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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小數的初步認識》是在學生認識了整數十進位和初步認識分數的基礎上。

教學主要是讓學生借助具體的量（貨比系統、米制系統等）和幾何直觀圖，直

觀感受小數與十進分數之間的關係，初步認識小數。為了使學生能用數學的眼

光去真正認識小數，借助生活經驗，經歷猜想、推測、交流、歸納、概括的過

程，建構出對小數的初步認識。並將所學知識應用到實際的生活當中，感受數

學與生活的緊密連接，用小數的眼光看澳門生活的點滴，更能放眼看世界，為

此，我對本單元進行教學設計。 

本單元教學設計將力求做到如下幾點： 

1. 結合學生的生活經歷和已學知識，促進經驗與知識的遷移； 

2. 把握好小數初步認識的教學目標和學習要求； 

3. 放手讓學生探究簡單的小數加、減法的演算法，嘗試多角度解決生活中

的實際問題; 

4. 結合本土化的情境素材，使學生在熟悉且有趣的情境中進行數學活動; 

5. 提升學生的數學思維能力，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 

本單元教學設計符合基本學力要求：A-1-7; A-2-12; A-2-17;F-1-2;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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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授課日期 

 

節數 

第一課節 小數的初步認識 小數的認、讀、寫及含義 
2020年 6月 29日 1 

第二課節 小數大小的比較 一位小數的大小比較 2020年 6月 30日 1 

第三課節 簡單的小數加、減法 一位小數加、減法 2020年 7月 1日 1 

第四課節 解決問題 一位小數的解決問題 2020年 7月 2日 1 

第五課節 綜合應用 一位小數的應用 2020年 7月 6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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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劃內容簡介 

 

一、 教學目標 

(一） 認知目標 

1. 使學生能結合具體情境，初步瞭解小數的含義，會認、讀、寫不超過兩位

的小數； 

2. 能結合具體內容比較一位小數的大小； 

3.  使學生在具體情境中體會小數加、減法的算理，會正確計算一位小數加

減法，並能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 

(二） 過程目標 

1. 使學生在學習小數的過程中，培養觀察、比較、歸納、概括的能力； 

2. 使學生在小組合作中，善於交流和表達，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 

(三） 情感目標 

1. 使學生充分結合生活實際，體會生活中處處都有小數，感受數學與生活的

緊密連接 ； 

2. 使學生在課前、課中、課後的探究活動中充分感受 探究學習帶來的習得

性成就感。 

 

二、 主要內容 

《小數的初步認識》是人教版三年級下冊七單元的內容，本單元內容主要

包括認識小數、簡單的小數加減法兩部分。內容結構如下： 

常見小數與小數的讀法 

1. 認識小數  

 小數的含義與寫法 

 一位小數的大小比較 

2. 簡單的小數加減法  

 一位小數的加、減法  

 解決問題 

           

三、 教材分析 

本單元是充分利用小數與日常生活的密切聯繫,創設貼近兒童生活實際的

情境,感悟小數的含義。遵循兒童認知發展規律，本單元的小數教學結合元、

角、分或常用的長度、品質單位出現，便於學生聯繫實際，初步認識小數的含

義，進行小數大小比較和加減法。 

學好這一單元，既能在實際生活中應用，又對今後全面學習小數與小學的

運算將產生重要的影響。教材力求著眼於學生的現實起點，選取學生身邊的事

例，讓學生在熟悉感興趣的情境中感悟小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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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情分析 

學生對小數的認識已經積累了很多的感性認識，且前面所學的整數及其加

減法的有關知識、整數十進位和初步認識分數的知識都能在本單元的學習中發

揮積極的遷移作用。 

學習小數的初步認識，應當注意三點:一是應充分結合現實背景和具體的

量，不可抽象地討論小數；二是小數的認，讀，寫限於小數部分不超過兩位元

的小數，三是簡單的小數加減法限於一位小數，並結合元、角進行計算。在學

習過程中放手讓學生探究簡單的小數加減法的演算法，引導學生總結計算要點，

並能利用小數加減法解決簡單的生活問題。 

 

