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师大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及教学反思(优
质9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北师大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一

整体设计个性设计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讲的是一支探险队到南极去考察，在一个孤岛上，
他们的打火器找不到了。探险队员用冰做成“冰透镜”，点
燃了火。故事表现了探险队员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聪明与智慧。

学习目标

1、读课文内容，理解探险队员是怎样用冰取火的，并了解其
中的道理。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探险队员们的聪明与智慧。

3、结合自己的实际，谈谈运用智慧和知识解决问题、克服困
难的事例。

学习过程

一、导入新课：



出示学生收集到的有关南极的图片，让学生初步感知南极的
气候，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板书课题。

学生质疑。

二、初读课文：

用所有可能的办法认识生字。读通句子。抽读。你还有什么
问题没有解决，分小组合作学生，小组讨论。

三、细读课文讨论交流：

1、当大家绝望的时候，年轻的队员是怎么做的？把你找到的
句子，读给同学们听。

指导朗读，学生交流，总结：自读，抽读，赛读此句，你都
知道了什么？

北师大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二

1、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使学生感受并认识质量单位克和千
克，初步建立1克和1千克的观念，知道1千克=1000克。

2、在建立质量观念的基础上，培养学生估量物体质量的意识。

3、通过操作、观察，使学生知道如何使用秤，培养操作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生活意识。

教学重点：初步建立千克、克的质量观念。

教学难点：灵活运用千克、克这两个单位。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新版1角硬币若干、1千克大米6袋、200克红豆6



袋、500克花生6袋、2千克沙子6袋、苹果6个、100克、200克、
500克、800克沙子若干袋、盘秤6台。

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

学生到超市进行有关物品重量的调查活动，并完成下表。

“克与千克”家庭实践调查表

物品名称物品重量

二、从生活中引入

生1：我知道一包糖果重400克。

生2：我调查到一包方便面105克。

生3：一袋家庭装洗衣粉是3千克。

……

师：刚才同学们所读到的“克”、“千克”就是国际上所统
一使用的重量单位。(板书：克和千克)

二、在生活中学习

1、认识秤。

(1)师：你们是怎样知道这些物品的重量的?

生：直接看物品包装袋上所标识的重量。

生：可以用秤来称。



师：对，要想知道物品准确的重量可以用秤来称。生活中你
见过哪些秤?

(2)学生自由说生活中常见的秤。教师课件展示并介绍生活中
常见的秤。

(3)详细介绍盘秤的使用方法(课件展示)

a、观察秤面，说说秤面上有些什么?

b、介绍秤面中如何来分大格、小格，且它们各表示多少重量
的克数。

c、识秤练习。说出课件展示的称面上重量克数。

2、建立“克”与“千克”的概念。

(1)师：同学们调查知道表示物体有多重用“克”和“千克”
作单位，那么1克有多重呢?(板书：1克)

(2)让学生掂一掂1枚1角钱的硬币，说说感觉如何?

(3)学生举例说一说日常生活中哪些物品大约重1克?

(4)师：那么1千克又有多重呢?(板书：1千克)

(5)让学生掂一掂1袋1千克重的大米，与1枚1角钱的硬币比较，
说说感觉如何?

(6)称一称1千克大米，看盘秤指针变化，并在盘秤上做个记
号。

3、“克”与“千克”之间的关系。



“克与千克”小组活动记录表

每包重量数量

100克袋

200克袋

500克袋

800克袋

总重量克

师：从以上实验你们发现了什么?(板书：1千克=1000克)

4、小结：生活中较轻的物品我们用“克”作单位，较重的物
品我们用“千克”作单位。

三、在生活中实践

师：请每个小朋友掂一掂、估一估这袋红豆有多重?

(学生活动)

师：小组合作称一称这袋红豆到底有多重?

生：200克。

师：请每个小朋友再掂一掂这袋花生有多重?

(学生活动)

师：小组再称一称这袋花生到底有多重?



生：500克。

师：请你们再掂一掂这袋沙子有多重?

(学生活动)

师：称一称这袋红豆到底有多重?

生：2千克。

师：那1个苹果有多重呢?请同学们先掂再称，再说说大约多
少个这样的苹果是1千克。

四、应用拓展

师：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一段动画片《巧陪玻璃杯》，你们
想看吗?

