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除法的意义二年级 复习小数的乘法
和除法意义和法则的教案(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除法的意义二年级篇一

3．练习：根据小数除法的.意义，写出下面两个除法算式的
商．

1.8×0.5＝0.9

0.9÷0.5＝0.9÷1.8＝

（二）教学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

例1．服装小组用21.45米布做了15件短袖衫，平均每件用布
多少米？

1．理解题意，并列式：21.45÷15

2．小组讨论，理解算理，尝试计算．

3．课件演示：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例1）

4．练习：68.8÷485.44÷16

三、全课小结



四、课堂练习

（一）计算下面各题．

42.84÷767.5÷15289.8÷18

（二）只列式不计算．

1．两数的积是201.6，一个因数是72，另一个因数是多少？

2．把86.4平均分成24份，每份是多少？

3．64.6是17的多少倍？

（三）判断下面各题是否正确．

五、布置作业

（一）计算下面各题．

101.7÷979.2÷6716.8÷7

（二）一台拖拉机5小时耕5.55公顷地，平均每小时耕地多少
公顷？

六、板书设计

除法的意义二年级篇二

教学内容

小数乘小数，86页：例1、“试一试”及“练一练”，完成练
习十五第1——3题。

教学目标



使学生理解小数乘小数的意义，掌握小数乘小数的.计算法则，
能正确运用计算法则计算小数乘小数的乘法，培养学生的合
作能力和迁移类推能力。

教具准备

教师准备小黑板、投影仪（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

0.52+0.48=0.17+0.33=3.6+6.4=

0.8×3=3.7×5=46×0.3=

二、新授

1、教学例1。

（1）出示例1：

（2）提问：房间的面积有多大？先估计一下。

（3）提出：列竖式计算怎样算呢？相乘后怎样才能得到原来
的积？

（4）学生讨论。

得出：两个因数分别乘十，积就扩大100倍，要想把积还原到
原来，积就缩小100倍，要除以100。原来的积是10.08。

2、试一试。

提出：要求阳台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怎样列式？



2.8×1.15=

计算2.8×1.15时，先把两个小数都看成整数，在积里应该怎
样点上小数点？

解释算理。

得出：一个因数分别乘10，另一个因数乘100，积就扩大1000
倍，要想把积还原到原来，积就缩小1000倍，要除以1000。
原来的积是3.22。

3、小数乘小数的计算法则。

（1）引导：把小数乘法转化成整数乘法来计算，两个因数与
积的小数位数有什么联系？

小组里说说小数乘小数应该怎样计算。

先按整数乘法算出积是多少。

看因数中一共有几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出几位，点上
小数点。

练一练。

（1）能给下面各题的积点上小数点吗？

（2）计算下面的题。

总结小数乘小数的法则。

作业设计：

练习十五2、3题。



除法的意义二年级篇三

课题一：小数乘整数（a）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1页的例1和“做一做”，练习一的第1～4题．

教学目的

1．使学生理解小数乘整数的意义，掌握小数乘整数的计算法
则．

2．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

教具准备

教师将教科书第1页的“复习”中的表格写在小黑板上．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复习整数乘法的意义．

教师：“在乘法算式中各部分的名称是什么？”（因数、因
数、积）

2．复习整数乘法中因数变化引起积变化的规律．

订正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比较：

“第2栏与第1栏比较，因数有什么变化？积有什么变化？”
（第2栏与第1栏相比，第一个因数扩大了10倍，第二个因数
没变，积也扩大了10倍．）



“第3栏与第1栏比较，因数有什么变化？积有什么变化？”
（第3栏与第1栏相比，第一个因数扩大了100倍，第二个因数
没变，积也扩大了100倍．）

“第4栏与第1栏比较又怎样呢？”（第一个因数扩大了1000
倍，第二个因数没变，积也扩大了1000倍．）

“我们现在再倒过来观察，第3栏与第4栏比较有什么变
化？”（第一个因数缩小了10倍，第二个因数没变，积也缩
小了10倍．）

“那么，第2栏、第3栏与第4栏比较呢？”（第一个因数分别
缩小了100倍、1000倍，第二个因数没变，积也分别缩小
了100倍、1000倍．）

教师：“这个规律非常重要，对我们以后的学习会有很大的
帮助，同学们一定要很好地掌握．”

二、新课

1．教学小数乘整数的意义（例1的前半部分）．

教师出示例1．

教师：“想一想，这道题可以怎样解答，该怎样列算式？”
多让几名学生回答，教师把学生的列式写在黑板上．（如果
学生中没有列出乘法算式，教师可以借助加法算式启发学生
想：“加法中的各个加数有什么特点？还能用别的方法计算
吗？怎样列式？”引导学生列出乘法算式．）

学生列出算式以后，着重让列出乘法算式的学生说一说是怎
样想的．

“13.5×5表示什么意思？”（5个13.5）



“还表示什么？”（求13.5的5倍是多少．）

教师：“过去我们学习的是整数乘整数，今天我们列的乘法
算式是小数乘整数．同学们想一想，小数乘整数的意义同整
数乘法的意义比较相同不相同？”（相同）

2．教学小数乘整数的计算法则（例1的后半部分）．

教师：“我们已经知道了小数乘整数的意义与整数乘法的意
义相同，那么该怎样计算呢？想一想，能不能把这些小数乘
法转化成整数乘法呢？”

