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法的初步认识讲课教案(精选7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乘法的初步认识讲课教案篇一

1.借助情境图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引入求几个相同加数和的
计算。

2.借助相同加数连加的计算，体会乘法的意义。

教学重点：

让学生经历几个相同的数相加的学习过程，初步理解乘法的
意义。

根据图意列出相应的加法算式，体会乘法的意义，体现算法
多样化。

谈话法，讲授法。

课本、电脑，实物投影仪。

一、创设情境。

师：同学们，你们喜欢魔术表演吗?

生：喜欢。

师：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精彩的魔术表演吧。



(出示主题图)

二、新授，解决问题。

1、初步感知画面。

师：多神奇的魔术表演啊，你都看到了什么?同学们这里会也
藏着很多奇妙的数学知识，不信大家仔细的观察一下。

2、提问题。

一共有多少朵花?一共有多少条鱼?一共有多少个灯笼?

3、解决问题。

师：小朋友们很了不起，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数学问题，
谁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生：2+2+2=6(朵)

第二题：4+4+4+4=16(条)

第三题：3+3+3+3+3+3=15(个)

师：同学们说得不错，请同学们观察一下这几个算式，你发
现有什么特点?

生：都是连加

生1：加数相同。

师：对每一题的加数都相同。2+2+2是几个2相加?

生：3个2相加，(依次说出后几个算式。)



师：请同学说一说20串灯笼的个数，怎么写算式?

生动手写：3+3+3+3……

师：你觉得写起来怎么样?

生：很麻烦。

师：怎么就不麻烦了?

生：用乘法。

师：你真爱学习。这个内容我们在下节课里学。

三、巩固练习

1、出示图：生说，师判断

2、出示图：师说题意，生填写，集体订正。

四、小结。

同学们，这节课你知道了什么?你觉得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五、布置作业。

提前预习下一课。

板书设计：

乘法的初步认识。

本节课我把教学重点放在了让学生自主提出问题、寻找解决
问题的策略上，引出多种不用的解决方法，然后着重认识几
个几连加。引导学生充分经历问题解决的过程，体验解决问



题策略的多样性，这样对学生思维的发展和解决问题能力的
提高都是非常有益的。

乘法的初步认识讲课教案篇二

1、结合具体情境，让学生初步懂得把相同加数求和的算式改
写成乘法算式，体会乘法运算的意义。

2、把加数相同的算式、乘法算式和按群数数的方法联系起来，
训练学生用按群方法来理解乘法运算的涵义，为学习乘法口
诀奠定基础。

3、让学生经历观察、操作、比较、归纳等学习数学的过程。

乘法的初步认识讲课教案篇三

2．教师总结：通过这节课学习，我们知道几个相同的数连加，
可以用乘法计算。写乘法算式时，要明确相同的加数是几、
有几个这样的加数，在这两个数中间写上乘号。读乘法算式
时，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读。这节课，每个小朋友都学了不少
新知识，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乘法的知识。

乘法的初步认识讲课教案篇四

1.结合具体情境，借助相同加数连加的计算，体会乘法的意
义，能根据加法算式列出乘法算式，知道乘法算式中各部分
的名称。

2.经历数与算的过程，体会乘法产生的必要性以及乘法与加
法之间的关系，感受乘法计算的简捷性，初步有符号感。

3.体验乘法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在个性化学习及交流中
获得成功的体验，初步形成合作意识。



4.初步学会运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现实生活，增强应用数学
的意识。

通过探究使学生理解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用乘法计算比较简
单。

教学难点：

能正确熟练地进行加法和乘法间的转化。

教学方法：

谈话法，讲授法，练习法。

课本、电脑，实物投影仪。

1.谈话引入。

师：同学们喜欢刘谦的魔术表演吗？魔术表演不仅非常神奇，
在魔术表演的过程中还隐藏着很多数学知识呢，我们今天就
来一起研究隐藏在魔术表演中的数学问题。

2.学生观察信息窗，搜集有关信息。

师：从舞台上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交流自己的发现。

3.引导学生提出数学问题。

师：看魔术师的表演，你能什么数学问题？

学生交流根据信息提出的数学问题。

初步思考：魔术师如果变得串数更多呢？比如8串呢？



3.明确探究问题。

学生说出算式，教师板书，在板书时，老师故意写成9个5相
加。

乘法的初步认识讲课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借助相同加数连加的计算，体会乘法的意
义，能根据加法算式列出乘法算式，知道乘法算式中各部分
的名称。

