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数学二年级长度单位教案(大
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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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
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我帮大家找
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数学二年级长度单位教案篇一

1、教材地位和作用

二年级学生经过一年学习，已经认识了100以内的'数，学会
了两位数加减一位数、整十数，认识了长方形、正方形、三
角形、平行四边形和圆这些平面图形，认识了圆柱、球、长
方体、正方体这些立体图形，认识了人民币，并学会了一些
简单的统计方法。这些知识储备和学习习惯为我们进一步学
习新知识打下基础。三、教学目标(一)知识目标：

1、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得出使用统一长度单位的
必要性。

2、让学生初步学会用尺子测量物体长度的方法。

3、认识长度单位厘米和米，知道厘米和米的进率关系。(二)
能力目标：

能选用合适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三)情感目标：

(1)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选用统一的长度单位小木块，来测量这些摆放整齐的物
品。(通过使用统一的长度单位实际测量以后，体会到测量活



动中统一长度单位的重要性，从而引出国际同意长度单位的
新知)(4)认识长度单位，厘米和米。

本节课的教学以动手实践为主线，遵循具体到抽象的教学原
则，让学生亲历知识的形成过程，经历了“质疑—探究—释
疑”的过程。教学中不仅关注到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掌握，而且关注到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情
感与态度等方面的发展。

小学数学二年级长度单位教案篇二

1.通过操作、观察，初步认识线段，知道线段的特征。

2.在观察、操作中逐步培养思考、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并发
展空间观念。

3.在生动活泼的情境中乐于学习，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
动，感受生活里的数学事实。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有意注意的时间较短，所以在本课的教
学中，应注重营造愉悦、欢快的学习氛围，运用多种活动增
强学生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使他们在亲身体验中进行有效的
学习，保持他们学习的欲望和兴趣，从而提高学习效果。现
在班里大部分学生都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够端
正学习态度，对学习较为感兴趣、有信心。学习充满热情，
能够运用自己的学习方法活学活用。学习习惯方面，学生能
够课前做好准备，课堂气氛活跃，大部分学生能够积极发言、
思考，声音响亮。但个别的学生上课不注意听讲，爱搞小动
作，需要及时提醒和引导。

重点：掌握线段的特征。

难点：线段表象的建立。



4.1第一学时

4.1.1教学活动

活动1【导入】创设情境，生成问题。

1.同学们，你们喜欢参加哪些体育活动？为什么？体育活动
可以增强体质，磨练意志，大家要多参加。

3.出示图片，你能给图上的这些线分一分类吗？为什么这么
分？

4.你能把弯弯的线变直吗？

活动2【讲授】探索交流，解决问题。

1.学生操作，把弯线变直。师指出，拉直的这段线就可以看
作一条线段。

2.观察线段图，线段有什么特点？学生交流，汇报：线段是
直的，有两个端点。

3.判断下面哪些是线段？

4.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线段，举例，学生找线段。

活动3【活动】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1.一张长方形白纸上你能找到几条线段？你能再变出一条吗？
学生折纸，师说明折痕可以看作一条线段。同桌比较折出的
线段，发现什么不同吗？得出结论：线段有长短。

2.线段可以测量吗？怎样测量？学生说测量方法。

3.出示一横一竖两条线段，哪条长哪条短？学生通过测量发



现同样长。

4.测量书中第五页三条线段的长度。汇报，订正。

5.总结线段的三个特点：直的，有两个端点，可以量出长度。

活动4【练习】巩固应用，内化提高。

1.出示图形，分别是由几条线段围成的？

2.连接两点能画出几条线段？学生动手操作，汇报。三个点
呢？完成书第五页做一做的第二题，画出的是什么图形？四
个点呢？两种方法不遗漏。一种是从外到内，一种是从一点
出发。按照这两种方法完成五个点，每两个点画一条线段，
能画出几条线段，是什么图形。

