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 三
年级笔算乘法教案设计(通用11篇)

教案的编写需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要符合学生的认知
规律和学习特点。下面是一份完整的初二教案示例，包括教
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详细内容。

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篇一

教学内容：

人教版小学数学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p46页例1及相关练习。

教学目标：

1、掌握两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的笔算方法，能正确进行
计算。

2、理解笔算的算理，乘的顺序和积的书写位置。

3、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感受数学在日常生
活中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

重点：掌握笔算的方法，并正确进行计算。

难点：掌握笔算乘的顺序及积的书写位置，理解笔算的算理。

教学准备：课件、三角板、点子图。

一、复习导入



1、口算：12×20＝11×30＝14×10＝

11×4＝12×3＝14×2=

2、抽查学生笔算，并说一说计算过程：

3、导入：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去过书店买书呢？林老师这个
周末也去书店买了一批书，请看屏幕（课件演示）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1

（1）出示教材第41页例1主题图。你能帮林老师解决这个问
题吗？

（2）要算一共买了多少本书，该怎么列式呢？为什么要用乘
法？（板书：14×12＝）

（3）师：同学们，两位数乘一位数我们已经学会了，那么两
位数乘两位数又该如何计算呢？今天这节课，林老师要跟同
学们一起解决的问题。（板书课题：两位数乘两位数）

（4）引导学生利用复习题的两位数乘整十数和两位数乘一位
数的方法，以小组为单位，合作探究找到14×12的计算结果。

（5）小组合作探究，找到14×12的计算结果。

（6）汇报：抽查小组成员上台板演，并说一说是怎么想的？

（7）过渡：孩子们真聪明，利用前面我们学过的知识，成功
的找到

14×12的计算结果，非常棒，继续加油哦。我们已经知
道14×12＝



168，怎样把它写成像14×2那样，列竖式计算呢？那么请继
续跟林

老师一起学习。

2、探究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1）结合点子图，帮助学生理解算理和算法的关系。

第一步：先算2套书的本数，就是求2个14。先算（2×4＝8）
那么8代表的是什么呢？应该写在哪一位？（抽查学生上台写）
再算2个10，写在哪一位？求出2套书是28本。

第二步：再算10套书，就是求10个14，我们先怎么乘？按照
前面乘的方法，我们是先用十位上的1与个位的4相乘，得到4
个十（课件演示10×4＝40），40该怎么写？（请一位同学上
台写）还有哪一位没算？再算十位上的1与十位的1相乘，得
到1个百（课件演示10×10＝100）该怎么写？算出10套书
是140本。

第三步：最后要算12套书，该怎么做？（把两次乘得的积加
起来28+140＝168）（板书：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3、讨论：第二层积个位上的“0”写不写？

（因为4在十位就代表40，不影响计算的结果，可以省略不写）

4、回顾并引导学生归纳总结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课件演示）

5、两人一组，互相说一说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三、巩固练习。

1、



2、

四、总结

1、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内容？

2、总结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五、板书设计：

文档为doc格式

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篇二

教学目的：

让学生学会乘法估算方法，并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估算方法

教学用具：

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新授

1、教学例5

（2）学生讨论估算方法

（3）汇报：

生：4950104100

50100=5000，应该准备5000元。



生：4950104110

50110=5500，应该准备5500元。

（4）比较

师：谁的估算好一些？为什么？

生：第二种估算方法好一些。

要求带多少钱，在估算时要把近似数取大些，才不会造成钱
不够的现象，所以这道题用第二种估算好一些。

2、p60的`做一做

独立完成，订正时说估算方法。

二、巩固练习

1、p61、1

学生的估计方法可能不一样，只要是正确的都给予肯定，不
作统一要求。

2、p61、2-4

独立完成，订正时说说估算方法。

3、p62、5

先在小组内交流估计方法，后在全班交流

4、p62、7，p63、9、10



独立完成，集体订正。

5、p63、12

答案：20316，20326，20336，20346

三、布置作业

p62、6，p63、8、11

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篇三

教学内容：16页例2

1．教学目标：会进行相应的乘、除法估算和验算。

2.在实践操作活动中学会思考，学会解决问题。

教学重点、难点：抽象对算式进行估算。

教学过程：

一、听算。

二.新授：

1．由情境引出估算这个生活中的数学。引导学生知道是生活
中的.需要。

2．出示例题2，“你有什么样的解答方法？”

