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 一年级数学
教案(模板14篇)

初一教案可以帮助教师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
策略和方法。对于编写高二教案还不够自信的教师，可以参
考以下范文，寻找灵感和指导。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第2～5页）

（一）教学目标 

1.通过数数活动，初步了解学生的数数情况，使学生初步学
会数数的方法。

2.帮助学生了解学校生活，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渗透
思想品德教育。

（二）教材说明

教材说明

2.教科书第2～3页是一幅“美丽的校园”图。这是一个富裕
的乡中心小学，校园内有飘扬的国旗、高大的教学楼，还有
和蔼的老师、活泼的学生，还有小小气象站等；校园外有高
耸的大楼、飞翔的鸽子，路边有葱郁的树木，美丽的农舍等。
图中每种数量的事物不止一种（如数量是1的，有一面国旗、
一位教师，还有一座教学楼等），为的是给数数提供尽可能
多的信息资源，通过让学生数同一种数量的各种事物，充分
感知10以内的数。各种人和物的具体数量见下表。



数量

人和物

数量

人和物

1

国旗，楼房，老师……

6

花坛里的花，校园周围的大树……

2

农舍，单杠，跳绳的学生，讨论问题的学生向校园走来的学
生

7

鸽子，锻炼身体的学生……

3

石凳，踢足球的学生……

8

校园外绿地上的树，戴红领巾的学生……

4



垃圾筒，小气象站里的学生……

9

所有女同学

5

校园外的楼房，国旗上的五角星……

10

所有男同学

教学建议

（三）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1课时进行教学。

3.利用“美丽的校园”数数，提供以下几点意见供参考。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教材第28～29例2及相应的练习。

【教学目标】

1、结合生活实际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能辨认长方形和正方
形，会用长方形和正方形拼组简单的图形。

2、在认识图形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3、感受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从中获得价值体验。



【教学重点】

结合生活实际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能辨认长方形和正方形。

【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算式卡片、手巾、信封、生字卡片、日历、钉子板、
长方形和正方形、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学具。

【教学过程】

出示第21页的单元主题图。

引导学生说出图中人行道的地砖是正方形的，人行横道是长
方形的，吊牌也是长方形的，岗亭的顶上是圆形的，还有玻
璃窗也是长方形的。

师：这些图形在我们生活中都用得非常普遍。小朋友们在生
活中已经认识一些图形了，这节课我们就在你们已经认识了
一些图形的基础上，继续来认识图形。

板书课题：

黑板上贴出例1的图形。

学生可能有多种分法。比如按大小分、按颜色分、按形状分
等。分完后让学生在上说一说自己是怎样分类的，并把分的
结果展示给大家看。

预设一：学生可能说出这边分出来的是长方形，这边分出来
的是正方形。这时师追问“你怎么知道它是长方形，它是正
方形呢？”使学生说出这面的图形要长一些，这面的图形要
方一些的感觉。

预设二：学生可能说这样分的依据是这边的图形要方一些，



这面的图形没有这样方。

学生操作后说自己的发现，四边都是一样长的'。

师：用算式卡片斜角对折，它们的边是一样长的吗？

学生：不一样长。

师：对了，方方的图形四边都是一样长的，像这样的图形我
们把它叫做正方形；这边的图形也有四条边，但它的边不是
一样长的，所以这种图形不是正方形，这种图形是什么图形
呢？对了，同学们叫它长方形。

师边讲边把正方形类的和长方形类的分别用椭圆圈起来（如
图）。

师：小朋友们看看这两个正方形，有的大，有的小，为什么
它们都叫正方形呢？

让学生回答出这两个图形都是方方的，它的每条边都一样长。

师：还能发现什么？

引导学生发现正方形的边都是直直的，还有四个尖尖，师给
学生纠正说这尖尖的是角，正方形的面是平平的。

师：看看这些长方形的东西呢？它们哪些地方和正方形相同？
哪些地方不同呢？

引导学生说出长方形和正方形都有四条直直的边，都有四个
角，都有平平的面；不同的是正方形四条边都一样长，给人
正正方方的感觉；而长方形有的边不一样长。

师：如果我们把这些图形的花外衣去掉，小朋友还能认出它
们吗？



把以上的物体的颜色去掉，只留下图形让学生辨认长方形和
正方形。师把上面没有颜色的图形移一个下来，在下面标上
长方形的字样；再移一个正方形下来，在下面标上正方形的
字样。

师：我们在上学期学过哪些物体？哪些物体和我们今天学习
的长方形和正方形有关？

引导学生说出上学期学过的物体有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
球，估计学生要说长方体和正方体与今天学习的长方形和正
方形有关。

