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的数学教案 小学一年级数学
教学教案(大全6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写教案的
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一年级的数学教案篇一

认识图形(一)

1、通过观察、操作，使学生初步认识长方体、正方 体、圆
柱和球。知道它们和名称，初步感知其特征，会辨认这几种
弄清形状的物体和图形。

2、培养学生动手操作和观察事物的能力，初步建立空间观念。

3、通过数学活动，培养学生用数学进行交流，合作探究和创
新的意识。

4、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使学生直观认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这几种形状的物
体和图形，初步建立空间观念。

一、谈话引入：把形状相同的物体放在一起。

二、操作感知

1、分一分，揭示概念。

1）分组活动。让学生把形状相同的物体放在一起，教师巡视。



2）小组汇报。问：你们是怎么分的？为什么这样分？

3）揭示概念。教师拿出位置、大小、颜色不同的实物直观揭
示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的概念，并板书名称。

2、摸一摸，感知特点。

1）让学生动手摸一摸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的实物，然
后把自己的感受和发现在小组内交流。

2）汇报交流。

三、形成表象，初步建立空间观念。

1、由实物抽象实物图形。投影出示“鞋盒”，引导学生说出
它的形状是长方体，然后抽象出长方体图形。用同样方法出示
“魔方”、“茶叶桶”、“足球”等实物图，抽象出正方体、
圆柱、球的图形。

1）分别出示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的图形，先让学生辨
认，然后把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的图形贴在黑板上，
最后再使出相应的实物。

2、记忆想象。

1）分别出示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的图形，先让学生辨
认，然后把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的图形贴在黑板上，
最后再使出相应的实物。

2） 让学生闭上眼睛想一想四种图形的样子（教师说图形，
学生想）。

3） 让学生闭上眼睛按教师的要求摸出四种不同形状的实物。

4)先让学生闭上眼睛，然后摸教师给出的一种实物，由学生



判断它的形状。

5)出示位置、大小、颜色不同的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
的图形，让学生辨认。

3、让学生列举日常生活中见过的形状是长方体圆柱、球的实
物。

四、分组活动，体验特征。

1、做“做一做”

1)让学生拿出长方体和圆柱，放在桌面上玩一玩，使学生发
现圆柱会滚动。

2)让学生用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搭一搭。通过搭，使
学生明确：球没有平平的面，能任意滚动；长方体、正方体
和圆柱都有平平的面，搭在一起比较稳固。

2、游戏：“看谁摸得准”。

1) 每小组一人说出物体的名称，看谁摸得准（做一做2）。

2)教师说物体形状，学生摸。其他同学按指定要求摸，

3)数图形。（练习五2）问：这只小动物是由什么图形拼成的？
各用了几个？

五、小结。

一年级的数学教案篇二

初步培养学生的反思和检查能力；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处处
有数学，培养学生学习的乐趣和学习的自信心，渗透爱科学



的德育教育；认识6~10各数，能正确数出6~10的物体个数；
正确读、写6~10各数；顺数、倒数0~10各数；通过学生的动
手参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发展学生的数感，
体验实物、符号、数字的联系；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教学重点

6~10各数的书写

教学难点

8的写法

教学方法

讲述、练习、讨论

教具准备

田字格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同学们每天上课都要用到文具，你能说一说文具里都放些什
么吗？（复习1-5各数。）

