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数学找规律的教案(汇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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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
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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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数学找规律的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 在计数物品数量的活动中，初步了解学生对数数的理解情
况，使学生初步学会数数的基本方法。

2. 帮助学生了解学校的生活，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激发
学习兴趣。

3. 对学生渗透思想品德教育，并逐步养成仔细观察的良好习
惯。

教学重点：

初步掌握数数的方法。

教学难点：

能正确数出图中事物的个数。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情境图、实物。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提出问题

教师：学习数学首先要会数数，你会数数吗？那你能从1数
到10吗？数数看。

二、探索新知

1. 激发观察兴趣

教师（多媒体课件显示）：这是一所漂亮的小学校。今天是
开学的第一天，小朋友们高高兴兴地上学来了。大家来看看
这里都有一些什么呢？自己先看一看。

教师：把你看到的和你的同桌说一说。

教师：谁来说一说这幅图上都有些什么？还有什么？

2. 引导学生逐一数出数量是1～10的人和物

教师在学生随意说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按数目从小到大的顺
序数出图中的事物个数。

（1）数出数量是“1”的事物。

教师：同学们仔细看看，这里有几面国旗？（ 配合学生回答，
课件出示一面国旗图并加上圈。）

教师：一面国旗，就可以用数字“1”表示。（ 同时在图右
边对应贴出数字卡片“1”。）

教师：同学们再找一找，图中还有什么也可以用数字“1”来
表示？（一位老师、一栋教学楼、一个足球……）

教师根据学生的描述出示相应的图片，并告诉学生，它们都
可以用数字“1”来表示。（注意此时要帮助学生梳理语言，



培养学生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2）数出其他数量的事物。

教师：同学们再数数看，数量是“2”的东西都有什么呢？（
配合学生的回答，依次贴出教科书4～5页上的各图片及对应
的数字卡片。）

数数量是3以上的人或物时，可以让学生说说是怎么知道其数
量的。学生可能会回答“看出来的”或“数出来的”。教师
可以让数出来的学生到前面给大家数数看。数完后，可以让
全班同学发表意见，说说他数得对不对。

教师：同学们，你们发现这样数有什么好处吗？

教师：如果以后让你数数，你打算怎么数？（适时渗透小学
生应遵守的行为规范）

3. 认读1～10各数

（1）教师领读各数，同桌互相读一读。

4. 数身边的数

学生不会说的话教师启发：数教室里的数（如教室里有几扇
门？几扇窗？几盏灯？铅笔盒里有几支铅笔？一行有几个课
桌……）；数自己身上的数（如你有几只手？你有几只眼
睛……）。

5. 课后延伸

教师：下课后数一数校园里的事物，看看有多少。放学后，
再数数路上看到的或回家后家里的一些事物，把你的发现告
诉同学、老师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三、全课总结

教师：今天，我们数了漂亮的小学校里的人呀、花呀、树呀、
鸽子呀等好多东西，还数了教室里的门和窗等。希望同学们
做一个善于观察的好孩子。

一年级数学找规律的教案篇二

人口普查（亿以内数的读法、写法）

【知识点】：

亿以内数的读数方法。

含有个级、万级和亿级的数，必须先读亿级，再读万级，最
后读个级。（即从高位读起）亿级或万级的数都按个级读数
的方法，在后面要加上亿或万。在级末尾的零不读，在级中
间的零必须读。中间不管有几个零，只读一个零。

亿以内数的写数方法。

从高位写起，按照数位的顺序写，中间或末尾哪一位上一个
也没有，就在那一位上写0。

比较数大小的方法。

多位数比较大小，如果位数不同，那么位数多的这个数就大，
位数少的这个数就小。如果位数相同，从左起第一位开始比
起，哪个数字大，哪个数就大。如果左起第一位上的数相同，
就开始比第二位……直到比出大小为止。

国土面积（多位数的改写）

【知识点】：



改写以“万”或“亿”为单位的数的方法。

以“万”为单位，就要把末尾的四个0去掉，再添上万字；
以“亿”为单位，就要把末尾八个0去掉，再添上亿字。

改写的意义。

为了读数、写数方便。

森林面积（求近似数）

【知识点】：

精确数与近似数的特点。

精确数一般都以“一”为单位，近似数都是省略尾数，
以“万”或“亿”为单位。

用四舍五入法保留近似数的方法。

根据题中要求，看到所要保留位数的下一位，如果这一位满5，
则向前一位进一；如果不够5则舍去。而不管尾数的后几位是
多少。如精确到万位，只看千位，精确到亿位，只看到千万
位。最后一定要写出单位名称。

一年级数学找规律的教案篇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1-3页。

教学目标：

1.能辨认上、下、前、后这些方位，并用这些方位来描述物
体的相对位置。



2.能将自己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际，初步能在同一场所辨
认自己或他人所在的位置和方向。

