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版三年级数学课教案(实用5
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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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三年级数学课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让学生掌握除数是整十数的口算除法及除数是两
位数的除法估算。

2、掌握几百几十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除法及除数是两位数的
除法估算方法。

教学重点

整十数除以整十数、几百几十除以整十数的口算方法。

教学难点

使学生能够结合具体情境进行除法估算，并说明估算的思路。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口算乘除法（开火车）



20×480÷47×30210÷7

87≈63≈81÷8≈122÷4≈

（2）20、50、120、150里面分别有几个十？

二、新课教学：

1、出示主题图（课件）

（2）问：谁愿意把题目完整地读给同学们听？（指名学生读）

（3）问：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会列式
吗？（指名学生说）

（学生说了后，师板书：80÷20=）

（4）问：你为什么会想到用除法呢？（指名学生说）

（5）师总结：80个气球，每班分20个，可以分给几个班？就
是看80里面包含了几个20，就可分给几个班。符合除法的'意
义。

2、探索口算方法

（1）问：这道题是两个什么样的数相除呢？（指名学生说）
（引导学生说出：整十数除整十数）

（2）问：应该怎样计算呢？（同学之间交流、讨论，然后指
名学生说）

（3）师总结：方法一：想乘法做除法

即4个20是80



20×4=80

80÷20=4

方法二：想表内除法做除法

8个十除以2个十得到4个1，就是4

8÷2=4

80÷20=4

师：同学们都学得很认真，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除
数是两位数的除法》中的《口算除法》（板书：口算除法）

3、探索估算方法

（1）师：同学们，学了整十数除以整十数后，小猴子也来凑
热闹了，你看，他带来了什么问题？（指名学生列式，老师
板书：83÷20≈）

（2）问：哪个同学会解这题呢？（指名学生说）

80

4、巩固练习：（课件演示）

【此环节充分利用复习效应，让学生知道用四舍五入法进行
估算】

5、探索几百几十除以整十的口算方法

（1）出示主题图：同学们，为了校运会开得更热烈些，福娃
手工小组也来到了现场，你们看，他们制作了120面彩旗，每



班分30面，又可以分给几个班呢？（指名学生列
式：120÷30=）

（2）问：根据前面的学习，你会怎样思考？（指名学生说）

（3）师总结：根据前面的学习可知

方法一：想乘法做除法

即4个30是120

30×4=120

120÷30=4

方法二：想表内除法做除法

120里面有12个十

12个十除以3个十得到4个1，就是4

12÷3=4

120÷30=4

6、再探估算：122÷30≈120÷28≈

（指名学生说）

三、过关练习：每生半张练习当堂检测及课件

[设计过关检测的意图是通过随堂检测，了解学生对所学的新
知识的掌握程度。]

四、师总结。



（1）口算除数是整十数的除法：先想被除数里面有几个十，
除数是几个十，再根据乘法口诀，得出结果。

（2）两位数除法的估算：一般是把两位数看作与它比较接近
的整十数，再口算结果。

五、阅读书本p78～p79，说说你的收获。

【此设计的意图是通过练习，强化本节课所学的新知】

六、布置作业。

七、板书设计：

口算除法

80÷20=4（个）120÷30=4（个）

（1）想乘法做除法

（2）想表内除法做除法

人教版三年级数学课教案篇二

1、通过折纸，剪拼等活动进一步认识平面图形。能对简单图
形进行分解和组合。

2、发展空间观念和动手操作能力

：折出图形，拼出图形。

1、把一张正方形纸折成一样的两部分，怎么折？

剪一剪，比一比。



先想后实践，再对比。

2、把长方形、三角形、圆的纸分别折成一样的两部分，怎么
折？

剪一剪，比一比。

1、利用上面剪出的图形拼一拼。

2、展示你的作品。

3、你还能拼成别的图形吗？试一试。

1、动手剪一剪，拼出有趣的图形。

2、口算训练比赛。

3、折飞机。

自己动手研究，实践制作。

4、你能用一张长方形的纸，折出一个正方形吗？

5、将一张正方形的纸剪成四个一样大小的三角形，用这些三
角形可以拼出哪些图形？

小组合作，交流评议。

人教版三年级数学课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学会整十数除整十数，几百几十数的口算方法，并
能比较熟练地进行口算，除数是两位数的口算除法教学设计
及教学反思。



