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教案全册(优
秀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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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倒数的意义，掌握求倒数的方法，并能正确熟
练的求出倒数。

2、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观察、比较、
概括以及合作学习的能力。

3、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发展学生质疑的习惯。

教学重点：概括倒数的意义与求法。

教学难点：理解“互为”、“倒数”的含义。

教学方法：创设情境、激趣质疑、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教学过程：

一、比赛引入

8/11×11/81/10×10

7/9×9/77×1/7



（师巡视学生的情况，并对分数的格式加以指导）

学生思考后，汇报结果：

生1：两个乘数的分子、分母位置颠倒

生2：每个算式乘积是1

师：现在老师有点疑问，2不是分数，它的分子和分母是什么
呢？生：

2可以写成2/1，分子分母颠倒后，2/1×1/2=1

二、理解倒数的意义

师：观察的真仔细，我们能不能给这样的数取个名字呀？

生：倒数

师：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课题：倒数(板书)

师：再看这几个算式，2×1/2=1，我们说：2是1/2的倒
数，1/2是2的倒数

师：看这几个算式，倒数是对几个数来说的？

生：两个数（师板书）

师：这两个数的乘积有什么特点？

生：乘积是1（师板书）

师：再举一个例子：2/3×3/2=1，我们说：2/3是3/2的倒数，
3/2是2/3的倒数，2/3和3/2互为倒数（师板书：互为倒数）



师：怎么理解“互为”呢？

生：相互的意思

生：就是对两个数而言的`

师：“互为”是对两个数而说的，不能孤立地说谁是倒数，
应该说谁是谁的倒数。

生：。。。。。。

师：大家表现真好，老师也来说一个，3/5是倒数，对吗？

生：不对

师：你帮老师改正吧

生1：应该说3/5是5/3的倒数

生2：。。。。。。

三、观察比较，抽象概念。

1、以小组为单位，学生主动探究这四组数的特点。

生：分子分母倒过来了。

师：那么我们就给这样的数取个名字吧！（板书课题―

―倒数）师：继续观察这几组数，看看还有什么特点？

生：每组中两个数的乘积都为1。

（如学生不能找出这个特点，则可以引导学生做计算比赛。）



2、请学生再举一些这样的例子进行观察。

3、概括“倒数”的意义，板书。（强调“两个数”――“互
为”；“乘积为1”――“倒数”。）

四、引导探究，掌握方法。

1、举例观察，讨论。（2/5的倒数）

师：怎样求一个数的倒数呢？

生：分子分母交换位置。

（师生共同总结：一个分数的倒数就是把这个分数的分子分
母交换位置。）

2、小组讨论，探究求整数的倒数的方法。

师：2的倒数怎么求呢？

生：把2看成分母为1的分数，即2=2/1，所以2的倒数是1/2。
（师生共同总结：整数的倒数是用1做分子，用这个整数做分
母。)

