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数学二单元教学设计 二年数学上
第六单元－复习设计(实用8篇)

开场白是一段能够吸引听众或读者注意力的重要演讲或文章
开端。在写开场白时，可以运用一些修辞手法，如排比、反
问等，来增加语言的魅力和吸引力。下面是一些被广泛认可
的总结性文章，希望它们能够激励大家写出更好的总结。

二年级数学二单元教学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复习加深对乘法意义的认识，提高学生用数学知识解
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认真、仔细的学习习惯。

3、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进行学习兴趣的培养。

重点、难点：

熟记口诀是重点，运用口诀解决问实际题是难点。

学、教具准备：

口诀卡片、空白的“九九乘法口诀表”

教学过程：

归纳整理、互相交流

1、师：提问

请同学们想一想咱们一起学习了第六单元，你都学会了哪些



知识？

生：举手说自己学会了什么。

2、整理乘法口诀表

（1）集体回忆整理乘法口诀表。

生：独立用算式表示出所有乘法口诀。

（2）展示评价学生的作业

3、介绍“九九歌”

（1）自己从课本99页中找到答案。

4、整理解决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实际问题。

（1）回忆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含义及计算方法。

（2）小组合作：提出一道“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实际问
题。

（3）结合学生举的实例来回忆总结这类题的计算方法。

练习巩固

练一练，看谁做的又对又快

1、基本练习

完成91页第一题。（完成后，同桌开火车对答案）

（2）分蛋糕。（91页第二题）



做完后举手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2、综合练习

（1）观察水上巴蕾舞，课本91页第三题，看问题，小组讨论，
独立完成。

（2）展示时说解题思路。

（3）独立分析完成四题

3、创新练习

自己编出自己心中的数学问题并解答。

二年级数学二单元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内容:课本第16--18页，例题、“试一试”、“想想做
做”第1—7题。教学目标:通过教学，让学生理解几百几十几
的含义，掌握它们的读法，写法，加深对千以内数的认识。

一、复习

1．数数。(1)一百一百地数，从100数到1000。

(2)一十一十地数，从830数到1000。

2．根据计数器上的拔珠，写数并说说它们的组成。480

620

790

9103．示课题。这节课我们将继续来认识千以内的数。(出示



课题．)

二、学习认识几百几十几

i．出示例题方块图。（课件出示）

自学目标：通过教学，让学生理解几百几十几的含义，加深
对千以内数的认识。自学要求：掌握几百几十几的读法，写
法自学方法：操作、观察法、合作交流小老师借助计数器，
讲解四百五十三的组成训练：

1、四百五十三应怎样写呢?（学生交流想法）

2．练习：根据所拨的算珠，写出这个数，并说说它的组成。

3．教学试一试。

(1)在计数器上拨出597，请学生说说597的组成。

(2)一个一个地数，从五百九十七数到六百一十二。

三、巩固练习（完成教材“想想做做”第1题-第7题

四、全课总结：读写一个多位数时，要注意些什么?

五、课后作业：完成“想想做做”第1题-第9题

第四课时认数练习

教学内容：课本第19--20页，练习二第1--9题。

教学目标：通过练习，使学生能进一步加深对干以内数的认
识，更好地掌握干以内数的读、写和有关的口算方式，并运
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体会数学的价值。



教学方法：练习法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并出示课题

二、千以内的数的组成练习

1．数数。

(1)一十一十地数，从一十数到一百。提问：一百里有几个
十?一百一百地数，从一百数到一千。

提问：一千里面有几个百?(2)一十一十地数，从二百六十数
到三百二十。一个一个地数，从四百八十七数到五百一十三。

2，完成练习二第1题、第2题。

三．干以内的数的读写练习

1．说说千以内的数位顺序表。

2．完成练习二第3题。（课件出示）

自学目标：进一步加深对干以内数的认识，并运用所学的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体会数学的价值。

训练：(1)同桌两人合作完成，一个人摆数，另一个人读，然
后交换练习。

330提问：“3”在百位上读作什么?“3’’在十位上读作什
么?“3”在个位上呢?它们又分别表示什么意思?追问：一个
数的中间有。怎么读?一个数的末尾有。又应怎样读呢?5．完
成练习二第5题。（课件出示）(1)学生练习。(2)交流反馈：
自己在找接近600的数时的想法。



指出：题中的“接近”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四、简单计算的练习

2．完成练习二第6题。

五、全课总结

六、作业布置：练习二第6、7、8、9题。比较大小

第一课时比较数的大小

教学内容：课本第21——22页，“例题、试一试”、“想想
做做”第1——4题。

教学目的：通过解决实际问题的形式，让学生探索千以内数
的大小比较的方法，使学生体会到比较数的大小是有现实意
义的。

教具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比一比它们的大小。67和5723和329和102．说说下面各数
分别是几位数以及它们的组成。4362885210009983．揭示课
题。