2、通过观察，操作，分析，比较理解整十数除的算理，提高
口算能力。

3、利用多形式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促
进思维条理化。

教学重点：掌握用整十数除的口算方法。

教学难点：理解用整十数除的口算算理。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课

1、口算练习

20×4=2×10=30×3=2×30=90×8=

9÷3=6÷3=40÷5=36÷6=24÷6=

2、看下面的数接近哪个整十数，写在（）

87≈（）91≈（）63≈（）39≈（）

二．民主导学

1、出示78页情景图。：瞧，我们学校买来了什么？你了解了
什么？（生自由回答）

生：我知道了学校买来了80个气球，每班分20个。

师：请大家根据这个信息，提出有关的数学问题。

（可以同桌交流，稍后指名答）



生：可以分给几个班？

师：好，谁愿意把这题完整地说给大家听听？

生：学校买来80个气球，每班分20个。可以分给几个班？

师：很好。请看大屏幕。（同时课件出现问题）怎样解决这
个问题？（生纷纷举手，可指名答）

生：用除法计算，算式是80÷20。

（2）探索口算方法。

师：怎样计算80÷20呢？请同学们先自己想一想，也可以小
组之间交流、讨论，再互相之间说说口算方法。

（交流好后，汇报）

（3）汇报，师评析。

生1：80÷20=4，我是这样想的：因为20×4=80，所
以80÷20=4。

生2；对，80÷20=4。因为8÷2=4，所以80÷20=4。

生3：我同意他们的想法。

师：你们呢？

全班齐答：同意。

师：很好，他们的口算方法真不错。谁能说说他们各根据什
么做题的？

生4：生1是想乘法做除法，而生2是想表内除法做除法。



师：讲的非常棒！（由此揭题，板题，并板书：口算除法）
这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中的口算除法。
那么，大家喜欢哪种口算方法呢？把你喜欢的口算方法说给
同桌听一听。

（4）检验正误。（课件出现结果）

师问：学校买来的气球可以分给几个班？

齐答：4个。

师：我们分的结果对不对呢？（请同学们看大屏幕。）我们
一起口答。那如果是60个气球，每班20个，可以分给几个班？
40个？那分别又可以分给几个班呢？请你在数学本上试试。

（这一环节的设计，通过检查正误，既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快
乐，又渗透了学习习惯的培养。）

2、教学例2。（出示课件）

（1）情境中引出问题。

师：刚才咱们顺利完成了学校分气球的任务。大家表现非常
好！瞧，学校又买了彩旗。你从画面上了解到了哪些信息？
请提出有关的数学问题。

生：学校买来了120面彩旗，每班分30面。可以分给几个班？

师：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生：用除法计算，算式是：120÷30。

（2）探索、讨论口算方法。

师：怎样算120÷30呢？可以小组间交流、讨论，然后汇报。



（该例题的教学较上例题放得更开了，旨在培养学生用迁移
类推的能力。）

（3）汇报。

生1：120÷30=4，我想4个30是120，也就是30×4=120，所
以120÷30=4。

生2：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12÷3=4，所以120÷30=4。

生3：我同意第一个同学的想法，教学反思《除数是两位数的
口算除法教学设计及教学反思》。

生4：我同意第二个同学的想法。

生5：我觉得他们的方法都是对的。

师：你是怎样认为的？

生5：因为第一个同学的方法是想乘法做除法来计算的，第二
个同学的方法是想表内除法做除法计算的。

师：说的很好。你还真善于总结。让我们一起来检查结果吧，
看大家的做法对吗？（课件演示）

3、小结。

同学们,在解决分气球和分彩旗的问题中，我们共同探讨了除
数是两位数的`口算除法的方法。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口
算方法：用乘法做除法或用表内除法做除法。

