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青岛版小学数学二年级教案(大
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
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青岛版小学数学二年级教案篇一

教学内容：苏教版数学第三册第85页的例题，完成“试一
试”及“想想做做”第1——3题。教学目标：

1、让学生学会读连乘、连除、乘除混合式题，掌握运算顺序，
并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2、让学生通过连乘、连除、乘除混合的计算，进一步熟练表
内乘、除法计算。

3、培养学生的计算情感，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教学重点：掌握运算顺序，能正确地进行计算。教学难点：
正确地算出第二步的计算结果。教学具准备：课件，小红旗。

一、复习铺垫，导入新课

1)请小朋友口算并说说对应的口诀：

7×5= 6×4= 49÷7 = 8×3= 48÷6 = 45÷9 = 9×3 =
40÷8 = 2）请你计算并说说计算过程（说先算什么，再算什
么）：

3+5+6 = 9-3-4 = 15-7+9 = 提问：这些是我们学过的连加、
连减和加减混合的运算，要几步计算？都是按怎样的顺序一



步一步计算？（按从左往右的顺序）

齐读：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运算，都要按从左往右的顺序
依次计算。

二、探究交流，掌握新知

（2）指名读，齐读：（读作“2乘3再乘4”）

面，然后再用6和右边的4计算，6×4=24，也就算
出2×3×4=24，把得数写在等于的后面（教师完成板书）

2、教学例题2（1）小花猫还有一道题要你们帮忙：36÷4×3
这道算式里既有除法，又有乘法，是——乘除混合。

（2）谁愿意读读这个乘除混合运算？要按什么顺序读？（指
名试读，“36除以4再乘3”）齐读。

（3）你们想到怎么算了吗？（与同桌交流，试着说说先算什
么，再算什么？同桌发现问题要帮助纠正）

（4）全班交流，指名回答

追问：9是怎么算出来的？然后呢？（教师完成板书）

追问：你们同意吗？谁再来说说你是怎么算的？（指名说）
（4）概括算法。

比较：这两道算式计算过程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小结：像连乘、乘除混合这样的算式，都要从左往右依次计
算。计算时先算出第一步的得数，再用这个得数去算第二步，
得出题目的结果。

小朋友们非常的热心，帮助小花猫解决了难题，小花猫也明



白了：连乘、乘除混合这样的算式，只要从左往右依次计算
就可以(课件)

3、完成“试一试”

小朋友们真爱动脑筋，小熊要来考考你们，出了两道题（1）
出示：48÷6÷2 8×3÷6 指名读题，说明第一道算式是连除，
第二道算式是乘除混合。（2）学生尝试。

学生在课本上独立尝试、完成计算。完成好同桌相互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帮助纠正

全班交流。（先读一读算式，再说说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4、小结运算顺序。

三、反馈完善，巩固内化

现在我们去动物王国的聪明屋去看看有什么发现吧

2、仔细观察错在哪里？怎么改？

18÷2×3=3 2×4×4=16 63÷9÷7=49

3、小朋友观察真仔细，小动物奖给你们三个大蛋糕，每个蛋
糕有三层，每层上面都有一个算式，就在我们的书本85页，
完成“想想做做”第1题。

（1）要求一组一组题计算。

指出：第三道题是按上面两题的顺序算的，上面的两个一步
计算算式综合成了下面的一个两步计算算式，上面两道一步
计算时下面一道两步计算的分解，比如3×3×5就是先算3×3
再算9×5；24÷4×8就是先算24÷4再算6×8。



4、现在我们去智慧宫玩一玩（课件）口答

5、完成“想想做做”第2题。

独立完成在练习本上。交流得数，有错误的订正。

6、我们知道（课件）„„下面来进行闯关游戏：

第一关、开火车钻山洞，可不要出故障，山洞里可是危险的！
第二关、玩玩跷跷板，明白题目的意思吗？ 第三关、找规律,
正方形中间有一个数，四个角有四个圆圈有四个数，观察发
现了什么规律？（有说乘法口诀的，有说乘法算式的）

第四关、游戏：夺红旗（“想想做做”第3题）（1）学生游
戏。

谈话：大家刚才表现非常好，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参加“抢
红旗比赛”咯。同桌左边的同学做左边的题（从下往上依次
完成），右边的同学做右边的题，谁先做完谁就抢到红旗。
学生计算，比比谁抢到了红旗。

谈话：我们再比一次，同桌左边的同学做右边的题，右边的
同学做左边的题，这回看谁能抢到红旗。

学生计算，比比谁抢到了红旗。（2）校对得数。

谈话：刚才有的小朋友是抢到红旗了，真不错！不过，现在
要检查一下你算得对不对呢。现在校对得数，如果你错得比
同桌多，红旗可要让出来哦！

校对得数，（指名同桌两人轮流说一题），评比抢到红旗的
结果。

四、回顾内容，课堂总结。



提问：今天学习了什么？你有哪些收获？

你觉得今天学习的乘除两步计算的运算顺序和以前学过的什
么知识是一致的？

是啊，数学知识前后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小朋友一定要认真
学习，为以后的数学学习打好扎实的基础。

