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质教育新教案
数  学

小学三年级（第 5 册）



一位数乘整十、整百、整千的数的口算乘法
  

教学内容 教材 1—2页例 1例 2及做一做和练习一 1、2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掌握一位数乘整十、整百、整千数的口算方法，会进行相应的

口算。
2．使学生理解并掌握乘法算式的两种读法。
3．使学生知道一位数乘整十、整百、整千数的简便算法。
（二）能力训练点
培养学生抽象概括及迁移类推能力，并能熟练正确地进行口算。
（三）德育渗透点
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善于思考，掌握合理口算方法，提高口算速度的良

好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一位乘整十、整百及整千的口算方法及简便算法。
教学难点：理解一位数乘整十数的口算法。
教具、学具准备：投影片、6捆小棒（每捆 10 根）以及例 2 的图、每

人 6捆小棒。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听算（教师每题读一遍，学生写得数，集体订正。）
6×4 8×5 9×3 7×5 9×3 6×8 9×7 4×8
2．回答。
① 6 个十是多少？ ②8个百是多少？ ③40 是几个十？
   10 个十是多少？ 10 个百是多少？ 1200 是几个十？
   12 个 10 是多少？ 12 个百是多少？ 800 是几个百？
二、探究新知
1．引入新课。
（1）让学生摆小棒，每堆摆 2捆（每捆 10 根），摆 3堆。一共有多少

根小棒？用什么方法计算。学生摆的同时，教师也利用投影摆出来。
引导学生得出要求一共有多少根小棒可以用加法计算。算式是 20+20＋

20；还可以用乘法计算 算式是 20×3 板书 20＋20＋20＝ 20×3＝
（2）教师述：用加法计算我们都会了，那么20×3 这样的题目怎样进行

口算呢？这节课我们学习口算乘法。（板书：口算乘法）
2．教学例 1。
（1）引导学生观察，探究算理。
①请同学们观察投影出示的实物图，说一说“20＋20＋20”，“20×3”

这两个算式的意义。引导学生明确：每堆有 20 根木棒，一共有 3堆，要求一
共有多少根，可以用加法计算就是把 3堆的小棒加起来。还可以用乘法计算
就是求 3个 20 是多少，列成乘法算式就是 20×3

②教师讲述：20×3 可以读作 20 乘以 3，也可以读作 3乘 20。
③20×3 得多少，让同学们结合实物图以小组讨论方法说一说是怎样算

出来的？引导学生明确 3个 2是 6捆，每捆是 10 根，也就是 60 根，所以20
×3＝60



（2）理解算理。
不摆小棒，直接口算 20×3 应怎样想？教师要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

论，教师巡视指导使学生在讨论中探索出口算 20×3 的方法。然后汇报。
引导学生得出口算 20×3 可以把20 看作 2个十，2个十乘以 3得 6个十，

6 个十就是 60，所以 20×3=60。在此基础上，教师指几名学生再次说出 20
×3 的算法，加以强化。

（3）反馈练习
①完成第 1页做一做第 1题
先指名读出三个算式的两种读法。然后再让学生独立试做 20×4，让几

个同学说思考过程，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讨论试做 200×4 和 2000×3，教师巡
视指导。最后引导学生汇报得出 200 是 2 个百，2 个百乘以 4 是 8 个百，也
就是 800，所以200×4＝800；2000 是 2 个千，2个千乘以 3是 6个千，也就
是 6000，所以 2000×3＝6000

②完成做一做第 2题，让学生一组一组地做，在学生独立做的时候教师
注意巡视，了解学生掌握的情况，并及时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予个别辅导。
订正时指名说一说中间一组的计算过程。在学生说的过程中，教师有意让学
生在读乘法算式时用新学的读法读。

3．教学例 2。
（1）教师分步出示例 2的图，让学生知道每组图中各有 300 个小正方体，

一共有 4组图。要求一共有多少个小正方体，可以用什么方法计算？怎样列
乘法算式，这个乘法算式怎样读？引导学生得出要求一共有多少个小正方
体，可以用乘法计算，算式是 300×4，读作 300 乘以 4，还可读作 4乘

（2）让学生根据前面学的计算方法，讨论 300×4 这道题该怎样计算，
然后各个小组分别汇报说一说是怎样想的。引导学生讨论出计算 300×4 时，
把 300 看成 3个百，3个百乘以 4是 12 个百，也就是 1200，所以 300×4

（3）反馈练习：加深对算理算法的理解
①完成第 2页做一做中的 1、2题。然后教师引导学生研究得出：口算一

位数乘几十、几百、几千时，我们一般把几十、几百、几千分别看成几个十、
几个百、几个千，然后再用一位数去乘。

三、巩固发展
1．完成第2页做一做第 3题让学生独立填在书上。完成后小组交流结果

并讨论用一位数乘整十、整百、整千的数的简便算法。是把它们看作表内乘
法，计算出积后，被乘数末尾有几个 0，就在积的末尾填上几个 0。

2．让学生运用简便方法做第 4题，集体订正时选三题，让学生说一说是
怎样用简便方法的。

四、全课小结教师引导学生本节课学习了什么？
五、布置作业：练习一 1、2题。
六、板书设计



  
口算乘法

  



一位数乘二、三、四位数（不进位）的笔算乘法
 

教学内容：教材 6—7页例 1、例 2及做一做和练习二 1—3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乘法的意义。
2．掌握用一位数乘二、三位数的笔算的算理和乘的顺序以及积的写法；

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二）能力训练点：通过笔算算理的探究，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

力。
（三）德育渗透点：通过计算培养学生认真细致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使学生掌握一位数乘两、三位数不进位的计算方法，并能比

较熟练地笔算。
教学难点：一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的）乘的顺序和积的书写位置
教具、学具准备：口算卡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口算：3×2    20×4   13×3  14×2
          300×2  2000×4  23×2  140×2
2．板演。（与口算同步进行）

[复习内容第一题的安排使教师能进一步掌握学生学习口算乘数是一位
数的乘法情况；第二题的安排既是对表内乘法的重温，又为笔算乘法做了铺
垫。]

二、探究新知
1．导入新课。
（1）出示例 1。12×3。引导学生说一说口算时应怎样想。使学生明确：

口算 12×3 把被乘数 12 分成 10 和 2，先用 10 乘以 3等于 30，再用 2 乘 3
等于 6，再把乘得的 30 和 6 相加，就是 12×3 的积。

（2）教师讲述：求 3个 12 是多少，口算的算理和方法都已掌握。这道
题还可以列竖式笔算，笔算的算理和口算一样，但笔算时怎样乘？乘积怎样
写？我们现在来学习笔算乘法。

2．教学例 1。探究一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的笔算方法。
（1）2×3用竖式同学们都会了，12×3 用竖式计算应怎样写怎样算？
引导学生由复习时板演的竖式类推出 12×3 的竖式写法：先写被乘数，

再写乘数，乘数的个位要和被乘数的个位对齐。教师随着学生的回答板书：

（2）观察竖式。然后小组讨论：笔算12×3 应先算什么？再算什么？然
后算什么？教师深入小组了解讨论情况，并给予个别指导，使学生在讨论中
探究出乘的顺序、积的写法。引导学生明确：这是一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计算时要先用乘数 3去乘被乘数个位上的 2，乘积是 6，表示 6个一，所以 6
要写在积的个位上。再用乘数 3 去乘被乘数十位上的 1，乘积是 3，表示 3
个十，所以 3 要写在积的十位上（同时对齐个位，用虚线写一个 0）最后要
把两次的积相加就求出了 3个 12 是多少。教师随着学生的汇报板书。

（3）简化竖式写法：在学生对竖式计算过程有所了解以后，再把竖式

引导学生弄清两个问题：一是用乘数 3去乘被乘数十位上的 1得 3为什
么可以直接写在积的位置上；二是今后笔算竖式必须写成简化后的竖式。

（4）反馈练习完成第 6页做一做，完成后小组交流，要让学生说出计算
过程。

（5）讨论一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的计算顺序和积的写法。引导学生讨论
得出一位数乘两位数应先用乘数去乘被乘数个位上的数，乘得的积写在积的
个位上。接着再用乘数去乘被乘数十位上的数，乘得的积写在积的十位上。
使学生对一位数乘两位数的过程和积的写法加深认识。

3．教学例 2。

让学生自己做，然后汇报说出乘的顺序和积的书写位置。
（2）在 34 的前面填上一个 2变成 234，教师问：你认为这道题怎样做？

引导学生类推出：还要用 2 乘被乘数百位上的 2，得 4 个百，在积的百位上
写 4，表示 400。

（3）引导学生讨论，得出一位数乘三位数（不进位）的方法与一位数乘
两位数的方法一样，是要从个位起，用乘数依次乘被乘数的个位、十位后，
再用乘数去乘被乘数百位上的数，把乘的积写在百位上。

（4）教师强调检查乘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再乘一遍看结果是否与第一
次一致，以培养学生认真的良好学习习惯。

（5）反馈练习：完成教材第 7页做一做的第 1题

让学生计算出来以后，小组内部交流，说出每道题的计算过程，并互换
作业本，检查计算得是否正确。

三、巩固发展
1．填空。（出示投影片）



2．列竖式计算，说一说每题乘的顺序和积的书写方法（7页做一做的 2
题）。

（1）被乘数是 233，乘数是 3，积是多少？
（2）342 乘以 2，积是多少？
（3）3乘 331，积是多少？
四、课堂小结：引导学生回忆这节课学习了什么？
五、布置作业
1．练习二的 2题口算，在小组范围内进行，由组长填写口算等级成绩。
2．在作业本上做练习二的 1、3题。
六、板书设计

  
一位数乘二、三位数的笔算乘法

 



一位数乘二、三、四位数（不连续进位）
  

教学内容：教材第 10—11 页例 4、例 5，及做一做，练习三 1、2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使学生初步掌握一位数乘二、三、四位数的乘法的计算方法。
（二）能力训练点
1．会计算一位数乘二、三、四位数的乘法。
2．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提高计算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培养学生迁移、类推的数学思想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教学重点
掌握计算方法，理解“满十向前一位进一”和“满几十向前一位进的算

理。
教学难点
理解“满十向前一位进一”和“满几十向前一位进几”的算理。
教具、学具准备
每人 6捆（每捆 10 根）零 12 根小棒、口算卡片、投影仪（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口算
7×3＋6＝  21×3＝  5×3＋6＝  2×9＋7=  23＋49＝
6×8＋7＝  120×4＝  6×8＋3＝  4×7＋5=  450-80＝
2．练习（两名学生板演，其余在练习本上做。）

二、探究新知
1．导入
同学们对一位数乘二、三位数的不进位的乘法掌握得很好，如果把

改为 这样的题目怎样做呢？下面我们一起研究一位数乘二、三位

数的乘法。（板书课题一位数乘二、三位数的乘法）
2．学习例 4。
（1）动手操作，对算理进行感性认识。
3乘 24 结果是多少，该怎样做呢？请同学们拿出小棒自己摆一摆，小组

可以讨论，教师巡视指导参与学生的讨论，引导学生第一行摆 2捆零 4根表
示 24，接着再同样摆两行小棒，这样一共摆了 3 行每行 24 根，求一共多少
根小棒，就是求 3个 24 是多少，算式是24×3。先把3个 4根合在一起是 12
根，也就是 1捆零 2根，再把3个 2捆合在一起是 6捆，也就是 60 根，最后
把 6捆和 1捆零 2根合在一起是 7捆零 2根，也就是 72 根

（2）进一步理解算理
不摆小棒，怎样计算 24×3 呢？请同学们根据刚才的操作和 24×2 的计

算方法小组讨论，教师重点指导，参与学生的讨论。引导学生得出计算 2×3，



应该先算 3乘 4得 12，然后算 3乘 20 得 60，最后把 60 和 12 加起来。
（3）各小组汇报，教师随之出示投影片。

（4）教师讲解，帮助学生理解竖式的简便写法并板书。

（5）及时反馈，拓宽思路，发展思维。
① 24×4 又该怎样算，14×4 呢？（学生自己回答）
②教师提问 14×5 呢？
引导生讨论思考后得出“个位满二十向十位进 2”。
14×6 呢？（学生自己回答）
③再提问 14×8 呢？
引导学生得出“个位满三十向十位进 3”。
④通过以上学习，你得到一个什么结论？
引导学生归纳出“个位满几十，就向十位进几”。
（6）反馈练习：完成 10 页的做一做，组内互相交流，说出计算方法和

结论。
3．学习例 5。
（1）引出例 5
通过刚才的操作思考分析讨论，大家得出了一位数乘二位数，个位满几

及时就向十位进几个的结论。如果一位数乘三位数时，十位满几十又怎样呢？
（2）出示132×4 引导学生小组讨论得出“十位满一十，向百位进一”。
（3）及时反馈，变式训练。
152×4 怎样计算？引导学生讨论得出“十位满二十，向百位进二”。、

192×4 怎样计算？引导学生讨论得出“十位满三十，向百位进三”。教师找
学生板演。

（4）归纳概括：
引导学生得出“十位满几十，就向百位进几”。
（5）完成 11 页做一做，组内交流，说出计算方法和结论。
三、巩固发展
1．填空
（1）计算 16×4 时，先算（  ）×（  ）＝（  ）；再算（  ）×（  ）

=（  ）；最后再把（  ）和（  ）相（  ）得（  ）所以 16×4（  ）。



（2）计算181×5 时，先算（  ）×（  ）＝（  ）；再算（  ）×（  ）
＝（  ）；最后再把（  ）和（  ）相（  ）得（  ）所以 181×5＝（  ）。

2．判断正误，把不对的改过来。
12×7＝74  52×4＝28  183×3＝549  94×2＝188

1 2
7

7 4

5 2
4

2 8

1 8 3
3

5 4 9

9 4
2

1 8 3
×

（ ）

×

（ ）

×

（ ）

×

（ ）

3．口述计算顺序和过程，然后再做。
27×3＝      612×8=
四、全课小结：引导学生总结这节课学习了什么？注意什么问题？
五、布置作业
253×5
六、板书设计

