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数与代数第一课时数的认识 认识
负数数学教案(汇总8篇)

导游词的叙述应当注重线索的逻辑和脉络的清晰，引导游客
在旅行中亲身体验和感受。导游词的撰写可参考其他导游的
实际表达，学习他们的优点并吸收，形成个人风格。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优秀的导游词范文，供大家参考。

数与代数第一课时数的认识篇一

教材第1-2页的例1、例2，以及练一练，练习一第1-4题。

1．在现实情境中初步认识负数，知道正数和负数的读、写方
法；知道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2．初步学会用正数和负数表示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现象，如温
度、海拔高度等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3．体验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学习数学的乐趣。

在现实情景中理解正负数及零的意义。

用正负数描述生活中的相反现象。

1．找一只温度计，仔细观察，并将观察内容与家长交流；或
上网搜索，了解有关温度计知识。

2．学会使用温度计测量温度。

1．阅读课本第1页的例1。从图中你能知道些什么？（大声地
读一读，并在下面写一写）

2．阅读课本第2页的例2。思考：怎样表示珠穆朗玛峰和吐鲁



番盆地的海拔高度？

你对正数和负数有了哪些了解？还有什么疑问？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明确目标

二、交流提升

1．认识温度计

知道测量气温要用什么吗？（出示温度计）谁能把温度计向
大家介绍一下？（温度计的结构、计量单位、类型、表示温
度的方法等）

2．交流例1

（1）出示例1，全班交流：从图中你知道些什么？

数与代数第一课时数的认识篇二

教学内容：

苏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五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初步了解负数，知道负数和正
数的读、写方法，知道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正数都大



于0，负数都小于0。

2、使学生初步学会用正数、负数描述现实生活中一些简单的
具有相反意义的量，进一步加深对负数的认识。

3、让学生经历创造符号表示相反意义量的过程，经历数学化
的过程，享受创造性学习的乐趣，相机发展学生的符号感。

4、通过介绍古代中国认识和使用负数的情况，使学生体会到
中国古代文明对于数学发展的卓越贡献，激发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与难点：

理解负数的意义，进一步建立数感。

教学过程：

一、自主创造，引出新数。

1、水果市场在进货和出货，你们瞧！ （课件出示市场进出
货的画面）

仓库管理员小王对水果进出的情况进行登记，你们觉得他记
清楚了吗？为什么？

要区分相反意义的量，同学们有没有好办法呢？

2、怎样表示相反意义的量呢？历史上的数学家们对这个问题
也进行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 （课件出示数学史）

二、初识负数，学会读写。

1、同桌讨论举出相反意义的量，然后用加“+”或“-”的方
法来表示。



交流汇报。

2、知识老人介绍课本第9页的《你知道吗》以及正、负数的
读写法。 （课件出示课本第9页的《你知道吗》）

3、你们还能再说出一个正数和一个负数吗？还有吗？有多少
个？

同学们，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又创造了负数。让我
们一起走进生活去进一步认识负数。 （揭示课题：认识负数）

三、沟通联系，丰富认识。

1、教学例1。

你们知道是用什么来测气温的吗？ （课件出示温度计）

观察温度计上数字的排列有什么规律？

（课件突出两个刻度10） 这两个10表示的温度一样吗？为什
么？

你会用今天学习的正数、负数分别表示这两个刻度所指的温
度吗？

认识零上温度、零下温度和0 ℃

2、教学例2。

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天当中温差很大。吐鲁番这种
独特的气候特点是由它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 （课件出示
吐鲁番盆地）  吐鲁番盆地大约比海平面低155米。 （课件
介绍海平面）

（课件出示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米？



海平面以上用什么数表示的？海平面以下呢？那海平面的高
度又该用哪个数表示呢？

0是正数吗？是负数吗？它是正数和负数的什么？

正数都大于0，负数都小于0。

四、链结生活，内化理解。

生活中除了温度、海拔高度，还有很多地方会用到负数。

1、羽毛球与负数。

2、神七与负数。

五、全课总结，课外延伸。

同学们，生活中的负数还远远不止这些，希望同学们课后多
留心观察。

数与代数第一课时数的认识篇三

1、拿出计数器，一千一千地数，当数到10个一千是（）。

思考：千位上的10个珠子怎么办（）。

2、请学生一万一万地数，当数到10个一万是（）。

3、照这样继续数下去。

10个十万是（）

10个一百万是（）

10个一千万是（）



学生在计数器上数数。

4、阅读教材第3、4页，完成下题。

1）、一、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都是（）、每
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进率是（）。

