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乘法分配律教案
(优质9篇)

小班教案可以提供引导儿童学习的具体指导，使教学更加针
对性和有效性。初中教案的编写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教育教
学理论和知识，以保证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乘法分配律教案篇一

1、能结合具体情境估计三位数乘两位数积的范围。

2、探索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3、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的实际问题。

1、能结合具体情境估计三位数乘两位数积的范围。

2、探索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教学挂图

一、 估计三位数乘两位数积的范围

出示教学挂图，引出人造卫星绕地球一圈的时间，接着提出
人造卫星绕地球2圈、5圈21圈的时间计算问题。

在学生列出算式后，组织学生估一估这个算式的得数。学生
可以把114看作100来估算，也可把21看作20来估算。估算时
让学生说说估算的'方法，并组织全班进行交流。

二、探索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让学生先独立尝试竖式计算，然后讨论交流，并总结方法。

做试一试中的四道题，请4人板演。

做练一练中的第2题，森林医生，让学生找出错误，并改正。

三、运用乘法解决生活中的简单的实际问题

做练一练第4题：本题是一道综合性的问题。在学生解答时可
分几步呈现：

1、 出示情境图，让学生说一说情境中的信息，然后请学生
自己提出一些问题。

2、 出示商店从工厂批发的数量，讨论按批发的数量，原来
可以买多少钱，现在降价后只能买多少钱。

3、 出示问题（1），讨论提出的问题。

4、 出示问题（2），讨论提出的问题。

做练一练第5题：本题是一道提高估算能力的教学游戏题。本
题的策略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根据积的位数来考虑是否符合条件。2、在积是五位数的
算式中，看两乘数的最高位相乘的得数约是几。3、对接近3
万或5万的算式再具体地算一算。

学生在思考时，教师应指导他们有规律地思考，即从右往左
或从上往下，以免出现遗漏。

　卫星运行时间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乘法分配律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理解一个数连续用两个数除，每次都能除尽的
时候，可以先把两个除数相乘，用它们的积去除这个数，结
果不变的规律。使学生掌握除法中两种简便算法：(1)一个数
连续除以两个一位数，如果这两个一位数的乘积是整十数时，
就可以把两个一位数先乘起来，再用它们的积去除被除
数：(2)一个数除以一个两位数，如果能把除数分解成两个一
位数，而且用其中的一个位数去数被除数比较简便时，就可
以用这两个一位数依次去除被除数。

2、能力目标：进一步掌握总结规律的方法。提高学生灵活运
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3、德育目标：培养学生由具体到抽象的概括能力和积极探索
规律的精神。通过对规律性知识的运用，训练学生思维的灵
活性，教育学生做事要符合实际不要生搬硬套。

4、创新目标：通过计算，引导学生观察，从而感受美源于生
活，美来自生产和时代的进步。

教学分析：

乘这里讲的简便算法是：一个数连续除以两个一位数，改成
除以这两个一位数的积;或者把一个数除以两位数，改成连续
除以两个一位数。这种简便算法，是利用了“一个数连续用
两个数除，每次都能除尽的时候，可以先把两个除数相乘，
用它们的积去除这个数，结果不变”这一规律。此外，还要
看两个一位数相乘的积是否得整十数，以及怎样把用两位数
除改写成用两个合适的一位数连除，使计算简便。因此，教
材一开始，先复习用整十数除的口算，把一个两位数改写成
两个一位数相乘，为学习新知识做准备。再复习连除应用题，



进而通过连除应用题的两种解法的结果一样，从而说明：一
个数连续用两个数除，每次都能除尽的时候，可以先把两个
除数相乘，用它们的积去除这个数，结果不变。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在除法中，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简便计算

教学过程：

一、教师行为：导引目标

1、口算(投影出示)

240÷20360÷40450÷30350÷70

450÷50630÷70800÷100240÷80

2、填空，把下面各数，分解成两个一位数相乘。

35=()×()54=()×()

32=()×()40=()×()

25=()×()28=()×()

3、应用题(小黑板出示)三年级同学参加春季植树，把90人平
均分成2队，每队3组，每组多少人?(两种方法解答)

教师巡视点拨学生，订正。

教师：刚才我们用两种解法解同一应用题，观察两种算式有



什么联系和区别?学生明确：已知数相同，计算结果也一样，
只是运算顺序不同。

教师说明：也就是说两个算式相等。

教师板书：90÷2÷3=90÷(2×3)