二、探究新知，讲授新课

1、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文具请大家观察一下：图画上画了
些什么？

2、知道怎么做了吗？每一种文具各有多少/分别用数字几来
表示？连线，指名说。



3、生活中还有哪些物品的数量可以用6-10这几个数来表示？

4、6-10的写法。

形象记忆：6象哨子，7象镰刀，8象葫芦，9象“q”。

重点讲9一笔写成，8从右上角起笔，上圆稍小，下圆稍
大，10是由1和0组成，0从右上角起笔向左下角运笔，回到起
笔处。

三、巩固练习，形成能力

1、练一练，第一题：看图画线，学生独立完成。

2、第二题，数一数，写出数，再画圈。

3、第三题；填数，发射火箭倒计时，从10写到0。

四、小结：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6-10各数，并会写6-10各数。

一年级的数学教案篇三

本次活动的活动目标是练习原地纵跳触物，获得一定的纵跳
能力。并且学习分工合作，积极参与创作游戏场景工作。增
强幼儿的合作意识，体验合作的乐趣。

活动重难点是幼儿能在摘果子的过程中感受纵跳的动作技能，
了解助跑起跳的基本动作。学会下蹲摆臂起跳来摘果子。

本次活动我为幼儿准备了磁性“水果”若干，障碍物若干，
保护垫一块。结合实际活动，进行如下反思。



一、活动准备

1、提前准备活动材料，并摆放在合适位置。

2、结合实际，选择适宜的活动环境。

活动前考虑到幼儿需要助跑纵身起跳摘物，结合本园实际情
况，决定在隔壁空教室进行本次活动。将磁性“水果”置于
黑板上，黑板前方放一块保护垫，防止幼儿摘物时与墙面发
生正面碰撞。

二、活动过程

1、热身活动应充分有效，有一定趣味性。

结合活动内容纵跳，主要发展腿部力量。所以在热身活动时
我着重腿部热身，用车轮跑、深蹲起跳等方式进行热身，在
达到热身目的的同时提高了幼儿运动的热情。

2、尊重循序渐进原则，由易到难的原则。

通过设置障碍物、提高“水果”高度来体现活动的层次性。

3、注重课堂常规的培养。

体育活动中幼儿非常容易兴奋，从而出现在活动中不能很好
地听从教师的命令。教师在活动中应时刻抓好常规这一环节，
引导幼儿遵守课堂纪律，才能使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

4、安全前提下的动作发展。

在活动中，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在安全范围内充分发挥幼
儿的兴趣及信心，带领他们完成动作，学习完整的动作技能。
强调纵跳动作的深蹲和摆臂。



5、师幼互动，共同领会动作技能。

教师让幼儿自己讲述动作技能，及时提醒并帮助其改正。利
用示范法和分解法帮助幼儿理解动作，共同努力达到学习技
能的目标。

6、重视放松活动。

放松活动是体育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应该重视每一
次的放松活动。本次活动最后让幼儿品尝自己摘下的果子，
在放松的同时得到满足感。

三、个人评析和收获 

幼儿对体育活动非常感兴趣，教师应该投其所好，在注重习
惯和常规培养的同时，把握好核心技能，分层次地锻炼幼儿
的技能，这样，幼儿就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体育活动
的魅力，从而全身心得到满足。

一年级的数学教案篇四

1.通过自主学习，使学生能够在经验积累和亲身体验的基础
上体会减法的含义并且能够应用.

2.使学生能够在交流合作中理解知识的形成过程.

3.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初步理解减法的含义是本小节的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学生能够看图说图意，并能够正确列式计算.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一）出示图片：金鱼图和绵羊图

1.请你根据图意列式

2.教师总结

（1）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同一个问题；

（2）当我们需要把两部分合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加
法计算；

（3）两个数相加，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他们的和不变.

（二）教师设疑

二、学习减法

（一）看图自主理解减法含义

1.出示图片：主题图

（1）请你自己想一想，这幅图什么意思？

（2）小组内说一说

（3）你知道怎样解答吗？

2.全班讨论



3.教师小结

当我们从总数里面去掉一部分，求剩下的另外一部分时，我
们用减法计算.“－”记做减号.

从5个里面减去2个，还剩3个，写作：5－2 ＝3

（二）反馈

1.出示图片：做一做1

2.出示图片：做一做2

3.出示图片：小刺猬拿苹果

（三）小结

当我们需要把两部分合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加法计
算；当我们从总数里面去掉一部分，求剩下的另外一部分时，
我们用减法计算.

三、练习

（一）出示图片：手指图

（二）出示图片：小鸟摘果子

（三）出示图片：老鼠做数学

四、小结

今天我们接触了减法，你知道什么时候运用减法进行计算吗？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吗？

探究活动



成双配对

游戏目的

1.巩固5以内加减法的含义.

2.使学生能够熟练计算5以内的加减法.

游戏准备

将所有5以内的加减法算式制作成口算卡片.

游戏过程

1.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

2.组长任意说一个5以内的数字，其他学生就从口算卡片中拿
出得数等于组长所报数字的口算卡片.

3.每次第一个拿出卡片的学生获得奖励（小红花，小星星等
等），最后获得奖励最多的学生就是优胜者.

