长是多少米的正方形的土地面积？通过教师
引导，学生得出：1 平方千米 = 1000000 平方米。也可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带
领学生走出去，围绕街道（或田野）向垂直的两个方向各走 1 千米，告诉学生
这样一个边长是 1 千米的正方形面积就是 1 平方千米，使学生具体感受 1 平方
千米的大小。然后引导学生推导平方千米和公顷这两个土地面积间的进率，整
理出土地面积进率表，并启发学生想一想它与一般面积单位间的进率有什么不
一样，要求学生熟记土地面积单位之间的进率。接着让学生完成“做一做”和
练习中相应的习题。最后，可向学生介绍我国古代丈量土地面积的历史知识，
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兴趣。

由于公顷和平方米、平方米和平方千米之间的进率比较大，学生在计算时
往往会出现多 0 或少 0 的现象，教师要注意加强这方面的练习，提高学生换算
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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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单位》

突破式教学设计

本单元知识主要是认识土地面积单位公顷、平方千米，土地面积单位间的
进率，土地面积单位的换算，解答有关土地面积的应用题。

“公顷、平方千米”是新的面积计量单位。从学生的年龄特点看，四年级学
生对“公顷、平方千米”没有感性认识，从数学知识看“1 公顷、1 平方千米”
是计量比较大的或很大的一块土地的面积单位，通过视觉、触觉建立表象还比
较困难，所以教学认识“1 公顷、1 平方千米”既是本单元教学的重点，又是教
学的难点。教学时，怎样处理重点呢？我认为应抓好以下几点。

一、巧妙设疑，引出新知
学习“公顷、平方千米”这两个面积计量单位，学生年龄小，深入生活实

际少，没有一点感性知识。因此教学时要巧妙设疑，在问题中引出新知。
1. 数学课本的正面面积大约是多少平方厘米？为什么不用平方米计量呢？
2. 黑板面的面积大约是多少平方米？为什么不用平方分米计量呢？
3. 一个牧场，占地 150000 平方米。这么大的一块地还有没有比“平方米”

大的面积计量单位来表示呢？你听说过有什么面积单位？
4. 我国的领土面积大约有 960 万平方公里。从这句话中你发现使用了什么

面积计量单位？
以上四个问题从已知去探寻未知，在探寻中发现新知，不但自然引出“公

顷、平方千米”这两个新的面积计量单位，而且还使学生明确了“公顷、平方
千米”是计量面积很大的土地专用计量单位。

二、操作感知，强化形象思维
四年级学生正处于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因此，他们认

识“1 公顷、1 平方千米”还需要通过操作、观察，促进和强化形象思维。为抽
象认识打好基础。教学时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1. 课前在室外（或野外）量出一块边长 10 米的正方形土地。上课时老师向
学生说明这是一块正方形土地。这块地面积有多大，请同学们量一量、计算一
下。

2. 让学生分组量出边长是 100 米的一块土地，算一算面积有多大？看一看，
是多大的一块地，和刚才那块正方形土地比较一下，有什么发现？

3. 向学生说明这一块土地面积正好是“1 公顷”。让学生再看一看，想一
想，回答出多大的一块土地面积是 1 公顷。

4. 现场设问，1 公顷是多少平方米？2 公顷是多少平方米？30000 平方米是
几公顷？如果一个教室占地 50 平方米，那么，多少个教室可占地 1 公顷？

这样处理教学活动，可改变以往封闭的教学模式，既培养了学生深入生活，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强化了学生的形象思维，提高了
学生的素质。

三、观察想象，形成表象
教学认识“1 平方千米”时不可能让学生再去动手直接量一量，但要让学

生参与教学活动，一般应这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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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学生说明计量很大的一块土地面积，还用到比公顷大的面积单位，叫
平方千米（平方公里）。1 平方千米有多大呢，请学生观察老师的演示（用大、
小两个正方形分别表示 1 平方千米和 1 公顷，用 1 公顷去度量 1 平方千米）。

2. 出示边长 100 米和边长 1000 米的两个正方形（代表两块地），让学生观
察、比较、回答问题：小正方形是一块边长 100 米的土地，面积是 10000 平方米
也就是 1 公顷。大正方形的边长是 1000 米，它的面积是多少公顷？这就是 1 平
方千米。让学生抽象回答出多大的一块地面积是 1 平方千米。

本单元教材，只要能抓住重点，围绕重点使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举展开
教学，就能使素质教育真正体现在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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