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数加法和减法教案人教版(实用9
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数加法和减法教案人教版篇一

2、使学生在探索与交流的活动中，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
性，增强优化意识；逐步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的
意识，体验学习数学的成就感。

教学内容

1、 口算

用卡片出示练习九的第1题，指名口答。

2、出示例3中的四种文具。

如果让你任意购买其中的两种文具，你想买哪两种？你会计
算出所需要的钱数吗？

1、出示例3

这四种文具，小华各买了一件，他一共用了多少元？解答这
个问题可以怎样列式？

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板书：

2、 引导学生探索算法



你会计算这道题吗？先算一算再把你的计算方法在小组内交
流。

学生独立计算，注意选择学生采用的不同的方法，并指名板
演。

进一步追问用简便算法的学生：你这样算的依据是什么？

4、 小结：整数加法的运算定律，对于小数加法也同样适用。
应用加法运算定律可以使一些小数加法的运算简便。这就是
我们今天研究的内容。

我们以前学习过哪些加法的运算定律？

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加法交换律：

加法结合律：

这里的字母 a、b、c可以表示怎样的数?

指出:因为整数加法运算定律对于小数加法同样适用，所以这
些字母公式里字母所表示的数的范围既包括整数，也包括小
数。

1、完成““练一练””的第1、2两题

先让学生独立完成，再让学生说说怎样算简便

4、 完成练习九的第2题

学生练习

比较每组算式的计算过程和结果，你有什么发现？



指出：整数减法的一些规律小数减法里同样适用，也能使一
些计算简便。

5、 完成练习九的3～5题

先让学生独立完成，再交流第4、5题的思考过程，说出每一
步计算结果的实际意义

教后记

在探索与交流的活动中，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增强
优化意识；逐步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的意识，体
验学习数学的成就感。

小数加法和减法教案人教版篇二

1.使学生体会小数加法和减法的意义，初步理解和学会小数
加、减法的计算方法，认识小数加、减法与整数加、减法在
计算方法上的联系。

2.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类比推理和分析、综合等思维能力。

一、复习铺垫

1.学生练习。

指名两人板演，其余学生做在练习本上。

提问：整数加法是怎样的运算?

整数减法是怎样的运算?

检查计算结果，提问：整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是什么?为什
么要把相同数位对齐?



2.指出：在整数加、减法里，相同计数单位的数才能直接相
加减，所以要把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相加减。

这是加减计算的基本原理。(板书：相同计数单位的数才能直
接相加减)

3.口答：

(1)2元3角加4元5角是几元几角?

(2)2角5分减1角2分是多少?

结合学生的口答，提问是怎样算的。强调在加减法里，要把
单位相同的数相加、减。

追问：2元加3角等于多少?如果等于5元对吗?为什么?

4元减3角等于1元对吗?为什么?

指出：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只有单位相同的数才能直接
相加减。

二、教学新课

1.引入新课。

我们已经知道整数加法是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整
数减法是已知两个数的和与其中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的
运算。同时也已经知道，在加减法计算里，只有单位相同的
数才能直接相加、减，也就是要把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减。
今天我们就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学习小数加法和减法。(板
书课题：

2.教学例1。



(1)出示例1的图和题，读题。

提问：这道题要求什么?用什么方法计算?怎样列算式?

(板书算式)为什么要用加法算?

指出：求一共用去多少元，就是要把圆珠笔的钱数和笔记本
的钱数合并起来，所以用加法算。

(2)教学小数加法计算。

2.58加3.15要怎样算呢，我们可以把2.58元和3.15元化
成“分”为单位的整数来算。

想一想，2.58元是多少分?(板书：258)3.15元呢?

(板书：315)在列竖式计算时，要分对分、角对角、元对元相
加。(板书：元  角  分，并板书加号和横线)

接下来要怎样算?(完成竖式计算)结果一共用去多少分?是多
少元?

指出：因为做加法时只有单位相同的数才能直接相加，所以
两个小数相加时，也要把相同数位对齐。在列竖式时，只要
把小数点对齐，相同数位就对齐了。

(板书小数加法竖式)

指出：把小数点对齐，也就是把相同数位对齐后，再把两个
数相加，然后对齐横线上的小数点，在得数里点上小数点，
就可以算出小数相加的结果。

横式的结果是多少元?(板书得数和答案)

追问：谁能根据例1的计算说一说，小数加法要怎样算?



