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活中的小数手抄报(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生活中的小数手抄报篇一

学生进入第四单元《小数的意义和性质》的知识学习，对于
全新的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都需要老师对于新授知识的步步设
计，所以在进行《生活中的小数》教学知识之前，我对教参
和教材进行了研读。由于本周一会有经验丰富的孙瑛老师和
唐艳芳老师的常规课指导，因此上课时间定为周一的第三节。

走进四（4）班的教室，心里有一些忐忑，毕竟周一的新课对
于学生的听课状态有着更高的要求。经过思考，我将“名数
的改写”的内容和生活中的小数结合在一起，先出示课
题“名数的改写”，再由学生读标题，试着提出自己想要解
决的问题如：什么样的数叫做名数？名数怎样改写？为什么
要改写名数？等等。就这样学生们带着自己疑问以及想要求
解的心态进入本节课的知识的学习。教师出示不同图片展示
生活中的小数，边出示图片边有学生自己谈谈对这些名数的
理解（0・5kg、1・35米、9・25分、38・5摄氏度、7・92秒）。

主题图中4个小朋友要根据不同的身高排排队（80厘米、1米5
厘米、0・95米、1・32米）。当学生刚要在课堂练习本上书
写时，突然听到许多表示奇怪的声音和停顿，我知道他们发
现了我想要的问题，于是顺势提出“你们为什么没有直接排
序？在做什么准备呢？”学生回答“排序前应该统一单
位！”由此引出“为什么要进行名数的改写”。并出示
例1“把上面的数据改写成以米为单位的数”这一课题。



“80厘米=米”成为学生应该解决实际问题。在学生自己练习
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方法，因此在设计教学时，将不同的
方法展示成为和学生一起分享的重要内容。而学生们的思考
过程也的确丰富：有利用小数的意义将80厘米先转换
为80/100米说明思考过程之后在转换为0・80米；也有直接
用80÷100，并且向左移动小数点这种方法，而学生在描述这
样的思考过程时，语言相对精炼“由厘米转换为米要用80除
以米和厘米之间的进率，也就是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在
学生用语言描述的过程中，我会认真倾听孩子们的语言，并
且灵活运用孩子们自己的语言进行新知识的讲解。

从整节课的流程上看，如果多设计一些学生合作交流的环节
以学带学可以较好的促进全体学生的共同参与。同时适时地
小结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吸收和掌握。所以在孙老师和唐老师
的点评中对于这节课的设计进行了调整，在（3）班上课运用
这些收获，发现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而合作交流后学生
对于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因此在数学课堂上应该将教师研
讨、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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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创设情境，使学生感受小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进
一步认识小数的意义。

2、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单名数”和“复名数”的概念，掌握
把低级单位的单名数改写成高级单位的单名数的方法；掌握
复名数改写成用小数表示的高级单位的单名数方法。

3、通过观察、比较等活动，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以及多
种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识。

掌握把单名数改写成小数的方法



掌握复名数改写成用小数表示的高级单位的单名数方法。

课件

一、预习提纲

1、直接写出答案

4×10=答案

2.85×100=答案

6.02×1000=答案

7.5×100=答案

0.76×100=答案

0.374×1000=答案

4.2÷10=答案

5÷10=答案

0.3÷100=答案

4.04÷100=答案

20÷1000=答案

0.6÷100=答案

2、请你说出一些生活中的小数

3、填空



2千克=（）克

3米=（）分米

4厘米=（）毫米

2米4厘米=（）厘米

二、新课引入

前几节课，我们共同研究了小数的意义，小数的性质，小数
点的移动引起小数的大小变化的规律，也了解到小数在生活
中的应用。今天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生活中的小数。（出
示课题）

生活中的小数

三、汇报交流

1、先看课件的图片，请学生说说图片上小数表示的意义

（1）运动会上老师为同学们记录了成绩：“我的50米赛跑成
绩是7.98秒。”

（2）体育老师给大家测量体重：“我的身高是1.35
米。”、“我的体重是39.4千克。”

（3）医生替小红量体温：“你的体温是38.5℃，发烧了。”

（4）面包的价格0.90元、火腿的价格2.85元、牛奶的价
格5.98元。

2、为了参加学校举行舞蹈比赛，四（1）班选了4名同学参加，
他们需要根据身高排成一队，下面是他们的身高，给他们排
排队（出示图片）



讨论：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进行解决这个问题？

汇报交流后得出：把它们改写成相同计量单位的数

师：80厘米，1米45厘米，0.95米，1.32米这几个数，有的只
有一个单位名称，如80厘米，0.95米，1.32米，叫做单名数；
有的有两个单位名称，如：1米45厘米，叫做复名数。