  
一位数乘二、三位数

 
例 4                             例 5
24×3＝72                    192×4＝768

2 4
3

7 2

1 9 2
4

7 6 8
× ×



被乘数中间有零的乘法
  

教学内容：教材 18－19 页例 8-例 10 及做一做中的题目，练习五中 1
－3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知道 0和任何数相乘都得 0。
2．理解被乘数中间有零乘法的算理。
（二）能力训练点
1．培养学生分析推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会计算被乘数有零的乘法，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1．培养学生类推迁移的数学思想。
2．培养学生积极动脑，分析思考的良好习惯。
教学重点：理解 0和任何数相乘都得 0与被乘数中间有零的乘法的计算

方法。
教学难点：理解 0和任何数相乘都得 0。
教具、学具准备：投影仪、复合投影片、口算卡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口算。
7×4+2＝  32×3＝  64-38＝  6×9+6＝  130×3＝  80×6＝
5×8+7=  31+25＝  56÷7=  90+160=  840-700=  46÷6=
2．笔算并说出计算方法。

2 8
5

1 1 2
5× ×

二、探究新知
1．导入。
同学们利用法则对 112×4 计算的既迅速又准确，把 112 改成 102，这道

题又怎样做呢？（小组讨论，学生试做。）
引导学生明确：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知道怎么做；
另一种情况是猜想得 408，这时教师引导学生分析，0乘以 4得多少，为

什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就知道了。
2．学习例 7。
（1）投影出示图问：

图上有几个盘子？每个盘子里有几个苹果？要求三个盘子里一共有多少
个苹果怎样计算？学生看图后回答：

用加法计算  2＋2＋2＝6（个）
用乘法计算  2×3＝6（个）



表示 3个 2相加是多少？
（2）教师把投影中每盘的苹果去掉 1个，问现在求一共有多少个苹果怎

样计算。
1＋1＋1＝3（个）
1×3＝3（个）
表示 3个 1相加是多少？
（3）教师把苹果全部去掉，这时求一共有多少苹果怎样计算。引导学生

得出每个盘子里都没有苹果了，可以用数字 0来表示。如果还求一共有多少
个苹果列式是

用加法  0＋0＋0＝0（个）
用乘法  0×3＝0（个）
表示 3个 0相加是多少。
（4）同学们知道了0×3＝0，那0×0×5⋯⋯0×9分别得多少？为什么？

引导学生讨论得出：
0×4＝0  表示 4个 0相加，结果还是 0。
0×5＝0  表示 5个 0相加，结果还是 0。
⋯⋯0×9＝0表示 9个 0相加，结果还是 0。
最后归纳出 0乘以任何数都得 0。
（以上设计由乘法的意义引入，加强了新旧知识间的联系，缩短了它们

之间的距离，为学生发现问题创造条件，为学习新知识铺平了道路，巧妙地
分散突破了难点。）

3．学习例 9。
（1）同学们都知道 0＋3＝3，3＋0＝3。这几个算式的结果是多少？教

师板书
0×3＝ 3×0＝
0×9＝ 9×0＝
        6×0＝
        7×0＝
        0×0=
他们的结果分别是什么，你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学生小组讨论，教师巡视指导并参与学生的讨论。
（2）汇报讨论结果引导学生归纳出任何数乘以 0都得 0。
（3）通过刚才的学习，你认为任何一个数与 0相乘都有什么特点？
（4）反馈练习：完成第 18 页做一做。

0×2＝ 5×0＝ 0×7＝ 0×8＝
2×0＝ 5×0＝ 7×0＝ 0＋8＝

4．学习例 10。
（1）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了 0 和任何数相乘都得 0，那 102×4 这

道题现在会做吗？1005×6 呢？
小组讨论后学生试做，教师巡视指导找学生板演。
例 10
102×4＝408    1005×6＝6030



1 0 2
4

4 0 8

1 0 0 5
6

6 0 3 0
× ×

（2）各小组汇报结果并说出计算过程后，教师强调竖式中 0 的位置写
法。

（3）反馈练习：完成第十九页做一做第 1题的第一行。

学生做完后在小组内交流，并说出计算过程。
三、巩固发展：
1．计算

2．选择正确答案
406×5=  " 1002×5＝    1087×8＝

3．○里填上“＞”“＜”或“=”
23×3○60  44×2○80  7×0○7＋0
14×5○60  56×2○110  78×3○240

4．计算，把乘得的积填在下面的空格里

× 207 1006 2035 2408 2396 1657

4

四、全课小结：今天的学习，知道了什么？引导学生进行总结。
五、布置作业：第 20 页练习五第 3题。
六、板书设计

  
被乘数中间有零的乘法

 



口算除法
  

教学内容：教材 30～31 页例 1、例 2及做一做，练习八 1-3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掌握一位数除两位数商是整十，整百、整千的除法的口算方法。
2．掌握除法算式的两种读法。
（二）能力训练点
1．能正确、比较熟练地口算用一位数除商是整十、整百、整千的数和一

位数除两位数商是两位数的除法。
2．通过让学生动手操作、叙述思维过程，训练学生的操作能力，分析推

理及表达能力。
3．培养学生迁移类推能力。
教学重点：理解口算除法的道理。
教学难点
把一位数除两位数看作一位数除整十数与一位数除一位数的和的算理。
教具、学具准备
黑板卡片、投影仪（片）或计算机软件一套、6捆 9根小棒。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口算：（黑板卡片、投影仪或计算机出示）

8÷4 24÷6 9÷3 35÷5 72÷9
36÷6 21÷7 6÷3 12÷4 8÷8

2．填空。（投影仪或计算机出示）
80 里有（  ）个十。 400 里有（  ）个百。
30 里有（  ）个十。 5000 里有（  ）个千。
46 里有（  ）个十（  ）个一。
39 里有（  ）个十（  ）个一。
二、探求新知
1．教学例 1。
（1）出示例 1，（复合片）先出示 6捆小捧，每捆 10 根。

启发学生说出图的意思：把 6捆小棒平均分成 3份，每份是几捆？
（2）学生操作：拿出6捆小棒，动手分一分，教师巡视，纠正错误分法。

分完后，指名学生在投影上演示分的过程：把 6捆小棒平均分成 3份，每份
是 2捆。

（3）同学们想一想：如果用“根”作单位，该怎么列式？
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60÷3＝20。齐读算式：60 除以 3 等于多少。教

师讲述：除法和乘法一样，也有两种读法。60÷3 的另一种读法是“3除 60”。
学生试读。

（4）引导学生讨论：60÷3 怎么想很快就能计算出得数呢？这就是我们
要学的新知识——口算除法（板书）。分小组讨论：口算 60÷3 该怎么想？



教师进行重点巡视、指导、深入到一个小组中参与讨论。
学生在讨论交流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把 60 看成 6个十，6个十平均分

成 3份，每份是 2个十，2个十是 20。
（5）尝试练习：20÷2=让学生说出怎么读？指名让学生依照例 1的思考

过程说说是怎么想的？
（6）教师概括：整十数除以一位数，可以把被除数看成几个十，计算出

的结果是几个十。
（7）教学600÷3。60÷3 的口算已经学会了，那么，600÷3 怎么想呢？

同桌互相读一读，讨论讨论。指名说出思考过程：600÷3，把 600 看成 6个
百，6个百平均分成 3份，每 2个百，2个百就是 200。

（8）教学 6000÷3。让学生自己读一读，思考该怎么想？指名回答：6000
÷3，把 6000 看成 6个千，6个千平均 3份，每份是 2个千，2个千就是 2000。

（9）师生共同概括：口算一位数除整十、整百、整千的数，可以把几十
看成几个十，几百看成几个百、几千看成几个千，计算出的结果就是几个十，
几个百、几个千。

2．反馈练习，做一做。
第一题：分组回答，互相检查，回答订正时看书直接说。
第二题：学生独立做，教师巡视，订正时说说是怎么想的；再让学生把

每个图中的三道题联系起来想一想：每组数有什么特点？需要把被除数看作
是以什么为单位的数？

3．教学例 2。
（1）投影出例 1图，教师提问：如果我们在 6捆小棒的基础上再添上 9

根小棒，放在一起平均分成 3份，你们会不会呢？同学们分一分，小组交流。
教师依学生汇报在投影仪上显示分小棒的结果：A：先分整捆的，再分单根的。
B：先分单根的，再分整捆的。

组织学生争议，教师明确：先分整捆，再分单根，为笔算除法做准备。
（2）让学生思考：如果用“根”做单位，该怎么列式？计算时该怎么想？

为学困生出示提示卡：
①可以把 69 看成（  ）个十和（  ）个一。
②先分什么，再分什么。
③把谁和谁和起来？
鼓励每个层次的学生参与交流，得出：69÷3＝（板书）计算时把 69 看

成 6个十和 9个一，先把 6个十平均分成 3份，每份是 2个十，再把 9个一
平均分成 3份，每份是 3个一，最后把 2个十和 3个一和起来就是 23。

板书： 6个十÷3＝2个十
9个一÷3＝3个一
2个十+3 个一=23

4．反馈练习：做一做。
第一题：直接写书上，教师巡视，最后集体订正，再指名让学生说一说

是怎样想的。
第二题：学生独立做，教师巡视，最后集体订正。
5．师生共同概括：一位数除两位数，可以看作是一位数除整十数和一位

数除一位数两个除法合在一起的除法。
三、巩固发展



1．投影仪出示填空题。
口算 46÷2 时，第一，把 46 看成是（  ）个（  ）和（  ）个（  ）的

和，第二，先算（  ），再算（  ），第三，把（  ）和（  ）合起来。
2．投影出题，（任选一组回答）。
（1）30÷3 40÷2 80÷4 60÷2 500÷5 6000÷3
（2）39÷3 48÷2 84÷4 82÷2 96÷3 77÷7
集体订正时，让学生说说 80÷4、84÷4 是怎样想的？谈谈它们的区别。
3．幻灯片出口算题：
看到第一结果，你能很快说出其他结果吗？

6÷2＝3 9÷3＝3 22÷2＝11
60÷2＝ 90÷3＝ 33÷3＝
600÷2＝ 900÷3＝ 44÷4＝
6000÷2＝ 9000÷3＝ 55÷5=

四、全课小结：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
五、布置作业：练习八第 3题写在书上；有余力的可以做第 15 题。
六、板书设计

  
口算除法

 



用一位数除商两位数
  

教学内容：教材 36、37 页例 1、例 2及做一做，练习九 1、3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在理解算理的基础上初步掌握一位数除两位数商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2．学会用一位数除两位数的竖式写法。
（二）能力训练点
1．能正确地计算用一位数除两位数商是两位数的除法。
2．通过动手操作，训练学生操作能力、理解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1．引导学生发现并利用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学会学习。
2．培养学生认真、正确做题的习惯。
教学重点
掌握一位数除两位数商两位数的除法中除的顺序和商的书写位置。
教学难点
1．除法竖式中商的书写位置及算理。
2．每次余下的数要与下一位上的数合并再继续除的道理。
教具、学具准备
口算卡片、投影仪（片）或计算机软件一套、5捆零 2根小棒。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出示口算卡片，指名口算或开火车。

68÷2 36÷3 26÷2 32÷8 500÷5
680÷2 280÷7 260÷2 320÷8 77÷7

指名说说 26÷2 和 260÷2 是怎样想的。
2 154．指名到黑板上板演 、 ，其他学生做在练习本上，集体订正。8 5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 1。
（1）投影出示例 1：42÷2 及演示图。请同学们回忆：口算 42÷2 时怎

样想？引导学生回答：先分 4 整捆，再分 2 根，4个十平均分成 2 份，每份
是 2 个十，2 个一平均分成 2 份，每份是 1 个一，2 个十和 1 个一合起来是
21。
（ ）过渡：这道题我们也可以用笔算来计算。板书： 。指名一生到2 2 42 一
生到前边用小棒演示刚才的口算过程，边演示边叙述过程。

（3）板书42÷2。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42÷2 应先从哪位除起，
每次除得的商写在什么位置上，为什么？个人试着写一写竖式。

引导学生交流：笔算 42÷2 应从高位除起。因为被除数十位上的 4表示
4个十，4个十除以 2商是 2个十，所以要在商的十位上写 2，与被除数的十
位对齐。竖式中，用除数 2去乘商的 2个十，积是 4个十，表示已经分掉的
数，写在 42 十位的下面。4减 4得 0，表示十位上的数已分完了；个位的 2
落下来继续除，2除以 2得 1，在商的个位上写 1，再用除数 2去乘商 1，积
是 2，表示从被除数中又分掉的数，写在落下来的 2下面。2减 2得 0，在余



数的位置上写 0，表示个位上的数也分完了，结果等于 21。
教师边听学生汇报边分步板书：

2 42
40
0

20
2 42

40
2
2
0

21

教师强调：分掉的 40 和商 20 后面的零可以省略，2前面十位上的 0 没
意义，个数 2减 2下面的 0必须写。

（4）概括：笔算除法应先从哪位除起？每次除得的商写在什么位置上？
师生共同概括：笔算除法要先从被除数的最高位除起，除到被除数的哪

一位，就把商写在哪一位上面，并且对齐。
（5）反馈练习，做一做。
先指名学生板演，其余同学在本上做，教师巡视，指导学生掌握坚式的

正确书写格式。集体订正，指名说说自己是怎么做的。
2．教学例 2。
（1）投影出示例 2：52÷2 及演示图。
（2）板书：52÷2，请同学们想一想：怎样把 52 根小棒平均分成 2份。

拿出 5捆零 2根小棒，自己动手分一分。再回忆例 1的分法，和例 2进行对
比，看有什么区别？

引导学生回答：例 1中 4捆正好分完，例 2中 5捆分后还剩下 1捆。
剩下的这捆怎么办呢？请同学们根据自己分的情形，互相讨论交流。学

生总结出：剩下的 1捆小棒要拆开，与 2根合在一起再分。
（3）请同学到前面边演示边完整地说 52÷2 是怎么分的？
学生回答：先分整捆的，被除数有 5个十，平均分成 2份，每份最多得

