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 小数的初步认
识教案(优质13篇)

教案的撰写需要教师对所教授的内容和学生的学习情况有深
入的了解和分析。以下是一些热门课题的教案模板，适用于
不同的教学场景和教学目标。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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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结合情境图中所展示的数学信息，在解决相关数学问题的
过程中，巩固、梳理本单元所学知识。

2、通过巩固、梳理本单元知识所学知识、技能，促进知识系
统化，深化基础知识，提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3、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验学习数学的快乐。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学生可能提出以下问题：

（1）1、2、3号海豚谁跳的最高？给他们排排名次。

（2）兔子和猴子的尾巴谁的短？短了多少？

（3）企鹅和鲸鱼比赛游泳，谁游得快？

……

教师有选择的把有关问题板书在黑板上。



二、合作交流，梳理知识

1、回忆知识。

谈话：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用第六单元中学习的小
数的知识来解决。回想一下，在这一单元中，你都学了哪些
知识？请在小组中交流一下，看看哪个小组的同学最会所学
的知识，可对照课本来梳理回顾。

2、梳理知识。

小组合作交流，梳理知识点（给足学生充分的时间思考、交
流、）

3、全班交流，构建知识络。

在全班展示交流，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灵活板书：小数的意
义、比较大小、小数的加减法。

三、独立探索巩固知识

1、谈话：同学们学会了这么多的本领，你能充分利用好你的
本领当一名合格的小裁判吗？解决黑板上的问题。

2、学生在练习本上独立解答。

3、学生进行交流，评选合格的小裁判。（在学生进行交流时，
都要说明自己的想法，是怎样想的？利用到了哪些有关小数
的知识？）

四、拓展延伸解决问题

（一）填一填。

1、用小数表示下面各图的涂色部分。



：（）（）（）

读作：（）（）（）

2、用小数表示。

（二）解决问题。

（课件出示：）

第一小组同学身高情况统计表

谈话：看，表中呈现了第一小组同学的身高情况。

（请学生在练习本上列算式，引导学生说计算方法）

（3）你还能提出什么问题？在小组里互相交流、解答一下。

（学生提问题、解答问题）

（三）找一找

谈话：在我们身边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利用小数的知识来解决？
自己先想一想，再在小组内交流。（学生先独立思考，在小
组内交流，全班评讲）

五、

谈话：请同学们想一想，你在这节课的学习中表现得怎么样？
你认为自己哪一方面做得好？用你喜欢的颜色涂一涂“丰收
园”篮子中的苹果，然后在小组内评一评，其他同学的表现。

谈一谈这节课你的收获，还想说点儿什么？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二

1、知道一、两位小数的含义，能初步应用，会读，会写一位
小数。

2、联系生活实际，培养学生独立探究与发现意识。

3、让学生认识小数在生活中的应用。

理解一位小数的含义。

一位小数与十分之几的关系，两位小数与百分之几的关系。

多媒体课件一套，物品，彩条。

师：这儿有一个小朋友，他要到文具店去买东西，不一会儿
就买了一大袋东西。每件物品上都有价格标签，请你们以小
组为单位仔细观察每一件物品的标价，按照物品标价的特点
分类。

（目的：通过分类让学生把整数分为一类，小数分为一类）

师：那一小组起来汇报，你们是怎么分的？为什么要这样分？

（一类是整元的，另一类物品不是整元的）

第二组数是小数。（用课件分物品）

师：通过同学们的汇报可以看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对小数有
一定了解，今天老师就和同学们一起走进小数王国，去认识
小数。（板书：（小数的初步认识）

（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去发现小数，通过自己观察，讨论行到
小数的含义。）



1、认识零点几，发现一位小数表示十分之几。

出示课件

师：一支铅笔的价钱是0．１元，你们去买这支铅笔需要多少
钱？（一角钱）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1角可以用力0。1元来表示）