五、 設計創意和特色 

（一） 注重學生的學習起點。結合 KWL 教學法，在單元之初，對學生的

學情進行摸底。學生根據已有的對小數認知，完成 KWL 工作紙，通過瞭解

學生對小數「已經知道的」，確定學生學習的現實起點，對學生的錯誤認

知在單元教學中加以糾正；結合教學目標和學生「想知道的」緊密結合在

一起，盡可能貼近學生，讓他們對小數保有好奇心、享受獲得新知的成就

感。 

（二） 注重前後知識的聯結。本單元是在認識了萬以內的數，初步認識

了分數，認識人民幣、長度單位及十進位的基礎上進行學習，緊密聯繫這

些所學知識，讓學生將已學資訊和本單元聯結起來，通過知識的遷移和對

比，讓學生對小數有初步的認識，也使學生在建構新知的同時也能審視舊

知，感悟數學知識系統的連貫性，為之後學習小數的意義和性質起到支撐

啟下的作用。 

（三） 重視引導學生經歷數學知識自我建構的全過程。建構“由生活中

來-經歷數學的抽象—再回到生活中去”的教學循環，注重數學的生活化，

緊緊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引導學生將自己要學的東西探究出來，給足學

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時空，體驗解決問題策略的多樣性與合理性。拓

展課後的自主探究，讓學生回到生活中用“小數”的眼光去觀察身邊的生

活。 

（四） 著重互動式課堂的教與學。以核心問題引導，創設課堂活動和任

務，以學生為課堂主體，通過自我觀察、自主思考、自我探究，透過師生

交流、生生交流、合作互動的過程，探究「小數」問題，通過解決一系列

問題後，逐步形成自己對小數的認識，同時也提升數學思維能力，培養數

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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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重點 

(一） 理解小數的含義，會認、讀小數； 

(二） 認識小數的學習過程； 

(三） 會計算一位小數的加減運算； 

(四） 會應用一位小數的加減運算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七、 教學難點 

(一） 理解小數的含義； 

(二） 運用所學知識，正確解決實際問題。 

 

八、 教學工具 

第一課時：PPT課件、玩具球、數字卡片、米尺、1米長紙條若干、視頻； 

第二課時：課件、IPAD、工作紙、實物投影儀； 

第三課時：課件、實物投影儀； 

第四課時：課件、澳門通卡、工作紙； 

第五課時：課件、某超市廣告紙、工作紙、紅綠紙牌。 

 

九、 課時安排 

5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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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課前之研（單元前期性評估） 

 

 
為了更好地瞭解學情，在本單元伊始，進行單元前期性評估。利用 KWL 表

讓學生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想一想、寫一寫對小數的認識，包括已經知道了什

麼,在表中 K（What do I know）的部分寫出幾點對小數的認識，還想知道什麼,

即在表中 W(What I want to learn)的部分寫出對小數的思考，想要通過學習

瞭解小數的哪些方面。L(What I have learned)將通過學生的功課和課後探究

工作紙呈現學生經過學習後的收穫。 

【設計意圖】瞭解學情，設計教學。 

1. 學生對小數的認知來源於生活經驗，有較豐富的感性認識，通過 KWL 表讓

學生有意識地把視線焦點集中到生活中的“小數”，觀察、思考自己對小

數的現有的認識，並能嘗試通過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對小數產生親切感

和好奇心； 

2. 教師能依據學生的 KWL 表，更深入瞭解學生的學情基礎，整理、歸納學生

的原有認知，特別關注一些錯誤的認知，教案設計時需將設計糾錯環節，

在教學中及時糾錯，引導學生正確認識小數；對於學生“想要知道的部

分”，在教案設計中可多設疑、引發認知衝突，讓學生在自我探究、小組

合作、課堂交流中衝破舊知，解開疑惑，建構自己的新知。期望學生在本

單元學習後能在表中 L(What I already Learned)部分收穫滿滿。 

 注：KWL 表是基於建構主義教學方法而設計的,旨在引導學生從原有經驗出

發，生長（建構）起新的經驗。本班學生在平日的主題探究學習中已能熟

練運用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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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上圖表中的展示資訊整理如下：  

K   關於小數，我已經知道的 W  關於小數，我想知道的 

1. 生活中有很多小數； 1. 小數是用來算價錢的嗎？ 

2. 小數在商店裡價格裡有非常多。比

如 10.25元、書本價格 18.5元是

18元 5角等（學生舉眾多例子，

略） 

2. 小數要怎麼看？ 

3. 坐巴士滴卡、停車咪表有小數； 3. 為什麼有小數？ 

4. 小數有小數點，它在中間； 4. 有沒有最大（小）的小數？ 

5. 小數可以計算； 5. 小數有沒有特別的意義？ 

6. 0.1就是十分之一； 6. 為什麼小數點是圓形的？ 

7. 紙幣上沒有小數； 7. 我想知道 1000.10怎麼讀？ 

8. 我知道 1.5+1.5=3； 8. 小數是誰發明的？ 

9. 不是每個東西都有小數點； 9. 為什麼大部分物品價格都有小數？ 

10. 小數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意義； 10. 有 0.0的小數嗎？ 

11. 小數是很小的數； 11. 有 0.99999999這個數嗎？ 

12. 小數一定比 1小；  

13. 小數是在小數點的後面；  

14. 小數是讀「0.幾」  

 