4、估算。

（1）探讨估算方法。



师：请大家看大屏幕。你们知道这几题的要求吗？

想一想：83÷20≈122÷30≈

（80）（120）

80÷19≈120÷28≈

（20）（30）

生：用估算求商。

师：请你选一题来试一试。将估算的方法说给同桌听一听。

（这一环节，我放手让学生自主选题，并借助已有的口算与
估算经验探索除法估算的方法，实实在在地把学生推上口算
的主体地位。）

（2）交流，并总结。

师：现在我们来交流交流。谁愿意说一说？说说你的口算方
法。

（生纷纷举手）

生1：83÷20≈4，我是这样想的，我把83估成80，80÷20=4，
所以83÷20≈4。

生2：80÷19≈4，我认为19接近20，80÷20=4，所
以80÷19≈4。

生3：122÷30≈4，因为我把122估成120，120÷30=4，所
以122÷30≈4。



生4：120÷28≈4，我认为28接近30，而120÷30=4，所
以120÷28≈4。

师：大家真不错，说的非常好。那么，谁愿意总结估算方法？

生：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估算时，先把不是整十或几百几
十的被除数或除数看成整十或几百几十的数，再用刚才我们
学会的口算方法算出商。

生：是，要看成和被除数或除数最近的整十或几百几十的数。

师：这样说就清楚准确了。大家同意他的观点吗？

生：同意。

（三）巩固练习

1、小试身手。

“做一做”40÷20=143÷70≈

360÷40=632÷90≈

2、赠书活动。

生交流、做题，然后集体评订。

口算除法

80÷20=4（个）

想：20×4=8080÷20=4

想：8÷2=480÷20=4



想：一个班20个，两个班40个，3个班60个，4个班就80个

答：可以分给4个班。

教学反思

本节课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
五单元《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的第一课时。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难点：通过自主探究学会口算、估算的方
法，能正确的进行口算、估算

为了顺利突破本节课重点难点，我进行了精心设计，主要突
出了以下几点：

1、情景的创设：口算题的内容枯燥平淡，很难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因此我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整堂内容串起来。
融入了一个大的情景中，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参与
意识。

2、算法的多样化。算法多样化是计算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理
念，探索口算方法的过程，体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另
外，无论是用想乘法算除法还是把除数转化为一位数的除法，
对学生的后面学习都是有用的，所以特别对学生说明，用自
己喜欢的方法口算，学生学得轻松，又通过倾听和交流得到
了发展和能力上的提高。

3、多方面的评价。本节课我从计算的方法、计算的速度、学
习态度以及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等方面，都适时地对学生进行
了恰当的评价，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充分感受
到学习的快乐，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调动了
学生参与学习的能动性，从而保证了学习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对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做得还不够好。



值得引起我再次思考的是：如我在教80÷20的算法时，学生
有提到同时去掉“0”的方法。这方法其实已经蕴含了“商不
变”的思想，而此时这块内容学生还没学过，该如何讲解比
较妥当我一直在思考。我当时用以后会学到来告诉学生。我
想在学生碰到困难时，怎样引导才能拓展学生的思维，使学
生的思维从模糊走向清晰？怎样把新知和学生的原有知识更
紧密的联系、构通？是我本节课教学的遗憾。

三年级数学下册《除数是两位数的口算除法》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人教版三年级数学课教案篇四

一、说研究

（一）、说联系。

《口算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
书小学数学四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一课时的内容。由于口算
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应用，同时又是学习除数是两位数笔
算除法的重要基础。因此，学好本课内容尤为重要。



（二）、说教学目标。

《新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适应学生
个性发展的需要，使得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
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基于此，我结合教材内容特
点及学情，确定了如下三维目标：

1.知识和技能：掌握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的口算和估算技巧，
能正确地进行口算和估算，培养计算能力。

