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单元：角

第一课时

角线段、直线和射线

　教学内容　: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西师版）。

　　教学目标

　　1知道什么是线段、直线和射线，能正确区分线段、直线和射

线。

　　2体会两点间所有连线中线段最短，知道两点间的距离。

　　3经历认识线段、直线和射线的过程，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

分析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给每个组的学生准备 3 个信

封。

　教学过程

　　一、教学单元主题图多媒体课件出示单元主题图。

　　教师：你从图中看见了哪些数学现象？

　　学生观察后相互说一说，然后抽几个学生汇报。　　如：

　　学生：我看到图中有很多线，如电线、钓鱼线；还有很多角，

如量衣架上的角、房屋顶上的角、大雁排成的队形是角、小山的形

状也是角……

　　教师：对了，这幅图中有很多线和角，生活中也有很多线和角。这节课我们就先来研究

线。

　　板书：线。

　　二、进行新课

　　1．教学线段。

　　教师：我们先来研究这幅图中的电线。 
　　把多媒体课件中的单元主题图其他情景隐去，只剩下电线杆和

电线。

　　教师：同学们看一看两根电线杆之间的一段电线，你们有什么

发现？

　　学生观察后回答，教师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发现线段的一些性质

，如“发现两根电线杆之间的这段电线的差异?测量下面①②③号线

的长度，哪条线最短？

　　图学生测量后发现，①号线最短。

　　　　学生：①号线最短。教师：这些线中。几号线是线段？

教师：再用①号和④号、⑤号线比。你能看出几号线短吗？

　　学生：①号。教师：从中你发现什么？

　　学生讨论后回答：发现两点之间，可以画很多条线，其中线段

最短。

　　教师：线段的长度就是这两点间的距离。请同学们打开 2 号信封

，量出 AB、AC、BC 间的距离。

　　（如图 42 所示）图 42
　　教师：通过以上的探究，你知道哪些有关线段的知识呢？

　　引导学生说出：知道线段有两个端点，两个端点间的线直直的，并且线段可以量出长度，



还知道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教师：能说一说生活中看到过哪些线段吗？

　　学生回答略。

　　　　2．教学直线。

　多媒体课件演示线段的两端无限延长的过程。

　教师：请同学们注意观察，现在的线段有什么变化？

　　学生：我发现线段向两端延长。

　　教师：这样的延长是无限的延长，想象一下这条线是怎样的一

条线？

　　学生：我想象这条线很直很直，并且长很长。

　　教师：有多长呢？这样的线有端点吗？能量出它的长度吗？

　　学生讨论后回答：无限延长的线没有端点，不能量出它的长度。

　　教师：这样的线我们把它叫做直线。能说一说直线与线段有哪

些不同吗？用下面的表引导学生进行比较。线段 有两个端点、可以

度量直线没有端点、不可以度量教师：自己确定一个点，试一试过

这个点可以画多少条直线？自己确定两个点，试一试过这两个点又

可以画多少条直线？

　　学生试后回答：过一个点可以画无数条直线，过两个点只能画

一条直线。

　　3.教学射线。

　　多媒体演示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的情景。

　　教师：如果把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可以得到一条什么样的线？

　　教师：思考这样几个问题：（1）这条线有端点吗？（2）这条

线能画完吗？（3）这条线可以度量吗？

　　学生讨论后回答。

教师：这样的线叫射线。比如手电筒和探照灯射出的光线，都

可以看成是射线。

　　多媒体课件配合演示手电筒和轮船上的探照灯光线。

　　教师：请同学们自己确定一个端点，向不同的方向画两条射线。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画后，抽学生的作业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让学生发现，

