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数学四则运算教案及反思(汇总8
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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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数学四则运算教案及反思篇一

教学内容：p9：例4“做一做”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带中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
的运算顺序。

过程与方法：能熟练习的进行运算。

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理解带中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教学难点：理解中括号产生的必要性。

教具学具：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一个算式里只有加减法或只有乘除法，按怎样的顺序计
算?举例



2、一个算式里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按怎样的顺序计算?
举例

3、一个算式里有括号，按怎样的顺序计算?举例

4、今天我们学习“四则运算”，到底什么是四则运算呢?

概括：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统称四则运算。我们以前学
习的混合运算就是四则运算。

二、新知探究

出示例4：96÷12+4×2

1、说说运算顺序。

2、如果在96÷12+4×2的基础上加上小括号，变
成96÷(12+4)×2，运算顺序怎样?(先算小括号里面的)

96÷(12+4)×2

=96÷16×2

=6×2

=12

3、如果在96÷(12+4)×2的基础上加上中括号“[]”，变成
另一个算式96÷[(12+4)×2]，运算顺序怎样?(说明：一个算
式里既有小括号，又有中括号，要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再算
中括号里面的)

96÷[(12+4)×2]



=96÷[16×2]

=96÷32

=3

4、阅读“你知道吗?”

5、总结：运算顺序：

(1)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如果只有加、减法或者只乘、除法，
都要从左往右按顺序计算。

(2)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有乘、除法和加、减法，要先算乘、
除法。

(3)算式里有括号的，要先算括号里面的。

三、巩固练习

1、做一做

2、选择题：

(1)47与33的和，除以36与16的差，商是多少?正确列式是()

(2)750减去25的差，去乘20加上13的和，积是多少?正确列式是
()

四、课堂总结

板书设计带括号的四则运算

96÷[(12+4)×2]



=96÷[16×2]

=96÷32=3

四年级数学四则运算教案及反思篇二

冬爷爷吹走了大地的严寒，春姑娘迈着轻盈的脚步向我们走
来。春天的景色秀丽宜人，令人心旷神怡，它多么像一幅精
妙绝伦，栩栩如生的图画。

春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经过阳光的普照大
地万物复苏，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呈现在我们眼前。每一种
植物都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最美丽的一面绽放于天地间。

我跟随着春天的脚步，来到了熟悉的校园，开始了一个奇妙
的旅程。

校园里的桃树光秃秃的桃树树上，开满了一朵朵粉红色桃花，
它们鼓鼓囊囊的，含苞欲放像一个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池塘
边的柳树也不甘示弱，拖着那嫩绿的枝条在春风中飘动就像
一位公主使出那纤纤细手在翩翩起舞呢！操场上一棵棵小草
破土而出，给大地披上了绿色的春装。在花坛哪儿各种各样
的花儿争奇斗艳，不信你瞧！那白白的玉兰花，晶莹皎洁、
亭亭玉立，看着它，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出一种出淤泥
而不染的高尚情怀。在玉兰花旁边的米兰花四季常青，开花
时各飘十里；它油绿清新，谁能不喜欢他呀？还有一朵花就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花中之王――牡丹花，它有这绚丽的色彩
和迷人的花香，而且姿态优美有一种富贵吉祥的韵致。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这。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



前去。

啊！我万紫千红的春天。

四年级数学四则运算教案及反思篇三

四年级上册第78、79页上的例l及相应的课堂活动，练习十五
第1~2题。

1.经历三位数乘两位数计算方法的探索过程，会进行三位数
乘两位数的笔算。

2.能应用所学知识主动探索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培
养学生的迁移能力和灵活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乘第二个因数十位时积的写法。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一、复习引入，准备学习

1.口算。(课件出示题目及答案)

学生完成后，集体订正，并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算的。

2、用竖式计算。(课件出示题目及答案)

23×32 24×27

指名两名学生板演，其余学生在练习本上计算，完成后集体
评议。



教师：怎样笔算两位数乘两位数?