 學情分析及教案設計啟發： 

學生對小數的認識有豐富的生活體驗和感知；學生都能關注到小數點是小

數的重要標誌；學生對小數的直觀認知更多地體現在商品的價格的認識上，能

知道簡單標價表示的實際意義；僅有一個學生提及小數和分數之間的聯繫；有

不少學生存在錯誤的思維定勢，認為小數就是很小的數，是比 1 小的數。學生

對小數的讀寫、含義、歷史、學小數的目的等提出了各種各樣感興趣的問題。 

在教案設計中應充分結合具體生活情境，從學生的經驗出發，結合元、角

或常用的長度、品質單位來初步認識小數，；在認識小數的基本含義時，應仔

細考慮採用什麼研究素材，什麼數學模型來展開探究，讓學生能感悟十進位分

數和小數之間的聯繫；在認識小數時也應有層次地來認識小數，尤其是混小數

的認識，應突破學生「小數是比 1 小的數」的錯誤思維定勢，進而解答學生

「什麼是最大的小數」的疑問；對於學生好奇的關於小數的問題側重在小數的

讀法和小數的組成及小數的發展史上，都將在教案設計中呈現，在教學過程中

和學生一起來解開這些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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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節 認識小數 

教材 
人教版三

（下） 
單元 第七單元：小數的初步認識  實施年級 小三 

課節 第一課節 課題 認識小數 每節課時 40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能正確認、讀、寫小數部分不超過兩位元的小

數； 

2. 結合具體情境，初步感知十分之幾可以用一位小

數表示，懂得以元、米為單位的小數的實際含義； 

3.培養學生自主觀察、獨立思考和探究的能力，體

會數學與生活的聯繫； 

4.利用小數看澳門的發展，感悟愛國愛澳情懷。 

教學目標對應的基本學力 

要求： 

A-1-7: 能結合具體情境

初步認識小數； 

F-1-2: 結合具體的生活

情境，認識數學與生活

的聯繫。 

教材

分析 

教材第 91-92頁（例 1）學生已學的長度單位，米和分米之間的十進位關係展

開探究，讓學生在米尺中找出 0.1米，理解十分之幾可以用一位小數表示。 

學情

分析 

學生掌握了萬以內數的認識和分數的初步認識；學生對小數的認識有豐富的生

活體驗和感知；部分學生對小數的認知存在錯誤定勢，認為小數比 1小。 

教學

重點 
懂得以元、米等為單位的小數的實際含義。 

教學

難點 
感悟十進位分數和一位小數的聯繫。 

教具 PPT課件、玩具球、數字卡片、米尺、1米長紙條若干、視頻 

教 

學 

過 

程 

第一環節：檔案分享 揭示課題 

一、檔案分享：課件展示老師的「個人檔案」 

 

 

 

 

 

 

 
 

個 人 檔 案

年齡：35歲

身高：1.55米

體重：48.3公斤

家庭情況：4口人

愛好：每天聽歌30分鐘；散步0.5小時

最愛吃的食物：超市賣的18.70元/盒的優酪乳

日常一天：有 的時間和同學們一起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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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分類：將「個人檔案」中的數進行分類（整數、分數、小數） 

2. 辨一辨：我們學過了哪一類的數？（整數、分數） 

3. 說一說：（師指著小數）這些是什麼數？（小數） 

4. 觀察小數：同學們真棒，都知道它們是小數，那它們有什麼特點？生：數

的中間都有一個小圓點；小數點在中間。 

5. 揭示課題：像 1.55、0.5、48.3和 18.70這樣的數我們把它叫做小數。每

個小數都有一個“.”，這個“.”叫做小數點，它是小數的標誌。今天咱

們就一起來認識小數。（板書：認識小數） 

【設計意圖】學生對老師總是充滿好奇，從老師的「個人檔案」切入，既能滿

足學生的好奇心，也能讓學生感悟到小數它不僅和商品價格有關，它還以各種

方式記錄著我們的生活；資訊中呈現了已學的整數、分數和未學的小數，讓學

生在數的大背景中體會小數是將要學習的新的數，同時也喚醒了學生對分數的

認識，為接下來小數和分數之間的聯繫起到鋪墊作用。 

第二環節：課堂活動 讀寫小數 

一、 小數的組成 

1.  觀察：這些小數，他們都是由哪幾個部分組成？ 

生自由發言。 

2. 師小結：小數由整數部分、小數點、小數部分組成，小數點的左邊是整數

部分，右邊是小數部分。（板書：1.55） 

 

