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一年级教案人教版(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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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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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一年级教案人教版篇一

本课题教时数： 4 本教时为第 1 教时 备课日期xx月xx日

1、经历把一些物体平均分的活动过程，体会平均分的含义。

2、在数学活动中，学会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培养合作意识。

体会平均分的含义。

媒体课件、桃子卡片、圆片、学生准备圆片、小棒

师生活动

备注

一、课前导入。

二、教学新课。

三、巩固练习。

四、小结。

同学们，新的学期又开始了，在新的学期里，我们将一起学
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本领，解决新的问题。



1、让学生体会平均分的含义。

（1）、出示桃子图片，让学生随意分。

小朋友手里都有6个桃子，你能把它们分成两份吗？小朋友可
以互相合作，也可以自己动手分。

（2）、展示学生分的成果。

谁来说说，你是怎么分的呢？

学生会有很多种分发，教师用媒体课件都展示出来。

（3）、发现“平均分”。

让小朋友发表意见，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现有两种分法的每
一份都是相同的。

小朋友们都发现了有两种分法与别的不同，那么我们就仔细
来观察这两种分法：我们发现这两种分法的每一份的数目都
是相同的。我们把这样的每一份都一样的分法就叫做“平均
分”。让学生和教师共同读几遍。

教师接着演示：把4个桃子分成左边2个，右边2个，引导学生
说出这是平均分。并连贯说：“把4个桃子平均分成2份，每
份分得2个。”

2、进一步理解平均分的含义。

（1）、教师出示几种物体的分法，让学生说说是不是平均分。

（2）、如果是平均分，分成里几份，每份有几个？

3、让学生动手平均分。



（1）、让学生小组合作将手中的8个圆片平均分，并互相说
说平均分成几份，每一份分得几个。

（2）、发表意见。

（3）、表扬说的好的小朋友。

4、动手操作。

（1）、教师提出意见，让学生边操作，边说出结果。

有8个桃子，每只小猴子分得2个，可以分给几只猴子呢？

（2）、让学生动手，找学生演示。

（3）、连起来说说。

（4）、在书上填写出来。

1、完成“试一试”的题目。

（1）、让学生相互合作，边操作边得出结果，填写在书上。

（2）、集体订正。

2、完成“想想做做”的题目。

（1）、完成第一题。

说出哪种是平均分，并说出理由。

（2）、完成第2题。

教师读题目，让学生先圈一圈，再填写。



填写后读一读。

（3）、完成第3题。

这道题目不让学生动手操作，看学生能否回答出。

回答后教师出示教具演示。

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什么样的分法叫做“平均分”？

本节课是让学生发现什么叫做平均分的，所以有些学会已经
掌握了平均分的含义，而有些学生却不十分理解。

数学一年级教案人教版篇二

1.在实际情境中进一步理解加减法的意义，能正确掌握加减
法各部分的名称。

2.能正确熟练在进行整十数加整十数的加减法计算，鼓励算
法多样化。

3.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理解加减法的意义，能正确掌握加减法各部分的名称。

2.正确熟练的进行整十数加整十数的加减法计算。

掌握100以内的整十数加整十数的计算方法。

培养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复习铺垫

比100多1的数是99。 ( )



53和35一样大。 ( )

97前面的数是98，后面的数是96。 ( )

99大于100。 ( )

和70相邻的数是71和72。 ( )

从61到73中间有12个数。 ( )

一个数个位上是5，十位上是1，这个数是51。 ( )

78个是由7个一和8个十组成的。 ( )

39和41的中间是40。 ( )

40+5比50+4小。 ( )

二、创设情景

今天是小兔子的生日，她想请你们参加她的生日宴会。你们
愿意参加吗?(板书课题：小兔请客)

三、探究新知。

(1)同桌说一说。(2)指名交流。

2.光会提问题还不行，你们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1)先想一想，再用你手中的学具摆一摆、拨一拨。

(2)小组同学交流自己的想法和算法。

(3)指名说算法和算式。



学生汇报，教师板书：20+30=50。30+20=50。

3.小结：在加法算式里“+”前面和后面的数都叫加
数，“=”后面的数叫和。

5.你们能用上面的方法自己解决吗?并说出减法算式各部分名
称。

小组讨论：怎样列式，怎样计算?

