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教案 苏教版数学四年
级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教案篇一

通过情境创设、小组合作学习等形式，使学生获得正确读数
一些基本方法的成功体验;培养学生分析、综合的能力，培养
学生在生活中主动探究的意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验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增强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教案篇二

1、熟练掌握2、3、5倍数的特征，熟练应用2、3、5倍数的特
征进行判断。

2、会运用2、3、5倍数的特征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3、感受知识应用价值，激发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培养和提
高学生解决问题以及归纳、整理知识的能力。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3、在合作与交流中的过程中，感受数学学习的乐趣。

教学教法：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师生双方为完成目标而采取的活动方
式的组合。根据本课教学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思维特点，我
选择了尝试法、引导发现法、等方法的优化组合。引导他们
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获取知识，从而达到训
练思维、培养能力的目的。小数的含义是属概念教学，较为
抽象、凝炼，根据学生对概念的认知，一般遵循：感知——
表象——抽象概括——形成概念的这一规律。

1、从生活中了解小数，明确要用小数表示的必要性。

2、从已有的生活经验中，理解、抽象小数的意义。

3、通过观察、测量，让学生充分感受、体验小数产生于生活，
从而使学生感受生活中处处都存在小数。

4、了解小数在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及广泛运用，体验数学在身
边，感受数学学习的价值和乐趣。

教学学法：

1、学会通过观察、测量、归纳，可以发现生活中处处都存在
小数。

2、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培养他们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
力。

3、通过指导独立看书，汇报交流活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和合作交流的好习惯。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创设“5.1”假期情景，使本课内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经念相
吻合

1、在假期里你买了什么物品?花了多少钱?

2、老师买了一本书，同学们猜一猜要多少元?

从同学们的回答中归纳出不能用整元数表示的这种数，要用
小数表示。引入课题。

这样的设计，旨在把枯燥的数学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
系，引发起学主的学习兴趣，点燃他们求知的火花，从而进
入的学习状态，为主动探究新知识聚集动力。

二、明确目标探索新知

同学们都知道小数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那么同学们想了
解小数的什么?

我预设学生的提问(预设)

1、小数是怎么来的。(怎么产生的)

2、什么叫小数?(小数的意义)

3、小数是怎么读的，怎么写的?

根据学生提的问题，师生分析问题

1、师生小结小数的意义

(1)象“0.1、0.3、0.9”这些小数叫1位小数。(分母是10的
分数，可以写成1位小数。1位小数表示十分之几。)



(2)象“0.01、0.04、0.18”这些小数叫2位小数。(分母
是100的分数，可以写成2位小数。2位小数表示百分之几。)

(3)象“0.001、0.015、0.219”这些小数叫3位小数。(分母
是1000的分数，可以写成3位小数。3位小数表示千分之几。)

2、学习小数的写法

三、巩固新知

1、练习“考考你”;(练一练)第1题

2、用米做单位测量同桌的高度;

3、菜市场买菜统计表。

【把小数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结合起来，使学生体验教学就
在身边，感受数学学习的乐趣】

四、小结

1、了解小数的历史。(小资料)

【了解小数的历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2、学了小数这节课，能谈谈你知道了些什么吗?

五、作业布置

1、从生活中记录一些小数，明天同学之间相互交流;

2、完成《作业本》

布置实践性的作业，使学生把小数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结合
起来，体验教学就在身边，感受数学学习的乐趣。



苏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上册教案3

教学目标：

1、通过练习，巩固三位数乘两位数乘法的算理及笔算方法。
掌握因数中间、末尾有0的乘法的笔算的方法。

2、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估算能力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
问题的能力。