 

3. 提問：小數比 1大，還是比 1小？ 

生自由回答：任何整數都可以是小數的整數部分，小數可以比 1大，也可

以比 1小。 

師小結: 小數包括整數部分、小數點和小數部分，整數部分可以是 0，也

可以是比 0大的任何整數，所以小數可以比 1大。 

 

1.55
整數部分 小數部分

小數點



2019/2020 

P130 

  

二、 小數的讀法 

1. 遊戲活動 

 

 

 

 

 

活動進行中： 

 

 

 

 

師組織活動，上臺學生擺出小數，台下學生讀，師及時糾錯、明確讀法，

注意 0的位置和讀法。 

生小結，師再結：小數的讀法：從小數點的左邊部分讀起，左邊部分按照

整數的讀法來讀（整數部分是 0要讀作“零”）；小數點讀作“點”，然後順

次讀出小數點右邊每一位上的數字，不管有幾個“0”，都要讀出來。(一起再

把這些小數讀一遍) 

三、  小數的寫法  

1. 我用小數看澳門 

看一看：課件出示港珠澳大橋圖片 

 

 

 

    

活動一：用 0、2、6和小數點組成小數。 

1. 請四名同學上臺，商量出要組成的小數，分別拿著「0」、「2」、

「6」及小圓球（小數點），在台前呈現出這個小數； 

2. 台下同學試讀這個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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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一寫：將文字介紹中的劃橫線的小數寫出來。 

 

 

三十五點五七寫作 35.7   二十九點六寫作 29.6     

六點七寫作 6.7           四十一點六寫作 41.6 

2. 家國情懷：港珠澳大橋連接粵港澳的跨境大通道，縮短了三地的時空距

離。被譽為橋樑界的“珠穆朗瑪峰”，，世界上最長的沉管隧道以及世上

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我們剛剛寫下的這些小數記載了港珠澳大

橋作為世界第一橋的資料。 

3. 小數的寫法：按照讀的順序依次寫出每一位上的數字。注意小數點的位

置，它的左邊是整數部分，右邊是小數部分，整數部分和小數部分中間偏

下的位置就是小數點的家了。 

【設計意圖】通過觀察、講解來認識小數的組成部分；通過遊戲的方式來讀、

寫小數更生動有趣，直觀地展示出小數讀寫的要點，相比於機械地認讀，更能

加強學生的記憶，在互動交流中，使學生充分理解小數的組成部分，突破“小

數是比 1小的數”的錯誤認知，為小數加減法中小數點對齊的要點打好基礎。

小數的寫法選用了澳門的橋樑資料，更讓學生感受小數的生活性，並提升了學

生愛國、愛澳的家國情懷。 

第三環節：嘗試探究，體會含義 

一、研究元與角 

 

 

 

 

 

 

 

 

 

港珠澳大橋全長五十五公里，跨海路段全長三十五點五七千米，主橋長二

十九點六公里，包括一條約六點七公里的海底隧道及兩個人工島，香港口

岸到珠澳口岸四十一點六千米。 

 

 

書名 價格 表示幾元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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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一寫：生在課堂本上寫出數學、中文等書的價格。 

     交流：0.1元 

 

 

 

 

 

 

 

 

師小結：把 1元平均分成 10份，1份是 1角，1角是一元的十分之一，

是 1/10元，還可以寫成 0.1元 

二、 探究 0.1 米 

師問：這是一米長的尺子，你能找到 0.1米的位置嗎？（出示沒有刻度的

米尺）生（比比劃劃） 

    活動：尋找 0.1米 

 

 

 

（生動手分一分、畫一畫，經歷平均分的過程，師巡視，觀察學生畫的過程） 

互動交流：指出你找到的 0.1米，說說你是怎麼找到。 

預設生：把 1米平均分成 10份。 

 

 

 

師小結：把 1米平均分成 10份，10份中的一份就是 1分米， 1分米是 1/10

米，用小數表示就是 0.1米。（板書：1分米=1/10米= 0.1米） 

 