6.请学生独立完成课堂练习。

四、巩固提高

1.刚才同学们都表现得非常好，小白兔决定带大家玩一个小
游戏。(玩开火车游戏)出示课本练一练第3题，快速口答。

2.三只母鸡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了，请你快速的找出每个小鸡
的妈妈是谁?

3.出示果园图，让学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五、教师总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数学一年级教案人教版篇三

教学内容：1——2页

教学目标：1、在看一看、数一数、说一说的活动中，让初入
学的孩子了解学校生活，渗透思品教育。

2、在数1-——10各数的过程中，让学生初步体验教学与生活
的联系，激发儿童学习数学的最初步热情。



3、让儿童在数数过程中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以感受老师和
同学之间的亲切，克服陌生感，产生愉悦感。

教学重点：使学生在观察的基础上，能用带数字的一句话表
现出来。

教学过程：

老师这里也有一所美丽的校园图，你们还想不想看看？

学生观察：这所校园有些什馍？同学们在干什麽？

观察后同桌交流。在全班交流。

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板书1——10]

学生小组交流后在全班交流。

小朋友们说的很好，原来呀，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有数，到
处有数学。

课后记：

一单元10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

1、通过直观形象的，生动有趣的数数活动，让儿童感受数学
与生活的联系，感受学习数学的乐趣，或得良好的情感体验，
达到能认识、读、写10以内的数，会用10以内的数表示生活
中物体的个数，会用第几表示物体的顺序和位置，并能在同
学之间交流。

2、让儿童认识10以内的数的大小，认识符号〉〈和=的含义，
能用符号和词语表示10以内数的大小，在比较事物大小，多
少，高矮的过程中，体验一些具体的比较方法。



3、在具体的情景和活动中，初步体验加法和减法的含义，能
用自己的理解的方法正确计算10以内的加法减法，结合计算
体验计算方法的多样性，经历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计算过程。

4、注意数字，符号。算式的规范书写，培养儿童认真看，认
真算，认真写的良好习惯。

5、-让儿童经历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过程，获得一些初步数
学活动的经验与初步解决问题的方法。

22课时

1、10以内数的认识

第一课时

4——5页1——5的认识例1——例3

1、对1——5各数感性的认识

2、培养良好的习惯

3、初步体验数学来源与生活，生活离不开数学

教学重点：1、边摆边数数

2、由抽象的数到物体可一表示什麽

二、教学例1

（1）出示图，看图，用数字说一句话

（2）想一想，你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说说图意吗？

（3）按照数字顺序从1说道5



三、教学例2

（1）摆学具数数

学生一边摆一边说，从1到5

92）在黑板上写1——5，请学生在黑板上数字上面百圆

（2）老师指圆，学生说数，

问：3个圆片用几表示？5个圆片呢？??