2个十，然后把剩下的一捆拆开，和 2合在一起分，12 个一平均分成 2份，
每份是 6个一，2个十和 6个一合在一起是 26。

（4）竖式怎么写呢？请同学们在练习本上试一试。指名写在黑板上，集
体订正时，让其说说算理。

引导学生回答：52÷2 还是从被除数的最高位除起，被除数最高位是 5，
表示 5个十，5个十除以 2，商 2个十，在商的十位上写 2，用除数去乘 2个
十，积 4是个十，写在被除数的十位下，5减 4得 1，表示十位上还剩 1个十
没有分；把个位上的2落下来与十位上剩下的 1个十合在一起是 12。再把12
根平均分成 2份，每份是 6个一，商 6，在竖式中商的个位上写 6，用除数 2
去乘 6，积是 12，写在 12 的下面，12 减 12 得 0，在余数的位置上写 0，表
示正好分完。结果等于 26。

教师边听学生汇报边检查学生的板书：如果板书有误，在学生说算理后
予以纠正。

（5）启发学生思考：做笔算除法时怎么做？如果除到被除数的某一位除
后有余数怎么办？

引导学生概括：笔算除法，要从被除数的最高位算起，除到被除数哪一
位，商就写在哪一位的上面；如果被除数的哪一位除后有余数，就把余数与
被除数的下一位数合起来继续除。每次除得的余数要比除数小。



（6）反馈练习，做一做。
第一题：三生板演，其他人在书上做，教师巡视，发现问题（如：余数

比除数大，书写不规范等。）及时问问是怎么想的，予以纠正。
第二题：分成四组做，指定四人做小黑板卡片上，订正时用，订正时纠

正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
三、巩固发展
1．判断下面计算是否正确，不对的说明理由并改正过来。

2 46
4

6
6
0

23
2 93

9
3
3
0

3

4 48
48

0

12
2 34

2
14
4
0

12

2．投影出示练习九第 2题，学生独立做在练习本上，教师巡视，集体订
正。

四、全课小结：你学懂了什么？
笔算除法，要从被除数的最高位除起，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商就写在

哪一位的上面，如果被除数的哪一位除后有余数，就把余数与被除数的下一
位数合起来继续除。

五、布置作业：练习九第 3题。有余力的再做第 9题。
六、板书设计

  
用一位数除商两位数

  
例 ： ÷ 例 ： ÷1 42 2 21 2 52 2 26

2 42
4
2
2
0

21
2 52

4
12
12
0

26
= =



用一位数除三位数商两位数
  

教学内容：教科书 39 页～40 页例 3、例 4 及做一做，练习十 1 题～3
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初步掌握除数是一位数笔算除法法则，会计算一

位数除三位数商二位数的笔算除法。
（二）能力训练点
1．在动手操作中促使学生思维推理能力得到发展。
2．通过学生学习讨论，运用知识的迁移类推，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三）德育渗透点
引导学生学会分析，探索知识间内在联系，激发学习兴趣。
教学重点、难点： 总结笔算除法法则。

确定竖式中商的位置。
总结出一位数笔算除法的法则。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仪（片）或计算机软件、挂图、小黑板卡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口算：

8÷4 30÷5 34-30 184-150
420÷2 420÷6 120÷4 150÷6

说一说在口算中，420÷2、420÷6 各是怎样想的？
2．笔算： 、 。指名到黑板上板演，其它同学在练习本上做，并让56 564 7

板演学生说一说这两道题商写的位置为什么不同？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 3。
（1）板书：计算 128÷4＝，指名读题，并思考怎样求出 128÷4 的商？

投影（或计算机）出示例 3插图。
告诉学生学具袋里的图与出示的图是一样的。如果把 128 个小方块分成

4份，该怎样分？让学生自己动手分一分，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讨论。
（2）引导学生汇报，边说边演示图，归纳出：128 除以 4，百位上是 1

个百被 4除，不够商 1个百，可以把它看成 10 个十，再与十位的 2个十合并
成 12 个十，把 12 个十平均分成 4份，每份是 3个十，个位上的 8平均分成
4份，每份是 2个一。3个十与 2个一合起来是 32。所以，128÷4＝32。

（3）如果把 128÷4 用竖式的形式来表示，商应写在什么位置？即商的
各个数位应与被除数的哪位对齐？分组讨论。

引导学生汇报讨论结果：在算 128÷4 时，首先用 12 个十除以 4，商 3
个十，3 与被除数的十位对齐，因为表示的是每份分得的 3 个十，用除数去
乘 3个十，积是 12 个十，表示被除数中已经分掉的数，写在 12 的下面，12
减 12 得 0，表示百位和十位的数已经分完了；个位上还有 8 个，要落下来，
继续除，8个一除以 4得 2个一，所以 2与被除数的个位对齐，表示 2个一。



教师边听学生汇报边分步板书：

最后，在第二步板书的基础上改成一般板书。
（4）小结：刚才我们是怎样做的？投影提示：先从哪位除起？如果被除

数的最高位比除数小，怎么办？商写在那里？
使学生明确：从被除数的高位除起，先用除数试除被除数的最高位，如

果比除数小，再试除前两位。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把商写在哪一位。
2．反馈练习，做一做。
学生独立做，教师巡视。指名说一题计算方法，并说明为什么这样做。
3．教学例 4。
（1）出示：例 4、184÷5。让学生独立试算，教师巡视。指名谈谈是怎

样想的，怎样做的。教师边听学生汇报边板书：
（2）练习 314÷4＝ 178÷2＝
（3）观察例4和两个练习题，每次除的余数与除数相比，有什么规律？

引导学生总结出：余数总比除数小。
4．总结一位数除法法则：
回想例 1、例 2、观察例 3、例 4，同桌同学互相讨论，总结一位数除法

法则。
师生小结法则：（投影仪出示）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法则：
（1）从被除数的高位除起，每次用除数先试除被除数的前一位数，如果

它比除数小，再试除前两位数。
（2）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把商写在那位上面。
（3）每求出一位商，余下的数必须比除数小。
5．反馈练习，做一做。
指名板演， ，其他学生做在书上，订正时，让378 425 2296 5 9

板演同学说说想的过程。
三、巩固发展
1． ，判断商是几位数，把商写哪一位上。48 48 2464 6 3

2．判断一下各题是否正确，若不正确改正。



3．游戏
分组：如第一组出示 ，第二组很快回答商是几位？商写在谁的上面。3275

4．计算（比赛看谁做得又对又快）
216÷3 369÷9 426÷6 276÷3
216÷6 369÷7 426÷8 314÷4

四、全课小结：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
五、布置作业：练习十第 2题
六、板书设计

  
用一位数除三位数商两位数

  



用一位数除商三、四位数
  

教学内容：教材 43 页例 5及做一做，练习十一 1～2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熟练掌握用一位数除的除法法则。
2．会计算用一位数除商三、四位数的除法，学会确定商的位数。
（二）能力训练点
1．在熟悉法则的基础上，提高计算能力。
2．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推理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培养学生探索知识奥秘的兴趣。
教学重点：掌握除法法则，确定商的位数
教学难点：试商方法。
教具、学具准备：口算卡片、投影仪（片）或计算机软件一套、0－9

的数字卡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法则
2．口算：
80÷2 600÷3 510-70 39÷3
300÷5 480÷90 56÷8 20×4
300＋430 23×3 52＋18 60-37

3．很快说出下面各题的商。
29 29 38 67 35
40 50 70 73 50

5 4 8 7 6

6 7 9 8 9

4．投影出示：
127 432 2985 6 8

要求看谁做得又对又快，做完后说一说 每一步是怎样想的？为什么？2988

二、探究新知
1．板书课题：用一位数除商是三、四位数
2．出示例 5

368 6475 64752 5 7

指名读题，并说一说被除数各是几位数，以小组为单位口述计算方法。
小组汇报： ：计算时是根据除数是一位数的计算法则去做的，先看被3682

除数的最高位，因为被除数的最高位上的数是 3，表示 3 个百，比除数大，
能被 2 除，商 1 个百，1 写在被除数的百位 3 的上面，1 个百乘以 2 等于 2
个百，写在 3个百的下面，3 个百减去 2 个百余 1 个百，余下的 1 个百和十
位上的 6组成 16 个十，再被 2除，商 8个十，商 8写在被除数的十位上，8
个十乘以 2得 16 个十，16 个十减去 16 个十余数是 0，然后再用被除数个位
上的 8除以 2商 4，写在被除数个位 8的上面，4个 2是 8，写在被除数 8的
下面，8减 8余数是 0。

计算 是根据除数是一位数的计算法则做的。先看被除数的最高位，64755



因为被除数的最高位上的数是 6个千，比除数 5大，能被除数 5除，商 1个
千，1写在被除数的千位 6的上面，1个千乘以 5得 5个千，6个千减 5个千
余 1个千，余下的 1个千和百位上的 4 组成 14 个百，再除以 5，商 2 个百，
商 2写在被除数的百位 4的上面，2个百乘以 5得 10 个百，14 个百减去 10
个百余 4个百，4个百再和十位上的 7组成 47 个十，47 个十除以 5商 9个十，
商 9写在被除数 7的上面，9个十乘以 5得 45 个十，47 个十减去 45 个十余
2个十，余下的 2个十和个位上的 5个一组成 25 个一，除以 5商 5个一，商
5写在被除数的个位 5的上面，5个一乘以 5得 25，25 减 25 余数为 0

计算 是根据除数是一位数除法的计算法则去做的，先看被除数64757

的最高位，因为被除数最高位上的数是 6表示 6个千，比除数 7小，不够商
1，就看被除数的前两位，千位上的 6和百位上的 4组成 64 个百，64 个百除
以 7商 9个百，商 9写在被除数百位 4的上面。

老师提问，为什么把商 9写在百位 4的上面？
引导学生明确：因为除到了被除数的百位，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把商

写在哪一位的上面。
9个百乘以 7得 63 个百，64 个百减去 63 个百余一个百，余下的一个百

和十位上的 7组成 17 个十，17 个十除以 7，商 2个十，2写在被除数 7的上
面，2个十乘以 7 得 14 个十，17 个十减 14 个十余 3个十，3 个十和各位上
的 5组成 35，35 除以 7，商 5写在被除数的个位 5的上面，5个一乘以 7是
35，35 减去 35 余数为 0。

3．判断除数是一位数除法商的位数。
通过口述笔算过程可以看出，学生已经掌握了一位数除三、四位数除法

的算理及计算方法。引导学生观察这三道题，思考：如果不计算，是不是也
能够很快判断出商是几位数？

同学们分组讨论，讨论后指名汇报讨论结果：商的位数与被除数有关系。
当被除数的最高位上的数小于除数时商的位数比被除数的位数少一位。

4．反馈练习，做一做。
第一题，不计算很快说出下面各题商是几位数（以抢答的形式出现）

804 2583 80706 3 6

第二题，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及时纠正学生出现的错误。
5．教师小结：这节课我们学会了除数是一位数除三、四位数除法的计算

方法，掌握了试商方法并能正确判断出商的位数，在今后的计算中为了准确，
计算之前可以行判断商的位数，在计算过程中必须注意检查每次除得的余数
是不是比除数小，还要注意商的书写。

三、巩固发展
1．数学游戏。
拿出 0-9 的数字卡片，任意抽出 4张编成一位数除三位数的除法试题，

并判断商是几位，看谁编得快，判断也快。以开火车的形式按顺序回答。
2．判断下面各题是否正确，不正确的改正过来。
先让同学们判断正误，说说为什么，然后指名改正。
3．投影或计算机出示：先说说下面各题的商是几位数，再计算。

246 246 488 4883 2 4 8

4．出示第二题，抢答，看谁连得又对又快



543÷3 62 894÷6 38
372÷6 213 185÷5 149
639÷3 181 152÷4 37

四、全课小结：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学生小结出试商方法。
五、布置作业：练习十一第一题下行 4题。
六、板书设计

  
用一位数除商三、四位数

  



已知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求这个数的应用题
 

教学内容：教材 50～51 页例 8、例 9及做一做，练习十三 1、2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在理解“倍”的概念的基础上会分析已知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

求这个数的应用题的数量关系。
2．理解两个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初步掌握解题思路。
（二）能力训练点
通过两数之间倍数关系的变化，培养学生观察推理能力，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通过学生动手操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发现知识间内在的联

系，初步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教学重点
掌握“已知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求这个数”这类应用题的解题思路。
教学难点
理解“已知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求这个数”这类应用题的算理。正确

表达数量之间的关系。
教具、学具准备
圆形卡片、磁力板、投影仪（片）或计算机软件一套。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投影出示第 50 页复习题中的第一题。
第一行摆：○○
第二行摆：○○○○○○○○第二行的个数是第一行的几倍？指名叙述

题意，让学生说说这道题该怎么想。引导学生叙述：第一行摆 2个，第二行
摆 8个，第二行摆的个数是第一行的 4倍。也就是说，8 是 2 的 4 倍。集体
订正。

2．投影出示复习题第二题，指名叙述题意，学生依题意汇报：因为第一
行是 2个圆片，第二行是第一行的 4倍，第二行就摆 4个 2，共 8个。3．学
生观察讨论这两道题有什么联系？

引导学生归纳：从这两道题的条件和问题来看，它们的数量关系是相同
的，都是第一行摆 2个，第二行摆 8个，第二行是第一行的 4倍，只是所给
的条件和问题互相交换了。第一题是已知两个数，一个数是 2，另一个数是 8，
求 8是 2的几倍，用除法计算。第二题是已知一个数是 2，另一个数是它的 4
倍，求另一个数，用乘法计算。

