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第一课时  两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和估算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两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和估算，例 1、例 2、例3，P3—课堂活动 1、 
2，P5 课堂活动 1，练习一第 1、2、3。

通过情景设置，使学生感受到，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要用到两位数 
乘两位数的乘法来解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在合作学习中探讨计算方法，体会某些方法的合理性与简捷。 
能正确计算两位数乘整十数的口算。

探讨计算方法。

教具：1 页的挂图，口算卡片。 

教师活动

出示主题图，师谈话引入

师：同学们喜欢看体育比赛吗？到过体 

育馆看过比赛吗？几个小朋友来到了体 

育馆观看篮球比赛。这儿听听，那儿瞧 

瞧。发现了许多与数学有关的信息。

从图中，你知道了那些数学信息？

根据这些数据能解决那些数学问题？能 
列式表示吗？

这些解决问题的算式你见过吗？ 
组织学生集体讨论。

学生活动

主题图和老师谈话的引 

导下，进入学习状况，积 

极思考老师提出的三个问 

题。

善于集体讨论，积极发 
言认真思考和倾听。

产生探求新知的积极心 
态。

出示例 1 图：

体育馆的 A 区有多少个座位？这个问题 
你能用算式表示吗？你是怎样想的？

怎样计算 48×10=？说说你的想法

（组织学生小组讨论，再集中汇报）

生 1：10 个十是 100，48 个十是 480

生 2：48×9=432，再加上 48，就是 

480.

生 3：48 的 10 倍是 480。 

……
师：你们想出的这些方法都不错，能联 
系旧知识解决新问题，真棒！

3、回忆同学们想出的这些计算方法，你 
更愿意用那种方法计算？

组织学生完成填一填：

96×10   54×8   85×10 
肯定学生的学习效果。

看懂题意，自主探究口算 
的方法。

认真倾听同学们的发言， 

加以比较，掌握一种自己 

喜欢的计算方法。

先独立计算。

同桌相互说说计算方法， 
并相互评判。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情境导入

及时反馈

首次探索



出示例 2 情景图和左边男孩子的问话： 
“一共有多少袋面粉？你们能帮他计

积极动脑，完成知识迁移。 
通过比较，感悟计算方法的

再次探索 算吗？

怎样列式？

集体谈论计算方法。

与例 1 的计算相比较，你想说点什么？

出示例 3：20×40   
自主探索口算方法。 
集体谈论计算方法。

3、怎样口算最简便。

一致性。

组织学生完成算一算： 先独立计算。

及时反馈 21 ×20    45×30    50×32 
肯定学生的学习效果。

同桌相互评价。

师： 观察并发现算式的特征，回

课堂小结 我们这节课讨论的是什么计算？这些 
算式有什么特点？

说说通过太论计算方法后，你的收获。

顾并整理本节课的收获。

组织学生完成 P3，P5 的课堂活动。 同桌互相出题算一算，说说

课堂活动 同桌互相出题算一算，说说口算的方 

法。

师出示口算卡片，学生口答。 
完成练习一第 1、2、3 题。

口算的方法。

学生看卡片口答。

完成练习一第 1、2、3。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教具准备 

教学过程

复习引入

第二课时  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教材 P4~例4，P5 课堂活动第 2 题，练习一第4~9 题和思考题。 

探讨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估算的方法，并能正确估算。

通过练习，进一步理解乘法的意义，能正确、较快地计算两位数乘整 
十数。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培养喜欢数学的兴趣。 

探讨估算方法。

口算卡片等。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引导学生回顾所学知识，重温两位数乘  回顾：上节课学习了什么知

整十数的计算方法。                  识？

说一说：20×30，你是怎样 
口算的？

熊猫阿姨的小卖部有许多商品，学校买 
了 11 个皮球，大约要多少钱？你能帮忙

先自主探索估算方法。 
同桌互相说一说。

主动探索 算一算吗？ 18×11，买 10 个要 180 元，

学习新知 出示例 4 图： 
怎样列式？

集体讨论估算方法。 
指名说说。

练习一第 7 题。

买 11 个要比 180 元多一些。 

1 个大约 20 元，10 个大约 

200 元

反馈练习 学生先独立完成。 

同桌互相说一说。 

全班交流算法。

P6~4
P6~6，怎样列式计算？

学生先独立完成。 

同桌互相说一说。 

全班交流算法。

学生独立连线，说说怎样 
想、算最快。

课堂练习 P6~5，夺红旗游戏。 
解决问题：

P7~8 题。学生先看懂图意，再独立完成 

3 个小问题，最后你还能提出那些数学 

问题？

思考题，先独立思考，再全班交流。

写出算式并计算。

在小组中积极表现，增强集 
体荣誉感。

解决问题，独立列式计算， 
再全班交流。

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你有什么想 
法和收获？

全班说一说。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第 3 课时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教学内容  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P8~例 1、例 2，P11 课堂活动 1、2 题。

利用教材所提供的现实背景，帮助学生理解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教学目标  的算理，并能正确计算两位数乘两位数。

引导学生有效地利用原有知识推动新知识的学习。

教学重点  掌握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教学难点  用第二个因数十位上的数去乘第一个因数，积的末尾必须写在十位