一年级的数学教案篇五

1、口算练习(出示口算题卡)

2、数的组成的练习。

6个十和2个一合起来是多少?8个一和5个十合起来是多少?

46里面有几个十，几个一?28里面有几个一，几个十?

[通过对已学知识的巩固达到对新知识进行铺垫的目的]

二、创设情境



2.解决30+2。

[求30和2合起来用加法，依据百以内数的组成：3个十和2个
一合起来是32]

3.还可以怎样列式解决2+30。

教师板书：2+30=

独立思考后写在练习本上，发表意见，进行全班交流。

巩固练习30+3=6+20=70+8=9+40=

4.解决32-2。

指出：为什么要进行减法计算，再依据减法的含义，从32里
去掉2，计算32-2的结果，可以依据数的组成知识，32里面
有3个十和2个一，去掉2个一还剩3个十，就是30;还可以这样
想：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3个十和2个一加在一起就是32，
从32中减去2个一，就剩下3个十即30。

巩固练习63-3=57-7=48-8=29-9=

三、运用实践操作，

1.摆一摆，算一算，并说说自己是怎样算的。

请一名学生在实物展示台上摆小棒，请其他同学一起按要求
摆小棒学生仔细观察后，提出问题在练习本上写出相应的算
式，并由学生说说是怎样算的。

先摆5捆，再摆6根(一共有多少根?)

50+6=566+50=56



先摆44根，再拿走4根。(还剩下多少根?)

44-4=40

2.填一填连一连

课本做一做第一题填空，个别同学在展示台上展示，集体订
正。

第二题数学游戏：在课本上连线，在展示台展示正确者奖励
玉米图片

3.我当小法官

4+60=464+60=64

4个一和6个十合起来是644个一和6个十合起来是46

65-5=6065-5=6

5个十和7个一合起来是575个十和7个一合起来是75

74-4=?90+6=?

四、解决问题(第43页的第6题。)

五、全课总结：

今天我们学的什么知识?我们学的是整十数加一位数和几十几
减几这样的减法，下课以后同学之间互相出题，互相说得数，
回到家里，和家长互相出题，互相说得数，提高计算的速度
和准确性。



一年级的数学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能初步地数、读、写100以内的数。

2、初步理解数位的意义，掌握100以内数的顺序，会比较它
们的大小。

3、初步掌握100以内数的组成。

三、教学重点：

初步正确地数、读、写100以内的数，特别注意过九的数。

四、教学难点：

初步理解数位的意义，掌握100以内数的顺序。

五、教具准备：

计数器、数字卡片

六、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复习数位表：

“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什么位?第二位呢?第三位呢?(个、十、
)对!

“那么怎么样用计数器表示11?”(指名回答，说一说数位表
示的意思)



(二)导入：

“刚才表示的数都是20以内的数，如果是20以上的数又应该
怎样表示呢?谁知道24这样用计数器表示?”

说一说数的组成。

(学生讨论，教师指名回答)

写作：24读作：二十四)

(三)新课：

1、想一想应该怎么样用计数器表示42?(指名回答)

想：42由4个十和2个一组成，所以在十位上拨4，在个位上
拨2。

写作：42读作：四十二

2、(1)教师拨珠子：十位4颗，个位3颗

“请问珠子表示的数是多少?”(指名回答)

板书：写作：43

全班齐读“十位是4，个位是3，所以读作四十三”

读作：四十三

3、练习巩固：

(1)接拨珠子，分别用指名答、开火车答、全班齐答等方式。
过九的数：39，49，59，69，79，89，99.



(2)教师读数，学生听数并动手写数，再全班对答案。

(3)同桌2人合作，一人说数，另一个人在听写本上写数，要
求写数和读数都要写出来。每人说3个数。

(4)巩固练习

•1、个位是7，十位是4，这个数是。

•2、65的6在()位上，表示()，5在()位上，表示()。

•3、一个两位数，从右边起第一位是7，第二位是2，这个数是
()。

(四)小结：今天我们学习了100以内的读数和写数。(板书：
读数、写数)其实方法和20以内数的读写都是一样的。不知道
小朋友们是否都熟练掌握了100以内数的读写呢?好我们现在
来做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