小数加法和整数加法在计算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你觉得小数
加法的关键是什么?

小结：小数加法和整数加法一样，都是把相同数位对齐，在
小数加法里就是把小数点对齐，从低位加起；哪一位相加满
十，就向前一位进一。最后要对齐横线上的小数点，在得数
里点上小数点。

3.做“练一练”第1题。

指名三人板演，其余学生做在练习本上。集体订正，让学生
说说计算时要注意什么

4.教学例2。

(1)出示例2，读题。

提问：这道题与例1相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是已知
怎样的数，求哪一个数? 与例1相比，例2是已知圆珠笔和笔
记本钱数的和，以及笔记本的钱数，求圆珠笔的钱数，也就
是已知两个数的和与其中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要用什
么方法计算?怎样列算式?(板书算式)

算式5.73减3.15表示已知怎样的数，要求什么数?

与例1相比，例2是已知圆珠笔和笔记本钱数的和，以及笔记
本的钱数，求圆珠笔的钱数，也就是已知两个数的和与其中
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要用什么方法计算?怎样列算
式?(板书算式)

算式5.13减3.15表示已知怎样的数，要求什么数?

(2)教学小数减法计算。

想一想，你能把小数5.73元减3.15元改写成“分”为单位的



整数计算吗?怎样列竖式?(板书：略)

请大家一起算出得数。(完成竖式计算)

提问：算出的结果是多少分?是多少元?

这里的计算说明列竖式时要注意什么?直接用小数相减的竖式
要怎样列?(板书竖式)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算出得数。(板书完成竖式计算)

提问：结果应该多少元?小数点要怎样点?

在横式上写得数并板书答案。

(3)提问：

小数减法与整数减法在计算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结果的小数
点要怎样点?

小结：小数减法与整数减法一样，都是把相同数位对齐，在
小数减法里就是把小数点对齐，从低位减起；哪一位不够减，
就从前一位退一作十再减；最后要对齐横线上的/j、数点，在
得数里点上小数点。

5.做“练一练”第2题。

指名三人板演，其余学生做在练习本上。集体订正。

让学生说一说小数减法要怎样算。

6.完成“试一试”。

让学生看“试一试”两道题。



指名两人板演，其余学生做在课本上。集体订正。

说明：在小数计算的得数里，如果小数部分末尾有。时，一
般可以根据小数的基本性质把。去掉，将小数化简。

7.做“练一练”第3题。

指名三人板演，其余学生做在练习本上。

集体订正，重点提问第一、三小题怎样算的。

三、巩固练习

1.做练习二第1、2题。

让学生做在课本上，然后口答得数。

2.口算下面各题。

追问：你认为小数加、减口算时。特别重要的是要注意什么?

四、课堂小结

这节课学习了什么内容？计算小数加减法的关键是什么？为
什么要把小数点对齐？

五、布置作业 

课堂作业 ：练习二第3、5题。

家庭作业 ：练习二第4题。

小数加法和减法教案人教版篇三

(一)使学生理解小数加、减法的意义，掌握小数加减法的计



算方法，并能较熟练地进行小数加、减法的笔算和口算。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习惯，提高计算能力。

(一)理解小数加、减法的算理，掌握其计算法则是教学重点。

(二)位数不同的小数加、减法计算，是学习的难点。

(一)复习准备

1.下面各数不改变大小，变成三位小数。

8.9 0.4 2 13.4600

2. 填空。

3.375千克=( )克 7.81千克=( )克

4.075千克=( )克 3.4千克=( )克

3.口算。

0.4+0.3 2.5－1.4 1.28+1.21 4.6－3.2

8.75－3.74 4.5+5.5 456+344 125－25

2.引入。

我们今天学习小数加、减法的意义及计算法则。(板书：)

(二)学习新课

1.学习例1。

在学生理解题意的基础上，提问：应该怎样计算？为什么用



加法计算？

引导学生说出要把两个小队的千克数合并成一个数。

板书：3.935+4.075

教师说明，我们学过整数加法的意义是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
数的运算，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小数加法的意义和整数加法
的意义一样，也是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

提问：竖式怎样写？(学生可能会说出小数点对齐)

为什么要小数点对齐？

引导学生把以千克作单位的小数改写成以克作单位的整
数，3.735千克是3735克，4.075千克是4075克。

整数加法怎样计算？(把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从个位加
起。)

