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案(模板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案篇一

课题：找圆形

课型：新授课

试讲人：张玲娟

学时：1学时

备课时间:20xx-6-11

授课时间：20xx-6-14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知道圆形的特征，能从不同的物品中找出共同
的地方（图案为圆形）。

2、能力目标：幼儿乐意参加操作活动，能遵守操作规则，并
能独立画出圆形。

3、德育目标：利用观察法、操作法等来引导幼儿学习。教学
重点：

1、指导幼儿了解圆形的特征，并让幼儿能在图案中找出圆形。
教学难点：



1、幼儿需要发挥自己的实践操作能力，学会画出圆形。教学
方法：

1、观察法2、示范法3、提问法4、操作法等。

教学准备：

1、若干个圆形实物图（硬币、眼镜、手表等）

2、铅笔、白纸（学生自备）

3、几张缺少轮子的图片

教学过程：

1、引题

教师：“小朋友们，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大家想不想来看一看，都是些什么东西呀？”（老师拿出准
备好的材料）教师：“小朋友们，有谁告诉我这些是什么
呀？”（师生互动环节）教师：“小朋友都很聪明，认识这
些东西，那大家看一看这些东西哪些地方是一样的呢？都是
什么形状的呀？嗯，对了，大家真聪明，这个就是圆形。”

教师：“小朋友们认识了圆形，那大家要不要和老师学习画
圆啊？拿出大家带来的笔和纸，跟着老师一起来，好不好呀？
小朋友们，注意哦，画的时候不要弄伤自己的小手哦！”
（教师提醒小朋友安全问题）

2、找圆形

教师（出示放大的缺少轮子的图片）：“小朋友看看图上有
什么呀？这些车子能开吗？为什么能开或者不能开呢？”
（师生互动）呀？教师：“小朋友眼睛真灵，原来呀，这些
车子的轮子都不见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小朋友来帮帮忙好



吗？找找看，应该画在哪里？”（幼儿进行操作，教师进行
指导）

3、找找生活中的圆形

教师：“小朋友们，刚才我们帮车子找到了它们的圆圆的轮
子。大

家都学到了什么是圆形，那小朋友们，今天回家之后，在家
里找一找圆形，然后指给爸爸妈妈看，好嘛？那今天的课就
结束了，小朋友们，再见！”

教学反馈：

1、整个教学过程中，老师采用图片展示、现场教学等方式来
指导幼儿进行学习，这样更容易让幼儿接受所学知识。

2、本次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而且也会很好
地锻炼幼儿的观察力，能在生活中得到运用。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案篇二

1，让学生初步理解个位、十位上的数所表示的意义，激发学
生主动探究的`欲望。

2，能正确地读、写出100以内的各数。

计数器1个小棒100根铅笔24枝投影片

（1）一个一个地数，从27数到50，从85数到l00。

（2）十个十个地数，从30数到60，从20数到100。

（1）（）个一是一十，十里面有（）个一。



（2）（）个十是一百，一百里面有（）个十。

（3）6个十和2十一组成（）。

（4）2个十和5个一组成（）。

（5）75里面有（）个十和（）个一。

16，25，50，68

（1）出示计数器。

教师；计数器从右边起，第一位叫个位，第二位叫十位，并
在计数器上分别贴上“十位”、“个位”。

（2）教师出示2捆铅笔和4枝铅笔。

这里共有几枝铅笔？（有24枝），有几个十枝和几个一枝。
（2个十枝和4个一枝）

学生回答后，教师分别把2捆铅笔和4枝铅笔分别挂在十位和
个位上，接着问：“计数器上应该怎样表示呢？”

写数时，要先写十位，再写个位。十位上是几，就写几；个
位上是几，就写几，这个数写作“24”。

读数时，先读十位数，再读个位敷。十位上是几，就读几十；
个位上是几，就读几，这个数读作二十四，学生跟读两遍。

1。教学例3。

（1）第一行3题让学生独立完成，读给同桌的同学听，教师
巡视指导。

（2）第二行第1题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十位上有4十珠子。个



位上一个也没有，试问；这个数该怎么写呢？学生回答后，
教师强调，“这个数十位上是4，就写4，个位上一个也没有，
就写0”。因此写作：“40”读作“四十”。

（3）第二行第2、3题让学生尝试，说给同桌的同学听。教师
提问个别同学，集体订正。

2。教学例4。

（1）出示10捆小棒与计数器。

提问：这里一共有几捆小棒？几个10？10个十是多少？

教师把10拥小棒捆成一大捆，挂在百位上边。

问一百该怎么写呢？

引导学生说出；先在百位上写“l”，十位与个位上都写“0”这
个数写作“100”读作“一百”。

（2）教师告诉学生计数器上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
是十位，第三位就是百位。

3。小结。

写数、读数都要从高位起，按数位顺序写，个位或十位上一
个也没有写数时要写“0”占位。

1。“做一做”第2题（课本第37页）。学生独立完成，教师
提问个别同学：该如何写数，你是怎么想的？集体订正。

2。做游戏：接通电话

本节课大部分学生都掌握的很好只有个别学生老是在读数写
的时候把汉字写成数字。还需加强辅导。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案篇三