出示一角钱，这是多少钱，帮我数一数有几个一角（10个），
也就是多少钱（1元），那么1角是一元的几分之几，1角就是
几分之几元（元），我们就可以得到1角就是元。

元与0。1元有什么关系呢？（意思一样，写法不同）

2、出示2角钱

2角钱用元做单位可以怎样表示（0。2元），我们是用什么方
式表示的（小数）还可以用分数怎样表示（元）

3角呢、6角呢？

观察：元还可以写成0。1元。元还可以写成0。2元，从中可
以发现什么（零点几的`数就是十分之几的数）

1、（学生动手操作，巩固零点几的数就是十分之几的数，然
后给整数、分数、小数分类）

师：同捉两位同学合作，用米尺量一量，每一根彩色的长度
是多少分米？

绿色彩条长1分米，用分数表示是多少米？（米）

还可以用小数怎么表示（0。1米）



红色彩条长3分米，用分数表示是多少米？（米）

还可以用小数怎样表示（0。2米）

课件出示：1角就是元，也可以写成0。1元

2角就是元，还可以写成0。2元

1分米就是米，也可以写成0。1米

3分米就是米，也可以写成0。3米

师：上边这些数，你们能不能分类

1，2，3是整数，是分数，0。1、0。2、0。3叫做小数。

出示小数，观察他们的共同点

（都是小数，都有一个点，小数前一位都是零点几，它们都
是一位小数，小数点后面是一位小数）

师：一位小数表示十分之几，十分之几就可以写成一位小数。

对口令（说分数对小数，说小数对分数）

2、在认识一位小数的基础上认识两位小数。

（引导学生学习1厘米=米=0。01米）

出示厘米尺

讨论：用小数这样表示？

3厘米呢？



观察

从中我们又发现了什么（小数点后边有两位数的叫两位小数，
用百分之几来表示）

3、认识几点几

用课件让学生认识几点几

师：象几角不够1元，几分米不够1米，如果用元、米来做单
位，可以用小数零点几来表示，但生活中呀我们常常遇到超
过1元，1米的事，用小数该怎样表示呢？接着我们就一起来
研究这个问题。

出示课件

1、这儿有一个小朋友它叫小明，他每年都要量身高，上学前
班的时候量的身高是7分米，用小数该怎样表示（0。7米）

现在他长高了，一年级时身高正好是1米，现在他已经是三年
级了超过了1米，他的身高是1米几分米，如果用米作单位用
小数怎样表示？（1。4米）

2、怎么想的？

（先想4分米是0。4米，再想0。4米和1米和起来就是1。4米）

3、出示钱币图样

师：这道题在大家又会做又会想，我们来观察这些钱币。

1元3角=（）元，怎样想

（3角就是0。3元，1元和0。3元合在一起就是1。3元）



5元3角=（）元

50元3角=（）元

100元3角=（）元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三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xx年版）》在“学段目标”
的“第一学段”中提出了“经历从日常生活中抽象出数的过
程，初步认识小数”“发展数感”“能在教师的指导下，从
日常生活中发现和提出简单的数学问题，并尝试解决”“了
解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知道同一个问题可
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了解数学可以描述生活中的一些现
象，感受数学与生活有密切联系”。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xx年版）》在“课程内容”
的“第一学段”中提出“能结合具体情境初步认识小数，能
读、写小数”“能结合具体情境比较两个一位小数的大
小”“会进行一位小数的加减运算”“能运用数及数的运算
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并能对结果的实际意义作出解释”。

本单元是在学生认识了整数十进制和初步认识分数的基础上
教学主要是让学生借助具体的量（米、分米、厘米；元、角、
分）和几何直观图，直观感受小数与十进分数之间的关系，
初步认识小数。单元内容呈现的方式与分数初步认识相似，
仍借助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通过人民币、米制系统、面积
等直观、半直观的模型帮助学生初步认识小数，解决简单的
实际问题。

（一）关注生活，引导学生了解小数的含义

1．重视学生的生活经验。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
在具体的“量”中展开认识小数的学习历程。

2．紧密结合生活情境。

在初步认识小数的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具体情境下的表述，
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历和已有的认知，激活相关的经
验和相关的知识基础，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感悟小数的含
义。小数大小的比较和小数加、减法的笔算方法，也应在具
体情境的支持下进行，促进学习的正迁移。