老师指数字，学生说圆片。

问：3用几个圆片表示？4呢？

四、教学例3

刚才用数字2表示2个圆片，2还可以表示什麽？

看书5页例3

2可以表示任何个数使的物体。

说说3、4、5可以表示什麽？

全班交流

五、课堂活动

6页1题

课后记：

第二课时



1、进一步巩固1——5的认识

2、初步感知1——5各数的联系，变化，感悟数序

3、初步学会用手指比，划，涂，写1-5

4、操作分小棒，亲身体验探索数的分解的多样性。

教学重难点；规范书写1-5各数

一、谈话引入

昨天我们学习了1——5个，小朋友们能用手来表示吗？

二、教学例4

1、看书例4，共右个要求：比，划，读，写，想想，你认为
小手和小嘴怎样分工最

合适？

小组讨论交流，全班交流

2、根据手和嘴的分工，完成例4

自己练习后小组交流

3、书上有这样一句话，1添上1是2，2添上1是3，……….你
能用手指表示吗？

4、教学在田字格里面规范书写

91）让学生说1——5的形状

（3）老师示范，学生书空



（4）学生练习

三、课堂活动

1、6页1，写数

2、6页3，圈一圈，写一写。

出示这些图，引导学生看懂题意。

3、下面用5根小棒分成2堆，看谁的方法多。

独立操作后全班交流。

四、课堂练习

12页1、2

课后记：

第三课时

1、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感悟一个也没有用0表示。

2、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自主探索0在直尺上表示起点

3、培养学生合作学习主动探索的良好习惯。

4、正确书写0

5、能联系生活实际应用。

1、0在直尺上表示起点。

2、正确书写0



一、谈话引入

防飞前是几个？用数字几表示？放飞后小朋友没有气球了，
用用什麽表示呢？这就要用到我们今天学习的新的数字“0”
（板书）

二、教学例1

（2）原来有几条鱼？现在呢？

（4）原来有3条鱼，用几表示？现在一条也没有，用几表示？

三、教学例2

1、出示直尺图

观察：直尺上有什麽？0在什麽地方？0在直尺上表示什麽？

同桌讨论，全班交流。

小结：直尺上开始这一段叫起点，用0表示，也就在直尺
上，0表示起点。

四、教学例3

1、老师示范书写0

2、学生书空

五、课堂活动

1、8页1——2

2、老师出示放大的方格图、引导学生认识方格，0在这里表
示什麽？



从左3往右数，你发现了什麽？

还可以怎样看？

老师：从左往右，从上往下，依次多1，从右往左，依次少1

3、12页3

课后记：

第4课时

教学内容：9页比较大小，例1——例2

教学目标：1、认识=、〈、〉，并会正确使用

3、初步培养学生具有辨证唯物思想。

教学重难点：比一比的方法。

教学过程：一、创设情景

你能用那些数字表示图中的小动物和花？学生数并且填在书
上

学生用学具摆花儿和动物，并且比较多少。

小组交流后学生汇报自己的摆法和结果

怎样更容易看出物品的多少？

今天，我们要学会一个一个对着摆的方法来比较物品的多少？

二、探索



1、比较同样、多

动手操作；一个一个对着摆花和蜜蜂，观察，你发现了什麽？

2、比较多与少

动手操作：一个一个对着摆蜻蜓和蜜蜂，你发现了什麽？

3、观察讨论

4〉33〈4，你发现了什麽？

小结：蜻蜓比蜜蜂多，4大于3，蜜蜂比蜻蜓少，3小于4

花儿和蜻蜓的比较方法一样，你会吗？

练习：（1）摆3个圆，5个三角形，比较大小

数学一年级教案人教版篇四

1、初步感知分类的意义，学会分类的方法。

2、学生通过分一分，看一看，提高造作能力，观察能力，判
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3、初步学会与他人合作交流。

4、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学会简单分类

一、创设情景 探究新知

1、感知分类



出示例1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可以怎样分类呢?

揭示课题， 生活中把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叫分类。

（板书课题：分类）

2、巩固发展 体验分类

按形状来分一分，怎样记录分的结果呢？

讨论汇报。

板演分法。

还可以怎么分？

二、巩固提升 发散创新

1、课件出示练习七1、2、3题，学生集体完成。

三、课堂小结 今天同学们都学到了哪些知识？这些知识对你
有什么帮助？

四、板书设计：

分类

生活中把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叫分类。

按形状来分一分

按颜色来分一分



数学一年级教案人教版篇五

教材35——36页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

在动手摆的基础上，了解5以内数的组成。过程与方法：通过
动手操作，体会合与分的方法，经历把两部分合成一部分的
过程。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老师的鼓励下，表达自己个
性化的做法。

1.认识“+”号会读加法算式，会根据直观图在加法算式中填
数。

2.通过操作、演示、表达，培养同学们动手能力及观察和运
用数学语言的能力。

3.创设生动活泼的情境和游戏，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及合作
意识，激发学生学习计算的兴趣和对数学的求知欲。