2）、一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十万位、百万位、千
万位都是（）。

3）每个计数单位都要占一个位置，按照我国计数的习惯，每
（）个数位是一级，个级、万级、亿级都是（）。

数与代数第一课时数的认识篇四

一道学生在数数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计数单位一和十，能
够一个一个的或一十地数出数量在100以内的物体的数。

二、过程与方法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数数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他们体会到学习一百以内的数的必
要。

数与代数第一课时数的认识篇五

10个千是（）。

2、数数：

1）从689一个一个的数到712。



2）从420一十一十的数到540

3）从910一十一十的数到1000

4）从200一十一十的数到1000

3、个、十、百、千、万，每相邻两个单位间的进率是（）。

4、搜集有关大数的信息。

数与代数第一课时数的认识篇六

1、13819000中的8在（）位上，表示8个（）；3在（）位上，
表示（）。

2、个级包含的数位有（）、（）、（）、（）；

万位、（）、（）、（）在万级上。

3、一万一万的数，按顺序填数96万、（）、（）、（）、
（）。

4、十万十万的数，按顺序填数70万、（）、（）、（）、
（）、（）、（）。

数与代数第一课时数的认识篇七

1．认识计数单位“万”“十万”“百万”“千万”和“亿”，
知道亿是个大数；知道亿以内各个计数单位的名称和相邻两
个单位之间的关系。

2．理解、掌握我国记数习惯，每四个数位为一级。

3．掌握数位顺序，能够根据数级初步地读出亿以内的数。



数与代数第一课时数的认识篇八

教学目标：

通过复习练习，进一步掌握分数、百分数、小数的互化的方
法。进一步掌握分数、小数等有关性质。

教学重点、难点：分数、百分数、小数的互化的方法。分数、
小数等有关性质。

教学设计：

一、复习小数、分数、百分数、成数、折扣等互化

表格出示：给出其中一种，要求转化成另外几种数。学生独
立完成后，指名交流，说明转化方法。

0.351/4140%六成五八折

二、分数、小数有关性质及其关系

出示：12÷（）=3/4=（）：36=（）/12=()%

学生独立填写。交流：你是怎样填写的？填写时从哪开始思
考？运用了哪些知识？

三、巩固练习

1、第86页第12题

独立完成，说明填写方法。

引导学生发现：第1小题：后面的数总比前面大，越来越接
近1.



第2小题：后面的数总比前面小，越来越接近0

2、第86页第13、14题

读题理解要求。再按要求完成。

四、补充练习

填空题

1.有一个小数，由8个自然数单位，5个十分之一和22个千分
之一组成，这个数写作（），读作（），它的计数单位是
（）。

2.六亿零六十万零六十写作（），改写成用“万”作单位是
（），省略万后面的尾数是（），精确到亿位是（）。

3.两个相邻的自然数，它们的差是（）。一个自然数既不是
质数又不是合数，与它相邻的两个自然数是（）和（）。

4.如果a+1=b，那么它们的最小公倍数是（），最大公因数是
（）。

5.把0.625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是（），它缩小了（）倍。

7.五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200，这五个自然数分别是（）、
（）、（）、（）、（）。

8.最大的一位纯小数比最大的两位纯小数小（）；最小的两
位纯小数比最小的三位纯小数大（）。

9.两个数的积是70，一个因数扩大100倍，另一个因数缩小10
倍，积是（）。

10.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下列各数：



0.3291.0241.60.70510.333……π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选择题。

1.最大的小数单位与最小的质数相差（）。

a.1.1b.1.9c.0.9d.0.1

2.一个自然数的最小倍数是18，这个数的约数有（）个。

a.2b.4c.6d.8

3.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原来的数就（）。

a.增加100倍b.减少100倍c.扩大100倍d.缩小10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