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二上乘法的初步认识教案(精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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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苏教版二上乘法的初步认识教案篇一

师：（出示课件）听说今天是小猴的生日，我们一起祝小猴
生日快乐，（拍手4下）

刚才你们都拍了几下手？2个人拍了几下？你是怎么算的？

3个人呢？板书：4+4+4=125个人呢？板书：4+4+4+4+4=20

100个人呢？写完了吗？（这么长的算式怎么写得完呢？）要
几个4相加？

板书：100个4相加

看来用加法算有麻烦，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种新的方法，它
专门能解决刚才这样的问题，比一比看谁认识的最好。

板书：乘法的认识

苏教版二上乘法的初步认识教案篇二

乘法在教材中是第一次出现，为后面的知识做铺垫。学好这
部分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学生的的基础参差不齐，也许有少
部分学生已经接触过乘法，但是对于乘法的意义，他们是不
理解的，同时也有很多学生对乘法是一无所知的，这就造成



了教学的难度。

（一）教学目标：

1．经历几个相同的数相加可以用乘法计算的认识过程，初步
理解乘法的意义、初步体会乘法与加法的内在联系。

2．能正确地读、写乘法算式，知道算式中的各部分名称，并
且根据加法算式能改写成乘法算式。

3．在学习活动中认识乘法，体会到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培养学生学数学、用数学的意识。

（二）教学重点：在具体情境中体会乘法运算的意义。

本节课的特色：

1、通过快速地听算，不仅训练学生的听力，同时为新知制造
一定的障碍，激起求知的欲望，从而主动地去探索。

2、一个教案两手准备。站在学生的起点，充分地预设，追求
精彩地生成，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三）教学策略选择：

本节课从听算入手（因为我觉得摆图形对乘法意义的理解的
作用并不是很大，所以我大胆地对教材进行创造），当学生
已经掌握了用几个几连加这句话表示加法算式的说法之后，
要求学生写出100个4相加的加法算式时，就为学生的学习制
造了一定的障碍，促使学生去动脑筋、去探索新的表示方法，
接着更深一步学习并理解乘法的意义。最后把p44页的主题图
作为练习的内容，培养学生学数学、用数学的意识。

教学流程



设计意图

给这些算式分类。为什么这样分？并且着重学习加数相同的
那一类。学会用几个几相加（连加）来表达连加算式。

通过听算（师念算式，生写算式并算出得数）为新知埋下伏
笔。类似5+5+5+5+5+5的算式，可能有很大部分的学生只听到
加数5，而记不住到底有几个5。这就非常自然地让学生自己
发现能用几个几来说算式。

1．感知乘法

编算式：你能编一道象这样的算式吗？

请每个人编一道连加算式，并让你的同桌听算。看谁能把同
桌难倒。（生编算式）

2．探究乘法的过程

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用另一种方法来表示100个4连加的算
式？

提示：应该写出哪些数呢？为什么？在100与4之间应该加一
个什么符号呢？

让学生大胆创新并说出想法，再介绍乘法的有关知识。进一
步学习乘法的读、写法。

[备选]在这里可能有一部分学生已经知道乘法的知识，我们
不乏给学生一个介绍知识的机会，听他说。教师可以大胆地
放手让孩子们听孩子们说，最后再加以补充即可。

3．突出相同加数

能把你们自己编的算式改写成乘法算式吗？说说你的想法，



在这个算式里如：35=15，3表示什么意思，5表示什么意思？
最后总结：几个相同的数连加可以用乘法算是表示。

4、知识的深化

你们能把我们刚才听算的算式改写成乘法算式吗？

2+3+3+1；2+2+2+2；

5+9+11+15；5+5+5+5+5+5；

10+10+10+10+10；

学生在写算式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经历写长长的加法算式，
有一种想创造简便写法的欲望，激发学习兴趣，同时让充分
感知乘法是加法的简便运算。

学生都希望自己是发明者，创造一定的机会让他们有所发展，
有所表现。数学课就显得特别生动，孩子们发现科学的美和
趣，这就成功了一半。

我有意选这几个算式，想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前提高知识，
能灵活运用知识。

2+3+3+1=33

5+9+11+15=202

1、书44页：快乐的星期天：

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你会解决吗？

2、你能ww给珠子重新划分，使它能用乘法表示。



把p44页的主题图作为练习的内容，学生通过仔细的观察，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不同意思的乘法算式，培养学生学数学、
用数学的意识。并且通过重新划分珠子，进一步理解乘法的
意义。

四、总结及作业

1、师生一起回顾学习的过程并总结。

2、找一找生活中能用乘法表示的数学问题，并把它写成一篇
数学日记。

学会写数学日记，是学习数学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可以
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也可以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还可以
提出有疑虑的地方，利于学生的发展，同时也利于我们发现
问题，从而达到辅助教学的作用。

五．教学片段实录

师：同学们会用小棒摆物体吗？说一说你会用小棒摆什么物
体？

生1：我会用小棒摆三角形；

生2：我会用小棒摆树；

。.。.。.