上的道理。

教具准备  例题挂图。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口算：

复习铺垫  30×20    12×40    50×20         学生独立口算，全班集体订

40×16    10×23    53×30         正。

12×4     12×10    25×10

师生互动 
探索新知

例 1：

课件出示例题图，

算这些卷笔刀一共有多少个，该怎样 
列式？

板书：12×14  
可以怎样计算？

先算 4 盒多少个，再算 10 盒多少个，

最后把它们加起来。 
还可以用竖式计算。

在竖式计算中，你遇到了什么新问 
题？

组织学生讨论，怎样计算？

重点理解第一步先算什么，积表示什  

么；第二步再算什么，积又表示什么， 

应该怎样书写。

1  2 

× 1  4
4  8    表示 4 个 12 是 48

1   2      表示 12 个 10 是 120，所

1  6  8    以这个“2”必须写在十

位上。

简写为：       1  2

× 1  4

4  8
1  2

在理解题意的基础上： 

参与解决问题的讨论。 

与计算方法的讨论。

先算 4 盒多少个，再算 10 

盒多少个，最后把它们加起 

来。

还可以竖式计算。

在竖式计算中探讨计算方 
法。

先算什么？积表示什么？

再算什么 ？ 积又表示什 

么？

怎样书写？

1  6  8



试一试：

1  4        2  1        4  3
独立练习，校对答案，错误 
及时订正。

尝试练习 × 2  7× 8  5 ×2  6 

9  8    1  0  5

□ 8
□□□

例2：

出示例题图
积极动脑，完成知识迁移。 
理解算理，正确地用算式计

师生互动 看懂图意，列出算式。 算。

再次探索 在竖式里怎样计算？（集体讨论）

重点强调两位数乘两位数笔算乘法中  

每一步表示什么，使学生在理解每部  

分积是怎样得来的基础上，加深理解、 

掌握乘的顺序和计算方法。并板书：

3  4 

× 2  5
1  7  0     □×□的积

6  8 □×□的积

8  5  0     □+□的积

讨论：

例 1、例 2 在计算时有什么相同之处？ 

计算时，要注意什么？计算顺序是怎 

样的？

先用乘数个位上的数去乘，再用乘数 

十位上的数去乘，乘得的积的末尾和 

十位对齐，最后把两次乘得的积加起 

来。

总结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  
算方法，留下完整的印象。

尝试练习 议一议：怎样笔算 79×80，一人板书， 

其 余 同 练 。 再 算 一 算 ： 

73×21    96×15    45×18

独立练习，同桌互相检查。

课堂活动 P11~1、2 题。

算一算，说一说。

在下面的空格里，填上两个数相乘的 
积。并观察第三个乘积与前面的两个 
乘积有什么联系。

学生独立计算，说一说。

先计算，再观察、发现此题 
的规律。

课堂小结 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计算顺 
序是怎样的。

指名全班说一说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第 4 课时   练习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教学内容  教材 P10~3 题，P11 课堂活动 3 题，练习二 1~5 题。

教学目标  通过讨论，加深对两位数成两位数笔算方法的理解。

掌握计算方法，正确计算。

在讨论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参与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渗透用交换因数位置的方法可以验算乘法。

教学重点  理解进位数的书写。

教具准备  例 3 课件。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口算：                              学生口算。

基本练习  35×10   20×23   54×20  30×50    先独立笔算，再集体评讲。

计算：

3  5            2  8

× 1  2× 1  6
两人板演，全班齐算，集体订正。

合作讨论 
知识迁移

课堂活动 

独立练习

例3：

课件展示例题图。

理解题意，养鸡场有多少只鸡？该怎样 
列式计算？

小组合作学习，讨论并说一说为什么这 
样计算？

重点关注积的连续进位。强调板书： 

85

×41

85

340    百位上为什么写 4 

3485

像这样再算一次。 

41

×85

比较这两个竖式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 
处？

算一算：

38       42        36

×42  ×38×25

独立完成 P11~3 题。同桌互相说一说。 

练习二第 1、2、3、4、5 题。

学习解决与乘法有关的现 
实问题。

在计算方法的讨论中，能 
运用知识迁移构建新的

点：连续进位乘法的计算 
方法。

认真完成算一算，评价自 
己的计算方法掌握情况。

同桌互相说一说。 

独立完成。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教学过程

基本练习

巩固练习

解决问题

找窍门

独立练习

第 5 课时   练习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教材 P13~P14，练习二第 6~10 题，以及思考题。

通过练习，使进一步掌握乘法的计算方法，能计算、较快地计算两 
位数乘两位数。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喜欢数学 
的兴趣。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口算：                        口算后对答案。

27×10   34×20   29×3      先独立计算，再同桌检查。

10×67   25×30   40×50 
P13~6。（装桃比赛）

P13~8。
P14~9。（算一算，填一填）

独立完成第 7 题，先在作业本 
上笔算，再填在书上。

教师巡视，了解情况，及时评 
讲。

10 题：

要求学生先独立列式计算，再 
订正。

说一说你是怎样算的？先算什 
么？再算什么？

学生笔算在作业本上。

弄清题意，正确列式计算。

同桌互相说一说是怎样算的。

思考题：

要求学生先独立思考，填一填。

组织学生积极动脑，说一说应该怎样来填写，从哪个□开始填起。 

完成小乐园上部分作业。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第 6 课时发现规律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发现规律。教材P15 例 1，课堂活动 1、2 题，练习三第1、3、5、6 题。 

经历观察、比较、归纳等数学实践活动过程，学习通过现象探索发现某 

些简单规律的方法。

能发现积的变化规律，并作出适当的说明。

结合学习活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索的精神及与同伴积极合作 
的意识。

目标 1。 

目标 2。

多媒体演示，事物图片等。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师出示例 1 主题图。

1、逐一出示两个小朋友的对话，并通

过 他 们 的 对 话 的 情 景 。      学生填表。

2、告诉小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的情况， 
并将小汽车的行驶情况列成表。

每 时 行 驶        60

（km） 

行 驶  

（时） 

行 驶  

（km）

根据学生填好的表格，让学生说明自己 
填表的方法。

观察表格，发现规律。

从表上看，你发现了什么？ 
分组讨论。

全班交流汇报。

生 1：每小时行的路程不变，时间用得 
越多，行的路程就越多。

生 2：每小时行的路程不变，时间扩大 
几倍，路程也就扩大几倍。

生 3：它们的速度不变，路程随着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

……
4、在生活中你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说一说。

学生说一说自己填表的方法。 

先独立观察表格，再小组合作 

讨论。

全班交流汇报。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具准备 

教学过程

1   2   6   12

60  120

时 间 

路 程

情境引入

探索新知



反馈练习

独立练习

课堂活动：

看算式，找规律。

学生观察交流后得出：一个因数不变， 

另一个因数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积 

也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

看算式找规律，再计算出结果。

注重观察的方法，几个数重复出现，有 
几组这样的数。

练习三第 1、3、5、6 题。

第 5 题□里还可以填哪些数？有多少 
种填法？使学生在运用规律练习的过  
程中感受到遵循规律，按规律办事给解 
题带来的方便，从而培养学生的探索精 
神

生先独立观察，再交流发现的 
规律。

观察发现规律后，在全班说一 
说，再计算出结果。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第 7 课时发现规律（二）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教具准备 