为什么要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呢？(相同的计数单位的数才能
相加。)

板书：

那么小数加法也要相同的计数单位的数才能相加，怎样才能
使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呢？引导学生说出，只要把小数点对
齐，就能使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

板书：

启发学生想，得数7.810末尾的0能不能去掉？为什么能去掉？

在学生明确7.810末尾的“0”根据小数的性质可以去掉后，
再告诉学生以后计算遇到小数末尾得0“时”要去掉。



反馈：完成 “做一做”。

订正时说说怎样计算的。

启发学生想：小数加法和整数加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
么不同的地方？在议论的基础上，明确：

相同的地方都是把相同的数位对齐，小数加法只要把小数点
对齐就是相同的数位对齐。不同的地方，整数加法是从个位
加起，小数加法是从低位加起。

2. 学习例2。

引导学生把例2与例1对比，说明已知什么，求什么。(已知两
个小队采集的和，及第一小队采集的千克数，求第二小队采
集的千克数。)

启发学生说出这道题用什么方法计算？(用减法计算)减法是
一种什么样的运算？(已知两个加数的和与其中的一个加数，
求另一个加数的运算叫做减法)说明小数减法的意义和整数减
法的意义相同。

怎样计算？

引导学生先把千克数改写成克数计算。

学生算出：

如果用小数怎样计算？

学生独立算出，并说出算理。

教师结合整数的计算说明，被减数千分位上没有数，可以
添“0”再减，也可以不把“0”写出来，计算时把那位看
作“0”。



提问：小数减法与整数减法在计算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启发学生明确，都是把相同的数位对齐，小数减法把小数点
对齐就是把相同的数位对齐。从末位减起。

反馈：完成 “做一做”，提示验算方法。

订正时要说明计算法则及验算方法。

3.统一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法则。

引导学生填空。(投影)

计算小数加、减法，先( )(也就是 )，再按照( )法则进行计
算，最后( )。

得数的小数部分末尾有0，( )。

阅读课本法则。

(三)巩固反馈(投影)

1 8.35+4.65 21.37－8.37

(突出得数末尾有0，怎么处理。)

2 16.74+5.238 3.4－0.56

(突出位数不同，怎样对位。)

3 6.42－4.2 8.3+10.17

(位数不同，数字特殊，易按整数凑整法计算而忽略了法则，
要及时纠正。)



4 10.－4.8 25－4.37

(突出难点，从整数里减去一个小数。)

5 指出错误并改正过来。

(四)作业 

练习十八，第1～3题。

实验小学 黄秋梅

小数加法和减法教案人教版篇四

1. 使学生理解小数加、减法的意义，初步掌握小数加、减法
的计算方法，并能总结出与整数加减法的联系。

2. 能够正确运用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一、复习

整数加法的意义是什么？

整数减法的意义是怎样的？

二、新授

1.导入  新课.

我们已经知道整数加、减法的意义，也知道在加减法的计算
只有单位相同数才能直接相加、减，也就是要把相同的数位
的数相加减。今天，我们就以此为基础，学习小敷加法和减
法。

2.教学例1.



(1)出示例1，讲解小数加法的意义。

题目已知什么?求什么?用什么方法计算?

为什么要用加法计算?

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小数加法的意义与整数加法的意义相同，
也是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

(2)讲解小数加法计算.

把2.58元和3.15元分别化成“分”为单位计算.

师讲解：因为做加法时只有单位相同的数才能直接相加，所
以两个小数相加时，也要把相同数位对齐。在列竖式时，只
要把小数点对齐，相同数位就对齐了，再把两个数相加，然
后对齐横线上的小数点，在得数里点上小数点，就可以算出
小数相加的结果。

再说一说小数加法要怎样算?

(3)做课本第9页“试一试”(左边)

(4)小数加法与整数加法在计算方法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由师生小结得出。

3.教学例2。

(1)出示例2，教学小数减法的意义。

这道题与例1相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是已知怎样的
数，求哪一个数?

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小数减法的意义与整数减法的意义相同，



也是巳知两个加数的和与其中的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的
运算。

(2)讲解小数减法计算。

把5.73元和3.15元分别化成“分”为单位计算。

(3)做课本第9页的“试一试”(右边一题)。

(4)小数减法与整数减法在计算方法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三、巩固练习

1.做课本第9页“练一练”。

2，做课本第11页练习二第l、2、4题。

小数加法和减法教案人教版篇五

(一)使学生理解小数加、减法的意义，掌握小数加减法的计
算方法，并能较熟练地进行小数加、减法的笔算和口算.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习惯，提高计算能力.