2.过程和方法：经历除数是两位数的口算和估算，体验计算
方法的多样性。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学习活动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
密切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对数学知识的亲切感。

（三）、说学情。

在此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一位数乘整十、整百、整千数的
乘法口算和除数是一位数的口算，对口算求商的方法已经比
较熟悉，有一定的基础，这为过渡到本节内容的学习起着铺
垫的作用。学生对“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口算应该不是很
难，重要的是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引导学
生开展探究式学习。

（四）、说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除数是两位数的口算和估算方法。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理解算理，掌握算法。

二、说教学

（一）、说教材处理。

数学教学需要多种教法与学法的有机结合。



1、教法。

《新课程标准》指出：教师的教学应该以学生的认知发展水
平和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启发式和因材
施教。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索、
合作交流。在这一教育理论支撑下，基于本节课的特点，我
着重采用引导探究、迁移类推的教学方法，展现学生自主学
习和合作交流获取知识和方法的思维过程。

2、学法。

《新课程标准》指出：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是单纯的解题
训练，不能单纯的依赖模仿与记忆，应动手实践、自主探索
与合作交流是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基于这样的教学理念，
我就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把生活经验理性
化、数学化，采用了“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的学习方法，
引导学生分析、操作、比较，逐步抽象出算理，让学生在充
分感知的基础上归纳。

（二）、说新知教学的创新点。

“如何让枯燥的口算内容变得丰富，让乏味的算理变得有情
趣”是我在设计教学环节时思考最多的。因此，在设计上我
以为庆祝元旦布置校园为主线，穿插教学全过程。

1、复习引入，引出新知。

数学知识具有内在的联系，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是推动后继
知识学习的'重要经验。所以我安排了以下复习内容：

一）口算。

二）看下列各数接近哪个整十的数，请写出来。



87≈91≈63≈39≈24≈86≈

三）填空。

1、90里面有个十。2、280里面有（）个十。

学生在口算的过程中，我随机的请学生口述20÷4的口算过程，
并板书于黑板上，激发学生已有的相关口算经验，为新知的
学习做好铺垫。

2、合作交流，探索新知。

3、（1）、创设情境，引入新知。

计算知识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原本是
十分生动的数学活动。把计算教学置入现实情境之中，把探
讨计算方法的活动与解决实际问题融于一体，促使学生积极
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我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资源，通过利
用气球布置校园这一情境，提出：从图中你都知道了什么信
息？根据图中的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这个问题应
该怎么解决呢？引出口算：80÷20。

接着，抛出问题：你能口算80÷20等于几吗？让学生独立探
索计算方法。

（2）、合作研究，形成方法。

首先，让学生自己先想一想，再把想法在小组内说一说。接
着，汇报交流，重点说一说怎么想的。根据学生的汇报，我
进行相应的板书：方法一：因为20×4＝80，所以80÷20＝4；
方法二：因为8÷2＝4，所以80÷20＝4。

这里重点讨论方法二：你们谁能说说为什么去掉0就行了？把
你的想法用你的方式在练习纸上表达出来，可以写一写，也



可以用画一画。从而引导学生8÷2实际是8个十除以2个十。

最后，让学生再说口算方法。

师：同学们有用乘法算除法的，也有用表内除法来想的，都
很好。那么你喜欢哪种方法呢？把你喜欢的方法说给同桌听
一听。

在这个过程中，我放手让学生尝试、探讨口算方法。在此基
础上，适时组织讨论、交流，提升学生对计算过程的认识，
完善学生对算理的理解。学生在主动探索中经历除法计算方
法的形成过程，既可以加深对计算方法的理解，又能使学生
逐步学会用数学解决问题。给学生创设主动探索数学知识的
空间，为学生赢得不断体验成功的机会，将有效地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3）、运用方法。

为了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口算方法，我在学生探究出方法后，
出示“40÷20，100÷20，60÷20，80÷20”四道口算题让学
生进行口算，并请学生说出“60÷20”的算理。