从一点向不同的方向画两条射线，就组成了一个角。

　　4区分线段、射线和直线。

　　端点能否度量线段 2 个能度量射线 2 个直线没有不能度量

　　教师：请同学们拿出 3 号信封，边讨论边把表填写完整。

　　学生填写后，抽学生填写的表格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要求

学生对着表格说一说线段、直线和射线有什么区别。

　　三、巩固小结

　　1引导学生完成课堂活动第 1、2 小题。

　　2完成练习十二第 1~3 题。

　　3.画一长 3 cm 的线段，并要求学生说一说是怎样画的。

　　4.引导学生进行课堂小结。

　　四、拓展延伸

　　指导学有余力的学生完成思考题。



　　

线段、直线和射线

第二课时

　一、激趣引入

　　教师：同学们，看！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好玩的玩具？

（每只手拿出一个溜溜球）

　　学生：溜溜球。

　　教师：想来玩玩吗？

　　学生：想。抽两个学生上台玩溜溜球。

　　教师：（问玩溜溜球的同学）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 1：溜溜球的绳子很有弹性，可以伸很长很长。

　　学生 2：在玩的时候线总是直的。

　　教师：这节课我们就用溜溜球来研究线段、直线和射线。

　　（板书课题） 
　　二、教学新课

　　1．发现线段、直线和射线。

　　教师：溜溜球真顽皮，一跳就跳到了我们的纸上，（课件显示

两个点）变成了两个点。你们能用一条直直的线把这两个点连在一

起吗？

　　学生：能。

　　教师：但请注意，开动脑筋，尽量想出和别人不同的连法。请

拿出你的卡片在小组里一边讨论，一边连。

　　教师巡视指导，学生操作后交到讲台上。估计学生操作的结果

大概有四种情况：图 4　3
　　2．认识线段、直线和射线。

　　教师：同学们连线的结果大概分为三类。我们先研究第 1 类。（

拿出一张学生连成的线段放在视频展示合上）像这样连的同学请举

手。

　　相应的学生举手。

　　教师：我们把它画到黑板上。（教师在黑板上画线段）你是怎

样画出来的呢？

　　引导学生说出：是从 1 个点出发画一条直直的线到第 2 个点。

　　教师：（课件根据学生的意思再演示一遍）是这样吗？

　　学生：是。

　　课件出示图 44:图 44 比较一下　

　　教师：这 4 条线段中哪一条线最短？

　　学生：第①条线最短。

　　教师：对，在两个点之间可以画很多线。但只有我们画出来的

这条线最短。在数学上，这条线叫“线段”。

　　（板书：线段）线段两端的点叫“端点”。

　　（课件闪烁端点）

　　教师：你能量出这条线段的长度吗？



　　学生：能。请一个学生到视频展示台上量。

　　教师：通过量，我们知道线段是可以量出长度的。我们接着看

第 2 类。

　　（拿出学生画出的直线放在视频展示台上）像这样画的举手．

　　相应的学生举手。

　　（把直线画在黑板上）

　　教师：你是怎样画出来的呢？

　　引导学生说出：是把线段的两端延长后得到的。

　　教师：这条线段的两端还能延长吗？

　　学生 ：能。

　　教师：对，还能延长。（课件再无限延长两端）这样无限延长

后，就成了一条“直线”。

　　（板书：直线）

　　教师：教师刚才我们量出了线段的长。你能量出直线的长吗？

　　学生：不能。教师：为什么？

　　学生：因为直线是可以无限延长的，是无限长的。

　　教师：同学们开动脑筋一画，就画出了线段和直线。我们接着

看第 3 类。看还画出了什么？

　（拿出学生画出的两条不同方向的射线）像这样画的举手。

　　相应的学生举手。

　　（把射线画到黑板上）

　　教师：你又是怎样画出来的呢？

　　引导学生说出：是把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得到的。

　　教师：（课件根据学生的意思再演示一遍）是这样吗？

　　学生：是。

　　教师：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后就是“射线”。

　　（板书：射线）

　　教师：你能找出生活中的射线吗？

　　学生回答（略）

　　教师：认识了线段、直线和射线，你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吗？

　　学生讨论后回答。……

第三课时

角的度量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西师版）四年级上册第 64~66 页

，练习十三第 1~4 题。

教学目标 
　　1.知道什么是角，能指出角、边和顶点；能用常用的符号来表

示角，会用量角器量指定角的度数。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操作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每个学生准备一张圆形纸