师：既然有关，就把它们请到桌面上来吧。学生拿出长方体
和正方体。

师：看看这些物体，它和我们今天学习的长方形和正方形有
什么关系呢？

学生观察、讨论后发言。学生可能说出正方体的每个面都是
正方形，长方体的每个面都是长方形。这时师拿出一个两边
是正方形的长方体问学生“这个长方体的每个面都是长方形
吗？”让学生自己把自己的话纠正为“长方体有的面是长方
形。”

师：既然正方体每个面都是正方形，你能用正方体来画正方
形吗？画一个试一试。抽一个学生先到黑板上来做示范，把
正方体“印”在黑板上画正方形；然后学生独立在本子上用
正方体的学具画正方形。

师：小朋友可以用正方形的学具画正方形，你还能用长方体
的学具画长方形吗？试一试。

学生画长方形后，抽几个学生的作业在上展出，并要求学生
说一说自己是怎样画的。



出示下图。

师：这时应该圈哪个图形呢？为什么要圈这个图形？学生回
答略。

学生回答，回答时强调是物体的面。

（1）指导学生在钉子板上围长方形和正方形。转好后要求学
生看一看自己围的正方形的每条边是不是一样长，并指一指
围成图形的4个角。

（2）指导学生完成练习六第2题、第4题和第6题。其中
第4，6题都只要求学生完成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练习就行了。

（3）指导学生完成思考题的第1小题。

（4）指导学生用长方形和正方形拼图，看能拼出哪些有趣的
图形。

师：这节课学习了什么内容？你怎样辨认长方形和正方形？
学生回答略。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1、学生初步了解上、下、前、后的基本含义，会用上、下、
前、后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

2、使学生形成辨别一定的空间方位的能力。

3、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4、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使学生初步了解上、下、前、后的基本含义，会用
上、下、前、后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

课件

1、现在，我们就和聪聪、明明一起进入神奇的数学王国吧!

2、揭示课题。

聪聪问我们：“鼻子下面是什么?嘴巴上面有什么?”“小明
前面是谁?后面呢?”

同学们说得真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上、下、前、
后。(板书课题：上、下、前、后)

1、你能说一说我们生活中有关上、下、前、后的例子吗?

2、观察画面，体会上、下、前、后的含义。

(2)出示主题图课件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你发现了什么?告诉大家好吗?

(3)大家发现了这么多东西，真了不起!

谁能说出：汽车下面有什么?轮船上面有什么?大货车前面是
什么?小汽车后面有什么?

你能像老师这样提出问题吗?

3、看书第9页，完成书上填空并完成做一做。

指名口答并订正。

1、拍手游戏。



(1)教师发口令，学生上下拍手。

(2)听反语：教师说“上”学生在下面拍手，教师说“下”学
生在上面拍手。

2、小组活动。

3、做个老鹰抓小鸡的小游戏。

小华做老鹰，小林、小东、小平、小云、小玉5人依次抓着前
面一个人的后衣角，开始游戏，老师提问，小东前面是?小云
住小玉的哪个面?看图再说一说，老师找学生起来，还可以提
出哪些问题并解答。

今天这节课你认识了谁?你学到了什么知识?

完成书本第11页的练习二的第1、2、3题。

学了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1.经历用不同工具测量同一物体的长度的过程，体会统一长
度单位的必要性。

2.认识厘米，体会厘米的实际意义。

3.能估计较小物体的长度，会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长度。

体会统一测量单位的必要性，掌握测量方法以及能用“厘
米”作单位。

让学生掌握测量方法，理解长度单位“厘米”。

电脑，投影仪。



学生学具：

直尺，提供了两道测量题目的小纸条(上课前老师事前准备好
的)

二、创设情境

1.开门见山，提出问题：“知道自己的课桌有多长吗?你是用
什么方法来说明自己课桌的长度的?”

学生提出各种量法，例如用手，用铅笔，用笔盒……

2.实际测量：

分别统一用手量，然后再统一用铅笔，用笔盒量，把学生测
量的结果分类记录在黑板上。

3.根据测量结果，发现了什么?

讨论交流，得出：用不同的测量工具测量，得到的测量结果
也是不一样的。

学生想到了直尺。

三、建立模型

1.初步认识直尺

幻灯片出示一直尺，让学生观察，从直尺上，你看到了什么?

板书：刻度，刻度值，单位

2.进一步认识直尺

从直尺上你能找到1cm的长度吗?



你能找到6cm的`刻度吗?