引导学生说出：用第二个因数的个位和十位分别去乘第一个
因数;乘到哪一位，积就从那一位写起;哪一位乘得的积满几
十，就向前一位进几;最后再把两次乘得的`积加起来。(课件
显示)

教师：这节课我们要在两位数乘两位数的基础上来探究三位
数乘两位数。(板书课题：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一)。)

二、探究例1，学习新知

1.提出问题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1情境图。

教师：我们继续走进丰收的果园。从题目中你了解了哪些信
息?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学生1：张阿姨32时共采摘脐橙多少千克?

学生2：李叔叔一共包装脐橙多少筐?

(学生回答后，课件显示以上两个问题)

2.初步尝试

(1)尝试口算

教师：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该怎样列式呢?

学生列出算式：123×32。(课件显示算式并板书)

教师：如果要口算123×32，你觉得该怎样口算?



引导学生说出：可以先口算123×2=246，再口
算123×30=3690，再把246+3690=3936。

(2)尝试笔算

教师：是不是感觉口算起来很困难?也容易出错?如果数字再
大一些，我估计就有同学吃不消了。为了让计算更准确，通
常我们用竖式来进行计算。你能仿照两位数乘两位数的方法
用竖立计算123×32吗?试试看。

学生尝试计算，教师巡视指导，做完后让学生同桌或小组进
行交流。

教师：现在我请一位同学上台来给大家讲讲自己是怎样计算
的?

指名学生上台汇报，学生汇报时重点让学生说清楚：先算什
么，再算什么，积怎样写，最后又怎么办。(课件显示结果)

(3)探讨难点

引导学生观察后说出：计算123×30这一步时，由于第二个因
数的3在十位上，表示3个十，与123个位上的3相乘，就得9个
十，也就是90，所以9应写在十位上，个位的0省略不写，因
为9写在十位上就已经能表示9个十了。也就是说123×30的积
要从十位写起。

3.再次尝试

教师：现在请同学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一下第2个问题。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二)，完成后指名上台汇报，重点说说是
怎样用竖式计算的。(课件显示第二个问题的算式及结果)

4.总结算法



引导学生说出：一样，只是多乘一位。

教师：那三位数乘两位数该怎样用竖式计算呢?同桌说一说。

学生讨论后汇报：三位数乘两位数，用第二个因数的各个数
位分别去乘第一个因数;乘到哪一位，积就从那一位写起;哪
一位乘得的积满几十，就向前一位进几;最后再把几次乘得的
积加起来。(课件显示，学生齐读)

5.提炼数量关系

教师：刚才解决这两个数学问题，用到的数量关系分别是什
么?

学生1：每时采摘的千克数×时间=一共采摘的千克数。

学生2：每天包装的筐数×时间=一共包装的筐数

引导学生说出：两个数量关系都可以用工作效率×工作时间=
工作总量。(课件显示)

三、练习提高，加深理解

1.数学书79页课堂活动(课件出示题目)

学生独立完成，完成后指名学生上台汇报展示。(可让学生边
板书边汇报;也可指名4名学生板演，完成后结合竖式介绍自
己的算法。)

2.数学医院(课件出示题目及答案)

学生独立判断后，说出错在哪里，应怎样改正。

3.数学书81页练习十五1、2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校对答案。(课件出示题目及答案)

四、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你的收获是什么?

四年级数学四则运算教案及反思篇四

1、通过操作和实验，让学生亲身经历测量与估计的过程，讨
论得出一种即合理又方便的方法。

2、重视引导学生总结活动过程，让学生在合作交流中有能力
针对具体的问题设计测量的方案。

3、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感受到测量与估计
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提高估算技能。