教师：抛开具体的事理，单看两个算式，90÷2÷3还可以
用90除以2和3的乘积计算

填空练习

180÷4÷5=180÷()140÷5÷4=140÷()

240÷5÷6=240÷()190÷5÷2=190÷()

教师提问：由以上练习，你能得到什么规律?教师引导明确：
一个数连续用两个数除，每次都能除尽的时候，可以先把两
个除数相乘，用它们的积去除这个数，结果不变。(投影出
示)

教师：学习了这一规律，可以帮助我们进行除法中的简便计
算，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内容“除法中的简便算法”教师
板书课题。

二、创造条件

教学例3(1)出示例3390÷5÷6引导学生汇报，先算出5和6的
积，再用积30去除390。提问为什么?因为两个一位数的乘积
是整十数利用上面的规律计算简便。

反馈练习1360÷8÷5引导学生口述思路。

(2)练习810÷9÷2怎样计算简便?



教师巡视把学生的不同作法板书并比较

810÷9÷2810÷9÷2

=90÷2=810÷(9×2)

=45=810÷18=45

教师提问：(启发学生)你发现了什么?

引导学生明确：在计算连除法时，如果两个除数的积是整十
数时，就可以先把两个除数先乘起来，用它们的积去除被除
数，计算起来比较简便。

教师提示：计算时方框的步骤不必写出来。

(3)反馈练习：111页做一做。学生独立完成，并补
充：190÷19÷2(加强对比灵活运用)

教师巡视，指点差生，集体订正。

组织研究

教学例4教师：在例3中，我们利用这一规律把连续除以两个
数，改成除以这两个数的积来简算。

(1)出示例4：420÷35教师：你能进行简便计算吗?

420÷35420÷35

=420÷7÷5=420÷5÷7

=60÷5=84÷7



=12=12

请同学们比较两种作法哪种要简便?为什么?

引导学生明确第一种简便，因为第一步用7去除，能迅速地用
口诀求商，所以比较简便。

(2)教师小结：在计算时，要注意，要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怎
样使计算比较简便，就怎样计算。

三、引导创新

111页做一做(幻灯出示)

350÷25480÷32

四、反思小结

今天你又学得了哪些新知识?

教师提示：今后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使计算简
便。

四年级乘法的意义教案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乘法分配律教案篇三

1、情境的创设激发了学生的计算热情。

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数学，这是新课标倡导的新
理念，我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创设了学生熟悉的购买家具
的场景，配上我生动的语言叙述，一下子就把学生代入到了
一个有数学味的问题情境中，吸引了所有学生的注意。紧接
着的问题如果你是小红，你想买什么家具呢?根据小红家的需



要，你们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更是激发了学生的思维，学生
个个积极动脑，跃跃欲试。在学生充分提出各种问题的基础
上，我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让学生独立解决，极大地
激发了学生的计算热情。这一环节的教学，让学生经历了因
用而算、以算激用的过程，将算与用紧密结合。

2、多层的.设计有利于学生数学模型的建立。

首先让学生通过独立计算，交流计算方法，叙述计算过程等
一系列的笔算乘法的技能训练，形成一定的算理。然后通过
比较124和2132这两题，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在乘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是四位数、五位数乘一位数，你认为该
怎么乘呢？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交流，引导学生进行整理反
思，让学生能通过两位数乘一位数迁移到三位数乘一位数，
进而自然联想到四位数、五位数乘一位数的计算方法其实都
是一样的，从而帮助学生将零散的知识串起来，有利于学生
数学模型的建立。

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在学生探索出笔算方法后，我因为担心
学生没有听懂，怕学生做错，说错，故而引导太细，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调动的不够。如果我能充分相信学生，大胆放手，
让学生独立地去想，去做，去说，相信学生的表现会更出色。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乘法分配律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借助画图的方式理解、掌握乘法分配律并会用字母表示。

2、能够运用乘法分配律进行简便运算。

3、利用几何直观，培养学生观察、归纳、概括等初步的逻辑
思维能力。



4、渗透“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事物的方
法，培养学生独立自主、主动探索，自己得出结论的学习意
识。

教学重、难点：

理解并掌握乘法分配律。难点是乘法分配律的推理及运用。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二、探究发现,归纳总结。