从哪个刻度到6cm这个刻度才是6cm的长度?

3.直尺的使用

a播放课件，出示一些测量的错误示范，让学生讨论错在哪里，
从而感受正确的测量方法。

b在感受的基础上，让学生尝试总结出正确的测量方法。

四、理解与应用

1.试试测量小纸条中的第一题。

请学生上讲台讲述自己的测量方法，用投影仪投影测量过程。

(通过亲手操作初步实践刚才总结出来的测量方法)

2.测量小纸条中第二题。

测量三角形三条边的长度

(进一步体会测量方法)

五、提高拓展

播放课件，展示不从0刻度开始测量，而是从2刻度开始测量
的情况。

学生讨论该方法是否正确，又应如何正确读数。

六、作业

1.书p151、2



2.《自主练习》p6

小纸条

课件

板书

桌子有多长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1.通过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完成对“百数表”的整理，进一
步理解100以内数的顺序、含义和排列规律，巩固数的读写。

2.让学生运用操作活动，结合现实背景掌握知识，让学生学
会在独立思考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探索规律，初步培养孩子
观察、总结、分析的数学素养。

3.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进一步发展数感，进一
步感受数学学习的趣味性和挑战性，体验合作交流的价值，
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

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对100以内的数，按顺序进
行整理并寻找规律。

自主探求规律和运用规律

课件

每人一个田字框和十字框

出示“顺序”问：这两个字小朋友们认识吗？谁能说一说在
日常生活中要按顺序做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



要按照一定的顺序去完成要不然就会乱了秩序。

课前我们已经按顺序完成了这张表（不完整—完整）启发：
这张表中最小的一个数是几？最大的一个数呢？一共可以填
多少个数？我们通常称这张表为“百数表”（板书）。这节
课我们就要通过百数表来学习数的顺序，发现其中的奥秘。
（板书课题）

1.这张百数表里藏着许多有趣的奥秘呢！让我们边读边找吧！

2.横着找规律：

（2）师：下面你也从这张表中选几行读一读，和同桌说说你
有什么发现？

（3）全班交流。（我读的是······我发现
了······）（生说哪一行，电脑同时显示哪一行）

（4）师小结：横着看，不管哪一行，相邻两数相差1；从第
二行起，每行前九个数的十位上是一样的；每行最右边一个
数都是整十数（或一百）。

3.竖着找规律：

（1）师：每个竖列里的数又有什么规律？每个同学先选几列
数读一读，再把你的发现和同学交流一下。

（2）学生自己读，说发现。

（3）全班交流。（我读的是······我发现
了······）（生说哪一列，电脑同时显示哪一列）

竖着看，第1列的个位上都是1，第2列的个位上都是2，第3
列······



（4）师小结：竖着看：上下两数相差10；个位上的数相同。

4.继续探究：刚才我们先横着看，再竖着看，发现了一些有
趣的'规律。那么这张表里还有其他的规律吗？请小朋友们细
心找、认真想，看谁能有新的发现。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
现象？引导学生斜着观察。教师揭示重叠数。颠倒数。

5.幸运抽奖

小朋友们真不简单，在一张百数表里发现了这么多奥秘！为
了鼓励大家，今天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抽奖活动，请大家举起
自己的号码牌，符合题目要求的同学请拿着你的卡片站起来，
看谁会成为今天的幸运之星。出示36页的第3题。

（1）比69大1的数是

（）。

（2）比100小1的数是（）。

（3）40比（）小1，比（）大1。

（4）与99相邻的数是（）、（）；

恭喜获奖的同学，老师的数字是56，你能设计这样一个问题
让老师也获奖吗？

请没有获奖的同学也设计这样一句话让大家猜一猜你的号码
牌是多少？谁来试一试。

看，今天王老师还带来了神奇的“魔力框”哦（电脑出示）

1.用“田字框”框数：

(1)师：看这个“田字框”框住了几个数？



横着读一读：这两个数有什么关系呢？（两数相差1）

竖着读一读：上下两数什么关系？（两数相差10）

师：小朋友们，你们也想去框一框吗？

请看活动要求：

同桌两人为一组从这张信封内拿出“田”字形框，在“百数
表”中每次框出四个数

师：哪位同学愿意到前面来和大家分享你框出的数吗？（实
物投影仪展示）

出示图。

请大家拿出练习纸完成第一个田字框。学生独立填写后，指
名说说思考的过程。

2.用

“十字框”框数。

(1)师：看这儿还有一个十字行的魔力框，你能用这个魔力框
框出五个数，并说一说这些数之间的关系吗？请大家从信封
内取出“十”字形框，互相框一框并说一说。

出示图。

提问：你能利用刚才发现的规律，根据中间的这个数，猜出
框内其余的几个数吗？

请大家在练习纸上完成，学生独立填写后，指名说说思考的
过程。



3.拓展：其实我们还可以设计各种魔力框，请看：（出示）
你最喜欢哪个？可以试一试！

这些魔力框你最喜欢哪一个，挑一个最喜欢的试一试并填一
填。

4.请你来当小考官

我们同学还可以同桌相互考一考，来当一回小考官，在空白
的魔力框上填上一个数，让同桌填上其他三个数。

板书:

数的顺序

百数表

横着:

相邻两数相差1

竖着:

上下两数相差10

个位上的数相同

反思反

反思：怎样才能放得开又收得住呢!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六

教科书第56页的内容。



1、知识目标：通过找规律，让学生积极的动脑思考，并能将
所学知识灵活地应用于具体的问题中。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估算及应用的.能力。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找规律的能力。

将所学知识进行迁移。

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实物投影仪

(一)、估算及具体应用练习

1、书第56页第7题。

（1）、先让学生看图明白问题的含义，（左边有17个杯子，
右边有18个杯子，把这些茶杯全部放进能装36个杯子的纸箱
里，能装得下吗？）

（2）、再让学生先估算，然后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3）、汇报：17+18=35，3536，所以能装的下。

2、书第56页第9题。

小明

小亮

小丽



10m

15m

（1）、3人比赛投沙包，小丽第二名，她可能投多远？

（2）、小丽和小亮只差2米，小丽投了（）米。

（3）、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做第（1）题时，可从小丽第二名中，估计出即比10米大，但
小于15米。所以猜可能是11米、12米、13米、14米。

做第（2）题时，让学生根据已知条件“小丽和小亮只差2
米”算出小丽投了13米。15-2=13（米）

做第（3）题时，让学生把提出的问题写在本子上，并汇报。

学生可能会提：小明和小亮一共投了多少米？

谁第1名？谁第3名？

小丽比小明多投了多少米？......

（二）、找规律

1、做第56页的第8题

21

23

41



43

33

53

35

55

小组讨论观察规律，说说表格中的规律。

汇报：第1张表格，横着看相差1，如：21、22、23。竖着相
差10。如21、31、41。

第2张表格，横着看相差10，如：33、43、53，竖着相差1。
如：33、34、35。

2、接着往下写。

1247（）（）

23568（）（）（）（）

12358（）（）

先观察，找出规律，再独立做，并说说规律。

（三）、总结

今天学到了什么？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估一估，找一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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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41

43

33

53

35

55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七

古人计数

1、在具体的操作活动中，让学生认、读、写11～20各数，掌
握20以内数的顺序，初步建立数位的概念。

2、培养学生能够准确地用数学语言对概念进行表达的能力。

3、培养学生勤于动手和勤于动口的习惯。

11～20这些数的个位和十位上各数的含义是重点；对“数
位”的理解是难点。

实物演示法。

小棒，计数器。



一、教学导入

同学们，你们看，老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精美的礼品，
一会儿将把它们奖给今天表现最好的那些同学，我们来看看
老师准备了多少个奖品．（师生一起数，个数大于10）咦？
这大于10的数该怎样表示呢？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二、活动一：建立数位概念。

一、数一数，有几只羊，用小棒代表羊的只数，需要几根小
棒？（课件：主题图）

（一）数小棒

1．老师手里有几根小棒？我们来数一数，1、2、3、4、5、6、
7、8、9、10。

2．一根一根数，有10根小棒，也就是10个1。现在我们把它
捆成一捆，它就成了1个十。

3．学生自己数出10根小棒，并将10根捆成一捆，体会10个一
就是1个十。

4．让学生再拿出1根小棒。

（1）现在是几根小棒？

（2）它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1个十和1个一组成的）

（3）它里面有几个十和几个一？（它里面有1个十和1个一）。

（二）介绍计数器及数位

1．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十位上的`1就
表示是10。



2．让学生在计数器上拨出11。

一边拨一边说：“在个位上拨几，在十位上拨几。”

