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版比一比数学教案 识字
二·比一比教学设计(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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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人教版比一比数学教案篇一

１、认识“群、难、颗、边、多、少”６个生字，会写“小、
少”。

２、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３、初步学会使用量词。

课前游戏：对说反义词。

一、情境引入、复习词语

１、创设农家小院情境。

２、出示课件复习词语“小鸟、红枣、苹果、黄牛、花、桃
子、鸭子、杏子”。

二、认识生字“群、难、颗”及数量词的用法

师：院子里这些动物和水果到底有多少呢？谁能用一（ ）黄
牛，一（ ）描来说。感受量词的正确用法，随机认识生
字“群、难、颗”。

１、学习“颗”



一（ ）红枣（出示生字“颗”）指名拼、齐拼出示实物（花
生、纽扣、珠子）和（皮球、石头、西红杮）进行比较。

让学生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让学生自己感受到“颗”一般是说小小的东西）

２、学习“堆”和“群”

这是一（ ）鸭子？（点击一只鸭子）

那么，院子里这么多只鸭子，我们要说一（ ）鸭子？学习生字
“群”还可以说一群什么？

这是一（ ）杏子，学习生字“堆”（认识“土”）还可以说
一堆什么？

三、学习儿歌，读中识词

１、初读，要求读通读顺读准。读中认识“边、多、少”。

２、检查读、讲读。

３、小小组用各种方式展示读。

４、看图背诵。

５、扩展编儿歌。

会用量词。

在图中选两种事物编儿歌。

联系生活编儿歌。



四、巩固生字

１、齐读生字。“群、堆、颗、边、多、少”

２、同桌互读。

３、做登山游戏，开火车读。

五、书写“小、少”

１、认识新笔画“亅”。

２、观察这两个字哪儿不同。

３、课件展示书写过程。（强调先中间后两边）

４、师范写，学生练写。

人教版比一比数学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掌握比较万以内数的大小的方法，能正确比较两个数的大
小,能表达比较两个数的大小的过程和结果，能够用符号表示
万以内数的大小。

2、感受大数的意义，发展数感，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在活动中培养获取、提炼信息的能力，提高自主学习、合
作探究的意识，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树立运用数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自信。

教学重点： 比较万以内数的大小的方法。

教学难点： 让学生总结并熟练掌握和运用比较大小的方法。



教学准备： ppt课件

教学过程:

同学们，现在是什么季节？那你们想不想去春游呢？今天呀，
张老师就带领大家去领略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播放图片），
这些风景都来自我国比较著名的四座山，他们分别是黄山，
香山，泰山，华山。

师：谁能把他们的海拔大声的给大家读出来？

生：黄山海拔高约1865米，香山海拔约575米，泰山海拔
约1533米，华山海拔约2155米。

生：海拔

师：非常正确，那今天我们就来比一比（板书），那谁最矮？
为什么？

生：香山，因为香山的海拔是三位数，其他三座山的海拔都
是四位数，四位数肯定大于三位数。

师：谁同意他说的？哦，大家都同意他说的，那也就是说四
位数肯定大于三位数，三位数肯定大于两位数，两位数大于
一位数，那也就是位数不同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比出他们
的大小。

师：位数不同，位数多的数就大（板书），谁能举一个位数
多的数比位数少的数的例子？

生1:1789709

生2：1200020xx



师：那现在我们知道了香山最矮，剩下这些都是四位数你怎
么比较出来谁最高？怎么比？

生：华山最高，因为他的千位上是2，而其他两个数千位上都
是1，所以华山最高

师：说的真棒！掌声送给他

师：他在刚才比的时候首先比的是哪一位？

生：千位，直接就比较出来了

师：对，那你现在看，我们的黄山和泰山千位上都是1，你怎
么比呢？

生：比较百位，百位相同，就看十位，十位相同，就比个位

师:非常棒，那也就是位数相同时，我们从最高位起，依次比
（板书）

师：那现在我们一起把这四个数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一排
（课件呈现）

师：比较完了，谁能总结一下刚才我们是如何比的？

生：先比较出香山最矮，因为他是三位数其他都是四位数，
接着比较出华山最高，因为位数相同了，华山千位上是2，其
他是1，接着比较泰山和黄山，千位相同比较百位，黄山的百
位是8，泰山的百位是5，8个百大于5个百，所以黄山高于泰
山。