（一）借助图形，感知模型。

1、引导：想象一下，如果用一幅图来表示题目的意思，这幅
图会是什么样的呢？

请把想象的图画出来。交流学生作品后，课件出示

60米                   30米

20米     《乘法分配律》教学设计

2、你会独立解决吗？（学生尝试解决）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评价：刚才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出色地解决
了同一个问题。现在请观察一下：（60+30）×
20=1800，60× 20+30× 20=1800，你有什么发现？师相机板
书等号。

（二）借助图形，抽象模型。

1、出示几何图形：用两种方法解决问题。



60米                 （  ）米

20米  《乘法分配律》教学设计

原面积                  增加的部
分      

2、交流：你想增加几米？怎样算？结论是什么？

师相机板书。

引导：孩子们，现在黑板上有那么多算式，你是否能结合图2
来说一说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先同桌互说。再集体交流。

3、出示图3，要求：先把自己猜测的数据填入下面的面积模
型中，然后对自己的猜测进行计算、验证、自主完成任务单
项2。

（   ）米                （   ）米

（  ）米《乘法分配律》教学设计

原面积             增加的部分

4、交流：你是怎么猜测和验证的？结论是什么？

讨论：这个规律在数学上叫——？（板书课题——乘法分配
律）

（三）借助图形，逆用模型。

1、出示计算题：

（50+6）×25、8×（25+125）、102×45学生独立计算，汇
报反馈交流。



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看着这些算式，结合刚才长方形的面积
模型，你想到了什么？

2、46×25+54×25、98×20+98×80

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两个长方形拼成一个大正方形的过程，
教师大屏幕演示。

（四）借助图形，拓展模型。

你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试着算一算。

反馈交流：说说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可以把所求问题想象成是两个长方形，沿着宽重合，然
后求出多余的部分就可以了。大屏幕演示。

谁能用字母来表示这个新规律呢？

师板书：(a-b)×c=a×c-b×c

三、科学练习：

略

董笑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乘法分配律教案篇五

知识与技能目标：

1、经历探索的过程，发现乘法分配律，并能用字母表示。

2、能够运用乘法分配律进行一些简便的计算。



过程与方法：

培养学生观察、归纳、概括等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

情感与价值观：

渗透“由特殊到一般，再识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事物的方
法，培养学生独立自主、主动探索、自己得出结论的学习意
识。

教学重点

理解并掌握乘法分配律

教学难点

乘法分配律的推理及运用

教学准备

多媒体电脑、课件

教学过程

一、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452+199+24838×125×8×3

二、比赛激趣，提出猜想

（1）热身赛。（请看大屏幕，男同学做第一小题，女同学做
第二小题，看谁做的又对又快。）

10×37+10×63



10×（37+63）

（2）评出胜负。（做完的同学请举手，汇报计算过程，并提
问这两道题有什么联系吗？）

这两道题运算顺序不同，但结果相同，可以用一个等式表示：

10×37+10×63=10×（37+63）

（3）命名猜想。

这位同学说的非常好，我们就先将他的这个发现命名为××
猜想。（板书：猜想）

（设计意图：通过一道题目里的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让学
生通过观察、类比、发现、概括、归纳，初步了解其中的规
律。）