五、巩固练习，拓展外延。

1、出示“1/5，3/4，5/9，1，3/7，9/5，4/3，7/3”八个数，
请学生移动数的位置，找出几组互为倒数的数。

2、剩下“1/5和1”，分别求出1/5的倒数和1的倒数。

3、1的倒数是几？（1的倒数是1。）你是怎样计算的？

（1）整数的倒数是用1做分子，用这个整数做分母。所以1的
倒数为1。



（2）因为1×1=1，所以1的倒数为1。

4、0也是整数，0的倒数是几呢？

（1）出示0×（）=1。谁上来填一填？（没人举手）

师：0乘任何数都不得1，这说明了什么？

生：0没有倒数。

（2）如果把0看成分母为1的分数，即为0/1，那么它的倒数
应是1/0。

师：这样说可以吗？

生：不可以，因为0不以做分母。

5、真分数的倒数是假分数，假分数的倒数是真分数。那么带
分数呢？（先把带分数化成假分数，再求它的倒数。）

6、小数有倒数吗？

（1）把小数化成分数，再求它的倒数。

（2）举例说明：因0.25×4=1，所以说0.25和4互为倒数。

六、深化练习，巩固提高。

1、填空。

（1）乘积是（）的两个数互为倒数。

（2）（）的倒数是它本身，（）没有倒数。

（3）27/100的倒数是（），25/16的倒数是（）。



（4）0.7的倒数是（）。

2、判断。

（1）2/9是倒数。（）

（2）一个数的倒数一定比原来小。（）

（3）所有的数都有倒数。（）

（4）a是整数，所以a的倒数是1/a。（）

（5）因为0.2×5=1，所以0.2和5互为倒数。（）

七、全课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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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2、过程与方法：是学生经历操作、观察、讨论、归纳等数学
活动，进一步体会转化方法的价值，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和
初步的推理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让学生在探索活动中获得积极的情感
体验，进一步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学重点：

理解并掌握三角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教学难点：

理解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



教学方法：

创设情境——新知讲授——巩固总结——练习提高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三角形学具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师：我们学校有一批小朋友要加入少先队了，学校为他们做
了一批红领巾，要我们帮忙算算要用多少布。同学们有没有
信心帮学校解决这个问题?(屏幕出示红领巾图)

师：同学们，红领巾是什么形状的?

生：三角形的

师：你们会算三角形的面积吗?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研究，探
索这个问题。

板书：三角形的面积

二、新知探究

1、课件出示一个平行四边形

师：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怎么计算?

生：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底×高(板书：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底×高)

师：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是怎样得到的?



生说推导过程

生1：我想把它转化成已学过的图形。

生2：我想看看三角形能不能转化成长方形或平行和四边形。

2、动手实验

师：请同学们拿出准备好的学具：两个完全一样的锐角三角
形，直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一个长方型，一个平行四边形，
你们可以利用这些图形进行操作研究，看哪一组能用多种方
法发现三角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生小组合作，教师巡视指导。

3、展示成果，推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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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通过讲授，引导学生找出规律，总结出体积的公式。

2.指导学生运用公式正确计算长方体、正方体的体积。

3.培养学生积极思考、探索新知的思维品质。

教学重点：

长方体、正方体体积计算。

教学难点：

长方体、正方体体积计算



教具运用：

正方体木块若干。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什么叫体积?计量物体的体积常用的单位有哪些?

2.怎样计算一个物体的体积呢?

二、新课讲授

1.长方体体积的计算。

教师课件出示一块长方体积木，一块盖房用的大型砖板。

(1)提问：它们的体积是多少?你是怎样想的?

引导学生回答：长方体积木的体积可以用1立方厘米的正方体
去摆，有几个1立方厘米的正方体，它的体积就是多少立方厘
米，但是相对于大型砖板再用1cm3或1dm3去量就比较麻烦。

教师：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知道较大物体的体积，我们
能不能用学过的数学知识来计算。

(2)观察操作，探究长方体的体积公式。

小组合作，用准备好的24块1cm3的小正方体木块，任意摆出
不同的长方体，然后把数据填入下表。

学生拼摆，然后填表，集体汇报，老师把有代数性的数字写
在表中。



说明学生拼摆长方体的样式非常多，这里只列举几个。观察：
从这张表中，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独立思考，然后小组内讨论交流，得出结论。

小结：长方体的体积等于长方体所含体积单位的数量，所含
体积单位的数量正好等于长方体长、宽、高的乘积。

板书：长方体的体积=长×宽×高

讲述：如果用字母v表示长方体的体积公式可以写成：v=abh

(3)质疑：求长方体的体积公式需要知道什么条件?

2.探究正方体的体积公式。

(1)启发。根据正方体与长方体的关系，联系长方体积公式，
想一想正方体的体积应该怎样计算。

(2)引导学生明确。正方体的体积=棱长×棱长×棱长(板书)
用字母表示：v=a•a•a=a3(a表示棱长)(a3读作a的立方，表
示3个a相乘)

3.运用长方体的体积公式解决问题。

(1)出示教材第30页的例1。

(2)学生看图，理解题意。

(3)说出题中所给信息，和所求问题。

(4)指名说出长方体的体积公式。

(5)指名学生上台板演过程，其他同学判断。



(6)老师订正书写。v=abh=7×4×3=84(cm3)