重点：初步建立加法的概念，体会加法的含义，能正确计算5
以内的加法。

难点：正确计算5以内的加法。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智慧星、小红旗。

一、情景创设

根据这个情境填空：（板书）“合起来”在数学上我们还可
以用加法表示。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加法。（板书）

【设计意图】：通过情景强调“合起来”的意思，复习了前
面的旧知识，引出了加法的意义，说明了“合起来”会变多，
团结力量大。



二、新授活动：

1.戴花游戏

刚才小朋友们表现得很好，丫丫他们正在为你们做花呢！请
看图（出示课件）说一说你观察到了哪些数学信息？（一个
女孩和两个男孩一起做花；两朵黄花和三朵红花合起来等。）

我们大家也来一起摆一摆吧！黄色花片表示黄花，红色花片
表示红花。请先展示在桌子上，左边一种，右边一种。接着
你怎么做就能表示：“一共有多少朵花？”（学生自己表现，
看谁是孙悟空，又快又灵，奖励一颗智慧星）。

请学生自己交流，说一说刚才怎么得到智慧星的？

老师还可以把你们变得更聪明、更棒，因为我知道一种叫加
法的算式可以表示“合起来”。合起来用加法计算：“+”表
示合起来的意思，写“+”号时先写“—”（横），再
写“|”（竖），要均匀。2和3合起来是5，就在2+3后面写
上“=”表示“是”的意思，也就是说“=”两边数目相同
（同样多、一样、相等）。象这样的有加号的算式就是加法
算式，表示把2和3合起来是5，读作2加3等于5。（板书）

齐读：2+3=5

在这里，“2+3”表示什么呢？（2+3表示2朵黄花和3朵红花
合起来）

“5”表示什么？（5表示一共有5朵花）“+”表示什么呢
（合起来）

再读：2加3等于5

【设计意图】:奖励智慧星活动，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又活跃了课

堂气氛。通过让学生在眼看、脑想，口说的过程理解了加法
的含义。

2.夺红旗竞赛

怎么用学具表示出来？又该怎样列式计算呢？分四小组用自
己喜欢的学具表示出来，列出算式并计算，说一说你是怎么
算的（体现算法多样化：“点数”法、从一个数起接着数、
用数的组成知识等）。哪个小队完成得又快又好就夺得红旗。
（插在前排）

【设计意图】使学生通过反复操作充分感受加法的内涵，在
活动中感知把两个数合起来表示“一共”这一加法意义，体
会算法多样化。

三、实践应用

1.小朋友们学的这么好，小动物也忍不住带着小宝宝来向大
家学习，看，谁来啦？（出示课件）图中告诉我们什么，要
求什么？谁能连起来说一说？（有3只小鸡，2只母鸡，一共
有几只鸡？）

怎样列算式？[指名交流]

2.学学做做（出示课件）

课件演示：3只绿色小鸟和一只黄色小鸟飞到一起。请学生用
学具跟着做并列式计算，读出算式，说一说是怎么算的。
（3+1=4）

3.赛龙舟（出示课件）

课件演示：两条龙舟，一红一绿。学生相应的分红、绿两队，



看图列式计算并抢答，对一次龙舟前进一步，先到达终点的
那队获胜。（1+1=2、2+2=4、4+1=5等）

个数字正在吃，但还没吃饱，请从盘子里选一个数字放到他
嘴边。选对了他会说，谢谢你！选错了，他会说，大嘴饿了
要吃饭！（2+（1）=3、1+（3）=4、1+（4）=5等）

【设计意图】：通过一系列练习，使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并
在练习的过程中探索技巧，达到准确计算。

