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的认识（2） 

 

第一课时：亿以内数的认识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计数单位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以及每相邻两

个单位间的十进关系 

2、理解、掌握我国计数习惯。 

3、体会大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寻找数

学信息的意识和能力。 

4、了解我国人口普查状况，在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难点：数级、数位、计数单位的区别。 

教学重点：计数单位以及各计数单位间的关系。 

准备：计数器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让学生写出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数。如：学校里共有多少名学生?

你家里没月收入大约是多少元?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多少元? 

2、万以内数的计数单位。教师板书：25000 老师：这是王爷爷家

里的存款，请同学们说一说，王爷爷家里有多少存款？这个数是几位

数?(五位数)各个数位的名称是什么?各个数位上的计数单位分别是什么? 

二、学习新课。 

1、导入新知，揭示课题。老师：以上所说的到的是我们过去学过

的知识—万以内的数，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用到比万大的数，这就

需要我们认识更大的数——亿以内数的认识。 

2、介绍主题图。老师：2010 年我国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现在老师提供几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人口数，请同学们看看这几个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人口数据。(1) 投影出示：(2) 看了这些数据，

你了解了什么?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提的? 

3、教学例 1 



教师：从同学们刚才尝试读数中，我们明白要想正确地读出这些

大数，应该先了解掌握这些数的数位和计数单位。现在，我们就先来

学习这些知识点。(1) 投影出示图例：老师：19612368 这个数有多大

呢? (2) 计数单位的认识：计数器上遮去万以上的计数单位①一千一千

地数，数到 10 个一千。老师：10 个一千是多少学生：10 个一千是一

万。(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满 10 向前一位进 1，得出结果。) 教师用

计数器表示：②一万一万地数，数到 10 个一万。老师：10 个一万是

多少?(在计数器上显示“十万”) ③同样方法认识百万、千万。④认识

亿的计数单位。现在请同学们想一想：千万位左边一位是什么位?它的

计数单位是多少? 老师明确说明：千万位左一位是亿位，它的计数单位

是亿。在计数器上显示”亿”。(3) 计数单位之间的关系。同学们请你

们想一想: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有什么关系? (4) 认识数级. ①引导

学生观察数位及计数单位的排列规律. 学生回答探讨结果,并在自己的数

位顺序表中填出新学习的数位以及相应的计数单位. ②进一步向学生说

明:按照我国计数的习惯,每死个数位为一级.最低一级是个级.引导学生

理解掌握个级左边一级是万级,万级左边一级是亿级,并填写完整. (5) 认

识“数值” 

三、巩固练习 

 

1、课本第 4 页做一做的第 1 题，让学生自己尝试动手拨数,加深

学生的数感。 

2、课本第 4 页做一做的第 2 题，让学生熟练掌握数位。 

四、课堂总评让学生自己说说，这节课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亿以内数的认识 

10 个一万——十万一（个）、十、百、千、万、十万、千万、亿

10 个十万——一百万都是计数单位。 

10 个一百万——一千万 

10 个一千万——一亿 

课后反思 



第二课时：亿以内的数的读法 

教学目标 

1. 掌握含两级的数的读法，能正确地读出亿以内的大数，并体会，

理解读数的规则。 

2. 通过具体的教学情境，培养学生对大数的感受，发展学生的数

感。 

3. 培养合作，探究精神。 

教学重点:含两级的数的读法。 

教学难点:数位上出现 0 的读法。 

准备：数位顺序表 

教学过程 

一、旧知铺垫 

1、数位顺序表知识. 让学生回答下列几个问题: (1) 从和位起,第几

位是万位?第几位是千万位? (2) 个级含哪些数位?万级含哪些数位? (3) 

万级中各个数位对应的计数单位各是多少? 

2、个级的数的读法. 下面这些数怎么读: 5432 4000 2008 105 

120 3025 让学生说一说有什么体会? 

二、学习新知 

1、教学例2。出示数位表: 千万位百万位十万位万位千位百位十位

个位，然后对照数位写上数字. (1) 个级的数的读法,写出 2496. (2) 万级

的数的读法.写出 24960000. ①先让学生尝试读法②比较 24960000 和

2496 在数位上的区别。24960000 含两级的数，其中的”2496”在

万级，”0000” 在个级，2496 是个级上的数。③启发：引导

24960000 的读法。说说各个数位上的数表示什么？ 

6 表示 6 个万 9 表示 90 个万 4 表示 400 个万 2 表示 2000 个万

读作：二千四百九十六万,并在黑板上写出(或电脑显示)这个数的读法。

④讨论：2496 与 26960000 读法的联系与区别。二千四百九十六┆二

千四百九十六┆万联系：“2496”不讨在个级还是在万级都读二千四

百九十六。区别：万级上的数表示多少万”,读数时要添上“万”字,而

个级上的数表示多少”1”,读数时就不读这个 1。⑤即时训练. 读一



读:3080000 40500000 50000 180000 2350000 40000000 

⑥小结:万级上的数按照个级的数的读法来读; 再在后面添上一个”

万”字. 