青岛版小学数学二年级教案篇二

教材分析：

二年级的孩子，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对直角有了初
步的模糊的认识。本节课教材首先呈现三个学生身边的生活
物品——数学书、黑板、三角板，用红线在物品上描出直角，
让学生直观认识直角;通过“比一比，认一认”、“折一折，
画一画”等多种活动，让学生进一步体会直角锐角钝角的特
点，加强对这三种角的认识。

教学目标：

1、结合生活实例，经历从实际物体中抽象出直角的过程，直
观认识直角，初步发展空间观念。

2、会借助三角板辨认直角、锐角、钝角。

3、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教学重点：

认识直角、锐角和钝角，会借助三角板判断三种角。

教学难点：



掌握直角、锐角和钝角的画法。

教学准备：

课件、三角板、卡纸、活动角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认识了图形王国中的一位新朋友，
它是谁呀?

生：角。

师：你都知道哪些关于角的知识呢?

生1：角有一个顶点，两条边。

生2：角的大小与边的长短无关，与角的张口的大小有关，张
口越大角就越大，张口越小角就越小。

生3：画角方法：先画顶点，再从顶点向不同的方向画两条边。

师：看来角真的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2、课件出示图片。

师：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你能找出它们里面藏
着的角吗?(学生观察并指认。)

课件演示从图中抽离出直角。

(让学生经历从实际物品上描出直角的过程。)



教师告诉学生：这些都是直角。

二、探究新知

1、认识直角

(1)认识直角符号。

(2)肢体语言表示直角。

师：请大家闭上眼睛，你能想象出直角的样子吗?你能用身体
做出直角吗?请学生上台展示。

2、判断直角

方法一：直观判断直角。

方法二：借助三角板辨认。

(设计意图：教师重点示范方法，通过用三角板中的直角比一
比，这是对直接观察的一种验证，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严密
性与准确性。)

3、找一找直角。

师：我们的教室哪里还有直角?说一说。

比一比你找到的直角的大小，你发现了什么?

(通过测量，得出结论：所有的直角一样大。)

4、用活动角摆直角。

5、认识锐角和钝角。



师：比直角小的角，叫锐角;比直角大的角，叫钝角。

6、感受三种角的大小关系。

师：如果将这三种角按大小排队，怎么排?

(学生独立思考完成，可以从大到小排列，也可以从小到大排
列，最后集体交流。)

三、游戏延伸

游戏要求：说出老师用活动角变出的角的名字。

(1)判断锐角。

教师用活动角做出锐角，并逐渐变大，但仍然是锐角。

得出：锐角有大有小，但再大都比直角小。

(2)判断直角。

变出直角，用三角板比一比。

得出：直角都是这么大。

(3)判断钝角。

教师操作，得出结论：钝角有大有小，但再小都比直角大。

四、动手操作。

1、用纸折出三种角。

2、画三种角。



(教师示范，学生独立完成，巡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指
导。)

五、总结思考。

师：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六、作业：

课本第66页第1、2题。

青岛版小学数学二年级教案篇三

二、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操作活动，让学生初步认识轴对称图形的基本
特征;能够判断哪些图形是对称的，并画出对称轴。

2、使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得到培养，同时感受对称图
形的美。

三、教具、学具准备：课件、长方形、正方形和圆的各色彩
纸。

四、教学重难点：能够辨认对称图形，并能画出对称轴。

五、教学过程：

(一)情景引入(听小故事)

(二)认识对称图形

1、认识轴对称图形的特征

这里还有一些对称图形，还有一些剪出来的。(飞机、鱼、



龟)

2、动手剪对称图形

(讨论怎样才能剪出对称图形)

a、师示范剪对称图形

b、学生动手剪对称图形，(画一画、剪一剪，剪出一个自已喜
欢的对称图形)

c、学生展示自已剪的对称图形

(三)认识对称轴

认识对称轴(每个对称图形中间都有一条折痕，你能不能给这
条折痕取一个名字?)对称轴(师画虚线)

(四)巩固练习

1、欣赏对称图形(你能列举生活上的对称图形吗?)

2、p68(做一做)这里还有一些图形，请你判断;画出它们的对
称轴。(小鱼的对称轴在那)对称轴有横的、还有竖的)

3、p70第2题(4人小组)折正方形、长方形、圆形各有几条对
称轴?并画出来。

4、p70第3题，画出对称图形的另一半。

(五)总结：这节课的学习，你学习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