天平铁钉米粒黄豆铁丝纸张

1、教师出示实物：一堆钉子和一堆米粒

提问：你能看一眼知道这些钉子和米粒的数量吗？

1、先来估计钉子的数量：

在操作之前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工具--天平

让学生独立思考：有什么方法利用天平这个工具知道这些钉
子的数量。（提示：想一想钉子的质量和数量的关系）

小结：既方便又合理的方法--算出一个钉子的质量，再用总
质量除以一个钉子的质量，就可以得出钉子的数量。

2、估计一亿粒米的质量。



要求小组合作讨论出估计的方法。

提示：有的时候为了提高准确性还需要采取多次实验的方法。

合作要求：

*先用天平称出一克米或者2克米。

*数出一克米或者2克米的数量。

*根据书上表格，填写实验记录。

*写出算式，得出结果。

1、用两种方法计算一粒黄豆的平均质量。

2、每个小组选择一道题进行估计或测量。

学生踊跃回答，大胆猜测。鼓励学生能说出猜测的理由。

学生很有兴趣，积极性比较高。

希望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得出估计钉子数量的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学生建议用天平称一个钉子的质量，老师
让学生通过实验，发现由于一个钉子的质量太轻，无法测出。
因此很自然的改成称其中一小堆的质量，通过计算得出一个
钉子的大概质量。

先让学生讨论方法，利用前面测量钉子数量的经验四人小组
讨论测量估计米粒的方法。

师生一起总结出合理简便的方法，有条理的整理出来，按步
骤开始进行测量与估计。



四年级数学四则运算教案及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经历具体---抽象---概括---表示的概念学习过程

2.认识直线、线段、射线。

3.通过学习掌握直线、线段、射线的特征。

4.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动手操作的能力。

教学重点：认识直线、线段、射线。

教学难点；对直线的认识与理解。

教学方法：通过观察、讨论、合作交流获取知识。

教具学具准备：挂图、彩笔、线条、图钉、小电筒、直尺。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线的认识（板书课题），谁能说一说
生活中哪里有线吗？（黑板边、书本边、铅笔盒的边......）
很好，看来你们观察的非常仔细，在我们生活中有各种各样
的线，刚才同学们说的这些线中，有直的线也有弯的线，在
数学中也一样，有直的线也有弯的线，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
研究研究直的线。

二、创设各种情境，让学生感知直线、线段和射线。

（一）认识直线



1、同学们知道孙悟空手里拿的武器叫什么吗？（金箍棒）对，
谁说说金箍棒有什么本事？（能变长变大）并请学生说金箍
棒是向哪个方向变长的？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金箍棒在不断
变长，说一说它到底能变多长。

2、你能用最简单的线条来表示这种无限延伸的感觉吗？在小
组内交流讨论并用笔画一画。

3、学生分组汇报，并说一说想法，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在
黑板上画一条直线，并介绍直线的特征：可以向两端无限延
伸，没有端点。

4、介绍直线的表示方法及读法，并请学生也给自己的直线标
上名字。

（二）认识线段

1、出示挂图（铁路和人行道）请学生观察，使学生感知：铁
路一眼望不到头，我们说它象直线一样，而人行道上的斑马
线，能看到两头。

2、请学生也用线来表示其中的一条斑马线的样子，教师巡视，
注意了解学生的想法。

4、介绍线段的表示方法和读法。

（三）认识射线

1、用小电筒射向学生，请学生仔细观察。

2、让学生独立想办法用线表示出刚才看到的现象，并在小组
内交流想法。

3、展示学生的作品，并在黑板上画射线。



4、让学生自己讨论：射线的表示方法及读法。教师强调：射
线ab和射线ba不同。

三、进一步认识直线、线段和射线

1、请学生自己分别画出三种线，并用字母表示它们。

2、做教材15试一试的第一题。进一步体会直线和线段，并知
道过一点可以画无数条直线，但过两点只能画一条直线。

3、试一试的第2题。让学生观察讨论发现：两点之间线段最
短。

四、巩固练习

p15看一看量一量第1、2题。

让学生先猜测，再动手量一量。猜对的给自己得一颗星，画
在这道题的旁边。

五、课结

今天学到什么？（结合板书引导学生自己总结，教师可以给
予补充）

四年级数学四则运算教案及反思篇六

1、学生理解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概念及特征。

2、使学生了解学过的所有四边形之间的关系，并会用集合图
表示。

3、通过操作活动，使学生经历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全过
程，掌握它们的特征。



4、通过活动，让学生从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体会到成功的
喜悦，从而提高学习的兴趣。

理解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概念及特征。了解学过的所有四边
形之间的关系，并会用集合图表示。

理解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概念及特征。用集合图表示学过的
所有四边形之间的关系。

图形、剪子、七巧板。

一、创设情景感知图形

1、出示校园图(70页)在我们美丽的校园中，你能找到那些四
边形?