教学过程

故事引入

教材 P16~19 例 2，练习三 2、4、7、8 题和思考题。 

能从数的排列中去发现隐含的规律，并能应用规律。 

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发现规律的方法。

陪躺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索的精神及与同伴积极合作的意识。 

发现规律，能运用规律。

课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师：我国南宋末年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数  1、学生认真倾听。 

学家，他就是杨辉。他在数学方面取得了

许多成就，其中计算技术方面的成就最突 
出，著名的“杨辉三角”对人类数学研究 
作出了贡献。今天我们要发现的规律就与 
“杨辉三角”有关（课件出示例 2）

合作探讨 
探索新知

巩固提高

出示数列，请学生观察这些数的排列，找 

找其中的规律，再和同桌的同学交流自己 

的想法。

学生观察讨论，教师巡视。 
全班交流汇报。

生 1：每排左、右两边的数都是 1，只有 
中间的数在发生变化。

生 2：每排都比它前一排多一个数。

生 3：从第一排的 1 斜起看，依次是 1、2、

3、4……

生 4：每排中间的数都等于前一排左、右 
两个数的和。

师：同学们观察得真仔细，有了这么多新 

发现，每排的第一个数都是 1，中间的数 

都是它前一排左、右两个数的和等等，找 

到了这些规律，你们能知道第 5 排该填哪 

些数吗？试一试。再填出第 6、7 排各数。 

按这样的规律再往下面填，还会填吗？各 

数是按一定规律排列的，只要我们找到了 

事物内部隐藏的规律，就能正确地天出未 

知的各数。
独立完成练习三第 1、2、4、7、8 题。

学生先独立观察，再小组合 
作讨论。

全班交流汇报。

生独立完成。

找窍门    思考题：引导学生先计算，再观察例子并思考。要求人人悟出。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第 8 课时解决问题（一）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投影仪、投影片。

教师活动

教师播放夏令营外出活动的录像。

问：你从情景图中了解到哪些信息？ 
（排队上车）

在生活中这样的排队现象里也有许多 

的数学问题，这节课我们就用学过的 

知识和生活中获得的经验来解决一些 

生活中的有关实际问题。
板书课题：解决问题

学生活动 

学生观看录像。

互相交流从图中知道了那些信 

息？

师出示例 1 的有关条件，并提出问题： 
参加春游的同学有多少人？

根据你了解的信息，能不能自己解决 
这一问题？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小组合作交流， 
全班汇报。

方法一：先算共坐了几辆车，再算这 

些车上坐了多少人，最后算一共有多 

少人。

方法二：先算已经走了多少人，再算  

又走了多少人，最后算一共有多少人。 

4、指导学生看书验证，并填写在书上。 

课堂活动。

学生看图后独立进行选购。

同桌互相议一议，商量选购办法。 
汇报选购情况。

根据购物图提供的信息，提出数学问 
题。

独立解决提出的数学问题。 
全班交流汇报。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把自己的 
意见在小粗里交流。

探讨算法。 
看书验证。

学生看图后，先独立进行选购。 
生提出数学问题。

独立解决问题。 
全班交流汇报。

课堂作业   
板书设计：

解决问题。教材 P20~例 1，P21 课堂活动，练习四 1、2、3 题。

在生活情景中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 
能比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估算方法。

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合作交流，感受、体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学生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通过独立思考、合作交流。感受和体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创设情景 
激趣引入

合作探究 
学习新知

应用拓展

完成练习四第 1、2、3 题。

授后小结：



第 9 课时解决问题（二）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教学内容   教材 P21 例 2，练习四第 4、5、6 题。

教学目标  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找出等差数列求和的方法。

能比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解决方法。

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合作交流，感受和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教学难点  探索等差数列求和的规律和方法。

教学准备  教学例题课件。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小朋友喜欢喝饮料吗？               学生认真观看。

出示例 2 的饮料堆放图。             举例说明，再交流汇报。

创设情景   师：在生活中，你们在哪些地方见过像

激趣引入  这样堆放的物品？学生举例。

商店的售货员把听装饮料像这样堆放  

着，小兰想知道有多少听饮料，你们能 

帮她算出来吗？

师：可以用哪些方法算，怎样算？     在小组里合作探究，提出解决

学生分组谈论。                     问题的解决思路。

引导学生提出解题思路。             交流解题思路。

合作探究  这些饮料不多，可以一听一听地数出   分组合作讨论此题的算法。

学习新知  来。                                交流算法。

也可以把每层饮料的听数加起来就知   1＋2＋3＋4＋5＋6＋7＋8+

道了。                             9=55（听）

如果把每层的听数变成同样多         11 ×5=55（听）

组织学生探究此题的算法。 
在全班交流算法。

教师课件演示怎样把每层听数摆成同 
样多的。

比较两种算法。

1、练习四第 4 题。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集体交 
重点引导提醒学生：7×3 是怎样想的？ 流。

求到的是什么？先算出一堆钢管的根   指名说出算法。

巩固练习  数，再求出 4 堆钢管的根数。

2、5 题，当学生推算出小猪的体重后， 

并提问：小猪的体重会不会是 26 千克 

或 32 千克？为什么？

第 6 题。

注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是在 50 元以内。

是要选购 6 束鲜花。

课堂小结  今天这节课学习了什么？你有哪些收获？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第 10 课时解决问题（三）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教材 P22 例 3，P22 课堂活动，练习四第 7、8 题。 

能初步了解估算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并能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 
培养应用意识，进一步了解数学的价值。

