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数学苏教版教案及(实用5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年级数学苏教版教案及篇一

教学内容：苏教版三年级数学下册64页~65页。

教学要求：

1. 通过教学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用分数表示的方法，并
通过独立思考、合作交流、汇报讨论等研究活动顺利地完成
知识的正迁移，理解和掌握把一个整体平均分用分数表示的
方法，能够用分数表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

2. 使学生体会分数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初步了解分数在实际
生活中的应用，深刻理解分数的含义。

教学重点：把一个整体平均分成若干份，用分数表示其中的1
份的思维方法。

教学难点：使学生能够把每份的个数与分成的份数区别开来。

教学流程：

一、复习旧知，探索新知

1. 复习旧知。



(1)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风车是怎样做出来的?

(2)能用一个分数来表示红色部分占这个风车的几分之几吗?
说一说怎么想到用来表示的?(板书：平均分)

(3)通过以前的学习，说说对于这个分数你还知道了哪些知
识?(复习分数各部分名称及意义)

总结旧知：把一个物体或一个图形平均分成4份，每份就是它
的。

2. 探索新知。

(1)出示风车散开的图，现在谁还能用一个分数来表示红色部
分占这个风车的几分之几吗?说说为什么也是呢?(相机出示：
板书：一个整体)

揭题：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办法，继续认识分数(板书：认识
分数)

(设计意图：让学生经历把散开的风车还看成原来的风车，也
就是“一个整体”，借助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关于分数的
知识储备，沟通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把准学生的学情，实
现知识的正迁移。)

(2)学习例1：

出示例1情境图：

? 每只小猴分得这盘桃的几分之几?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

? 根据回答，师总结示范把4个桃看作一个整体，平均分成4
份。(介绍：数学上一个整体通常画一个圈来表示，平均分用
虚线来表示。)



?让学生指一指一份在哪里，说一说( )是( )的。

(设计意图：创设具体的情境，让学生利用已有的经验，理解
把4个桃看作一个整体，平均分成4份，这样的一份也可以用
来表示。)

(3)学习例2：

出示例2情境图：

?操作、感悟、交流：每只小猴能分得这些桃的几分之几?先
拿出四个圆片分一分，再把你的想法说给你的同桌听一听。

?反馈：1生板演分法，说一说把这些桃平均分成了几份，指
一指每份在哪里，他生说一说每份是这些桃的几分之几。

?师总结：(加圈，加虚线)是的，把这些桃，也就是这个整体
平均分成两份，分母就应该是2，每份就是它的(板书：2份 )

(设计意图：用圆片代替桃子分一分，说一说，通过实际操作，
从平均分的份数和要表示这样一份的关系上，抽象得出每份
是这些桃的，初步体会把一些物体平均分成几份，这样的一
份也可以用几分之一来表示。)

(设计意图：通过对比，让学生理解把一些物体看成整体平均
分，也可以用分数表示，分母仍然表示平均分的份数，丰富
学生对分数意义的理解，为接下来的变式练习提供有力的支
持。)

(3)变式练习：

2只小猴分6个桃：

些桃的。



对比辨析：刚才分的是4个桃，现在分的是6个桃，为什么都
用来表示其

中的1份呢?

(设计意图：通过变式练习和对比，让学生进一步明确把一些
物体看成一个整体平均分用分数表示的方法，在学生自主建
构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对分数知识的理解。)

3. 新课小结。

说一说，通过刚才的学习，你对分数知识又有了哪些新的了
解?

二、巩固练习，融会贯通

1. 说一说。(想想做做1)

自主练习，讨论汇报：每份是这个整体的几分之几?你是怎样
想的?

2. 判一判。

下面的涂色部分都能用来表示吗?

判断对错，说说错在哪里，怎么改正。

出示正确答案，启发思考：怎么每幅图中的涂色部分都可以
用来表示?

(设计意图：通过说一说、判一判，从不同的角度让学生再次
感受：同样多的物体，看成一个整体，只要平均分的份数不
同，表示每份的分数就不同;而不管有多少个物体，只要看成
一个整体，平均分成的份数相同，表示每份的分数可以相同，
为学生的知识建构再次提供平台。)



3. 涂一涂。(想想做做3)

(1)学生自主分一分，涂一涂。

(2)反馈不同涂法，不同分法。

4.分一分。

出示15个风车。

拿出它的，还剩下几个?拿出它的，现在还剩多少个?(12个)
下面用小棒代替来拿一拿。

拿出这堆小棒的、，说一说是怎么拿的。

还能拿出这堆小棒的几分之一?自己动手试试看!(、、)生汇
报几分之一，他生猜是几根。

(设计意图：在游戏中丰富对分数知识的理解，体验学习的乐
趣和成就感。)

5. 找一找。

(1)找一找我们今天上课的会场里的分数。

(2)找一找校园里、生活中的分数。

(设计意图：把学生的学习活动从课内延伸到课外，开拓更丰
富的学习素材与应用平台，沟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增强应
用意识。)

一年级数学苏教版教案及篇二

教学目标：



1.能够将相邻区域的小圆片的个数相加。

2.对给出的“结果数”能够分拆成两个合适的数。

3.通过摆圆片、填合适的数，感受到三角盘中三个数与三个
结果数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