动画：星期天，小猪和机灵狗一起到花狐饮料屋去喝饮料。
小猪不小心打烂了花狐的玻璃杯。花狐想敲小猪一笔，要小
猪陪100个玻璃杯。面对一地的碎玻璃，谁也说不清打烂了多
少个玻璃杯。

让学生伸张正义，自由发言，为小猪出主意。

再放动画：机灵狗想出一个巧主意，先把一个完好的玻璃杯
称一称它的重量(200克)，再称一称玻璃碎片的重量(1000克)。

让学生算一算小猪应该陪几个玻璃杯。

五、课后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有什么新的收获?学了新知识有何感想。还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课后反思：

克和千克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是两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概念。
在课前我让学生到商场进行了一次实践调查活动，使学生亲
身感受到身边处处有数学，同时让学生初步建立克和千克的
质量概念。让学生了解克和千克单位之间的进率，我并没有
直接告诉学生1千克=1000克，而是让学生通过做实验，总结
得出1千克=1000克。充分体现了新课标所提倡的过程性目标。
在练习部分，学生通过掂一掂、估一估、称一称，对克和千
克的质量概念进一步加深认识，并培养了学生的估计意识。
课的最后，我让学生为小猪出主意，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性思
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生活意识，体会知识的应用价
值。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由始至终都处于积极的
学习状态。学生变被动为主动，真正成为数学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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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掌握一位数乘两位数口乘法的计算方法，并能够正确地
进行计算。

2、 理解乘法的意义，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体数学与实
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点：掌握一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乘法

教学难点：一位数乘两位数(进位)口算

教具准备：教学挂图

教学过程：

教师教学设计 学生的活动 教学反思



一、复习。

教师出示上节课所学的口算乘法练习。

二、新授。

1、 出示挂图，引导学生观察。

2、 教师提出问题：卖3个游泳圈需要多少钱?

3、 教师板书学生的方法，并问：12×3怎样计算?

4、 学生将答案写在书上。

5、 出示第二个问题：买3个球需要多少钱?

6、 教师组织学生讨论：

怎样计算：15×3

与12×3有什么不同

7、 学生将答案写在书上

三、练习。

完成p3第1~4题

1、 2题可独立完成。

2、 4题对部分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可适当的辅导。

四、评价

你觉得这节课学得怎样?哪些地方还需要提高?



学生听算，做完后集体订正。

学生仔细观察图片，说说图片中的数学信息。

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并列出算式：1、12+12+12=361、 12×3

学生独立思考列出算式并尝试解答。

这是本节课的难点，学生可以用笔算的计算顺序来解答也可
有其他的方法，必须掌握扎实，多复述。

做完后小组交流

学生自评、互评。

板书设计：

买3个游泳圈需要多少钱? 买3个球需要多少钱?

12×3=36 15×3=45

10×3=30 2×3=6 10×3=30 5×3=15

30+6=36 30+15=45

第3课时：练习一

教学内容：练习一第1~6题

教学目标：

1、 通过联系，巩固前面所得的口算乘法，使学生能够熟练
计算。

2、 能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体会乘法的意



义。

教学重点：一个因数是一位数的口算乘法

教学难点：在能够正确迅速计算的同时，能应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

教学方法：练习法

教学过程：

教师教学设计 学生的活动 教学反思

一、复习。

1、 一位数乘整十整百数的口算练习。

2、 一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

3、 一位数乘两位数(进位)

二、练习。

完成练习一的第1~6题。

1、 教师组织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 组织学生看图，思考，列式，计算，写答语。

第2问有学生自己提问题并解答，教室可组织小组进行交流

3、 先出示题目，问学生应该先做什么，再比较，哪些题还
有其他方法?

4、 本题数字信息较多，问题由简单到复杂，可给学生充足



的时间思考后再个别辅导。

5、 先让学生说说每道题的运算顺序，然后再解答。

6、 爸爸的年龄学生计算是没有问题的，妈妈的年龄，可给
与一定的提示。

三、 课堂评价

你觉得口算乘法掌握得怎样，你能解决那些实际问题?

学生听算，集体订正，并与同伴交流计算的方法。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并说说计算是要注意什么。

先观察图片从中获取数学信息，然后思考问题，列出算式最
后解答。

学生提出问题后自己解答，并在小组内交流。

比较大小的方法不，可先算出结果，也可观察因数的变化。

学生先观察图片，获取信息，再根据问题选择有用的信息进
行解答。可以请求教师帮助。

学生弄清楚运算顺序后再解答，最后订正。

先独立思考，在完成题目。

学生在小组内互相说，可与他人交流自己的不足，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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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名朗读课文。



2、思考讨论：

1）、这段话讲什么意思？

2）、文章开头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3）、作者没想到的是什么？

4）、“没想到”和“真的”指的是什么？

5）、理解“腾云驾雾”、“神奇”的意思。

3、全班朗读课文。

北师大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五

1、引导学生探索乘数是整十数的乘法计算方法。通过理解算
理，发现规律，总结计算方法。

2、能熟练进行乘数是整十数的乘法计算，并能解决一些简单
的实际问题。

3、在数学情境中，探索、发现乘法的运算规律，培养发现问
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北师大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六

