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笔算乘法的教学反思 笔算
乘法不进位教学设计人教新课标三年

级(通用8篇)
致辞是在特定场合或活动中发表的一种演讲方式，用于表达
对主办方、参与者或其他相关方的感谢和祝愿，下面是一些
致辞的常用句式，供大家参考。一篇完美的致辞致谢需要我
们站在听众的角度思考，用他们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表
达。下面是一些医生护士的致辞致谢，他们的言辞充满了对
患者的关爱和对医疗事业的责任与担当。

三年级笔算乘法的教学反思篇一

笔算乘法（不进位）

学习目标：

1 、通过自学60页内容 ，学会两位数乘一位数的笔算（不
进位），竖式的列法。

2 、通过自学60页内容，理解乘法笔算的一般方法，会用两
位数乘一位数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学习重点：

1、 两位数乘一位数的不进位计算。

2、 竖式的列法及熟练应用。

一、自主学习

1、（自学教材60页）



三个小朋友在画画，一共有（   ）盒彩笔，每盒有
（    ）枝

我会算

怎样算一共有多少枝彩笔？

二、合作探究、归纳展示

1、你能想方法计算出有多少枝彩笔吗？

2、你能列竖式计算吗？

..............（     ）

×        ............（     ）

..............(      )

3、在计算上面的两位数乘一位数时，（       ）数
位要对齐，        先算（    ）×
（    ）=（     ），再算（    ）×
（    ）=（     ）最后算（    ）+
（    ）=（     ）

三、达标检测

1、列竖式计算

24×2=                   123×3=

3、完成60页做一做1、2题

四、反思总结



五、课后作业

1、完成练习十三1、2题

2、拓展提高：

三年级笔算乘法的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内容：教科书第74页例1，练习十六第1～4题。

教学目标：使学生经历多位数乘一位数（不进位）的计算过
程，初步学会乘法竖式的书写格式，了解竖式每一步计算的
含义。培养学生[此文转于网]独立思考和合作交流的学习方
法和积极的学习态度，体验计算方法的多样化。

教具、学具准备：有关的多媒体课件，整捆和单根的小棒。

教学过程：

一、提出问题

先请同学们估算一下，3盒大约有多少枝彩笔？

教师提问：如果我们要知道准确的枝数，该怎么办呢？

小精灵问了：怎样算一共有多少枝彩笔？

二、探讨交流

请同学们说一说：

（1）用什么方法计算？怎么列式？

（2）12×3表示什么意思？



（3）这道题与我们以前学过的乘法计算有什么不同？

教师提问：这道题该怎样算呢？

让小组内每个同学先思考3分钟，在纸上算算看，能不能算出
来。也可以摆出小棒（或其他学具）或画画图等。如果能想
出几种算法的，就把几种算法都写出来。

算完以后，在小组里交流，把自己的算法说给同组的其他同
学听。

小组长归纳一下本小组一共想出了哪几种算法。这时教师巡
回了解各组的`情况，尤其要鼓励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积极参与
小组的活动。

全班汇报。由各小组的代表向全班同学汇报自己小组的各种
算法，教师将其板演在黑板上。

三、分类评价

教师提出要求：现在同学们想出了这么多种算法，我们能不
能把这些算法分分类，看看一共有几种思路。

估计学生的算法可能有如下几类：

1．摆学具求得数。

引导学生摆。因为一个因数是12，所以一行摆1捆零2根；因
为另一个因数是3，所以摆3行，一共摆了3捆零6根，也就是
得36。

2．画图求出得数。

3．连加法。



12＋12＋12＝36

4．数的分解组成。

10×3＝302×3＝630＋6＝36

5．拆数法。（转化成表内乘法）

8×3＝24或7×3＝21或6×3＝18

4×3＝125×3＝1518＋18＝36

24＋12＝3621＋15＝36

评价各种算法，组织学生议论，每一种算法是怎么算的，各
有什么适用范围。

1．摆学具和画图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我们学了数学以后
就应尽量使用计算的方法来算。