（二）给足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时空，体验解决问题
策略的多样性与合理性

在教学例1～例2时，在问题提出后，要给足学生独立思考和
解决问题的机会，给足学生与同学分享交流策略的时空。教
师要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或提出质疑，对学生的各
种策略的评价要有助于提高学生选择策略的能力，并有助于
学生合理优化的意识。

（三）正确把握小数初步认识的教学要求

作为小数的初步认识，本单元教学应把握以下两点要求：

二是小数的大小比较和小数加、减法，仅限于一位小数。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四

1、使学生能结合具体内容初步了解小数的含义，会认、读、
写小数部分不超过两位的小数。

2、使学生能结合具体内容比较一位、两位小数的大小。

3、使学生会计算一位小数的加减法。



本单元的内容主要包括认识小数和简单的小数加减法两部分。

这部分内容结构如下：

这部分内容的教与学，是在学生认识了万以内的数，会计算
三位数的加减法，初步认识了分数，会计算简单的同分母分
数加减法，并且学习了常用计量单位的基础上进行的。学习
这部分内容既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又能为今后系统地学
习小数打下初步基础。

（1）联系儿童的生活认识小数。

小数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即便是儿童，也经常会
接触到一些小数。教材充分利用了小数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
系，创设了较为丰富的，贴近儿童生活实际的情境，让学生
在熟悉的情境中感悟小数的含义，比较小数的大小，学习小
数的加减计算。可以说，本单元的每一个知识点，都充满了
生活的气息。

（2）以元、角、分等常用计量单位的知识作为学习小数的形
象支撑。

为了适应儿童的年龄特征，使学生易于接受，本单元的小数
都结合元、角、分或常用的长度、质量单位出现，以便于学
生联系实际，来初步认识小数的含义，进行小数大小比较和
学习小数加减法。到以后系统学习小数时，再作抽象。

（3）引导学生探究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小数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与整数加减法联系紧密，这是教师
引导学生探究小数加减法的有利条件。据此，教材创设的问
题情境（文具商店一角）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学生可以看图
提出很多小数加减计算的问题，一般学生都能运用原有知识，
尝试计算，得出答案。



小学生的很多生活经验，以及他们前面所学的整数及其加减
法的有关知识，都能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发挥积极的`迁移作用。
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激活学生的相关生活经验和
相关知识基础促进学习的正迁移，使学生在学会的同时，形
成会学的能力。

作为小数的初步认识，其教学要求应当注意把握三点。一是
本单元不要求离开现实背景和具体的量，抽象地讨论小数。
二是小数的认、读、写，限于小数部分不超过两位的小数。
三是简单的小数加减法原则上限于一位小数，并且结合元、
角进行计算。

如前所述，简单的小数加减法是一个比较适合学生自行探究
的学习内容。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潜能要有充分的估计。教学
时，应尽可能地放手让学生提出问题，尝试计算，验证答案，
并引导他们自己总结计算要点。从而逐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数学学习能力。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五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结合具体的情境，理解小数的意义，体会小数的特征。

