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同数连加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相同数连加教案篇一

让学生动手操作摆圆片，使他们手脑并用，初步感受每组的'
物品同样多。

让学生各自交流自己的想法，一是充分体现了课堂上以学生
为主体的思想，二是体现算法多样性的特点。

让学生寻找生活中的同数相加问题，使他们感受到数学来源
于生活，应用于生活，体现了数学与生活的必然联系。使学
生能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主动地、有意识地寻找数学问题，
并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数学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让学生充分体会到用连加的方法解决问题相对繁琐，留下一
个悬念，激起学生学习乘法的愿望，进而感受学习乘法的必
要性。

相同数连加教案篇二

上这节课之前，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本单元所教的蜗牛、蚯
蚓、蚂蚁、金鱼四种小动物的教学过程，发现每次介绍小动
物前都要从它们的生活环境入手，先要找出从什么地方能找
到这些小动物，它们适应怎么样的环境，以此为开头，接下
去再分析其他方面，所以在第一步讲解蜗牛、蚯蚓、蚂蚁、
金鱼的共同特点的时候，在原本的教案表格前临时又加了一
项——生活环境，我想这样可能学生分析的'更全面一点。



第二步是让学生自己来归纳动物有哪些相同特点，学生的想
象力是难以形容的，他们能想到很多我没有想到的方面，这
样上课的时候就要加入很多的生成，应该说这方面对我来说
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在上课之前想了很多方面的内容，
也找了一些资料，希望能把上课时会出现的情况尽量在课前
考虑进去。

第三步是让学生感受生物的多样性，这里我没有再去找其他
的图片，而是直接使用书本上的插图，书本上的图片中已经
有了很多种动物，而且地方也不是很大，已经能充分体验多
样性了。不过图片中的一些动物可能学生叫出的名字不同，
比如：贝壳类的几个有说蛤蜊的，也有说蚌的，还有如：右
角落的小虫子，有些说是西瓜虫，有些则是瓢虫。关于这点，
只要让学生明白它们其实差不多就可以了，也可借此来进一
步说明生物的多样性。

总的来说，这节课虽然枯燥了点，准备的充分点，还是可以
的。

相同数连加教案篇三

一、我的构思：

本节课在了解了学生的学习背景和生活体验基础上指导学生
发现区分被子植物、裸子植物主要就是看在种子上是否有果
皮，运用在生活中分清哪些是常见的被子植物、裸子植物。
这就要明确种子的结构，要学生学会观察的方法，在观察黄
豆种子及玉米粒中还引导学生把生物学习的眼光放在自己活
生生的现实生活之中。在与前一节课的知识的内在联系中，
学习小组活动中，提升学生的合作意识、分工意识，引发面
对困难的坚强品质，升华价值观。有意识地把胚的功能舍弃，
留在下一节种子萌发，利于完整引出种子萌发的条件话题。

二、本课可继续发扬的地方：



1、导学案给了学生学习的抓手。导学案中的学习目标引导学
生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上，通过它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小组要
做什么，自己能做的就做了。

2、设置、实施多种不同的展示交流形式，促动绝大多数同学
参与课堂，学生之间互相交流、质疑、纠正中，正确答案形
成了。

3、教学技术的选择上。课间按排每一小组各派一人在黑板绘
出黄豆种子剖面图，实际上每个小组都已有多数人参与，对
要学习的`那么多生物新词汇有所了解，既用足了教室内的课
程资源又给学生提供了发展了个性特长的机会，为提高课堂
实效设了伏笔。运用挂图很直观说明了裸子植物种子无果皮
包被。

4、教学目标体现在导学案上确定具体，表述明了，便于学生
操作。

5、教学方法开放、有启发性，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交往渠
道畅通

6、学生说的过程提高自信，课堂学习快乐。

三、本课需要改进的地方：

1、课堂学生展示规则中对发言的要求，要阶段性改进。

2、练习设计要有趣味性，打入导学案中。

3、学生适应这种上课形式后，教师的重复语言、指令性语言
要减少。

4、设置有梯度的问题还不够。

5、学生之间的质疑、互辨还有带于建构。



6、新课堂中教学机智还要完善。

四、本课的困惑是：

1、现在倾向于动作型学习的学生居多，都愿意下地展示。本
来教师要求2人，有的小组下地4―5人，显得课堂乱。

2、生物课堂不是上午第四节，就是下午一、二节，非饿就困，
怎样的发言促动学生更兴奋、更想说、更有秩序地说。同时
设置怎样的“大脑休息”，使学生短暂轻松后继续高能量思
维3、怎样的设计，消除维持秩序的无效时间。

3、怎样的导学案是最合乎学生需要的。

相同数连加教案篇四

（一）

5、结课比较仓促，由教师来完成结课效果可能不如让学生来
总结，让学生来结课更能增强师生互动教学。

（二）

这节课是整个单元的整理小结，在扎实上好前面每一节课的.
基础上，进行这节课的整理水到渠成，总体难度不大。有几
个点学生还有困难，如：水生植物的举例，学生能够说出的
水生植物种类不多。植物的一生，以向日葵为例的9张图片，
用词语概括难度较大。（建议重点化，以典型阶段的图片出
示。）对植物共同点的概括，我的学生基本能够得出：植物
都生长在一定的环境中，都需要水分、阳光、空气等；都会
生长发育、都会繁殖后代，都有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



相同数连加教案篇五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认为有成功的方面，也有遗憾的地方：

一、成功点

（一）、创造性的使用教材。

根据《数学课程标准》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对
教材进行再加工，创造性地设计教学过程”的要求，教师要由
“课程计划的执行者变为构建者”，要做到“用教材教而不
要教教材”。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对教材的实施不能就课本
教课本，依样画葫芦，而应立足新课标，按教材的编写意图，
大胆地处理教材，灵活有效地组织教学，拓展课堂教学空间，
教学要源于教材而不拘泥于教材。只有这样，才能使教材充
分发挥潜在优势，课堂教学才能充满生机活力，学生才能想
学、乐学、会学数学。

（二）、体现算用结合。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计算教学时应使学生经历从实际问
题中抽象出数量关系，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这
就给计算教学赋予了新的内涵：计算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
工具，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我一方面
努力使计算技能的形成与解决问题相结合，另一方面努力把
握好“算”与“用”的度，明确计算教学应以计算为重点、
以解决问题为归宿。

我设计在最后的练习时先计算再应用，主要是因为在学生初
步理解算理、掌握算法后正是计算技能形成的关键阶段，先
针对重点、难点进行专项训练，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更好地体现算用结合的理念。

二、遗憾点



这节课在备教材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由于缺少对学生适
当的引导留下了一些遗憾，如：计算6.45—5.86的`时侯，出
现了数位没有对齐的情况、计算错误的情况，这些教学资源
就是很好的教学资源，也是我感到欣慰的地方。但是由于出
现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在时间上就不得不付出。纵观我的这
节课，没有大量的练习，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结束了新课的学
习。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明算理掌握算法的过程中，在此过
程中出现了许多情况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并没有体现了学
生的主体性。所以，我觉得我对“精讲多练”的把握还欠缺。
“教学是一门缺憾的艺术”，缺憾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动
力，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会珍惜每一次锻炼的机会，
不断反思提升自已。

三、思考

通过对本节课的教学，我对新课改背景下的数学计算教学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比如：怎样教学才能避免课堂教学中的形
式主义？怎样让学生经历算法获得的过程？在计算教学中怎
样体现“算”“用”结合？在计算教学中怎样凸现算理与算
法？怎样让学生在课堂中获得更多的自主发展机会与空间？
相信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定能把我引入课改的更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