师：同学们真了不起！我们来玩摆图形游戏好吗？

请你想好一个你最喜欢的简单图形。（稍停几秒钟）

看看在规定的时间内你能摆出几个这样的图形。



（学生摆图形）

师：数一数，你摆一个图形用了几根小棒。（学生数）你摆
了这么多个图形，要用多少根小棒呢？请把你的想法写在本
子上。

（学生写算式）

师：谁愿意来讲一讲你的算式？

汇报算式：

5+5+5=15（师边写边问：几个几相加？）

7+7+7+7=28（师边写边问：几个几相加？）

3+3+3+3+3+3=18（老师听糊涂了，你能说的明白些吗？）

师：谁还有更多的？你摆了多少个？（生念师写）

生1：太麻烦了！

生2：手也会酸的！

生3：写得时候会数错！

生4：老师，写20个3相加算式太长了，能不能象读一样简单
一些？

师：是啊！看来我们有必要创造一种新写法，把20个3相加写
简便些。（稍一会儿，就有学生写出了新写法）

（学生逐渐体会到：新写法虽然简便了，但没有把20个3相加
表示出来）



生1：3+3+3+3.。.。.。20

生2：3+20

生3：3.20

生4：320

生5：3+3+3+。.。.。.+3

20个3

生5：我认为前面两种表示的方法不对，生3和生4的方法比较
好。

生6：我喜欢，我想在3和20的中间加个。（请学生写：320）

生7：我想加个。（请学生写320）

。.。.。.

师：你们知道数学家们想到了什么符号？（多媒体出示：你
知道吗？由于相同加数的加法是特殊的加法，300多年前，一
位英国数学家想到把+转过来成了，用把3和20联系了起来。）

（随之引入乘法，算式的读法及写法。）

五、教学反思

这是一节公开课，在试教的过程中，我按照我的设计思路上
课，结果总觉得学生直接从数字入手研究，似乎达不到预期
的效果。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中不能完整地建立知识联系，所
以我对再教时的教案进行了整改，以上的实录是整改后教案
的一个值得反思的片段。低年级学生主要以具体形象思维为
主，我应用教材p45页中的摆图形，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有时候教材的编者意图往往没有得到我们教师的认同，往往
回盲目地去创新，结果是走远了！在这点上，我认为应该在
创新之前要读透教材。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不是教师把知识简单地传递给学
生，而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弗赖登塔尔也说过：学
习数学的正确方法是实行再创造，也就是由学生本人把要学
的东西自己去发现和创造出来。可以这么说：学生参与数学
知识的再创造活动越主动、充分，那么所获得的体验就越深
刻、丰富。因此，数学教学应极力让学生参与数学知识的再
创造活动。

1、激起学生再创造的心理需要。

再创造意味着对原有知识与经验的扬弃，学生只有亲身体会
原有知识与经验的不足，才会产生再创造过程的欲望与动机。
在上面的实践中，我们充分抓住了在写几个几连加算式用加
法算式很麻烦的时机，让学生深刻地感受到了：确实有必要
创造一种新写法，把相同加数的加法算式写简便些。使学生
的再创造获得了强烈的情感动力。

2、挖掘学生身边的再创造生长点。

数学是现实世界的抽象反映和人类经验的总结，小学数学中
的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是千丝万缕，密不可分。这
启示我们在组织再创造的教学时，要充分关注学生身边生动
的以及丰富的数学事实和生活经验，使学生再创造获得现实
的数学活动经验的支撑，使学生再创造成为可能。在上面的
教学探索中，我们有过失败的经历。问题就出在没有激活学
生在学习生活中已积累用。.。.。.和等等表示还有很多的经
验，直接要求学生探索20个3相加的简便写法，结果学生无从
下手。而本文的案例，效果就大不一样，学生个个都有简便
的写法。虽然有雷同的，但思路一下子跳出了以往的框框，
再创造出既简便又能表示20个3相加的写法就有了可能。