3.积极主动地参与位置与方向的认知过程，体会位置和方向
在生活中的价值，发展学生积极学习情感体验。

教学重点、难点：正确辨别上、下、前、后的位置关系，体
验其相对性。

4.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教学过程：

一、联系生活，揭示课题

师：谁能告诉大家，在你的课桌上面放的是什么，桌子下面
又有什么？

学生自由说。

师：谁能帮老师数一数，你前面有几位小朋友，后面呢？

学生汇报。

板书课题：上下、前后。

二、新课

1.上、下

让学生用自己的话对主题图进行描述，并侧重引导学生
用“上”、“下”对物体的位置关系进行准确的描述。

学生独立完成课本的填空。



联系生活实际，学生用“上”、“下”描述身边事物的位置
关系。

２．前、后

让一组学生排成一纵队，指名描述小伙伴的位置，学会
用“前”、“后”来准确描述。

一年级数学找规律的教案篇四

教学总目标：

使学生认识自然数和整数，掌握十进制计数法，会根据数级
正确地读、写含有三级的多位数。

使学生理解整数四则运算的意义，掌握加法与减法、乘法与
除法之间的关系。

使学生掌握加法和乘法的运算定律，会应用它们进行一些简
便运算;进一步提高整数口算、笔算的熟练程度。使学生理解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比较熟练地进行小数加法和减法的'笔算
和简单口算。

使学生初步认识简单的数据整理的方法，以及简单的统计图
表;初步理解平均数的意义，会求简单的平均数。

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四则混合运算顺序，会比较熟练地计算一
般的三步式题，会使用小括号，会解答一些比较容易的三步
计算的文字题。

使学生会解答一些数量关系稍复杂的两步计算的应用题，并
会解答一些比较容易的三步计算的应用题;初步学会检验的方
法。



结合有关内容，进一步培养学生检验的习惯，进行爱祖国、
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唯物辩证观点的启蒙教育。

教学的主要知识及结构：

本册教材包括下面一些内容：混合运算和应用题，整数和整
数四则运算，量的计量，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小数的加法和
减法，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学法及能力培养的主要方向：

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一年级数学找规律的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

1、 让学生通过看和数了解画面的具体内容，引导学生感受
看和数是认识生活中的事物，是学习数学常用的方法。

2、 引导学生一件一件地观察场景中的主要物体，并分别数
出这些物体的个数，初步培养有条理地观察的习惯。

3、 让学生在自己探索与合作交流中观察、学习。

教学重、难点：让学生通过实践、探索、合作交流，掌握数
数。帮助学生解决认知过程中的困难。

教具：教学光盘或教学挂图、学具

教时：一课时

教学课程：

一、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二、 自己探索

1、 看图了解画图的内容，图上有些什么？分别在哪里？

2、 结合画面下的10幅小图观察，这10幅小图都是从场景里
提取的，让学生一件一件地观察场景中的主要物体，并分别
数出这些物体的个数。

3、 用圆点表示物体的个数。（圆点与物体有一一对应关系，
渗透着对应的思想。）

4、 第七、八、九、十幅小图中有圆点无物体，放手让学生
根据圆点个数，到情景图中找相应的物体。

三、 实物操作

分4人小组，由任意一个小朋友说出物体的个数，让其他3个
小朋友用圆点摆出表示的数。

四、 拓展运用

讲述：小朋友，已经学会了数一数，即1—10的物体的个数。
你能用1-10这10个数字中的其中一个数来说句话吗？在小组
内说说。

如：我有10个手指，我们小组有4人，等等。

五 小结

小朋友爱动脑，又爱动手，真不错，说说这节课你学会了什
么？

六、巩固深化

1、 游戏：火车钻山洞



讲述：刚才小朋友数数数得可真棒，现在我们一起去儿童乐
园玩玩。

游戏方法：我们分小组进行，两个小朋友手拉手抬起来，围
成山洞，请小组后面的几位同学当司机，前面报几，后面接
着往下报，如1、2、3，如果说对了，就发出呜呜声，说错了，
就“咔嚓”暂停，说对了再通过。

2、 数水果，摘水果

讲述：秋天来了，树上的果子都熟了，有苹果、香蕉等。去
数数吧，再把数出的结果告诉小朋友，说说你是怎么数的？
说对了就摘个水果送给你的朋友尝一尝吧！

七、总结评价

教后记:1 学生对看图数数很有兴趣,并能根据图说话,掌握了
数数的技能。

2 对于事物与图的对应（点的对应）不太清楚。

3 学生还不太能按一定的顺序和方向数数。

一年级数学找规律的教案篇六

【字体：小 大】【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教学目标 ：

1、初步经历从场景图中抽象出数的过程，初步认识按顺序数
数的方法；

2、初步经历运用点子图表示物体个数的过程，初步建立数感



和一一对应的思想；

3、初步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事物，渗透应用意识；

4、在他人的帮助下，初步体会数学的意义与乐趣。

教学重、难点：

初步经历从场景图中抽象出数再用点子图表示数的过程，初
步认识按顺序数数的方式。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等