2、能力目标：

能认读、会写简单的小数，会认物品的价格。

3、情感目标：

激发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情感。



教学重点：

能认读、会写简单的小数。

教学难点：

会把以元为单位的小数写成几元几角几分的数。

教具准备：

数字卡片。

教学方法：

“引导——自学”法。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引入新课：

（这个环节给学生5分钟的时间，让学生充分的发表自己的意
见想法。）

师：你从主体图里看到了什么？这些数有什么共同点？

生：这几个桃子重0.8千克。

生：这串香蕉重3.2千克。

生：2.7kg读作二点七千克。

生：这些数的中间都有一个小圆点。

生：……



生：书上是这样读的，例如：2.7kg读作二点七千克。

师：你会读0.8kg，3.2kg吗？

可以让学生读给同桌听。指两名学生汇报读法。

师：你们是怎样读小数的？谁愿意说出自己的读法？

生：先读小数点前面的，再读小数点后面的。

师引导学生总结小数的读法：从高位起，一位一位往下读，
要注意小数点和小数部分的读法。（提醒学生注意整数部分
和小数部分的读法不同）让学生起读两遍，加深理解。

三、探究例2

师：我们学数学就是为了运用，谁来说一下例2中的价格怎么
读？分别是几元几角几分吗？（学生回答，教师板书）

生：12.68元读作十二点六八元，就是12元6角8分。

生：18.98元读作十八点九八元，就是18元9角8分。

生：……

元角分

12.68就是12元6角8分

18.98就是18元9角8分

0.85就是8角5分

师：同学们真聪明，说的真好，完成课本103页上面的空格，
看谁填的又对又快。完成103页“课堂活动”的第1题和第2题。



师：请同学们打开课本到102――103页，仔细把书在读一遍，
如果有疑问和不明白的地方请提出来。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六

课本第88、89页例1

1、会认、读、写小数，初步感知十分之几可以用一位小数表
示，百分之几可以用两位小数表示。

2、结合具体情境认识小数的现实意义，懂得以元为单位、以
米为单位的小数的实际含义。

3、培养主动探索的意识和合作交流的能力，体会数学与现实
生活的联系。

会读、写小数，懂得以元为单位、以米为单位的小数的实际
含义。教学准备：

一、创设情境、引入小数

1、猜价格游戏。

２、出示文具标价牌

书包４５元文具盒１８元圆珠笔 3.5０元

铅笔0.8元橡皮 1.5２元日记本５元

（1）、区别整数与小数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些文具的标价，你能不能把这些文具标
价中的数分成两类？怎样分？

（2）反馈交流，引出小数



a、左边的这组数是我们以前学习过的整数，右边这组数有一
个什么特点？

一、认识小数

1、设疑：对于小数，你了解多少？

2、根据学生的回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试读小数

a、根据已有经验试读

b、方法小结。读小数的时候，整数部分按照整数部分读法来
读，（整数部分是0的读作“零”），小数点读作“点”，小
数部分顺次读出每一个数位上的数字。

（2）试写小数。

a、请写一个你最喜欢的小数

b、方法小结，强调小数点的位置。别看小数点小小的，圆圆
的，它的作用可大了，它的左边是整数部分，它的右边是小
数部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中间偏下的位置就是小数点的
家了。

c、再写出上面的其它小数。

（3）找找生活中的小数

a、生活中你还在哪儿见过小数？（生自由说）

b、小结：同学们说了这么多，看来大家平时真是善于观察，
其实生活中小数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老师也找到了一些小



数，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c、课件出示生活中的小数，指名读，齐读。

３、认识以元为单位的小数的意义

（２）独立完成课本８８页的表格。

（３）反馈汇报，理解意义。

a、课件出示表格，指名回答。

b、理解意义：你知道小数点左边的数表示什么意思吗？（几
元）小数点右边第一个数表示什么意思呢？（几角）小数点
右边第二个数表示（几分）。

（４）举例加深理解。

４、自主探究例１

（１）课件出示例１插图：说说他们在干什么？

（２）自学例１要求：

a、自由阅读，读懂例题1的一、二部分。

b、独立思考：130厘米=（）米。

c、组内交流自己的想法。

（３）反馈交流演示评价

（４）联系实际，加深理解



课前老师布置大家测量自己的身高，现在你能用刚才学的知
识，把它换为用米作单位吗？

一、实践应用、拓展练习

第一关：猜谜语，我能行。

师说动物名称，学生猜测后阅读相关资料。

第二关：我会填。

1、做一做中的练习。

2、6厘米=（）分米7元2分=（）元

0.6元=（）角7.6米=（)米( )分米

第三关：配钥匙

第四关：我创意，我做主

用0、1、2这三个数字和小数点组成小数，看谁写得多！

二、总结延伸

1、时间过得可真快，不知不觉一节课就要结束了，在这节课
中你有什么收获呢？

2、如果这节课同学们的表现满分是１０分，你能用小数为自
己组的表现评分吗？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七

2、下面是4位同学在学校运动会上的50米跑步成绩统计表，
你能从中找



第4课时小数的加减法74节

学生小组讨论，再回答。（教材第97页例4）

第5课时小数的认识单元复习75节

（1）、学生小组讨论。

检测内容：第七单元过关冲刺。

2、—只鸡重1．8千克，比一只鸭轻1．1千克，一只鸭重多少
千克?