2、画出你喜欢的一个四边形。说一说什么样的图形是四边
形?

展示学生画出的四边形，请学生标出它们的名称。

长方形平行四边形

梯形正方形

3、小组交流：从四边形的特点来看，四边形可以分成几类?
学生讨论交流。

二、探究新知

1、归纳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概念。

有什么特点的图形是平行四边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
形叫做平行四边形。)



强调说明：只要四边形的每组对边分别平行，就能确定它的
每组对边相等。因此平行四边形的定义是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的四边形。

提问：生活中你见过这样的图形吗?它们的外形像什么?

这些图形有几条边?几个角?是什么图形?

这几个四边形有边有什么特点?

它是平行四边形吗?

你们在量这些图形时，是否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如
果有，是什么?

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叫做梯形。

5、现在你有什么问题吗?

长方形和正方形是平行四边形吗?为什么?

7、判断：

长方形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

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一个梯形中只有一组对边平行。

三、巩固练习。

1、在梯形里画两条线段，把它分割成三个三角形。你有几种
画法?学生展示

2、七巧板拼一拼



用两块拼一个梯形

用三块拼一个梯形

用一套七巧板拼一个平行四边形

1、下面的图形中有个大小不同的梯形。

2、用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能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吗?

把1张梯形纸剪一次，再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拿一张长方行纸，不对折，剪一次，再拼出一个梯形。

四、课堂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何体会和收获?

五、作业：

2、把一张平行四边形的纸剪一下，分成两个梯形，有多少种
剪法?

四年级数学四则运算教案及反思篇七

乘法的意义和乘法交换律

教科书第59页的例1和第59、60页的乘法交换律，完成“做一
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十三的第1—5题。

使学生加深对乘法的意义和乘法各部分名称的认识，理解并
掌握乘法交换律，能够用乘法交换律验算乘法，培养学生分
析推理的能力。

乘法的意义和乘法交换律



用乘法交换律验算乘法

把下面复习中的题目写在小黑板上，把例1的插图放大成挂图。

一、复习

教师：我们在前面复习总结了加法和减法，今天要复习总结
乘法。

教师出示复习题。

1．同学们乘8辆汽车去参观，平均每辆汽车坐45人。去参观
的一共有多人？

3．小荣家养鸭45只，养的鸡是鸭的3倍，小荣家养鸡多少只？

4．小荣家养鸭45只，养的鸡比鸭多90只。小荣家养鸡多少只？

先让学生默读题目，然后教师提问：

“上面这些题目哪些题可以用乘法计算？为什么？”请三、
四个学生逐题回答能不能用乘法计算。

教师：第1题和第3题可以用乘法计算，因为这两道题都是求
几个相同加数的和。

二、新课

1．教学例1。

出示例1的插图，再提问：

“要求盘里的一共有多少个鸡蛋可以怎样求？”

“还可以怎样求？”



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

用加法计算：5+5+5+5+5+5=30（个）

用乘法计算：5×6=30（个）

“乘法算式5乘以6表示什么？”（6个5相加）

“乘法算式中的被乘数5是加法算式中的.什么数？”（相同
的加数。）

“乘法算式中的乘数6是加法算式中的什么数？”（相同的加
数的个数）

“解答这道题用加法计算简便，还是用乘法计算简便？”

“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可以用什么方法计算？用哪些方法比
较简便？”

“你能说出乘法是什么样的运算吗？”

教题肯定学生的回答，再强调说明并板书：求几个相同加数
的简便运算，叫做乘法。接着让学生看教科书第61页，齐读
两遍书上的结语。

“乘法算式中乘号前面的数叫什么数？表示什么？”