2．根据乘法的含义用连加的方法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因数
的个数比较多，算起来就比较麻烦。

3．把一个因数分解成几个十和几个一，分别与另一个因数相
乘，再把几个乘积加起来。这种方法不管因数是几都能算。

4．把一个因数拆成几个一位数，再分别和另一个因数相乘，
然后把几个乘积相加，这种方法不管因数是几也都能算，但
有时也比较麻烦。如25×6＝9×6＋8×6＋5×6＋3×6等。

四、介绍竖式

课件一步一步展示竖式的书写过程，突出书写的步骤和书写
的位置，边演示边说明。如果没有电脑设备，也可板书。



先出示有部分积相加的竖式，再出示简便竖式，并说明为什
么可以写成简便竖式。

学生在练习本上完成“做一做”的三题，教师巡视了解情况。
如有发现错误，指导订正。

五、巩固练习。

学生完成练习十六的作业。每道题先让学生估算，然后再用
竖式计算。

第1题让学生独立完成后，说说为什么是用乘法计算。

第2题让学生独立完成后，同桌互相检查并说说自己是怎么算
的。

第3题让学生独立完成后，再交流这道题有哪几种算法。

六、小结（略）

三年级笔算乘法的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学生经历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过程，学会计算两位数乘
两位数进位的乘法。在学习活动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
系。

2、在不同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加深对口算方法和笔算方法
的理解，并加强应用，培养世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让学生经历运用两位数乘两位数计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体会乘法计算的运用价值。在学习活动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
密切联系。



教学重点：学会计算两位数乘两位数进位的乘法。

教学难点：提高计算的正确率

教具准备：课件、写有算式的南瓜卡片

教学过程：

一、提出问题

出示下围棋的画面，介绍有关围棋赛的事例（或战绩）。

放大棋盘，让学生观察棋盘结构。使学生了解到：围棋的棋
盘面由纵横19道线交叉组成。

接着，把棋子放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引出问题：“棋盘上
一共有多少个交叉点？”

请学生说一说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列出算
式19×19。

揭示课题：两位数乘两位数

二、探讨计算方法

1、估一估19×19大约是多少？

2、各组讨论：怎样计算19×19。

请把想出的计算方法写在纸上。

3、组织交流。

各组展示本组的算法。不容易说清楚的，就写在黑板上。



4、师生评议。

（1）请学生说一说，喜欢哪种方法？为什么？

（2）教师对学生发表的意见作以肯定或补充。使学生了解每
一种算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3）重点评议笔算。