三、引导探究，发现规律。

1、（我们下面就一起来验证一下这位同学的猜想在其它的题
里也是否成立？请看大屏幕。）看到这幅图画，你想提什么
问题？（一共贴了多少块瓷砖？）

2、（1）谁能估计一下一共贴了多少块瓷砖？

（2）请大家用自己的方法来验证他的估计是否正确。

（3）（谁来汇报自己的算法）出示两种不同的算式6×9
＋4×9和（6＋4）×9，为什么这样列算式，观察这两个算式，
你有什么发现？（板书）

（设计意图：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列式计算，为探讨规律做准
备。



3、举例验证，进一步感受

认真观察屏幕上的这个等式，你还能举出含有这样规律的例
子吗？（板书：举例）

4、讨论交流：交流学生的举例是否符合要求，并交流算式的
共同特点，你发现了什么？

5、归纳总结，概括规律。

（1）现在谁能说一说这些等式有什么共同特点？（板书：总
结）()（运算顺序不同但结果相同）

（设计意图：找到两个式子之间的特点，是理解乘法分配律
的关键。）

（2）刚才我们用举例的方法验证了××猜想，在举例的过程
中有没有发现与结果不一样的例子？能不能举一个这样的反
例。

（3）看来这个规律是普遍存在的，××同学，恭喜你！你的
猜想是正确的。这个规律在数学上叫做乘法分配律。（板书）

（a+b）×c=a×c+b×c

（5）等号左边（a+b）×c表示什么意思？等号右边a×c+b×c
表示什么意思？这个等式从左到右成立，反过来从右到左呢？
也是成立的。

四、探索发展，应用规律

（1）我们发现了乘法分配律，那么它对我们的计算有什么帮
助呢？（板书：应用）（学生举例说）



（2）应用乘法分配律可以使一些计算简便，请同桌合作研究
下面这些题目怎样计算比较好？请看大屏幕：谁来读一下题。

（80+4）×2534×72+34×28

（完后让学生汇报计算方法，重点说这两题都应用了什么运
算定律。）

38×29＋3843×102

（4）小结：如果遇到像刚才这两道题，我们可以把它稍做变
化，再应用乘法分配律，使计算简便。

（设计意图：特别注意引导学生找到式子中的运算方法与数
字的不同。）

五、巩固练习，解决问题（我们刚才认识了乘法分配律，老
师要考考大家学得怎么样，请看大屏幕，我们来做练习。）

1、请大家根据运算定律在下面的＿里填上适当的数。

（10+7）×6=______×6+______×6

8×（125+9）=8×______+8×______

7×48+7×52=______×（______+_______）

2、将得数相等的算式用线连起来。

六、全课小结

今天，我们通过猜想、举例、总结、应用发现了乘法分配律，
今后，同学们还可以运用这种数学思维去研究其他的数学知
识。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乘法分配律教案篇六

教学内容：教科书第59页的例1和第59、60页的乘法交换律，
完成“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十三的第1―5题。

教学目的：使学生加深对乘法的意义和乘法各部分名称的认
识，理解并掌握乘法交换律，能够用乘法交换律验算乘法，
培养学生分析推理的能力。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乘法分配律教案篇七

1、借助画图的方式理解、掌握乘法分配律并会用字母表示。

2、能够运用乘法分配律进行简便运算。

3、利用几何直观，培养学生观察、归纳、概括等初步的逻辑
思维能力。

4、渗透“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事物的方
法，培养学生独立自主、主动探索，自己得出结论的学习意
识。

理解并掌握乘法分配律。难点是乘法分配律的推理及运用。

一、情境导入：

二、探究发现，归纳总结。

（一）借助图形，感知模型。

1、引导：想象一下，如果用一幅图来表示题目的意思，这幅
图会是什么样的呢？

请把想象的图画出来。交流学生作品后，出示



60米30米

20米《乘法分配律》教学设计

原面积增加的部分

2、你会独立解决吗？（学生尝试解决）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评价：刚才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出色地解决
了同一个问题。现在请观察一下：
（60+30）×20=1800，60×20+30×20=1800，你有什么发现？
师相机板书等号。

（二）借助图形，抽象模型。

1、出示几何图形：用两种方法解决问题。

60米（）米

20米《乘法分配律》教学设计

原面积增加的部分

2、交流：你想增加几米？怎样算？结论是什么？

师相机板书。

引导：孩子们，现在黑板上有那么多算式，你是否能结合图2
来说一说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先同桌互说。再集体交流。

3、出示图3，要求：先把自己猜测的数据填入下面的面积模
型中，然后对自己的猜测进行计算、验证、自主完成任务单
项2。

（）米（）米



（）米《乘法分配律》教学设计

原面积增加的部分

4、交流：你是怎么猜测和验证的？结论是什么？

讨论：这个规律在数学上叫——？（板书课题——乘法分配
律）

（三）借助图形，逆用模型。

1、出示计算题：

（50+6）×25、8×（25+125）、102×45学生独立计算，汇
报反馈交流。

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看着这些算式，结合刚才长方形的面积
模型，你想到了什么？

2、46×25+54×25、98×20+98×80

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两个长方形拼成一个大正方形的过程，
教师大屏幕演示。

（四）借助图形，拓展模型。

你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试着算一算。

反馈交流：说说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可以把所求问题想象成是两个长方形，沿着宽重合，然
后求出多余的部分就可以了。大屏幕演示。

