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数学可能性教案设计(模板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数学可能性教案设计篇一

2、培养初步的判断和推理能力

3、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形成良好的合作学习态度

一、联系生活、激趣引入

1、教师抛一元硬币，让学生猜哪面朝上。

2、为什么有人猜正面，有人猜反面呢？

3、小结：在没有看到结果前，硬币可能正面朝上，也有可能
反面朝上。（板书课题：可能性）

二、创设情境，探索新知

1、创设情境出示三种颜色的球：红球、黄球和绿球，告诉学
生这些颜色的球被装在了三个黑塑料袋里，选三位学生上来
参加摸球游戏，一共摸5次，摸到红球次数多的获胜。

3、交流汇报（1）提问：谁摸的红球多？如果让你摸，你想
在哪个袋子里摸？为什么？（2）将袋子里的球倒入透明的罐
子，让学生看（板书：全是红球）提问：在这样的袋内任意
摸一个会是什么颜色的球？（板书：一定）（3）你最不想在



哪个袋子里摸？为什么？（4）将袋子里的球倒入透明的罐子，
让学生看（板书：没有红球）提问：在这样的袋子里会摸出
红球吗？（板书：不可能）（5）还有一个袋子里可能有什么
颜色的球？（6）将袋子里的球倒入透明的罐子，让学生看
（板书：红球黄球）提问：在这个袋内任意摸一个会是什么
球？（板书：可能）

4、小结：在全是红球的袋内任意摸一个“一定”是红球；在
没有红球的袋内任意摸一个“不可能”是红球；在既有红球，
又有黄球的袋内摸一个“可能”是红球，也“可能”是黄球。

三、合作探索、解决问题

1、书p99“想想做做”第1题指名学生回答并说说理由

2、“想想做做”第2题

（1）同桌讨论交流

（2）让学生来装球，然后摸

3、判断可能性（一定、可能、不可能）

（1）每天太阳从东边升起

（2）后天下雨

（3）20xx年10月11日是星期三

（4）老师明天穿黑色的衣服

（5）每天有48小时

（6）秋天过去是冬天



4、用“一定”、“可能”、“不可能”说说生活里的事

四、总结

小学数学可能性教案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能够列出简单试验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知道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是有大小的。

2、通过实际操作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3、通过学生的猜一猜、摸一摸、转一转、说一说等活动，增
强学生间的交流，培养学习兴趣。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什么是“可能性”举例子说明。

2。、谈话导入：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关于“可能性”的知识，
板书课题。

二、探究体验

1、出示例3，观察、猜测。

(1)出示小盒子，展出其中的小球色彩、数量(四红一蓝)。

(2)如果请一位同学来摸一个球，你们猜猜他会摸到什么颜色
的球?

(3)和同桌说一说，你为什么这样猜?



2、实践验证

(1)学生小组操作、汇报实践结果。

(2)汇总各小组的实验结果：几组摸到红，几组摸到了蓝色。

(3)从小组汇报中你发现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4)小结：摸到红色多，摸到蓝色的少，因为盒中球红多蓝少。

3、活动体验可能性的大小

(1)小组成员轮流摸一个球，记录它的颜色，再放回去，重
复20次。

(2)活动汇报、小结。

(3)实验过程中，要让学生体会到两点：一、每次摸出的结果
是红色还是蓝色，这是随机的，不以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化。
二、但摸的次数多了以后，在统计上就呈现某种共同的规律
性，就是摸出蓝的次数比红多。

4、小组实验结果比较

(1)比较后，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2)展示多组实验结果，虽然数据不一致，但呈现的规律是相
同的。

三、实践应用

1、完成p106“做一做”

(1)学生可以用数份数的方法来看三种颜色所占的区域大小。



(2)利用分数的知识让学生说一说每种颜色占整个圆面的几分
之几，为以后学习可能性的精确值做铺垫(因为概率与这些分
数相等)。

2、生独立完成p109第4、5题，然后集体讲解交流。

四、全课总结

1、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新的知识?