乘法估算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例 3 教学课件。

教师活动

同学们都喜欢吃水果吧，每天都有许多人在 

水果店或超市去买各种各样的水果。现在老 

师收集了某一天重百超市进的两种水果苹果 

和广柑的情况。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

板书课题：解决问题

教师出示例 3 的教学课件。 
你从中知道了哪些信息？

怎样算两种水果大约各有多少千克？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在小组里交流。 

教师组织全班讨论估算的多种方法。

方法一：把每箱苹果看成 20 千克， 

20×38

方法二：把苹果的箱数看成是 40 千克， 

21 ×40
方法三：分别把每箱苹果和苹果的箱数看成

20 和 40，再计算。20×40 

……

广柑的估算方法注意引导学生思考每箱重 25 

千克，无论和哪个整十数都不接近，估算时 

应怎么办才能使结果最接近准确值？

先让学生估计瓶里的豆子大约有多少粒，并 
记下这些数。

再分组进行数、算的操作活动，要求每组同 

学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估算出这批豆子的 

粒数。

全班交流汇报算法。
完成练习四第 7、8 题。

学生活动 

学生认真倾听。

学生认真观察。

独立思考。

小组里交流。

全班交流汇报，说明自 
己的思考方法。

学生先独立估计。

分组活动进行数、算。 
交流汇报。

学生独立完成。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教具准备 

教学过程

课堂活动

探究新知

巩固练习

新课引入



第 11 课时整理与复习（一）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教学内容  整理与复习。教材 P26 的整理与复习的例 1、例 2，练习五第 1、2、5、

7。

教学目标  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整理所学单元知识的方法。

通过整理与复习，熟练掌握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感受算法的多样性。

教学重点  熟练掌握两位数成两位数的计算方法，并正确计算。

教具准备 

教学过程

整理

自主学习

练习拓展

课堂小结

口算卡片等。

教师活动

在第一单元里我们都学习了哪些数学知 
识？

请学说回忆所学知识。

组织全班学生交流汇报。

师根据学生的回答缤纷办事古各小结内 
容。

揭示本节课的复习内容是两位数乘两位 
数的计算与估算方法。

教学例 2。

请学先计算，再说一说是怎样算的， 
指名全班交流并板书。

小结计算方法。

先口算，再笔算。 
先估算，再笔算。

先估计积是几位数，再计算。

练习五第 1、2、5、7。

练习第 1 题。（直接口算在书上） 

指名说出其中几题的口算方法。 

找朋友。（第 5 题）

在○里填上＜、＞或＝。（第 7 题）

课堂作业：练习五第 2 题（笔算在作业 
本上。）

这节课学习了什么？你有哪些收获？

学生活动

学生会议整理本单元内容。 
在全班交流。

学生分别举例说明。

学生先独立计算，再全班交 
流。

小结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方法。

第 1、5、7 题直接做在书上。 
交流计算方法。

独立完成第 2 题。

学生在全班交流汇报。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第 12 课时整理与复习（二）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整理解决 
问题

自主学习 

巩固解决 

问题策略

练习拓展

教材 P27~P29，练习五第 3、4、6、8 题和思考题。

通过整理和理解解决问题，进一步感受和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方法。 
通过独立思考，合作探讨，感受和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进一步了解数学的价值，发展学生的时间能力和创新能力。

目标 1、2。  

口算卡片等。

教师活动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你可以解决哪些 
生活中的问题？

组织学生交流汇报。

今天我们就来复习解决问题。

基本练习

习五第 3 题。

学生独立计算后，再说明是怎样思考 
的。

练习五第 6 题。

哪匹马跑得快些？说说你是怎样知道 
的？

练习五第 4 题。

看图提出数学问题并解决。

重点体现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方法的 

多样性，提示学生提出不同类型和不 

同方法解决的问题。

练习五第 8 题。

学生先把各项开支填入表格。

请学生说明是怎样算出结果的。

还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思考题。

注意强调怎样组数，它们的积最大？ 
有没有规律可寻。

学生活动 

学生独立思考。

再全班交流汇报。

学生先独立完成。

再交流汇报，说明解题思路。

学生独立思考，解答。 
再说明解题思路。

小组探讨思考题的组数方法和 
规律。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第二单元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自主.

探索学习

探索新知

第 1 课时面积的概念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例 1．例 2 及相关的课堂活动

结合实物或平面图形认识面积的含义。 
能用多种方法比较面积的大小。

经历认识面积．比较面积大小的过程,数学思维能力获得发展。 

教具  视频展示台 、钉子板、橡皮筋．完整的树叶。

学具  钉子板、橡皮筋．完整的树叶。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1、认识面积                              1.

⑴ 认识周围物体和表面                    抽生回答。

我们能看得见教室里哪些物体的面？         例如：桌面．书面．地

全班交流。                               面．墙面．．．．．．（注

你能看到这些面的什么？                   意规范 学生的 语言

在小组内交流。                           表述）

摸一摸这些物体的面，你有什么感觉？       能看到 这些面 的大

抽生回答，全班交流。                     小．还能比较它们的

生：我摸了摸，发现它们的面很光滑．表面很 大小. . . . . .

平。有些能全部摸完，有些面摸不完。有的面 学生自由发言。

我能摸到边沿，有的不能摸到边沿。         介绍面积的含义。 
同学们通过刚才的摸一摸．看一看，都能发现

物体的面是有大小的。它的这个大小就是这个 小组成 员之间 互相 

面的面积。例如：书的封面的大小就是封面的 交流．找一找教室的 

面积；课桌表面的大小就是课桌的面积。     面积。

小组的同学之间互相指一指，说一说，教室哪 
些物体的什么面的大小就是它的面积。

（2）、认识平面图形的面积                 2.

⑴出示：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形；这 抽学生涂颜色，颜色 

是我们以前认识过的一些平面图形，你能用颜 涂出的 部分也 就是 

色涂出它们的大小吗？颜色涂出的部分也就   这些平 面图形 的面 

是它们的什么？（面积）                   积。

⑵小结：物体表面或平面图形表面的大小就是

它们的面积。                             给面积下定义。

板书：物体表面或平面图形的大小叫做它们的  (3)

面积。                                   比较物 体表面 的大 
(3)比较面的大小                      小，我 们可以 直接

讨论比较方法                             看，也可能将它们重

我们要比较物体表面的大小．有什么好方法   叠. . . . . .