二、新授

1．教学例题。（课件出示）

自学目标：探索千以内数的大小比较的方法，使学生体会到
比较数的大小是有现实意义的。



自学要求：学生会比较千以内数的大小。自学方法：操作、
观察法、合作交流

训练：(1)出示例题图，请学生完整说说图意。(2)提问：你
认为哪种树比较多?(3)提问；你认为这两个数谁大?为什么?
小老师教：教材“试一试”

三、巩固练习

1．完成想想做做第1题-—第4题

四、全课总结

第二课时比较数的大小的练习

教学内容：课本第21——22页，“想想做做”第5～10题。

教学目的：

1．通过练习，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万以内数的大小比较
的方法，能正确比较万以内数的大小。

2．使学生在现实的情境中进行估计，进一步体会“多一些、
少一些、多得多、少得多”的含义。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并出示课题

二、比较数的大小的练习

三、综合练习

1．完成“想想做做”第5题。



(1)出示三个杯子，教师参照书中的图片，分别在杯中放入一
些黄豆。

介绍：左边第一个杯里大约有200粒黄豆。(板书：大约)”大
约”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提问；你能猜出另外两个杯里大约各
有多少粒黄豆吗?(2)指名请学生们各抒己见，并同时说说自
己估计的根据、理由。(第二杯大约有400粒，第三杯大约
有800粒。)2．完成“想想做做”第6题。

(1)出示情境图，使学生明白题意。提问：红红说的“我的书
比你的少很多”，指的是比多少少很多?比630少很多是什么
意思?(2)请学生们在合适的一栏内打勾。指名说说选择“220
页”的理由。3．完成“想想做做”第9题。

学生独立思考后，回答、交流。

四、全课总结(略)

五、课后布置：完成“复习'第1—7题

复习

第一课时复习认数教学内容：课本第24—25页，复习第1—7
题。

一、揭示并出示课题

这时间，我们认识了千以内的数，学会了怎样去读、写它们，
以及一些简单的计算，这节课我们就来复习这部分的内
容。(出示课题。)

二、千以数的认、读、写的复习自学目标：进一步掌握千以
内数的意义

训练：1．读一读下面各数，并说说它们的组成276720702(1)



学生口答。

(2)提问：它们都是几位数，最高位是哪一位?这3个数中都
有2和7，但表示的意思一样吗?为什么?(3)请学生们说一说，
应怎样读一个千以内的数?2．写出下面各数。

五百六十二写作()一千写作()四百六十写作()七百零三写
作()

三、复习简单的计算

自学目标：进一步掌握千以内数的意义

四、全课总结：请学生说说如何读、写一个千以内的数，特
别是如果遇到中间或末尾有0该如何读写。

第二课时复习比较数的大小教学内容：课本第24--25页，复
习第8—14题。

一、揭示课题，出示课题

二、比较数的大小的复习1．完成复习第9题。

三、练习

完成教材第10—14题

二年级数学二单元教学设计篇三

第七课时练习课（四）

教学内容：



课本第61、62页练习十三6~8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巩固用表内乘除法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实际问
题。

2、学生初步尝试运用分析、推理、转化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

1、学会运用表内乘除法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实际问题。

2、开拓学生的解题思路。

教学难点：

运用乘除法的知识解决两步计算的实际问题学会分析思考的
方法，让思维更加富有条理性。

教学准备：图片、学具、实物投影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口算：

24÷456÷732÷86×5

2、6的3倍是多少？

3个9是多少？

72是9的几倍？



16里面有几个2？

【设计意图】：提高学生运用口诀的能力和理解简单乘除法
的数量关系。

二、展开学习

1、投影出示第61页第6题

（1）学生汇报从图上可以看出哪些信息和问题？

买9元一枝的钢笔要花63元钱，换6元一枝的钢笔。共需要多
少钱？他们要买几枝钢笔？讨论两个问题的计算顺序。

（2）如果直接算6元一枝的钢笔要多少钱你会算吗？试一试。

2、投影出示第7题

（1）仔细说说看到了什么？要我们算什么？

（2）学生尝试练习

（3）交流解答思路。

（鼓励学生大胆发言）

3、解答第8题

从图上我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在干什么？要我们求什么？你
会算吗？学生独立解答后在小组内交流思路，再集体校对。

（在指导练习时，要培养学生整体读图、读题的习惯，独立
思考，自主分析数量关系的习惯。同时，鼓励学生用不同的'
方法进行解答，可列分步式，也可列综合式，对于学有余力
的学生，可用两种方式进行解答。



【设计意图】：利用各种形式的练习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解题兴趣。

三、拓展应用

引导学生进行操作或画出示意图，使之明白“一根绳子对折，
再对折以后”它的总长度与每折长度之间的关系，这样问题
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