2.经历数与算的过程，体会乘法产生的必要性以及乘法与加
法之间的关系，感受乘法计算的简捷性，初步有符号感。

3.体验乘法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在个性化学习及交流中
获得成功的体验，初步形成合作意识。

4.初步学会运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现实生活，增强应用数学
的意识。

教学重点：

通过探究使学生理解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用乘法计算比较简
单。

教学难点：

能正确熟练地进行加法和乘法间的转化。

教学方法：

谈话法，讲授法，练习法。



教学教具：

课本、电脑，实物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

1.谈话引入。

师：同学们喜欢刘谦的魔术表演吗?魔术表演不仅非常神奇，
在魔术表演的过程中还隐藏着很多数学知识呢，我们今天就
来一起研究隐藏在魔术表演中的数学问题。

2.学生观察信息窗，搜集有关信息。

师：从舞台上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交流自己的发现。

3.引导学生提出数学问题。

师：看魔术师的表演，你能什么数学问题?

学生交流根据信息提出的数学问题。

二、师生合作探究。

2.初步感知加法算式的繁琐：魔术师变出了这么多宝葫芦，
在列式计算时你有什么感觉?

初步思考：魔术师如果变得串数更多呢?比如8串呢?

3.明确探究问题。



学生说出算式，教师板书，在板书时，老师故意写成9个5相
加。

学生发现老师的错误后帮助找出写错的原因。

4.小组合作交流，创造数学符号。

学生独立思考，然后在小组内交流。

全班交流。

学生讲述自己创造方法的想法，然后大家来比较每种写法的
优点。

5.引入乘法。

8×5=40或5×8=40

认识乘法各部分的名称、意义和读法。

引导学生观察加法算式和乘法算式，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

学生交流。

师生小结：乘法算式中一个因数是加法算式中的相同加数，
另一个因数是相同加数的个数。

师生一起用手势表示从加号到乘号的过程。

进一步让学生明确：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用乘法计算比较简
便。

三、练习拓展，巩固新知

练习1：根据魔术师的表演把写出的加法算式改写出乘法算式。



练习2：寻找生活中的乘法。

四、小结。

同学们，这节课你知道了什么?你觉得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五、布置作业。

提前预习下一课。

板书设计：

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用乘法计算比较简便。

教后反思：

(1)一星期有7天，3个星期有( )天。

(2)我们每天在学校的时间大约是6小时，一周(过双休)在校
学习时间大约是( )小时。

这两个题目可以说是拔高的题目，仍有大部分的同学做对了，
但也有老师讲解完还是不明白的同学，还需多进行生活实践
类题目的指导。

乘法的初步认识讲课教案篇六

1．教科书第46页的“做一做”。让学生先说一说图意，明确
计算“一共有多少个小朋友荡秋千？”的问题之后，独立填
写加法算式和乘法算式。然后，请几名学生说一说自己写的
算式和想法。给学习有困难的学生以启发。2．练习九的第1
题。先让学生独立完成，再组织交流。加法算式可能出
现2+2+2+2和4+4，请学生说一说自己的想法，说得有理，就
给予充分肯定。让学生在交流中进一步体会几个相同的数连



加，可以用乘法算。同时，培养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思
考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3．练习九的第2题。逐一出示乘法算式卡片，用齐读、分组
读不同形式，让学生练习乘法算式的读法。

4．练习九的第3题。让学生独立完成，可以直接填书上。完
成后同桌交换互相检查评价。

5．练习九的第4题。让学生先观察图，确定图下面两
个“（）”里分别填写数几，再根据图意填写乘法算式和读
法。让学生独立思考，填写。之后，同桌互相读一读填写的
乘法算式，并互相检查是否全填写正确。

乘法的初步认识讲课教案篇七

1．出示游乐场情景图。画外音：小朋友们到公园里见到过哪
些娱乐活动？我们来看这些小朋友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做
什么。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画面。

2．让学生观察画面，提出问题。

适当给予启发引导：有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坐小火车，这列
小火车上坐了多少人呢？

请学生自由发言，提出问题。

3．解决问题。

（1）算一算：小火车上坐了多少人？过山车上坐了多少
人？5个观缆车吊厢里有多少人？

（2）交流计算方法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