二、探究新知
1．引言：同样是这个内容，还是这几个数，如果老师变换一个已知条件

和问题，该怎样计算呢？
2．教学例 8。
（1）投影出示例 8：
第一行摆：？



第二摆：○○○○○○○○
是第一行的 4倍
第一行摆多少个？与第二行摆对齐
（2）根据已有经验叙述题意：已知第二行有 8个，第二行的个数是第一

行的 4倍，第二行摆几个？
（3）这道题该怎么想？先动手摆出第二行圆片，想一想，再根据哪个条

件摆出第一行，同桌互相讨论，然后摆出第一行。
引导学生归纳出：已知第二行有 8个，第二行的个数是第一行的 4倍，

也就是说第一行如果是一份，第二行就是 4 份，把第二行的个数平均分成 4
分，其中的一份就是第一行要摆的个数，用除法，8÷4＝2。所以第一行应摆
2个。让学生观察自己摆的图，看看第二行的个数是不是第一行的 4倍。

（4）引导学生把例 8在书上补充完整。
3．反馈练习，做一做。
投影出图，让学生看图，想一想并说出应该摆几根。（如果个别学生有

困难可以让他们用小棒摆一摆）订正后，启发学生再次说说是怎样想的，然
后做在书上。

4．教学例 9。
（1）引言：刚才同学们通过操作学会了分析、理解数量关系并掌握了计

算方法，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利用这些内容，下面我们看例 9。
（2）计算机出示例 9：学校里栽了85 棵柳树，栽柳树的棵树是杨树的 5

倍。栽杨树多少棵？
学生读题，找出已知条件和问题。教师利用计算机出示线段图。

再问：柳树多少棵？柳树的棵数是杨树的几倍？当学生回答柳树的棵树
是杨树的 5倍时，计算机把表示柳树棵树的线段平均分成 5份，显示其中一
份，然后移动显示的一份上端，表示杨树的棵树。

让学生观察线段图后说说，你明白了什么？
引导学生汇报：柳树的份数是 5份，而杨树是其中的 1份。怎么求出杨

树有多少棵呢？小组讨论交流。
引导学生回答：求杨树的棵数就是要把柳树的棵数 85 平均分成 5份，用

除法做，85÷5。
（3）引导让学生把例 9在书上补充完整，指一名学生板演。5．反馈练

习，做一做
投影出示第一题，同桌讨论，然后做在练习本上。一生做在投影片上。

订正时让该生说说怎样想的。
6．揭示课题（板书：应用题）
三、巩固发展
1．投影出示填空、判断题。
（1）填空：
①甲数是 4，乙数是 2。甲数是乙数的（  ）倍。
②甲数是 4，是乙数的 2倍。乙数是（  ）。
（2）判断



黄苹果 8个，是红苹果的 2倍。这句话是说
①黄苹果是红苹果的 2倍（  ）
②红苹果是黄苹果的 2倍（  ）
2．小组讨论做一做 2、3题的做法，然后把第 4题做在本上。集体订正。
四、本课小结：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你知道了什么？
教师小结：已知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求这个数实质上它与求把一个数平

均分成几份的课题是一致的。今后我们在做题时注意分析量关系，找出解题
思路。

五、布置作业：练习十三中的 1—2题。
六、板书设计

  
应用题

  
例 8： 例 9：
8÷4＝2 85÷5＝17（棵）

答：栽的杨树有 17 棵



商中间有零的除法
 

教学内容：教材 51 页～56 页例 11～例 13 做一做中的习题，练习十四
的 1～3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知道“0除以任何不是零的数都是 0”。
2．在熟练掌握一位数笔算除法法则的基础上，学会正确计算“商中间有

零的除法”。
（二）能力训练点：
1．能够比较熟练地计算商中间有 0的除法。
2．训练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培养学生认真、仔细的良好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1．商中间有 0的两种情况：①求出商的最高位后，除到被除数的某一位

不够商 1，②除以一个不是 0的数。
2．能够正确计算商中间有 0的除法
教学难点：商中间有 0的两种情况。
教具、学具准备：口算练习卡、投影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口算练习：
39÷3 180÷6 120÷2 55÷5 8×0
550÷5 280÷4 20×2 32－4 0×9
1400÷7 600×5 52＋0 0×2 3×0
2．弄清“0”在记数中的作用。
①投影出示数字“18”，让学生说出 1和 8各表示的意义。
②投影出示数字“0”，说出表示的意义。然后利用抽拉投影片把“0”

放在 18 的中间和末尾，使 18 变成“108”、“180”，让学生分别说出 0在
这两个数的位置有什么不同，表示的意义是什么？

二、探究新知
1．由乘法口决求商导入新课。
出示除法题 45÷9，让学生说出 45÷9 得多少？你是怎么想的？引导学

生回答：因为 5和 9相乘等于 45，所以 45÷9＝5。
2．教学例 11：
（1）板书例 11：0÷5＝
（2）提问：谁知道0÷5等于多少？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启发学生想：

根据用乘法口决求商的方法，要求 0 除以 5 得几就得想那个数和 5 乘得 0？
因为 0×5＝0，所以 0÷5＝0

（3）板书出示：0÷2＝？0÷3＝？让学生组讨论交流，说出是怎样想的
（4）卡片出示：0÷7＝？0÷9＝？ 0÷5＝？学生自己默想，说出结果。
（5）归纳概括
观察 0÷5=0 0÷2＝0 0÷3＝0 你发现了什么？学生讨论交流。



引导学生归纳概括：0除以任何不是 0的数都得 0（板书）
（6）反馈练习：0÷128＝？0÷69＝？0÷76＝？
3．教学例 12：
（1）板书例 12：408÷2
（2）教师讲清算理：列出竖式，先用2去除百位上数，除的过程让学生

说，教师板书。除到十位时，提问：0除以 2等于多少？在哪一位上面商 0？
为什么？

教师强调：商十位上的这个 0必须写，它起占位作用。
用 2 去除个位上的 8，除的过程仍由学生自己除，教师随着学生的口述

板书。除的时候，按书中那样把计算的过程全写出来。除完之后，向学生说
明：这种题的中间部分可以省略。师边说边画虚框。可以按照书中的简便写
法那样写。引导学生看书，说出简便写法，教师板书。

（3）反馈练习：
学生独立完成第 55 页的做一做，教师巡视。注意观察有没有学生漏写 0。

第 2 小题要注意在商的千位上不写 0。如果有人写，应提醒学生回忆前面学
过的笔算除法法则，想一想应该怎样写商。并说明：在商的中间该商 0的地
方写 0是起占位作用，而且在一个数的前面写，是没有意义的。第三题在求
出商的最高位千位以后，商的百位和十位都应该写 0，要注意有没有只写一
个 0 的。教师要强调：商中间应该商几个 0，就写几个 0，不能只写一个 0，
还可以问学生，为什么要这样做。

3．教学例 13：
（1）板书出示例 13：324÷3=
（2）引导学生明确计算过程，教师板书，除到被除数的十位时，让学生

想一想：用 3去除十位上的 2，不够商 1，怎么办？同桌互相讨论交流。
教师引导学生边说明边板书：十位商 0以后，怎么算？余下的 2与被除

数个位上落下来的 4，合在一起是 24，24 除以 3商几？8写在商的个位。
引导学生观察竖式，提问：在这个竖式中哪一步可以省略不写，为什么？

教师引导学生重新用简便写法写出竖式，指名板演。
（3）总结商中间有 0的两种情况，观察比较例 13 与例 12，你发现了什

么？小组可以互相讨论。
（教师不直接提问“有什么相同点有什么不同点，”而是提出“你发现

了什么？”这个开放性的问题，这样可以使所有学生都积极动脑，成绩差的
可能只发现了相同点，而成绩好的则可能说全面，使不同层次水平的学生都
得到发展。）

小组汇报交流，使学生明白：两道例题都是商中间有 0的除法。而例 12
是除到中间一步，被除数是 0，商 0，例 13 是除到中间一步，不够商 1，商 0，
在学生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教师揭示今天所学课题并板书：商中间有 0的除
法。

（4）提问：请同学们认真想一想，商中间有0的除法有几种情况？学生
汇报，教师小结：两种情况都是在求出商的最高位数以后，除到被除数的十
位不够商 1，就对着十位商 1；如果被除数是四位数，在求出商的最高位以后，
百位上不够商 1，商 0：十位上不够商 1，也商0。从而得出教科书 56 页的结
语，并让学生看书，读一读。

（5）反馈练习：



让学生自己在书上做做一做中的第一题，指名做在投影片。教师注意巡
视困学生，提醒他们弄清哪一位上应该商 0，哪一位上不该商 0。订正时，可
以问一问学生为什么商 0？

做一做中的第二题用投影片出示，先让学生看着竖式想一想：哪一位上
该商 0，然后再让学生实际计算，填在书上。

三、巩固发展：
1．改错，并说明理由。

（把练习十四的第一题用改错形式出现，学生不仅能加深算理，而且也
巩固了算法，使学生从正反两方面加深了认识。

2．练习十四第 2题
让学生独立做，然后全班订正时针对学生发生的错误予以纠正。
四、全课小结：今天这节课你学会了什么？
五、布置作业：练习十四 57 页的第 3题，要求验算。
六、板书设计

  
商中间有 0 的除法：

 



商末尾有零的除法
  

教学内容：教材 59 页～60 页例 14 例 15 做一做中的题目，练习十五的
1～3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使学生在熟练掌握一位数笔算除法法则的基础上，会正确计算商末尾有

零的除法。
（二）能力训练点
训练学生做题的准确性及计算速度。
（三）德育渗透点
引导学生探索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激发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会正确计算商末尾有零的除法
教学难点：掌握计算商末尾有零的除法算理。
教具、学具准备：口算卡片、投影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口算（教师出示口算卡片，学生口答。）
42÷2 16×5 6×400 96÷3 270÷9
640÷8 84÷4 6×500 360×0 120÷2
1600÷8 80÷4 420÷7 3600÷9

二、探究新知
1．导入：请同学们观察一下后 4道口算除法的商有什么共同点？（商的

末尾都有零）
教师揭示课题并板书：商末尾有零。
2．教学例 14：
（1）出示例 14：480÷3＝
（2）引导学生独立在练习本上用竖式试算，教师巡视。
学生根据前面学过的除法法则以及“零除以任何不是零的数都得零”的

结论，可能会这样做。

3 480
3
18
18

0
0
0

160

（3）提问：请同学们想一想，哪一步可以省略不写？相互讨论交流。
（4）教师归纳总结说明：做除法时，除到被除数十位正好除尽，而个位

又正好是零，就不用再除下去，只要在个位的上面补零就可以了。
（5）教师在黑板上示范书写格式：



3 48 0
3
18
18
0

16 0

教师强调：做完之后 18－18 得 0，这个 0要与 8对齐，商的个位用 0补
齐。

（6）反馈练习：59 页做一做中的题目
第一题共有 3道小题，学生试做，教师注意巡视，特别是多关照学困生

是否会简便计算；第二小题，被除数 1800 的末尾有二个零，而商只有一个零；
第三小题商的末尾有二个零，让学生类推得出。

第二题让学生自己列式解答，一生做在投影片上，订正时让学生说一说
自己是怎样想的。

3．教学例 15：
（1）板书出示例 15：3424÷6＝
（2）学生试做，教师巡视，有些学生利用以前学过的商中间有零的除法

知识：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不够商 1，就对着那一位商零，可能会在个位上
商零；而有些学生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办？教师可以提示给学困生：我们在学
习商中间有 0的除法时，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不够商 1时，怎么办？这里除
到的是被除数的哪一位？应该怎么办？

学生也可能写出这样的算式：

6 3424
30

42
42

4
0
4

570

（3）教师引导学生说出：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如果除到被除数的十位
正好除尽，同时被除数个位上的数比除数小，就可以不必再除，只要在商的
个位上写零，被除数个位上的数就是余数。

（4）教师板书
（5）学生自己验算
（6）反馈练习：做一做中的习题
第一题，让学生自己做，指名做在投影上。教师注意巡视学困生了解他

们做题情况。第三小题的商的中间和末尾都有零，要注意学生做得对不对。
对学生计算中的错误，教师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纠正。

第二题，让学生自己列式解答。订正时，问一问学困生怎样理解“还剩
多少辆”？使所有学生明确：余数就是第二问要求的还剩多少辆。

三、巩固发展
1．下面的题做的对吗？说明理由并改正。



① ②2 1 8 0
2
1 8
1 8

0

1 9
2 2 6 1

2
6
6

1

1 3

2．指名板演：
1750÷5 843÷6 9200÷4
3756÷3
3．计算并验算：
2000÷8 8405÷7
四、全课小结
今天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怎样计算商末尾有零的除法？应该注意

什么？
五、布置作业：练习十五 P61 页第三题。
六、板书设计

  
商末尾有 0 的除法

 
例 ： ÷ ＝ 简便写法 例 ： ÷ ＝ ⋯⋯14 480 3 160   15 3424 6 57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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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分米的认识
 

教学内容：教科书 66～67 页例 1、例 2及做一做，练习十七第 1、2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认识长度单位毫米和分米，初步建立 1毫米和 1分米的长度观念。
2．知道 1厘米=10 毫米 1米=10 分米
1分米=10 厘米
（二）能力训练点
1．能正确运用毫米、分米表示长度。
2．能用手势表示 1毫米、1分米。
（三）德育训练点
引导学生探索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学重点：使学生认识长度单位毫米和分米，初步建立 1毫米和 1分米

的长度观念，知道 1厘米=10 毫米，1米=10 分米，1分米=10 厘米
教学难点：帮助学生建立 1毫米、1分米的长度观念，形成表象，加深

对概念的理解，并应用概念正确表示物体的长度。
教具、学具准备：学生尺、分米尺、米尺。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导入：我们学过长度单位米、厘米，也会用米和厘米测量长度，请同

学们测量一下教学教科书封面的长是多少？宽是多少？
2．学生操作，测量后汇报：
书的封面长 20 厘米多，不到 21 厘米。
书的封面宽 14 厘米多，不到 15 厘米。
3．继续测量书的厚度，学生汇报：书的厚度不到 1厘米。
4．教师概括：同学们测量得到长 20 厘米多，不到 21 厘米；宽 14 厘米