 

 

 

 

誰能在米尺上找出 0.3米？（生在自己的長紙條上標出 0.3米） 

 

 

 

 

活動二：尋找 0.1米 

1. 獨立思考，在長紙條上找出 0.1米；（比一比、畫一畫等） 

2. 和同伴交流你是怎麼找到 0.1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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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想一想小數與什麼數有關係？生：分數。 

小結：十分之幾可以寫成零點幾，也就是可以寫成一位小數。 

生獨立完成：  

 

 

 

生交流：1米 3分米，先算出 3分米等於 0.3米，再加上原來的 1米就是

1.3米。 

師小結：小數點左邊的數是整數部分，表示幾米，小數點右邊第一位數表

示幾分米。 

三、為什麼會產生小數？換句話說就是在什麼情況需要用小數表示，誰能幫忙

解答呢？ 

生：不能用整數表示時，比如不到 1米，不到元時，我們就用小數表示。 

師：大家聽明白了嗎？你同意嗎？說說你的想法。 

【設計意圖】以貨幣單位切入，學生初步體驗 0.1參照教材例 1，以米尺素材

作為探究材料，以長度單位有效地喚起學生對分數的認識，使學生能調動已積

累的分數學習經驗動手去分一分、畫一畫，經歷平均分的過程，在畫的過程總

探究小數的含義，在獨立思考和相互交流中感悟十進位分數和小數之間的聯

繫，順勢解開學生在課前評估時提及的“為什麼有小數”、“小數有什麼用”

這些疑惑。 

第四環節：鞏固練習，深化理解 

基礎練習：請學生獨立完成第 92頁的做一做，簡單回饋。 

 

 

 

 

 

 

 

 

 

完成教材 P92例 1其中题目：1米 3分米写作小数是（    ）米。 



2019/2020 

P130 

  

【設計意圖】借助元、角貨幣單位元、面積模型、數軸模型等具體直觀模型，

多次類比，在各種表徵中加深對小數的含義的理解。 

第五環節：回顧歷史 課堂小結  

觀看小數的歷史影片。 

 

 

 

師生共同總結本節課所學。 

2.佈置課後探究： 

同學們在米尺上找到了 0.1米，認識了 0.1，你能用不同的圖形來表示 0.1

嗎？請同學們發揮想像，用你喜歡的方式來表示 0.1，明天帶來學校和大家分

享。 

【設計意圖】通過觀看小數的歷史影片感受中國數學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對世

界數學的重大影響，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學生反思並更新自己的原有認知，

再進行全課小結。課後佈置的探究讓學生打開思維，用不同的圖形來豐富小數

的表徵，加深學生對小數意義的理解。 

板書

設計 

                                 認識小數 

一、小數的讀寫 

1.55    讀作：一點五五 

 

小數點 

 

1分米=1/10米=（0.1）米 

3分米=3/10米=（0.3）米 

1米 3分米=（1.3）米 

 

 

 

十分之幾的數可以寫成零點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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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 一位小數的大小比較 

教材 
人教版三

（下） 
單元 第七單元：小數的初步認識  實施年級 小三 

課節 第二課節 課題 一位小數的大小比較 每節課時 40分鐘 

教學

目標 

1. 使學生進一步理解小數的意義；掌握比較一位小 

數大小的方法，增強數感； 

2. 學生通過觀察、實驗、推理等方法發現比較小數 

大小的方法，嘗試有條理的進行總結； 

3.在比較小數大小的過程中培養學生有序思考、完

整表達的能力和習慣。 

教學目標對應的基本學

力要求： 

A-1-7: 能結合具體情境

初步認識小數；會比較

一位小數的大小； 

F-1-2: 結合具體的生活

情境，認識數學與生活

的聯繫。 

教材

分析 

以情境性問題引出小數大小的比較，注重數學問題與兒童實際生活情境相聯

繫，具有趣味性，為能呈現學生的思維過程，教學活動須讓學生通過觀察、實

驗、猜測、推理、交流、反思等，感悟知識的形成和應用。 

學情

分析 

學生已掌握比較整數大小的方法，對小數有了初步的認識，通過設置貼近學生

的具體情境，讓學生經歷比較小數大小的學習過程，體會小數大小的比較方

法。 

教學

重點 
理解和概括比較一位小數大小的方法。 

教學

難點 
概括比較一位小數大小的方法。 

教具 IPAD、任務工作紙、課件、投影儀 

教 

學 

過 

程 

第一環節：情境激趣 遷移舊知 

課件出示圖片 

 