3、进一步渗透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教育。

教学重点：

1、正确笔算，提高一次计算的正确率。

2、能够灵活地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过程：

一、基本练习

1、口算。

15×6=140×3=29×2=

56×10=17×30=80×5=

140×6=240×2=5×24=

2、笔算下面各题。

629×53=408×75=1200×40=

注意：为防止丢进位数，在没有达到熟练之前可以标出进位



数的方法，但必须在练习中逐渐锻炼用自己的脑子记住进位
数。因数中间有0的乘法，在学习中更容易出错，应该引起我
们注意，在订正时可以增加对比。

因数末尾有0的乘法，要问清学生，为什么可以把0甩出去进
行简便运算。以1200×40为例，可以这样理解。

1200=12×10040=4×10

所以1200×40=12×4×100×10

这就是”因数末尾有0时，可以先把0前面的数相乘，再看两
个因数的末尾一共有几个0，就在乘得数的末尾填写几
个0“的道理。

二、综合练习。36页第1题。

30×616×712×3050×60

300×616×7012×300500×60

1、比一比谁算得快。

48×2372×124102×1556×456

603×3425×112460×1835×440

2、不计算，判断对错。

58×18=4534()88×34=318()

150×40=600()350×70=2450()

三、课堂作业设计



36页第4题、5题、6题。

板书设计：

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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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上册教案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教案篇四

1、知识与技能：使学生掌握“总价=单价×数量”“路程=速
度×时间”等常见数量关系，使学生经历探索三位数乘两位
数笔算方法的过程，理解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算理，掌握三位
数乘两位数的基本的笔算方法，能正确进行计算。

2、过程与方法：使学生在探索计算方法的过程中体会新旧知
识间的联系，并能将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一般方法迁移到多位
数的乘法运算中去。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计算的兴趣，培养学生良好
的计算习惯，不断提高学生的计算正确率。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教案篇五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西师版）四年级上册
第79、80页上的例2、例3，议一议及相应的课堂活动，练习
十五第3～6题。

【教学目标】

1．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自主迁移出因数中间、末
尾有零的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乘法。



2．掌握行程问题中的基本数量关系，感受数学知识间的内在
联系，培养学生迁移类推能力和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具学具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学生可能有的用口算,有的用笔算,如果用笔算的可进行板演。

教师：我们已经学习了三位数乘两位数中间、末尾没有零的
笔算，那么中间、末尾有零的又该怎样计算呢？今天我们继
续研究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1.教学例2。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2情景图）

（1）学生独立思考，解答，抽一个学生板演。

7200

学生讨论，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重点围绕竖式的简便写法
进行讨论。如果学生探讨有困难，则可用以下的教学设计。

学生：不一样。

教师：哪一个算式的乘积小？



学生：24×3

教师：算一算24×3的结果。

学生算出24×3=72。

教师引导学生说出72与7200相比，缩小了100倍，为了保持积
的大小不变，我们把积扩大了100倍。

配合学生的回答，教师作如下板书：教师：谁能完整地说一
说这个计算过程？

学生：略

教师：你认为末尾有0的乘法怎样计算比较简便？

引导学生归纳出：因数末尾有0的乘法，先把0前面的数相乘，
乘完后，看因数末尾一共有多少个0，就在乘积的末尾添上几
个0。

（4）及时巩固，算一算课堂活动的第2小题的前两小
题：230×40，380×87。

2.教学例3。多媒体课件出示例3题目。

（1）根据题意，学生列式：108×18。

（2）引导学生观察算式有什么特征？

学生：因数中间有0

（3）学生独立思考

计算，抽一学生板演。



教师巡视，重点围绕竖式的书写，从而归纳出中间有0的三位
数乘两位数笔算的方法、要点。

3．结合两个例题，小结行程问题中的基本数量关系。

教师：在这两个题目中，王师傅每分行240m和列车平均每时
行108km都叫做什么?

学生:速度

教师：30分和8时都叫做什么?

学生:时间

教师：要求路程,你发现了怎样的数量关系?

师生共同归纳得出:速度×时间=路程。

4．课堂活动。

（1）怎样用竖式计算34×386？

学生按书中的程序计算完成后，通过两个竖式的对比，讨论
得出：三位数和两位数相乘的时候，为了计算简便，我们更
习惯于把位数多的因数写在上面。

（2）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的后面两个小
题：65×408，207×20。

三、巩固练习

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五第3题，教师巡视指导。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五第4~6题。

（本案例由袁登维提供，由彭承志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