(7)看图，学生独立在练习本上完成。

(8)指名板演，集体订正。

三、课堂作业

完成课本第31页“做一做”第1、2题。

四、课堂小结

1.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2.在计算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五、课后作业

完成练习册中本课时练习。

板书设计：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长方体的体积=长×宽×高

v=abh

正方体体积=棱长×棱长×棱长

v=a•a•a=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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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时：直方图(1)



学习目标：了解频数分布表的制作步骤。

重点、难点：频数分布表的制作。

学习过程：

问题一：下面数据是截止2002年费尔兹奖得主获奖时的年龄:

293935333928333531313732

383631393238373429343832

353633293235363739384038

373938343340363637403138

请根据下面的不同分组方法,你觉得比较哪一种分组能更好地
说明费尔兹奖得主获奖的年龄分布,并列出频数分布表,画出
频数分布直方图.

解：1.计算极差(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

2.决定组距与组数:

3.列频数分布表:

年龄分组划记频数

合计

4.画出频数分布直方图

课堂练习：

1、光明中学为了解本校学生的身体发育情况,对八年级同龄



的名女生的身高进行了测量,结果如下(数据均为整数,单
位:):

将数据适当分组,绘制频数分布直方图。

2、体育委员统计了全班同学60秒跳绳的次数,并列出下列频
数分布表:

(1)全班有名同学;

(2)组距是,组数是;

(3)跳绳次数在范围的同学有人,占全班同学%;(精确到0.01%)

(4)画出适当的统计图表示上面的信息;

(5)你怎样评价这个班的跳绳成绩?

3、为了进一步了解七年级学生的身体素质情况，体育老师对
七年级(1)班50名学生进行1分钟跳绳次数测试，以测试数据
为样本，绘制出部分频数分布表和部分频数分布直方图，如
下图所示.

组别次数x频数(人数)

第1组801006

第2组1001208

第3组120140a

第4组140

第5组160



请结合图表完成下列问题.

(1)表中的a=______.

(2)请把频数直方图补充完整.

(3)若八年级学生1min跳绳次数(x)达标要求是：x120为不合格，
120140为合格，140160为良，x160为优，根据以上信息，请你
给学校或七年级同学提一条合理化建议.

第二课时：直方图(二)

学习目标：能正确画出频数分布直方图和画频数折线图

重点、难点：能正确地画出频数分布直方图。

学习过程：

解：(1)计算极差：(4)画频数分布直方图和频数折线图：

(2)决定组数和组距：

(3)列频数分布表：

平行线及平行公理

教学建议

1、教材分析

(1)知识结构

本节从实例中概括出平行线的概念，给出了平行线的记法和
它的画法，并引出了平行公理及其推论.



(2)重点、难点分析

本节的重点是：平行公理及其推论.承认经过直线外一点有且
只有一条直线与这条直线平行的几何是欧氏几何，否则是非
欧几何.由此可见，平行公理在几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教
学时，学生可以从用直尺和三角板画平行线的画图过程中，
理解平行公理.特别是真正地体会到公理中的有且只有的意义.

本节难点是：理解平行线的概念以及由平行公理导出其推论
的过程定义中的在同一平面内的这个前提，是为了区别立体
几何中异面直线的情况.教学时只要学生能意识到，空间的直
线还存在另一种不相交的情形的，即异面直线.

另外，从平行公理推导出其推论的过程，渗透了反证法的思
想.初中学生难于理解，教材对反证法既不作要求，也不必提
出反证法这个词，只要把道理说明白即可.

2、教法建议

(1)概念的引入：学生从教师创设的情景中，可以直观地认识
平行线.从实例中，体会平行线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并且有它
固有的属性，因此很有必要认真地研究它.当然，我们首先要
能深刻地理解它的定义.

(3)掌握平行线的画法：学生刚开始接触几何，为降低难度，
适应学生的发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作图时不要求学生
写出已知，求做，证明等步骤，只要保留作图痕迹.通过作图
的教学使学生能准确而迅速地画出几何图形，为今后的几何
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4)平行公理及其推论

在学生画图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提出问题，过直线外一点有
几条直线可以与已知直线平行呢?学生在动手操作后，可以体



验到公理的客观存在性.并且可以让有数学素养的同学，尝试
说明平行公理推论的正确性，通过说理，体会数学的严谨性
与逻辑性.