2、师总结。

数学可能性教案优秀范文案例

小学数学可能性教案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2、培养初步的'判断和推理能力

3、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形成良好的合作学习态度

教学过程：

一、联系生活、激趣引入

1、教师抛一元硬币，让学生猜哪面朝上。

2、为什么有人猜正面，有人猜反面呢？

3、小结：在没有看到结果前，硬币可能正面朝上，也有可能
反面朝上。（板书课题：可能性）

二、创设情境，探索新知



1、创设情境

出示三种颜色的球：红球、黄球和绿球，告诉学生这些颜色
的球被装在了三个黑塑料袋里，选三位学生上来参加摸球游
戏，一共摸5次，摸到红球次数多的获胜。

2、摸球游戏

（1）让三位学生从上面三个布袋各选一袋，从中任意摸一个
球，教师在黑板上记录，每人各摸到了什么颜色的球。再让
学生将球放入袋中，搅拌一下，再摸第四次，并记录结果。
（一人摸到了5个红球，一人摸到有红球也有黄球，还有一人
一个黄球也没摸到）

（2）观察记录下的摸球记录结果

3、交流汇报

（1）提问：谁摸的红球多？如果让你摸，你想在哪个袋子里
摸？为什么？

（2）将袋子里的球倒入透明的罐子，让学生看（板书：全是
红球）

提问：在这样的袋内任意摸一个会是什么颜色的球？（板书：
一定）

（3）你最不想在哪个袋子里摸？为什么？

（4）将袋子里的球倒入透明的罐子，让学生看（板书：没有
红球）

提问：在这样的袋子里会摸出红球吗？（板书：不可能）

（5）还有一个袋子里可能有什么颜色的球？



（6）将袋子里的球倒入透明的罐子，让学生看（板书：红球
黄球）

提问：在这个袋内任意摸一个会是什么球？（板书：可能）

4、小结：在全是红球的袋内任意摸一个“一定”是红球；在
没有红球的袋内任意摸一个“不可能”是红球；在既有红球，
又有黄球的袋内摸一个“可能”是红球，也“可能”是黄球。

三、合作探索、解决问题

1、书p99“想想做做”第1题

指名学生回答并说说理由

2、“想想做做”第2题

（1）同桌讨论交流

（2）让学生来装球，然后摸

3、判断可能性（一定、可能、不可能）

（1）每天太阳从东边升起

（2）后天下雨

（3）2004年10月11日是星期三

（4）老师明天穿黑色的衣服

（5）每天有48小时

（6）秋天过去是冬天



4、用“一定”、“可能”、“不可能”说说生活里的事

四、总结

小学数学可能性教案设计篇四

把当时的情形与今天的课作一个比较，我的感触很深。我们
应该给学生一个什么样的数学？过去，我们常常把数学描述
成为计算加证明，好像公式、计算、法则就是数学。其实，
数学是非常饱满丰富的，像“观察物体”就是很好地培养学
生空间观念的课例，但是，有人认为它不是数学。我们这套
新教材有很多课，像观察物体、设计图形等，与美术有很密
切的联系，但这些课是教学生们用数学的眼光重新去看待世
界，与纯粹的美术要求，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法表现世界是不
一样的。我们的数学就是要让学生有这样一个丰富的数学学
习经历，使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完整。数学可
以给学生丰富多彩的知识，不像过去，只是单一的计算加证
明。《标准》对原来的数学知识删减了很多，也增加了很多
内容来扩大学生的视野，给他们更多接受数学，尤其是现代
数学的机会。我欣喜地看到，今天的这节“观察物体”课，
学生离开了座位，在课堂上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而传统的
课堂上，学生是规规矩矩坐在座位上的，老师是绝对的权威，
老师可以背着手到处巡视，但是学生是不可以动的，甚至有
的学校还要求学生上课时小手背在后面。这应该引发我们的
思考，在课堂中，我们究竟应该关注学生什么？哪些是非本
质的东西，我们应当把它淡化？《标准》颁布之后，随着大
家的讨论、交流，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观念上的变革，尤其体
现在教学方式、教学方法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老师，都有
一个共同的心愿：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学生一个幸福的学习
数学的环境。这也是每一位数学教育工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

