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师大版数学五年级教学设计 五年级数
学教学设计(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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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北师大版数学五年级教学设计篇一

苏教版国标本数学第九册第28~29页的例1、例2及相应的“试
一试”“练一练”，完成练习五第1~5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在现实情境中，初步理解小数的意义，学会读、写
小数，体会小数与分数的联系。

2、使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经历小数意义探索的过程，积累数
学活动的经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数感和观察、比较、抽象、
概括能力。

3、使学生在用小数进行表达的过程中，感受小数与生活的联
系，增强数学学习的信心。

教学重点：在实际环境中理解小数的意义，会读写两三位小
数。

教学难点：抽象概括出小数的意义。

一、复习导入

请你以0.3为例说说对小数有了哪些认识？根据回答相应板书。



小结：我们已经认识了像这样的小数，从今天起我们要继续
学习小数的有关知识。今天这节课我们要学习小数的意义和
读写方法。（揭示课题）

【设计意图】

新课美国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曾说：影响学生学习最重要的因
素是学生已知道了什么。为了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我
直接利用出示的例1图，让学生回顾旧知，为学习新知做好铺
垫。学生回答完后，我借机谈话揭示同时板书课题。这样复
习的原因是因为学生在相隔一段时间之后再学小数，原有知
识可能遗忘，利用复习能很好地发挥这些知识对将要学习的
新知的迁移作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发展的支点。同时用学
生熟悉的情景作为学习的素材，可以唤起学生的生活经验，
同时体会到小数在生活中的应用之广。

二、1、例1教学

提问：你能根据题目的要求用“角”或“分”作单位，说出
一个信封和本练习簿的价钱吗？

指名回答问题。注意学生回答问题时要完整。

橡皮的单价0.3元是3角；信封的单价是5分，练习簿的单价
是4角8分或48分。

2、教学小数的读法：

0.05读作：零点零五0.48读作：零点四八

引导学生总结读整数部分为0的小数的方法：读的时候从左往
右依次读出各位上的数。

3、初步感受两位小数的含义。



想一想：0.3元是几分之几元？也就是？0.05元是1元的几分
之几？0.48元呢

小组讨论交流。

0.3元是1元的十分之三。为什么？

0.05元是1元的百分之五。提问：为什么？（1元=100分，1元
平均分成100份，1份是1分，1分就是1元的；0.05元是5分，
是5个，也就是1元的。）

根据上面的思路，让学生说明0.48元是1元的。

（1元=100分，1元平均分成100份，1份是1分，1分就是1元的；
0.48元是48分，是48个，也就是1元的。）

板书：

【设计意图】对于例1我准备安排两个层次的学习活动，来引
导学生感知两位小数的含义。

第一层次，让学生用“角”和“分”作单位说出橡皮、信封
和练习簿等物品的价钱。通过“说”，激发学生已经积累的
有关小数的知识经验，引起学生进一步探索的心理需求。同
时适时的引导学生试读小数并初步掌握两位小数的读写方法。
主要是利用学生的已有经验，鼓励学生大胆尝试读写两位小
数，培养学生类推知识的能力。

第二层次，利用学生对元、角、分关系的已有认识，分别介
绍把1分、5分和4角化8分改写成以元作单位的分数和小数的
方法，引导学生初步感知两位小数的含义。同时通过板书与
提问渗透对单位1的初步感知。