吗？抽生回答。

进行类比，感觉比较方法                   ②学生 自由发 言。

看到书 P 3 3图 A和图 B ,  它们的面积一样大 生：可以数它们里面 
吗？                                     的格子 ，谁多 谁就



课堂作业

课堂小结

以学生的发言，引发思考：当测量单位不统一 
时，我怎么比较它们的大小。

要想比较出它们的大小，我们必须统一参照物 
来进行比较。

1 . 围图形．画图形，感受图形面积的大小。 

① P34课堂活动第1题。在钉子板上围也 

你喜欢的图形，每围一个图形，要数出这个图 

形的面积是多少格？

② 课堂活动第2题。画3个面积等于9个方 
格的有趣图形。

大。

生：不能用数格子的 

方法，因为它们里面 

的格大小不一样。

1.

学生动手操作，同桌 
之间互相帮助。

独立完 成，抽 生反 
馈，全班交流。

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它是谁？（面积）哪什么是面积呢？ 
生活中还有哪地方会有面积呢？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第 2 课时 面积单位  
教学时间：    月   日

例 3 及相关的课堂活动

1、能结合具体的实物，让学生感觉到每个面积单位的大小。

2 . 通过实践操作，帮助学生进一步的建立 cm2．dm2．m2 面积单位的空间观念。 

3 . 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能对长度单位与相应的面积单位进行比较，能更好建 

立长度与面积的空间观念。

教具  视频展示台 ． 米尺．在操场上画出一个1 m2 和100 m2 的正方形。

学具  直尺．铅笔．纸．剪刀等。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谁还记得上节课我们学的什么内容吗？哪什么是面积   1 . 复习面积的定义，

呢？                                              抽生回答面积的含义。

1、感知1 cm2

(1)做一做。                                    (1)学生动手操作， 
请同学们在一张纸上画出一个边长为1厘米的正方形，  独立完成。并在小组内 
然后剪下来看一看，这个正方形有多大。             进行交流。

学生完成以后，这个边长为1厘米的正方形， 它的面积 介绍1平方厘米。 
就是1平方厘米，也可以写成1 cm2。                 (2)

(2)量一量                                   同桌合作动手操作。测 
估计一下，文具盒的上面大约有多少 cm2？量一量，下 量完后，抽生汇报。

面的长方形的面积有多少 cm2？可以边量边作记号。

2、感知1 dm2                                     2.

在一张纸上画出一个边长为1 0 厘米的正方形，然后剪  (1)学生动手操作， 

下来看一看，这个正方形有多大。这个边长为1 0 厘米 独立完成。并在小组内 

的正方形，它的面积就是1平方分米，也可以写成1   进行交流。

dm2。                                           介绍1平方分米。 
估计一下，课桌的面积是多少 dm2？量一量，课桌实际  (2)

的面积有多少 dm2？                                同桌合作动手操作。测

3 . 感知1 m2                                     量完后，抽生汇报。

(1)做一做。

在操场上画一个边长为1米的正方形， 看一看，这个正  3 .  向学生介绍1平方 

方形有多大。                                    米，感受1平方米的大 

这个边长为1米的正方形， 它的面积就是1平方米， 也 小。

可以写成1 m2。

(2) 估计一下，教室的地面大约有多少 m2？黑板呢？  4 . 师生共同小结。 
4. 小结：我们刚才认识的1平方厘米. 1平方分米. 1

平方米都是面积单位。如果要测量和计算更大的面积

时，我还可能用到更大的面积单位，例如：公顷．平方 
千米等等。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复习引入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实 践 操 

作．探究 

新知

课时

周 星期
总第 
第

操作实践



1、课堂活动  第1题。 1 . 抽生汇报测量结果，

数出每个图形的面积（图中的一格表示1平方厘米） 纠正个别学生不正确的

2、课堂活动  第2题。 测量方法。

用9个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摆图形， 王欢已经摆出了下 2 . 小组合作，动作操

面4个，你还能摆出哪些？ 作。
3、课堂活动  第3题。 3 . 在老师画出图形的

先在操场上分别量出边长为1米， 10米的正方形， 再  基 础 上 感 受 1 平 方

想一想，议一议1公顷有多大？                      米.  1 0 0平方米．以

课前收集关于公顷的知识。                         及它们之间联系。

例如：1公顷＝    平方公里（平方千米）           根据课前的调查，汇报

关于公顷方面的知识。 
4.

说一说生活哪些物体的面大约是1平方厘米， 哪些是1 
平方分米，哪些是1平方米。

你能说出哪些地方的面积大约有1公顷，1平方千米 
吗？

学生举例说一说，生活 

中自己了解到的关于面 

积单位方面的知识。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新的收获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课堂小结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    平方米 
4 . 课堂活动

课堂作业

第4题。



1、在解决与面积有关的实际问题中，能进行有条理的思考。

2、积极主动地参与面积单位的感受数学活动，获得成功的体验．增 
强自信心。

教具  钉子板

学具  钉子板、1平方厘米的方格子。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一、复习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些面积单位，如：平方厘米．平  1 . 生：边长为

方分米．平方米. . . . . .                          1 厘 米 的 正 方

那么1平方厘米有多大呢？                      形 的 面 积 就 是

3、引入新课                                 1平方厘米。

那么你们会用我们学过的知识来解决一些实际问   3. 明确本节课

题吗？                                        学习的目标。

1．练习六第37页 第 1 题。                   1. 学生独立完

在横线上填上适当的单位名称。                 成，抽生汇报。 
（做之前先复习所学过的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平 独立完成，汇报

方分米．平方米．平方千米．公顷．．．．．．）       结果。

练习六第37页 第2题。

拼一拼，填一填(1格是1平方厘米）面积可能用 动手操作，认真 

1平方厘米的小方格纸拼一拼，周长可以动手量一 思考后完成。汇 

量。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不用拼和量就能知道它们 报结果。

的周长和面积。                               独立完成，抽生

3、练习六第37页 第3题。                    汇报 ， 全 班 交

估一估，量一量。量的过程中注意准确性。       流。

4、练习六第38页 第4题。                  独立完成，互相

按要求在钉子板上围图形。                      交 流 自 己 的 围

面积是10平方厘米。                          法。

周长是16平方厘米。                          引 导 学 生 观

提倡多种方法，并说一说思考的过程。           察．思考，几块

5 . 练习六第38页 第5题。                   豆 腐 大 小 之 间

王大爷卖豆腐干。如果正方形的那块卖1元， 那么， 的联系。

其他各块大约要卖多少钱？                     小组讨论，抽生

观察其他的各块豆腐的大小与正方形的那块有什   汇报。

么联系？                                      6.