多，不到 15 厘米；厚不到 1厘米，20 厘米多，多多少？不到 15 厘米，差多
少？不到 1 厘米，那是多少？20 厘米多，不到 15 厘米，不是一个准确的长
度，是否能用米、厘米那样的长度单位表示呢？[有目的，分层次进行铺垫，
为学习新知识打下基础，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探究新知
1．认识毫米，教学例 1。
（1）启发学生观察测量得到的 20 厘米多，14 厘米多，不到 1厘米，从

尺子上看，你们发现了什么？互相议论一下。
学生回答：有许多小格；
长是 20 厘米还多 7个小格；
宽是 14 厘米还多 5个小格；
厚是 8个小格。
（2）教师讲述：这每一个小格的长度比 1厘米小，它的名字叫 1毫米。

请同学们数一数，1厘米中间（从 0到 1）有多少小格，又叫多少毫米？从 2～
3、5～6、9～10 等每一厘米长中又发现了什么？互相交流一下。学生在初步
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认真观察、交流，从而知道每一厘米长度内都有 10 个小



格，都是 10 毫米。
（3）教师板书：1厘米 10 毫米
（4）请同学们想一想，1 厘米和 10 毫米之间有什么关系？可以互相议

论一下。
总结归纳：1厘米=10 毫米板书：＝
[1 厘米=10 毫米 是引导学生观察讨论自己感知的，学生感到高兴。这也

体现学生参与知识形成的全过程，自己学会知识。]
（5）借助手势，帮助学生建立长度观念。
①老师表示 1毫米的长度（用拇指和食指表示）
②学生将 1分硬币用右手食指和拇指夹住，抽去硬币，观察拇指和食指

之间的缝隙，理解 1毫米的长度观念。
③用手势表示 1毫米、1厘米
借助形象直观的手势表示抽象的概念，帮助学生形成表象，印象深刻，

有利于学生加深理解概念。
（6）测量（分组操作并填书）
做一做（66 页）
通过直观——操作——总结——手势——测量，使学生的认识逐步加

深，在直观——表象——抽象的思维过程中，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概念——1
毫米。教师在新知识的传授中，通过引导、点拨，充分发挥学生主人翁作用，
使每一位学生都处于积极的思维之中。

2．认识分米。教学例 2。
（1）引导学生在尺子上指出 10 厘米的长度，出示分米卡，使学生认识

1分米。说明有时候量物体的长度用分米作单位。
（2）数一数 1分米中有多少个 1厘米？（板书）
有了认识毫米的思路，认识分米，启发学生思维，自己学会认识分米的

长度单位。
（3）借助手势，帮助学生建立长度观念。
利用分米卡，用手势表示，进一步认识分米。
将米、分米、厘米、毫米 4个长度单位，用手势表示。学生分组互相用

手势表示。
将长度单位用手势表示，不但形成表象，加深理解，同时也区别了不同

概念，建立正确的长度观念。
3．利用米尺，分组讨论。
1米有多少分米？
1米、1分米、1厘米之间有多少关系？
总结归纳：1米=10 分米
1分米=10 厘米（板书）
4．测量，做一做（67 页）
分米的认识思路与毫米的认识基本相同，教学过程可以简化，提高教学

效率。通过两次认识，掌握 4种长度单位，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三、巩固发展
巩固发展是在学生学习了新知，并进行了反馈练习，在加深理解的基础

上的综合巩固练习，应用所学知识解决新问题。
练习主要在课内进行，通过多种形式，多层次，有针对性地进行练习，



因材施教，面向全体，以提高学习质量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师备注
1．口述常用的长度单位有哪些？并用手势表示。
2．口述常用的长度单位间有什么关系？
3．同桌互相量一量铅笔的长度。
4．练习十七 第 1题。（分组练习）
5．判断下面叙述是否正确？
蜡笔长 6毫米。
课桌高 7米。
粉笔长 75 分米。
四、全课小结：引导学生总结、认识了毫米、分米，知道 1米=10 分米，

1分米=10 厘米，1厘米=10 毫米。
五、布置作业：练习十七 第 2题，填在书上。
六、板书设计

  
毫米分米的认识

 
例 1 例 2
1 厘米=10 毫米 1米=10 分米

1分米=10 厘米



混合运算
  

教学内容：教材 77 页例 1、例 2及做一做，练习二十 1—3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掌握含有两级运算的三步计算式题的运算顺序。
（二）能力训练点
1．会用简便方法计算含有两级运算的三步计算的式题。
2．培养学生灵活的计算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培养学生细致、认真的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含有两级运算的运算顺序。
教学难点
含有两级运算的运算顺序。
教具、学具准备
每组一块小黑板，口算卡片，投影仪（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口算

48＋36＝ 88÷4= 300+140= 21×3=
75-90= 60＋70＝ 60×8×0＝ 52÷6＝
150-90= 4000÷5＝ 560-80= 640÷2=

2．准备题
16×4＋18 18＋4×6 69÷3-14 50-35÷5

让学生说出每题中都包含哪些运算，先算什么，再算什么，然后解答。
（学生在以前学过在一个没有括号的算式里，有乘法或除法和加、减法，都
要先算乘法或除法，这节课学习的混合运算依然依据这一运算顺序。因此设
计这样的练习，是为学习新知识铺平道路。）

二、探究新知
1．导入。
同学们对乘法或除法与加、减法的两步混合运算计算的都很准确，计算

顺序掌握的也很好。如果我们把 16×4＋18 中的 18 改成 6×3，就成了这样
的题目、教师出示例 1 16×4＋6×3（板书）它的运算顺序是怎样的，下面
我们就来学习。

2．学习例 1。
（1）这道题中含有哪些运算，它的运算顺序是什么？它与准备题有什么

联系和区别？你能根据以前的知识自己试着计算出来吗？放手让学生小组讨
论并在练习本上计算，一名学生板演，教师巡视指导

（2）学生各组分别汇报计算顺序与结果
引导学生汇报出这道题含有两步乘法和一步加法，根据在一个没有括号

的算式里有乘法又有加法要先做乘法，所以这道题的计算顺序是：
16×4＋6×3



=64＋6×3
=64+18
＝82

（3）你认为还有没有简便的方法计算这道题？为什么？（小组讨论）
引导学生讨论出这道题求的是 16 乘以 4的积与 6乘以 3的积的和，可以

把两个积先算出来。所以可以把两个积同时进行计算。（取得一致后，教师
板书。）

（4）及时反馈，拓宽思路。
①如果把 16×4＋6×3 的“＋”改成“－”该怎样计算呢？
②如果把 16×4＋6×3 的“×”改成“÷”该怎样计算呢？
要求学生小组讨论练习，教师巡视指导并让两名学生板演

16×4-6×3 16÷4＋6÷3
＝64-18 ＝4＋2
＝46 ＝6

（5）类比归纳，得出结论
观察比较四个算式，分析在计算这样的混合运算中，哪一步可以省略，

为什么？
（6）反馈练习：完成 77 页的做一做，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要求先说出含有哪些运算，先算什么，再算什么，然后再计算。通过以

上学习我们知道了在计算一道混合运算时，首先要看它含有哪些运算，然后
再看有没有可以同时进行脱式计算的，如果有就同时计算。

三、巩固发展
以下几道练习均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要求学生在组内先说顺序，再计算。
1．按照各图指定的运算顺序，在□里填上得数。（要求学生在书上填）

2．脱式计算，先说计算顺序再计算
39÷3＋48÷6        24×4-42÷3    17×4-12×4    81÷3＋4×6
3．学生自己以小组为单位出题练习，（学生的混合运算都可以出，然后

与其他组交流。）
四、全课小结：引导学生回忆今天学习了什么？注意什么问题？
五、布置作业：教材 78 页第 3题。
六、板书设计

混合运算





含有三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题
 

教学内容：教材 80—81 页例 1及做一做，练习二十一 1、2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掌握含有三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题的结构。
2．掌握分析含有三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二）能力训练点
1．会解答含有三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题。
2．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引导学生探索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掌握应用题的解题思路和分析方法。
教学难点
理清数量间的关系，找出中间隐藏的条件。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仪（片）、小黑板。（有条件的可以准备电脑软件一套。）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口算
390÷3＝ 110×4＝ 720÷9＝ 280＋600＝ 38÷6＝
1000÷5＝ 3200÷8= 600×7＝ 430-90= 43×2＝

2．复习题（投影出示）
同学们做黄花 25 朵，做紫花 18 朵，黄花和紫花一共多少朵？做的红花

比黄花和紫花的总数少 3朵，做了多少朵红花？
要求学生自己解答，汇报时说出解题思路。
（让学生自己解答连续两问的应用题，缩短了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的距

离，加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为学生两步应用题做好铺垫。）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 1。
（1）导入：如果把复习题中第一个问题去掉就成了今天我们学习的例 1

（出示例 1同学们做黄花 25 朵，做紫花 18 朵，做的红花比黄花和紫花的总
数少 3朵，做了多少朵红花？）

（2）学生读题，读后回答已知条件和问题分别是什么。回答完毕后，教
师与学生一起把已知条件和问题用线段图在黑板上表示出来。

板书：

（如果有电脑软件，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在屏幕上把线段图显示
出来。）

（3）根据复习题的解题思路，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研究、讨论，教师重



点巡视指导并深入到小组中间参与学生的讨论。引导学生讨论出这道题有三
个已知条件，一个问题，不能用一步来解答。要求出红花多少朵，必须根据
“做的红花比黄花和紫花的总数少 3朵”这个数量关系，从总数中减去3朵，
所以必须先求出黄花和紫花的总数，再根据题里的另外两个条件用加法求出
它们的总数就可以了。

（教师引导学生在分析数量关系的基础上，把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让他们在复习题解答的基础上，通过小组讨论、自己思考，找出解决问
题的方法，并用语言表述出来。这样让学生参与到学习过程之中，充分地体
现了学生的主体性，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是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心理特点的。）

（4）小组汇报分析讨论的结果
教师在学生汇报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归纳出解决这道题的关键是先求出

黄花和紫花的总数，然后根据第三个已知条件再解答。
使学生明确：红花比黄花和紫花的总数少 3朵，就是说红花的朵数比黄

花 25 朵和紫花的 18 朵的总数少 3 朵，也就是红花朵数比黄花 25 朵与紫花
18 朵的和少 3朵，所以可以这样思考。

（5）教师在学生汇报的基础上板书
①黄花和紫花一共多少朵？
25＋18＝43（朵）
②做了多少朵红花？
43-3＝40（朵）
答：做了 40 朵红花。
（6）及时反馈，加深理解。
如果把第三个已知条件改为“红花比黄花和紫花的总数少 5朵”怎样解

答？改为多 5 朵呢？学生回答后再问：如果把第三个已知条件改为教材 81
页想一想中的两个条件，又该怎样解答呢？并把算式填在教材 81 页空白处。

（找两名学生在投影片上做）
（7）汇报解题思路及结果。
（8）教师提问：观察思考例题与改编的两道题的解答方法，你发现有什

么共同之处？小组讨论后汇报。引导学生得出它们都是两步计算的应用题，
且第一步都是先求黄花与紫花的总数，因为第三个已知条件所给出的数量关
系都与黄花和紫花的总数有关系，所以必须先求。也就是说根据题里的第三
个已知条件确定解答这道题应该先求什么，要先求出来。再进行下一步解答。

（9）反馈训练
①出示第 81 页 1，读题分析已知条件和问题。
②讨论思考解决这道题的关键是什么，怎样求？
③汇报计算结果及解题思路。
板书 两步应用题
三、巩固发展
1．按照解题思路填空
畜牧场养山羊 120 只，养奶羊 410 只，养绵羊的只数是山羊和奶羊总只

数的 4倍，养绵羊多少只？
这道题有（）个已知条件，（）个问题。根据题意，要求这个问题必须

用（）步解答。也就是要求养绵羊多少只，必须先求出（），因为绵羊的只



数与（）有关系，所以必须先求出，列式是（），再求绵羊多少只。列式是
（）

2．选择
学校栽了 4行杨树，每行 15 棵，栽的柳树比杨树多 40 棵。栽了多少棵

柳树？
（1）要解答这道题，首先应确定这道题用（）步解答。①一②二③三
（2）然后根据（）这个条件，确定第一步应先求（）
①柳树有多少棵②杨树有多少棵③柳树有多少行
④学校栽了 4行树⑤每行 15 棵⑥栽的柳树比杨树多 40 棵
（3）要求第一步这个问题，正确的算式是（）
①15＋4=19（棵）②15×4＝60（棵） ③40＋15＝55（棵）
（4）要求栽了多少棵柳树，正确的算式是（）
①60＋40＝100（棵）②19＋40＝59（棵）③55＋40＝95（棵）
3．解答应用题
学校栽了 4行杨树，每行 15 棵，还栽了100 棵柳树，栽的柳树比杨树多

多少棵？（口述思路并列式解答）
4．小组讨论：改变3题里的一个已知条件或问题，使题目还是两步计算

的应用题，并独立解答。
四、全课小结：引导学生总结今天学习了什么？
五、布置作业（略）
六、板书设计

两步应用题
例 1、同学们做黄花 25 朵，做紫花 18 朵，做的红花比黄花和紫花的做

红花多少朵

①黄花和紫花一共多少朵？
25＋18＝43（朵）
②做了多少朵红花？
43－3＝40（朵）
答：做了 40 朵红花。



含有两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题
  

教学内容：教材 87－88 页上的例 3、做一做中的题目，练习二十二第 1、
2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初步认识含有两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题的结构。
2．掌握含有两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题分析思路和方法。
（二）能力训练点
1．初步学会解答含有两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题。
2．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引导学生探索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两步应用题的分析思路和方法。
教学难点
理清数量关系，找出中间隐藏的条件。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仪（片）、小黑板（有条件的可以准备一套电脑软件）、口算卡片。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口算：
400×2＝ 300÷5＝ 2400÷6= 690＋50＝ 50×4＝
130×3＝ 75－45＝ 8×7＋0＝ 370－80＝ 34＋47＝