80厘米用米作单位应该怎样改写呢？

3、小组讨论后汇报总结

（1）直接利用计量单位的关系，如：1米=1/100米，80厘米
里面有80个1/100米，所以80厘米=80/100米=0.80米。

（2）另一种利用低级单位改写成高级单位的数要除以它们之
间的进率，因为1米=100厘米，80厘米=（80÷100）米。

80厘米=0.8米。

4、你喜欢哪种方法？你是怎么想的？

小结：把低级单位的书改写成高级单位的数，我们可以把低
级单位的数除以它们之间的进率，如果进率
是10,100,1000，·····，只要把小数点向左移动相应的
一位，两位，三位，····。

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讨论1米45厘米是多少米？

独立思考，完成后汇报总结

小结：复名数中高级单位的数不动，作为小数的整数部分；
把复名数中的低级单位改写成高级单位的数，作为小数部分，
而且可以通过小数点的移动来实现。



总结：由低级单位向高级单位转化要除以它们之间的进率。
（板书）

5、给刚才这四名同学按高矮顺序排队。（学生练习，巡视辅
导）

四、反馈检测

1、完成课本70页练习十一第1，2，3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师讲评，让学生说一说思考过程

2、补充练习

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数

35厘米=（）米

450米=（）千米

41公顷=（）平方米

72克=（）千克

8平方分米=（）平方米

97千克=（）吨

5千米250克=（）千克

2米6分米=（）米

3千米700米=（）千米

23分米=（）米



1350克=（）千克

7450米=（）千米

9020千克=（）吨

1米5厘米=（）米

19元5分=（）元

学生独立思考完成后，说一说思考的过程。

3、拓展延伸

如果让你把10万张一元的人民币每张首尾想来摆成“长龙”，
这条“长龙”最多能摆多远？，先估一估，再计算。（一元
的人民币的长度为0.138米，宽为0.063米）

五、课堂小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还有什么问题？

六、作业

课本71页练习十一第4题、8题、10题。

板书设计：

由低级单位向高级单位转化要除以它们之间的进率

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
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以及数学思想和方法。我在创设例1这一
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教学用具，让学生充分在小组
内进行交流、讨论。



生活中的小数手抄报篇三

今天上午在我校阶梯教室听了三节数学课，教学内容都是
《生活中的小数》。这种同课异构活动，教师的专业功底是
否深厚、业务水平高与低等等必显无疑。这三节课感觉不尽
人意。现在我静下心来想：什么是一节成功的课，有了对教
材的把握后，设计科学合理的教学环节这是前提，然而起决
定因素并不是它们，而是教师能不能让孩子们在课堂中很享
受，享受发言、享受倾听、享受交流、享受思考、享受发现，
这种种享受在课堂中的反映就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始至终积
极、兴奋的学习状态、眼睛闪动智慧的火花，这样孩子们的
心情也是愉悦的，把学习这种脑力劳动当成了快乐。这也就
需要教师有这样的角色服务意识，教师服务对象是学生，教
师任务就是要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课堂上“乐”在其中，全身
心地投入。

然而这三位老师的课堂是失败的，就是没有完成好教师的角
色服务，自己像是上课的机器一样讲完了事先设计好的教学，
课堂中和孩子们的情感没有融合，没有真正走进孩子们当中，
没有成为他们学习伙伴的一员，那就更没有为孩子们创造享
受的氛围。

另外，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细节”问题。

比如，第一节课在教学小数的读法时，只注意让学生读小数
了，但是教师没有重点指导怎样读，这可是这节课的重点呀！
第三节课虽然指导了读法，但是孩子们对小数的读法也是模
糊，只觉得讲的不够透彻，不够“解渴”。我觉得教师可以
这样引导：因为小数的标志就是有小数点，以小数点为界，
小数点前面是整数部分，整数部分按照整数的读法来读；小
数点后面是小数部分，可以按照顺序是几就读出几来。再比
如，这三节课中每节课都“谈了收获”，但是像是在走过场，
学生谈的也不够深入，可能学生不太会说，当学生不会说或
是不知从何说起时，教师该怎样引导呢？我想，教师是不是