3．学生一边说，教师一边列示124÷3≈,让学生明白解决问
题可以有不同方法，只要合理都可以采用。

4．让学生多说自己的想法，但注意其完整及简洁。



5．小结，总结加强。

三.巩固练习：

做一做：

1．260÷4≈260可以看成240，也可以看成280。

2．估算练习。

四、作业：第18页6、7题。

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会口算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会口算两位数乘整
十、整百数(每位乘积不满十)。

2、使学生经历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过程，掌握两位数乘两
位数的计算方法。

3、使学生能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乘法估算，并解释估算的过程。

4、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感受
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重点难点：

两位数乘两位数笔算

第一课时

口算乘法



教学内容：

教材第58页例1及做一做，练习十四第1～5题。

教学目标：

1、通过探索口算方法的过程，学会口算整十、整百数乘整十
数及两位数乘整十、整百数(每位乘积不满十)。

2、培养学生认真观察，正确计算的习惯，能正确、熟练地口
算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及两位数乘整十、整百数。

3、培养学生口算的能力和认真口算的习惯。

重点难点：

学会口算整十、整百数乘整十数及两位数乘整十、整百数(每
位乘积不满十)。

教具准备：

课件、口算卡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学过的口算方法

1、口算下面各题。

30×4

50×5

30×4



300×7

200×8

12×4

43×2

33×3

23×3

11×7

2、说一说30×4、300×7、12×4的口算方法。

二、快乐体验，探索新知

1、教科书第58页例题1的。

(1)运用挂图呈现邮递员送报纸、送信的情景。

(2)用自己的话描述画面的内容，想一想可以提什么问题。

2、研究口算的方法。

(1)请学生独立思考并列出算式：300×10300×30

(2)小组讨论：怎样想出得数?

(3)各组代表向全班汇报本组的各种口算方法。

小结：整百数乘整十数，口算是采用把整百整十数0前面的数
相乘，再看这两个因数一共有几个0，再在所得的积后面添上



几个0，这一种方法最为简便。

学生独立列式并口算出正确的结果，教师讲评时要学生说一
说你是怎样算的。小结：整十数乘整十数，口算是采用把整
十数0前面的数相乘，再看这两个因数一共有几个0，再在所
得的积后面添上几个0。

4、练一练：完成教科书第58页的做一做

先由学生独立口算，然后集体订正。

三、巩固运用

1、教材第69页的练习十四第1题。让学生独立完成，然后集
体订正。

提问：你是怎样算的，说一说口算的过程。

2、游戏。(完成教科书第60页的练习十四第2题)贴出香蕉摘
下来。最后，比一比哪一组摘的香蕉多。

3、教材第60页的练习十四第3题。

让学生独立完成。在学生完成后，请几位说一说这一道题解
题过程和结果。

4、教材第60页的练习十四第4题。

(1)让学生独立完成前一个问题。然后教师讲评。

(2)第2个问题要我们求什么?要求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邮递
员一天的工作时间。邮递员每分钟行100米，那2小时大约行
多少千米?如何解答这一道题，请同学们以4人为一个小组讨
论一下。



四、课堂总结

本节课你有什么收获?还有什么问题吗?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四第5题。

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三位数(末尾有0的)乘一位数乘法的计算方法，
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2、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

3、培养学生自主探索、合作学习、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

4、激励学生评价与反思，体验解决困惑成功喜悦。

教学重点：掌握三位数(末尾有0的)乘一位数乘法的计算方法。

教学过程

一、知识铺垫

1、口算。

30×2=10×6=300×2=40×6=3000×2=500×6=

小结：一个因数末尾有0的乘法题，可以用多位数中0前面的
数乘一位数，再看多位数末尾有几个0，就在乘得的积的后面
添几个0。



2、用竖式计算。

227×5=603×4=

二、新课教学

1、导入新课：谈谈读书有什么好处?

2、教学例7

1)出示插图题目，找出已知条件和所求问题。

2)怎样列乘法算式计算?

3)估算一下结果

4)用竖式计算，自己试一试

5)学生板演，对比优化方法。

三、巩固练习

1、课本87页的第1题。(要求用竖式计算)

2、补充练习：算一算

1200×6=2600×5=1300×9=3200×4=

3、课本87页的第2题。

4、课本87页的第3题。

四、课堂总结：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内容?