3、注重学生创造知识的过程。

再创造的教学引导学生们经历了符号化的过程，领悟了其间
的数学本质，透彻地理解了所学的知识。学生在再创造的学
习过程中，得到的收获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更重要的是人
心智的其他方面得到启迪与唤醒。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我
们要舍得花时间让学生经历知识形成的全过程。

苏教版二上乘法的初步认识教案篇三

《乘法的初步认识》说课设计

一、说教材

2．教材简析：

学生已经学过加法、减法，这一节是学生学习乘法的开始，
由于学生没有乘法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又难以建立，在这
种情况下，教材一开始就专列了这一节内容。使学生知道乘
法的含义，为以后学习乘法的其它知识奠定十分重要的基础。

教材十分重视让学生实际操作，首先提出了让学生摆一摆、
算一算。通过实物图、加法算式与乘法算式相对照）乘法算
式的写法、意义与加法算式相对照。这样形数的有机结合，
使学生初步认识乘法。在认识乘法过程中学会乘法算式的写
法和读法。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得出二个知识点：一是初步认
识相同加数及相同加数的个数，从而引入乘祛，这是本节课
教学的一条主线。二是乘法算式的写法和读法，这是理解乘
法的.意义和实际计算的基础。

3．教学目标：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要求学生达到以下三个目标：



（1）使学生初步认识乘法的含义，知道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
用乘法计算比较简便。（2）会读写乘法算式。（3）口述乘
法算式的意义。

4．教学重、难点及关键：

初步理解乘法的含义，能根据要求正确写出乘法算式是本节
课的重点；理解乘号前、后两个数所表示的不同意义是本节
课的难点。其中识别相同加数是本节课的关键。

二、说教法和学法

本节课教学设计从四导入手，导入新课、导学新知、导练、
导总结。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起着带路人向导作用，学生困
惑时给予启发，阻塞时给予点拨，上台阶时给予铺垫。攀登
时，给予鼓劲。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觉地发现新知，探究
新知。参与知识形成的全过程。

一、联系实际，设疑导新。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新课导入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
是一堂课成功的起点。本节课一开始从生活实例引入，让学
生看图，听录音，算一算本班捐款情况。这样把数学与生活
实际联起来，使学生感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学起来有用处，
就容易激发兴趣。然后设疑，问学生在“解答的过程中遇到
什么困难？””怎么解决这种困难？”让学生产生去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强烈欲望，从而导入新课，学生跃跃欲进，
激发了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为探求新知创下良好的开端。

苏教版二上乘法的初步认识教案篇四

（课件显示35排列的蛋糕图）

小候把蛋糕切成了这么多，一共有几块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1.看图列式，初知意义。

预计设想：生1：我是一块一块数出来的。

师：你真有眼力，能横的看，看出了3个5。大家看出来了吗？

谁能说3个5的和是多少？板书：3个5的和是15。

谁还有不一样的想法？

师：嗯，你的眼力也不错，能竖的看，看出了5个3。你们看
出了吗？

谁能说5个3的和是多少？板书：5个3的和是15

谁还想再来说说。

2.改写算式，理解意义。

师：那么从这两个算式里，你能发现什么呢？

预计设想：生1：我发现左边的算式加数都是5；右边的算式
加数都是3。

生2：我发现他们的和都是15。

师：你们的发现太重要了。

像这样每个加数都相同的加法算式还可以用乘法来表示。板
书：相同加数乘法计算

3个5相加可以写成板书：53或35

（1）认识乘号



这个符号叫乘号板书：乘号它像什么？一般这样写，先写/，
再写。

每个小朋友在纸上写2个试试看，叫2人上台写。（巡视评价）

看，黑板上两位同学写得怎样？（生评价）

（2）学习读法

谁会读这个算式35？板书读做：3乘5（一起读）

指53它读做什么？

（3）理解意义

他们都表示3个5相加。

因为3个5的和是12，所以53也等于12。35呢？为什么？

现在谁知道5个3相加用乘法怎样表示？

35或53

它们都表示什么？都等于几呢？为什么？一起来读一读。

小结：小朋友真能干，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想一想，不管
是3个5相加还是5个3相加，都能列出怎样的乘法算式？也就
是把5和3相乘。