片；一些特殊的角；量角器。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教师：前面我们学习了射线，请同学们确定一个点，以这个点

为端点向不同的方向画两条射线。

　　学生操作后，选学生有代表性的作业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

　　教师：有什么发现？

　　引导学生回答：发现从一点引入两条射线组成的图形是角。

　　教师随学生的回答板书。

　　教师：看看同学们画的角，是一样大的吗？

　　学生发现有的角大，有的角小。

　　教师：这些角哪些角大，哪些角小呢？我们除了可以观察和重

叠比较外，还可以通过角的度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1.量特殊的角。

　　教师：角的度量需要量角器，下面我们动手自制一个简易的量

角器。请同学们拿出你的圆形纸片，把它对折，变成了什么？

　　学生对折后回答：半圆。

　　教师：把这个半圆对折后形成什么角呢？

　　学生操作后回答：变成直角。

　　教师：这个直角是多少度？

　　学生：90 度。

　　教师：把这个 90 度的直角再对折（学生操作），现在这个角是

多少度？

　　学生：是 90÷2=45（度）。

　　教师：请同学们把纸片展开成半圆，发现什么？

　　学生：半圆上有一些折痕。

　　教师：把这些折痕画出来，你能在这个半圆的折痕上从左到右

找到 0 度、45 度、90 度、135 度和 180 度的角吗？

　　学生找出来后，请学生拿给大家看，并说一说自己是怎样找这

个角的。

　　教师：我们把 0 度写作 0°，把 45 度写作 45°。请同学们用这种

写法，在半圆上标出相应的度数。

　　学生操作后，在视频展示台上出示学生的半圆纸片

　　教师：这样一个简易的量角器就做成了。同学们可以把书本封

面上的一个角放在这个量角器上比一比，看看是不是 90°？教师边

讲边做示范后，学生把书放在半圆上比。

　　教师：能说一说比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吗？

　　引导学生说出量的时候要和标有 0°的线对齐，并且角的顶点要

和半圆上几个角的顶点对齐。

　　教师：我们把标有 0°的线叫做 0°刻度线，半圆上几个角的端

点叫做量角。

　　教师：下面请同学们用这种方法量一量自己的三角板上的角，



能找到 45°的角吗？再用三角板上的一个直角和一个 45°的角拼在

一起，看量出的角是多少度？

　　学生量角后，汇报时要重点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量的，让学生

掌握 0°刻度线和角的一边重合，量角器的中心和角的顶点重合，再

看另一边是多少度的量角的方法。

　　2.量一般的角。

　　教师拿出一个 25°的角问学生：用你们手中的量角器能量出这

个角的度数吗？

　　学生：不能。

　　教师：这就需要我们有更精密的量角器。

　　多媒体课件出示量角器。

　　教师：看，这个量角器和你们手中的量角器比，有哪些不一样？

　　学生直观地发现，这个量角器的刻度更多，并且有内外两圈刻

度。

　　教师：这里是把半圆平均分成了 180 份，每一份所对的角的大小

就是 1°；这样的量角器有内外两圈刻度，有两条 0°刻度线，方便

同学们从两个方向测量角的度数。

　　教师：同学们测出 1 号角是 25°，这里角的符号我们通常用“∠

”来表示，所以可以记作∠1=25°。请同学们用这种方式记你们测

出的其他角。学生记角。

　　教师：量角时要注意些什么？

　　学生讨论后回答（略）

　　指导学生完成课堂活动第 2 题。

　　3.做活动角。

　　指导学生做活动角，然后让学生旋转一条边，形成大小不同的

角。

　　教师：在做活动角的过程中，你发现角的大小与什么有关？

　　学生回答后，请学生判断图 47 中两个角的大小，然后用量角

器量一量，指导学生总结出角的大小主要看角张开的大小，与边的

长短无关的结论。

　　三、课堂作业

　　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三第 1~4 题。

　