1.通过观察、操作、演示，使学生能够正确地数出数量
是6、7的物体的个数，会读、会写数字6、7，并会用这两个
数表示物体的个数或事物的顺序和位置，会比较它们的大小。

2.在教学过程中，渗透讲卫生、爱劳动、爱集体、与他人分
工合作等方面的思想和情感教育。

3.通过学生观察、操作、发言，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
操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初步的数学交流意识。

体会6、7的基数及序数含义。

教具准备课件、计数器、数字卡片。

学具准备：计数器、小棒

一、创设学习情境

二、6、7的基数含义

1.观察主题图。

2.教学6和7

(1)、认识6

师：图上有几位小朋友在打扫卫生?还有数量是6的事物吗?

6张桌子、6个小朋友，可以用几个圆来表示?

像6个小朋友，6张课桌，6个圆都可以用数字几来表示?观察
一下，6像什么?



(2)、认识7

师：图上有数量是7的`事物吗?7个人、7把椅子都可以用几个
圆来表示?

像7个人，7把椅子、7个圆都可以用数字几来表示?观察一
下?7像什么?

2、揭示课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2个新朋友，6和7

(出示课题)：6和7的认识

3、摆一摆

师：请小朋友们先拿出6根小棒，请你用这6根小棒摆出你喜
欢的图形，比一比看谁摆的又快又好(请一位小朋友上来摆)

4、拨一拨

师：请一位小朋友认真看，仔细数，看他拨的对不对

师：回忆一下你刚才拨珠子的过程，5添上31是几?6添上1是
几?7比6多几?……

同学们做的非常好，你能把这把直尺补充完整吗?为什么这样
填?

填完后让同学拍着手读一读

5、比大小

三、教学6和7的序数

1、教学金鱼图



提问：左数第一瓶有几条鱼?左数第六瓶有几条鱼

有6条鱼的是第几瓶?左数第7瓶有几条鱼

谁能像老师这样提出几个问题?并且你自己指名回答

2、游戏

师：请今天表现好的小朋友来前面扮演小动物

(1)、老师提问题，下面的同学注意听，看谁回答的又对又好

四、总结

师：我们今天认识了哪两个朋友啊?

五、教学6和7的写法

同学们认识了6和7，那我们现在就来学习写6和7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的乘、除法知识解决问题。

2、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提高学生解决问题技能。

教学难点：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准备：图片、题卡或课件等。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1、我们已经学了利用乘法和除法两步计算解决简单的实际问
题，你们都有哪些收获？把你的收获再组里交流一下。

2、今天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

【设计意图】：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二、探索学习

1、引导学生完成练习七第8题。

（1）学生先独立思考完成，教师巡视。

（2）交流汇报，集体订正。

2、引导学生完成第9题。

（1）出示情境图，学生看图思考，独立完成练习。

（2）同桌相互交流，说说题意、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果。

3、引导学生完成第10题。

（1）出示情境图，学生观察画面，确定要先解决什么问题。

（2）让学生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解题思路。教师巡视。

（3）全班交流汇报。



【设计意图】：练习与生活实际联系在一起，扩大用除法计
算解决问题的空间，让学生感受生活中处处用数学的同时，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完题后让学生交流解题思
路，让学生在交流中分享成功。

三、拓展应用

1、补充拓展性练习。

（略）

2、先让学生独立思考，再讨论、交流，教师指导。

四、课堂总结。

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案篇五

说教学内容：新课程标准教材数学一年级上册第五单元《分
类》。

教学目标：

1、让每个学生亲自经历分类的过程，理解分类的必要性。

2、初步感知分类有一定的标准。

3、培养学生有条理的整理事物的好习惯。教学重点：不同的
事物按单一标准分类的方法。

说教学难点：

教具准备：挂图、文具图片、服装图片、玩具图片、动物图
片、实物投影学具准备：



1、房间图、文具图片、服装图片、玩具图片(每小组一份)

2、学具盒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1、小朋友在家里一定能帮妈妈做做很多事情，谁愿意告诉大
家你都会做些什么呢?

2、看来同学们都是热爱劳动的好孩子!可是呀，老师家的宝
宝林林，一回家就把房间弄成这个样子了，你们看看(出示房
间图)。你们有什么想法?(好乱)

二、创设时空、自主探究

1、说说房间里有些什么呢?