2、学习例 3：两级的数的读法。写出 54621 、6407000 、

10030040 ①引导观察  

6407000 与 24960000 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相同点: 都是含两级的

数. 不同点: 6407000 个级上有 7000;24960000 个级上是 0. ②老师;万

级,个级上都有具体的数字该怎么读? ③先让学生尝试读一读,然后有教

师总结说明;先读万级上的数(多少万)再读个级上的数. 板书: 640┆7000 

读作: 六百四十万七千.( 万级上的数是”640”,就按照个级来读—六百

四十,在添上”万”字,然后再接着读个级上的数.) 小结:分级→先读万级

上的数→接着读着读个级上的数. ④即时训练. 读一读:1205000 

2358700 18006500 256050 

3、每级中见有 0 的数的读法. 写出 85000300 ①讨论,尝试读法. 

②要求按读数的步骤进行; 分别：8500┆0300 读万级的数：八千五百

万读个级的数. 启发:每级中间有 0 的应该读零. 正确读法:八千五百万零

三百. ③即时训练. 读一读:2430800 23000050 通过练习,使学生懂得每

级中间有 0(不管是连续两个 0,或是 3 个 0)的都只读一个零;每级末尾有

0 的不读零. 

三、巩固练习. 1、第 6 页的”做一做” 2、课文第8 页第 2 题 

四、课堂总结。 

板书设计 

亿以内的数的读法 

先读万级，再读个级。 

万级的数按个级数的读法来读再加上“万”‘ 

每级末尾不管有几个0，都不读，其他数位上有一个0 或连续几个

0，都只读一个零。 

课后反思 

第三课时：亿以内数的写法 

教学目标 



1.掌握含有两级的数的写法，能正确写出亿以内的数。 

2.通过探究活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素材,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 

教学难点:掌握什么时候写 0、写几个 0。 

教学重点:含有两级的数的写法。 

教学过程 

一、旧知铺垫 

1、亿以内数的读法. (1)先要求学生读出下面各题的数. 32000 

1200000 1050000 30080000 40500000 186400 1086400 

10086004 (2) 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经过学生的回答,教师简明概括,使学

生进一步理解,掌握亿以内的数的读发. 

2、万以内的数的写法. (1)出示 9650,学生读:九千六百五十擦

去”9650”,让学生根据”九千六百五十”写数. (2)出示”7080”,学

生读:七千零八十”. 擦去” 7080”,让学生根据” 七千零八十”写数(3)

让学生说一说万以内的数的写法体会. 学生可能回答：(1) 从高位写起,

哪一位上是几就写几,哪一位上一个单位也没有就，就写 0 占位. (2) 要

注意含有 0 的数的写法. 

二.讲授新课 

1、导入新知,揭示课题。老师:刚才我们写的几个数，都是万一内

的数的写法。同 

学们掌握了这些方法，还谈到了写数的体会，并总结出一些经验。

很好！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写数很有帮助。今天，我们就进一步学

习新的内容—亿以内数的写法。板书：亿以内数的写法。 

2、教学例 4。(1)出示: 北京大钟寺的永乐大钟内外共铸了二十三

万零一百八十四个字。①尝试写六千八百五十万.(对照数位顺序表) ②

同桌互相交流.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怎么写的? ③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掌

握含两级的数的写法.如: 六千八百五十万含有几级的数?(两级) 你怎么

知道?根据什么?(读数时有”万”字) 万级数位上是多少?个级的数是多

少? ④写数步骤: 先出示数位顺序表. 千万位百万位十万位万位┆千位百

位十位个位，写万级上的数. 问: 六千八百五十万,写在万级上的数字是



多少? 生:23. 板书:(对照数位顺序表)23 写个级上的数. 问:个级每个数位

上的数各是多少?板书:(对照数位顺序表)在 23 后面写上”0184”,即

230184. ⑤读一读. 同样,把 230184 分级,在读做:二十三万零一百八十

四,然后和原来的读数(原题目)进行比较,检验. (2) 显示:十万二千三百四

十五、三百零二万六千、二千零四十万零七百。①让学生尝试写数; ②

引导启发:含有几级的数; 万级上的数字是多少?个级上的数字是多少? 