　　教师：谁愿意来量一量“角一”的度数？学生上台量“角一”

。

　　教师：你是怎样量出它的度数的呢？学生汇报量角的方法。

　　教师：谁能用同样的方法量出“角二”的度数？学生边说方法

边量“角二”的度数。

第四课时

直角与周角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西师版）四年级上册第 66、67
页，第 70~71 页练习十三第 5~7 题。

教学目标

　　1知道周角、平角的概念及周角、平角、钝角、直角、锐角之

间的大小关系。

　　2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每个学生准备一幅三角板

、一个活动角和一把折扇。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教师：把屏幕上的角分类。

　　指导学生说出：1、3 号是锐角，2、5 号是钝角，4、6 号是直角。

　　教师：你是怎样判断这些角的呢？

　　引导学生说出直角是 90°，锐角比直角小，钝角比直角大。

　　教师：同学们在上节课学习了角的度量，你们用量角器量一量，证实你们的判断对不对。

　　学生测量后证实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教师：我们在前面认识了直角、锐角和钝角，今天我们要认识

一些新的角，这就是平角和周角。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1教学平角。

　　教师：同学们能找到三角板上 45°的角吗？学生找到 45°的角

后，请学生用这个角连续画两个 45°角。（如图 412 所示）

　　教师：发现了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两个 45°角组成一个 90°的角。

　　教师：再请同学们找到三角板上 90°的角，这个角是什么角呢？

　　学生：直角。

　　教师：请同学们用这个直角连续画两个 90°的角。

　　学生画后，将学生把画后的图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

　　教师：这两个直角也拼成了一个新的角（多媒体课件随教师的

讲解旋转角的符号，提示学生注意这个新的角），这个角有多少度

呢？ 
　　学生讨论后回答：90+90=180（度）。

　　多媒体课件演示从角的顶点出发，画平角的过程。

　　教师：你发现平角有什么特点？

　　学生：角的两条边刚好在一条直线上。

　　教师：平角比直角大吗？

　　学生：平角比直角大。

　　教师：那么我们前面说的“钝角比直角大”，是有限制的，看

看你的活动角，先把它摆成直角，再掰动它的一条边使这个角变成

钝角，钝角大到什么时候就成了一个平角呢？

　　学生操作后回答：钝角的两条边在一条直线上，就成为一个平

角。



　　教师：那么怎样描述钝角比较科学一些呢？引导学生说出钝角

是比直角大比平角小的角，钝角是大于 90°小于 180°的角。

　　教师：我们前面学习的锐角又怎样描述的呢？

　　引导学生回忆锐角是比直角小的角。

　　教师：我们也可以说成小于 90°的角是锐角。我们现在学习了

这么多的角了，同学们能根据它们的大小给它们排排队吗？

　　引导学生在视频展示台上排出： 
　　然后要求学生按教师的要求打开折扇，使折扇先成锐角；再打

开一些，使之成直角；再打开成钝角，再打开成为平角，在打开折

扇的过程中让学生再次感受角的变化，深化学生对“锐角＜直角＜

钝角＜平角”的理解。

　　2教学周角。

　　教师：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常特殊的角。

　　多媒体课件演示两条射线重叠在同一条线上，一条射线绕着它

的端点旋转一周的过程，并随旋转的过程标上角的符号。

　　教师：知道这个角特殊在什么地方吗？

　　引导学生说出两条射线完全重合在一起，即角的两条边完全重

合。

　　教师：一个平角是 180°，两个平角是 360°。图 415
　　教师：这样的角是周角，一个周角是 360°。

　　请同学们用学过的知识填空。1 周角=（）平角=（）直角

　　学生完成后，让学生说一说为什么这样填，集体订正。

　　三、巩固练习

　　指导学生完成第 67 页课堂活动第 1~3 题。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十三第 5~8 题。

