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免费 苏教版三年
级数学教案(模板10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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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教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免费篇一

·经历在实际情境中认识分数、小数的过程。学习用数描述、
表达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发展数感。

·经历利用已有的数学知识和生活经验探索三位数除以一位
数、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与估算方法，以及一位小数加、
减法的过程，发展抽象概括与推理的能力。

·在应用数学知识和生活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理解
一些常见的数量关系，发展抽象思维。

·在简单的物体及其三视图的相互转化活动中，在研究平移、
旋转、对称现象的数学活动中

苏教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免费篇二

师：同学们，老师这里有个谜语请你们猜一猜，“有个宝宝
真稀奇，身穿三百多件衣，每天都要脱一件，等到年底剩张
皮”。

生：“日历”。

师：为什么呢?谁来解释一下?



生：“因为日历每天都要撕去一张纸到了年底只剩下日历皮
了”。

生：“日历有三百多页纸，每过一天就要脱衣服一件。”

师出示“一本日历”观察。

师：“日历上都记载着什么?”

生：“年、月、日”

板书课题“年、月、日”

(二)学习新课

1、出示例1

2、观察20xx年历，你想了解到什么知识?

生：一个月有多少天?一年有多少个月?

生：哪几个月是31天?哪几个月是30天?

生：二月有多少天?一年有多少天?

生：四月有几个星期零几天?

3、师：应该先研究哪个问题?

生：一个月有多少天

师：为什么?

生：知道了一个月有多少天，就可以求出一年有多少天。



生：用一个月的天数乘上12就会知道一年有多少天了。

师：观察我们已备好的年历卡，然后把每个月的天数填写在
已备好的表里。(课件出示表格，学生填写自己的表格)

4、你发现了什么?

四人一组交流发现规律，指名发言。

苏教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免费篇三

?比较》是上一节课《分类》的延续，是小朋友在帮妈妈整理
完衣服后，与妈妈一起放衣服的情景，通过妈妈和小朋友的
谈话提出比较厚薄的问题，以此引导学生讨论问题研究问题
比较事物的方法。这节课在设计上能吸引学生，上课实际效
果中学生能主动积极参与到新知识的学习当中，但游戏的运
用还可以设计的更吸引孩子又能把本节课的知识让孩子在玩
中掌握。环节的设计也注意了对教材的知识的比较和补充，
还渗透了保护环境的教育。但是环节的巧妙并不能代表课堂
的成功。在真正上课时，没有想象中的预期效果。首先在备
学生中准备的不充分，对学生的回答老师没有很巧妙的回答，
需要进一步提高调空能力和语言艺术。其次在出现知识性的
问题应该充分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急噪和不允许学
生发言的现象。教具和课件应该做的更加精美一点。充分发
挥学生在生活中学习数学的情景教学，使数学更加生活化情
景化。

苏教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免费篇四

1.知识目标：进一步探究“速度、时间和路程”三个量之间
的关系。能根据“速度、时间和路程”三个量之间的关系解
决实际问题。

2.能力目标：让学生在实践中经历观察、发现、归纳等数学



学习的过程，体验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3.情感目标：通过与日常社会与周围环境的运用，体会数学
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感知数学是有用的。

苏教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免费篇五

1、结合具体生活情境，感受并认识质量单位千克和克，了
解1千克和1克的实际质量，初步建立千克、克的质量观念。

2、掌握“1千克=1000克”，并能进行简单的换算。

3、体验数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感受数学就在身边。

苏教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免费篇六

(一)知识技能：

1、在具体情境中理解“0除以任何不是0的数都得0”的含义，
并能正确口算有关0的除法。

2、初步理解并掌握商中间和末尾有0的除法的计算方法，并
能正确地进行笔算。

(二)过程方法：

1、经历探索商中间和末尾有0的笔算除法的计算过程。

2、在对比中发现竖式的简便写法。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1、能主动思考、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培养学生认真、仔细
的良好学习习惯。



2、渗透学会关心他人的思想教育。

苏教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免费篇七

教学目标：

1、掌握两位数除以一位数(首位能整除)的验算，包括没有余
数的和有余数的。

2、通过具体的问题，理解验算的方法和意义。

重点难点：

理解有余数的除法的验算方法及意义。

教学流程

一、口算题

1、第三题第(1)小题，学生完成;

2、完成后校对反馈，并且说出口算的算法。

二、没有余数的除法验算的问题

1、出示例题图，观察图中的数学信息，并结合问题1进行详
细解读;

2、如何解决第一个问题，用什么方法计算?在学生引导下列
式;

3、计算，得到答案(鼓励口算并且说一下口算过程：“36÷3，
先算3÷3=1，再算6÷3=2，是12”)

4、如何验证计算的正确?讲述：一般而言在遇到除法验算的



时候我们一般用乘法验算。谁会验算?12×3=36，并且理解一
下，每一个数字在乘法中的意义，这道乘法算式表示什么意
思。

5、出示一道题目64÷2并要求验算，上随堂本。注意横式上
改写什么，在反馈的时候重点查。

6、在做完这两道题目之后，从乘法、除法算式的各部分名称
入手，引出验算的第一种情形：商×除数=被除数。(引导学
生，教师不说出)

7、快速口算55÷5并且验算，学生说。

8、完成第三题第(2)小题的口算，并且说说为什么能算的这
么快。

三、有余数的除法验算的问题

1、接着出示问题，65元可以买多少块冰欺凌，还剩多少元?