3、食堂有65．4千克大米，后来又买28．2千克，现在—一共

4、棉纺厂1月份产棉布21．92万米，比2月份少．36万米，

探究拓展能力强化训练与应用综合能力的养成：

1、(图形题)把图中的阴影部分先用分数表示，再用小数表示。

2、(信息题)看图回答问题。

(1)、从小明家去商场怎样走最近?是多少千米?

(2)、从小明家到火车站怎样走最近?要走多远?

（3）、请你设计一条走遍所有的地点的方案，（不能重复走
某条路）并算一并，这条路一共有多少千米？怎样走可以最
近？（最后回邮局）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八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内容认识小数，知道以元为单位、以米为单位的
小数的实际含义。

2．知道十分之几可以用一位小数表示，百分之几可以用两位
小数表示。

3．能识别小数，会读写小数。

教学重点：

1、能识别小数，正确得读写小数。

2、知道十分之几用一位小数表示；百分之几用两位小数表示；

教学难点：

知道以元为单位，以米为单位的小数的实际含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

1、谈话导入

2、看学习用品价格并调整价格

（2）汇报：

板书：45.00、3.20、0.40、0.25

（3）整数与小数的比较

师：这些数与以前学过的整数有什么不同呢？你发现了吗？

3、揭示小数并板书课题



二、探究新知

（一）小数的读写

1、认识小数点

师：分数中间的那条线我们叫它分数线，那么小数中间的小
数点你知道叫什么吗？

板书：小数点

2、小数的读法

（1）同学试读上面的小数

（2）读小数时你有什么发现？

揭示读法

举例：18.18读作:十八点一八

（3）练习开火车读小数

3、小数的写法

（1）生试着说说如何写小数

举例:十二点七五写作:12.75(强调小数点的书写位置)

（2）练习写小数

（二）理解小数的实际含义

1、以元为单位的小数意义



（1）出示主题图价格表

（2）试填价格表

（3）揭示小数在价格中的意义（小数点每一位都表示什么）

（4）找找书上文具盒里的小数

2、以米为单位的小数意义

(1)认识一位小数

师：你知道哪些长度单位？

师：一米有多长？一分米呢？它们有怎样的关系？

课件出示：一米长的线段

师：把一米平均分成10份，每份是多少？用分数表示是几分
之几米？

师：写成小数是0.1米.小数点右边第一位表示什么?(板书:分
米)

师：3分米表示几分之几米用小数表示是多少?

练习:0.8米是()分米.0.7米是()分米5分米用小数表示是()米.

同学互说

(2)认识两位小数

师:一厘米有多长?米和厘米有怎样的关系?

师:把一米平均分成100份,每份是多少?用分数表示是几分之



几米?

师:写成小数是多少呢?(0.01米)小数点右边第二位表示什
么?(厘米)

师:3厘米呢?18厘米呢?

练习:33厘米是()米?0.72米是()厘米?

(3)比较这两组小数有什么区别?

(4)说自身的身高如何用小数表示.

(5)揭示小数在长度单位中的意义

举例:1米31厘米=1.31米

(三)质疑

三、巩固练习

1、想一想，说一说

(1)老师这个月的手机费是85.50元,就是()元()角.

(2)姚明的身高是226厘米,写成小数是()米.

(3)小明买了一盒牛奶,用了两个一元和一个5分,这盒牛奶()
元.

2、猜谜语

(1)长颈鹿高度可达5.8米.

(2)丹顶鹤体长1米20厘米写成小数是多少/



(3)大象高度可达3.5米,.重可达5.25吨.

师;看到这些可爱的动物你想说些什么?