4、出示例2



（1）认识两位小数

a、理解：1厘米是米，米可以写成0.01米。

指名理解1厘米为什么是米。

（1米=100厘米，1米平均分成100分，1份就是1厘米，1厘米
也就是1米的，就是米。）

b、用米为单位的分数和小数分别表示4厘米与9厘米。

学生回答并说名理由。

c、观察板书：

这三个分数都是什么样的分数？（百分之几的分数）这三个
小数呢？（两位小数）

你发现了什么？

引导学生知道两位小数都表示百分之几。

（2）认识三位小数

a、理解：1毫米是米，米可以写成0.001米。

指名理解1毫米为什么是米。（1米=1000毫米，1米平均分
成1000分，1份就是1毫米，1毫米也就是1米的，就是米。）

b、用米为单位的分数和小数分别表示7毫米与15毫米。

学生回答并说名理由。

【设计意图】通过例2的教学让学生进一步体会两位小数与三



位小数的含义。因为已有例1的知识基础，在例2的教学时，
我首先让学生通过米尺共同讨论怎样用“米”作单位表示1厘
米的长度，明确因为1厘米是1米的1/100，也就是1/100米。
所以写成小数是0.01米。然后让学生独立写出表示4厘米和9
厘米的分数和小数，并要求学生们说明思考过程，进一步突
出两位小数表示百分之几的.含义。最后我会这样问学生：以
米作单位的两位小数表示1米的百分之几，以同样的方法教学
例3，同时再次初步感知单位1。

c、观察板书

米米米

0.001米0.007米0.015米

这三个分数都是什么样的分数？（千分之几的分数）这三个
小数呢？（三位小数）

你发现了什么？

引导学生知道三位小数都表示千分之几。

5、思考：

观察前面出现的小数与分数的关系，你有什么发现？和小组
内的同学交流一下自己的观点。

【设计意图】《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抽象的数学知识应建
立在形象的感知之上。所以在例1、例2已有的感性基础上，
我会引导学生比较例1和例2中每组的分数和小数，启发他们
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对小数的理解，初步抽象出小数的意义。
最后师生共同总结出小数的意义，并强调一个小数的小数部
分含有几个数位，这个小数就是几位小数。



6、试一试：

学生自主练习，进一步体验分数和小数的联系和意义。

7、练一练：

学生自主填空，交流时注意让学生根据小数的意义进行说明。

北师大版数学五年级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能够运用分数表示可能性的大小，自主的设计一些
活动方案。

2、对实际生活中的事件和现象，学生能运用可能性的知识进
行合理地解释。

教学重点：

在学生学习分数表示可能性大小的基础上，提出自主设计方
案。

教学难点：

让学生自主设计活动的方案

教学过程：

一、课前谈话

教师做自我介绍。（生自由介绍）

你们学校五年级有几个班啊？咱班被选中和老师一起来上课
的可能性是多少？（生答）嗯，很难得！



二、创设情境

同学们啊，你知道马上就要到什么节日了吗？（生：圣诞节）
圣诞节这天你最盼望的是什么啊？（收到礼物）

今天老师也给你们准备了礼物，想要吗？只可惜，老师准备
的礼物不够，那我们不如玩个幸运摸奖游戏，试试你的运气，
怎么样？摸到红球的同学可以得到老师准备的礼物哦，谁愿
意来试一下？（生摸球）

师：在游戏中我们运用上节课所学的知识知道了“摸到红球
的可能性是六分之一，像这样好玩又有趣的游戏你能设计吗？
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当一次小小设计师。

（板书——设计活动方案）

三、探究新知

设计活动一

（1）刚才只有x位同得到了礼物，可是老师很想把这些礼物
都送给大家，那么怎样往盒子里放球，会使你们摸到红球的
可能性大一些呢？（生陆续举手）看样子，有的同学已经有
了自己的想法，下面就以小组为单位，把你的想法与小伙伴
们交流，看你们能设计出什么样的方案？开始吧！

（2）小组活动，师巡视指导。

（3）哪个小组愿意到前面来汇报一下你们的设计方案？

（4）生分组汇报。

设计活动二



（1）为我班学生设计节目表演活动方案。师出示要求，生读
题。

（2）学生同位合作填表格，师巡视指导。

（3）学生汇报，师汇总。

（4）观察这些方案，你有什么看法？

设计活动三

（2）独立设计活动方案，教师巡视指导。

（3）学生汇报，教师汇总，那对于这些方案，你又有什么发
现？

那你能不能根据他们的共同点，对这些方案进行总结一下？

四、巩固应用

现在很多商场超市在节日期间，都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促
销活动。

1、下面是老师的调查情况（出示课件）学生读题。

2、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设计。

3、汇报想法，实物投影总结活动情况。

4、看看另外一个商场的促销活动吧！（课件）学生读题

五、总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都有哪些收获？你有什么体会？



北师大版数学五年级教学设计篇三

活动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的应用，理解公
倍数和最小公倍数的含义。

2、探索找公倍数的方法，会利用列举法等方法找出两个数的
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