三、练习

1、尝试练习。

用竖式计算第65页“做一做”中的4道题。

分组选做2道。

完成计算后，组织交流。说出笔算的过程，加深学生对笔算
过程的了解。

2、争当小医生：下列题目对吗？有错的请改正

3 4                    2 2

×  4 1                ×  7 4

3 4                    8 8

1 3 6                1 4 4

1 6 0                1 5 2 8

3、完成练习十六第1题。



独立计算，集体订正。根据班上出现错题的情况，和学生一
起讨论错误的原因，请学生订正错题。请学生注意：计算时
要认真仔细。

4、解决问题。

请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六第3题。

完成后，请学生向全班说一说，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

5、游戏。练习十六第2题

贴出写有算式的南瓜卡片。用语言描述菜园里收南瓜的情境，
请同学们帮助菜农收南瓜。

让学生自由选择卡片，算对的就收获了这个南瓜。

完成后，先检查是不是算对了，再比一比哪组学生收获的南
瓜多。奖励优胜组。

四、课堂总结：

1、请学生讨论笔算乘法时要注意什么问题，并交流。

2、教师强调：用竖式计算时，每次乘得的数的末位应该和那
一位对齐。还要注意记住进位数，正确处理进位问题。

五、布置作业：《课堂作业本》第33页。

板书设计：            两位数乘两位数进位
笔算

教后反思：在笔算前让学生先估一估是培养学生估算意识的
重要资源和手段，估算还能帮助检查笔算的结果是否合理。
我在学生笔算之前，总要让学生先估一估，学生的乘法估算



能力提高的同时，也巩固了乘法口算。进位乘法的算理和不
进位的相同，学生通过知识迁移，独立探究完成，在交流中
注意进位的处理。尤其在第2步计算，总有进位的，如若学生
口算有困难的就存在进位写法的问题，有的写在竖式中，显
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所以我就引导学生记录在竖式旁边。
但是在计算结果校对中发现错误率很高，除了算理不透外很
多学生都是在口算时这儿或那儿出点问题。教材在练习十六
里还安排了充分的练习。那么就让学生在练习中提高吧！建
议在起步阶段的笔算过程中，要求学生轻声说出每一步计算
过程，每个数字都是怎么得来的。在说的过程中改善书写和
计算中的一些马虎现象，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

作业反馈：本次作业是针对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进位笔算。我
要求学生每一道都列出竖式，如果书上已经出现竖式，就将
竖式写完整，如果没有，就将竖式列在本子上夹进去。作业
本上完成的情况比较理想。

三年级笔算乘法的教学反思篇四

笔算乘法（不连续进位）

学习目标：

1、掌握多位数乘一位数（不连续进位）的笔算乘法的计算方
法。

2、在计算过程中，理解进位的道理，并尝试总结自己的计算
方法。

学习重点：

掌握多位数乘一位数（不连续进位）的笔算乘法的计算方法。

一、自主学习



自学教材61页

1、王老师要买连环画，我知道，王老师买了（  ）套连环
画，每套（   ）本？

2、王老师买了多少本连环画呢？用你的方法计算！

3、你能用笔算的方法算出王老师买了多少连环画吗？

二、合作探究、归纳展示

1、笔算乘法的时候，先乘哪一位，再乘哪一位？

2、遇到个位相乘满十或满几十该怎么办？

三、达标检测

1、列竖式计算

3、完成书上61页做一做1、2题。

四、反思总结

五、课后作业

1、完成练习十三3、4、5题。

2、拓展提高

（     ）里应填几？

（    ）（    ）                     （    ）6（    ）



三年级笔算乘法的教学反思篇五

一位数除两位数的笔算除法是在口算除法和除法算式的基础
上进行教学的。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让学生初步掌握一位数
除两位数的算理、基本的运算思路和竖式写法。

在教学例1时，通过课件42根小棒平均分给2个人，每人分到
几根？让学生想着分一分并用口算说一说怎么算，然后通过
课件演示：先分整捆的每人2捆，再每人1根，让学生用口算
说出分的`过程；40÷2=202÷2=120+1=21。接着让学生尝试
用摆竖式解决42÷2，因为例1被除数的各个数位上的数都能
被整除，主要解决除的顺序和竖式写法的问题，可先让学生
尝试，再讨论解决。在课上，我把学生尝试的竖式写在黑板
上，让学生讨论有没有问题，在分析讨论中解决例1。例2也
是一位数除两位数，但除到被除数十位上有余数。同样设计
了42根小棒平均分给3个人，每人分到几根？课件主要解决平
均分完3捆还剩1捆，怎么分？通过把1捆打开成10根和2根合
起来再分，每人分到4根；然后让学生摆竖式。将小棒演示的
每一步与的竖式的每一步结合起来，既能够帮助思维弱的学
生理解算理，对已经理解算理的学生也是一种认知的强化。

三年级笔算乘法的教学反思篇六

教学目标：

让学生经历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过程，学会计算两位数乘
两位数进位的乘法。在学习活动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
系。

教学过程：

一、问题导入

1、呈现下围棋的录像或画面，介绍有关围棋赛的事例（或战



绩）。

2、放大棋盘学生观察结构。（明确棋盘面由纵横19道线交叉
组成）

3、把棋子放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引出问题：棋盘上一共有
多少个交叉点？

4、生说一说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列出算式1919。导入板书课
题。

二、探究体验

1、各组讨论：怎样计算1919。把想出的.计算方法写在纸上。

2、全班组织交流。

3、师生评议。

（1）请学生说一说，喜欢哪种方法？为什么？

（2）教师对学生发表的意见作以肯定或补充。使学生了解每
一种算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3）重点评议笔算。