与上一题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要注意什么? (3) 写一写:一

千五百六十九万三千、六百七十二万三千一百一十三。①同样,先让学

生独立完成,在让学生学出这两个数; ②同桌之间互相交流,讨论,检验; ③

提出存在的问题,由同学或老师来讲解; 

④全班交流,板书正确写法: 一千五百六十九万三千写作:15693000 

六百七十二万三千一百一十三写作:6723112 ⑤看数读一读. 

三、巩固练习1.课文第7 页”做一做” (1)由学生独立完成,请4 位

同学上台板演 

(2)同学之间互相交流; (3)全班校对。2.练习一的第 4 题 

四、作业：练习一第 5 题 

五、总评：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亿以内数的写法 

千万位百万位十万位万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 

二十三万零一百八十四 2 3 0 1 8 4 十万二千三百四十五 1 0 2 3 4 

5 三百零二万六千 3 0 2 6 0 0 0 二千零四十万零七百 2 0 4 0 0 7 0 0 

先写万级，再写个级。 

那个数位上一个单位也没有，就在那个数位上写 0。 

课后反思 

第四课时：亿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练习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掌握亿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能正确地,熟练地读, 写

亿以内的数. 

2.通过练习,提高学生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探究解决问题



的策略的意 

识. 

3.通过收集有关大数的信息的活动,感受大数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培养学生的数感. 

教学难点:每级中间.末尾含有 0 的数的读,写法 

教学重点:亿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 

教学过程 

一、基本练习。 

1、写出下面各数. 六千三百二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零四万零二十

要求:(1)先说一说写数的方法,步骤(你是怎么写的) (2)读一读,先明确含

有几级的数; (3)对照数位顺序表写数. 2.练习一中的第 12 题. 要求:(1)先

读一读:13090034,96000000,860100,13909000 (2)写一写:九千六百

万一千三百九十万九千八十六万零一百一千三百零九万零三十四(3)按

题目要求连一连(4)想一想:如果不经过读数,写数,能不能通过推测,判断

进行连线?说出你的策略. 

二.专项练习 1.不对照数位顺序表直接写出下面各数. (1)一百五十

万三千①由学生独立完成; ②引导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步过度到直接写数. 

如:第一步,先明确有几级的数. 第二步,划线表示万级,个级万级个级,最重

要的是必须明确每级含有死个数位. 第三步,分级填上数字:10250600/

万级个级(3)写一写: 一千零八万二百二十六万三千四百二百万零六十三 

2.课本练习一中的第 5、8、9、13、14 题 

三、总结：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 

课后反思 

第五课时：比较大数的大小 

教学目标 

1.理解.掌握比较大数的大小的方法.能正确地.熟练地比较两(或两

个以上)大数的大小 

2.通过探索轰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教学难点:多个(两个以上)大数的比较. 



教学重点:理解,掌握比较大数的大小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旧知铺垫 

读出下面各数. 32800 230008 1230080 3200000 

二.讲授新课. 

1、出示例 5 

学习活动： 

（1）正确读出这些数。 

（2）任选两个数比较它们的大小。 

（3）与同桌说一说你是怎么比较出来的。 

（4）你排位比较的是哪两个数的大小？他（她）是怎样比较的？ 

2、小结：位数不同的两个数比大小，位数多的大；位数相同的数

比大小，从最高位比起，最高位上大的就大；如果最高位相同，就一

位一位往下比，直到比较出大小为止。 

三.课堂活动 

1. 同桌同学合作，举出三组位数不同的亿以内的数。 

2. 正确读出这些数。 

3. 比较每组数中两个数的大小。 

四、巩固练习 

1. 比较下面每组中两个数的大小。 

92504 103600 50140 63140 

28906 28890 620300 307300 

2. 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下面各数。 

50500 500500 55000 40005 

预设：40005 ＜50500 ＜55000 ＜500500 。 

活动：1. 尝试排列。 

2. 分组交流，检查排列结果，并说一说各自的比较方法。 

问题：如何比较多个数的大小？ 

预设：1. 先按照位数的多少分类。 

2. 位数相同的多个数，先比较其中两个数的大小，再用较大数 



与第三个数比大小，用这种方法找到这几个数中最大的数。 

3. 再用较小数与第三个数比大小，用这种方法找到这几个数中 

最小的数。 

四,作业：练习二地 1 题 

板书设计： 

比较大数的大小 

位数不同位数多的大 

位数相同高位大的就大 

课后反思： 

第六课时：大数的改写（1） 

教学目标: 

1、掌握将整万的数改写成以”万”作单位的数的方法,能正确改

写整万的数. 