活动准备：

月历。

活动过程：

活动一：去少年宫

活动目标：结合具体情境，体会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的应用，
理解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的含义。

师：暑假期间，淘气和笑笑去少年宫。淘气每隔2天去1次，
笑笑每隔4天去1次。7月31日他们都去了少年宫。

让学生拿出自己课前准备好的8月份的月历，分别用不同的符
号圈出淘气和笑笑去少年宫的日子。

学生反馈后，师板书：淘气去少年宫的日子：3,6，9,12……

笑笑去少年宫的日子：5,10,15……

师：看看这些数，你发现它们有什么特点吗？

生可能会回答：淘气去少年宫的日子都是3的倍数，笑笑去少
年宫的日子都是5的倍数。



师：淘气和笑笑同去少年宫的`日子是哪几天？15和30都是3
和5的共同倍数，也就是它们的公倍数。其中最小的公倍数
是15，也就是它们的最小公倍数。

活动二：填一填

活动目标：探索找公倍数的方法，并利用集合进一步加深对
公倍数意义。

师：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探索找公倍数的办法。

出示集合圈：中间相交的部分填什么？50以内6和9的倍数分
别有哪些？请大家在书上填一填。

师：50以内6和9的公倍数有多少？最小公倍数是多少？你还
有其它找公倍数的办法吗？

独立思考后，在四人小组内交流自己的办法。

完成练一练第1题：先独立完成，然后在四人小组内交流自己
是怎样找的。

师：题目的要求是什么？你理解了吗？最小公倍数是多少？

练一练第2题：独立完成，同桌互相检查。

练一练第3题：先完成前面几组，跟同桌交流一下，看看有什
么发现？

介绍“你知道吗”中用除法求最小公倍数的小知识。

这节课，学生借助“日期”这一具有实际意义的“数”，感
知公倍数、最小公倍数的特点，体会求最小公倍数的基本思
路。教材中“你知道吗？”介绍的短除法是求两个数的最小
公倍数的快速有效的办法，应加强指导算理，要求学生掌握。



北师大版数学五年级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内容：

教科书58页例1。

教学目标：

1、结合图例，根据等式不变的性质，学会解简易方程。

2、掌握解方程的书写格式，并能用代入法进行检验。

3、提高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同时渗透函数的思想。

教学重点：

掌握解方程的方法和书写格式。

教学重点：

掌握解方程的方法。

教具准备：

可见、平台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提问：什么是方程？

2、判断下面各式哪些是方程？

3、后面括号中哪个x的值是方程的解？



（1）x+42=98（x=57，x=135）

（2）5.2-x=0.7（x=4.5，x=8.8）

4、等式的性质是什么？（方程两边同时加减或乘除同一个数
（0除外），左右两边仍然相等）

5、导入：今天，我们就利用等式的性质来解方程。

板书课题：解方程

二、新课学习。

1、出示例1的图

（1）问：你们猜盒子里装的是什么？（皮球）问：从图中你
获取了哪些信息？

（盒子里有x个皮球和外面3个皮球等于9个皮球）

（2）请学生根据关系列出式子。

板书：x+3=9

（3）问：怎样解这个方程呢？（出示课件）

（4）师：我们可以用天平保持平衡的道理来帮助解方程。

（5）看课件演示

问：要使天平左边只剩下“x”而还能保持平衡，该怎么办呢？

（6）学生思考后回答。



（7）演示课件

教师一边演示一边在黑板写出：x+3-3=9-3

（8）师生小结：方程两边同时减去同一个数（3）

（9）问：为什么要减3，减2可以吗？学生回答

（10）天平两边同时减去同一个数，天平两边还平衡吗？

出示课件，学生回答：平衡

师板书：左右两边仍然相等

（11）那么天平左边剩下x右边剩下6个球，x=6是不是正确的
答案呢？我们来验算一下（师在黑板板演验算过程）

2、小结：今天，我们利用了什么知识来解方程？（等式的性
质）在解方程

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要注意书写格式，
等号要对齐，注意：x=6表示一个数值，后面不能带单位，解
方程要用代入法检验一下方程的解是否正确。）

