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元角换算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
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元角换算教案篇一

关于长度单位，在上学期我们已经认识了米和厘米，同时知
道了1米=100厘米，本学期我们进一步认识了长度单位的另外
两个成员分米和毫米。这一课主要是结合实际物体的测量进
行长度单位的换算。由于有了第一课时的基础，这一知识点
对学生来说并不算难，但如何表述换算的过程对一些小朋友
来说并非轻而易举。基于这些预设，我在进行的设计时，做
到了以下几点：

一、以疑引题，设置悬念。

在课的导入部分，我没有开门见山的引出例题，而是利用多
媒体演示小兔和小猫在比赛跳远，分别留下一条线段。小兔
说：“我跳了9分米”，小猫说：“我跳了80厘米”。两个小
动物争论不休，都认为自己跳得比较远。

师：小兔和小猫谁跳得远呢？（学生自由说）

师：到底谁跳得远，小朋友们谁说得正确呢？学了今天
的“简单的单位换算”，你们就能找到答案了！

一个悬念吸引着孩子们急于知道到底谁跳得远，而判断的关
键就是要知道分米和毫米的换算规则，有了这一铺垫，引出
今天的教学就显得很重要了。

二、注重过程，训练有素。



由于上一节课的铺垫，对于6厘米=60毫米，绝大多数小朋友
都能说出来，但问为什么，有些小朋友就说出了。基于此，
我没有急于要答案，而是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让觉得“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小朋友知道自己想法的根据，增强自信。
讨论过后，知道的'小朋友明显增多，说的过程也比较完整。

三、动手操作有效，精彩生成。

“想想做做第5题”有两条线段，先让小朋友去估一估，然后
去测量自己估的对不对。在巡视环节，我看到霈妍在拿手掌
比划，于是，我过去问她怎么估的。她说：“刚才老师让我
们量了自己手掌的宽，我的手掌大约宽6厘米，我看还多出多
少，我估计了一下第一条线段大约是10厘米。”我听了很惊
喜，这就是知识的迁移，有了这一根据，估计的也就比较接
近事实了。

当然，课后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以下几点存在不足：

一、题目要求没有充分强调。

在做“想想做做第1题”时，题目要求是这样的“先分别量出
下面图形中每条边的长是多少厘米，再说说用毫米做单位是
多少厘米”。解决这题时，我给了学生充分的时间去测量，
去记录，但在学生动笔做之前，我忽略了让学生去认真研读
题目要求，要先量出每天边是多少厘米，没有了这一要求，
有些小朋友在写的时候就有可能去记录多少毫米。

二、忽略了学生学习知识的遗忘规律。

在“想想做做第2题”图中是说一个手掌宽8厘米，要求换算
成多少毫米，为了使孩子们印象深刻，我增了一个环节
是“量一量自己的手掌宽”。因为在上学期的实践活动课上，
有一个让小朋友自己量手掌宽的环节，所以在今天这节课时
我就没有教什么叫手掌的宽，结果有些小朋友就出现了一些



令人啼笑皆非的量法。这一点提醒我以后要多了解学生的实
际情况，及时的给予指导，达到课堂的进一步高效。

元角换算教案篇二

有关人民币的简单计算姓名：班级：

一、算一算。

(1)6角+2角=()角

(2)13角-9角=()角

(3)1元4角+6角=()角=()元

(4)2元2角-2角=()元

(5)1元3角+7角=()角=()元

二、我来当售货员。

要买的东西付出的`钱问题2.00元5元应找（）元列式：25.00
元20元还差（）元列式：

三.买早餐。

一个面包2元一盒牛奶4元

(1)明明买一个面包和一盒牛奶作早餐，他的早餐一共用了()
元;明明付给售货员10元，应找回()元。

(2)冬冬买了一个面包，付给售货员5元，应找回()元。

(3)小红买了一盒牛奶，付给售货员10元，应找回()元。



(4)你还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并进行解答。

元角换算教案篇三

总的来说今天这节课的内容不是很难，在学生已经知道“1分
米=10厘米，1厘米=10毫米”的基础上来进行简单的长度单位
的换算，课本通过两个例题分别演示了如何从低级单位转化
为高级单位，从高级单位转化成低级单位。而本课最主要强
调的还是学生在转化时的想法，基于本节课我有以下几点思
考：

一、数学课可以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现在的学生学习很被动，只是作表面文章。一道题目他会知
道怎么解答，但真正让他们说说每一道题是怎样想的，为什
么呢？他又说不清，或又辞不达意；又或者有同学能有条理
地说清楚了，但大部分学生不能谦虚地倾听，而是觉得只要
知道结果就行了。我觉得孩子从小就应该养成完整简洁的语
言描述能力，这样既搞清楚做题的思路，又能够加强他们与
人交往的能力，一举两得。所以像今天这节课，我先作个简
单的引导帮助学生说，然后由他们自己有条理地进行表述。
比如：在教学“6厘米以毫米作单位是多少毫米？”这样一道
题目，我先让学生说说答案，然后说说自己的想法，我这时
适时给出一个想法的概框“因为1厘米=10毫米，6厘米就
是___个___毫米，就是___毫米。”让学生自己练说。