 

 

以“淘寶”引入話題，師生簡單交流淘寶經驗 

師：老師最近打算在淘寶上買洗衣機，選了三家淘寶店，價格分別是 3599、

799和 749，你能幫我比較這三個價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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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比較得出：3599>799>749 

師引導學生小結整數大小的比較方法：位數不同，位數多的數大；位元元元數

相同，從高位比起，哪一位上的數大這個數就大。 

師：同學們真能幹！謝謝同學們幫我比較了價格，又快又準確。大家能繼續幫

老師一個忙嗎？ 

生：能！ 

師：老師想在淘寶上買一些文具獎勵給平日努力認真的同學們，你們能幫我選

一選嗎？ 

生：能！ 

【設計意圖】淘寶是孩子們日常會接觸到的購物管道，能在課堂上淘寶對孩子

們來說是一件很興奮的事，以此為本課的切入素材，完全吸引了學生的眼球。

將複習鞏固整數大小的比較方法，融入到淘寶購物中，讓學生體會比較數的大

小在生活中的實用性。 

第二環節：互動探究，比較大小 

課件出示一份網上淘寶信息 

 

 

           

 

 

 

 

師：同學們從這份淘寶資訊，你發現了哪些數學資訊？ 

生：要買筆袋，不同商店價格不同，分別是 10.8元、14.5元、10.5元。 

師：讀得真準確！我們發現這三家店賣的筆袋價格都是什麼數？ 

 

 

 

 

 

 

 

商品名稱 淘寶店名 價格 商品簡單描述

筆袋
小紅人文具店 10.8元 卡通帶削筆器

得力文具店 14.5元 卡通雙層

致遠文具 10.5元 卡通

價格比較

？

 



2019/2020 

P130 

  

生：小數 

師：是的，今天我們來探究比較小數大小的方法。（板書：小數大小的比較） 

獨立思考：同學們想一想應該如何來比較這三個價格呢？ 

學生將自己的想法寫在課堂練習本上； 

交互學習：組內交流，總結小組辦法； 

全班交流：分組彙報探究成果 

預設： 

方法一：10.5元=10元 5角，10.8元=10元 8角  14.8元=14元 8角，先比元

的部分，再比角； 

方法二： 整數部分從最高位元元比起，一位一位地比； 

方法三：先比較小數點左邊的數，小數點左邊的數大，這個數就大；如果左邊

的數大，就比較小數右邊的第一位上的數。 

 

 

 

 

 

 

 

 

師總結：比較兩個小數的大小，先看它們的整數部分，整數部分大的這個數就

大；整數部分相同，從小數右邊的第一位比起。（板書） 

【設計意圖】經歷獨立思考、交互交流、課堂互動比較等活所以探究的方式利

用餐墊活動，放手讓學生去探究比較小數大小的方法，學生在經歷了觀察、獨

立思考、互相交流、歸納總結中獲得比較小數大小的方法，同時，鞏固小數的

含義。 

第三環節：方法應用 鞏固促學 

課件出示活動要求和活動工作紙。 

 

 

 

 

 

 

活动一：货比三家 

1. 请同学们确定要买哪一种文具，上淘宝搜索； 

2. 选择三家商家，将该文具的价格和商品的简单描述记录在工作纸上； 

3. 进行价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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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學生根據自己剛才網上搜集的資料完成價格比較，同桌交流。 

2. 全班交流：（請學生上臺，用實物投影儀投出他的工作紙，用自己的語言

來說出自己比較小數的方法） 

3. 梳理小結：請同學們小數比較大小的方法。 

4. 反思：你想在哪一家買，為什麼？ 

5. 師生交流反思（購買的原因：常常和價格有關，但還要考慮品質、設計、 

需求等原因。） 

【設計意圖】在 IPAD上淘寶是學生現實生活中會有的經驗，學生熟悉並樂於

操作，利用學生自己生成的學習材料，對小數大小的比較方法進行應用，學生

在經歷了實驗、推理、交流後梳理出自己喜歡的比較方法，在此基礎上，結合

生活實際，進行“貨比三家”的反思，提高學生批判性思維的能力。 

第四環節 比較練習 拓展昇華 

練習 1 

 

 

 

 

 

 

商品
名稱

淘寶
店名

價格 商品描述

價格
比較

：

商品
名稱

淘寶
店名

價格 商品描述

價格
比較

我是這樣比較價格的：
（小數大小的比較方法）

貨比三家後我決定買：
（說出理由）反思一刻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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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2  比較兩個數量大小 