生字：会认会写生字23个，认读生字34个。

积累：（一）、生字目标：会认34个字，会写23个字。

（二）、理解目标：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通过学习让学生理解重要词语的意思。



3、培养搜集资料、筛选资料的能力。

（三）、积累目标：

1、通过朗读和交流能根据上下文理解相关词语，积累词汇，
体会关键词句在表达情感方面的作用。

2、学句子写句子，提高写话能力。

北师大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七

师：听说我们班的同学计算特别快，我们比试比试？

4997124511333156

生开火车对答案。师：乘法算式各部分的名称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乘数，乘数，积。（板书）

（二）引入新知

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大屏幕上的算式，你们是怎么计算的？
5132510320

生：一五得五，二三得六，5乘10等于50，3乘20等于60。

师：你们是怎样算的？说一说。

生：510，10比1后面多了一个0，所以就在得数5的后面增加
一个0。

生：先不看那个0，算完后再加0。

师：这个算式你们是怎么算的，为什么？

生：320，就是3乘2个10，等于6个10，是60



师：观察这些算式，你发现了什么？

师板书课题：找规律

生1:1加了个0

生2:1扩大10倍

师：哪种描述更准确？

生：扩大10倍

师：谁能总结一下规律？

生1：一个乘数不变，另一个乘数扩大10倍，积扩大10倍。

生2：积扩大10倍

师：积为什么会变？

生：其中一个乘数扩大10倍。

师：你们能根据刚才发现的规律，计算这些题目吗？（大屏
幕出示题目）

49123117

49012301170

师：说说你是怎么算的？

生：四九三十六，9扩大10倍，所以积也比36扩大10倍，
是360。

生：先不看末尾的0，算完后再在末尾添上0。



师：下面这些题目你还会算吗？（出示题目）

5132

50103020师：你们是怎样算的？

生1：50个10是500

（学生分小组讨论，大约两分钟左右请学生汇报）

师：下面我们就请一些小组的代表来说说他们有什么发现？

生1：第一个数相差10倍，第2个数相差10倍，积相差100倍。

师：应该叫乘数，不是相差10倍，应该是扩大10倍。

生1：第一个乘数扩大10倍，第二个乘数扩大10倍，积就扩
大100倍。

师：谁再来说一说？

生：第一个乘数扩大10倍，第二个乘数扩大10倍，积就扩
大100倍。

37153233

师：你能根据这个算式，直接写出下面算式的结果吗？

你是怎样算的？

生：先不看0，然后在末尾添上0。

（五）课堂小结

师：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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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段朗读课文。

2、为什么说“原来五彩的瑶池就在人间，不在天上”？

3、谈谈自己的收获和体会？

1）、课文通过数量、颜色、大小、形状等突出五彩池的特点，
帮助我们学习景物描写。

2）、适当运用对比、比喻的手法，能使文章生动具体。

3）、五彩池的奇特景观，使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美，更激发
了我们热爱祖国河山的思想感情。

北师大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九

第二单元对称、平移和旋转

教材分析：本单元把平移、旋转与对称轴等图形的变换作为
学习与研究的内容，从运动变化的角度去探索和认识空间与
图形。首先呈现学生身边丰富、有趣的实例，让学生充分感
知平移、旋转和轴对称等现象；其次，在动手操作中，体验
图形变换的知识，掌握图形变换的技能，发展空间观念；再
次，重视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

学习内容：感知平移、旋转、轴对称现象；认识轴对称图形；
能在方格纸上描绘出简单图形平移后的图形以及简单图形的
轴对称图形。

学习目标：

1．结合实例，感知身边的平移、旋转、轴对称现象。



2．通过观察、操作活动，认识轴对称图形，并能在方格纸上
画出简单图形的轴对称图形。

3．能在方格纸上画出一个简单图形沿水平方向、竖直方向平
移后的图形。

4．结合图案的欣赏与设计的过程，体会平移、旋转和轴对称
等图形变换在设计图案中的作用，培养对图形的知觉能力和
审美情趣。

学习重点、难点和关键：

1．重点：（1）结合实例，感知平移、旋转和对称现象，发
展学生空间观念。（2）认识轴对称图形，并能在方格纸上画
出简单图形的轴对称图形。（3）会在方格纸上画出一个简单
图形沿水平方向、竖直方向平移后的图形。（4）感知生活中
的对称、平移和旋转现象，体验数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
用价值。

2．难点：（1）初步空间观念的建立和培养。（2）能正确判
断生活中的对称、平移和旋转现象。（3）能准确地在方格纸
上画出符合要求图形。

3．关键：（1）要挖掘和利用身边丰富有趣的实例，充分感
知平移、旋转和对称现象。（2）要充分利用教材中为学生所
创造的动手操作的机会，组织学生开展活动，加强“做中
学”。

课时安排：11课时。

第一课时：轴对称图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