（4）、引发冲突，探索估算方法。

学生完成四道口算题后，我对学生说:“老师这里还有两道题
目请你口算。”我出示了教材想一想中
的“83÷20≈，80÷19≈”，引导学生观察发现与前面的不
同，从而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索的兴趣。接着通过讨论、反馈、
归纳得出估算方法。

4、大胆尝试，运用新知。

在这个环节，我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上面学到的方法迁移解决
除数是两位数的口算和估算方法。这个环节中我放手让学生



独立解决第（2）题，有利于学生知识同化，培养迁移类推能
力，让学生在探究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三）、说练习处理。

口算是一种不借助计算工具、不表述计算过程而直接通过思
维算出结果的一种计算方式，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活动。因而
需要学生集中注意力，积极思维。如果学生对口算产生浓厚
兴趣，他们就会自觉积极地参与。因此，在练习设计上，我
深入解读教材练习设计的同时，对练习进行了适当的加工改
造，力求体现现实性、趣味性、层次性、思考性、发展性。
设计多形式、多层次的练习，使学生提高口算能力，形成技
能，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进行学习，富有趣味性，做到寓
学于乐。

（四）、说教学评价。

整节课的教学设计，趣味性强，方法重在“巧”。我觉得本
节课还是比较融合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关注鼓励每一个学生，
让学生在动眼、动手、动脑、动口中去探究，去感悟，学生
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同时，他们有了足够的学习主动
权，他们的学习热情被点燃，创造的火花被激发。想起瑞士
著名教育学家裴斯泰洛齐的话：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积累知
识,而是发展思维。我想，通过这堂课的教学，我们的孩子们，
一定积累了知识，发展了思维。

学无止境，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更努力地钻研教材，设计
教法，力争使每一节数学课都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人教版三年级数学课教案篇五

：节日广场

1、通过有趣的情景，培养学生用乘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



力。

2、 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同时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3、 继续学习体会从从正面、侧面、上面看到的简单物体的
不同的形状，辨认从不同位置看到的不同形状。

乘法知识的灵活运用。

全面观察，收集信息，发现并提出相关问题。

课件、教具。

2 说说图上的内容，体会祖国的美好。

师：在广场上都有谁？他们在干什么？

生：图上有一群人在跳舞，旁边还有许多人在观看表演。

师：演出一定很精彩，我们也去瞧瞧。图上还画了什么？

生：广场上有五颜六色的鲜花，还有气球。

3 提出乘法问题。

（1）明确要求。

师：我们来侃侃智慧老人给我们提出什么要求。你能提出哪
些才问题？（注意：你提出的问题必须要用什么方法来求？）

（2）独立观察画面，思考，把自己的问题在小组里说给其他
同学听。

（3）集体交流。各小组派代表，将本小组的问题提出来，指
名某位同学来回答。



生：请问共有多少人在跳舞？

生：共有15人。3×5=15（人）

生：广场上一共有多少个气球？

生：由2个气球。每束8个，共4束。8×4=32（个）

生：大的花有几朵？

生：四八三十二，工32朵。

生：小的花有几朵？

生：工12朵。可以看作2个4盆，也可以看作4个2湓。

生：看表演的共有多少人？

生：5×2=10（人），共10人。

生：照相的有几人？

生：4×3=12人。

学生可能会提出其他问题，只要是对的，都要予以肯定。

1 出示画面。

2 说说图上都有谁？在干什么？分别在什么位置？

生：一群少先队员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向烈士纪念碑行队礼。

师：是的。先烈们用生命为我们换来今天幸福的生活值得我
们尊敬和纪念。同学们，请注意，队伍里面有一个我们熟悉
的名字。



生：是淘气，他也在纪念碑前面。

生：图上还有小狗，它蹲在纪念碑的右侧。

生：上面飞来一只小鸟。

1、学生观察图，发挥想象力，想想谁看到了哪幅图？连一连。

2、学生独立思考，动手连。

3、全班交流。

让学生说说小狗、小鸟、淘气分别站在哪一面，看到的纪念
碑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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