《设计意图：回顾板书，说说体会与收获，加深对本节课内



容的理解与掌握。》

五、作业布置5、课本86页的“做一做”

板书设计：

一个因数末尾有0的乘法

一位数的书写位置：这个一位数应该与多位数0前面的那个数
字对齐;

积末尾0的个数：多位数末尾有几个0，就在积得末尾添上几
个

三年级数学《乘法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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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文档

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篇六

1、口算下面各题。



30×4

50×5

30×4

300×7

200×8

12×4

43×2

33×3

23×3

11×7

2、说一说30×4、300×7、12×4的口算方法。

二、快乐体验，探索新知

1、教科书第58页例题1的。

（1）运用挂图呈现邮递员送报纸、送信的情景。

（2）用自己的话描述画面的内容，想一想可以提什么问题。

2、研究口算的方法。

（1）请学生独立思考并列出算式：300×10300×30



（2）小组讨论：怎样想出得数？

（3）各组代表向全班汇报本组的各种口算方法。

小结：整百数乘整十数，口算是采用把整百整十数0前面的数
相乘，再看这两个因数一共有几个0，再在所得的积后面添上
几个0，这一种方法最为简便。

学生独立列式并口算出正确的结果，教师讲评时要学生说一
说你是怎样算的。小结：整十数乘整十数，口算是采用把整
十数0前面的数相乘，再看这两个因数一共有几个0，再在所
得的积后面添上几个0。

4、练一练：完成教科书第58页的做一做

先由学生独立口算，然后集体订正。

三、巩固运用

1、教材第69页的练习十四第1题。让学生独立完成，然后集
体订正。

提问：你是怎样算的，说一说口算的过程。

2、游戏。（完成教科书第60页的练习十四第2题）贴出香蕉
摘下来。最后，比一比哪一组摘的香蕉多。

3、教材第60页的练习十四第3题。

让学生独立完成。在学生完成后，请几位说一说这一道题解
题过程和结果。

4、教材第60页的练习十四第4题。

（1）让学生独立完成前一个问题。然后教师讲评。



（2）第2个问题要我们求什么？要求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
邮递员一天的工作时间。邮递员每分钟行100米，那2小时大
约行多少千米？如何解答这一道题，请同学们以4人为一个小
组讨论一下。

四、课堂总结

本节课你有什么收获？还有什么问题吗？

五、课堂作业

练习十四第5题。

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篇七

教学内容：教科书第11页上的内容，练习三的第1-4题。

教学目的：使学生进一步地理解和巩固两位数乘多位数的计
算法则，认真、比较熟练地进行笔算，提高正确率。

教学重点：掌握两位数乘多位数的笔算，能提高正确率。

教学难点：熟练地进行笔算，提高正确率。

教学关键：乘数与被乘数的积的个位要与乘数对齐。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口算。

14×243×226×325×2

130×5100×3210×4160×3



2、在（）里填数。学校买来12个篮球，每个26元。

3、5×6＋44×7＋66×9＋7

3×8＋54×9＋78×7＋8

4、板演：148×7409×5

二、新授。

1、引言。前面已学的两位数乘法都比较简单，数字小，今天
我们来继续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乘法，要算得迅速、正确不是
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定要认真计算，特别要注意乘法中的
进位、被乘数中间带0的乘法。

2、教学例3。48×72

（1）审题：让学生说一说先算什么？再算什么？然后怎么办？

（2）教师重点指导进位时怎样计算。

如用十位上的“7”去乘48时，7乘8得56，在十位上写6，百
位上轻轻地写一个小“5”，7乘4得28，28加5得33，在百位
上写“3”时，把小“5”盖上，以免两部分积相加时，多加
一个5。

板书：想：百位为什么写3？

（1）出示题目，学生独立做完题。

（2）讲评时，让做错的和做对的都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3）强调指出：用乘数十位上的数去乘被乘数个位数时，得
到的两位数，它的末位是几，就在十位上写几。例4中用乘数



十位上的“5”去乘被乘数个位上的“4”，得20。20的末位
是0，这个“0”不能去掉。

板书：

三、巩固。完成教科书第11页上的“做一做”题目。

四、作业。做练习三的第1-4题。

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篇八

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三位数(末尾有0的)乘一位数乘法的计算方法，
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2、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

3、培养学生自主探索、合作学习、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

4、激励学生评价与反思，体验解决困惑成功喜悦。

教学重点：掌握三位数(末尾有0的)乘一位数乘法的计算方法。

教学过程

一、知识铺垫

1、口算。

30×2=10×6=300×2=40×6=3000×2=500×6=

小结：一个因数末尾有0的乘法题，可以用多位数中0前面的
数乘一位数，再看多位数末尾有几个0，就在乘得的积的后面
添几个0。



2、用竖式计算。

227×5=603×4=

二、新课教学

1、导入新课：谈谈读书有什么好处?