教学设计示例

一、教学目标

1.了解平行线的概念，理解学过的描述图形形状和位置关系
的语句.

2.掌握平行公理及推论，会用三角尺和直尺过已知直线外一
点画这条直线的平行线;会用学过的几何语句描述简单的图形
和根据语句画图.

3.通过画平行线和按几何语句画图的题目练习，培养学生画
图能力.

4.通过平行公理推论的推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进
行推理的能力.

二、学法引导

1.教师教法：尝试法、引导法、发现法.

2.学生学法：在教师的引导下，尝试发现新知，造就成就感.

三、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重点

平行公理及推论.

(二)难点



平行线概念的理解.

(三)解决办法

通过引导学生尝试发现新知、练习巩固的方法来解决.

四、教具学具准备

投影仪、三角板、自制胶片.

五、师生互动活动设计

1.通过投影片和适当问题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2.通过教师引导，学生积极思维，进行反馈练习，完成新授.

3.学生自己完成本课小结.

六、教学步骤

(-)明确目标

掌握平行公理及其推论的应用，能画出平行线，会用几何语
句描述图形的画法，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二)整体感知

以情境引出课题，以生活知识和已有的知识为基础，引导学
生学习了平行公理及其推论，并以变式训练强化和巩固新知.

(三)教学过程

创设情境，引出课题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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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包装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教材创设了“包装糖果”
的情景，使学生综合应用表面积等知识来讨论如何节约包装
纸的问题，它体现了数学的优化思想。同时有助于学生提高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感受数学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学情分析】

1、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

在本课学习之前，学生已熟练掌握了长方体的特征，能准确、
迅速的计算出长方体的表面积；初步认识了由两个相同的正
方体拼成一个长方体后表面积发生的变化。

2、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

学生大都接触过物品的包装，清楚地意识到用包装纸包装物
品就是求物体的表面积，但实际所需的包装纸又比物体的表
面积大，因而教师要和学生理清本课研究的是“接口处不



计”的包装方式，这样的活动才能和生活进行有效沟通。

3、学生学习本课内容可能遇到的困难及学习方式的研究。

学生在探究由四个或者多个相同的长方体组合成新的长方体
时，对于方法的多样化与策略的最优化可能存在问题，因此
以小组合作的活动方式可以说是本课的较佳路径，让同伴之
间相互协作，共同探讨。

【教法学法】

让学生通过小组活动，在合作探究中探索出不同的包装方法，
再引导学生观察、比较、交流、总结，领会最节约包装纸的
包装策略。使学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感悟优化的数学思想。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利用表面积等有关知识，探索多个相同长
方体叠放后使其表面积最小的最优策略。

过程与方法目标：1、体验解决问题的基本过程和方法，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

2、通过解决包装问题，体验策略的多样化，发展优化思想。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渗透节约的意识，体会包装的学问
在生活中的应用，感悟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是：利用表面积等有关知识，探究多个相同长方体最节
省包装纸的叠放方法。

难点是：理解最节省包装纸的包装策略。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师生共同准备若干个长方体纸



盒。

【教学过程】

一、课前交流

师：请同学们看一看今天的课堂有什么不同？（有很多听课
的老师）

师：这么多的老师来听课，来一睹同学们的风采，你想对自
己说些什么？让我们一起说“加油！我是最棒的！”。（生
齐说）

师：谢谢同学们，我们可以开始上课了吗？（生：可以）上
课！

二、激发兴趣，导入课题。

上课之前先请同学们欣赏几幅关于包装的图片（课件出示图
片）。师：你们看了这几幅图片后有什么感受，请说一说。

物品经过包装，显得更精美，可包装的目的不仅如此，在包
装中还有许多其它的学问，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包装的学
问》。（板书课题）