第五课时

画角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西师版）四年级上册第 68、69
页。

　教学目标

　　1掌握画角的方法，能用三角板画 30°、45°、60°和 90°角，会用量角器画指定度

数的角。

　　2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和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进一步发展学

生的空间观念。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每个学生准备一幅三角板

、钉子板和一张答题卡。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教师：先估计答题卡上角（如图 416）的度数，再用量角器量

一量。

　　学生回答时，重点让学生说一说测量的方法。

　　教师：再请同学们用量角器量一量三角板上的角，记住这些角

的度数。

　　学生测量后，让学生相互说一说这些角的度数。图 416
　　教师：这节课我们就教学用三角板画角。

　　教师：画角一般要用工具来画。下面先给大家一副三角板，同

学们想一想可以用这副三角板画出哪些角？

　　学生讨论后回答：可以画出 30°、45°、60°和 90°的角；有

的学生还提出可以画 75°、120°、135°和 150°的角。

　　教师：为什么可以画 30°、45°、60°和 90°的角？

　　学生：因为三角板上有 30°、45°、60°和 90°的角。

　　教师：为什么可以画 75 、120 、135 和 150 的角？

　　学生：用两个三角板上的两个角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新

的角，比如 30＋45＝75， 30＋90＝120， 45＋90＝135，60＋90＝
150。
　　教师：下面我们研究怎样画 30°、45°、60°和 90°的角，先

讨论怎样画 30°的角。

　　学生讨论后回答：找到三角板上 30°的角，在这个角的顶点上

定一个端点，然后从这个端点靠三角板的两边画两条射线。

　　教师：同学们照这个方法画一画，然后用量角器检验一下画的

这个角是不是 30°。

　　学生画后进行检验。

　　教师：能说说用三角板画规定的角时要注意些什么吗？ 
　　指导学生说出用三角板画规定的角时，一是要在三角板上找到

相应的角；二是在纸上确定一个端点并且把三角板角的顶点对着这

个端点；三是要靠紧三角板的两边从端点往两边画射线。学生回答

时，教师可以把相应的要求板书在黑板上。

　　教师：请同学们在 45°、60°和 90°中选一个度数，用三角板

画角。

　　学生画角后，抽一个学生画的角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且要

求学生说一说自己画角的过程。

　　教师：怎样画 75°的角呢？

　　引导学生讨论后回答：先用 30°和 45°的角拼成 75°的角后，

再按前面的方法画。

　　教师：请同学们在 75°、120°、135°和 150°中选择一个度数

，用三角板画一画。

　　学生画角后，拿一个学生画的角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且要

求学生说一说自己画角的过程。



　　二 教学用量角器画角。

　　教师：通过刚才的讨论我们已经会用三角板画角了，用三角板

画角的最大特点就是比较简便。但是如果要求我们画一个 24°的角

、139°的角，只凭三角板能画出来吗？

　　学生：不能。因为三角板上找不出、也拼不出这样的角。

　　教师：这就需要我们用另一种工具——量角器来画。根据前面

的经验，想一想用量角器怎样画 24°的角？

　　学生讨论后回答：一是先确定顶点；二是过这个顶点画一条射

线；三是用量角器确定度数；四是根据确定的度数画出角的另一条

射线。

　　教师：你觉得用量角器画角最难的一步是什么？

　　学生讨论后回答：用量角器确定角的度数。

　　教师：下面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怎样用量角器确定角的度数。

　　教师作示范画角，然后请学生照老师这样画角。

　　教师：你觉得用量角器确定角的度数时要注意些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要注意的事项是：（1）量角器的中心点要与确定