3．同样的方法让学生学会数、认、读、写12～20各数。

三、活动二：快速拨数。

（一）师生互练

1．教师说数，学生快速在计数器上拨出。

2．说一说它的含义及是怎么拨的。

（二）生生互练

一人说数，另一人拨出，并说一说。两人互换再练。

四、活动三：对口令。

（一）师生互对

例：教师说16，学生对1个十和6个一。

教师说1个十和7个一，学生对17。

（二）生生互对

五、活动四：填、读尺子上的数。

（一）出示图片：写一写

师生一起将尺子上的数补充完整。

（二）教师提问



1．比15小比11大的数有那些？

2．17的前面是几？后面是几？

……

3．你还能提出那些数学问题？

六、活动五：

找一找生活中的11～20各数，密切数与生活的联系。

找一找，说一说你在生活中的哪些地方见到或用到了11～20
各数。

七、小结：

说一说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八

1、学会看懂简单的统计图表，并能够进行简单的计算。

2、能够根据图意写出算式，并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

3、掌握十几减几的计算方法，能够正确熟练地进行计算。

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电脑课件一套口算卡片一套

一、口算

12－7=12－4=12－3=14－8=



16－9=6＋8=13－6=14－5=

（全班齐练，集体订正）

评讲：16－9＝？

你是怎样想的？

二、计算

17－8－3=9＋4－6=11－6＋7=

5＋9－8=5＋4＋6=8＋7－9=

（全班齐练，指名板演，集体订正）

三、比一比

夺红旗，比一比，看哪个组能够最先夺到红旗

要求：选出8个同学分成二组，进行接力赛。对于做得又对又
快的组给予鼓励。

1、11－8=12－6=13－7=14－9=

2、12－7=13－8=11－6=15－9=

四、看图

电脑出示第4题的图

1、让学生看图，同桌互说图意

2、指名说图意



3、学生列式解答，并与同桌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

再指名说

五、用数学

电脑出示课本26页第6题图

师问：你看到了什么？你从图中知道了哪些信息？

生：我看到农民伯伯今天收了7棵大白菜，14棵包菜，通过信
息比较，我知道农民伯伯收的包菜比大白菜多，大白菜比包
菜少。

师：这位同学观察得很认真，获得了这么多的数学信息。现
在请同学们根据你所获得的信息，算一算“大白菜比包菜少
几棵？包菜比大白菜多几棵？”

你能解决图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吗？试一试，学生独立完成。

集体订正，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六、思维拓展

1、出示教材26页第8题的情境图。

2、指学生说图意。

生：松树16棵，柳树9棵，白杨树5棵。

师：栽的松树比柳树多几棵？找出松树的`棵数，在找出柳树
的棵数。用松树的棵数减去柳树的棵数。

七、课堂小结。



通过今天的复习，你有哪些收获？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九

1·在具体的情境中，进一步体会加减法的意义。

2·探索并掌握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不退位、不进位）的计算。

3·体会加法的交换律。

探索并掌握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不退位、不进位）的'计算。

探索并掌握两位数加减一位数（不退位、不进位）的计算。

一、创设情境。

1·出示主题图，引出课题。

2·观察主题图，提问题。

你能看图提出数学问题？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松鼠妈妈采了25个，小松鼠采了4个。一共采了多少个？

松鼠妈妈采了25个，小松鼠采了4个。松鼠妈妈比松鼠多采了
多少个？

二、解答问题。

1·你能根据“一共采了多少个”“松鼠妈妈比松鼠多采了多
少个？”列出算式吗？

学生说，板书：25+4=25—4=

得多少？怎样想？小组讨论，汇报。



2·操作验证。

（2）摆小棒：左边摆25根，右边摆4根。5—4=120+1=21

3·看算式拨计数器练习。

32+4=26+3=54+4=

48–5=87–7=66–5=

三、作业。

1·图意提问题。原来有19个草莓，吃了9个，还剩多少个？

列式：19–9=10（个）

2·第2题：观察算式，有什么规律？

（两位数加一位数，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和不变。）

计算并照样子写一组算式。

3·根据“大恐龙比小恐龙长多少米？”这个问题列式。

25—2=23（米）

4·独立完成第3、5题。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十

1.通过学生找座位初步感知分类的意义;能按照某一标准给物
体进行分类。

2.通过操作学会分类的方法，能选择不同的标准对物体进行
不同的分类。



3.通过分一分、看一看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观察能力、判
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4.培养学生合作交流意识。让学生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教学重点：

学会对物体进行分类的方法。

能选择不同的标准对物体进行不同的分类。

课件，水果类、饮料类、文具类商品若干，各种形状学具若
干。教学过程：

师：小朋友们，你们去过森林吗?今天我们一起到大森林里去
玩吧。

课件一：(动画)森林里，动物们纷纷到兔宝宝超市购物，各
种商品杂乱地放在柜台上，兔宝宝东找找西找找，忙得满头
大汗。

师：看到这儿，你们有什么话要对兔宝宝说啊?