2．准备题。（投影出示）
饲养小组养 10 只黑兔，16 只白兔，一共养多少只？
（学生自己解答，汇报时说出已知条件和问题以及分析解答思路，为进

一步分析两步应用题做好铺垫。）
二、探究新知
1．导入：如果把准备题的第二个已知条件“16 只白兔”换成“养的白

兔比黑兔多 6只”，就成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内容。
出示例 3饲养小组养 10 只黑兔，养的白兔比黑兔多 6只。一共养多少只

兔？
2．教学例 3。
（1）学生读题，说出题中的已知条件和问题分别是什么。教师随着学生

的回答，用线段图把已知条件和问题在黑板上表示出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
解题意分析数量关系。（或者用电脑演示）

（2）小组讨论 例题与准备题从内容和数量关系上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
点。引导学生得出：两道题都说的是饲养小组养兔的事，都有两个已知条件，



一个问题，且其中的一个条件和问题都相同；不同的是准备题直接告诉了“白
兔有 16 只”，用一步能把问题求出来，而例题没有直接告诉白兔的只数，间
接的告诉了“白兔比黑兔多 6只”不能用一步直接求出来。

（3）根据复习题的解题思路，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教师参与到学生小组
中间参与学生的讨论，从而引导学生讨论出这道题给了两个已知条件，一个
问题。根据题里的已知条件和问题，不能直接用一步把问题求出来，根据题
意，要求一共养多少只兔，必须根据“白兔比黑兔多 6只”这个条件，先用
黑兔的 10 只与比黑兔多的 6只加起来，求出白兔的只数，然后再把黑兔与白
兔的只数加起来，就求出一共有多少只兔。从而得出解答这样题的关键是根
据集中反应数量关系的已知条件，确定哪个已知条件要用两次，找出中间隐
藏的条件。

（由于学生有了准备题的解题思路的基础，又有了对例题的数量关系的
分析和理解，所以在设计教学过程时加强了对学生的“放”，减弱了教师的
“讲”，让学生根据教师的提问去讨论、思考，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把学
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进行个别、有针对
性的指导。）

（4）小组汇报，学生取得共识后教师板书
①养白兔多少只？
10＋6＝16（只）
②一共养多少只兔？
10＋16=26（只）
答：一共养 26 只兔。
（5）归纳例题的解题思路
（6）拓宽思路，举一反三。
如果把第二个已知条件的“多 6只”改为“多 9只”该怎样解答？改为

“多 16 只”呢？学生回答后教师再提问：如果把例题的第二个已知条件改成
“养的白兔比黑兔少 6只”或“白兔的只数是黑兔只数的 3倍”其它不变，
又该怎样解答呢？（小组讨论，把算式填写在书上 88 页空白处。并用投影片
出示。）汇报解题思路及列式。

（7）讨论小结
今天学习三道题从结构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你认为解答含有两

个已知条件的应用题的关键是什么？
引导学生得出今天学习的是含有两个已知条件的两步解答的应用题，解

答这样题的关键是根据题里给出的已知条件，确定出哪个已知条件要用两
次，先求出中间隐藏的条件，再进行计算。板书课题两步应用题。

教师强调有两个已知条件的应用题，要仔细地分析确定该用一步解答，
还是用两步解答。

（8）反馈训练
完成 88 页做一做第 1题：
先讨论含有两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与一步应用题的区别，再列式计

算。
①学校里有 12 盆月季，9盆米兰。月季和米兰一共有多少盆？
②学校里有 12 盆月季，米兰比月季少 3盆。月季和米兰一共有多少盆？
（设计目的是为了学生在解答含有两个已知条件的应用题时，要仔细地



分析题里的已知条件和问题。如果根据已知条件能求出问题的答案的，就用
一步解答；如果根据已知条件不能直接求出问题答案的，就要考虑先算什么，
再算什么，用两步解答。）

三、巩固发展
1．根据解题思路填空。
公园里有 6只小猴，大猴的只数是小猴的 4倍。一共有多少只猴？
这道题中有（  ）个已知条件，（  ）个问题。根据题意，这道题应该

要求一共有多少只猴，用（  ）步计算，必须先求出（  ），列式是（  ）；
然后再计算（  ），列式是（  ）。

2．解答应用题。
练习二十二第一题：学校买彩色粉笔 45 盒，买的白粉笔比彩色粉笔多

15 盒。一共买多少盒粉笔？（学生课题后口述分析思路，独立做在练习本上，
教师有针对性的指导。）

3．讨论：如果把第一题里的第二个已知条件交换一个改成新的用两步计
算的应用题，并解答出来。

（这样设计不仅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两步应用题结构的理解，同时还发
挥散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全课小结：引导学生回忆本课学习了什么。
五、布置作业：练习二十二第二题（课堂上完成）
六、板书设计

两步应用题
例 3 饲养小组养 10 只黑兔，养的白兔比黑兔多 6只。一共养多少只兔？

①养白兔多少只？
10+6＝16（只）
②一共养多少只兔？
10＋16＝26（只）
答：一共养 26 只兔。



含有两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题（2）
  

教学内容：教材 92 页例 4及做一做，练习二十三 1—4题。
素质教育教学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掌握含有两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题的结构。
2．掌握解答两布应用题的解题思路及方法。
（二）能力训练点
1．会计算含有两个已知条件的两步应用题。
2．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引导学生探索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理解并掌握两步应用题的结构、分析思路及方法。
教学难点
分析应用题的思路及方法。
教具、学具准备：投影仪、投影片。（有条件的准备电脑软件一套）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口算
46＋12＝ 320＋80＝ 500×9= 6300÷7＝ 76－45＝
21×4＝ 700－40＝ 360÷3＝ 4800+700＝ 23÷19＝

2．准备题
水果店运来 45 筐苹果，15 筐梨。苹果比梨多多少筐？
要求学生分析题意，自己解答在练习本上。在汇报时说出分析思路和解

答过程。让学生说出这道题有两个已知条件，一个问题。要求苹果比梨多多
少筐，必须知道苹果多少筐，梨多少筐，然后用苹果的筐数减去梨的筐数，
题中告诉了苹果和梨的筐数，所以可以直接用一步计算把问题求出来。45－
15＝30（筐）答：苹果比梨多 30 筐。

（设计是例题数量关系有联系的一步应用题，既加强了一、两步应用题
之间的联系，让学生运用已有的分析能力和水平对一步应用题进行分析、解
答。从分析方法上和解题思路上，又为学习两步应用题做好了恰如其分的铺
垫。）

二、探究新知
1．导入。
如果我们把准备题中的一个已知条件改变一下，另一个条件不变，问题

也不变？这道题又怎样解答呢？
2．出示例4水果店运来 60 筐水果，里面有 45 筐苹果，其余是梨。苹果

比梨多多少筐？
引导学生读题，找出已知条件和问题，教师随着学生回答，在板书画出

线段图，帮助学生理解题意，分析数量。（有条件的可以设计好一套软件，
教师随着学生的回答逐步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线段图。）



3．小组讨论、研究例 4的分析思路及解答方法。
例 4该怎样解答呢？它与准备题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请同学们以

小组为单位讨论、研究，教师巡视指导。
教师在学生理解题意和数量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讨论、研究，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在已有的知识水平的基
础上，去发挥，去探索，去创造。让他们各抒己见，从每个人的思路中和想
法中，经过大家分析归纳，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发挥了学生的主体，
让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大胆地让学生去想象，
去创造。这是符合当前素质教育要求的。

教师在巡视指导时，要参与学生活动，和学生们一起进行讨论。引导学
生讨论归纳出如下解题思路。这道题也有两个已知条件，一个问题，但是它
不能象准备题那样用一步来解答。因为这道题要求苹果比梨多多少筐，必须
知道苹果和梨各多少筐？题中告诉了苹果有 45 筐，没有直接告诉梨有多少
筐，而告诉了苹果和梨一共 60 筐，所以我们必须先求出梨有多少筐，然后再
求苹果比梨多多少筐。

4．各小组分别汇报解题思路，教师引导学生取得共识后板书
（1）梨有多少筐？
60－45＝15（筐）
（2）苹果比梨多多少筐？
45－15＝30（筐）
答：苹果比梨多 30 筐。
5．及时反馈，进一步理解解答方法。
如果把“60 筐”改为“54 筐”这道题又该怎样解答呢？引导学生说出解

答思路。然后再问，把问题改为“苹果的筐数是梨的几倍”这道题又该怎样
解答呢？学生讨论解答。

6．教师提出问题，例 4与准备题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回答小结。
教师板书两步应用题

引导学生小组讨论归纳出例 4和准备题都有两个条件一个问题。准备题
用一步解答，而例 4用两步解答，因为准备题中给出的已知条件是求问题所
需要的两个条件，所以能用一步解答。例 4要求的问题所用的两个条件有一
个没有直接告诉，必须先求出来，然后再进行计算，所以用两步计算。

（这样设计，不仅使学生加深了对一、两步应用题的结构的理解，更主
要的是使学生找到了一、两步应用题在解答方法上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正确
地分析把握含有两个已知条件、一个问题的应用题用一步解答，还是用两步
解答。）

三、巩固发展（设计了 3组练习题，由学生自己选择做哪一组。）
1．按照解答思路填空。
（1）二年级有男生 23 人，女生 19 人。男生比女生多几人？
这道题有（    ）个已知条件，（    ）个问题。要求男生比女生多几

人，必须知道（    ）和（    ），根据题意，这可在题用（    ）步解答，



算式是（    ）
（2）二年级有学生 42 人，男生23 人，其余的是女生。男生比女生多几

人？这道题有（    ）个已知条件，（    ）个问题，根据题意这道题用（    ）
步解答。第一步先求（    ），列式是（    ），然后再求（    ），列式
是（    ）。

2．独立解答练习二十三 1、2题，要求先说出解题思路，再列式解答。
（1）学校买来 65 本新书，里边有故事书 40 本，剩下的是连环画。连环

画比故事书少多少本？
（2）停车场有 32 辆汽车。里边有大汽车 24 辆，其余的是小汽车。大汽

车的辆数是小汽车的几倍？
3．变换 1、2题里的一个已知条件、数量或问题，使它成为一道新的用

两步解答的应用题，并解答出来。
（以上三组习题还可以制成软件，由学生从计算机中任意调出进行练

习。）四、全课小结：启发学生回忆本节课学习了什么？
五、布置作业：练习二十三 3、4题
六、板书设计
例 4 水果店运来 60 筐水果。里面有 45 筐苹果，其余的是梨。苹果比梨

多多少筐？

（1）梨有多少筐？
60－45＝15（筐）
（2）苹果比梨多多少筐？
45-15＝30（筐）
答：苹果比梨多 30 筐。



长方形、正方形及平行四边形的认识
 

教学内容：教材 100 页～102 页 例 1、做一做和练习二十五第 1～4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知道四边形的特征。
2．通过观察、测量和动手操作，使学生进一步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

征，并初步认识平行四边形。
（二）能力训练点
1．通过直观演示、个体操作、集体交流、比较分析概括等，帮助学生建

立初步的空间观念，培养动手操作、实际测量及逻辑思维能力。
2．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学习过程，把操作、思维和语言的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提高学生手、脑、口结合的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创设学生操作与探究学习的最佳情境，激发学习兴趣；并在弄清图形之

间的区别及联系时，渗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教学重点：使学生知道什么样的图形叫做“四边形”，初步认识平行四

边形，掌握长方形、正方形的特征。
教学难点：帮助学生认识长方形、正方形和平行四边形的共性和各自的

特点，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形成正确的表象，发展空间观念。
教具、学具准备：投影仪、钉子板、直尺、三角板、七巧板。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复习：
1．填空（每生一张复习卡，观察、操作后逐题汇报。）

（）个长方形 （）个正方形 （）个三角形
2．用三角板比一比，下面图形中，哪些角是直角？

3．照图，在钉子板上做一个正方形和一个长方形。

教师小结：这些题目在一、二年级我们就学过了，同学们能正确地辨认
出长方形、正方形和三角形，并能用直角符号准确标出这三个图形的直角，



亲自动手在钉子板上做了一个长方形和一人正方形。
二、探究新知
1．设疑：图形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复习第二题的长方形和

正方形，它们各有几条边，几个角？每个角是什么角？它们的边和角的特点
都一样吗？这两种图形可不可以变成别的形状？这些就是我们这节课要研究
的内容。

2．教学例 1。概括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
（1）学生动手测量长方形和正方性形的边和角，讨论异同点。
教师根据例 1的要求贴图于黑板上。

问：长方形和正方形，它们的几条边和几个角各有什么特点？这两种图
形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请大家看复习第二题，用三角板比一比长方
形和正方形的角，量一量它们的边，看看你能发现写什么。

学生操作交流，共同归纳总结。
[学生操作时，教师要有目的地组织学生观察、测量、分析、比较，同时

要深入各层次的学生中去，发现他们操作、思维上的障碍，指导他们在亲自
操作过程中探求知识、寻找规律。]

（2）指导学生概括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
学生操作、讨论后，引导学生用三角板量图形，边操作边说出自己发现

了长方形、正方形的边和角有什么特点，指出这两种图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引导学生明确：这个长方形有四条边，用尺子量的长度分别是 25 厘米、

20 厘米、25 厘米和 20 厘米，说明长方形相对的两条边相等；它有四个角，
四个角都是直角。这个正方形也有四条边，四条边的长度都是 20 厘米，说明
正方形的四条边相等。