四、回顾总结

今天你学的开心吗？你学到了什么？

教学反思：

本课的教学是在学生学习了《5以内数的组成》的基础上进行
的。在数学中，加法是一种常用的计算方法，也是基础的基
础，因此学好这一课，对以后的数学学习至关重要。虽然，
在学生以往的生活经历中，一些日常问题的解决使得他们对
加法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朦胧印象，但是，让学生真正地了解
加法并运用加法解决问题，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本节课教
学的重难点是：让学生真正理解加法的含义并能运用加法去
解决实际问题。另外，人人要学有价值的数学。新课程标准
指出：加法是小学生学习数学计算的最基础的知，《5以内的
加法》就突出体现了它的基础性、价值性。因此我在教学中，
充分创设情境让学生感受到加法在生活中的作用。本节课我
感到学生学的认真、轻松，基本掌握了什么叫加法，也能快
速的计算5以内的加法。

数学一年级教案人教版篇六

1、培养学生认真观察事物的良好习惯，体会生活中处处有数
学。



2、使学生体会到高和矮也是相对的，进一步建立比较的意识。
在比较的过程中，差别比较明显的，可以直接感知得到结论；
差别不明显的，就要利用数量进行刻画，再比较。

3、培养学生在不同的解题策略中，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
法，培养学生的优化思想。

在比较过程中，差别不明显的，要利用数量进行刻画，再比
较。

1、情境引入

(播放《柯南》片段)你喜欢柯南吗？柯南抓坏人可能干呢，
为什么呢？因为他观察事物非常仔细，细小的差别也能看出。
今天我们就学习他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精神，看谁观察最仔
细！

2、观察主题图

出示主题图

观察图，和同桌互相说一说图上有几个人，他们在干什
么？(引导学生仔细观察：你怎么知道是在路上？你怎么知道
是盲人？)

(1)比较

把图上的三个人进行比较，你发现了什么？(引导学生进行比
较，教师板书)

他们三个人中，谁最高，谁最矮？

(2)小结

生活中有很多可以比较的东西，这里是比较高矮，你还知道



哪些比较呢？

3、练一练 (1)直接比较

第16页的第1～5题，学生直接比较得出结果。包括高矮、长
短、厚薄、曲直。

(2)游戏

让两个学生上台比高矮。(故意让一个学生踮着脚尖)学生一
看，就叫：“不公平。”教师马上问：“为什么不公平？”
从而让学生明白：事物比较，要在同一起点上。然后分小组
比高矮。

4、间接比较

(1)汽车图

观察，汽车能通过吗？分小组讨论。请一小组汇报讨论结果，
并说明为什么。允许学生有不同的结论，全班讨论，发表自
己的意见。只要有理由，都给予肯定。

(2)蚂蚁图

看图讨论：哪只蚂蚁最先回到家？为什么？(有的学生直接观
察，走得直的最先到家，予以肯定。引导学生用数一数的方
法判断)

(3)钉子图

先让学生讨论：哪根钉子合适？为什么？学生发表不同的意
见，教师先不说对错，用实物演示给学生看，让学生自己选
择。从而渗透优化思想。

(4)绳子图



此题很明确，让学生独立完成。汇报结果。

(5)笔图

此图比较的事物较多，要求也较难，不但要比较，还要排序。
小组合作完成。

(6)兔子图

虽然只有三只兔子，但由于三只兔子的起点不同，差别也细
小，不易看出。先让学生小组讨论，发表意见。教师要引导
学生学会找参照物。

5、总结全课

今天小朋友们学得非常好，观察很仔细，人人都像小柯南。
在我们的生活中，比较的事物很多，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开
动脑筋，就会学会很多知识。

“高矮长短”是北师大版数学实验教材第一册的教学内容。
它是本册教材第二单元“比较”中的第二部分内容。这节课
的教学是学生在学习了比较“多少大小”的基础上学习的又
一种比较。这部分教材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学生的学习兴
趣比较高。根据新的课程标准的要求、学生和教材特点，我
从情、能、知三方面制定本课教学目标。(1)培养学生认真观
察事物的良好习惯，体会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2)使学生体会到高和矮是相对的，进一步建立比较
的意识。在比较的过程中，差别比较明显的，可以直接感知
得到结论；差别不明显的，就要利用数量进行刻画，再比较。
其中，“差别不明显的，要利用数量进行刻画，再比较”是
本课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