2、学生列出算式，得到答案，这回要求学生自己检查横式，
看看有没有错误。

3、你会验算吗?分两步进行，先从意义出发，理
解21×3=63(元)表示的意义是买冰欺凌花去的钱，再加上剩
下的2元才是一共得钱;再用竖式表示理解：商×除数+余数=
被除数。

4、运用已经学习过的知识进行甄别，完成第一题的题目，回
答问题的模式：“96是第二行的积，32是第一行的商，第二
行和第一行可以用来互相验算”

5、你能根据我的算式再说出一组像这样的式子吗?

58÷5=11……3



四、独立完成除法的验算

1、完成第二题的剩下一题，并且请学生板演;

2、关注竖式中验算的部分，并且说清楚所用的原理是：商×
除数+余数=被除数;

五、全课总结

1、本节课学习了哪些知识?(要重点训练学生说)

2、课堂作业：补充p2

苏教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免费篇八

本节课的难点是准确描述平移的方向和距离。三年级学生的
思维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正逐步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周
老师以童趣的小蚂蚁搬运食物为模型，依次呈现小蚂蚁运豆
子、小蚂蚁运薯条和小蚂蚁运三角形饼干的场景，对应数学
中点的平移、线段的平移和图形的平移。巧妙的设计使孩子
们在愉快的情境中学习，知识结构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完善
和提升。周老师将本节课的难点分层攻破，并在每一层次中
加以相应的练习。其中周老师选取的松树图、蘑菇图、电脑
图和小船图的平移描述，给了孩子们充足的时间去独立研究
和展示交流，在交流时强调先要找出一对对应点，再数一数
格数，轻松解决难点。在此环节中充分体现了“独立探究、
讲授、踊跃展示”的十二字精神，让孩子成为学习的主人，
也使孩子们及时内化了新知。

苏教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免费篇九

（一）复习旧知。

1、你已经学习过那些质量单位？你能说一说吗？



2、请用手掂一掂1千克的食盐，感受一下有多重。

3、你还能掂出你身边的物品有多重吗？（随便找）

（二）认识质量单位克。

1、建立质量单位克的观念。

a、请用手掂一掂1枚二分硬币有多重,你能说出它的质量大概
是多少千克吗?

b、1枚二分硬币太轻了，用千克表示它的质量不太方便，我们
用一个新的质量单位克来表示它的质量。记住哦：1枚二分硬
币大约重1克。克还可以用g来表示。

c、你还能列举其它例子，说一说1克有多重吗？

d、通过用天平称量我们知道：两粒普通的花生米，大约1克。
还有……

e、察看身边物品的质量：（用手掂一掂）

一袋方便面的质量是（）g，一袋饼干的质量是（）g,一块巧克力
的质量是（）g,一袋牛奶的质量是（）g。

2、认识克与千克的关系。（1千克=1000克）

a、我们已经认识了千克和克，那么千克和克又有什么联系呢?

1千克=1000克

b、结合身边的例子，说一说，1千克有多重。

（）袋方便面1千克，



（）几袋牛奶1千克，

c、克和千克的辨析。填上合适的单位。（克和千克）

2（）300（）150（）450（）

（三）练习。

1、是真是假，请根据下面有关物体质量的叙述，判断这些叙
述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写出正确的答案。

前前今年9岁，长得特别健壮，体重已达61克，他每天早上能
吃掉50千克的鸡蛋一个，250克的牛奶一袋，中午可以吃掉kg
的馒头3个，晚上吃得更多，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能把将
近1g的米饭吃光。

体重已达61克（）。

吃掉50千克的鸡蛋（）。

250克的牛奶（）。

kg的馒头（）。

将近1g的米饭（）。

2、1千克=（）克1kg=（）g

苏教版三年级数学教案免费篇十

1、结合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并认识质
量单位克、千克、吨，了解1克、1千克、1吨的实际质量，建
立清晰的质量单位的概念。



2、掌握质量单位克、千克、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能进行简
单的换算。

3、了解质量单位克、千克、吨的字母表示方法，了解用秤可
以称物体的轻重。

4、能结合生活实际，在具体的情境中解决与克、千克、吨有
关的简单问题，进一步感受数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