例如：三角形的哪块正好是正方形哪块的一半，那 根 据 学 生 课 前

么它就能卖1元的一半，5角。                  调查的情况，小

6 . 练习六第38页 第6题。                   组展开交流．讨

小调查：                                      论。全班交流各

了解你学校所在的区或县的面积大约是多少。     组的信息。

(2)在网上或书报上查一查你感兴趣的国家或地  7.

区的面积。                                    先独立观察．思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第 3 课时

教学时间：

练习六

课时

周 星期

练习课

月   日
总第 
第

动手实践

巩固新知

复习引入



课堂小结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7 . 思考题

看一看下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哪些相等？

图2和图4以及图5都是这个正方形的四分之一。

它们的面积相等。 
8 . 你知道吗？

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面积约是44公 
顷。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占地面积约是72 
公顷。

我国陆地面积约是960万平方千米， 海洋面积约 
是300万平方千米。

这节课，同学们的收获多吗？都有哪些呢？

考 ， 再互相交 

流；汇报自己的 

想法。

8.

向学生介绍这 

些知识，树立热 

爱祖国的情感。



第 4 课时 长方形的面积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例 1、2 及相关的课堂活动1题。

引导学生通过操作．探索发现并验证长方形面积计算的公式，初步 
掌握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会运用公式计算长方形的面积。

渗透实验－发现－验证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观察．质疑．分析．解 
决问题和动手操作的能力。

在实验中．操作中体验学习的乐趣，培养学生的探索和创新意识。 

教具  视频展示台 。

学具  直尺．卷尺．每个学生准备20个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

教  师  活  动

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哪些面积单位？这些面 
积单位怎样规定的？

1、教学例1：拼长方形并填表。

(1) 拼一拼，一个个面积为1平方厘米的正 
方形拼出不同的长方形。

(2) 说一说，你拼出的长方形的长是多少？ 
宽是多少？

抽生回答，全班交流。

学生边回答，教师边把学生所拼出的各种长方 
形展示在黑板上。并根据学生汇报，完成表格。

正方形的个数   5  6  8   18

面  积（cm2） 

长（cm）

宽（cm）

(4) 观察这张表格，你有什么发现？长方形 
里小正方形的个数与它的长．宽之间有什么关 
系？

(5) 小结：长方形里小正方形的个数就等于 
它的长X宽。

教学例2  量出下面每个长方形的长和宽，再 

用1 cm2 的正方形纸片去覆盖每个长方形，并 

填表。

提出活动要求。

学生独立完成，并完成表格。 
汇报结果，整理在黑板上。

根据这张表，你发现了什么？长方形的面积与 

它的长．宽之间有什么联系？你能归纳一下  

吗？
小结：长方形的面积＝长X宽

学 生 活 动

抽生回答：边长为1 
厘米的 正方形 面积

是1平方厘米。 

1.

学生独立拼长方形。 

小组成 员之间 互相 

介绍自 己拼出 的长 

方形。

向全班 同学介 绍自 

己的长 方形的 面积 

以及长．宽有多长。

学生观察表格，小组 
讨论，汇报发现。

师生交流，总结。 

2.
学生动手操作。

边操作边完成表格。 
全班交流。

归纳长 方形的 面积 
公式。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复习导入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自主.

探索学习

探索新知



课堂作业

课堂小结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P40课堂活动第1题。

你周围有哪些物体的表面是长方形？测量出 
这些长方形的长和宽，并算出面积。
分组活动，独立完成，填写表格。

1. 量一量周围的物 
体（规则的）长和宽， 
再运用 长方形 的面 
积公式进行计算。

今天通过同学们的自主探索，发现了长方形面积的计算公式，我要 

祝贺大家。希望同学们下节课也像今天一样积极．勇跃的去研究去 

发现。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复习引入

探究新知

巩固新知

课堂练习

第 5 课时  正方形的面积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例 3 及相关的课堂活 2 题，练习七。

初步掌握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会运用公式计算长方形的面积。

透实验－发现－验证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观察．质疑．分析．解决 
问题和动手操作的能力。

在实验中．操作中体验学习的乐趣，培养学生的探索和创新意识。 

教具  视频展示台。

学具  钉子板．橡皮等。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谁还记得上节课我们学的什么内容吗？长方形面积

公式是怎么样的呢？                              长 方 形 面 积

=长X宽

抽生回答长方形面积公式。

1、教学例3

(1)求长方形积。                                (1) 抽生回 
出示电视机荧屏是什么形状？（长方形）           答，计算电视 
怎么计算呢？                                     机 荧 屏 的 面 
56X42=__________cm2                      积。

(2) 遮电视机的方巾是正方形，它的边长是9分米。 抽生汇报。 
它的面积应该怎么计算呢？                        (2)

分组讨论，交流。                                小组讨论，全

(3)小结：长方形面积＝长X宽，正方形的长和宽 班交流。

都是一样的，就是边长；所以正方形的面积＝边长X   (3) 小结正

边长。                                           方 形 的 面 积

板书：正方形的面积＝边长X边长           公式。

1、课堂活动  第2题。                              1 .  动 作 操

在钉子板上围图形。                              作，小组互相

围出面积是16 cm2 的长方形或正方形。            交流。

围出面积分别是4 cm2 和2 cm2 的图形。             2 . 运 用公

练习七  第1题                                 式 ， 独 立 完

计算下列图形的面积。                            成。

3 . 练习七  第2题。                                3 .  独 立 完

独立审题，说思路，列式解答。                    成 ， 全 班 交

练习七  第3题  填表。                         流。

根据长．正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完成表格。          4 .  独 立 完