这两个图形的相同点：都有四条边、四个角，每个角都是直角。
教师引导学生得出“四边形”的概念：由四条边围成的图形就是“四边

形”，长方形和正方形都是四边形。
板书：相同点：
都是四边形
四个角都是直角
这两个图形的不同点：长方形相对的两条边相等，正方形的四条边都相

等。
板书：不同点：
长方形的对边是相等的
正方形的四条边都相等
（3）引导学生总结归纳：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异同点。
（4）做一做：100 页
用小棒在钉子板上围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
同桌同学用三角板比一比、量一量是否符合要求。
[用小棒围，目的是强调这些图形有四条边，用三角板比比、量量，意在

强化对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和求实品质的培养。通过直观、操作、验证、分



析原因，使学生的认识逐步加深，在直观——表象——抽象的思维过程中，
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概念。]

3．平行四边形的初步认识
（1）投影出示带有平行四边形的实物图形
教师：我们还经常看到这样一些图形，它们是正方形吗？是长方形吗？

（2）投影出示画在方格纸上的平行四边形
教师：我们把这些实物图的形状画在方格纸上。如图：

引导学生知道：它们有 4条边、4个角。
教师明确：这些图形也是由四条边围成的图形，我们把这样的四边形叫

做平行四边形。
教师说明：这些四边形相对的边之间的宽度总是保持一定的（用直尺演

示出对边间的距离不变），我们就说它的对边是平行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图
形叫做平行四边形。

引导学生观察、讨论：借助方格来看一看平行四边形有什么特点。
板书：相对的边相等
四个角不是直角
（3）（102 页的做一做第三题）让学生拿出制作长方形（平行四边形）

框的学具，用手拉它的一组相对的角。如图：

反复做几次，结合板书和学具操作，讨论：平行四边形与长方形有哪些
相同，有哪些不同？

引导学生：平行四边形和长方形都有四条边，都是相对的边相等。长方
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而捏住长方形相对的两个角的顶点一拉，它就不是长
方形了，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当平行四边形的角有一个变成直角时，四个角
就都变成了直角，这时平行四边形就又变成了长方形了。

[把做一做的第三题提前，用来巩固新知，通过游戏中图形的相互演变，
也就是特征形成以后，再回到具体化，以利于学生正确理解并加深对特征内
含的理解。]

（4）运用反馈：观察下列图形，判断哪些图形是平行四边形。

（5）101 页：做一做
让学生从七巧板中找出平行四边形来。
让学生说出自己见到过的平行四边形的物体。
4．比较黑板上的这三种图形，弄清四边形与这三种图形的关系，并由学

生总结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及异同点，复述平行四边形的特点。



[进一步帮助学生认识长方形、正方形和平行四边形的共性和各自的特
点，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使学生在头脑中对这些概念形成良好的认
知结构，发展空间观念。]

三、巩固发展
1．103 页练习二十五第 1题。在方格纸上画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
2．103 页练习二十五第 2题。下面哪些图形是平行四边形？把它涂上颜

色。订正时要追问学生为什么给这几个图形涂上颜色。
3．103 页练习二十五第 3题和第 4题。要求学生用几块七巧板拼成长方

形和平行四边形后，用铅笔沿着七巧板块画出大小图形。
4．观察下面的两组图形，看看有几个正方形，有几个长方形，有几个平

行四边形。

四、全课小结：结合板书说说四边形有什么特征。
五、布置作业：（无）
六、板书设计



正方形周长的计算
  

教学内容：教材第 105—106 页例 3至例 5，完成第 106 页的“做一做”
和练习二十六的第 1—4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知道周长的含义。
2．正确计算正方形的周长。
（二）能力训练点
1．使学生在头脑中能够建立起周长的概念，并会计算正方形的周长。
2．实际动手量一量、自己算一算，通过讨论解决正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

和算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心理品质，从而使学生达到主动发展的目的。
教学重点：使学生掌握求正方形周长的简便方法。
教学难点：理解简例方法的算理。
教具、学具准备：投影仪、活动投影片、钉子板、尺子。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口算下面各题。

520＋70 430×2 1600÷8
430-60 880÷4 3100×3
380+40 500×6 4200÷7
800-50 400÷5 2000×4

2．复习
第一题：（1）6×4 表示什么？（A．表示 6 的 4 倍是多少；B．表示 4

个 6相加，用另一种算式表示是 6＋6＋6＋6。）
（2）乘法和加法之间有一种什么关系？

第二题：正方形有什么特征？（四个角都是直角，四条边都相等。）
[学生由于年龄小，学习兴趣对于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数量与质量至关重

要，对于学习效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教师要抓住新旧知识的衔接
点。精心设计，创设好的问题情境，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二、探究新知
1．学习例 3、例 4，建立周长的概念
投影出示例 3、例 4这两幅图。

问题：围成像图中这样的三角形和正方形，分别要用多少厘米长的线，
该怎么求？

（1）学生按要求自己解决。
要求：请同学们在各自的钉子板上用线围成图中那样的三角形和正方

形，用尺子量出它们每条边的长度，然后算一算围成这两个图形分别用多长



的线。
提示：以厘米为单位，如果每条边的长不是整厘米数，看和哪个整厘米

数接近，就算大约是多少厘米。
学生动手测量、计算之后，要求学生按操作的过程组织语言，用“先、

再、最后”等表示次序的词汇报测量结果。
教师深入学困生中，帮助他们准确测量。
（2）学生汇报对两个图形的测量结果。
引导学生明确：这个三角形每条边的长度分别是 3厘米、4厘米、5厘米

三条边一共长 12 厘米，围成这个三角形用 12 厘米长的线。
正方形每条边的长度都是 2厘米，四条边一共长 8厘米，围成这个正方

形一共用 8厘米长的线。
（3）说明：围成一个图形的所有边长的总和叫做这个图形的周长。
板书课题：正方形的周长
2．学习例 5。
教师演示，口述题目要求。用铁丝围成一个正方形，使每边长 2厘米。

它的周长是多少厘米？

（1）教师在黑板上画出此图：
（2）让学生自己计算；说说自己是怎样算的。将两种算法板书在黑板上。
第一种： 第二种：
2＋2＋2＋2＝8（厘米） 2×4=8（厘米）
教师通过学生口述第二种算法时，板书：边长×4
（3）重点讲解“边长×4”的道理。
教师利用投影把计算公式与几何图形有机地联系起来。作法是投影出示

正方形的图形，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各边长，然后把四个边长在一条线上拉直
合并起来，就得到正方形的周长。

启发学生明白算理：依据正方形的特点，想一想为什么用边长×4？因为
正方形的四个边长相等，有四个同样大小的边长，所以，用公式表示，就是
“边长×4”。

（4）比较两种算法，说说哪一种最简便？
引导学生明确：因为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知道，乘法是加法的简便运

算，数字小时用加法算还容易些，数字大了，用加法计算就非常麻烦，所以，
用“边长×4”这种方法计算比较简便。

[不像以往那样把正方形周长的求法以公式形式出现，而是把正方形周长
的计算公式与图形的合并过程结合起来，让学生自己去理解、体会，使学生
对计算公式和空间观念能够有更清晰更准确的理解，使所学的知识掌握得更
好。]

（5）用这种简便算法，求一个正方形的周长。投影出示：



（6）投影出示 106 页做一做的第 1题：
一个正方形的边长是 7厘米，它的周长是多少厘米？
学生在练习本上做，一名学生板演，教师巡视，集体校对，纠正错例。
小结：正方形的周长怎样求最简便？为什么？之后，让学生看书 106 页

的内容，并填空。
（7）做一做：106 页“做一做”第 2题。
问：想一想，三角形的周长是什么，需要知道什么才能算出来。
引导学生明确：要求三角形的周长，必须先知道它的三条边的长度。
学生动手测量，之后算出这个三角形的周长。集体订正。
三、巩固发展
1．量一量同桌同学为你准备的七巧板块，算出其中一个正方形和一个三

角形板块的周长。以整厘米为准。
2．用两个同样大小的长方形拼成一个正方形，（学生间拼成的大小不一）

交给同桌，讨论：怎样测量，就可以算出这个拼成的正方形的周长，说说为
什么。

3．学校操场前面要建一个正方形的升旗台，边长是 20 分米，它的周长
是多少分米？

四、全课小结：学习这节课有什么收获，最有意义的是什么？
五、布置作业：练习二十六
1．一块正方形的手帕，边长是 25 厘米。它的周长是多少厘米？
2．一个正方性的桌面，边长是 80 厘米。它的周长是多少厘米？
3．一个正方形花圃，周长是 60 厘米，边长多少米？
六、板书设计

  
正方形的周长

  
边长×4

 
例 5：2×4＝8（厘米）
答：它的周长是 8厘米。



几分之一
 

教学内容：教材 112～113 页：例 1、例 2、例 3、例 4、例 5和做一做，
练习二十七：1、2、3、4、5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初步认识几分之一。
2．知道分数各部分名称，理解他们的含义。
（二）能力训练点
1．会正确读写比较简单的分数。
2．借助直观演示、操作、观察、分析、概括等方法，使学生建立分数的

初步观念。
（三）德育渗透点
通过小组讨论，分析、操作，培养学生自己学习探索的意识和创新精神。
教学重点
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几分之一”的表象，从而达到初步认识和理解分

数的意义。
教学难点
使学生的头脑中形成“几分之一”的表象。
教具、学具准备
教具：电脑一台、投影仪、长方形纸三张、圆形饼模型一张、线段图一

张、学具：长方形纸四张、直尺一个、彩笔一支、一条彩带。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回忆旧知（口头列式解答，投影片打出。）
（1）把 12 个苹果平均分给 4个小朋友，每人分几个？
（2）把 6米长的绳子平均分成 2段，每段有多长？
（3）把 3支铅笔平均分给 3个同学每个同学得多少支？
教师明确：通过仔细观察这几道题中都有“平均分”，就是使每一份都

是一样多。通过刚才的分，我们可以看出，平均分后，每份都能得到一个整
数，可以用一个整数来表示。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每一次平均分后
都得到一个整数，这儿有一个饼，我想把它分给两个同学，那么怎么分才使
两个同学觉得公平呢？每份得多少？只有分得同样多，才能使每个同学平均
分。

“平均分”是初步认识分数的基础，是产生一个分数的前提，所以在教
学开始，通过旧知，紧紧抓住“平均分”这一关键问题展开教学，既突出了
“平均分”的概念，又能自然地从整数引出分数。

二、探究新知
1．导入新授：
这半个饼可以用一个整数来表示吗？那么该用什么数来表示呢？这就是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新知识。



2 1

1

．教学例 ：认识 。

（ ）认识一个饼的 。

1
2
1
2

①电脑显示（或投影出示）例 1，饼图（动态画面）或实物饼的模型，
让学生观察：师演示，把一个饼平均分成两块，把分后的两块重合起来。让
学生看到它们的大小完全一样。

②教师说明：把一个饼平均分成两份，其中一份是多少？用分数表示就

是这块饼的二分之一，板书 ，写的时候先写“—”，再写“ ”，最1
2

2

后写“1”。

③学生看图独立想 表示的意义。小组讨论交流。学生发表意见后，再1
2

问“—”、“2”、“1”各表示什么？

引导学生明确 表示把一个饼平均分成两份，取其中的一份。“—”表1
2

示平均分，叫做分数线，“2”表示平均分的份数，“1”表示取的份数。
师强调：写的时候，注意这条线要写得平直，横线上、下的数要对齐。

（ ）指导读写 ，教师在 后面板书，读作二分之一。2
1
2

1
2

把二分之一的教学做为教学重点，既要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体现

学生的主体作用，首先通过电脑演示（或实物观察）使学生初步感知 的意1
2

义，然后通过学生看图观察，动脑筋想，小组讨论，总结归纳等手段，让每

一个学生都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新知的过程中，从而突出对 的含义的真1
2

正理解。
（3）反馈练习。

①引导学生拿出一张长方形纸，试折出它的 ，涂上颜色，并在涂1
2

色的一半上写 。（学生先自己做，然后小组讨论判断对错。）1
2

师电脑显示（或投影出示）三种折法，问：折法不同，折出的形状也不

同，为什么每一份都是这张纸的 ？1
2

②判断图中的阴影部分能否用 表示，为什么？1
2

3．教学例 2，认识 。

（1）师电脑显示 ，再显示 （分开、重合再对成图），再显示

，通过看这几幅图，你知道了什么？（先自己想，然后小组讨论，看谁

说得正确，知道得多？）

（2）让学生拿出一张长方形纸，折出它的 ，并给它涂上颜色，涂完

后小组讨论判断正错。



教师反馈并展示有代表性的错误折法，让学生说明原因，从反面巩固

的意义。并准确说出，把一个圆平均分成了三份，阴影部分表示这个圆的三
分之一。

教师反馈，板书 ，读作三分之一，并再让学生说明 的意义。

（3）拿出准备好的彩带，学生讨论：“怎样才能剪下它的 ”小组判

断，组长汇报，教师全面掌握反馈情况。
4．教学例 3、例 4。
（1）引导学生每人拿出两张长方形的纸，按例 3、例 4的要求做，做完

后填空。
（2）同桌讨论，教师各组巡回检查，了解学生自学情况。
（3）集体反馈：四分之一、五分之一怎样？
教师贴图：

（4）判断（做一做 2题）（投影打出）

下面哪个图的涂色部分是 ，在（）里划√1
4

5．教学 。1
10

（1）同桌齐动手，拿出一张长方形纸、直尺和彩笔，在长方形纸上画出
1分米长的一条线段，把它平均分成 10 份，标出每份是它的几分之几？怎么
写？（找 3组同学画在玻璃板上）

（2）小组讨论，看图，互相说明对错的理由。师巡回检查。
（ 3） 群 体 讨 论 。 投 影 展 示 学 生 的 答 案 ， 师 贴 出 放 大 图 。

（ ）数一数，这条线段上有几个4
1

10

教师明确：把一条一分米长的线段，平均分成十份，每份都是它的 ，1
10

它有 个这样的 。10
1

10
6．学生看书，112～113 页，你认为重点的地方用笔画上线，不懂的地



方提出来，同桌议一议。
7．师生看板书，反馈，这节课你学到了哪些知识？
引导学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能汇报出：什么是分数。
板书课题：分数的初步认识
8．分数各部分名称