生：兔宝宝，你的货物摆得太乱了，如果你把相同的东西摆
在一起，就不会那么忙了。

师：你们说得真好，兔宝宝一定会感谢你们的。

师：小朋友们手上都有一件东西，有三个组桌上放了提示牌，
请你们根据每组桌上的提示牌找准自己的位子。所带东西不
属于这三类的小朋友，坐到没有提示牌的小组。比一比，看
谁找得准。(生活动)

师：有提示牌小组的小朋友们互相看一看，如果有没坐对位
子的，帮他找一找位子。没有提示牌的小组就商量着根据你
们的东西，给小组起个名字。



师：哪个小组长说一说，你们小组都有些什么?

(生依次回答，没有提示牌的小组最后说)

师：像我们这样按一定的要求把大家分组就是分类。(揭题)

师：开动脑筋想一想，你们小组的这些东西还能再分类吗?请
每个组的组长带大家一起先讨论可以把什么样的东西放在一起
(分类方法)，再分别放在篮子里(动手操作)。

(生活动)

师：我们来参观一下各小组分类的情况。请各小组的代表给
大家介绍你们是怎么分的，其他小组的小朋友可以说说你们
的看法，也可以给他们提提建议。

小结：同学们都按不同的标准把组内的东西分得很好，有的
按品种分，有的按颜色分，有的按形状分……还说出了不同
的意见，个个都很能干。

1.师：你能按要求给下面的东西分类吗?

(课件出示书上题目)

2.师：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要用到分类的知识，谁愿意
给大家讲一讲。

生：家里的东西是分类放的，鞋子放在鞋柜里，衣服放在衣
柜里。生：一家人一家人在一起。

师：大家说得真好，只要大家平时留心观察生活，就会发现
好多数学知识。

师：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动物吗?



课件三：大森林里许多动物依次出现，定格为一幅画面。(花、
树、草、大象、熊猫、老虎、狮子、猫、狗、松鼠、鸡、鸭、
马、猴子、青蛙、鱼、燕子、鸽子等)

师：你们能把画面中所有的东西分类吗?小组商量后说一说。

七、结束全课

师：你们商量一下，对乘客分别有什么要求?

男生：男同学坐我的车，穿校服的坐左边，没穿校服的坐右
边。大家要守秩序。

女生：女同学坐我的车，矮的坐前面，高的坐后面。

师：小朋友们要按司机的要求上车，千万别上错车哟。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
况，安排了许多游戏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使学生在
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中，加深了对分类的认识，重点是让学
生学会了选择不同的分类标准的方法。开阔性、活动性的练
习让课堂洋溢着愉快的学习氛围，学生不仅获得了知识，更
为重要的是获得了学习数学的兴趣。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十一

1.在活动中，让学生体会分类的思想方法，感受分类在生活
中的用途，增加学习数学的兴趣。

2.在给事物分类的过程中，体验活动的结果在同一标准下的
一致性，不同标准下的多样性;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能力，比
较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3.使学生养成有条理地整理事物的好习惯。



让学生经历分类的过程，学会按一定标准或自定标准进行分
类。

使学生体验分类标准的多样性，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有
不同的分类方法。

口算题卡、书本、图形卡片、数字卡片、动物和交通工具的
图片

一、课前口算训练

师出示口算卡片，学生开火车进行口算。

二、新课探究，构建模型

1.动手实践，分类整理书本

师：每一个小组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些书本，都是些什么?

生：语文书、数学书、生字本、数学本、拼音本。

师：通过上节课《整理房间》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整理物品
之前，先做什么?

生：给物品分类。

师：下面就请小朋友分类整理自己的桌面的东西，然后同桌
之间互相说一说你是怎样整理的。

(学生动手实践，教师边巡视边指导)

2.介绍并讨论不同的分类方法

师：说说你是怎样分的?(指名)



生1：我是把语文的东西分成一类，数学的东西分成一类。

师：哦，你是按语文和数学学科不同分的，(板书：学科)真
棒!谁还有不同的方法?