师：非常好，掌声送给他，为了奖励大家，我们来完成一个
小游戏，游戏规则，请看大屏幕，男女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抽
数游戏。



三轮小游戏

处理学习卡上面的习题，找小老师来帮助改正。

学习卡

1、在 ??里填上“”“”，说说你是怎么比的。

1074 846 389 982 5102 5184

2收玉米。

（1）（ ???）收的玉米最多，（ ??）收的最少。说一说你
是如何想的。

（2）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四个小动物收的玉米数量。

（ ???）（ ???）（ ???）（ ???）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数学书第29页第6题，回家和家长玩一玩这个游戏，明天上课
我们来讨论你有什么猜数的好方法。

比一比

1789709 位数不同，位数多的数就大

2200020000位数相同，从最高位起，依次比

这节课的内容是比较万以内数的大小。比较数的大小是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学生具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和
知识基础。本节课旨在让学生对万以内的大数有进一步的认
识，掌握万以内的数的比较方法，并在有趣的数学活动中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数学课程标准》特别提倡所学数学内容与现实世界的密切
联系。本单元的主题是生活中的大数，因此，教材一开始就
出示四幅生活中的图片——黄山、香山、恒山和华山，并给
出了相应的海拔高度，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呈现出生活中的
大数，让学生比较大小，并概括总结出比较万以内大数的方
法。接着，教材又通过“比一比”“想一想”“猜一猜”等
活动进一步巩固比较大数的方法，发展学生的数感。最后，
教材安排了一些接近生活，具有操作性、开放性和挑战性的
习题，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本节课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几个教学环节的设计都能
紧扣生活情境，让学生感到数学就在生活之中，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为学生提供积极思考与合作交流的空间，帮助
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掌握了本节
课的数学知识、数学方法。

人教版比一比数学教案篇三

1、认知目标：通过复习感知两个或三个物体之间的高矮、长
短、大小、厚薄、轻重关系，体会高矮、长短、大小、厚薄、
轻重相对性，建立比较的意识，能对事物进行高矮、长短、
大小、厚薄、轻重的比较。

2、能力目标：掌握比较高矮、长短的一般方法，发展学生的
想像、推理能力与表达与倾听的能力。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认真观察事物的好习惯，同时感受数
学与生活的联系。

通过复习引导学生探究比较轻重、长短、高矮的一般方法，
会比较轻重、长短、高矮、大小、厚薄、粗细、宽窄。

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组织比较的方法。



实物、课件。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教室上课，你高兴吗？你发
现这个教室与我

们以前的教室有什么不同？

生：这个教室大，以前教室小。这个教室的电视大，以前教
室的电视小。

师：哦，这就是在比一比大小。那你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
活中，除了比大

小你还能想到哪些物体能进行比一比？生：比长短、比高矮、
比厚薄、比宽窄、比粗细等。

师：嗯，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比一比，你学会了什么？比
一比，谁上课最

遵守纪律，谁最会听课，谁最会发言。你们做得到吗？

（一）师出示实物。

2、比宽窄。出示围巾，让生说出比较什么？谁宽谁窄。还可
以比什么？

3、比粗细。出示笔。让生判断比什么？

4、比大小。同学们，你们喜欢吃水果吗？出示桔子，这是什
么？桔子。它大吗？不大。为什么？再出示荔枝？现在它大
吗？大。师小结：只有一个物体不能进行比较，需要两个以
上物体才能比出大小。再出示苹果，让学生判断三种水果，
谁最大，谁最小。