教学过程 ：

创设情境  兴趣的产生

谈话：小朋友们都爱玩，你们最想到哪儿去玩呢？这节课老
师要带我们班小朋友到儿童乐园。（学生闭上眼后再睁开双
眼的同时，课件出示儿童乐园情境图）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尤其是刚刚升入一年级的学生对于第一
节数学课，以儿童乐园游玩作引子，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兴
趣，从上课开始便能全心投入，进入一个最佳学习状态]。

自主探索  兴趣的维持

1、初步感知

（1）提问：在儿童乐园，你看见了什么？

分小组交流后集体交流

（2）描述：灿烂的阳光下，绿树成荫，鲜花怒放，鸟儿欢快
的歌唱，蝴蝶快乐的飞舞，小朋友们玩得多开心呀，他们有



在骑木马，有的在荡秋千，有的在坐小飞机，有的在滑滑梯。

[情感是课堂教学的催化剂，声情并茂的语言渲染，能激起学
生的情感共鸣，深切体验教师的可亲，课堂的可爱]。

2、数数交流

（1）提问：儿童乐园里有好多东西，你能数出它们各有多少
个吗？

（2）学生先自己数一数，再数给同桌听。

（3）选几名学生做向导，带领其余小朋友按顺序数数。

3、总结方法

（1）展开讨论：怎样数数才能又对又快？

分小组讨论后集体交流

（2）小结并强调一个一个按顺序数。（从左往右，从上往下
等）

4、抢答练习

（1）提问：1个……学生接：1个滑梯；2架……，学生接2架
秋千……（课件演示，从主题场景中逐个抽取10幅片段图）

（2）自己看图说图意如：3架木马……

5、点子图表示数

我们可以用一些最简单的符号表示物体个数，你想用什么表
示？我们就用点子图表示好吗？1个滑梯用1个点子表示（演
示出现1个点子）



怎样表示秋千的个数？为什么？怎样表示木马、飞机的个数？
你还有什么想法？（让学生充分地说）

三、寓教于乐  兴趣的体验

过渡：小朋友，美丽的校园就是我们的乐园，让我们一起到
儿童乐园中去玩吧！（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校园）

找找数娃娃

美丽的校园藏着许多数娃娃，你愿意找到它们吗？

找到后与好朋友（包括老师）交流。

练练点子表示数

（课前创设好特定场景）

1位白雪公主、2条手帕、3个蘑茹、4朵花、5只篮子、6个苹
果、7个小矮人、8只茶杯、9只梨、10只小碗。

[童话般的美丽场景，学生喜爱的童话人物，学得生动，练得
有味]。

四、总结提升  兴趣的延伸

谈话：数学与我们的生活紧紧相连，每一个数学王国的成员
都正眨着智慧的眼睛看着我们，你们想与它们交朋友吗？你
打算今后怎样做？学生自由谈论。

一年级数学找规律的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1、联系生活实际，体会生活中的大数，感受学习大数的必要



性，激发学习教学的兴趣。

2、通过 “数一数” “说一说”等活动，对大数有具体的感
受，发展数感。

3、通过活动，对计数单位“千”有进一步的了解，并知道单
位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 ：

感受大数，发展数感，体验数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难点：

学生自主探索认识“一千”

教学准备：

课件、每人准备100粒黄豆

教学设计：

一、复习导入

1、10个一是（ ）

2、10个十是（ ）

3、一个三位数从右边数第一位是（ ）位。第二位是（ ）位。
第三位数是（ ）位。

二、探究新知

1、师出示一小桶黄豆，请同学们估一估有多少粒豆子？



生自由发言。

2、如果想知道有多少粒豆子，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和你的同
桌讨论一下。

师：有没有的方法？（先数出十粒，再分出十个这么多放在
一个杯里，大约就是一百，然后再盛十个这么多就是一千了。
）

学生用总结的方法再试一遍，感受一下一千粒豆子有多少。

三、律动（我们来交换）

仿照21页第7题小组游戏

3、师：在我们身边找一找还有哪些可以用一千表示呢？请同
学们把数学书合上，这本书大约有50张纸，几本摞起来会是
一千呢？（学生独立思考）

4、出示10个这样由100个小正方体组成的正方体（课件显
示）。

5、出示一张有100个笑脸的贴纸，几张笑脸可以呈现一千个
笑脸。板书（10个一百是1000）

四、巩固练习

1、我们数数到900时，10个一百是多少？

（出示课件：*广场周年庆典情境）

4.完成21页第5题

五、课堂小结



师：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大数，你们有什么收获呢？

一年级数学找规律的教案篇八

多数学生已有数数基础,教学时在这基础上,运用一些图片等
直观教具,学学习数数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数学和运用数学
的兴趣.