生2：我把书放在一起，本子放在一起。

生3：老师，我把大书放在一起，小书放在一起。

师：对了，这位小朋友与众不同，他是按大小来分的(板书：
大小)

师小结：小朋友们在整理这些物品时，想了许多方法，有的
按学科分类;有的按用途分类;有的按大小分类。可见分类方
法不止一种，当分类方法比较多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
要来选择。

三、拓展巩固

1.给人物分类

师请几名小朋友上台来。其它小朋友认真观察，然后按一定
的标准给讲台上的人分类。

生1：我分两类，一类男的，一类女的，从性别分。

生2：我分成大人和小孩，是从年龄分的。

生3：我分成戴发卡和不戴发卡的，还可以分成长头发和短头
发的。

师：这几位小朋友观察角度很特别，可见分类时，不同的标
准就有不同的分法。

2.给图形分类



师：小朋友拿出准备的图形卡片，你会给它们分类吗?

先在小组内分一分，再全班交流。

生1：我按颜色分成红、黄、蓝三类。

生2：我按形状分成正方形、圆形、三角形。

生3：我按大小分，分成大、中、小三类。

3.给算式分类

小朋友拿出课前准备的算式卡片：

(1)读一读这些算式卡片

(2)先说一说你想怎样分类

(3)在小组内按不同的标准具体分一分

4.给图片分类

师出示图片：熊猫、小鱼、自行车、小狗、汽车、飞机、轮
船、蝴蝶、老鹰。

小朋友说一说可以怎样分类。

(1)可以分成动物和交通工具两类

(2)也可以分成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和水里游的三类

然后在本子上分一分。

四、课堂总结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那些收获?

(引导学生总结出事物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来分类，而且分类
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

2.师总结：老师希望小朋友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
真正把学到的知识应有于实际中，学会自己分类整理书包，
分类整理其它物品，做一个生活的小主人!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十二

1、探索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的口算方法，初步培养学生
的应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发展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意识和能力。

4、提高学生环境保护意识。

掌握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的口算方法。

掌握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的口算方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多媒体课件，小棒

出示情境图：仔细观察这幅图，从图中你能发现什么？

师：看，这是我们一年级三个班的画展，你们从中发现了什
么信息？

生1：我知道一年级一班展出9幅画，一年级二班展出30幅画，
一年级三班展出38幅画。

2、二年级来了8人，三年级来了24人。



2．师：咱小朋友得出了这么多信息，你能根据这些信息，提
个数学问题吗？

生：一年级和二年级一共展出多少幅画?

师：怎样列式：

生：9+30=

谁能提个用减法解决的问题？

生1：二年级比一年级多展出多少幅画？

师：（师出示问题）怎样列式？

30-9=

生2：二年级比三年级少来了多少个人？

师出示问题，算式。24-8=

3：小朋友的脑子真灵，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我们先来解决第
一个问题？

师板书：30-9=

师：30-9=

怎样算？先请小朋友自己动脑筋想一想，如果有困难，可以
请小棒帮忙。比比哪个小朋友想得最快，开始！

（学生独立思考，操作小棒，老师巡视）

师：这么多小朋友想好办法了，把你的想法在小组内说一说。



（学生互相交流，老师巡视了解学生情况，然后汇报。）

生2：我用30根减去10根是20根，再用20根加上1根就是21根。

同学们的方法都很不错，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去计
算，

及时达标：

20-6=40-8=30-7=50-8=

60-5=80-4=90-5=60-7=

30-8=50-9=70-3=40-2=

师：那么24-8怎样算？

小组讨论交流，最后得出答案。

生问：你为什么要一根一根数24，老师说过一捆是10根，只
需要数出2捆，再数出4根，就是24根。

生1：谢谢！

师：这个小朋友用的是数的方法。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师：噢！你是先从24里去掉4，再去掉4，剩下16根。（边说
边板书：24-4=20xx-4=16）

这个方法行吗？

生：行。

师：你还有不同想法，来。



生问：你为什么从这一捆里去掉8根呢？

生3：因为单根的不够8，所以我从一捆里拿走8根。

师并板书：24–8=16

师：小朋友，用了这么多种方法，得出24-8=16。以后做题时，
喜欢用哪种方法就用那种方法。

当堂达标：

60-6=23-4=50-2=54-8=

70-5=64-6=80-2=35-6=

课堂：

今天你学到了什么？有哪些收获？

作业布置：

必做题：53页自主练习1、2、3、4、5。

选做题：54页第6题。

板书设计

100以内数的减法（退位）

二年级比一年级多展出多少幅画？二年级比三年级少来了多
少人？

30-9=21（幅）24-8=16（人）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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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数轴的正半轴----数射线

2、会在数射线上标数。

3、会在数射线上比大小

通过观察比较，分析，结合生活实际来探求数射线的意义。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和数
形结合的思想。

