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马路上的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
文，方便大家学习。

马路上的教案篇一

数学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信息化的社会，要求学生加
强收集信息的`能力，重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使学生养成主动深入地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生活，用数
学的头脑去思考问题，通过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
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数学课程的生活化、社会化和
实用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节课，课堂气氛较好，学生学得积极主动，知识的获得
与情感体验同步进行，教学较为成功。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
面：

《课标》强调数学教学要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出发，
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
用的过程。《回家路上》这一课是让学生复习乘法的意义和
应用2——5的乘法口诀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教材用一
些小动物放学回家的画面展现了许多数学的信息，采用“你
问我答”的数学游戏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为此，教学时，我主要是让学生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学习
中获取知识。首先，我根据学生喜欢听故事的特点，以讲故
事的形式呈现图中的信息，然后让学生用语言表述自己的所
见，再在小组内采用“你问我答”的游戏方式，根据画面提
出数学问题并且运用学过的乘法口诀解决这些问题。学生兴
味盎然，积极思考发问并认真解答。如生1问：船上共有多少
只小动物？生2列出算式：4x4，生3说：我们可以利用“四四十



六”这句口诀来算出它的得数。生4问：草地上有多少朵花？
生5列出算式：5x2，生6：利用“二五一十”这句口诀就知道它
的得数了，不用再一个一个或两个两个地数了，真方
便。……画面上的内容，学生真是无所不问啊！都能根据乘
法的意义来列式的，并且都能正确运用学过的口诀来计算得
数，这真是我意料不到的。我觉得这样做不仅使学生加深对
乘法意义的理解，熟练应用2——5的乘法口诀来解决实际问
题，感受到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有数学，学好数学是非常重要
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合作交
流、口头表达等能力。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都是以学生为主，为学生提供了广阔
的活动空间，给学生广泛参与的机会和发展的余地。整个教
学过程都是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再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设计练习时，我注意到学生情感方面的问题，特地设计了
题型丰富、形式多样的练习，激发学生自主活动的积极性。如
“听歌曲找信息”、“我帮动物找朋友的游戏”、“看视频
读口诀”、“计算书籍”、“拍手游戏”等游戏。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我不仅让学生充分、主动、积极表现自我，同时
也注意用语言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让学生获得一种积极的
情感体验，爱学、乐学，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马路上的教案篇二

由于今天上课的内容是对已学过的乘法口决进行巩固，没有
新知识的教授，所以利用早读时间我先让孩子们诵读已经学
过的乘法口诀，然后独立完成今天新课里的所有练习题，再
利用第一节课的时间进行新课主题图的教授。

今天上课的内容是《回家路上》，回家的路上涉及到安全问
题，现在三令五申、反复强调的也是安全问题，于是我借助
教室后黑板报的“行走须知”让同学们转过身去阅读一番，
然后对孩子们进行“安全教育”，最后再导入新课。既将安
全教育渗透到课堂上，还导入了新课，这样的方式孩子们非



常喜欢，充分调动了课堂气氛。

《回家路上》的主题图蕴涵的数学问题非常多，因为教材里
其他应完成的内容都完成了，所以整节课的时间都用来充分
地挖掘主题图里所蕴涵的知识点。

一整节课下来，孩子们提出了十几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而
且提出来的数学问题表达都非常完整，每一个问题的提出，
随后都马上得到了解决，还能正确地阐述其中的含义——几
个几相加．全班参与面非常广，气氛非常活跃，到下课铃响
了以后，孩子们还不肯下课，争着抢着举起小手来还想再提
出一个数学问题，于是，我让他们还有问题的下课与老师进
行单独交流，没想到下课后真的都围了过来，抓着我不放。

课后，我问孩子们是不是很喜欢今天这节课，孩子们都说一
幅图里能提出这么多问题，太有意思了！

马路上的教案篇三

转眼间已经教到“乘法口诀（一）”中的“回家路上”了。

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专门编了一个童话故事引入课程，小
动物们放学了，他们好高兴啊……，学生在听着故事的时候
不自觉地被引入了“数”里，纷纷提出自己的数学问题和解
题思路，整堂课都是围绕着图里的内容展开，虽然看起来学
的东西很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学会了观察与思考，
并且能很正确的用自己的语言陈述自己的思路，我觉得这样
对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组织语言是一个很好的办
法，同时故事方式的课堂学生的学习兴致非常浓。

学生不一定能直接提取有价值的数学信息，对于学生的汇报，
教师适当给予肯定的同时，要着重引导学生从数学角度去观
察。如何引导学生从数学的角度观察情境、提取信息，是本
环节的关键。由此让学生根据乘法的意义提出数学问题，运



用乘法的知识，解决数学问题。让学生从观察中感悟到。

一向喜欢数学的笑笑，她看得很仔细，她看到了鱼，还发现
河里有四群鱼，每群都有三条，于是她在想：河里一共有多
少条鱼？这样，引导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全图，并提出
数学问题。

单一的数学计算和练习不仅使学生感觉枯燥，而且不利于长
期记忆。创设丰富有趣的活动情境，能化枯燥为生动，有利
于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使学生在比赛、游戏、模拟生活情
境等活动中，自觉主动地运用、巩固数学知识、提高效率。

马路上的教案篇四

这一节课，课堂气氛很好，学生学得积极主动，教学较为成
功。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

《回家路上》这一课教学时，我主要是让学生在自主探索、
合作交流学习中获取知识。我根据学生喜欢听故事的特点，
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图中的信息，然后让学生用语言表述自
己的所见，再在小组内采用“你问我答”的游戏方式，根据
画面提出数学问题并且运用学过的乘法口诀解决这些问题。
学生兴味盎然，积极思考发问并认真解答。

2、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都是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再探索出解
决问题的方法。在设计练习时，我注意到学生情感方面的问
题，特地设计了题型丰富、形式多样的练习，激发学生自主
活动的积极性。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不仅让学生充分、主
动、积极表现自我，同时也注意用语言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
让学生获得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爱学、乐学，树立学好数



学的信心。

马路上的教案篇五

生活中不乏观察的眼睛，品生课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这
是我在上这节课后最深的一个感触。

课上，在跟着可可、乐乐的录音与照片一起从家到学校的整
个路线展示后，绝大多数的孩子就已经能看着图，完整地把
上学路线说的清清楚楚。

就上学路上一些孩子的行为做辨析时，孩子们的思维可活跃
了，他们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为是不正确的，会引起怎样的后
果。会被老师批评，会被同学笑话，会拿不到奖励卡，会得
不到奖品……，千奇百怪的答案引人发笑，也让人深思。孩
子的自尊心其实很强，他们不喜欢被老师批评，也不希望被
别人嘲笑。

在认识交通标志时，孩子的知识超出了我的想象，有些标志，
孩子看过就反应过来，还能说出是在哪看到的呢！这让我看
到了孩子细腻的心思，谁说生活不缺美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这些孩子让我看到了最真的心、最亮的眼。

反倒是我自己，以前一直觉得孩子的多动多言很不好，现在
突然发现，活跃的气氛，肢体语言的表达很有效果，可以让
孩子把一些知识在游戏中、在娱乐中、在放松中理解、渗透
和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