3、游戏：蜜蜂采蜜

4、拓展：用2、6、8加小数点能组成多少个小数？

四、课堂小结，浅谈收获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九

【知识与技能】

结合长度和人民币的单位，利用直观，认识一些小数的含义，
知道十分之几可以写成小数，并能根据十分之几写出相应的
小数；认识小数个部分的名称。

【过程与方法】

在获得小数初步认识的过程中，感受十分之几何一位小数间
的联系，积累数学活动的经验，体会数形结合的思想，培养
比较、分析、抽象、归纳等思维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进一步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自主探索与合
作交流的习惯。通过了解小数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提高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爱国情感。

【重点】

认识一位小数的含义。【难点】

理解一位小数的含义。



（一）导入新课

1.创设情境：小明家新装修了一个书房，今天他约了好朋友
想自己去新开的世纪百盛购物广场买一张合适的书桌，（出
示例题图）。他需要的书桌是怎样的？学生观察图片，说说
书桌面的长和宽。

（二）探究新知，深化新知

认识整数部分是0的一位小数。

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同时出示1米的`纸片，演示：如果把1米平
均分成10份，1份就是多少？也就是十分之几米？（引导学生
说出1分米，师板书）所以5分米就是这样的5份，也就是5/10
米；4分米就是这样的4份，也就是4/10米。

介绍：（边板书）5/10还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你以前见过
这样的数吗？这样的数叫――（板书：小数。）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来认识小数，看谁先和小数交上朋友。

读作：零点五，米就表示5/10米。

[键入文字]

米呢？它表示什么？出示教材“想想做做”[键入文字]

3.完成教材“想想做做”第5题。

让学生先试着用小数表示课前到商店了解到的商品价格，再
在小组内交流。

（四）小结作业

通过本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还有哪些疑问？



小数的初步认识

小数

整数部分

小数部分例题：

略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十

本节课主要是对《认识小数》整个单元所有知识点的一个考
核，检测学生对本单元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如何，教学采用了
以练习为主，讲练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以练为手段，强化各
类知识点的实际应用能力，从而内化为自身的'数学思维能力。

本次检测题目比较全面和综合地考查了本单元的重点知识，
题目形式多样，而且出题灵活，注重学生对各知识点进行思
考、筛选和应用。

从题型的分类上，主要有以下几大块：

一、填空题；

二、判断题；

三、选择题；

四、小数的改写；

五、操作题；

六、解决问题。



其中，重点考查了小数的意义、小数的性质、小数大小的比
较和将大数改写成以“万”和“亿”作单位的小数以及近似
数。

对于数位顺序表，也有相应的题目来考查，比如将题目设计
在填空和判断题上，让学生充分把握题目的提问性上。

大部分学生基本上都能比较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点，但对形
式多样的题目考查设计上，却没能比较熟练地解答，似乎还
没反应过来。

对于求以“万”和“亿”作单位的小数的近似数时，一部分
学生仍然没能较好地掌握，看题粗心。

今后应加强学生对综合性比较强的题目进行训练，这对于学
生快速地判断和应用所学知识点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十一

从新课引入到新课的展开，再到练习巩固，无不结合生活实
际，从学生自己“看到过”、“用到过”、“听到
过”、“查到过”的经历中，唤起学生对生活经验的回忆，
使学生初步感悟小数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比如通过多媒体课
件创设学生熟悉的情境：超市中的商品，介绍自己收集的商
品价格，介绍自己的身高等，使学生意识到生活中承载着小
数，现实中孕育着小数，体现了新课程重视数学与生活实际
相联系的理念。

2、还学生课堂的主动权。

1)先认识以元为单位的小数的含义。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见到
的最多的小数就是以元为单位的小数，有了一定的`生活经验，
理解起来就相对容易一些。教学时，我先让学生理解情境中
的三个小数的含义，再独立完成课本88页的题目，然后说一



说自己调查的商品表示的是几元几角几分，学生理解的就比
较扎实了。在了解了小数的含义之后，我让学生找了找身边
还有什么地方出现过小数，从而让学生体会到小数无处不在，
作用重大，激发了学生学习小数的兴趣。