2、利用教材提供的素材,增强学生的科普知识,扩大学生的视野. 

教学重点:大数的“改写” 

教学过程: 

一、过渡学习 

读出下面各数。 

2480000 1000000 61040000 10200000 

问题：这些数有什么共同点？ 

预设：个级全是 0。 

过渡：像这样的个级全是 0 的数，我们叫做整万数。而在生活中，

有时需要把整万数改写成用“万”作单位的数。这样读、写起来比较

方便。 

二、借助生活，探究新知 

学习例 6 

活动：介绍白细胞和红细胞的作用。 

问题：怎样把红、白细胞的数量改写成用“万”作单位的数？ 

预设：去掉个级的 4 个 0，改写成一个“万”字。 

说明：有时为了读写方便，我们会把整万的数改写成用“万”作



4 个 0 去掉，写成一个“万”字。 

三、巩固练习 

1. 把下面的数改写成用“万”作单位的数。 

250000 3200000 7580000 

2. 读出下面各数，然后把它们改写成用“万”作 

单位的数。 

（1）一个人的头发约有 80000 到 90000 根。 

（2）一个人的血管总长约 40000000 米。 

（3）人一年平均眨眼睛约 55000000 次。 

（4）2010 年上海世博会共有约 2000000 名志愿者，累计参观人

数约 73080000 人次。 

四、全课总结 

今天你学会了什么知识？ 

五、作业 

练习二第 6 题 

板书设计 

大数的改写 

5000000=500 万 10000=1 万 

去掉个级的 4 个 0 加上“万” 

课后反思 

第七课时：大数的改写（2） 

教学目标 

１、掌握将整万数改写成以万作单位的数的方法,能正确地改写整

万数. 

2、掌握将非整万的数用“四舍五入”法改写成以万作单位的近似

数的方法，能正确的略写非整万的数。 

３、理解、掌握“四舍五入”的含义，并能正确的运用。 

４、利用教材提供的素材，增强学生的科普知识，扩大学生的视

野。 

教学重点和难点 



 

２、难点：将非整万数用“四舍五入”法写成以万作单位的近似

数。 

一、旧知铺垫 

１、写出下面各数 

一百二十万二千三百 

二百零四万五千 

三千零二十万零六百八十 

２、读一读下面各数 

２００００００ 

3500000 

10200000 

二、讲授新课 

教学例 7 

（１）电脑课件出示太阳和地球图，了解太阳和地球的大小关系。 

（２）让学生说出太阳和地球的直径分别是多少，说一说太阳的

直是地球的多少倍。 

（３）启发学生想到：用万作单位的数进行比较会比较方便。 

（４）观察这两个数有什么特征。 

（５）介绍“四舍五入”法及如何用“四舍五入”法将非整万的

数改写成以万作单位的数。 

板书１２７５６≈１００００ 

（６）想一想，怎样将 

１３８９０００用四舍五入法改写成用万用单位的近似数。 

（７）即时尝试 

１２６４００８ 

三、巩固 

完成课本１3 页做一做。 

四、作业 

14 页练习二第 3 题 



 

大数的改写 

12756≈10000=1 万 1389000≈1390000=139 万 

课后反思：在课堂活动中，学生不仅理清了知识结构，而且还提

出了不同的方法，适当的总结和鼓励为学生的学习活动作了较好的评

价，学生从教师赏识的话语中体验到合作学习的成就感，能以更加积

极的心态和饱满的情绪迎接更大的学习挑战。 

第八课时：数的产生 

教学目标： 

1．了解数的产生。2．初步认识自然数。 

一、复习导入问题： 

你们已经学过哪些数了？ 

过渡：数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数的产生。 

二、探究新知 

活动：请同学们汇报课前收集的有关数的产生的资料。 

备注：教师收集学生发言中的有用信息。 

说明：古时候，人们虽然有了计数的需要，但是开始只知道“同

样多”、“多”或“少”，还不会用 1，2，3，…这些数来数物体的个

数。 

出去放羊的时候，每放一只羊，就摆一个小石子，一共放了多少

只羊，就摆多少个小石子。放牧回来时，再把羊和小石子一一对应起

来。如果回来的羊的只数和小石子同样多，就说明放牧时羊没丢。这

叫用实物计数 

人们出去打猎的时候，每去一个人，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这样

去了多少个人，绳子上就有多少个结。这叫结绳记数。 

人们捕鱼归来时，捕到一条鱼，就在石头或木头上刻一道，一共

捕了几条鱼， 

就刻几道。这叫刻道计数。 

过渡：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逐渐发明了一些记数符号，但各

个国家或地区的记数符号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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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ook118.com/73511001323

10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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