3、质疑：看书58页，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通过练习测试学生的掌握程度）

北师大版数学五年级教学设计篇五

1、教材分析

《简单问题和混合运算》是冀教版教材第九册第二单元《小
数乘法》第6时的内容，本课时内容是在学生掌握小数乘法的



计算方法和整数乘法运算定律的基础上，把学生置身于解决
问题的情境中，经历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并用小数乘法知
识解决简单问题，能应用运算定律进行小数简便运算。围
绕“乘法的分配律”这一核心知识，通过“王老师要为幼儿
园买香蕉、苹果各14千克，她带了150元钱，够吗？（香
蕉5.6元/千克，苹果4.4元/千克）”的相关图片、信息，认
识到现实生活中蕴含着大量的数学信息，感受到数学在现实
世界中有着广泛应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能表达解决实际
问题的过程。

2、学生分析

学生在整数乘法中，已经掌握了乘法的三种运算定律，会进
行整数乘法的简便运算。五年级再一次安排简单问题和混合
运算，目的是让学生利用简算方法的有效迁移，学会小数乘
法的简便运算，并能利用相关知识解决有关混合运算实际问
题。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确定本课的教学重、难点：促进学
生已有经验的正迁移，解决生活中简单的实际问题，归纳概
括小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二、案例描述

自学自研，教室里静得出奇，孩子们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
享受着独立思考的快乐；小组交流开始了，组长有序的组织，
教室里热闹起来，你补充，我纠错，他质疑……合作的氛围
热烈而真诚。当教室里慢慢静下来的时候，小组交流结束了，
全班展示交流开始：

生：（二组组长杨宇宁）因为我们组的1、2、3、4、5号同学
全没做出那种简单的方法，而6号同学做出来了，我们给他掌
声鼓励！

师：真好！我们还学会了激励性评价！现在，我们目光聚焦
前黑板，请对抗组来点评1组的展示。



（二组朱琪大方地走上讲台）

生1：大家好！我代表二组点评，请大家看这
里，5.6×14+4.4×14=（5.6+4.4）×14=10×14=140（元），
140﹤150，我认为最后这步比较很重要，还应该加上单
位“元”，二组同学做对了！我给他4.5分，因为他们的书写
上山了，最后一步还没写单位。

（马上有好几个学生站起，“我补充！”“我纠错！”“我
质疑！”）

生3：（4组的陈思彤从座位上站起）我反驳，我认为最后一
步单位不加也可以，因为题里已经明确给了单位，既然140
﹤150写出来了，大家都明白单位是元。

师：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单位可以不加吗？（绝大多数学生
点头认可）点评，我们给几分？

（学生有的在喊“3分”，有的伸出手指示意。）

师：因为朱琪这一学期刚转到我们学校，但她很快融入了我
们得集体，有勇气上台点评，所以老师给他加1分的勇气分，
给她4分，大家同意吗？（生齐答同意）

师：请大家目光继续聚焦我们的前黑板，请对抗组点评5组的
展示。

……

师：点评我们给她几分？说出你的理由！

生：4分，因为声音太小了！

生1：如果让我推荐，我会推荐5组的做法，因为5组方法更简



便！

生2：（郭一萱迅速站起来）我有不同做法！5.6×14=78.4
（元）4.4×14=61.6（元）78.4+61.6=140（元）140﹤150所
以王老师带的钱够！