本课在教学中，充分的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理念，通过独立
思考，合作探究，让学生通过把1米平均分成10份、100份，
自主地建构起小数与分数的联系，进而使学生在自主探究和
合作交流中认识了小数，明白了小数的含义。通过读、想、
议、说等活动，使学生在动口、动脑中参与了学习过程，为
学生营造了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变“要我学”为“我要
学”。对于难点知识，有效地引导学生去完成，不仅把学习
的时间、空间留给了学生，而且教学内容得到了多次的反馈
强化，拓展了知识的宽度，提高了教学效率，增强了教学效
果。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课，却有不断进步的课。我会在今后的工
作中，不断改进，不断反思，不断提高，让自己的课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十二

本单元选取的三篇精读课文、两篇略读课文都是引导学生在
感受爱、表达爱、奉献爱的过程中体会爱的重要性，把握正
确的生活态度，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古诗两首》
是本单元的开篇之作，抒发了人世间最普通的友人离别之情，
作为感情基石，为学生学习后面的课文打下了基础。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所写。孟浩然
也是唐代著名诗人，和李白是好朋友，彼此之间情谊深厚。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送别好友时无限依恋的感情，也写出了祖
国河山的壮丽美好。诗的前两行叙事，后两行写景，景中却
包含着一个诗意的情节：帆影已消逝了，而诗人还在翘首凝
望，似乎要把自己的一片情意托付江水，陪伴行舟，将友人



送到目的地。诗人巧妙地将对好友的一片深情寄托在对自然
景物的动态描写之中，将情与景自然地交融在一起，含吐不
露而余味无穷。

《送元二使安西》的作者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安西是指安
西都护府，在今天的新疆库车附近。友人元二将要远赴西北
边疆，诗人特意从长安赶到渭城来为朋友送行，其深厚的情
谊，不言可知。这首诗既不刻画酒筵场面，也不直抒离情别
绪，而是别具匠心地借别筵将尽、分手在即时的劝酒，表达
出对友人的留恋、关切与祝福，使人不难想到这对好友频频
祝酒、殷殷话别的情景。

小数的认识教案简案篇十三

小数的初步认识是学生在数的认识上的一次飞越，它是在学
生学习了分数之后来认识了，我们将在第八册全面系统的来
认识小数。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能结合具体内容初步了解小数的含义，会认、读、
写小数部分不超过两位的小数。

2．使学生能结合具体内容比较一位、两位小数的大小。

3．使学生会计算一位小数的加减法。

二、教学思考：

教学中的几点尝试：

关于《小数的初步认识》

（1）充分利用孩子知识的迁移来学习。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



经有了许多关于小数的感性认识，在超市中、商品的标签上
等等地方都能找到小数的影子。我们在学习小数时都是在具
体的情境中，结合常用的计量单位进行学习的。

（2）把握好要求。p89的例题教学是通过语言的直接描述借助
分数让学生认识0.1、0.01。而到了第八册教材在认识小数时
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因此，在教学时我们不要急于求成。
只要学生会认、会读、会写就可以了，至于一些练习的编排
超常，我想可能是没有看到后面教材的原故吧。

教学中的几点温馨提醒：

1、发现断层，适当填补。

在学习小数时学生的知识支撑是先得学习分数的分母是十、
是一百的分数，而这样的知识在分数的初步认识时却没有学
习到，这就造成了学生认识时的一个空白区，老师在教学时
先可以对这块知识进行适当的复习。

2、p92，在确定每种比赛的前三名时要结合现实意义的大小进
行编排。跳远是要看跳的距离的远近，距离越远，成绩也就
越好，而50米跑看却是看谁的用时最少，用时最少成绩是最
好。这一点在教学时我们教师要注意引导。

3、94页10题、97页4题。在学生观察之后提出“你提出什么
问题？”我们发现学生在回答时提出的都是：“平壤和华盛
顿的人均绿地面积一共有多少平方米？”、“天津的人均住
房使用面积和上海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一共是多少平方米”
像类似于这样的求和、求差的问题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在教
学时我们可以把它改为：从表中你了解了哪些信息？你想到
了些什么？你能把这些国家人均面积排排序。通过排序你想
说些什么？这样做即巩固了小数的读法、大小比较、排序，
同时也让学生看到我国的人均面积与国际水平的差异。



4、98页第5页，搞清楚间隔与站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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