【设计意图】：尽可能让每位学生都有思考的机会，同时积
极开发学生的思路。有助于促成学生有条理地思考问题，提
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课堂总结：

教学反思：

文档为doc格式

二年级数学二单元教学设计篇四

第四单元课时备课

课题2、3、4的乘法口决练习课

1、教学目标：使学生熟记2、3、4的乘法口决，能够比较熟
练地口算4以内的两个数相乘。

2、教学重点、难点：比较熟练地口算4以内的两个数相乘。

3、教具、学具准备：

4、教学过程（）：小黑板、投影机



步骤师生活动修改意见

复习

1、教师出示学过的乘法口决表，指名横背竖背、拐弯背。

2、教师板书：“二四得八”要求全班学生用小棒摆出这句口
决的实物图，学生可能有多种摆法。

提问：这是几个几？相同的加数是几？有几个相同的加数？
加法算式和乘算式应怎样列？让学生一一回答。

练习

做练习十一的`第2――5题背诵1－4的乘法口决。

（1）让学生用8个小圆片摆两行启发学生

边摆圆片边想要算一共有多少个圆片，有几种算法。

（2）引导学生先横看再竖看，然后让学生自己将结果填上。

（3）让学生两个乘法算式有什么不同点和相同点？

小结：交换被乘数和乘数的位置，它们的积不变。

2、教师让学生用8个小圆片摆2行，先横看，再竖看，各有什
么结果？

小结：两个一位数相乘都可以用一句口决。

做练习十二的1-3题

三、作业、熟记口诀



教学反思

二年级数学二单元教学设计篇五

第五课时练习课

教学内容：

课本p21、22页练习四第7、8、9、10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体验除法算式与生活实际的密切练习。

2、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分一分”活动，让学生进一步体会
除法的意义。

3、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初步的抽象能力，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查漏补缺，反馈出现的问题，进一步理解掌握除法的意义，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初步的抽象能力，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

教学准备：图片、题卡或课件等。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2、学生举例。

3、自己能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吗？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身边去发现除法问题，激发学习
兴趣。

二、展开学习

1、引导学生完成第22页练习四第10题。

（1）、请学生仔细观察图，了解到哪些信息？说给同桌听一
听。

（2）、要求学生独立完成。

（3）、指名回答，教师板书算式。说说算式表示的意思。

2、引导学生完成练习四第8题。

（1）、教师巡视

（2）、学生交流汇报算式的意义。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看图，进一步理解图意，正确写
出除法算式，重点区别两种不同的分法和得数后面单位名称
的写法。

三、拓展应用，加深理解

1、引导学生完成练习四第9题。

（1）、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

（2）、指名汇报是怎样计算的？



2、引导学生完成练习四的思考题。

（1）、同桌互相说一说自己的想法，算式的意义。

（2）、全班交流汇报。

3、引导学生完成练习四第7题。

要求学生仔细观察，独立思考完成。

【设计意图】：让学生用圈一圈物品的方法进行平均分。分
后填写算式。让学生在独立写除法算式中熟悉除法算式的读
法、及算式各部分的名称，加深对除法意义的认识。

四、课堂总结。

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教学反思：

二年级数学二单元教学设计篇六

教学内容：人教版实验教材数学教科书二年级上册第p38～40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会辨认直角、锐角和钝角；

2.通过结合生活实际的活动，在学习新知的同时培养学生的
数学兴趣。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出示图，生活中含有角的物体。

师：“你看到了什么？谁能说一说？”

师：“如果请你们再从数学的角度去观察这些物体，你又能
发现什么？”

师：“是吗？让我们来看一看。”

师：“果然如此！你观察得真仔细。”

“生活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角。通过以往的学习，你已经知
道了哪些关角的知识？同桌互相说一说。”

贴上课题“角”，学生交流后回答：略。

师：“仅仅知道这些，你们就满足了吗？”

“那你们还想知道哪些有关角的知识呢？“

师：“看到同学们这么虚心好学，老师真的是非常高兴。好
吧，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学习有关角的知识。”

二、新课教学。

师：“请大家拿出四张卡片，用水彩笔和尺出画四个不同大
小的角。每张卡片画一个。比一比谁画的又好又快！”

学生在卡片上画角。

师：“请组长将大家画的角收集起来，平铺在桌面上。比一
比哪一组动作最快！”

师：“下面我们要给这些角分分类。在分类之前，老师要说
几点要求：1.每人先要认真的观察这些角。2.为了提高我们



小组合作学习的效度，分类前组长一定要带领大家展开充分
的讨论，确定分法后再分。3.分好后，每组选一名发言人，
准备向大家汇报分类的'情况。”

小组合作学习，给角分类。教师巡视，做好记录。

师：“哪一组愿意汇报？”