师：刚才不论比大小、比厚薄、比宽窄、比粗细，都是几个



物体在比？一个物体能进行比较吗？生：没法比。生：一个
物体不能比。师：必须两个以上才能进行比较。

（二）比轻重。

生：苹果重。

师：你怎么知道苹果重。生：用手掂的。师：真不错。师：
还有别的办法吗？

师：老师呀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秤秤。出示课件：引导生观
察：天平秤的一

头是苹果，另一头是三个桔子。苹果和桔子谁重呀？生：一
样重。师：为什么？生：因为秤两头一样高。

再引导生观察第二幅图：苹果和桔子谁重？生：苹果重。师：
为什么？生：因为放苹果的这头压下来了，苹果轻。桔子的
那头高高在上，所以桔子轻。

师：你观察的真仔细呀！学会了比较轻重。那苹果和桔子除
了比轻重，还能比什么？生：比大小。

师：对了，相同的物体不仅可以比大小，还可以比轻重。

（三）比长短。

1、活动一

师：比完了轻重，现在老师手里呀，有两根绳子，你知道要
比什么吗？师出

示两根长短不一的绳子。

生：比长短。



师：你能用一句完整的话来描述它们吗？

2、活动二：猜一猜。

（1）再拿出两支长短不同的粉笔，错开用手捏住一端，让学
生猜一猜谁比谁长？

（2）说说为什么？

（3）手放开给学生看，为什么与有些同学想象的不一样？

（4）教师小结：要让人一眼看出谁比谁长，最好一头对齐比。

3、活动三

（1）出示课件，出现一条直绳，另一条弯曲的绳子。

（2）你能说出谁长谁短吗？为什么？

生：一根线是直直的，另一根线是弯曲的，拉平后比直的绳
子长。

1、师：刚才我们把粉笔平着放，是比长短。那现在我把粉笔
竖着放，可以比什么？

生：比高矮。

（1）师：那现在，你想跟小伙伴们比比高矮吗？

找两名生进行比高矮。并请小朋友说一说：谁高，谁矮？他
们是几个在进行比较。

让生演示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或一生踮起脚尖比，行
不行？为什么？



生：因为不在同一高度。不公平。

师：比高比矮时必须注意：两个或两个物体以上才能比较，
比的时候一定要

在同一高度。在台上、台下、凳上都行，只要在同一高度。
二是人要立正站直，可以用背靠背的办法比，也可以用面对
面的办法比。

生：老师高。师：为什么？刚才是×××高，为什么他又变
矮了？

生：因为他和老师一比，他是矮的。

教师小结：高矮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2、比身高游戏。

下面，咱们来做个小游戏，自己和同桌比一比，看谁高谁矮？
全班互动参与。

同学们，通过这次复习或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物是可以
用来比较的。它

们有的比粗细、有的比大小、有的比厚薄、有的比长短、有
的比高矮、有的比宽窄等。只要我们小心观察，就会发现生
活中处处是数学，处处有数学。四、课间活动休息。

拍手唱儿歌。

骆驼高，山羊矮，高和矮比一比。狐狸尾巴长，兔子尾巴短，
长和短比一比。

大象大，蜗牛小，大和小比一比。老虎重，猴子轻，重和轻
比一比。



出示课件，两个物体进行比较。

2、出示课件，在三个物体间比一比大的、长的、高的。

3、出示课件图片，根据主题图找一找，说一说、比一比大小、
长短、高矮、粗细吗？

运用已学的知识，找身边熟识的事物比一比，说一说给自己
的父母听。

比一比

粗—--细  厚——薄  宽——窄

大——小  轻—重  长—短

高——矮

人教版比一比数学教案篇四

1. 巩固认识12个生字。

2.理解量词"群"、"颗"、"堆"的意思，能正确使用一些量词。

3. 理解"比一比"的意思，掌握"多少、大小"两组意思相反的
词。

4.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激发对生活的热爱。

1、 制作课件。

2、 练习题"读一读,连一连"。

3、 词语卡片和生字卡片。



4、 准备一些数量不同、大小不一的实物。

一、 激发兴趣，复习导入

1、 齐读课题。这节课，我们来比一比，看谁上课最认真，
最积极？

2、 练习：对照图，再读词语，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引导学生把词语和对应的事物连线。）现在我们就来比一
比，看谁又准又快地用直线把相应的图画和词语起来？ 3、
评议。