教师：“我们先复习一下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
的规律．”让两个学生说一说．

教师：“小数乘法可以依照整数乘法用竖式进行计算．”

教师板书：13.5

×5

教师：“如果把这个式子变成整数乘法，就要去掉小数点，
那么这个式子变成了什么？”（135×5）教师在小数乘法的'
竖式右边写出整数乘法的竖式：

13.5135

×5×5

让学生说一说整数乘法应该怎样计算．教师在整数乘法下面
写出积（675）．

13.5135



×5×5

675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

“另一个因数变化了没有？”（没有）

“一个因数扩大了10倍，另一个因数没有变化，那么新的积
与原来的积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积比原来扩大了10倍）

“要把675缩小10倍，就要把小数点怎样移动？”（小数点向
左移动一位）

“13.5×5的积应该是多少？”（67.5）

教师在小数乘法竖式下面积的位置上板书：67.5

3．基本练习．

做教科书第84页下面的“做一做”．

教师：“这道题该怎样列式？”（9.76×14）

三、巩固练习

1．做练习一的第1题．

2．做练习一的第2题．

教师说明题目要求，学生独立列式．集体订正时，让学生再
说一说小数乘整数的意义．

3．做练习一的第3题的前两道小题．



四、小结

五、作业

练习一的第3题的后四道题，第4题．

除法的意义二年级篇四

1．使学生理解小数除法的意义．

2．初步学会较容易的除法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

使学生学会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

理解商的小数点要和被除数的小数点对齐的道理．

教学过程

一、铺垫孕伏

（一）列式计算：一筒奶粉500克，3筒奶粉多少克？

教师板书：500×3＝1500（克）

（二）变式：

1．3筒奶粉1500克，一筒奶粉多少克？

2．一筒奶粉500克，几筒奶粉1500克？

教师板书：1500÷3＝500（克）



1500÷500＝3（筒）

（三）小结：整数除法是已知两个因数的积与其中的一个因
数，求另一个因数的运算．

二、探究新知

（一）理解小数除法的意义．

除法的意义二年级篇五

学科：数学

年级：六年级

教学流程：

总的看来，这节课环节清晰，过程顺畅，达到了学生对分数
除法的意义的理解以及分数除以整数的一般方法：除以一个
一个不为零的整数，等于乘这个整数的倒数。

但是这样就满足了吗？

以下几点是值得关注的：

其一，教师很重视让学生通过动手操作来自主获得，但这动
手操作是在老师的指令下完成的，自主性还不够。完全可以
让学生在理解例题把一张纸的45平均分成2份，每份是这张纸
的几分之几？让学生想办法去解决。或者用一张纸来折，或
者画图来比拟，或者用线段来理解，不一而论。

其二，老师注意到了让学生在理解了4/5除以整数2的算理的
基础上用两种方法来得到结果。但是，马上就问你喜欢哪种
方法？这样做，时机未到。因为对于4/5除以2来说，这两种



方法都很简单，学生无所适从。

当然老师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学生掌握一般的方法。

接着是：把一张纸的.45平均分成3份，每份是这张纸的几分
之几？

在学生卡壳时，该怎么让他峰会路转？应该把球踢会给他。

为什么不能再沿用分子除以整数作分子的方法？是4不够除
以3？

教师的语言要准确，教师的提问应准确、具体。

其三，对于六年级的学生来说，评价的语言应该多样化、具
体化，具有激励性，而不是每一次肯定都是掌声表扬。看的
出来，被表扬的同学并无骄傲的神色，表扬他人的同学也面
无表情。譬如：你想到了别人没有想到的办法，真了不起！
这道题你能这样思考，这是独辟蹊径!。

其四，尊重学生的想法和思维，不要强行将一般的方法强加
给学生，这也有违算法多样化的思想。其实，面对分数除以
整数，当分子能被整数整除时，学生会选择用分子除以整数
的商作分子，分母不变的方法，更应该鼓励、表扬。因为这
个同学是先审题、观察才做题，而不是一味的模仿、囿于老
师归纳的、书本上写着的方法。

总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相信学生，要理解学生、要尊
重学生。相信学生有自主学生的能力，要理解学生有探究的
需求、有交流的需求、有挑战的需求，要尊重学生的心理特
征和认知规律。

教师需要在课堂上为自己减负，否则吃力不讨好。授之以鱼
不若授之以渔，这句话没有谁不知晓，可是又有多少人能想



起自己应该授之以渔呢！能做到授之以渔呢！更多的人是在
授之以鱼，尽管这样，学生还是不能得到完整的一条鱼呀？
（还有，要在课堂上培养学生阅读数学课本的习惯和质疑的
习惯。听了好几节课，校外也好，校内也罢，都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质疑是过场，课本是练习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