二,单元教学目标:

1 通过数数活动,初步了解学生的数数情况,使学生初步学会
数数的方法.

2 帮助学生了解学校生活,激发学生数学的兴趣,渗透思想品
德教育.

3 通过数学校的花草树木,教育学生要保护学校的花草树木.

三,单元学习内容的前后联系

先学习数数,在数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比多少,比长短和比
高矮.

四,教学重点,难点

通过数数活动,初步了解学生的数数情况,使学生初步学会数
数的方法.

五,单元评价要点

数数.

六,各小节教学目标及课时安排

本单元计划课时数: 1 节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计划

课时 授课

日期 备注

教科书第2 5页内容 1,通过数数活动,初步了解学生的数数情
况,使学生初步学会数数的方法.

2,帮助学生了解学校生活,激发学生数学的兴趣,渗透思想品
德教育.

1 9月5日

单元测试

测试情况

反馈

合 计

第一册 第二单元《比一比》教学计划

骏景小学数学科 一年级备课组

一,学生学习情况分析:

学生在入学前,通过对各种物体的感知,已经积累了有关比多
少,比长短,比高矮的感性经验.学生通过操作,初步知道同样
多 ,多 ,少的含义,引导学生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比较物体的多
少.初步感知长 ,短 ,高 ,矮的含义,引导学生学会比较物体
长短,高矮的方法.

二,单元教学目标:



1,使学生通过操作,初步知道同样多 ,多 ,少的含义,会用一
一对应的方法比较物体的多少.

2,使学生通过观察,操作,初步感知长 ,短 ,高 ,矮的含义,学
会比较物体长短,高矮的方法.

3,培养学生互相合作精神和用数学的意识.

4 通过比较教室花草的数量,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

三,单元学习内容的前后联系:

四,教学重点,难点

1,使学生通过操作,初步知道同样多 ,多 ,少的含义,会用一
一对应的方法比较物体的多少.

2,使学生通过观察,操作,初步感知长 ,短 ,高 ,矮的含义,学
会比较物体长短,高矮的方法.

五,单元评价要点

比多少,比长短, 比高矮的方法.

六,各小节教学目标及课时安排

本单元计划课时数: 2节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计划

课时 授课

日期 备注

比大小,教科书第6---8页 1, 使学生知道同2, 样多 的含义.



3, 初步会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比较物体的多少,4, 知道 多 ,
少的含义.

比长短,教科书第9,10页,做一做及练习一的第5,6,8题. 1,
使学生通过观察,操作,2, 初步感知长 ,短 高 ,矮的含义,3,
学会一般比较物体长短和高矮的方法.

4, 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观察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5, 培养学生爱护学具的良好习惯,6,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 9月7日

单元测试

测试情况

反馈

合 计

第一册 第三单元《1 5的认识和加减法》教学计划

骏景小学数学科 一年级备课组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数已经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在这一阶段通
过让学生初步经历从日常生活中抽象出数的过程,初步尝试选
择恰当的方法进5以内数的口算.

二,单元教学目标:

1,使学生能认,读,写5以内各数,并注意书写工整.会5以内各
数表示物体的个数和事物的顺序,会区分几个和第几个.

2,使学生掌5以内数的顺序和各数的组成.



3,使学生认识符号=的含义,知道用词语(大于,小于,等于)来
描5 以内数的大小.

5,直观认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
和圆形.

6,初步了解分类的方法,会进行简单的分类.

7,初步认识钟表,会认识整时和半时.

8,体会学习数学的乐趣,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建立学好数学
的信心.

9,认真作业,书写整洁的良好习惯.

10,通过实践活动体验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三,教学具体措施

1,运用图片等直观教具和学具,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2,创设学生熟悉的环境,以帮助学生理解数学概念,构建有关
的数学知识.

3,安排生活中的数等联系实际的内容,为学生了解生活中的数
学,体验用数学的兴趣.

4,以学生已有的经验为基础,让学生自己动手,从实践中总结
出学习的方法.

四,教学进度

小学数学(人教版)第一册教学进度安排表

单 元 教参建议课时数 计划



课时数 周 次 备注

一,数一数 1 2 第二周

二,比一比 2 3 第三周

三,1 5的认识和加减法 10 12 第四周---第五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