的端点重合；（2）量角器的 0°刻度线要与已经画好的一条射线重

合；（3）再在量角器上找自己需要的度数作一个记号；（4）连接

端点与这个记号画一条射线。

　　教师：也就是要关注画角过程中的“两重合”。请同学们用这

个方法画出 83°、139°角。

　　学生画角后，抽一个学生画的角在视频展示台上展出，并且要

求学生说一说自己画角的过程。

　　三、练习　

　　课堂活动第 1~3 题。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三第 9~12 题。

第五单元：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第一课时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西师版）四年级上册第 74 页例 1
、例 2，第 75 页上的课堂活动及练习十四第 1～4 题。

教学目标　

　　1．掌握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口算。　　

　　2．探索积的变化规律，促进学生对口算方法的理解。　　

　　3.感受知识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的迁移学习能力。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引入课题　　

　　（课件出示单元主题图）　　

　　教师：同学们，秋天到了，果园里瓜果遍地，景色真美！下面

让我们走进丰收的果园，去欣赏秋天的美景！

　（课件逐一播放主题图中的图片）

　　教师：从这些图中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学生可能回答：有 30 行苹果树，每行 400 棵，一共有多少棵苹果树？有桃树 647 棵，

平均每棵收桃 48kg。一共可收桃多少千克？收了 231 吨脐橙，每吨大约要 32 个筐装，一共

要多少个筐？有 500 棵梨树，平均每棵收梨 25kg，一共可收梨多少千克？

　　（课件一一出示这些问题）　　

　教师：要解决这些问题，你会列式吗？

　　（学生口答）生活中很多问题都要用到三位数乘两位数的方法

来解决，今天我们就来研究整百数乘整

十数的口算。　　

　　板书课题。

　　二、运用迁移，探究新知　　　

　　1.教学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  
　　（1）教学例 1（课件出示例 1 放大图）。　　

　　教师：下面让我们走进例 1，看一看刚才同学们提到的第一个问

题：有 30 行苹果树，每行 400 棵，一共有多少棵苹果树？为什么列式

为 400×30？
　　学生：因为有 30 个 400 棵。　　

　　教师：能口算出这道题的答案吗？　　

　　学生讨论，引导学生说出多种想法。

　　比如：

　　学生 1：因为 400×3 得 12 个百，就是 1200，400×30 的得数是 400
×3 的 10 倍，所以是 12000。
　　学生 2：4×3=12，然后再在 12 后面添 3 个 0，就是 12000。　　

　　小结：同学们的想法都不错，整百数乘整十数的口算，可以先

把 0 前面的数相乘，乘完后看因数的末尾一共有多少个 0，就在乘得

数的末尾添加几个 0。  
　　（2）课堂活动，及时巩固。　　

　　教师：请同学们做第 77 页的口算，答案填在书上，之后抽学生

说一说口算过程，集体订正答案！然后教师与学生或者学生与学生

之间按课堂活动中的第二题对口令，以达到熟练程度！ 
　　2.探索积的变化规律。　　

　　（1）教学例 2。　　

　教师：下面我们再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请看例 2，请大家把这

道题做在书上！

　　（抽一名学生板演）　　

　　教师：从这组算式中你能发现什么？　　

　　（学生讨论）　　

　　教师：请大家观察，5×3 变成 50×30，因数发生了什么变化？



　　学生：第一个因数扩大了 10 倍，第二个因数也扩大了 10 倍。　

　　教师：积有什么变化？

　　学生：积扩大了 100 倍，也就是 10×10=100 倍。同法教学从 5×3
变成 500×30 的变化规律。　　

　　（2）师生共同小结。

　　（多媒体课件出示）一个因数扩大 10 倍，另一个因数扩大 10 倍，积就扩大（）倍；一

个因数扩大 100 倍，另一个因数扩大 10 倍，积

就扩大（）倍。

　　（3）及时巩固。

　　（多媒体课件出示）根据 24×3=72 直接写出下列算式的积。240
×3=240×30=240×300=　　

　　学生口答，并说说自己的想法。

　　　　三、尝试运用，巩固提高　　　

　　1.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四第 1 题,然后以开火车的形式公布答案,
最后选两道题让学生说一说自己是怎样想的。