(一)理解小数加、减法的算理，掌握其计算法则是教学重点.

(二)位数不同的小数加、减法计算，是学习的难点.

学习新课

1.下面各数不改变大小，变成三位小数.

2.填空.

3.口算.



2.引入.

我们今天学习小数加、减法的意义及计算法则.(板书：)

1.学习例1.

在学生理解题意的基础上，提问：应该怎样计算？为什么用
加法计算？

引导学生说出要把两个小队的千克数合并成一个数.

教师说明，我们学过整数加法的意义是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
数的运算，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小数加法的意义和整数加法
的意义一样，也是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

提问：竖式怎样写？(学生可能会说出小数点对齐)

为什么要小数点对齐？

引导学生把以千克作单位的小数改写成以克作单位的整
数，3735千克是3735克，4075千克是4075克.

整数加法怎样计算？(把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从个位加起.)

为什么要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呢？(相同的计数单位的数才能
相加.)

板书：

那么小数加法也要相同的计数单位的数才能相加，怎样才能
使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呢？

引导学生说出，只要把小数点对齐，就能使相同数位上的数
对齐.



板书：

在学生明确7810末尾的“0”根据小数的性质可以去掉后，再
告诉学生以后计算遇到小数末尾得0“时”要去掉.

反馈：完成120页“做一做”.

订正时说说怎样计算的.

启发学生想：小数加法和整数加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
么不同的地方？

在议论的基础上，明确：

相同的地方都是把相同的数位对齐，小数加法只要把小数点
对齐就是相同的数位对齐.

不同的地方，整数加法是从个位加起，小数加法是从低位加
起.

2.学习例2.

引导学生把例2与例1对比，说明已知什么，求什么.(已知两
个小队采集的和，及第一小队采集的千克数，求第二小队采
集的千克数.)

启发学生说出这道题用什么方法计算？(用减法计算)减法是
一种什么样的运算？(已知两个加数的和与其中的一个加数，
求另一个加数的运算叫做减法)说明小数减法的意义和整数减
法的意义相同.

怎样计算？

引导学生先把千克数改写成克数计算.



学生算出：

如果用小数怎样计算？

学生独立算出，并说出算理.

教师结合整数的计算说明，被减数千分位上没有数，可以
添“0”再减，也可以不把“0”写出来，计算时把那位看
作“0”.

提问：小数减法与整数减法在计算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启发学生明确，都是把相同的数位对齐，小数减法把小数点
对齐就是把相同的数位对齐.从末位减起.

反馈：完成122页“做一做”，提示验算方法.

订正时要说明计算法则及验算方法.

3.统一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法则.

引导学生填空.(投影)

计算小数加、减法，先( )(也就是 )，再按照( )法则进行计
算，最后( ).

得数的小数部分末尾有0，( ).

阅读课本法则.

(投影)

(突出得数末尾有0，怎么处理.)

(突出位数不同，怎样对位.)



(位数不同，数字特殊，易按整数凑整法计算而忽略了法则，
要及时纠正.)

(突出难点，从整数里减去一个小数.)

5.指出错误并改正过来.

练习二十六，第1～3题.

小数加减法的意义与整数加减法的意义相同，只是计算数的
范围比以前扩大了.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法则在算理上也与整数
的一致，都是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本节课就是在学生已有知
识基础上，利用知识的迁移，引导学生理解小数加减法小数
点对齐的道理，以及正确处理得数中小数末尾的0的问题.

本节课的新课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理解小数加法的意义和计算法则.从整数加法的意
义引出小数加法的意义也是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从
整数加法的计算法则是相同数位的数对齐，从个位加起，引
出小数加法的计算法则也是如此，就是小数点对齐.让学生理
解小数点对齐的道理，在与整数加法与小数加法的对比中，
进一步明确整数加法是从个位加起，小数加法是从末位加起，
以防止混淆.

第二部分是学习小数减法.利用知识的迁移规律，启发学生自
己推导出减法的意义及计算法则.在与整数比较中，明确被减
数小数部分哪一位没有数可以添0再减，最后通过填空形式统
一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法则.

本课除了及时反馈练习外，还针对学生易错、易混的难点及
重点，设计各种不同形式的综合练习，使学生能灵活解题，
逐渐达到熟练的程度.