谁能用字母来表示这个新规律呢？



师板书：(a-b)×c=a×c-b×c

三、科学练习：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乘法分配律教案篇八

教科书第69页例6，练习十四的第310题。

使学生学会应用乘法分配律进行简便计算，提高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

复习中的题目写在小黑板上。

一、复习。

教师出示式题：

1．(35＋65)372．3537＋6537

3．85(174＋26)4．85174＋8526

5．(80＋8)256．8025＋825

7．32(200＋3)8．32300＋323

根据乘法分配律，都有哪些算式可以用等号连接起来？为什
么？

教师：根据乘法分配律，第1个算式和第2个算式的得数应该
一样，第3个算式和第4个算式的得数也应该一样。下面大家
一起来计算。第1组、3组的同学算第1题和第3题，第2、4组
的同学算第2题和第4题。大家抓紧时间做，比一比看哪几个
组的同学算得快。



哪几组的同学做得快？想一想，为什么第l、3组的大部分同学
都那么快就算出了得数？多让几个学生说一说。

教师：第1题和第3题中，两个数的和都是整百数；整百数乘
以一个数当然是很方便的。而第2题和第4题都要先算出两个
乘积再相加，比较麻烦。

教师：下面还有两组等式，大家再来计算一下，第1、3组做
第5、7题，第2、4组做第6、8题。

这次哪几组的同学做得快？想一想，这次为什么第2、4组的
大部分同学都做得快了？

教师：第6题和第8题分别乘得的两个积，都有整百数，计算
比较方便。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应用乘法分配律可以使
一些计算简便。

二、新课

1．教学例6。

(1)教师出示例题，计算937＋963。

教师：这道题是要计算两个乘积的和。

仔细看一看这道题里的两个乘法计算中的因数有什么特点？

(两个乘法计算有相同的因数9，另外两个因数是37和63，它
们的和正好是100)

联系上面的复习题，想一想这道题怎样做才能使计算简便呢？
(先把37和63加起来，是100，再同9相乘，得900。)

这是应用了什么运算定律？



教师：这道道告诉我们，有些题可以应用乘法分配律使计算
简便。再来看一看怎样的计算才能应用乘法分配律使计算简
便呢？先让学生说一说。

教师概括：首先要计算的是是两个乘积的和；两个乘法计算
要有一个相同的因数，另外两个因数的和又是整百或是整十
数，这样的计算我们就可以应用乘法分配律使计算简便。

(2)教师出示例题：10243。

教师：这道题是一个三位数乘以一个两位数，我们可以用笔
算进行计算，但是比较麻烦。

想一想，这道题怎样计算比较简便，使我们能够用口算就能
算出得数呢？(给学生留出思考时间。)

板书：10243

＝(100＋2)43

＝10043＋243

＝4386

上面计算中的第二步根据是什么？(乘法分配律。)

三、课堂练习

做练习十四的题目。

1．第3题，让学生口算。

3．第7题，先让学生独立做，然后集体核对，核对时要让学
生说一说是怎样做的。



4．第9题和第lo题。先让学生独立做，核对时要让学生说出
每个算式的意义。

5．提前做完的学生做第19题。

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乘法分配律教案篇九

课题：

小数乘法和除法

教学目的：

1、整理小数乘法和除法的计算法则。

2、理解小数乘法和除法的结果与第二个因数和除数的关系。

3、能进行小数乘法和除法的简便运算。

4、理解循环小数的意义，会用循环小数表示商。

5、能用进一法和收尾法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过程：

一、概念回顾。

1、小数乘法和除法的计算方法与整数乘法和除法的计算方法
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2、计算小数乘法和除法要注意什么？

3、计算结果有几种取近似值的方法？

4、什么叫循环小数？



二、在判断中辨析概念。

1、两个因数都是两位小数，它的积是两位小数。

2、m×0.98的积一定小于m。

3、3.636363是循环小数。

4、2.5×17+2.5×13=2.5×（17+13）运用了乘法结合律。

5、小毛看一本120页的故事书，每天看35页，要看4天。

三、在计算中理解法则。

3.25×4.83.6÷0.25

四、简便计算。

0.25×32×1.252.85×5.2+2.85×5.8－2.85

3.6÷0.25÷0.43.69－（1.69－5.8）

五、在运用中掌握方法。

1、李老师用200元买字典，每本48.5元，可以买几本？

2、工地上有160吨货物，用载重8.5吨的汽车要运多少次？

六、作业。

1、总复习第1、2题。

2、练习二十五第1――5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