 

 

 

 

 

 

 

練習 3：請把 50 米跑成績前三名運動員的名字寫在頒獎臺上。 

 

 

 

 

【設計意圖】練習 1、2基礎練習及時鞏固小數大小比較的方法，練習 3豐富

學生的學習素材，學生在比較大小，解決問題時還需要思考得出第一名的含義

是指用時比較，鍛煉學生的思維能力。 

第五環節 課堂總結 

1.通過這節課的學生，你有什麼收穫嗎？ 

2.探究任務：請同學完成課堂工作紙的另一種商品的價格比較，並整理出小數

比較大小的方法，並進行反思。 

 

 

 

 

板書

設計 

 

 

 

               小數的大小比較 

貨比三家 

14.8>10.8>10.5       

  

比較方法： 先看整數部分； 

整數部分大，這個數就大； 

整數部分相同 ，再比小數部分，按順序依次比較。         

 

 

 

 

  

姓名 張輝 高林 範剛 王濤

成績/秒 8.2 8.4 8.8 8.6

 

 比較下面每組中兩個數量的大小。

0.6 元 0.9 元

3 分米 2.7 分米

2.1 元 1.9 元

4.5 米 3.8 米

10 元 9.9 元 0.2 米 0.7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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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 簡單的小數加、減法 

教材 
人教版三

（下） 
單元 第七單元：小數的初步認識  實施年級 小三 

課節 第三課節 課題 簡單的小數加、減法 每節課時 40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初步掌握一位小數加、減法的計算方法，體 

會和感知小數加、減法的意義和相同點； 

2． 經歷小數加減法計算方法的探索過程，會正 

確計算小數加減法； 

3． 能根據創設的現實生活情境，靈活地運用小 

數的相關知識解決現實問題，發展應用意識。 

教學目標對應的基本學

力要求： 

A-2-12: 能對小數進行

加、減、乘、除運算及

混合運算； 

A-2-17: 能解決有關小

數、分數和百分數的簡

單實際問題。 

教材

分析 

借助生活的熟悉情境，複習整數的加減法的演算法和算理，在此基礎上學習小

數的加減法。 

學情

分析 

學生已熟知整數加減法，初步理解小數的意義，加之生活經驗，對於簡單的小

數加減法，部分學生已會算，會從整數的演算法遷移到小數的演算法，但對算

理未必理解。因此通過本節課讓學生著重地體會和感知小數加、減法的算理。 

教學

重點 
理解小數加減法的算理，並能正確計算；理解小數點對齊的意義。 

教學

難點 
理解小數點對齊就是相同數位對齊的道理。 

教具 PPT課件、課本、實物投影儀 

教 

學 

過 

程 

第一環節 複習鋪墊 導入新課 

一、複習導入 

1.看誰算得快 

 

 

 

 

回顧交流：整數加、減法的豎式計算要注意什麼？ 

小結：同學們真棒，算得快也說得好！豎式計算整數加、減法時要注意，

相同數位要對齊；加法中，哪一位滿十要向前一位進“1”；減法中，哪一位不

 

2 7

－ 1 4

1 3

8

＋ 6 4

7 2

3 5

－ 2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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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減要從前一位退“1”。 

2.看圖寫小數 

 

 

 

 

生：（1.2）（0.6）（1.8） 

師生溝通：元角的關係、用幾何圖形中表示小數。 

師：這些都是什麼數?（小數） 

師：不錯，整數的加、減法同學們掌握得很不錯，今天我們就來看一看小

數的加、減法，同學們能不能學會，有沒有信心？ 

生：有！ 

【設計意圖】數形結合，直觀理解小數的意義，為在之後的資助探究環節，學

生能利用更多的表徵去理解小數加、減法計算的算理，突破本節課的重點和難

點做好鋪墊。 

第二環節 自主探究 建構算理 

一、自主探究 

讓我們先一起逛逛同學們喜歡的文具店吧！出示教材例題 3 （導入情境） 

 

 

、、、、、 

 

 

 

 

 

 

1．自主探究： 

 

 

 

 

 

 

 
買1個 和和1支 一共多少錢？

 

 
（      ） 

活動一：探究計算過程 

1.列式計算； 

2.用自己的方法展示你的計算過程，看誰想到最多辦法； 

（提示：寫一寫、算一算、畫一畫等） 

3.和同學們說一說你的思考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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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課堂本上試算，師巡視，留意幾種演算法和解決思路） 

