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数学三年级数学教案设计 小学数学
三年级教案(实用6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数学三年级数学教案设计篇一

1、使学生了解一些用电的安全常识。

2、使学生学会正确、安全的用电。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二、教授新课

1、基本的安全用电常识（1）、认识电源的总开关，学会在
紧急情况下切断电源（2）、不要受或导电物去接触、探视电
源插座内部（3）、不要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4）、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插拔电源插头时不
要用力去拉电，以防止电线绝缘层受损；（5）、发现有人触
电要设法及时关掉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将触电者与带电
器分开。

2、安全使用电器

3、安全用电标志：

（1）你们了解安全用电标志吗？

（2）安全用电标志分为颜色标志和图形标志。颜色标志常用



来区分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用途的导线，或用来表示某处安
全程度。图形标志一般用来告诫人们不要去接近有危险的场
所。

（3）红色、黄色、蓝色、绿色、黑色，你们知道都是用来标
志什么的吗？

（4）老师结合图片向学生讲解不同颜色标志代表的不同含义。

4、预防触电

（1）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存在电。你们知道怎样
预防触电吗？（2）师生共同总结用电尝试：家电停止使用时，
要拔掉电源插头；手、脚和身体湿的时候不要触摸电器；不
要把手伸进运转的电风扇、搅拌机和水果榨汁机里等等。

5、触电后怎么办

（1）触电后应立即拉下电源开关或拔掉电源插头。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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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近学生，了解他们的内心，尊重他们的思维形式，给学
生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

3、帮助学生积累生活经验，关注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多媒体演示：商店里的食品和价钱。

师：现在如果你到了一家超市，要买你自己最喜欢吃的食品，



要花多少钱？

生1：我想买3袋饼干，1袋3元，共花了9元。

生2：我想买1瓶饮料和1个汉堡包，共花8元。

生3：我想买4包花生和1袋糖果。

师：他买的东西挺多的，同学们先猜猜他用了多少钱？

生：我估计用了30元左右。

（一）师生共同探讨计算食品的总价

师：那他到底用了多少钱？你会解决这个问题吗？请同学们
先自己做做，再在小组内说说你是怎样想的'。

让学生在小组内说出想法后汇报计算过程和想法，其他同学
进行补充。

生1：我觉得应该先算出4包花生用了多少钱，所以我要先列
出算式74=28（元），再和1袋糖果的钱合起来，列出算
式5+28=33（元）。

生2：我是这样想的：前面我学过有加有减的运算，它可以很
方便地把两个算式合在一起，然后再一步一步计算。那现在
也可以把刚刚那两个算式合在一起，变成5+74，这样计算起
来会方便一些。

生1：我要先算乘法，因为我要先知道4包花生用了多少钱，
才能求出最后的价钱。

生2：是呀！如果先算加法5+7，就不知道算出来的数是什么
意思。



1、刚才你们学会了计算食品的总价，那现在如果你有20元，
买4包饼干应找回多少钱呢？你会解决这个问题吗？请同学们
自己先想一想，再在小组内说说你的想法。

2、让学生在小组内说出想法后汇报计算过程和想法，其他同
学进行补充。

（三）自学书本例3和例4

（四）质疑问难

（五）小结算法

在数学课程标准第一学段数与代数中，关于数的运算的具体
目标明确提出：结合具体情境，体会四则运算的意义，经历
与他人交流算法的过程，能灵活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并能对结果进行合理的判断。正是在这种目标
的指引下，现在的数学计算，不再是单纯的数与数之间的运
算，而是变为了每一步计算都有其具体的生活情境，每一个
数字，甚至每一个运算符号都有其独特的生命意义。如在学
习计算应找回多少钱的过程中，学生意识到必须先算出食品
的价钱，才能进一步算出找回的钱数。就在这种熟悉的生活
情境下，学生慢慢地体会到先乘除，后加减运算顺序的合理
性，这些算式也变得有了生命的价值；数学和自己的生活密
切联系，体会到数学的价值，感觉到数学充满趣味。当问题
自己提，规律自己发现，结论自己总结时，学生的思维就会
得到充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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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学生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了解24时计时法的特征，会
用24时计时法正确表示一天中的某一时刻，并能正确进行两
种计时法的互换。



2.经历认识、收集、应用24时计时法的过程，体会24时计时
法在生活中的应用，建立时间观念。

3.在探索24时计时法与普通计时法的互换中，促进思维发展。

能正确地把用24时记时法表示的'时间，与用普通记时法表示
的时间进行互换。

理解和发现普通记时法与24时记时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2．揭示课题 ：24时计时法