用检查竖式每一步计算的方式，再现笔算过程。在此基础上，
夸赞学生：能用刚学过的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知识解决今天的
新问题。并且，能正确解决乘的过程中的进位问题。你们真
棒！

三、实践应用

1、用竖式计算第65页做一做中的4道题。完成计算后，组织
交流。说出笔算的过程，加深学生对笔算过程的了解。



2、完成练习十六第1题。独立计算，集体订正。根据班上出
现错题的情况，和学生一起讨论错误的原因，请学生订正错
题。请学生注意：计算时要认真仔细。

3、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十六第3、4题。完成后，请学生向全班
说一说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

四、总结

1、请学生讨论笔算乘法时要注意什么问题，并交流。

2、教师强调：用竖式计算时，每次乘得的数的末位应该和那
一位对齐。还要注意记住进位数，正确处理进位问题。

教后反思：

文档为doc格式

三年级笔算乘法的教学反思篇七

这是小学三年级第三单元的教学内容，本单元的知识点主要
有：

1、口算除法

（1）口算、（2）、估算，

2、笔算除法

（1）基本的笔算除法、（2）、除法的验算。

重点难点：有关0的除法。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学会口算除法。

2、使学生经历一位数除多位数的笔算过程，掌握一般的笔算
方法。

3、会用乘法验算除法。

4、会在具体的环境中进行除法估算。

5、使学生感受到数学与生活的联系，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根据以上知识点和教学目标，结合“二十四”字教学模式以
及有效教学的不断推进，扎实提高教学效率，我制定了以下
教学计划。

1、加强学生自主探究活动，重视对算理和计算规律的探究。

2、拓宽主题图的情景视野，适当增加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

3、加强除法之间的联系，提高学生的推理能力。

4、充分利用小组长的作用，促进差生的转化，提高小组合作
能力。

5、多关注学生的展示，加强能力的培养。

6、特别多关注差生说的展示，让其说思路、说方法。

7、力求学生坐、站、说、写等方面的.规范化。

通过按照以上计划改革教学方法，确实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使班内5名基础较差的学生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中梁田智、薛
佳琦、田书兵3名同学进步幅度较大。这3名学生刚开始学习
笔算除法时，几乎不知从哪儿下手，不会试商、不会除、就



连乘法口诀都不会，经过这一单元的学习，尤其是通过课堂
上的多提问、多板演、多指导，让其反复说思路、反复计算、
再加上小组长的帮带作用，使这3位同学基本上除法的计算方
法，错误率也明显降低了。总之，我感到最大的收获就是，
给予学生自主探究的空间，小组合作学习，多给予差生说的
机会，按照差生说—————优生说——————差生模仿
说——————集体说的展示形式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
效率。

三年级数学《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笔算除法》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三年级笔算乘法的教学反思篇八

两位数进位笔算课上完了。课堂上，我通过有趣的教学情境
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研究算理与计算方法，反复向孩子们强
调在乘的时候要记得“从个位起，用一位数依次乘多位数的
每一位数；哪一位上乘得得数满几十，就向前一位进几”的
计算要求，但是在练习中部分学生仍然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1.漏进位。在计算时孩子们常会出现贪快不进位的情况，一



旦漏掉进位，在下一个数位的计算上就容易遗忘出错。

2.忘记了要“依次乘多位数的每一位数”在计算乘加混合式
题的口算时，加法也“依次加多位数的每一位数”了。

在计算一位数乘多位数时，必须严格按照计算顺序一步一步
去乘，碰到有进位时，要先对准前一位下面进几，千万不要
漏掉把进位的数与乘积相加。为了减少计算上的错误，需要
多练习乘加混合式题的口算（如：6×8＋7等），这类口算的
熟练可以大大提高一位数乘多位数的正确率。在教学中还要
通过各种形式适时地多补充些相关练习，以强化学生计算技
能，提高计算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