再过几天就是李老师的4岁小侄子的生日，我买了盒蛋卷，
（课件出示一盒长方体形状的蛋卷盒（10cm×8cm×5cm））老
师也打算把这盒蛋卷包装后送给他，（课件演示用包装纸包
装蛋卷盒）在包装时我遇到了个问题，请看。（课件出示问
题：如果接头处不计，最少需要多大面积的包装纸呢？）

师：谁能帮老师想一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生：就是计算
它的表面积。）怎么计算你可以说说吗？（生回答）



师：下面我们就一起动手计算一下这个长方体蛋卷盒的表面
积好吗？（生完成后交流反馈，课件展示老师的计算。）

【设计意图：既复习了旧知识，又为下面组合长方体表面积
计算打

下了知识基础和情感基础。】

三、动手操作，初步感知。

1、小组活动，自主探究。

师：老师的爱人也买了一盒同样的蛋卷，包装时一共需要多
大面积的包装纸呢？（一个需要340cm，两个就是需
要680cm。）

师：有没有不同的意见？说一说。（可以合起来包装，就不
是680cm了。）

问：合起来包装为什么就不需要680cm包装纸呢？（有的面
重合起来了。）

师：重合的面在包装时需要用包装纸包装吗？（不需要）

师：可以怎样包装呢？请同学们同桌合作，拿出两个长方体
纸盒摆一摆。（学生同桌合作，探索组合包装的方法。）

请一名学生展示摆放的方法。（教师在黑板上用实物展示。）

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包装方法？再指名展示，老师在黑板上
用实物展示。（展示结束，课件出示三种组合包装的方法图。
）

2、展开猜想，交流讨论。



师：大家观察一下，这三种包装方法有什么不同？（重合的
面不同。）师：同学们观察得很仔细。请看第一种方法重合
的是哪些面？（生：两个最大的面。）

师：我们可以说“重合了两个大面”。第二种方法和第三种
方法呢？（生：第二种方法重合的是两个中面，第三种方法
重合的是两个小面。）

师：请同学们猜想一下，这三种方法中哪种方法最节约包装
纸？（生：第一种）

问：第一种方法最节约，你能说一说你是怎样猜想的吗？
（指名交流。）

3、验证猜想，得出结论。

师：这个猜想是不是正确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验证
呢？（可以分别计算出三种组合后的长方体的表面积，再比
较一下就知道了。）

问：怎样计算大长方体的表面积？（预设学生回答：可以根
据组合后的大长方体的长宽高直接计算出表面积；也可以把
两个小长方体的表面积之和减去重合面的面积。）

先让学生计算出第一种方法包装后的大长方体表面积。（指
名板书）师：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吗？（再指名板书）

师：我们来比较一下哪种方法简单一些？（指名回答）（把
两个小长方体的表面积之和减去重合面的面积。）

师：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计算另两种的表面积。（指
名板书）师：从计算的结果看，是不是和我们刚才的猜想一
致呢？（一致）师：谁能说一说在包装时究竟怎样包装才能
节约包装纸吗？（指名回答）



四、组合三个，再次体验。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教案全册篇六

《百分数的应用(三)》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上册第二
单元的内容。在学习本课之前，学生已有两个层次的基础：
用分数解决实际问题和百分数知识的学习。同时，本课的学
习还将是学生初中代数学习的知识基础。

本课的编排是这样的，教材呈现出一幅笑笑妈妈记录的家庭
消费情况统计表以及针对表格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和课后阅读资料主要是体现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而
第二问则是本课的重点所在。

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和本课编排特点，我将本课目标设
定为以下两点

1.通过探索、交流、比较，使学生掌握根据百分数的意义列
方程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体会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2.培养学生自主构建知识结构、与人交流以及运用数学解决
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使学生掌握根据百分数的意义列方程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学难点：

找准题目中的等量关系

二、说教法与学法

1.探究交流——自主构建。



2.联系生活——体验价值。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自主探究、相互交流、分析比较、联系
生活都是学习本课的有效方式。