4.消防员接到任务是怎么样迅速到达的？房间的管子是直的，
滑下来可以节省时间。

思想教育：他们的工作很辛苦，我们应该尊敬他们。

5.为什么乘坐电梯？因为电梯的运动轨迹是直的，省时省力。
安全教育：乘坐电梯时要注意安全。

活动5【测试】及时反馈，发展思维。

1.填空：线段是( )的，有( )个端点，( )量出长度。

2.选择：下面哪些是线段？

3.量一量下面图形的边长，你发现了什么？

活动6【作业】巩固知识，培养能力。

数学书第九页第6题，第7题。



小学数学二年级长度单位教案篇三

教材第56页例1、课堂活动以及练习十二第1——2题

1、通过观察和操作，建立1米的实际长度观念。知道米与厘
米之间的进率。

2、与同学合作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丰富的实践活动逐步正确
掌握测量方法，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

3、通过看一看、量一量、说一说，发展观察能力、操作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

建立1米的实际长度观念

体会m的含义，建立1m的实际长度观念

实物展示台、米尺等

一、创设情境

1、出示主题图。

（1）学生看图，第55页情境图。说说这是什么地方？

（2）要想知道黑板的长度，同学们有办法吗？

（3）操作：请两位同学用学生尺量黑板的长度。你有什么感
觉？

（4）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看书55页。

2、教师介绍米尺。

（1）认识米尺，1米的长度。



（2）小结：量 比较长的物体通常用米作单位。

米可以用字母m表示，1米可以写成1m。

板书课题：用米作单位量长度

3、认识米尺，建立1米的观念

（1）小组活动观察米尺，看一看、比一 比，感受1米有多长？
1米里面有多少厘米？

（2）反馈：你知道了什么？

（3）用手指比划一下，1m大约有多长？

（4）想一想：哪些物体的长度大约是1m ？

（5）量哪些物体的长度可以用米作单位？

二、 用米作单位进行测量

1、学习例1 。

小朋友还记得用厘米作单位测量较短的物体的方法吗？用这
种方法以小组为单位，用米尺去测量黑板的长和宽。把结果
填在书上。

（1）小组活动

（2）全班交流。你是怎样测量的？结果是多少？

2、课堂小结

三、课堂活动



1、相互量一量自己的身高， 填在表中。

（1）小组活动

（2）反馈

2、找一找教室里长度大约是1米的物体，并实际量一量。

（2）独立活动。

（2）小组 活动

（3）反馈

四、课堂作业

独立完成练习十二第1——2题。

小学数学二年级长度单位教案篇四

1.认识长度单位米，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初步感知1 米的实际
长度。

2.知道1 米=10分米=100 厘米，能用米尺或卷尺测量物体的
长度。

3.使学生在活动中，进一步培养对数学的好奇心，增强与他
人合作交流的意愿，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1.建立1米的实际长度表象，认识1 米=10分米=100 厘米。