1.关于24时计时法你有哪些了解？

2、.谈话交流。

a.晚上12时 谈话：春节联欢晚会新年的钟声是什么时候敲响
的呢？ 思考：这是夜里12时，是旧的一天的结束，新的一天
的开始。我们把这一刻称为0时。闭上眼睛想一想，时针一天
正好走几圈呢？接着演示时针是怎样走的。

b.上午7时 思考：现在是几时？你在做什么？

d.晚上7时怎样用24时计时法表示？有什么电视节目？（思想
教育：关心国家大事）

e.又到晚上12时

思考：这一天钟表上的时针走了几圈？经过了多少小时呢？1
日=（）时？

3. 怎样用24时计时法来表示一天中不同的时刻吗？

4.反馈练习



a. 0时指什么时候？

b.上午7时，用24时计时法怎么表示？中午12时怎么表示呢？

c.下午1时用24时计时法该怎么表示呢？

d.下午7时，用24时计时法该怎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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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1页至第3页例

1、例2及相应的“做一做”题；练习一中的第1至第3题。教
学目的：

1、使学生认识长度单位，知道1厘米实际长度，初步学会用
学生尺量物体长度的方法。

2、在实际测量与交流，了解测量方法的多样性，初步体会测
量单位的必要性。

3、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操作能力及估测意识。

4、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好奇心，初步培养合作意识。

使学生认识长度单位，知道1厘米实际长度，初步学会用学生
尺量物体度的方法。

用刻度尺量物体的长度。

米尺、学生尺、长短两枝不同的铅笔、宽1厘米白纸条若干条、
硬币、回形针、棱长1厘米的正方形等。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教师出示两枝长短明显不同的铅笔，然后提问：这两枝铅笔
哪枝长些？哪枝短些？

学生回答后教师说明：物体有长有短。

教师再提问：谁能说一说我们的数学课本的短边有多长？

让学生用带来的学具分组进行操作，教师巡视。

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课题，指出：今天我们来学习在量比较
短的东西时，用“量米”做单位。

二、新授

1、教学例1 (1)认识米尺。

(2)教师拿出放大的米尺，讲讲如何量纸条的长度。

三、练习

1、让学生量一量课前准备好的纸条，并说一说自己是怎样量
的。

2、完成课本练习一第1至3题。

3、判断下面的量法对吗？说明理由。 (1)没有对准0刻度的。
(2)不是从零刻度量的。

4、如果尺子的前面断了，看不刻0刻度线，怎么办？

四、总结

我们今天学习了什么知识？学会了什么本领？先让个别学生
说，然后教师再小结。



1、填空

(1)量较短的物体的长度可以用( )作单位。 (2)图钉的长大
约是( )厘米。

2、量一量

(1)你的铅笔长( )厘米。 (2)数学课本长( )厘米。 (3)你的
笔盒长( )厘米。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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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具体情境，使学生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能
够用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其余的三个方向，并能用这些词语
描述物体所在的方向。

2、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能力。

增加学生学习数学、用数学的'意识。

使学生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实践体会

合作交流

东、南、西、北卡片

一、导入新课：

1、创造情景让学生说说“前、后、左、右、向左、向右、向
后转”。复习和感受方位。

2、组织学生活动：面向黑板，指一指前、后、左、右。



3、师：“谁认得东、西、南、北方向?你是怎样认识的?”

4、出示课题：东西南北

二、新知：

1、早晨，太阳从哪边升起?引出东。

2、指一指哪边是东?教室的东边有什么?(黑板)

3、东和西是相对的，那西边是哪边呢?教室的西边有什么?

5、完成书本填空和做一做：

出示例1挂图：

图书馆在操场的东面，体育馆在操场的()面。教学楼在操场的
()面，大门在操场的()面。

完成“做一做”

三、巩固练习：

1、完成练习一第2题

先观察，你从对话中了解到什么?(可以确定了两个方向：北
和西)

你能说说哪边是东、哪边是南吗?说说房间是怎样布置的?东
南西北方向各有什么?

2、在教室玩“走方向的游戏”。

3、小组讨论：你怎样记住我们学校的东西南北方向?各个方
向各有什么?



4、小组讨论：你怎样记住我们许昌市的东西南北方向?

5、背儿歌：早晨起床面向太阳，前边是东后边是西，左边是
北右边是南。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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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欣赏与绘制图案的.过程，体会平移、旋转和对称在图
案中的应用，并学会设计较复杂的对称图案。

2.参与收集、设计图案的活动，感受图案的美，培养健康的
审美情趣。

(一)创设情境，建立模型

1.欣赏美丽的图案，感受图案的美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2.运用平移、旋转、对称的现象观察、探究美丽的复杂图案。

(1)每一幅图的图案是由哪个图形平移或旋转得到的?

(2)哪幅图案是对称的?(先独立思考后小组交流、汇报。)

3.生活中你还见过哪些图案是由一个简单图形经过平移、旋
转或对称得到的?

(二)解释应用

1.你想不想也来设计一幅美丽的复杂图案呢?

(1)画出下面图形的对称图形(教材第24页)。

学生在书上独立画图，教师巡视。展示学生的作品，请画得



又快又好的学生说说自己是怎样画的，在画图的过程中遇到
哪些问题，对称图形有哪些特点。

(2)继续画下去(教材第24页)。

我们一起来欣赏，观察图案，它是由哪个简单图形运用什么
现象，经过怎样的变化过程得到的。

(学生汇报。)

2.小结：你有什么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