2、教学例7

1)出示插图题目，找出已知条件和所求问题。

2)怎样列乘法算式计算?

3)估算一下结果

4)用竖式计算，自己试一试

5)学生板演，对比优化方法。

三、巩固练习

1、课本87页的第1题。(要求用竖式计算)

2、补充练习：算一算

1200×6=2600×5=1300×9=3200×4=

3、课本87页的第2题。

4、课本87页的第3题。

四、课堂总结：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内容?

《设计意图：回顾板书，说说体会与收获，加深对本节课内



容的理解与掌握。》

五、作业布置5、课本86页的“做一做”

板书设计：

一个因数末尾有0的乘法

一位数的书写位置：这个一位数应该与多位数0前面的那个数
字对齐;

积末尾0的个数：多位数末尾有几个0，就在积得末尾添上几
个

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篇九

本节课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几点值得自己注意的地方：过
于平淡，没有起伏；学生热情不高；该强调的地方忘记强调。
笔算乘法与其他单元比较起来时比较简单的一个单元，但是
学生在做题过程中还是容易出现一些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错
误，比如进位忘记加上、单位忘记写、答语写不完整、等号
后面忘记写得数等等。

怎样改变这个现状？我想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一些奖励措
施，对于做题认真仔细的学生给予一定的非物质奖励或物质
奖励，激励学生在做题过程中认真思考，慢慢地形成这个认
真检查的习惯。

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篇十

教学内容：教科书第70页例2，练习十五第4～7题。

教学目标：引导学生体验估算的过程，初步了解两、三位数
乘一位数的估算方法，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



教具、学具准备：多媒体课件幻灯片。

教学过程：

一、提出问题

1．用多媒体幻灯片逐一出示各种图片，创设问题情境，引导
学生提出用乘法计算的问题。

图片内容是：

邮局邮票出售处，有的邮票一枚80分，有的邮票一枚60分。

百货商店鞋柜，一双旅游鞋78元，一双皮鞋164元。

电影院售票处，日场一张电影票15元，夜场一张电影票20元。

小袋鼠蹦跳一次约2米，小袋鼠蹦跳33次。

文具商店柜台，每盒图钉120个，每包日记本25本。

2．出示课本第70页例2主题图：三年一班29个同学去参观航
天航空展览，门票每张8元。

二、尝试解决

怎么才能知道8×29大约是多少呢？能不能用我们前面学过的
计算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启发学生想出前面我们已经学过整十数乘一位数的`乘法口算，
我们可以把29看成最接近的整十数来估算。

因为8×30＝240，所以8×29的积比较接近240，我们可以列
成算式8×29≈240。再由小精灵介绍约等号。



可见带250元够买门票。

三、拓展引申

估计下列几道乘法算式的积大约是多少？

32×649×5218×4581×2

组织学生小组讨论，然后全班交流，说明各应看成几百或几
十。说明因数是三位数时，只要看成最接近的整百数即可。

四、巩固练习

1．完成课本第70页“做一做”中的4道题。先由学生独立计
算，然后集体订正答案。结合订正答案的过程让学生说一说
估算的过程。

2．用上课开始时呈现的几个问题情境和学生们提出的问题，
让学生估算结果，找出答案。

3．请学生举出几个日常生活中估算的例子。

五、课堂小结

1．这节课开头我们碰到了什么问题？是怎么用数学的方法来
解决的？

2．上这堂课，你有什么感受和体会？（生活中有许多数学问
题，我们应尽可能用学过的知识和方法来解决。）

三年级数学笔算乘法教案及反思篇十一

教学目标：



熟练计算多位数乘一位数、因数中间和末尾有0的乘法，并能
使学生正确理解和灵活运用笔算乘法的计算方法。

教学重点：

一个因数末尾有0的笔算方法。

教学难点：

因数末尾有几个0，积的末尾就添写几个0。

教学过程：

一、问题导入

笔算

409×72800×5

380×6207×8

二、自主探究

2、完成练习二十第6题

读题，引导学生分析题意，然后让学生用竖式计算。

三、巩固拓展

1、练习二十第7题

先要求学生检查判断每道题有无错误。错在哪里，然后改正
过来。

2、练习二十第8题



观察、找特征，可以看出；连加题中是几个连续的自然数相
加，加数的个数是奇数个。因此，可以用最中间的那个数乘
加数的个数。

四、梳理整合

1、谁能说一说一个因数末尾有0的乘法怎样进行笔算比较简
便？笔算时应注意什么？

2、在（）里填上合适的数。

981+982+983+984+985+986+987

=98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