2、你们都是她的哥哥姐姐了，你们愿意帮助她吗?

3、师：这么多东西要收拾，好麻烦哦!你们准备怎么收拾
呢?(同桌说一说)

4、讨论：一窝蜂的上来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怎么避免
呢?(分工合作)我们怎么分工呢?强调：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整
理，注意不能乱抢。比一比，看哪一组合作得最好!老师给这
个小组奖一颗合作星!

5、生汇报，并说一说为什么都愿意把同一类的物品放在一
起?

7、现在的房间变得怎么样了?

看来，我们要学会把各种物体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进行分类，
这样就能使乱七八糟的东西变得整齐起来。



三、应用拓展、自主构建

1、分类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应用呢?你能说说吗?

2、把同类的圈起来。(找相同)先说说分别是些什么物体，再
进行分类。

3、每行中不同的是什么?(找不同)

4、给动物分类

(1)教室里这么热闹，可把一群小伙伴可急坏了，它们好想和
大家一起玩啊!想知道他们是谁呢?闭上你的眼睛，千万别睁
开,你会得到一份惊喜!(师分发动物图给学生，并出示挂图)

(2)睁开眼睛看看，你们看到了什么?(生说)师：蓝蓝的天空，
宽阔的草地，潺潺的小河……多美的大自然呀!

(3)想想你手中的小动物该回到哪里呢?(回到大自然!)那么这
些可爱的动物该放回到大自然的哪个地方呢?你能把它贴到合
适的地方吗?(生有序地上台贴动物)

(5)谁能说说你是怎么分的呢?会飞的――天上;会跑的――草
地上;会游泳的――水里。

5、整理学具盒

(2)汇报：你是怎样整理的?

(3)把学具有序地进行整理，放到学具盒里。

四、评价反思、自我体验你今天有哪些收获和感受?还有什么
遗憾?

五、教学反思



分类是一种基本的数学思想。它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事物
进行有序的划分和组合的过程。学生分类能力发展的重要标
志是能够自己提出分类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感受到分
类整理既是方便我们的生活，又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根据
数学课堂教学“有趣、有序、有用”的新思想，组织系列教
学活动。创设生活情境，让学生亲自动手分一分、画一画、
贴一贴、摆一摆，在数学活动中经历分类整理的过程，从中
体会分类的结果在不同的标准下的多样性。培养学生分类、
有序整理事物的能力。

通过拓展延伸，让学生体会到分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
方便。利用十一长假休息期间，带孩子去北京旅游，恰逢北
京新鸿儒教材教法研究所举办全国四市十二省小学数学课堂
教学观摩课交流研讨会。带孩子玩了两天后，放弃了游玩时
间，和孩子一起听课了。

因此，有幸听到了吉林市船营区实验小学的张秋菊上的一节课
《分类》，所不同的是这是北师大教材的。张老师的教学中，
通过几个活动――整理房间、分水果和蔬菜、贴动物、分卡
片、整理书包，体会了分类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课后，听取了湖北省特级教师梅安妮老师的指点，整节课虽
然体现了分类的思想――按标准分类，体现了数学问题生活
化，但是新课程倡导的生活问题数学化，几乎没有类似于给
同类物体画圈等练习，是本节课的一个缺憾。在张老师这节
课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上完课后，感觉比较舒心。但是，美中有很多不足。例如，
什么是类?什么是分类?这个重点突出不够，学生尽管已经会
分类了，但是还没弄清楚什么是类。在学生整理完房间后，
还有个小结：“衣服放在――柜子里;文具放在――书桌里;
玩具放在――玩具箱。林林的房间现在怎么样了?想拿衣服，
上哪找?想玩玩具了，上哪找?想学习了，上哪找?”这部分其
实就是突出类和分类的，这只有下一节课中强化了。



又如，给动物分类，还欠考虑。学生出现了“狮子老虎放远
点!”的呼喊，是我史料不及的。看来我对学生的了解还是欠
缺，低估了学生的思维方向。还有对学生的组织还不够，课
堂虽然活，但是感觉有点乱。努力做到活而不乱，是我们所
有老师共同的祈望。因为活，导致没有完成教学任务，但是
这不重要，学生已经掌握了分类的方法。听了贺老师的评课，
我更清楚该怎么上好这节课了。

《分类》评课分类是一种数学思想，也是一种数学方法。本
节课要求学生能够按照事物的用途、颜色、形状等进行分类，
也就是单一标准。那么，学生应该掌握什么呢?什么是类?什
么是分类?是本节课学生所要感受的重点。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案篇六