对给出的“结果数”能够分拆成两个合适的数。

教学难点：

三角盘中三个数与三个结果数之间的关系。

教具准备：

磁性黑板、三角盘、翻转片、数字卡

教学过程：

一、找规律

2. 出示一个三角板，将小圆片放到各个区域中去，教师不做
解释的摆放第一张结果数卡。

3. 用磁性小圆片和数卡将书上题2摆在三角板上，然后学生
得到计算三角的草图，并摆出题2，求出结果数并填入。

二、提高过程

1. 题3：只给出一个结果数，且一个区域没有摆出。 教师摆
出三角板，给出题3，提问：你们能填一填吗?说出为什么这
么填的理由。



5+()=11 11-5=()

三、探究

1.题6： 摆出题6的三角板，师：你们能够用小圆片摆一摆，
试一试吗? 和学生一起探讨，通过尝试解决问题。

尝试一：首先上方摆上3个，那么左下方如何摆或者右下方如
何摆。 探讨：这样摆可以吗? 不可以的话是为什么?说一说
理由。

2.检验：4+3=7 3+5=8 5+4=9 将小圆片抽象到数，填入题目
中。

四、练习册的练习

1.简单题型 将相邻的区域相加并将结果写在卡片上

2.难度增加：2个区域是空的。 师：你能说一说你是如何算
出来的吗? (必要时可以让学生用小圆片摆出)

4.找规律。

五、课堂小结

略。

一年级数学苏教版教案及篇三

2个2个地数：2,4,6,8,10,12,14......

3个3个地数：3,6,9,12,15,18,21......

4个4个地数：4,8,12,16,20,24,28......



5个5个地数：5,10,15,20,25,30,35......

10个10个地数：10,20,30,40,50,60......

2.68前面的一个数是(67)，后面的一个数是(69);

3.百数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对于百数表，孩子们需要知道：

(1)后面一个数比前面一个数大1;

(2)下面一个数比上面一个数大10.

(3)能利用以上规律在不看表格的情况下解决下面的问题：

4.“多一些”：只多几个;“少一些”：只少几个.



“多得多”：多得较多;“少得多”：少得较多.

一年级数学苏教版教案及篇四

style="color:#125b86"> 教学目标：

1、经历猜测、实验、数据整理和描述的过程，体验事件发生
的可能性。

2、知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有大小的，能对一些简单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做出预测，并阐述自己的理由。

3、积极参加摸棋子活动，在用可能性描述事件的过程中，发
展合情推理能力。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师生谈话，由围棋子是什么颜色的引出把6个黑棋子，4个白
棋子放在盒子中和“说一说”的问题，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意
见。

(设计意图：由围棋子是什么颜色的问题引入学习活动，既调
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又是摸棋子活动的准备。)

二、摸棋子实验a

1、教师提出摸棋子的活动和用“正”字记录黑白棋子的出现
次数的要求，全班同学轮流摸棋子。

(设计意图：学生猜并摸出棋子，亲身感受事件发生的不确定
性。)



2、交流学生统计的情况，把结果记录在表(一)合计栏。

(设计意图：使学生经历收集整理的过程，为下面的交流作铺
垫。)

3、提出：观察全班摸棋子的结果，你发现了什么?让学生充
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设计意图：从全班统计结果的描述中，感受统计的意义，为
体验可能性的大小积累直观经验和素材。)

三、摸棋子实验b

1、提出：如果把盒子中的棋子换成9个黑的，1个白的，会出
现什么结果?学生发表意见后，全班进行摸棋子实验。然后整
理统计记录。(设计意图：改变事物的条件，让学生猜测，再
摸，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和合理推理能力，获得愉快的学习
体验。)

2、让学生观察描述统计结果。

然后提出：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次摸出黑色棋子多呢?鼓
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

(设计意图：在观察描述摸棋子结果的过程中，感受摸棋子实
验的意义，初步体验摸出什么颜色的棋子的次数和盒子中放
的这种颜色的棋子个数有关系。)

四、摸棋子实验c

1、提出：如果把盒子中的棋子换成1个黑的，9个白的，让学
生猜一猜摸中哪种颜色棋子的次数多，再摸。然后整理统计
结果，填在表(三)合计栏中，并和大家猜的结果进行比较。



(设计意图：在学生已有活动经验的背景下，进行猜测、实验，
发展学生的合理推理能力，激发参与活动的兴趣。)

2、提出：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次摸出白色棋子多呢?鼓
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

(设计意图：在两次实验结果的分析比较中，再次体验到，摸
中哪种颜色的棋子的可能性和放入盒子里这种颜色棋子的个
数有关系。)

五、可能性大小

1、提出“议一议”的问题，让学生讨论：摸中哪种颜色的棋
子的次数跟盒子中棋子个数有关系吗?得出盒子中哪种颜色的
棋子多，摸中的次数就多，反之就少。

(设计意图：在亲身实验的基础上，认识盒子中放棋子的情况
和摸棋子结果的关系。)

2、教师介绍可能性大小的含义。鼓励学生用可能性大小描述
实验的结果。

(设计意图：理解可能性大小的部分意义，学会用可能性大小
描述实验结果。)

六、课堂练习与问题讨论

学生独立完成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