5 . 练习七    第4题。                          成 ， 集 体 评

配一块与方桌面同样大的玻璃，这块玻璃的面积是多 讲。

少？                                           运用公式，解

思考题。                                       决问题。

右图是两个相同的正方形拼成的长方形。长方形的周 独立思考，小 
长是54 cm，1个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 cm2？        组交流。

5 4 / 6 = 9（  c m）   9 X 9 = 8 1（ c m 2）  
答：正方形的面积是81 cm2。



通过今天的学习，发现同学们能非常熟练的运用所学的新知识，希望

课堂小结  你们继续努力，学到更多的知识。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复习引入

自主探索

巩固新知

课堂小结

第 6 课时 长方形的面积与周长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例4以及相关的课堂活动。

1、能熟练的运用长．正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解决实际问题，能进行 
有条理的思考。

2、积极主动地参与面积计算有关的数学实践活动，获得成功的体 
验．增强自信心。

3 . 明确面积和周长各自的定义，感受面积和周长的联系和区别。 

教具  直尺

学具  钉子板、直尺。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一、复习导入。                               抽生回答长．正

长方形面积＝长X宽                           方形面积公式。

正方形面积＝边长X边长

那么你们会用我们学过的这些知识来解决一些实   明 确 本 节 课 学

际问题吗？                                   习的目标。

教学例4                                      1.

估计下面长方形的面积是多少，再测量出长和宽，  ( 1 ) 分 组 讨

并计算出它的周长和面积。                     论，怎样估计这

说一说，你怎么去估计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有什么 个 长 方 形 的 面 
好办法？                                      积。

抽生汇报，全班交流。                          ( 2 ) 动 手 操

量一量，这个长方形的长和宽分别是多少？       作 ， 测 量 长 和

长为8 cm,宽为5 cm。                        宽。

算一算，这个长方形的面积和周长分别是多少？    ( 3 ) 独 立 完

长方形的面积=8X5                         成，计算面积和

长方形的周长=(8+5)X2                 周长。

课堂活动  第1题。                            1. (1)独立

在钉子板上围出下面4个图形，它们的周长相等   思考。

吗？面积呢？                                  ( 2 ) 小 组 讨

汇报：用平移法可以知道，这四个图形的周长是一 论，交流。

相的。而面积却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抽生汇报，全班

（因为图形形状的变化就直接影响到图形面积的   交流。

变化。）                                          2. 小组合作完

课堂活动  第2题。                            成，动手操作。

先估计教室的面积，再量出教室的长和宽，并计算 测量，计算后，

出它的周长和面积。                           汇报结果。 
按要求完成。

这节课，同学们的收获多吗？都有哪些呢？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第 7 课时 练习课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月   日    第    周 星期

练习八1-6题及思考题。

1、熟练的运用长．正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解决实际问题。

2、能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

教具  直尺

学具  直尺。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复习公式。                                   抽生回答长．正

长方形面积＝长X宽                           方形面积公式。

正方形面积＝边长X边长

练习八 第1题。

计算下面图形的周长和面积。

练习八  第2题。                              2 . 仔细观察，

求各图的周长和面积。

观察图中各图形的长和宽分别是多少？再计算面 
积和周长，完成表格。

练习八  第3题。填表 
独立完成，抽生汇报。

4 . 练习八  第4题。

求黑板面的周长和面积。

仔细读题，列式计算并解答。 
练习八  第5题。

求草坪的面积
仔细读题，列式计算并解答。

计算后，汇报结 
果。

3. 回忆正方形 

面积和周长公 

式。

4. 学生独立完 

成，抽生汇报。 

（注意单位）

5. 用周长求边 
长，再用边长求 
面积。

练习八  第6题。                              6 . 先画一画，

在点子图中画出周长为16 cm 的长方形或正方形， 
并分别算出它们的面积。

先按要求画一画，再算一算各自的面积；完成表格。 
思考题：

图中每个小方格表示1 cm2，计算长方形的面积。 

用平移的方法找出这个长方形的长和宽分别是多 

少？再计算出它的面积。

再在小组进行 

互相交流，最后 

分别计算出它 

们的面积。

7 . 先 独 立 思 
考 ， 再小组讨 
论，全班交流。

课堂小结

板书设计：                                授后小结：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复习引入

1 . 独立思考， 
完成。

解决实际 
问题

运用新知

看到同学们能灵活的运用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计算方法，老师非 

常高兴。希望你们以后也能像今天一样多开动脑筋，积极参加课堂 

活动，你们会有更多的收获。



第 8 课时 简单的面积换算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例 1．例 2．例3及相关的课堂活动

在认识 cm2．dm2．m2．km2．hm2 的基础上，探索面积单位之间的联

系。

会简单的面积单位之间的换算。 

教具  视频展示台。

学具

教  师  活  动

1、教学例1

(1) 出示例1图， 下面这个大正方形面积是 
多少？

说一说，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这个正方形的 
面积呢？

生：数格子，一个小格子边长是1厘米，面积 
就正好是1平方厘米。大正方形里正好

生：大正方形的边长是10厘米， 边长X边长 
就是10X10=100平方厘米。

生：大正方形的边长10厘米也就是1分米， 
面积就是 1 X 1 = 1平方分米。

同样的一个大正方形面积是100平方厘米， 

也是1平方分米。 那么，平方厘米和平方分米 

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2、教学例2

(1)出示例2图，边长为1米的正方形，它 
的面积又是多少？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

平方分米呢？

生：正方形的边长是1米，边长X边长就是 
1X1=1平方米。

生：正方形的边长为1米，也就10分米；那 
么面积就是10X10=100平方分米。

. . . . . . . .

