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数学教案(模板8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学数学教案篇一

生1：物体沿着直线方向运动，我们把这样的运动方式称为平
移。

生2：物体绕着一个固定的点(或轴)转动，我们把这样的运动
方式称为旋转。

2．平移和旋转的特征。

(1)提问：观察情境图，请根据图1变换成图2的过程说说平移
有怎样的特征。(小组讨论)

生：平移不改变原图形的形状、大小和方向，只改变原图形
的位置。

(2)提问：观察情境图，请根据图1变换成图3的过程说说旋转
有怎样的特征。(小组讨论)

生：图a旋转后，图形的形状和大小没有改变，只是图形的方
向改变了。

3．说一说生活中的平移和旋转现象。

小学数学教案篇二

介绍几种剪环形简便，快捷的方法。



2，进一步加强学生环形特征的认识，深化概念。

设计意图：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积极性，让学生来提问，并
让学生回答所问的问题。

提问：环形中的大圆和小圆是什么关系？

学生：动脑思考后回答自己想了解环形的其他有关知识。

学生利用所学知识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回答：大圆面积－小圆面积

讲述：（1）这种方法行吗？能求出环形面积吗？

（2）现在就利用这种方法，算一算你们刚才自己剪出的环形
的面积。

（3）想一想，你们都需要知道什么条件？

师：我也剪了一个圆环，你们愿意帮助我计算出这个圆环的
面积吗？

出示例题，规范解题过程。

图：

提问：你们有多少人用的是这种方法？还有其他方法吗？谁
愿意把你的好方法介绍给大家。

方法2：

提问：谁知道他是根据什么做的？

教师：看来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求出环形的面积，你愿意选择



哪种方法？与同伴相互交流。

3，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际练习。

设计意图：利用生活中的一些物体，进行实际测量计算，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小学数学教案篇三

1．知道几个相同的数相加除了可以用加法，还可以用乘法计
算，而且列乘法算式比较简单，初步理解乘法的意义。

2．能正确写、读乘法算式，知道算式各部分的名称，会通过
加法算出乘法的积。

3．逐步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观察、比较、分析、概括
的能力和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良好习惯。

小学数学教案篇四

理解万以内数的意义、比较两个一位小数和两个同分母分数
的大小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本节复习课在教学
设计上主要关注了以下两个方面：

1．设计有针对性的练习，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在教学时，结合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帮助学生回顾万以内
数的意义，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更好地理解万以内数
的意义，并掌握比较两个一位小数大小的方法。

2．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获得对分数的直观感受。

通过画一画、填一填等活动，给学生创设亲身体验的空间，
使学生获得对分数的感性认识，同时进行两个同分母分数大



小比较的相关训练，激发学生学习分数的兴趣和自信心。

小学数学教案篇五

1、知识目标：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感知比较的方法，
初步了解比较的思维方法。

2、能力目标：学生通过观察思考，讨论交流，初步感知直接
比较的方法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关心父母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在掌握了“”多“少”“最多”“最少”基础上，
进一步探索比较方法。

教学难点：掌握比较的方法，会用多种方法比较。

教具准备：实物投影课件

小学数学教案篇六

课件出示教材97页“回顾与交流”情境图。

观察上面的图形，并解答下面的问题。

(1)图a是轴对称图形吗？

(2)图1中图a经过怎样的运动可以得到图2?

(3)图1中图a经过怎样的运动可以得到图3？要得到图4呢？试
一试。

学生根据课件提出的问题，小组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后进行
汇报。



小学数学教案篇七

(1)实际用电量是计划的。

(计划用电量是单位“1”，实际用电量相当于计划用电量的)

(2)第二次比第一次多用。

(第一次用量是单位“1”，第二次用量比第一次多的部分是
第一次的)

(3)一本书看了。(一本书的总页数为单位“1”，已经看的页
数相当于这本书的。)

(4)一桶油，用了一部分后还剩下这桶油的。(一桶油为单
位“1”，用去后剩下的油的。)

(5)一根木料，截去一段后又截去余下的。(一根木料第一次
截去后余下部分为单位“1”，第二次又截去的木料相当于余
下部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