初步认识数射线及其特点（方向，起点，单位长度）

在数射线上标数、比较数的大小

实物投影仪。

1.两幅树图

师：小朋友们，你们看！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些小树。你喜欢
哪副图？

师：为什么你们觉得他排的整齐呢？

师：我们都喜欢排列的整齐的事物，所以我们小朋友在排队
的时候也要像他们一样排在一条直线上。

（多媒体）出示2副树的图

2.生活中的队列



1.初探数射线的特点（起点，单位长度，方向）

师：你们觉得谁应该排在第一个呢？

（板书：0是起点）

师：0排好了，那接下去的就应该是几？

师：接下去就应该是2了，你们来说说2排在这里好不好？
（不好）

师：那你认为应该排在哪里？上来指一指？

师：你能告诉下面的小朋友为什么要排在这里吗？

师：把2放在这里，看看从0-1，再从1-2，他们每格一样长吗？

师：原来每格应该一样长，

（板书：每格一样）

师：现在数宝宝都整整齐齐的排好了。看，谁来了？（11）

师：11说，我也想加入他们的队伍，你们觉得应该把它放在
哪里？

师：好的，我把这根线延长，把11放在10的后面。这样行吗？

师：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符号，用箭头来表示，这个箭头就
表示往右还有好多数宝宝。而且你们仔细观察，这条直线上，
起点是0，从0往右数，越数越大。

师：像这样的图形我们就叫做数射线。

生齐读数射线。



（板书：数射线）

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个数射线，谁能说说看它有什么特
点吗？（同桌讨论各自观点）

同桌讨论，交流汇报

师小结，齐读板书

2.巩固练习判断，哪些是完整的数射线？用手势表示。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1 2 3 4 5 6 7 8

（3）1 2 3 4 5 6 7 8 9 10

（4）0 2 4 6 8 10

小结：小朋友观察得真仔细，数射线上每一个间隔都是相等
的，数射线上不但要

有起点“0”，还要有正方向（用箭头表示）。

学会标数

送数宝宝回家

师：这些数宝宝都迷路了，他们找不到家了，你们能不能帮
忙找找看啊？

找邻居

师：看着这条数射线，你能知道他们的左右邻居是谁吗？



（练习：___, 6 , ___ ___ , 3 , ___ 4 , ___ , ___ ___
, ___ , 2 想一想，看一看，用数射线来验证）

动物跳远比赛

1、小熊在数射线上是怎么跳的.？

（小熊猫从起点起向前跳，一格一跳，跳三下，成绩是3）

2、小兔在数射线上是怎么跳的？

（小兔从起点起向前跳，2格一跳，跳4次，成绩是8）

3、小袋鼠在数射线上是怎么跳的？

（小袋鼠也是从起点起向前跳，3格一跳，跳3次，成绩是9）

学会比大小

起点相同，比较大小

比一比，谁跳得最远。

（1）小兔：0 1 2 3 4 5 6 7 8 9 10

小老鼠：0 1 2 3 4 5 6 7 8 9 10

小袋鼠：0 1 2 3 4 5 6 7 8 9 10 （）跳得最远

小结：本题在比较时，要注意小动物们的起跳点不同，所以
不能光从跳到哪一点

来判断。可以通过数格数的方法进行比较。

看数射线比较图形大小



（师小结：数射线越往右，数越大，越往左数越小。）

巩固练习

看数射线，比7小的数有哪些？比2大的数有哪些？

小朋友，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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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射线

0是起点

每格一样

是正方向

一年级数学下教案教学反思篇十四

课本62--63面。

1、加强“前后、上下、左右”的方位训练。

2、使学生能按一定顺序叙述教室的摆设。

3、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我们的教室真漂亮，今天我们就一看、说说我们的教室。
（板书：教室）

1、引导学生认读“教室”。

2、放足时间让学生观察、同桌互相说说。



3、让学生自由发言，把自己人看到的说出来。

4、师引导学生按一定顺序叙述教室里的摆设。

5、先让学生想一想自己家里的摆设，再同桌互相说说。

6、生发言说说自己家里物品的摆设。

师：引导学生把自己想说的表达清楚。

1、练习1。

生：自己指着文具盒说一说，再同桌互说、互评。

师：要求个别学生边指边说，其他同学评一评谁指得好、说

得好。

2、画箭头，并说一说。

师把题意告诉学生。

生：动手在书上画出路线。

生：把自己画的路线告诉大家。

师：引导画错的学生改正。

3、看图回答问题。

师：把题意告诉学生。

生：观察并说给同桌听听。

生：发言说说淘气的前、后、左、右各有什么。



其他同学评一评说得好不好。

师：引导学生帮助说错的同学再次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