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师大版七上数学教案全册 北师大七年
级数学教案(通用8篇)

教案的编写需要教师具备系统性、逻辑性和条理性，以确保
教学的高效进行。以下是一些高一教案的案例，供教师们参
考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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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列举法（列表法）求简单随机事件的概率，进一步培养
随机概念。

2、用画树形图法计算概率，并通过比较概率大小作出合理的
决策。

3、经历实验、列表、统计、运算、设计等活动，学生在具体
情境中分析事件，计算其发生的概率，渗透数形结合，分类
讨论，由特殊到一般的思想，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4、通过丰富的数学活动，交流成功的经验，体验数学活动充
满着探索和创造，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培养积极思维的学
习习惯。

运用列表法和画树形图法求事件的概率、

运用画树形图法进行列举，解决较复杂事件概率的计算问题、

2课时

一、导入新课

填空：（1）掷一枚硬币，正面向上的概率是、



（2）掷一枚骰子，向上一面的点数是3的概率是、

二、新课教学

例1同时抛掷两枚质地均匀的硬币，求下列事件的概率：

（1）两枚硬币全部正面向上；

（2）两枚硬币全部反面向上；

（3）一枚硬币正面向上、一枚硬币反面向上、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讨论，最后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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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第50、51页的内容，做一做，练习十一第4-6题。

1、掌握比的基本性质，能根据比的基本性质化简比。

2、联系商不变的性质和分数的基本性质迁移到比的基本性质。

理解比的基本性质。

能应用比的基本性质化简比。

一、激趣定标

1、20÷5=(20×10)÷(×)=()

想一想：什么叫商不变的规律?什么叫分数的基本性质?

3、我们学过了商不变的规律，分数的基本性质，联系比和除
法、分数的关系，想一想：在比中有什么样的规律呢?这节课
我们就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二、自学互动，适时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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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培养学生勤学习、爱动脑的好习惯。

(2)继续加强纪律教育。

(3)培养学生分析、比较和综合的能力。

(4)培养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能受到爱祖国、爱科学
等方面的教育。

(5)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作业干净整洁。

(6)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重视学生养成检验的习惯。

2、知识与技能：

(1)让学生经历从具体问题中抽象数量关系，并探索算法和运
算律的过程，掌握相应的计算方法和必要的计算技能，理解
和掌握运算顺序，发现一些运算规律;联系数的已有知识认识
整数间的一些关系和整数的一些特征;结合解决实践问题，体
验用字母表示数的意义。

(2)联系现实情境，经历观察、操作和探索相关图形的特征以
及图形的简单变换的过程，认识一些简单的平面图形及其特
征，了解图形的对称和图形位置关系的简单变换;通过实例，
初步形成容量大小的观念，了解容量的意义和计量单位。

(3)联系具体的问题情境体验折线统计图的作用，掌握用折线
统计图表达数据的方法，并能按照统计图里的数据变化分析
相应的统计结果;经历从具体问题的需要出发选择统计图的活
动，体会条形统计图的特点，初步学会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统



计图。

3、数学思考方面：

(1)在联系已有知识探索计算方法的过程中，充分开展猜想、
讨论、解释、交流等活动，发展推理能力。

(2)在观察、探究整数之间的一些关系和一些特征的过程中，
发展抽象、概括能力和初步的演绎推理能力。

(3)能对现实生活的有关数学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经历用字
母表示数、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运算规律和概括数量关系
的过程，发展抽象思维和符号感。

(4)在探索一些平面图形特征和对图形进行变换以及设计图案
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形象思维和空间观念。

(5)经历把现实问题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并合理地选择相
应的形式描述数据，以及对数据作出分析和解释的过程，发
展初步的统计观念。

(6)在建立数学概念、获得数学结论、发展数学规律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过程中，充分开展观察、猜想、实验、类比、归纳
等活动，进行有条理的思考，对结论作出合理的、有说服力
的'说明与解释。

4、解决问题方面：

(1)能从现实情境中提取数学问题，并能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
加以解决;能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问题的结果，并进行解释
和说明。

(2)能应用相关计算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能解决比较简
单的三步计算的实际问题，并能与他人交流自己解决问题的



想法。

(3)能用量杯或自制的量具测量一些液体的多少。

(4)能选择恰当长度的小棒搭三角形，能判断一个三角形是什
么三角形,能根据三角形的两个已知角求第三个角的度数，根
据等腰三角形的顶角(或底角)求一个底角(或顶角)的度数。

(5)能判断平行四边形和梯形，能从生活中找出平行四边形和
梯形的实例，能利用方格纸画平行四边形和梯形，并能测量
或画出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高。

(6)能将简单图形平移或旋转到指定位置，能灵活运用对称、
平移、旋转的方法在方格纸上设计图案。

(7)能用计算器探索积的变化规律和商不变的规律，并能说明
所得的结论。

(8)能从生活中主动收集数据信息，能读懂有关媒体中的一些
简单的统计图表，能设计简单统计活动，运用统计的方法解
决一些实际问题，能根据问题选择合适的统计图来表示相应
的数据。