三、说教学过程

本课的教学环节分为3大块：阅读资料，导入新课——自主探
究，分析比较——拓展思路，学以致用。

课始，阅读资料，导入新课。课件出示教材中的阅读材

料关于恩格尔系数的介绍。请学生带着下列问题独立阅
读“恩格尔系数指什么?结合课前收集的数据你能计算出你家
的恩格尔系数，并对此做出科学解释吗?”，然后同桌交流，
全班反馈并小结得出：百分数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
揭示课题：今天我们来学习“百分数的应用(三)”。

应的复习题就是为了让学生主动寻找新的知识生长点，感悟
新的学习方法以达到学习能力的培养。

课中，“自主探究，分析比较”分为3个层次：循序渐进，动
态示题——探究交流，夯实基础——比较优化，激活思维。

首先：循序渐进，动态示题。“笑笑也调查了一份他们家的

食品支出情况，我们去看一看”然后运用课件将表格中的第
一排数据一一出示，让学生分别判断处于什么生活水平，然
后再说一说有什么发现。这样逐一出示，能够让学生的观察
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直观的发现笑笑家生活水平从贫困—
温饱—接近小康的巨大变化，感受到这些年来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然后再出示整张表格。这时，我将问题(1)去掉，因
为它已经在动态出示表格的过程中完成了，直接将问题(2)改成
(1)随着表格一起出现：“1985年食品支出比其他支出多210



元，你知道这个家庭的总支出吗?”我把它分成探究交流环节
和比较优化环节。

探究交流，夯实基础。这个环节主要通过以下4步完成

1.独立审题，并尝试画图、列式、解答。

2.小组内交流想法：“你是怎么想的?”

3.在黑板上展示一些有代表性的方法。

4.全班交流反馈。

独立完成有利于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亲历知识的形成，

以达到自主建构。交流想法则是用语言将自己的思考过程再
一次论证，展现。

而在展示方法这一步，由于前面的学习基础，大部分同学都
会选择用方程来解这道题，主要有“65%x-35%x=210”，也有
可能会出现这一种“(65%-35%)x=210”，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同
学用算术方法---210÷(65%-35%)。所以将这三种代表性的方
法都展示在黑板上。在反馈的时侯一定要引导学生说出解题
思路，尤其是对等量关系的把握。比如第一
种“65%x-35%x=210”根据要求，学生一般都会先画出线段图，
那么首先要让学生根据线段图说出图意，其次说出列方程的
根据：“你是抓住哪句话来分析的?”通过“食品支出比其他
支出多210元”得出等量关系：“食品支出的钱数-其他支出
的钱数=210元”，再根据等量关系说出所列方程的含
义：“65%x、35%x分别表示什么?”以加深学生对本课的理解
并达成本课的教学目标，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对
于“(65%-35%)x=210”虽然从算式来看只是在第一种的基础
上运用了乘法分配律，但是实际上他们所依据的数量关系是
完全不一样的，可适时让学生讨论这两种方程方法的区别与



联系。期间对于学生因为粗心比较容易犯的错误，要拿出来
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讨论错的原因。总之，对于基础好的同
学多放手，给他们探索的空间，注重学习能力的培养，对于
基础差的学生既要让他们思考也要在他困惑时给予引导。

据题目中的数量关系直接列出方程式，便于理解;同时指出列
方程这种方法在我们以后的学习和实际生活中将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然后要求学生用列方程的方法完成教材试一试的
第2题“(2)2005年，食品支出占50%,旅游支出占10%,两项支
出一共5400元，这个家庭的总支出是多少元?”

来巩固所学。由于第一题“(1)1995年，其它支出比食品支出
少760元，这个家庭的总支出是多少元?”与例题是重复的，
所以删掉。而第(2)题作为例题的延伸和对主题资源的有效利
用做为课堂练习。

课尾——拓展思路，学以致用。由于前面的学习比较充分，
而教材后面的练习题和例题基本处于同一层次水平，所以我
在丰富练习的内容和形式以及联系生活实际这两方面作了一
些探索。据此我设计了两道练习题。

1.某班在一次数学单元训练中这道题是从扇形图的练习形式
以及涵盖了基本训练、变式训练、发散训练的练习内容两方
面丰富了本课，其意图是在巩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学生举一反三的数学能力以及创新意识、环保意识的培养。
第二道题选用的材料是《我国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情况》
的财经报道。