可以结合板书引导学生来说，这样的话可以加强理解本节课
的知识重点，实现一个对知识进行梳理的过程。谈到板书，
我想精心设计这节课的板书很重要，板书内容能体现一节课
的知识重点，然而遗憾的是三位老师板书设计的也不是很合
理。

通过听这三节课我也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诸多需要积累和提高
的地方，还是让自己做个有心人，勤思考、多捉摸、善反思，
让日常的课堂成为自己的“练兵场”，不敢说自己要到一个
什么样的高度，但希望自己是不断进步的。

生活中的小数手抄报篇四

内容：小数的意义

课时：2

教学准备：

教学目标：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小数。

2、通过实际操作，体会小数与十进制分数的关系，了解小数
的意义，知道小数部分各数位名称的意义，会正确读写小数。

基本教学过程：

一、一、生活中的小数

(事先布置学生找一找生活中的小数，除了某些商品的标价用
到小数外，找一找还有哪些地方用到小数。)

说说看，和同学们交流一下。

书上也有一些同学们经常接触的小数，看一看，说一说。



二、小数的意义

1、一盒火柴的价格是0.1元，也就是多少钱？一本本子的价
格是3角，也就是多少元？

2、一个盒子的宽是0.1米，谁知道这也就是多长？猜一猜。

为什么？你是怎样想的？为什么不猜“1厘米”?

这个盒子的长是3分米，想一想，也就是多少米？

4、你能解释为什么1分米可以表示成0.1米，3角可以表示
成0.3元？

6、板书：0.1=1/100.3=3/10你发现了什么？

0.01=1/1000.04=4/100

教学反思：学生在联系生活实际认识小数的基础上，进一步
理解小数的意义。教材中采用树形结合的形式把小数和十进
分数联系起来，认识小数的意义。但学生在做作业时，4.8中
的4在位上，表示个；8在上，表示个。有个别学生出错，还
要进一步加强练习。

三、运用拓展

1、说一说

3、0.03米就是多长？为什么？0.12米呢？

4、这个正方形表示1,如果要表示0.001呢？0.013、0.216?写
几个上面那样的等式。

5、0.001米也就是多长？为什么？5毫米也就是多少米？30毫
米？



四、练习提高

1、第5页第1题。

2、第5页第2、3题。

五、总结。

第2课时

教学目标：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小数。

2、通过实际操作，体会小数与十进制分数的关系，了解小数
的意义，知道小数部分各数位名称的意义，会正确读写小数。

基本教学过程：

二、一、复习

1、(1)一个为1的正方形，怎么样表示0.1?

(2)0.1元是怎么回事？

(3)0.1米呢？

1里有多少个0.1?1里有多少个0.01?

2、(1)把“1”平均分成10份，3份是多少？

(2)把“1”平均分成100份，3份是多少？12份是多少？

(3)把“1”平均分成100份，3份是多少？12份是多少？125份
是多少？

教学反思：个别学生对十分位、百分位、千分位上的数表示



多少，掌握得不是太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小数部分的
读法和整数部分的读法混淆，还要加强练习。

(4)6个0.1是多少？6个0.01?13个0.01?18个0.001?

二、探索小数的数位

2、板书：8848.13

3、从左边看，第一个8表示多少？依次。边说边板书数位和
计数单位。

4、“1”表示多少？“3”呢？那数位应该叫什么？计数单位？

5、练习。第4页写一写、读一读、说一说。

6、第5页第4题。

四、总结。

生活中的小数手抄报篇五

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小数。

2、通过实际操作，体会小数与十进制分数的关系，了解小数
的意义，知道小数部分各数位名称的意义，会正确读写小数。

一、复习

1、（1）一个为1的正方形，怎么样表示0.1？

（2）0.1元是怎么回事？

（3）0.1米呢？1里有多少个0.1？1里有多少个0.01？



2、（1）把“1”平均分成10份，3份是多少？

（2）把“1”平均分成100份，3份是多少？12份是多少？

（3）把“1”平均分成100份，3份是多少？12份是多少？125
份是多少？

教学反思：个别学生对十分位、百分位、千分位上的数表示
多少，掌握得不是太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小数部分的
读法和整数部分的读法混淆，还要加强练习。

（4）6个0.1是多少？6个0.01？13个0.01？18个0.001？

二、探索小数的数位

()

2、板书：8848.13

3、从左边看，第一个8表示多少？依次。边说边板书数位和
计数单位。

4、“1”表示多少？“3”呢？那数位应该叫什么？计数单位？

5、练习。第4页写一写、读一读、说一说。

6、第5页第4题。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