二、数学要联系生活实际

元角换算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学生在观察人民币以及取币等现实情境活动中认识一元以
内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知道人民币的单位元角分，知道元与角、



角与分之间的进率。

合作的态度，以及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和难点：元、角、分之间的进率。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师：小朋友，过年的时候你们都会收到长辈们的红包啊？红
包里面装的是什么呀？（钱）钱的作用可大了。老师啊，今
天也准备了两个红包，里面也装了一些钱，老师啊打算把这
两个红包奖给表现最棒的小朋友，你们想不想得到它？那就
好好表现哦！

小朋友，每个国家的钱都有不同的名称，你知道我们国家的
钱叫什么？（人民币）（硬币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师：小朋友真聪明。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部分人民
币，认识人民币上的数学知识。

二、认识单位“元、角、分”

1.1元

（课件1元纸币）师：这张人民币你们认识吗？，是多少钱？
你是怎么看出来是1元的？

小朋友看，1下面有两个汉字（壹圆），壹是大写的数字一，
圆是人民币的单位。咱们现在一般写作这个元（板书：元）。

（课件旧版1元）这是1元吗？你这么知道的？像这种是旧版
的1元人民币，咱们现在已经很少用了。



2.1角

师：小朋友再看，下面这张是1元吗？

啊？1角呀！这儿不是明明有数字“1”吗？为什么不是1元？

哦，1后边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字（角），你们看得真仔细！角
也是人民币的单位（板书：角）。

（课件出示）1元和1角，尽管都有1，但是单位不同，差得可
就远啦！3.1分师：小朋友再来看，这是一枚硬币，硬币都是
用金属做成的。

1谁来当小老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绍？这枚硬币啊，是多少钱？
1分分也是人民币的单位，不过现在很少用了（板书：分）。

元、角、分就是人民币不同的单位名称。

4.认其他人民币

（这张紫色的是5角，黄色的硬币是5角，还有硬币是1角，2
分，5分）5.同桌互认

师：小朋友，现在你们会快速的认出人民币了吗？同桌的小
朋友合作，一人拿人民币，另外一位小朋友说说是面值多少
的人民币，开始。

6.分类

我们能把刚才认识的人民币分分类吗？

重点按单位分。

7.想想做做1



三、学习进率

1．教学1元=10角，1角=10分

师：好，小朋友请坐好。刚才啊，这两个小朋友最先坐正而
且做得很直，好，请你们上来。老师要把我准备的红包送给
他们，（呵呵，羡慕吧）（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只要
你努力，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你呢）想不想知道红包里
有多少钱啊？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是吧？（老师揭开两个红
包，得出1元和10角）师：这是多少？（1元），再看看,有没
有了？（呵呵，很多小朋友忍不住笑了，确实，比起长辈们
给你们的百元大钞，确实挺少的，不过却是他们努力获得的，
所以老师觉得这一元钱很珍贵。）

元角换算教案篇五

安图县永庆乡中心学校王海燕

本节课是认识人民币这部分的第二课时，教材在认识了人民
币的单位：元、角、分以及人民币间的换算的基础上，会进
行一些人民币的简单计算；了解商品价格的表示形式；培养
学生乐于助人的精神。

我在进行本节课的教学时，以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教学资源，
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出发，通过创设情境，帮聪聪、明
明换钱购物活动，把整节课编成了一个故事，把知识穿成了
串，溶于故事中，从而引导学生在数学故事中学习身边的数
学和运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出发，培养
学生的综合能力，也让学生体会到所学的知识是有用的。我
在设计本节课的`教学时，力图体现以下几个教学理念：

一、注重趣味性，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针对一年级学生争强好胜，乐于助人的特点，本节课运用多



媒体课件，声像并茂呈现给学生喜闻乐见的动画故事，以故
事激趣导入，充分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激发学生的
兴趣和求知欲，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之中，使
学习成为他们迫切的需要。

二、让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培养自主性。

我力争给学生一个空间，让他们自己往前走，给学生一个问
题，让他们自己去找方法，找答案，给学生一个权力，让他
们自己去选择。从而达到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整个教学过程力求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教师只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参与者这一理念。
让学生通过摆、看、拿、想、说、换、比等形式，以及小组
的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尽量引导学生独立探索，相互研究，
大胆发表不同的见解，从根本上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局面，
让他们在活动中、游戏中，轻松、愉快地学到知识，增长本
领，从而达到乐学、会学、创造性学的境界。

三、突出实践性，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应用意识和实践
能力。

整个教学过程，贯穿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条主线，努力
给学生创造机会，让学生把所学知识运用到解决问题的实践
中去。从学生已有知识和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在生活中找
数学，在活动中学数学，在生活中用数学。创设情境，让学
生在实践活动中，加深对人民币的认识，并会把所学的知识
运用到生活中去，在培养学生自理能力的同时，培养了学生
应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