答：两个小队共采集了781千克

781－3735=4075(千克)

答：第二小队采集了4075千克

改错：

1.

2.

小数加法和减法教案人教版篇六

1.使学生掌握整数减小数的计算方法，能正确处理得数里的0。

2.使学生能应用小数加法的计算法则计算小数的连加，并巩
固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法则，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

一、复习旧知

1.口算练习三第1题。

小黑板出示，让学生口算，老师板书每道题的得数。

提问：小数加、减法是怎样计算的?

2.笔算。

13.2—6.95    17.06+2.943

指名两人板演，其余学生分两组，每组一题做在练习本上。

集体订正，让学生说一说每一题是怎样计算的。



3.引入新课。

我们已经学习了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法则，这节课按小数加
减的计算法则继续学习小数加、减法，(板书课题)进一步掌
握小数加法和减法的计算。

二、教学新课

1.教学例4。

让学生看例4，说一说题意。

提问：解答这道题要怎样列式?(板书算式)

这道题是小数减法，计算的关键是什么?被减数是整数，你们
能计算这道题吗?大家来试一试。

指名一人板演，其余学生做在练习本上。

集体订正，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减的，你认为得数的整数部
分应该怎样写，为什么？

结合订正说明：当整数减小数时，也要注意把小数点对齐，
也就是把整数看成小数，小数点就在个位后面。在小数部分
相减时，可以从个位上退l再减。得数的整数部分是0时，这
个0要写出来，并对齐横线上的小数点在得数里点上小数点。

2.完成“试一试”。

出示“试一试”。

指名一人板演，其余学生做在练习本上。

让板演学生说一说怎样算的，得数与例4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强调指出：得数的整数部分和十分位上都是0时，这两个0都
要写出来，并注意在得数里点上小数点。

3.做“练一练”第1题。

指名两人板演，其余做在练习本上。

集体订正，让学生说说怎样做的。

4.教学例5。

出示例5。

提问：按照小数加法的法则，竖式要怎样列?

(老师板书竖式)

接下来会计算吗?请大家算在课本上。(指名一人板演)

集体订正，让学生说说是怎样算的。注意指导学生十分位和
个位上的数相加时用简便算法。

提问：谁能说——说，小数的连加可以怎样算?

小结：小数的连加，可以按小数点对齐的方法，把几个小数
列成一个竖式，然后相加。

5.组织练习

(1)做“练一练”第2题。

指名两人板演，其余学生分两组，每组——道题做在练习本
上。

集体订正，结合提问每道题哪一位上可以用简便算法，并要



求说明理由。

(2)做练习三第3题前三题。

指名三人板演，其余学生分三组，每组一道题做在练习本上。

集体订正。

(3)做练习三第4题。

学生分组讨论：50元钱最多可以买哪几种物品?让学生在班内
交流各组讨论的情况。

三、课堂小结

这节课我们重点学习了整数减小数和小数的连加。整数减小
数仍然按照小数减法计算，计算时要注意得数里高位有0的写
法：小数连加时，可以列成一个竖式来计算，关键是小数点
要对齐，计算时按整数连加的方法算。在每一位上计算时，
要注意用简便方法来算。

四、课堂作业

练习三第2题，第3题后一、二道题。

小数加法和减法教案人教版篇七

教学内容：四年级下册数学95—97页

教学目标：1、经历探索小数加、减法计算方法的过程，体会
小数加减法与整数加减法在算理上的联系，掌握小数加减法
的计算方法。

2、进一步增强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探索并解决问题的意识，



不断体验成功的乐趣。

教学重点：理解并掌握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理解小数点对齐，也就是相同数位对齐的道理。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联系生活情境导入

（语文：5.69元 品德与社会：6.18元）

2、师：根据我们发现的这两本书的价格信息，你能提出什么
数学问题呢？

（两本书一共多少元？两本书相差多少元？）

第一个问题用什么方法计算？第二个问题呢？

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都要用到小数的加减，
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研究小数的加法和减法。（板书课题：
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二、尝试计算，构建新知。