小组汇报，汇报时请其用三角尺验证。贴出直角。

师：“你们认为他们分的怎么样？”

师：“你能给比直角小的角起一个名字吗？”

学生起名。

师：“在数学上，我们把比直角小的角叫做锐角。”

贴上“锐角”。（钝角同上。）

师：“对于这些，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学生提问。

师：“通过对角的分类，我们知道了角可以分成直角、锐角
和钝角等几种。”

贴上“的分类”。

三、巩固练习。

师：“请组长将这些角分还给大家。同学们可以在角的旁边
写上角的名称。”

学生写角的名称。



师：“写好的人互相说一说你刚才都画了哪些角。”

学生互说，教师指名说。

师：“如果老师给你一些角，你能分辨出是哪种角吗？请大
家拿出练习纸，按要求填空。”

请一名学生在实物投影上写。集体订正。

师：“让我们回到生活中的物体。”

点击，回到生活中的物体。

师：“你能用刚才所学的知识，说一说这些角都是什么角
吗？”

师：“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有这些角？”

师：“第五个任务需要大家合作完成，大家把三角尺凑在一
起试着拼一拼。”

学生合作拼。

师：“能拼成什么角？你愿意上来拼一拼吗？”

学生在黑板上用学具拼。

师：“这个角是由几个什么角拼成的？还有其他的拼法
吗？”

四、小结。

师：“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又知道哪些有关角的知识？”



二年级数学二单元教学设计篇七

教学内容：

课本p21、22页练习四第7、8、9、10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体验除法算式与生活实际的密切练习。

2、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分一分”活动，让学生进一步体会
除法的意义。

3、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初步的抽象能力，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查漏补缺，反馈出现的问题，进一步理解掌握除法的意义，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初步的抽象能力，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

教学准备：图片、题卡或课件等。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2、学生举例。

3、自己能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吗？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身边去发现除法问题，激发学习
兴趣。

二、展开学习

1、引导学生完成第22页练习四第10题。

（1）、请学生仔细观察图，了解到哪些信息？说给同桌听一
听。

（2）、要求学生独立完成。

（3）、指名回答，教师板书算式。说说算式表示的意思。

2、引导学生完成练习四第8题。

（1）、教师巡视

（2）、学生交流汇报算式的意义。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看图，进一步理解图意，正确写
出除法算式，重点区别两种不同的分法和得数后面单位名称
的写法。

三、拓展应用，加深理解

1、引导学生完成练习四第9题。

（1）、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

（2）、指名汇报是怎样计算的？

2、引导学生完成练习四的思考题。

（1）、同桌互相说一说自己的`想法，算式的意义。



（2）、全班交流汇报。

3、引导学生完成练习四第7题。

要求学生仔细观察，独立思考完成。

【设计意图】：让学生用圈一圈物品的方法进行平均分。分
后填写算式。让学生在独立写除法算式中熟悉除法算式的读
法、及算式各部分的名称，加深对除法意义的认识。

四、课堂总结。

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教学反思：

二年级数学二单元教学设计篇八

1、能够做到环节紧凑，思路清晰，从而形成一个较好的教学
框架：首先是开门见山由“角”字带给你的`想法到情景图中
找、指角再到揭示课题，其次是放手让学生在猜、折、做、
画等各种数学活动中认识角，再拓展延伸，最后是归纳交流。
各环节过渡比较自然，而且自我感觉流畅。

课堂教学中，我始终站在学生的角度来思考教学方案，考虑
课堂结构。注重丰富的教学情境的创设，注重学生的亲身体
验，注重对学生开展探究活动的指导，注重引导学生将知识
转化为能力，实现课堂中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使学生主
动活泼、主动有效的进行学习。让全体学生自始自终积极地
参与到学习的全过程中，并不断教给学生学习方法，让他们
学会学习。

2、注重语言表达。在教学中，我根据学生的好奇心，好胜心
等心理特点，引导他们敢想敢说。凡是通过思考能说的我从



来不包办代替，留给学生充分发言的机会。

但不足之处也有几点：

（1）在时间上分配的不够好，以至于讨论时间稍长，影响了
后来学生的画角和相应的练习，这部分内容，学生还没有充
分施展，就草草结束了。原订讨论角的大小时为第一个高潮，
练习之后通过巧妙剪角游戏再出现第二次学生情绪的高潮，
很可惜，没有达成。

（2）对学生备的不够。在做活动角过程中，我抛给学生的问
题是：“你发现了什么？”我的意在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说
出两边叉开越大角越大，可是有的学生就是不能明确我的意
思，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述，说不到点上。后来我引导
说：从大小上看，它们和什么有关？学生们这才能够说出来。
这也难怪，学生对角的本质特征的理解有一个过程，很多时
候我太着急。而且，对教学语言的把握我得再用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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