3.尝试练习，理解消化。

师：（课件显示26排列的苹果图）下面请大家试一试。

这里26和62都能表示什么？



苏教版二上乘法的初步认识教案篇五

1.摆一摆，列算式。

接下来请小朋友4人小组合作，利用手中的小圆片先摆出几个
几，再写出乘法算式。

（要求一人摆，4人写，然后读一读。每人摆一次。）

2.看算式，写乘法。

你们的本领可真大！写出了各种各样的乘法算式，下面看谁
能最快的把这两道加法算式改成乘法算式。（指刚开始的2道
连加算式）

你还能举几个例子吗？

6＋6＋6＋6＋6＋6＝56

8＋8＋8＋8＋8＝48

3＋3＋3几个3？（10个3）板书：10个3相加=103

6个8相加=68

那么刚才遇到的麻烦100个4相加现在你有办法了吗？板
书：1004或4100

学了乘法之后你觉得怎样？是在求什么样的算式时简便多了？

板书：求相同加数的和，用乘法计算比较简便。

刚才大家举了那么多例子，现在让老师也来说两道好吗？



苏教版二上乘法的初步认识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使学生初步体会乘法的含义；认识乘号，会写、
读乘法算式。

难点：使学生初步体会乘法的含义。

教具准备：课件。

学具准备：每个学生准备20根小棒。

教学过程：

教学准备：

出示游乐场图

学生观察画面，自由发言，提出问题，教师适当引导。解决
问题

算一算，小火车上坐了多少人？过山车上坐了多少人？5个小
吊车的'车厢呢？

交流计算方法和结果。

4．师：小朋友们，要分别算出玩各种游戏的人数，除了用加
法计算外，还有其他方法吗？那么就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去
寻找。

新课

摆图形游戏

要求：a用准备好的小棒，摆出你所学过的图形。（长方形、



正方形、三角形）

b摆好后，算一算一共用了多少根小棒。

c同桌交流，把算式写在纸上。

引入乘法

指名学生说加数相同的算式，教师板演。

让学生观察黑板上的各等式，找出它们的共同特点：每个等
式中的加数都相同。

师：算几个相同数连加，除了用加法外，还可以用另外的方
法――乘法。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乘法。（板书课题）

以3+3+3+3+3+3=18为例，教学乘法算式的写法和读法。

师：这个连加算式表示什么？（6个3连加的和是18）

师：求6个3相加是多少可以用乘法计算。（教学乘号的写法）

师：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读乘法算式，6×3=18读作”六乘三
等于十八”.用乘法算6个3连加得多少,也可以先写加数3,写
件3×6=18这个算式怎样读?(板书)

4..尝试

请学生把黑板上其他的加法算式改写成乘法算式。

同桌交流,你是怎样想的?

指名回答,完整板书。

5.小结：比较加法算式与乘法算式,得到:求几个相同数连加



的和,用乘法计算比较简便..

三.练习.

指导读书p46上半部分，并质疑。

书p46”做一做”

让学生说图意，明确计算“一共有多少个小朋友在荡秋千?”

独立填写加法算式和乘法算式。

指名校对，并说说算法及想法。

3练习九第1题

看清图意，独立完成。

组织交流。

4.练习九第4题.

观察图意，确定“()”里分别填几。

独立填写乘法算式及读法。

指名校对。

5.乘法算式的读法与写法

（1）4×56×35×22×4

3×32×65×54×3

开小火车读、齐读等形式。



（2）5乘42乘74乘89乘1

指名4人板演，其余写在纸上，并校对。

6．下面哪些算式可以直接改写成乘法算式？指它写出来。

4+4+43+5+76+6+6+62+2+2+2+2+2

四．小结。

1．这节课你学习了什么知识？

2．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几个相同的数连加，可
以用乘法计算。写乘法算式时，要明确相同的加数是几，有
几个这样的加数，在这两个数中间写上乘号。读乘法算式时，
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读。这节课，每个小朋友都学习了不少新
知识，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乘法知识。

五．作业

《随堂练习》p31

苏教版二上乘法的初步认识教案篇七

2．教材简析：

学生已经学过加法、减法，这一节是学生学习乘法的开始，
由于学生没有乘法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又难以建立，在这
种情况下，教材一开始就专列了这一节内容。使学生知道乘
法的含义，为以后学习乘法的其它知识奠定十分重要的基础。

教材十分重视让学生实际操作，首先提出了让学生摆一摆、
算一算。通过实物图、加法算式与乘法算式相对照）乘法算
式的写法、意义与加法算式相对照。这样形数的有机结合，



使学生初步认识乘法。在认识乘法过程中学会乘法算式的写
法和读法。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得出二个知识点：一是初步认
识相同加数及相同加数的个数，从而引入乘祛，这是本节课
教学的一条主线。二是乘法算式的写法和读法，这是理解乘
法的意义和实际计算的基础。

3．教学目标：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要求学生达到以下三个目标：

（1）使学生初步认识乘法的含义，知道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
用乘法计算比较简便。