1、学生尝试计算。

学生在练习本上计算，先列出横式，再列出竖式。

（指名两位同学到黑板上完成，教师巡视指导。）

师：你是怎样计算的？



学生交流。

师：刚才同学们都谈到了相同数位对齐，满十进一，不够减
向前一位借一，这些方法，我们在什么时候用过呢？（整数
加减法的时候）

师：那也就是说，计算小数加减法其实是按照——整数加减
法的计算方法来计算的。

2、观察算式，发现方法。

师：下面请同学们观察一下这两个题，你认为在计算小数加
减法时应该注意什么？（小数点对齐，相同数位对齐）

三、自主编题，内化知识。

1、联系生活，自主编题。

师：昨天，老师走进了一家文具店，看到了这样一些商品信
息。

课件出示：书：33.27元 彩色笔：9.6元

足球：60.4元 跳绳：7.53元

师：你能用这些信息编一道题自己解决吗？把你想到的问题
记在心里，把你的解决方案写在纸上，先列出横式，在列出
竖式。

2、同桌交流：（1）你提出了什么问题？

（2）你是怎样计算的？

（3）通过这个题的计算，你想提醒大家什么？



3、全班交流。

（1）挑选两位小数减一位小数的题。如：33.27—9.6=

师：刚才这位同学提到了小数点对齐，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
小数点对齐呢？

（小数点对齐就保证了相同数位对齐。引导学生用小数的意
义来解释。）

（2）一位小数减两位小数。如：9.6–7.53=

师：当遇到一位小数减两位小数或位数少的小数减去位数多
的小数时，我们可以根据小数的基本性质在小数的末尾
补“0”，这样计算起来更方便。

（3）得数是整数。如：9.6+60.4=70.0（元）

师：我们接着看这位同学编的题，一起读出它的结果？70.00
元

师：怎样写更简洁呢？（直接写出70元）

师：太棒了，像这种情况，在横式上写结果的时候我们一般
要对结果进行化简，体现数学的简洁美。

（要对结果进行化简——把小数点末尾的0去掉。）

（5）看来，大家的收获可真不少，那你会计算小数加减法了
吗？好，那同桌相互检查一下自己编的题，看有没有什么问
题，如果有问题就改正过来。

四、巩固练习，拓展提高

1、第一关：定位停车



（1）5.73－0.6=5.13

师：这里有一个小数减法的算式，被减数5.73已经写好了，
减数0.6已经在小卡车上准备好了，这辆小卡车开到哪儿停下
了合适呢？这样，用你们的声音来控制它，一会儿小卡车开
动起来，你觉得该到哪儿停你就喊停。

（2）课件出示12+0.43=

这一次又该停在哪儿呢？怎么了？（开过了）

师：卡车司机犯难了，12没有小数点，该怎么对齐呀？谁来
给他出出主意？

在你们的眼里12也有小数点，12的小数点在12的后面。（课
件演示12的小数点）是这样吗？那我们让小卡车退回来，这
样就可以做加法了，结果是：12.43。

2、第二关：摘取智慧星

7.2–6.45= 12.53+4.67= 5–0.41=

在自己的练习本上完成。

3、第三关：认识小巨人

师：你们认识他吗？（姚明）你们知道他的身高是多少米吗？
（2.26米）

师：这是20xx年，北京奥运会入场的画面，他牵着一个小男
孩，你们认识他吗？

师：老师给你们一个小提示，你一定能算出来。



学生在练习本上完成。

师：林浩的身高是1.28米，他俩的身高虽然相差了很多，但
他们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四、课堂小结：（3分）

小数加法和减法教案人教版篇八

教学内容

课本p48~49例2及相应的“试一试”“练一练”，完成练习
八的第4~6题

教学目标

2、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计算能力；

3、在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培养学生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计算方法的正确运用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口算下列各题：

0.7+0.30.65－0.256+0.340.83－0.59.2－62＋2.8

1.6－0.44.5+0.50.82－0.42



二、新授

1、教学例2

出示例2，指名列出算式。让学生试写竖式，明确相同数位对
齐。

思考：被减数百分位上没有数，怎么办，为什么可以看作0。

2、完成p49试一试

思考：被减数的十分痊和百分位上都可以看作多少？为什么？

2、完成49页”“练一练””的第1~3题

根据题中的数量关系，还可以自己补充问题：问学生你还想
到了什么？

三、巩固练习

完成练习八的第4~6题

1、“小小诊所”：练习八的第4题

先找出错在哪里，把错误的地方改正过来

你能把正确的结果算出来吗？

学生练习，集体订正。

2、解决实际问题：

练习八的第六题，让学生从问题出发去思考该用什么方法去
做。



四、课堂小结

五、布置作业

小数加法和减法教案人教版篇九

教材分析:

教材利用学生熟悉的生活素材即购物问题,创设问题情境,引
导学生从具体的情境中收集,整理信息,主动地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产生了新的计算要求.并通过对小数加,减法与整数加,
减法计算方法的比较,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小数加,减的计算方
法,突出小数点的处理方法,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进行小数加,减
法的计算,逐步加深和提高计算能力,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打
下基础.