(9)学会并具有一些解决问题的策略，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
样性;在教师的指导下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发展主体意识。

5、情感与态度方面：

(1)能积极参与数学学习活动，主动探索并发现数学知识，获
得成功的体验，产生对数学事实和数学内在联系的好奇心，
树立学好数学的自信心。

(2)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和认识数学内容，体验数学与日常生活
的联系;应用数学知识和技能解决生活里的一些实际问题，感



受数学知识的价值与作用。

(3)在探索数学知识的过程中，感受数学思考过程的条理性、
严谨性和数学结论的确定性，初步体验探索问题的科学方法，
并初步形成科学地探索问题的意识与态度。

(4)能主动克服数学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有克服困难的体验;
能与他人合作交流，热心参与数学问题的讨论，有质疑和反
思的意识;发现错误能主动改正。

(5)主动、认真地阅读一些数学知识背景资料，感受数学在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形成对数学的积极情感。

教学重难点

(1)掌握小数加减法计算方法。

(2)三角形内角和的推导。

(3)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及运用。

(4)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及运用。

(5)解方程及用方程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教学时间 56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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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通过切割圆柱体，拼成近似的长方体，从而推导出圆柱的
体积公式这一教学过程，向学生渗透转化思想。

2.通过圆柱体体积公式的推导，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



3.理解圆柱体体积公式的推导过程，掌握计算公式;会运用公
式计算圆柱的体积。

教学重点：

圆柱体体积的计算

教学难点：

圆柱体体积公式的推导

教学用具：

圆柱体学具、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新

1.求下面各圆的面积(回答)。

(1)r=1厘米;(2)d=4分米;(3)c=6.28米。

要求说出解题思路。

2.想一想：学习计算圆的面积时，是怎样得出圆的面积计算
公式的?指出：把一个圆等分成若干等份，可以拼成一个近似
的长方形。这个长方形的面积就是圆的面积。

3.提问：什么叫体积?常用的体积单位有哪些?

4.已知长方体的底面积s和高h，怎样计算长方体的体积?(板书：
长方体的体积=底面积×高)

二、探索新知



1.根据学过的体积概念，说说什么是圆柱的体积。(板书课
题)

2.怎样计算圆柱的体积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圆柱的底面可以像
上面说的转化成一个长方形，通过切、拼的方法，把圆柱转
化为已学过的立体图形来计算呢，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3.公式推导。(可分小组进行)

(1)请同学指出圆柱体的底面积和高。

(2)回顾圆面积公式的推导。(切拼转化)

(3)探索求圆柱体积的公式。

根据圆面积剪、拼转化成长方形的思路，我们也可以运用切
拼转化的方法把圆柱体变成学过的几何形体来推导出圆柱的
体积计算公式。你能想出怎样切、拼转化吗?请同学们仔细观
察以下实验，边观察边思考圆柱的体积、底面积、高与拼成
的几何形体之间的关系。教师演示圆柱体积公式推导演示教
具：把圆柱的底面分成许多相等的扇形(数量一般为16个)，
然后把圆柱切开，照下图拼起来，(图见教材)就近似于一个
长方体。可以想象，分成的扇形越多，拼成的立体图形就越
接近于长方体。

(4)讨论并得出结果。

你能根据这个实验得出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吗?为什么?让学
生再讨论：圆柱体通过切拼，圆柱体转化成近似的长方体。
这个长方体的底面积与圆柱体的底面积相等，这个长方体的
高与圆柱体的高相等。因为长方体的体积等于底面积乘高，
所以，圆柱体的体积计算公式是：圆柱的体积=底面积×
高(板书：



圆柱的体积=底面积×高)用字母表示：

(板书：v=sh)

(5)小结。

圆柱的体积是怎样推导出来的?计算圆柱的体积必须知道哪些
条件?

4.教学算一算

5.教学“试一试”

小结：求圆柱的体积，必须知道底面积和高。如果不知道底
面积，只知道半径r，通过什么途径求出圆柱的体积?如果知
道d呢?知道c呢?知道r、d、c，都要先求出底面积再求体积。

三、巩固练习

练习册练习

四、课堂小结

这节课学习了什么内容?圆柱的体积怎样计算，这个公式是怎
样得到的?指出：这节课，我们通过转化，把圆柱体切拼转化
成长方体，(在课题下板书：圆柱转化为长方体)得出了圆柱
体的体积计算公式v=sh。

五、随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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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课件，谈话引入。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小熊现在站在哪里？（学校）