9．观察今天学习分数的特点。
10．板书几分之一。
三、巩固发展
1．115 页联系二十七第 1题（投影打出，同桌互说反馈。）
2．115 页联系二十七第 2题（投影打出，小组讨论，并说明理由。）
3．填空：把一张正方形的纸，平均分成四份，每份是它的（）分之一，

写作
（ ）
（ ）

；把一条 米长的彩带平均分成 份，每份是它的
（ ）
（ ）

。1 15

4．判断：

（ ）把一块蛋糕切成 块，每块是它的 （）2 7
1
7

（ ）把一根绳子平均分成 段，每段是它的 （）3 3
1
3

5．一米长的绳子平均分成 10 份，每份是它的—，每份长（）米。

6．引导学生读 、 、 、 、 ，写出这些分数。1
2

1
3

1
4

1
5

1
10

[练习以基础知识为主，面向全体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新问题，以基
础知识的扩展为辅，面向部分优等生，注意体现层次性，针对性，因材施教，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四、全课小节：引导学生说一说本节课学习了什么？
五、布置作业：115 页练习二十七：3、4、5。
六、板书设计

  
分数的初步认识

 





几分之几
 

教学内容：教材 112～113 页：例 7、例 8、例 9和做一做，练习二十八
1－5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初步认识几分之几。
2．能读写比较简单的分数，并理解它们的含义。
（二）能力训练点
1．会正确读写比较简单的分数。
2．借助直观演示、实物、图形、观察、操作等方法，使学生对分数的含

义有比较完整的认识，进而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3．通过自己动手动脑操作，小组讨论，分析、比较、概括，培养学生自

己学习的主人翁意识和探索创新精神。
（三）德育渗透点
引导学生探索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深化知识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重点
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几分之几”的表象，对分数的含义有比较完整的

认识。
教学难点
使学生对分数的含义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仪、投影片、板书重点句纸条一纸，两张圆形纸，三张长方形纸，

练习卡片 150 张。两张圆形纸，五张长方形纸，直尺、彩笔、剪刀。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回忆旧知，为学习新知识做好铺垫。
（1）用分数表示图中涂色部分（投影）

提问： 这个分数中，“ ”表示什么？“ ”表示什么？ 表1
8

1
8

8 1

示什么？ 表示什么？1
12

2．填空：（投影）

第一份是它的（），第七份是它的（），每一份都是它的（），共有（）

个 。1
9
3．出示图：（投影）



新知识是旧知识的扩展和延伸，抓住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设计好复习
内容，为学习新知做好孕伏，有利于学生学习新知。

二、探究新知
1．导入新授：
这个图的阴影部分，用分数表示该是多少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新知识。板书课题：几分之几。

2．教学例 7，认识 。

（1）每人拿出一张圆形纸，把它平均分成 4份，问：“一份是这个圆的

多少？”（ ）。

学生用彩笔涂出这个圆的 ，同桌判断对错。

教师：反馈，并拿出涂了 色的圆贴在黑板上。

（2）请同学们把这各圆的三份涂上颜色。（小组判断，组长汇报，看都
涂对了没有。）

教师出示涂了 色的圆，提问：所涂阴影部分占这个圆的几份？是几个

？也就是这个圆的几分之几？引导学生感知，人人参与，突破重点，初步

感知新知。

阴影部分占这个圆的 3份，是 3个 ，也就是这个圆的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该怎么写呢？小组讨论，并说明这样写的理由。

板书 。因为还是把一个圆平均分成了 4份，所以分母用 4表示；因为

以前表示有这样的一份，分子写成 1，现在有这样的三份，所以分子写成 3。

指导读 ，并在 后面板书：读作：四分之三。抓准新旧知识的生长点，

运用迁移规律和学生的思维特点，引导学生自己动手操作、观察比较，动脑

思考，在初步感知 的基础上，小组讨论分析，使学生在宽松和谐的环境中，

了解 的含义，既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又培养了学生分析概括能力。

（3）练习巩固，加深对 的认识。

①每人拿出一张长方形的纸，折出它的 ，涂上颜色，并标出 。

②判断图中的阴影部分能否用 表示，为什么？

3．学生自学例 8。
（1）每人拿出一张长方形的纸，把它平均分成 5份，边涂色边思考：1

份是它的几分之几？这样的 2份是它的几份之几？这样的 4份又是它的几份
之几？（学生先个人涂色，写分数，然后同桌判断。）

把一个圆平均分成 份， 份是它的 ，这样的 份是它的 ，这样5 1 2
1
5

2
5

的 份是它的 。4
4
5

（2）看书 117 页例 8有关内容，把空填上，小组判断，师边反馈，边贴



图，板书：

4．教学例 9。
（1）看书 117 页例 9有关内容，并把空填上（独立完成）
（2）小组汇报，通过学习例 9，你知道了什么？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这段线段平均分成了 份，一份是它的 ， 份是6 5
1
6

5个 ，就是它的六分之五，写作 。问： 里面有几个 ？1
6

5
6

5
6

1
6

[由例 7迁移到例 8、例 9自然有序，并把例 8、例 9放手给学生，让学
生动手动脑，积极主动地学习理解新知，既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又培养
了学生主动参与，自主学习的能力。]

5．练习巩固。
选出合适的分数来表示各图中的涂色部分。

6．总结归纳，得出结论。
（1）教学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的 、 、 、 这样的数，也都叫分数。那么今天学3
4

2
5

4
5

5
6

的分数与前二节学的分数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引导学生明确相同点：都
是把一个物体平均分成几份；不同点：前二节我们学的是分子是 1的分数，

今天我们的是分子是几。对，像 、 、 、 这样的表示几分之一1
2

1
3

1
4

1
6

的数与我们今天学的 、 、 、 这样的表示几分之几的数都叫分数。3
4

2
5

4
5

5
6

（2）那么哪些数可以用分数表示？谁能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呢？



引导学生初步概括为把一个物体平均分成几份，这样的一份或几份的数
都可以用分数有示。

启发学生理解把 1个整体平均分成若干份，这份的 1份或几份都可以用
分数表示。

7．质疑问题。看书第 117～118 页。
三、巩固发展
1．全班同学拿出第 1张纸条（即练习二十八第 1题）独立完成，同桌互

换，反馈，了解每一个同学的学习效果。
2．抢答题：练习二十八第 2题，并说一说每个分数表示的意思。（看哪

组答得快而正确，其他同学判断，打手势。）
3．练习二十八第 3题（分组练习）
4．全班同学拿出第 2张纸条，先自己做，再小组讨论。
第 2张（1）读出下面各分数。

2
3

5
8

13
15

（2）写出下面各分数。
七分之二 十分之五 十二分之七
5．判断：

（ ） 个 是 。（）1 4
1
9

4
9

（ ）分母是 ，分子是 ，这个分数是 。（）2 8 7
7
8

（ ）把一个长方形分成 份，表示其中 份的数是 。（）3 7 3
3
7

（ ） 中包含着 个 。（）4 11
11
12

1
12

（ ）一块蛋糕平均切成 块，小红吃了 块，小红吃了这块蛋糕的 。5 8 3
3
8

（）
[练习巩固主要在课内进行，密度大，形式活，练习面广，体现层次性和

针对性。有达标训练的基础题，有训练能力的抢答题，使每个学生各得其所，
都能品尝到成功的快乐。]

四、全课小结：引导学生总结学习了几分之几。
五、布置作业
1．用分数表示下面各图的涂色部分。

2．填空。
5
6

1
6

3
7

是（）个 ， 是 个（）3



3．幼儿园把一些糖平均分成 7份，其中的3份分给大班，大班占这些糖
的几分之几？

4．每个图里涂色部分占几分之几？

5．在（）里填上适当的分数。

六、板书设计
  

几分之几
  



简单的分数加法
 

教学内容：教材 112 页 例 1、例 2 和做一做。练习二十九：1、2、3、
4、5题。

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使学生通过观察，初步理解简单的（分母不超过 10）同分母分数加

法的算理。
2．使学生初步知道一个分数的分子、分母相同时，这个分数就是“1”，

从而加深对分数的认识。
（二）能力训练点
1．能正确计算简单的同分母分数加法。
2．培养学生抽象概括与观察类推的能力。
教学重点
1．理解同分母分数加法的算理。
2．会计算简单的同分母分数加法。
教学难点：理解同分母分数加法的算理。
教具、学具准备
电脑一台，长方形纸条平均分成 5份，投影片，小黑板，口算卡片。长

方形纸一张， 圆形纸一张， 圆形纸一张，剪刀。1
6

5
6

教学步骤
一、铺垫孕伏
1．复习旧知：
（1）用分数表示图中涂色部分（投影）

问： 是几个 ？ 是几个 ？ 是几个 ？2
4

1
4

4
8

1
8

5
7

1
7

（2）填空（投影）
4
9 9

1
5

1是 个
（ ）

是（） 是（）个
（ ）

是（）个
（ ）
（ ）

。4  
4
5

 
9

10
 

3
7

（3）口算并说明计算理由（卡片）
30＋280 56＋6 130＋20 2/5+1/5
二、探究新知
1．导入新授。
这样的分数加法应该怎样算呢？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简单的分数加法。

师板书：简单的分数加法。
2．教学例 1。
（1）出示例 1，指导读题

一张长方形纸，做纸花用去 ，做小旗用去 ，一共用去这张纸的几分2
5

1
5

之



几？
（2）分析数量关系，列出算式。

引导学生在理解题意基础上明确：这道题的已知条件是做纸花用去 ，2
5

做小旗用去 ；所求问题是：一共用去这张纸的分之几。列式为 。1
5

2
5

+
1
5

在学生分析数量关系时，教师出示长方形纸，并标出已知条件与所求问

题，然后让学生在图中指一指一共用去的几分之几？为什么列式为 。2
5

+
1
5

教师板书：

启发学生应该怎样想？
（3）动手操作，小组讨论，教师参与，引导学生得出算理。

①拿出准备好的长方形纸条（已平均分成 份）先剪下做纸花用的 ，5
2
5

想 是 个 ，并把它分成 个 。2
5

1
5

1
5

2 2

②再把做小旗用去的 剪下来，想 是 个 ？1
5

1
5

1
5

1

③把两次剪下的部分都合在一起，看一看。
2
5

1
5

1
5

1
5

1
5

1
5

1
5

3
5

是 个 ， 是 个 ， 个 加上 个 是 个 ，就是 。2 1 2 1 3

因此 2
5

1
5

3
5

+ =

板书： ＋ ，齐读算式。2
5

1
5

=
3
5

[依据学生的思维特点，借助直观图形，充分让学生动作操作，小组讨论
获取新知，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人人动手、动脑，通过观察、比较、讨论使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教育环境中很快明白了 的算理，同时也培养了学2
5

+
1
5

=
3
5

生的抽象概括能力，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4）练习反馈，巩固新知。
①投影打出：112 页做一做第 1题。
②在练习本上做 124 页练习二十九第 1小题（小组反馈，汇报看哪组全

做了）
③抢答题（写在卡片上）说明思考过程。

3
5

2
5

3
7

1
7

2
10

1
10

+ = + = + =

3．教学例 2。
（1）电脑显示例 2图形图，推想算理。
问：怎样列式？

学生说，教师板书 1
6

5
6

+

引导学生想： 得多少？你是怎么想的？1
6

5
6

+



（ ）学生动手演示，出示 ＝ 。2 1
6
6

教师明确：请同学们拿出同样大的表示 的圆和表示 的圆，自己1
6

5
6

沿中心把两个圆串在铁丝上，旋转，使他们不重合，看有什么现象出现？（同
学们先自己动手表演，把结果汇报给同组同学。）照同学精通前边表演，最

后，得出 个圆和 个圆正好拼成一个整圆，可用几表示？（ ）1
6

5
6

1

学生边说，教师边贴图。

（ ）再让学生说 的思考过程。3 +
5
6

=
6
6

= 1
1
6

[教学例 2，全部放手给学生，让学生在好奇中自己动手发现新知，并运

用知识的迁移得出 1
6

+
5
6

=
6
6

= 1]

4．反馈练习。

“ ”用分数怎样表示？（可表示为 、 、 、 ⋯⋯）强调可以1
2
2

3
3

4
4

12
12

根据我们的需要写成分子、分母相同的任意分数。
5．及时巩固新知。

（ ）幻灯出示口答：1
1
4

3
4

1
2

1
2

+ +

（ ）卡片出示，计算并说思考过程。2
1
3

2
3

+

三、巩固发展
1．填空。（投影）

（ ） 个 加上 个 ，是 个 ；就是
（ ）

1 2 3 5
1
6

1
6

1
6 6

（ ） 个 加上 个 ，是（）个 ，就是
（ ）
（ ）

。2 3 4
1
8

1
8

1
8

（ ） 个 加上 个 是（）个 ，就是（）。3 2 7
1
9

1
9

1
9

2．判断正误，把不正确的改正过来。

（ ） （）⋯⋯⋯⋯⋯⋯⋯1 +
2
5

=
3

10
1
5

（ ） （ ）⋯⋯⋯⋯⋯⋯⋯2 +
3
7

=
5
7

   
2
7

（ ） （ ）⋯⋯⋯⋯⋯⋯⋯3 +
2
10

= 3   
1

10
3．计算。

1
5

3
5

4
6

1
6

2
10

1
10

3
10

7
10

5
7

2
7

3
6

2
6

+ + + + + +

4．一块皮子，做皮包用去这块皮子的 ，做皮鞋用去这块皮子的 ，2
9

1
9

一共用去这块皮子的几分之几？（列式计算，并说明理由。）



四、全课小结：这节课你都学会了什么？
五、布置作业：124 页练习二十九第 2、3、4、5题。
六、板书设计

  
简单的分数加法

 

2
5

+
1
5

=
3
5

 2 1 3想： 个 加 个 是 个 就是 。1
5

1
5

1
5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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