一、教学目标

1、使学生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观察和操作进一步
经历十几减9的计 算过程，比较熟练地掌握十几减9的计算方
法，并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2、鼓励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和合作交流，探究出多种计算方法，
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计算十几减9的算式，渗透用多种方法解
决问题的能力。

3、小学一年级下册数学《十几减9》教学案例：引导学生能用
“十几减9”的计算方法解决现实问题，使学生初步体会到生
活中处处有数学，从而培养学生用数学的意识。

4、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交往能力。

二、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计算十几减9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三、教学难点：

经历探究计算十几减9的思维过程。

四、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口算题卡、小棒

五、教学过程：

十几减9教案

(一)热身赛

8+9= 15-9= 17-9= 6+7= 13-9=

7+9= 18-9= 9+5= 14-9= 11-9=

(1)集体订正

(2)评讲：请你说说17-9你是怎样计算的?

(3)指名学生说自己的算法，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4)师：刚才我们一起复习了前面大家共同探究的十几减九的
几种方法，那么老师希望大家在后面学习过程中，能用你自
己喜欢的方法来做题。好，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十几减九
的练习课。(板书课题：十几减九的练习课)

(二)导入：

师：同学们喜欢喜羊羊吗?

生：喜欢



师：老师也很喜欢，今天喜洋洋他们来到我们的课堂了，大
家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生：你们好

生：有!

师：好，下面就进入我们的闯关活动。

1、速度大作战

师：我们来和喜羊羊比一比谁的速度快吧

12-9 = 16-9 = 14-9 = 18-9 =

17-9 = 11-9 = 16-9 = 13-9 =

用你最喜欢的算法算算 18-9= ( )

2.看图写算式

师：跑那么快，大家一定都渴了，看，同学们，我们来到了
草莓地。

3、力气大作战

师：同学们吃饱了，大力士泰哥要和我们比力气呢(在圆圈里
填上大于号，小于号或者等于号)

4+3 17-9 15-9 5+9 7+8 9+6

4-9 15-5 16-9 13-9 12-9 9+4

4、地雷大作战(想加算减)



师：同学们要小心了，可不要踩到地雷哦

9+( )=12 9+( )=18 9+( )=15 9+( )=11

12-9 = ( ) 18-9 = ( ) 15-9 = ( ) 11-9 = ( )

5.看图讲故事

师：我们安全的走过了雷区，现在休息一下来讲故事吧

(三)活动

师：同学们，在你们聪明才智的帮助下，喜羊羊他们顺利的
夺回了宝藏，看，他们来向我们表示感谢了呢!为了庆祝一下，
他们邀请我们一起跳舞，大家准备好了吗?(音乐：找朋友)

(四)

师：喜羊羊他们完成了任务，要回羊村去复命了，他们想买
一些礼品带给大家，现在请大家一起去自选商场帮他们挑选
礼物吧!

(1)妈妈给了你16元钱，你最想买什么，还剩多少钱?

(2)如果可以买两样，你想买什么?还剩多少钱?

(五)

(六)谈收获

这节课你收获了什么?

师：大家这节课学会了讲故事，十几减九的计算方法等很多
东西，还利用十几减九的计算方法，推理出了如何计算十几
减八和十几减七这些我们下节课将要学习的内容。



(七)

师：你喜欢灰太狼吗?

生：不喜欢，他老做坏事

师：对，灰太狼总喜欢搞破坏，但是老师觉得灰太狼有一个
优点，他虽然每次都失败，但是却从未放弃，这一点我们应
该向他学习。那这节课靠我们大家的智慧，喜羊羊他们一次
次战胜灰太狼，灰太狼一次次失败，我们胜利了，我们就是
喜羊羊!

最后老师送给同学们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大屏幕出示)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案篇七

教学内容：教材p42――44

教学目的：

1、能按照给定的含有两个因素的标准进行分类，并体会不同
的方法在同一标准下的一致性

2、小组合作交流学习的学习方法。

3、培养生的动手，动脑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体会在不同的方法在同一标准下的一致性

教具准备：教学中所用的图形学具

教学过程：

新授



教学例1

请同学门给你们桌上的图形分下类，看谁分得又块又好！
（生分类）

谁来说说，你是怎样分的分成了几类？

同学们分得真不错现在按形状不同分类的同学举手。

按颜色分的同学有哪些？请你们将形状相同的分在意。

师：请同学们把桌上的.图形分一下类

（小组分类、师巡视，向有困难的组提示：刚才是怎样分的，
先怎样分的饿，再怎样分）

同学门，刚才我发现有一些小朋友分得又块又好，谁来说说
你们是怎样分的？

（生到黑板展示，边分边说分的过程）

p44课堂活动、1

读题，动手操作，抽生演示

p44课堂活动、2

理解题意，先找能飞的，再找有羽毛的

p44课堂活动、3

小组讨论怎样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