（2）会读写乘法算式。

（3）口述乘法算式的意义。

4．教学重、难点及关键：

初步理解乘法的含义，能根据要求正确写出乘法算式是本节
课的重点；理解乘号前、后两个数所表示的不同意义是本节
课的难点。其中识别相同加数是本节课的关键。

二、说教法和学法

本节课教学设计从四导入手，导入新课、导学新知、导练、
导总结。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起着带路人向导作用，学生困
惑时给予启发，阻塞时给予点拨，上台阶时给予铺垫。攀登
时，给予鼓劲。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觉地发现新知，探究
新知。参与知识形成的全过程。

1、联系实际，设疑导新。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新课导入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
是一堂课成功的起点。本节课一开始从生活实例引入，让学



生看图，听录音，算一算本班捐款情况。这样把数学与生活
实际联起来，使学生感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学起来有用处，
就容易激发兴趣。然后设疑，问学生在“解答的过程中遇到
什么困难？””怎么解决这种困难？”让学生产生去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强烈欲望，从而导入新课，学生跃跃欲进，
激发了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为探求新知创下良好的开端。

2、由“扶”到“放”，导学探究

叶圣陶先生曾说：“当教师像是帮助小孩走路。扶他一把，
要随时准备放，能放手就放手。”

例1的教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师生共同摆红花，教师
指导写乘法算式。第二个层次是让学生自己摆方块，尝试写
乘法算式。第三个层次是学生看图说留意，独立写乘法算式：
这样由“扶”到“放”，逐步让学生探究新知。学生学习方
法的指导也是先由教师指导写算式的方法，然后让学生小组
交流小结写乘法算式的方法。“一看、二数”，到运用“一
看、二数”的方法让学生独立写乘法算式。教师始终处于客
体地位，把学生推到主体地位。教师只在关键处启发、点拨，
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知识的全
过程，领悟到知识的真谛。同时，在由“扶”到“放”的过
程中，始终遵循学生的认识规律：由具体形象到抽象，由感
性到理性。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比较到动口说
一说，概括出乘法的含义，建立表象，形成新的知识结构。
同时也培养了学生探究新知的思维品质，促进思维的发展。

3、合理设计练习导练，强化新知。

要达到学生掌握知识。最终发展能力的目的，学生的思维就
必须经过反复多次，循序渐进的实际应用。本节课的练习有
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基本练习，是让学生看图写出加法算式
和乘法算式，使学生初步掌握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还可以
用乘法算，并能正确写出乘法算式。第二个层次是综合练习。



形式上多种多样，生动有趣，符合一年级小朋友的心理特征，
让他们在动中学，玩中学，游戏中学，使他们对新知的认识
升华一步，进而形成技能。

4、指导学生学会归纳总结。

新课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新课前提出的那几个学习目标进行
总结，这种总结既有知识的总结，又有学习方法的总结。这
样由新课开始想学什么到结束时回忆总结学会什么，这种做
法，对整课的教学内容起到梳理概括，画龙点睛的作用。帮
助学生把新知识纳入到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去，同时，增强学
的目标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整体思考能力和概括总结的能
力。

苏教版二上乘法的初步认识教案篇八

学生已经学过加法、减法，这一节是学生学习乘法的开始，
由于学生没有乘法的概念，加之这个概念又难以建立，在这
种情况下，教材一开始就专列了一节乘法的初步认识，使学
生知道乘法的含义，为以后学习乘法的其它知识奠定十分重
要的基础。

教材十分重视让学生实际操作，首先提出了让学生摆一摆、
算一算、通过实物图、加法算式与乘法算式相对照；乘法算
式的读法、意义与乘法算式相对照、这样形数的有机结合，
使学生初步认识乘法、在认识乘法过程中学会乘法算式的读
法和写法。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二个知识点：一是初步认识相同加
数及相同加数的个数，从而引入乘法，这是本节教学的一条
主线、二是乘法算式的写法和读法，这是理解乘法的意义和
实际计算的基础、通过以上对教材的理解和分析，可确定以
下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关键。



苏教版二上乘法的初步认识教案篇九

最后，请小朋友猜一猜，这里面是怎么放的？

（实物投影）

胃动力及止吐药规格：56

预想：（生1：有5行，每行6片生2：有6行，每行5片）

师打开盒子验证。

（再实投）：

小柴胡冲剂10克6袋餐巾纸610水彩笔102

猜猜里面是怎么放的？

你们还能举出这样的例子吗？课后再去找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