2.会测量身边规则物体的长度。

1.复习长度单位厘米、分米：孩子们，前面我们学习了两个
长度单位，是哪两个？（厘米、分米）厘米、分米这两个长



度单位用字母怎样表示呢？（厘米用cm表示，分米用dm表
示。）

2．量比较长的物体的长度用厘米、分米作单位合适吗？课前
大家预习了，你觉得用什么作单位好呢？（米）

3.揭示课题。 米是国际长度单位，用字母 m 来表示，量比
较长的物体的长度，常用米作单位。今天我们就要来认识米
（板书课题：用米作单位量长度）。

（一）初步感知1米的长度

1. 学生轻轻握住米尺的两端，让学生初步感知1米的长度。
教师再抽掉米尺，学生继续感知1米的长度。

2. 学生闭上眼想想1 米有多长。

3.学生比划1米大约有多长。

4.抽生汇报生活中哪些物体的长度大约是1米。

5.学生汇报交流：生活中哪些物体的长度可以选用米做单位。

（二）观察米尺，认识1 米

1．以四人小组为单位观察米尺，并把自己的发现记录下来。

2.集体汇报交流（小组汇报员汇报自己所在小组的发现）。

（1）米尺的长度是1米，

（2）米尺上有100个小格，一个小格的长度是1厘米，100个
小格的长度就是100厘米，所以1米=100厘米。

（3）10个小格的长度是1分米，100个小格的长度就是10分米，



所以1米等于10分米。

（4）1米=10分米=100厘米

（三）用学生尺拼1 米长。

1.教师出示20厘米长的学生尺，学生猜一猜：1 米里面有几
把这样长的学生尺？

2.拼一拼。 活动：要求 2 名学生到黑板上来拼啊。其他同
学在桌上对着米尺拼一拼。 小结：小朋友们，刚才我们通过
拼学生尺，再次知道了 1 米实际有多长。下面，我们以米为
单位测量黑板的长度。

（四）量黑板的长和宽

1.学生估一估教室前后的黑板大约有多长有多宽。

2.以小组为单位测量黑板的长和宽

（1）抽生汇报：在测量黑板的长和宽时要注意什么？（卷尺
的0刻度要和黑板的一端对齐；卷尺要和黑板的边沿保持平行。
）

（2）量黑板的长和宽：一个小组测量教室前面黑板的长和宽，
一个小组测量教室后面黑板的长和宽。

（3）抽生汇报测量的结果。

（五）测量小组成员的身高

1.抽生汇报可以用哪些方法测量身高？

2.学生思考测量身高时要注意什么？



3.小组成员分工协作，测出本组所有成员的身高。

4.小组汇报员汇报本组成员的身高。

5.教师抽测其中一组，检验他们的测量是否正确。

1.填空（大屏幕出示练习题目）

2.指导学生完成课堂活动。

孩子们这节课有什么收获？还存在哪些问题？

这节课认识了长度单位米，学会了测量规则物体的长度，那
么不规则物体的长度怎样测量呢？下去以后以四人小组为单
位测量树干一圈的长度和小组成员的腰围。大家思考一下可
以用哪些方法测量树干一圈的长度和小组成员的腰围？下次
上课请同学来汇报。

小学数学二年级长度单位教案篇五

2、小结：通过画线段的操作活动，同学们发现了分米、厘米
和毫米之间的关系，知道了1分米=10厘米，1厘米=10毫米。
今天，我们就要应用这些知识进行长度单位之间的换算，帮
助我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板书课题）

1、教学例1。

教师的活动

学生的活动

请同学们取出自动铅笔的笔芯，仔细观察，猜猜大约有多长？

学生猜测。



用直尺量量笔芯的长度是多少厘米？（测量的结果取整厘米）

学生测量。

笔芯的长度如果用毫米作单位是多少毫米？你是怎样想的？

学生交流想法，汇报，学生的想法可能有：

（1）1毫米1毫米地数出来。

教师的活动

学生的活动

（2）10毫米10毫米地数出来的。

（3）推想出来的：1厘米=10毫米，6厘米是6个10毫米，也就
是60毫米。

2、“想想做做”第1题：指名读题，一起动手量出每个图形
中各边长是多少厘米，全班校正量的结果，把量得的厘米数
换算成毫米数，指名说说各自的想法。

2、教学例2。

（1）出示例2，指名读题，板书：

1、做“想想做做”第1、2、3题：让学生独立完成，集体交
流时，学生交流想法。

2、做“想想做做”第4题：让学生说出比较的方法，独立完
成，集体校对。

3、做“想想做做”第5题：先估计各线段的长是多少厘米；
测量线段的长，验证估计结果的正确性。



问：“测量的长度用毫米做单位是多少毫米？”

4、做“想想做做”第5题：学生先估计，再量。最后用毫米
作单位是多少毫米？

1、提问：“通过今天的学习，你知道了什么？”

2、实践活动：指导学生在课后做“想想做做”第6题。

（1）拿一瓣蒜头放在盛有少量水的盘子里，看看它几天后开
始发芽。

（2）从发芽的第一天起作好记录，记录发芽后一周内蒜叶的
生长情况，填写记录表。

长度单位的简单换算

80厘米=（ ）分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