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甲活动定价 美甲店活动方案(大
全9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教案书
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认识千米和吨的教案篇一

帮助学生建立相应的长度观念是本单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
是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基础。千米的长度观念比较难建立，
除了选用教材中提供的资源，教师还应该自主开发一些学生
身边的素材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对于千米的`感受，应将
实际感受与发挥学生的想象力结合起来。教学“千米”时，
一定让学生们实地走一走，知道从哪里走到哪里（或往返几
次）正好走了1千米，使他们初步形成千米的长度观念。学生
形成了较清晰的长度单位的观念，对长度单位之间的进率就
容易掌握。

为了能增强学生对1千米有多远的感受，将1千米与学生的经
验建立起来，所以准备把这节的前20分钟放在操场上去上。
但在这节课上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本来想让学生充分感
受1千米有多长。可是，当我准备带着学生去操场的时候，才
发现操场上已经站满了初一正在军训的学生。只好又调过头
来，在教师进行教学，本以为学生对千米没有多少概念，可
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却表现出了比学习毫米和分米更容
易掌握的感觉。至于一小时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能行多少千
米时，我先告诉他们这些常识，所以后面练习中出现的题目，
学生很容易就知道多长路程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以及大概
多少时间。学生掌握的很好，我感觉很意外。

但教学中，学生最不容易理解的却是从哪到哪大概有1千米，



别说学生不知道，作为老师也真的感受不出从学校门口到哪
能大概是1千米，所以说，学生对1千米到底有多远，很难估
测，再加上今天学生并没有真正地去感受这1千米有多长，只
是凭空想象而已。

最后的习题中，我在网上摘下了别人的课外拓展题，我感觉
非常好，学生对这样的题目也很喜欢。我另外布置了两项作
业：一是放学时请家长带着孩子回家时，感受从学校门口到
哪里大约是1千米，二是从家门口到学校门口大约有多少千米，
使用什么交通工具，需要多长时间。

认识千米和吨的教案篇二

千米的认识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长度单位米、分米、厘米和
毫米的基础上学习的。但是“千米”是一个较大的长度单位，
它不象之前学习的那些长度单位一样看得见、摸得着。建
立“1千米的表象也比较困难，往往上课时只能照本宣科，让
学生知道1000米=1千米，然后就是一大串的练习。其实，正
因为这部分知识对三年级学生来说缺乏感性认识，所以建立1
千米的长度概念就成了本节课的难点。而突破这一难点的关
键就是老师要创设让学生体验的过程，引导体验生成。如何
把千米的认识真正建立在学生的经历和体验基础上呢？我主
要分成了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时段来达成目标的。

课前，我带着学生来到操场，首先告诉学生从哪里到哪里
是100米，走一走需要几步，看看需要几分钟，记下你走的情
况。然后要求学生沿着学校操场跑道走4圈（一圈250米），
让学生记下走完后的感觉。

课中，告诉学生昨天我们沿着操场跑道走了四圈，跑道一圈
是250米，算一算你一共跑了多少米？学生列式250×4=1000
米。告诉学生就是1千米。然后让学生说说走完1千米的感受，
初步体验到1千米的长度。接着让学生思考“如果跑道一圈
是200米、400米，那么分别要走多少圈才是1千米。再让学生



回忆昨天出走100米的情况，让学生思考几个100米是1千米，
根据昨天走100米所用的步子数和时间来推算走1千米需要几
步、花多长时间。这一系列的活动意在让学生在课前走一走、
量一量的基础上，再通过估一估、算一算、说一说等丰富的
活动中更充分、更深刻地理解1千米的长度。为了让学生了解
生活中“千米”的'应用，我收集了一些有名的山峰、河流、
公路及大桥的资料，丰富学生的认识。

课后，我布置了这样一项作业，让学生到书本或网络上去查
找一些资料，如马拉松长跑比赛的全程、轿车在高速公路上
的时速、磁悬浮列车的时速、地球绕太阳每秒运行的千米数、
世界上最长的三条河流的长度。通过这样的作业让学生深入
生活，感受到长度单位“千米“的广泛使用。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帮助学生建立1千米长度观念的时候，选
用的是操场的跑道，由于跑道是环形的，学生最容易感受的
是1圈，而4个一圈的长度是1千米，还是不容易感受。能不能
把跑道拉直？于是我想到了最好拿录像机把学校门口到某处
（选取学生都熟悉的建筑）之间大约1千米的路程拍摄下来，
课堂上让学生清楚地看到1千米的直线距离。这样可能比绕跑
道4圈感受更好。

认识千米和吨的教案篇三

今天学习《认识千米》，课前学生完成了一份任务单，主要
是调查了解学生对长度单位的已有知识以及体验100米有多长，
为学习千米做好准备，这个准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的准
备，一是教的准备，而教的准备是以学的准备为基础。