师：来，你说，老师帮你写到黑板上。（随学生回答，师板
书在这种做法综合算式的旁边）

生3：（郭一萱的话音刚落，1组的贾鑫卓站起来）老师，我
也有不同做法，5.6+4.4=10（元），10×14=140（元），140
﹤150所以王老师带的钱够！

师：我们先来看郭一萱的补充，再与一组的展示做一下比较，
两种方法有本质的区别吗？我们看郭一萱是怎么做的？（分
步，孩子们边分析边回答着）那1组展示的是什么算式？（有
学生在下面小声说“综合”）对，两者只是分步与综合的区
别，所以同属于一种做法。贾鑫卓补充的也是。另外，两位
同学的补充应该在两种方法点评完毕，下次注意！

师：如果让你推荐，你会推荐哪种？

生：（2组的杨宇宁站起）如果让我推荐，我会推荐郭一萱的
做法，因为四年级老师说过，分步做更容易得分！

生：（4组的陈思彤又站起来）我同意杨宇宁的意见，因为这
样做可以的高分！

生：（郭一萱又站起来）我反驳，因为这种做法计算容易出
错，还不如列综合算式得分多！（听课老师笑了，讲课老师
也笑了，多么真实的课堂！）

师：刚才你们都是从分数角度来分析的，我们能从其他角度
来想一想吗？



生：我还是觉得5组的方法更简单，因为5.6+4.4=10，得到的
是整数，计算简便。

师：但这种方法适合所有的题吗？有什么条件吗？

生：我觉得只有数量相等的时候才可以用这种简便方法，而
其他时候只能用一组的方法。

师:分析的很有道理，虽然整数乘法的运算定律对于小数乘法
同样同样适用，但我们需要有选择的使用。同学们愿不愿接
受更难的挑战？那就请你观察两个综合算式，说出运算顺序。

……

三、教学反思

在自学自研部分，虽然老师只叫两组不同方法展示，但在全
班交流环节，分步、综合两种方法全展示在黑板上：
（1）5.6×14+4.4×14=（5.6+4.4）×14=10×14=140
（元）140﹤150（2）5.6×14=78.4（元）4.4×14=61.6（元）
78.4+61.6=140（元）140﹤150（3）5.6×14+4.4×14=
（5.6+4.4）×14=10×14=140（元），140﹤150
（4）5.6+4.4=10（元），10×14=140（元），140﹤150而且
当老师提出问题“如果让你向你的组员推荐，你会推荐哪种
方法？理由是什么?”孩子们的理由是多角度的：“如果让我
推荐，我会推荐5组的做法，因为5组方法更简便！”“如果
让我推荐，我会推荐郭一萱的做法(5.6×14=78.4
（元）4.4×14=61.6（元）78.4+61.6=140（元）140﹤150)，
因为四年级老师说过，分步做更容易得分！”“我同意杨宇
宁的意见，因为这样做可以的高分！”“我还是觉得5组的方
法更简单，因为5.6+4.4=10，得到的是整数，计算简
便。”……随着孩子们讨论的逐步深入，老师抛出更深层次
的问题“但这种方法适合所有的题吗？有什么条件
吗？”“我觉得只有数量相等的时候才可以用这种简便方法，



而其他时候只能用一组的方法。”在孩子们思维的交锋中，
每个人都重新建构了自己的计算方法，或（1），或(2)……
虽然算法多样化为构建过程提供了开放的场景，为每位学生
提供了一个思考、表达自己独特见解的时空，但我们最终的
落脚点，仍然是课堂所呈现出来的鼓励学生从多样化的讨论
中吸纳别人的经验，把他人的思想精华纳入到自己的认知领
域，由低层次思维向高层次思维逐层优化，逐步达到算法的
个体优化。

一节课上下来，总体感觉，孩子们的精彩成就了精彩的课堂，
让我们尽情享受数学课堂，让孩子们在知识的超市尽情畅游，
体验生命的狂欢。走在课改的路上，我们边走边思考，思考
让我们逐渐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