学生分析:

学生已具备整数加减法计算的相关知识,较容易迁移到小数加
减法的计算当中.本课中主要要引导学生能自己独立运用已有
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培养对知识的运用和操作能力.

教学目标分析:

1,使学生经历探索小数加,减法计算方法的过程,体会小数加,
减法与整数加,减法在算理上的联系,初步掌握小数加,减法的
计算方法.

2,使学生进一步增强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探索并解决新问题
的意识,不断体验成功的乐趣.

教学重难点分析:

1,理解"把小数点对齐"就是把"相同数位对齐"的算理.



2,体会小数加,减法与整数加,减法在算理上的联系.

处理思路:

利用学生已有的整数加,减法的知识沟通新旧知识的联系,在
自己动手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对小数加,减法计算方
法比较完整的认识.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出示例1的情景图.

提问:这是同学们在文具店购物的画面.你能从中了解到哪些
信息

学生交流后提问: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一些用加,减法计算
的问题吗

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下面的问题及相应的算式:

(1)小明和小丽一共用了多少元

(2)小明比小丽多用多少元

(3)小明和小芳一共用了多少元

(4)小芳比小明少用多少元

(评析:从学生熟悉的购物问题入手,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整理,
提出新的问题,让学生产生计算需求.)

2,揭示课题.



根据上面的算式,你能发现它们有什么特点吗 (算式中都有小
数)怎样计算小数加,减法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
题.(板书课题:小数加法和减法)

二,探究

教学例1的第(1)问.

围绕学生采用的算法进行比较,要求学生具体地解释思考过程.

小结:用竖式计算小数加法时,要把两个加数的小数点对齐,然
后把相同数位上的数分别相加.

(评析:通过对整数加法相关知识的迁移,尝试进行小数加法的
计算,并能对自己的计算过程作出解释,使学生能充分体验参
与之乐.)

2,教学例1的第(2)问.

出示题目,谈话:我们知道了用竖式计算小数加法时,要把小数
点对齐再算,那么怎样计算小数减法呢 请同学们试着计
算"3.75-3.4"这道题.

小结:通过刚才的学习,你知道了什么

(评析:给予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通过过程体验,明确算
理,体会计算方法的合理性.)

3,教学"试一试".

要求学生根据学到的计算方法自己算出结果.

指名交流,说说是怎样算的,怎样想的.教师指出:计算结果要
化简,并让学生说说化简的结果和依据.



4,总结和归纳.

谈话:同学们通过自己的探索学会了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
你能说一说小数加,减法与整数加,减法在计算时有什么相同
点吗 计算小数加,减法要注意些什么 先请同学们自己想一想,
再和小组内的同学交流.

组织交流.

引导学生归纳:小数加,减法和整数加,减法都要把相同计数单
位上的数分别相加,减,从低位算起.计算小数加,减法时,需要
把小数点对齐再算,最后在得数里对齐横线上面的小数点,点
上小数点.

(评析:注重数学比较思想的培养,在比较中体会数学规律具有
的普遍意义.)

三,巩固练习.

1,完成"练一练"第1题.

学生独立完成,让学生说说计算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2,完成"练一练"第2题.

先让学生通过独立思考找出每道题中的错误,再分别改正,并
组织交流.

完成练习八第3题.

先组织完成(1)～(3)题,并分别评讲(着重引导学生联系线段
图理解题中的数量关系)再让学生自由提出问题.

四,总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五,延伸

同学们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提出了许多用小数加,减法解决的
问题,有些问题我们已经解决,剩下的问题下节课继续研究.

(总评:本节课通过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购物情境,让学生自己提
出问题,并放手让学生自己独立解决问题.学生在经历解决简
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体味到了数学知识的实用价值.学生对小数加,减法计算方法
的探索过程,实际也是知识体系不断扩展和丰富的过程.利用
小数加,减法与整数加,减法在算理上的联系,学生较容易地得
出了计算方法,从而增加了学习成功的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