课堂上反馈任务单，对于了解长度单位的已有知识来说，学
生能够通过课前调查知道一些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比如像兆
米、微米、纳米等单位；对于体验100米有多长的任务，有学
生说，一步是0.5米，走200步就是100米，也有学生说，走2
分钟就是100米。有了这些课前体验与感悟，教的过程就有了



可靠的阶梯，顺着走200步是100米，走2000步就是1000米，
而走20分钟大概就是1000米，后者的认识与感悟建立在前者
的基础上，是间接的经验，也是保证推理正确的心理因素。

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到，对于1千米到底有多长的。问题不
是知道1千米等于1000米就行的，而需要让1千米在学生的头
脑中形成与建立基本上稳定的表象，表象是丰富的，但是1千
米不是600米，也不是3千米，因而丰富的背后也有相应的稳
定性，这个稳定性需要从多种角度和方式展开体验的过程，
累积理性的认识。很显然，课堂的时间与空间都不足以让每
一个孩子完成体验、累积与建构1千米到底有多长的表象，因
此需要拓展学习的时空，这时候任务单的完成就显得那样重
要了。

日常教学中，每一个问题我们都强调学生认真思考再回答，
其实很多时候就抹去了学生的数学直觉，虽然得到了严谨而
精致的答案，但失去的可能就是一种对数学的敏感，更重要
的是，我认为数学直觉中隐藏着思维的秘密。

认识千米和吨的教案篇四

我以为帮助学生建立相应的长度观念是本单元的一个重要内
容，也是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基础。千米的长度观念比较
难建立，除了选用教材中提供的资源，教师还应该自主开发
一些学生身边的素材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对于千米的感
受，应将实际感受与发挥学生的想象力结合起来。教学“千
米”时我让学生们实地走一走，知道从哪里走到哪里（或往
返几次）正好走了1千米，使他们初步形成千米的长度观念。
学生形成了较清晰的长度单位的观念，对长度单位之间的进
率就容易掌握。

为了能增强学生对1千米有多远的感受，将1千米与学生的经
验建立起来，我让学生想象体育课上在操场上跑几圈是1千米。
在进行教学，本以为学生对千米没有多少概念，可是在教学



的过程中，学生却表现出了比学习毫米和分米更容易掌握的。
感觉。至于一小时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能行多少千米时，我
先告诉他们这些常识，所以后面练习中出现的题目，学生很
容易就知道多长路程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以及大概多少时
间，学生掌握的很好。

教学中，学生最不容易理解的却是从哪到哪大概有1千米，别
说学生不知道，作为老师也真的感受不出从学校门口到哪能
大概是1千米，所以说，学生对1千米到底有多远，很难估测，
再加上今天学生并没有真正地去感受这1千米有多长，只是凭
空想象而已。

最后的习题中，我设计了一些课外拓展题，我感觉非常好，
学生对这样的题目也很喜欢。我另外布置了两项作业：一是
放学时请家长带着孩子回家时，感受从学校门口到哪里大约
是1千米，二是从家门口到学校门口大约有多少千米，使用什
么交通工具，需要多长时间。这样让学生有一定的亲身体验，
有利于帮助学生学习新知识。

认识千米和吨的教案篇五

看着眼前的这份教案，很容易发现它与其他教案的不同，因
为修改的痕迹特别多，也写得特别详细。的确，当知道有人
来听课时，准备得会更充分。这种无形的压力，会迫使自己
对课做深入的思考。

《认识千米》这一课的知识目标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感
知和了解千米的。含义，建立1千米的长度观念，知道1千
米=1000米，能进行千米与米之间的换算：能解决一些有关千
米的实际问题，体验千米的应用价值。单位换算和有关千米
的实际问题对学生而言并不困难，而本课的教学难点是如何
让学生建立1千米的长度观念。这也是我在备课时重点要考虑
的问题。



在课前，我了解到学校最里圈的跑道正好是100米，所以带着
学生在操场上走一圈，对100米的长度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为
学生认识1千米作一个铺垫。为了知道从学校门口出发到哪
是1千米，我利用数步子和计时间两种方法实际走一走，从中
我也体会一下1千米的长度究竟有多长。此外，我在电子地图
上找到学校周围的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了解它们与学校之间
的距离。（说明：在试上时，有孩子猜测学校到某一地方是1
千米，由于我也不知道有多远，不好判断。后来有老师提醒
我，可以在电子地图上量距离，这让我豁然开朗。）

上课的流程分为四个部分：

一、复习导入。复习已经学过的长度单位及它们之间的进率；

四、巩固练习。以书上的练习为主，补充了一些判断题。最
后介绍了一些不同的交通工具的速度。整节课上得还算顺畅，
只是最后有关不同交通工具的速度没有来得急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