“乘法算式中乘号后面的数叫什么数？表示什么？”

“被乘数和乘数又叫什么数？”

教师：学过因数以后，在一个算式中被乘数和乘数就可以不
必严格区分了。

2．教学乘数是1和0的乘法。



（1）教学一个数和1相乘。

教师在黑板上写出三个算式：1×3、3×1、1×1。

“1乘以3等于什么？这个算式表示什么意思？”学生回答后
教师板书1×3=3，表示3个1相加的和是3。

“3乘以1等于什么？这个算式表示什么意思？”可以多让几
个学生说一说，最后教师说明：1个3不能相加，3乘以1就表
示1个3还是3，再板书3×1=3。

“1乘以1等于什么？能不能说这个算式表示1个1相加？”先
让学生说一说，然后教师再说明：1个1不能相加，1乘以1就
表示1个1还是1，算式是1×1=1。

“这三个乘法算式都和哪个数有关系？”（都和1有关系）

下面我们一齐看一看一个数和1相乘它们的乘积怎样，教师在
黑板上写出下面一些算式：

6×1= 1×8= 1×10= 123×1=

“谁能说一说一个数和1相乘的积有什么特点？”可以多让几
个学生说一说。

教师边说边板书：一个数和1相乘，仍得原数。

（2）教学一个数和0相乘。

教师在黑板上写出三个算式0×3 = 3×0 = 0×0=

“0乘以3等于什么？这个算式表示什么意思？”学生回答后
教师板书：0×3 = 0表示3个0相加的和是0。

“0乘以0呢？”学生回答后，教师说明：0个0不能相加，0乘



以0就表示0个0还是0，算式是：0×0=0。

“这三个算式都和哪个数有关系？”（都和0有关系）

“一个数和0相乘它们的积有什么特点？”

教师边说边板书，一个数和0相乘，仍得0。

3．教学乘法交换律。

让学生再看例2的插图，然后教师提问：

“要求一共有多少鸡蛋，用乘法计算还可以怎样列式？”学
生回答后，教师板书：6×5=30（个）

“比较一下这两个乘法算式，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
多让几个学生发言，互相补充。

教师：这两个算式都是两个数相乘，只是两个因数交换了位
置，算出的结果相同。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结论是不
是有普遍性。

“12乘以5等于多少？5乘以12呢？”学生口算，教师板书算
式。

“400乘以20等于多少？20乘以400呢？”学生口算，教师板
书算式。

“100乘以1000等于多少？1000乘以100呢？”学生口算，教
师板书算式。

“通过上面这些乘法计算，可以看出两个数相乘，交换因数
的位置，计算结果怎样？”

学生发言后，教师边说边板书：两个数相乘，并换因数的位



置，它们的积不变，这叫做乘法交换律。

“谁能够用字母把乘法交换律表示出来？”教师板
书：a×b=b×a

“大家回忆一下，我们过去学习哪些知识时用了乘法交换
律？”学生发言后，教师肯定学生回答，并明确指出：我们
曾经用交换乘数和被乘数位置的方法进行乘法验算，这实际
上就是用了乘法交换律。

三、巩固练习

1．做第60页“做一做”中题目。先让学生独立做，然后再集
体核对。

2．做练习十三的第3、4题。学生独立做完以后，再集体核对。
核对第4题的第4小题时，可以引导学生计算一下等号左面等
于什么，等号右面等于什么。教师再说明：三个数连乘，相
乘的因数交换了位置，乘积也不变，所以乘法交换律也适合
三个数连乘的计算。

四、作业

练习十三的第1、2、5题。

四年级数学四则运算教案及反思篇八

1、通过社会调查。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

2、通过数学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经济意识，提
高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实践能力。

3、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数学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而激
发学习数学的兴趣，逐步学会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数学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经济意识，提高
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实践能力。

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数学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而激发
学习数学的兴趣，逐步学会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设计方案卡、课件