二、 初读韵文

1、 教师范读课文：老师读得好吗？你们试着像老师这样来
读课文，一会儿老师请你来读，我相信，你们一定比老师读
得更好！

2、 学生自由朗读。提示：遇到不认识的字要看拼音，养成
良好的读书习惯。比一比，看谁读得又准又好。

3、 同桌对读，互相正音。请你将课文读给你旁边的同学听,
比一比，你们俩谁得又准确、又流利、又响亮、又好听。

4、 指名读。交流朗读成果。表扬读了多遍课文的同学，鼓
励认真读、多读的学习习惯。

三、 理解韵文，指导说句

1、 大家读得这么认真，你们一定知道课文讲了哪几种事物
了吧？逐一出示词卡贴于黑板上让学生认读。

2、 究竟是什么跟什么比？它们在比什么？出示句子:一个大，
一个小，一头黄牛一只猫。指名朗读。你们一边听一边想：
谁跟谁比？比什么？（板书：大-小）



3、 能把这句话背下来吗？开火车背诵。

4、 看看课文，还有哪两样事物也是比"大"和"小"的？你能
把这句话读出来吗？出示句子: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苹果一
颗枣。

a、 指名读句子。

b、 出示实物"苹果"和"枣"。什么大？什么小？

c、 数枣的时候可以一颗一颗地数，数哪些东西还可以用"颗"
数？相机出示生字卡片"颗"，投影出示用颗表示的事物：星
星图、话梅、核桃、钮扣等,指导学生看事物说数量词。

d、 你能把这句话背下来吗?齐背诵。

5、 事物之间可以比大比小，还可以比什么？轻声读课文，
看谁发现了？交流读韵文后的发现：事物之间可以比大比小，
还可以比多比少。（板书：多-少）

a、 出示句子:一边多，一边少，一群鸭子一只鸟。

一边多，一边少，一堆杏子一个桃。

b、 男女同学朗读，一边读，一边想，什么跟什么比？什么多？
什么少？

c、 汇报交流。课件演示物品，认识"一颗"、"一堆"、"一只"、
"一群"。相机出示生字卡片"群""堆"（学生说记字方法）。

d、 相机引导学生理解同一种事物可以看它的数量是多还是少，
用不同的词来表示。

e、 分组背诵句子。



四、 开放课堂，扩展延伸

1、 创编儿歌。

a、 出示课件，课件上有一只老虎和一只狗。学生看图仿照课
文编一句儿歌。（一个大，一个小，一只老虎，一只狗）

b、 出示图画：一堆萝卜、一棵白菜、一堆草莓、一个橙、一
个西瓜、两个桃、一堆竹笋，指导学生在小组内合作学习，
自主选择图上的物品编儿歌。

2、 小结：同学们真是一学就会，而且还能运用，真棒！

3、 现在，我们来读全篇课文。鼓动学生随着节奏拍手对读
（分组赛读，男女生对读，自愿请朋友对读）

。反复几次，再让学生试着背诵。

5、 游戏：猫捉老鼠 (课件演示)

五、 总结评比，布置作业

人教版比一比数学教案篇五

1、认识“群、难、颗、边、多、少”6个生字，会写“小、
少”。

2、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3、初步学会使用量词。

课前游戏：对说反义词。

一、情境引入、复习词语



1、创设农家小院情境。

2、出示课件复习词语“小鸟、红枣、苹果、黄牛、花、桃子、
鸭子、杏子”。

二、认识生字“群、难、颗”及数量词的用法

师：院子里这些动物和水果到底有多少呢？谁能用一（）黄
牛，一（）描来说。感受量词的正确用法，随机认识生
字“群、难、颗”。

1、学习“颗”

一（）红枣（出示生字“颗”）指名拼、齐拼出示实物（花
生、纽扣、珠子）和（皮球、石头、西红杮）进行比较。

让学生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让学生自己感受到“颗”一般是说小小的东西）

2、学习“堆”和“群”

这是一（）鸭子？（点击一只鸭子）

那么，院子里这么多只鸭子，我们要说一（）鸭子？学习生字
“群”还可以说一群什么？

这是一（）杏子，学习生字“堆”（认识“土”）还可以说
一堆什么？

三、学习儿歌，读中识词

1、初读，要求读通读顺读准。读中认识“边、多、少”。

2、检查读、讲读。



3、小小组用各种方式展示读。

4、看图背诵。

5、扩展编儿歌。

会用量词。

在图中选两种事物编儿歌。

联系生活编儿歌。

四、巩固生字

1、齐读生字。“群、堆、颗、边、多、少”

2、同桌互读。

3、做登山游戏，开火车读。

五、书写“小、少”

1、认识新笔画“亅”。

2、观察这两个字哪儿不同。

3、课件展示书写过程。（强调先中间后两边）

4、师范写，学生练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