(2) 同样的一个正方形面积是100平方分 

米，也是1平方米。那么，平方分米和平方米 

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教学例3

出示例3图， 计算这块窗户的面积，多少平方 
厘米，合多少平方分米？

90X40=3600平方厘米
3600平方厘米=36平方分米

学 生 活 动 

1.
学生独立思考。

抽生发言。

(3)独立思考，讨 

论；汇报讨论结果。 

1平方分米=

1 0 0平方厘米  

2.

(1) 学生独 立思 
考，抽生回答。

(2)独立思考，讨 

论；汇报讨论结果。 

1平方米 =

1 0 0平方分米  

3.

看图，独立完成，注 
意单位的换算。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自主.

探索学习

探索新知



课堂活动第1题。量一量，再换算。

2.  课堂活动第2题。在O里填＜ ．＞或＝。 
注意单位之间的进率，再进行换算。

3. 课堂活动第3题。 在（）里填上适当的数。

巩固练习  课堂活动第4题。

选择合适的面积单位填空。

5. 课堂活动第5题。 明确被洒水的地面是一 

个长方形，所以就要用到长方形面积计算公  

式，并要注意单位的换算。

课堂小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

板书设计：

动手操 作，抽 生汇 
报。

2.独立完成。

3.按要求完成。

4. 注意哪些是较小 

的单位，哪些是较大 

的单位。

5.动脑筋思考，独立 
完成。

授后小结：



第 9 课时 解决问题（一）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例 1 及相关的课堂活动

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让学生经历估计的过程，获得一些基本的估计 
方法。

通过解决问题，进一步巩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让学生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同时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 

教具  视频展示台。

学具  一张面积约为40平方厘米的正方形纸。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1、教学例1                               1.

出示例1图，估计图中大约有多少只企鹅？    看图，想一想，独立

分组讨论，在小组里说一说是怎样估计的？   思考。

抽生汇报各组讨论的结果。                 在小组 里同学 之间 
生：我把这幅图分平均分成4份或是几份， 只 互相交流.

数出其中的一份有几只企鹅，然后再乘以份   各组抽 人汇报 讨论

数，就知道这幅图一共有几只企鹅了。       结果，在全班进行交

生：我大约估计一下这幅图横着能站得下多少 流。

只企鹅，竖着能站得下多少只企鹅，乘起来一 师生共同小结。 
算就知道一共有多少只企鹅。

生：．．．．．．。

小结：同学们想到的估计办法真多，只要说得 
合理，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估算。

课堂活动。折一折，画一画。               1.

这道题的数据有问题，改成边长为 6.6 厘米的 独立完成，分组进行

正方形，面积大约是40 cm2。              交流。 鼓励多 种分

再把这块面积大约为40 cm2 的正方形平均分 法。

成4份，你能想出多少种不同的分法。            让 学 生 在 分 的 

如果是平均分成4个小正方形，那么每一个小 过程中，感受1平方 

正方形有多少大？                         分米的大小。

(10 cm2 也就是一平方分米。）             2.

练习九  第一题。                         独立完成，列式计算

求这个正方形花园的面积用哪个分式，求周围 并解答。

一圈的篱笆也就是求什么？

练习九  第二题。                         3 . 想一想例1,独

估计这块麦田可以收小麦多少 kg？          立思考，完成。

练习九  第三题。

求扩建后的操场面积（阴影部分是新建的）。 
阴影部分是一个不规则图形，我们要计算它的 
面积，首先要把它分面几个规则的图形再来进 
行计算。

4. 学生先独立的试 
着做一做，再抽生汇 
报自己的想法，全班 
交流；最独立解答。

课堂小结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自主.

探索学习

探索新知

巩固练习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是不是有了新的收获呢？都有哪些呢？



第 10 课时    解决问题（二）    总第   课时

教学时间：    月   日    第    周 星期

教材P 5 1 ―53，例2及相关的课堂活动

通过解决问题，进一步巩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2 . 让学生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

系，同时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 

教具  视频展示台。

学具

教  师  活  动

1、教学例2

出示例1图，给教室的地面铺方砖，需要多少钱？ 

分组讨论，在小组里说一说要给教室的地面铺方 

砖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3)抽生汇报各组讨论的结果。

生：要给教室的地面铺方砖，首先要算一算它的 

面积是多少？教室的长是9米，宽是6米，它的 

面积就54平方米。

生：如果全部铺A种砖，每一平方米就要铺4块， 

那么面积为54平方米的地面一共就要铺54X   

4=216（块），每块的价钱是22元，所以2  

16X22=4752（元）。

生：如果全部铺B种砖，每一平方米就要铺9块， 

那么面积为54平方米的地面一共就要铺54X   

9=486（块），每块的价钱是7元，所以48  

6X22=3402（元）。

生：如果A . B两种砖的质量一样，相比之下， 
用B种砖比较省钱。

还有没有其它的想法？ 

练习九  第四题。

工人师傅在铺磨石地面时，常常每隔一段距离要 

嵌一根铜条。铺下面这块地面要多少米铜条？（周 

围一圈不是铜条，实际上就是求2个长和3个宽 

的和。）

练习九  第五题。算一算，画一画。

3 . 练习九  第六题。先求大长方形的面积，再 

用它的面积减去里面小正方形的面积，就是楼房 

的占地面积。

4 . 思考题： 观察下面图中点数的变化规律，并

填空。

观察发现，这些点数都是4的倍数， 一个比一个 
多4个，正好就是图数乘以4就等于点数。所以 
第五幅图一共有4X5=20（个）；第几幅图就 
是9X5=45（个）；以些类推。

学 生 活 动

1.

(1)看图，想  

一想，独立思考。 

(2)在小组里  

同学之间互相交  

流.

(3)各组抽人 
汇报讨论结果，

在全班进行交  
流。

(4)师生共同 
小结。

(5)学生自由 
发言。

独立完成，列式 
计算并解答。

2 . 想一想，小 

组成员之间讨论 

一下。

3 . 学生先独立 

完成，再抽生汇 

报，全班交流。

4 . 先观察，再 

找规律，根据规 

律找出第五幅  

图．第九幅图．从 

中得出规律。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

的试下载部分，为可

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

文，请访问：https:/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自主.

探索学习

探索新知

巩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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