2.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局面下，我国经济率先崛起。截至9月
份，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15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5.3%，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7526.8亿元，同比增1.6%，地方
本级收入23992.07亿元同比增长9.8% 问题：根据这些信息你
能知道什么?你能提出哪些问题并列出算式? 这道题的数据虽
然复杂不方便计算，但是体现了数学材料的真实性。其倾向



性在于培养学生自主搜集、提取信息并加以综合运用的能力。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本课的板书： 因为本课本着“放手让学生
探索”的定位思想，所以板书的设计遵循“黑板是学生的试
验田”的原则，除了教师板书课题及一些重点要求外，主要
是学生上来展示他们的解题方法。

就是这样，一堂朴实数学课的探究与应用，就此结束，希望
能得到在做的专家与同仁的指导。谢谢!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教案全册篇七

教学目标：

1、知道连加、连减算式的含义和运算顺序。

2、能比较熟练地口算连加、连减式题。

3、初步感知连加、连减式题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学会表达和
交流，培养学生观察和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通过联系实际情境，体会连加连减的意义和理解
运算顺序。

教学难点：

1、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如何用语言表达数学问题，同时
学会倾听、交往与合作。

2、理解连减的含义。

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



1、课件演示情境图(聪明屋)

师：今天，我们要去数学聪明屋里去玩玩。在聪明屋里有很
多聪明题，看看我们班上谁最聪明。看，四位小动物先出来
欢迎我们了。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题目。(课件)

长颈鹿小狗小乌龟小猫

师：你想和谁交朋友，就算算它带给你的题目吧!(请四位学
生口答)

2、小结

师：今天我们用学到的数学知识为小动物解答了难题，你们
可真了不起，希望你们在聪明屋里学到更多的数学知识。

二、探究新知

(一)探究连加

1、说图意。课件演示小鸡图(动态)。请学生仔细观察。

(1)师：小鸡也想和我们交朋友，在图上你看到了什么?

(原来有5只小鸡在吃米，先跑来了两只，又跑来了一只。)

(2)师：根据你看到的，你可以提什么数学问题?(一共有多少
只小鸡?)

学生复述图意，指名说，同桌说，齐说。

2、尝试列式。

师：要知道一共有几只，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做?(加法)为什
么?



(1)名学生口头列式。5+2+1=

(2)读算式。(师：刚才的小朋友读得真不错，你也跟着他读
一读吧)

(3)比较不同。(请小朋友观察一下，这个算式和我们以前学
的有什么不一样?——有三个数，两个加号)

(4)小结：像这样把三个数或更多的数加在一起，就叫连
加。(板：连加)

3、说算理。

师：这个算式你会算吗?(指名说：先算5+2等于7，再算7+1等
于8)

请学生跟说，齐说，同桌说。

(二)探究连减

1、说图意。

师：你们帮小鸡解决了难题，他们可高兴了，过了一会儿，
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有8只小鸡，先跑掉了3只，又跑掉了2只，还剩下几
只?)

指名说图意(同连加)

2、写算式。

(1)师：这道题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减法，为什么?

学生列式。(板书：8-3-2=)齐读算式。



(2)师：这道算式和以前的减法有什么不同?你能给它取个名
字吗?(板书：连减)

(3)小结：像这样从一个数里连续去掉几个数，用连减。

3、说算理。

师：你会算吗?(先算8-3等于5，再算5-2等于3)

学生跟说，齐说，同桌说。

(三)小结。

今天我们学会了连加、连减，在计算时，一般是从左往右的
顺序依次计算的。

三、练习巩固

师：聪明屋里还有很多聪明题，需要我们小朋友来解答，请
你们帮帮这些小动物的忙。

1、课件出示燕子图、猪八戒吃西瓜图。(请学生复述图意，
再在课本上列式计算，并说算理)

2、课件出示小棒图和三角形图。(方法同上)

3、算式(折叠卡片)。——学生说出计算过程。

3+4+16+4+04+3+22+2+4

8-5-39-5-410-6-2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