　　2.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四第 2 题,比一比,看谁做得又对又快!然
后选一组让学生说说这当中积的变化规律是怎样的。

　　四、课堂小结（略）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四第 3、4 题。

第二课时

口算和估算（一）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 65 页例 1，课堂活动

第 1 题第 1、2 小题，练习十三第 1、2 题。

　　教学目标

　　1．掌握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方法，能熟练地进行两位数乘一

位数的口算。

　　2.感受口算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联系现实生活理解两位数乘一

位数的口算意义；经历口算方法的探索过程，在探索中获得成功体

验，坚定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具学具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视频展示台。

　　教学过程

　　一、情景引入

　　多媒体课件出示单元主题图。

　　教师：从图中你发现哪些数学问题？

　　学生看图提出数学问题后，教师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用

到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教师：在研究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之前，我们先来看这样一

个问题。多媒体课件出示例 1 的情景图。

　　教师：看图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学生：25 元一张的篮球赛门票，买 3 张一共要多少钱？

　　教师：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学生：能解决，这是求 3 个 25 元是多



少元，用 25×3 就知道了。

　　教师：会算 25×3 吗？

　　学生：我们会笔算 25×3。
　　教师：可是笔算 25×3 需要笔和纸呀，看看图上这个小朋友，他

有笔和纸吗？引导学生观察图后，发现确实没有纸和笔，这时学生

可以想出一些办法，比如向别人借纸和笔等。

　　教师：同学们想这些办法也可以，但是如果周围的叔叔阿姨都

没有纸和笔呢？也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来慢慢地进行笔算。所以，

我们只掌握了两位数乘一位数的笔算方法还不够，生活中还要求我

们进行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两位数乘一位

数的口算。

　　板书课题。

　　二、进行新课

　　教师：怎样口算 25×3 呢？请同学们先独立思考，再小组进行交

流。

　　学生讨论时，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

　　估计学生结合笔算方法，能提出 5×3＝15，20×3＝60，60＋15
＝75 的方法；这时教师可以提示学生：“还有别的方法没有？”指

导学生进一步讨论出 20×3=60，5×3=15，60＋15＝75 的口算方法。

　　学生回答时，教师可以把学生的口算方法板书如下：第一种方

法：5×3=15，20×3=60，15＋60=75。第二种方法：20×3＝60，5
×3＝15，60＋15=75。
　　教师：这两种算法有哪些相同？引导学生分析出这两种算法都

是把 25 分成 20 和 5，再分别与 3 相乘，最后把两次的乘积加起来。

　　教师：有哪些不同呢？

　　学生根据两种算法的对比，能分析出第一种算法是先用个位上

的数去乘，再用十位上的数去乘；而第二种算法刚好相反，是先用

十位上的数去乘，再用个位上的数去乘。

　　教师：你觉得哪种方法好一些呢？学生受笔算的影响，可能觉

得第一种算法好一些？

　　教师：为什么？学生：因为这种算法和我们笔算是一样的。

　　教师：可是生活中经常用第二种口算方法，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学生如果讨论出来了，

教师则加以肯定；如果学生讨论不出来，

则可以直接告诉学生。下面按第二种情况设计。

　　教师：这是因为在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口算时大数不出错；从

高位算起，从第一步就可以估计出大约要用多少钱，并能保证大数

不出错，所以人们经常用到从高位算起的口算方法。

　　教师：请同学们用这种口算方法算一算 15×3 和 2×27。
　　学生口算完后，集体订正答案，特别关注做错的学生错在什么

地方。选有代表性的错误进行分析，并让做正确的学生说一说自己

的口算过程，通过学生口述口算过程，深化学生对口算方法的理解。

　　三、巩固练习

　　教师：同学们都能够进行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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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066120152006122

https://d.book118.com/907066120152006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