那么，在它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哪些建筑呢？

大家真聪明，你能填出下面四个建筑物的准确方向吗？

体育馆在学校的（）面，商店在学校的（）面。

医院在学校的（）面，邮局在学校的（）面。

对话平台

玩中学

1．说一说。

通过看图，初步了解大致方向。

（1）同学们说得真不错，请仔细观察，在学校的周围还有哪
些建筑物？

先自己找一找，再说给你的同桌听一听。

（2）这些建筑物又在学校的那个方向呢？请你仔细想一想。

2．议一议。通过议一议及亲身体验，认识东南、东北、西南、
西北四个方向。

（1）说一说。

你是怎样想的，在小组内说一说。

（2）议一议。

谁说得对？为什么？



（3）教师。

在学生议一议的基础上，教师进行，明确东南、东北、西南、
西北四个方向。

3．做一做。

在做一做中，进一步明确八个方向。

用你手中的学具制作方向板。

学中做

1．试一试。

利用方向板。

（1）在教室辨认八个方向。

2．坐在座位上，说一说你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分别是
那位同学。

3．练一练。

完成书中练一练。

北师大版七上数学教案全册篇六

1、学生很快发现有些算式是无法用以上结论计算出来的，
如4/7÷3，分子4除以3是除不尽的。

2、让学生动手分一分、涂一涂，然后再让他们进行小组交流。

3、得出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除以一个整数(零除外)等于乘
这个整数的倒数。



4、除以一个整数(零除外)等于乘这个整数的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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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电影院”的具体情境，进一步掌握两位数乘两位数
（有进位）的计算方法。

2．对两位数乘两位数（有进位）能进行估算和计算，并能解
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3．在学习及与他人交流各自算法的过程中，获得积极的、丰
富的情感体验，感知数学的价值，增进学好数学的信心。

【课堂实录】

同学们看过电影吗？喜欢看吗？今天，老师就带大家去电影
院看一看。

（一）创设情境

师：认真观察，说一说你从中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

生：我知道要组织500人去看电影；还知道电影院共有21排座
位，每排可坐26人。

师：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生1：500人看电影，电影院的座位够吗？

生2：这个电影院一共有多少个座位？

师：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真棒！请大家解决第一个问题，并把
自己的想法说给组内的小伙伴听。

（教师巡视并参与到小组讨论中去。）



（二）引导探究

1．估一估

师：电影院的座位够吗？你们是怎样估算的？哪个小组的同
学来汇报一下?

（1）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在小组内交流各自的估算方法。

（2）学生组内讨论时，教师参与到小组中，倾听学生的不同
见解，对学生的各种策略做到心中有数，再组织学生汇报，
全班交流。

生1：20×25＝500。假如是20排，每排25个座位，能坐500人；
那么有21排，每排26个座位，能坐的'人数大于500，所以够。

生2：20×26＝520。假如20排，每排26个座位，能坐520
人，520大于500，所以够。

生3：21×25＝525。因为20排，每排25个座位，就能坐500人，
再加上一排25人是525人，525大于500，所以够。

师：通过交流，我们又学到了许多估算的方法。现在，我们
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2．算一算

师：这个电影院一共有多少个座位？请同学们独立列式，解
决问题。

（1）学生自主探索，独立解决。

（2）组内交流。把自己的算法说给组内的小伙伴听。

（3）小组长汇报，教师讲评。



师小结：请大家观察以上几种算法，掌握用竖式计算的方法，
特别是用竖式计算时，同学们要注意进位的算法。

3．趣味练习

师：我为同学们准备了几道题，想看一看大家的计算水平以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是又有新的提高。

（1）试一试

24×285×3635×43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讲评，教师重点指出：5×36除了用口
算方法以外，还可以交换乘数的位置后用竖式计算。）

（2）抢算（教师读算式，学生抢答。）

6×3016×7030×127×90

60×725×6035×2050×12

生1：洗完手立即把水龙头关掉。

生2：看到有浪费水的现象及时劝阻，并讲明原因。

（4）算一算

38×1232×1661×3438×25

56×2437×1842×2818×23

师：用你自己喜欢的方法进行计算。

a．学生在练习本上独立完成，然后小组长组织在组内核对，



并作好记录。

b．小组长汇报组员的完成情况。

c．教师巡视并指导个别学生，针对共性问题，组织集体讲评。

北师大版七上数学教案全册篇八

用圆片摆，1个圆片代表1元，小兔花了2元，第一行怎么
摆?(2个)大灰狼花的钱是小兔的4倍，第二行可以怎样摆?4
个2个，列式为:4×2=8(元)

师:我有个问题，第二行为什么要2个2个的摆?

生:因为大灰狼花的钱是小兔的4倍，它是和小兔比的，小兔
花了2元，就2个2个的摆。

师:你明白了吗?

师:这个同学讲的很好，很善于动脑筋。如果大灰狼花的钱是
小兔的5倍，该怎么用圆片表示呢?(5个2)

那么6倍就用6个2表示……，13倍就用13个2表示，这说明了
什么?

结论:几倍就用几个2表示。

生:画4个6，因为大灰狼花的钱数是老牛的4倍，老牛花了6元，
所以要画4个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