1、 课前播放歌曲《郊游》，会唱的同学一起唱。

2、 同学们，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在这么好的天气里，你最
想干些什么呢？（学生回答）

3、 那我们一起去秋游好吗？

1、 在秋游前我们都要了解哪些相关的信息呢？学生自由谈
谈。（板书：人数、包车、门票、游玩项目及价格）

2、 向阳小学四年级的同学马上要到水上乐园去秋游了，他
们在秋游前收集了一些相关的信息，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
信息。（电脑出示，打字声引入，加深学生头脑中的信息）

3、 我们看到了这些信息，从刚才我们讨论出的四个方面来
分析。

4、 首先我们来看人数，哪句话告诉了我们有关人数的信息。
多少人？（板书：150人）

5、 接下来看包车，哪句话有关包车信息？一共要包几辆车
呢？（3辆）你怎么看出的？（15052 大约3辆）一共需要多
少钱？哪句话告诉我们的？你怎么算出来的呢？（3300=900
（元））每人要花费多少钱呢？（900150=6（元））900是什
么？（共花费多少钱？）150是什么呢？（实际去的人数）用
共花费的钱去除以实际去的人数得出每人需要花费多少钱。



6、 门票呢？哪几句相关信息？你们选哪种？（团体）为什
么？（学生自由发言：满足30人以上，便宜等）每人多少钱？
（2元）

8、 看完这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来替向阳小学的同学来算一
算。每人乘车和买门票一共要交多少元钱？（2+6=8（元））

9、 用20元最多可以玩几个项目，是哪几个？同桌讨论，回
答问题。最多可以玩6个项目，正好20元。最少可以玩几个项
目，是哪几个？同桌讨论，自由讨论。

10、 如果你是向阳小学的同学，你准备向家长要多少钱？这
些钱可以怎样安排？（小组讨论，学生自由发言）

11、 刚才我们替阳小学的同学做了秋游前的计划，现在我们
再来看看他们都是从哪几个方面来了解相关的信息的？（电
脑闪烁：人数、包车、门票、游玩项目及价格）

1、 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出去秋游要做一系列的准备
工作。我们学校四年级的同学马上也要去苏州乐园去秋游了。
我们也要在秋游前了解相关的信息。

2、 我们在课前分小组了解了些信息，现在我们来汇总一下。

3、 首先人数，多少人？（学生汇报，学生边说，边输入到
电脑中，约350人）四年级师生共350人。

4、 包车呢？学生了解，有大客车和中巴车两种。大客车最
多可乘坐52人，每辆每天500元左右；中巴车最多可乘坐25人，
每辆每天300元左右。你们选哪种？为什么？（学生自由发言）
那么我们选择大客车。一共要包几辆车呢？（7辆）你怎么看
出的？（35052 大约7辆）一共需要多少钱？你怎么算出来的
呢？（7500=3500（元））每人要花费多少钱呢？
（3500350=10（元））



5、 门票呢？（儿童（1.2米以上）：30元 成人：60元 团体
（20人以上）：35元）哪组去了解的？有三种，你们选哪一
种？为什么？（学生自由发言）

6、 游玩项目呢？学生说一说都去了解了哪些游玩项目及价
格。选择一些同学们喜欢玩的并适合同学们玩的，打在电脑
上。

7、 同学们真有办法，收集了这么多的资料，一切准备就绪
了，下面就是你们制作设计方案表的时候了，这要小组合作
完成，看看哪一组的设计方案最好。好，小组合作开始。

8、 下面就该是欣赏你们精彩方案的时候了，哪一组想先上
来。请2到3组上来自己分析小组制作的方案表。有值得表扬
的就发苏州乐园的免费游玩项目的门票。

9、 还有哪一组想上来的，我们下课之后再来研讨。

通过今天的活动，你有什么感受和体会呢？

开展秋游活动必须定好地点、人数、核算好费用，在这次秋
游之前制定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存在着许许多多
的数学问题，只要你认真仔细观察，你就能发现数学就在我
们身边。在这里，老师就祝同学们秋游愉快。今天的课就上
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