今天这三节课，由于三位老师的辛勤劳动，使我们觉得有所
感悟。这些课都是研究课，不是评优课。既然是研究课，有
一个片断也好，有一个话题也好，或者积极的地方也好，不



足的地方也好，只要我们因此有所感悟，就说明我们老师的
劳动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创造性的。应该看到，现在学
生的发展不应该再沿用我们那时的模式了。老师讲，学生听；
老师讲例题，学生模仿、练习，这是过去的一个最基本的学
习方式。但是在信息时代，再沿用这样的学习方式已经不能
适应社会的发展了。所以，《标准》中非常强调通过变革教
师的教学方式来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观念。也就是说，让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更加具有主动性、创造性、探索性，
更加具有合作与交流的意识。过去我们将学生获得知识的多
少作为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今天我们更强调学生在
课堂中的一种社会化的发展，这也是当今社会更加关注的一
个方面。

我们要处理好教师、学生与教材之间的关系。这三个要素之
间相互依托的关系如何处理呢？不同的教育观念带来了不同
的处理方法。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教师是什么？新
大纲写得非常清楚：教师是合作者、鼓励者、指导者等等，
定位很多，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在实际操作中却非常困难。
这三节课都较好地体现了教师的这种角色转变。正是由于这
种转变，我们的课堂开始变得生动有趣，学生在课堂上表现
活跃，这说明他们喜欢上数学课了。首先喜欢上课，才能喜
欢学数学。这三节课都非常贴近学生的生活，这体现了我们
一再强调的现实性，这个现实不是我们成人眼中的现实，而
是学生眼中的现实，这个现实既有与我们成人相同的，也有
学生所处的特定年龄阶段的，如童话故事、游戏等等。
在“可能性”这节课中，学生做了很多游戏；“观察物体”
中，让学生用手势表示自己看到了茶壶的哪个方位。这些游
戏都会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引起他们的兴趣，学生会觉得学
习数学并不是高深莫测的，有时就像玩耍似的。有人提出这
样的观点：不要老是谈课堂教学，应该把课堂教学规范为一
个词，叫课堂生活。如果我们用课堂生活的观点来看待课堂
教学的话，传递给学生的东西就会更贴近他们的现实心理。



小学数学可能性教案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能够列出简单试验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知道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是有大小的。

2、通过实际操作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3、通过学生的猜一猜、摸一摸、转一转、说一说等活动，增
强学生间的交流，培养学习兴趣。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什么是“可能性”举例子说明。

2。、谈话导入：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关于“可能性”的知识，
板书课题。

二、探究体验

1、出示例3，观察、猜测。

(1)出示小盒子，展出其中的小球色彩、数量(四红一蓝)。

(2)如果请一位同学来摸一个球，你们猜猜他会摸到什么颜色
的球?

(3)和同桌说一说，你为什么这样猜?

2、实践验证

(1)学生小组操作、汇报实践结果。



(2)汇总各小组的实验结果：几组摸到红，几组摸到了蓝色。

(3)从小组汇报中你发现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4)小结：摸到红色多，摸到蓝色的少，因为盒中球红多蓝少。

3、活动体验可能性的大小

(1)小组成员轮流摸一个球，记录它的颜色，再放回去，重
复20次。

(2)活动汇报、小结。

(3)实验过程中，要让学生体会到两点：一、每次摸出的结果
是红色还是蓝色，这是随机的，不以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化。
二、但摸的次数多了以后，在统计上就呈现某种共同的规律
性，就是摸出蓝的次数比红多。

4、小组实验结果比较

(1)比较后，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2)展示多组实验结果，虽然数据不一致，但呈现的规律是相
同的。

三、实践应用

1、完成p106“做一做”

(1)学生可以用数份数的方法来看三种颜色所占的区域大小。

(2)利用分数的知识让学生说一说每种颜色占整个圆面的几分
之几，为以后学习可能性的精确值做铺垫(因为概率与这些分
数相等)。



2、生独立完成p109第4、5题，然后集体讲解交流。

四、全课总结

1、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新的知识?

2、师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