2.課堂展示：（使用實物投影儀） 

方法一：將小數轉化為整數進行計算 

 

 

 

 

思考：0.8+0.6=1.4對嗎？（對）這位同學為什麼列出 8+6=14？他想表達

什麼？（學生交流存疑） 

生 1：他算錯了。 

生 2：他把 0.8元看成 8角，0.6元看成 6角，先算 8角+6角等於 14角。 

師：別急，我們再看看另一個同學的想法。 

 

 

 

 

 

 

生交流生成：0.8元=8角，0.6元=6角，8+6=14角；10角=1元，所以 1

元 4角就是 1.4元。 

方法二、借助幾何圖形進行計算 

 

 

 

 

師：圖形表示什麼意思？你看明白了嗎？ 

生交流：把長方形平均分成 10份，每一格就是 0.1， 10個 0.1就是 1，

小數部分相加滿 1時，就要向整數部分的個位元進 1。 

方法三、豎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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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先看看第一個個豎式，是怎麼算的？ 

生 1：先把元化成角的單位進行計算，角和角相加； 

師：第一個豎式是整數的加法，第二個豎式呢？（生：小數加法） 

師：同學們都能說出自己是怎麼想，怎麼算的，非常棒！和整數加法一

樣，小數加法也可以用豎式來計算。 （板書該題豎式） 

 

 

 

 

 

師提問：（1）和上題整數加法有什麼不同？ 

（2）“4”為什麼要寫在“8”和“6”的下麵？ 

（3）個位上這個 1是怎麼來的？ 

師組織學生交流以上問題。 

小結：列豎式時，元與元所在數位要對齊，角與角所在數位要對齊，即相

同數位要對齊，也就是小數要對齊。相加時從低位算起，滿十進一。 

規範解答：0.8+0.6=1.4（元）答：一共 1.4元。 

3. 不退位減法 

 

 

 

 

 

 

 

提問：“2”為什麼要寫在這裡？ 

小結：減法的筆算也是要注意相同數位要對齊，從低位算起。 

（師板書 0.8-0.6=0.2 並和學生一起完成豎式計算，溝通算理，要求規範作

答。） 

4.退位減法 

 

 

 

理解題意：問題是什麼？會用小數筆算嗎？ 

 
1 .4

0 .8

0 .6＋

元 角

問題二:一個卷筆刀比一隻綠色的鉛筆贵多少錢? 

問題三：黃鉛筆比綠鉛筆貴多少錢？ 

 

0.8

0.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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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演：誰願意到黑板上來算一算。（其他學生在課堂本上做） 

 

 

 

 

 

提問：“2”減“6”不夠減怎麼辦？ 

生生交流：小數點對齊； 

師小結。 

規範作答。 

【設計意圖】放手讓學生自我探究小數筆算，學生用不同的方法去計算，學生

在互相交流中，通過元角關係、幾何圖形的演示、豎式計算等不同的演算法，

讓學生在理解計算過程的同時明白算理，並通過進位加法、不退位減法、退位

減法三種算式理解數位對齊就是小數點要對齊。 

第三環節 比較整理 內化提升 

一．回顧整理 

1.想一想：小數的加減法的豎式是怎麼計算的？（生自由回答） 

2.辨一辨：小數加減法與整數加減法有什麼相同的的地方？有什麼不同？ 

3.師總結（課件展示）：  

相同點：（1）相同數位對齊，從低位算起；（2）滿十進 1，退 1當十。 

不同點：小數加減法，相同數位對齊就是小數點要對齊。 

二、內化提升 

引導生總結：小數加、減法的計算方法。 

第四環節 練習計算 鞏固理解 

1. 筆算下列各式： 

4+2.7=          5-2.4=   

2. 搶紅包 

 

 

 

 

 

王阿姨搶到 3.9元的紅包，李阿姨搶到 4.2元的紅包，請問： 

（1） 她倆一共搶到多少元紅包？ 

 

 

1.2－0.6＝

0.6

1.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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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阿姨比王阿姨搶多多少元紅包？ 

【設計意圖】設計不進位、進位的小數的加減法豎式練習，使學生對小數加、

減法計算更加明晰；鞏固簡單小數加、減法十分位的進退位對個位的影響，提

高學生的計算準確度和速度；再次與學生熟悉而喜歡的情境結合，讓學生再一

次感受小數加、減法在生活中的實際作用。 

 

第五環節 引導學生 總結新知 

一、引導總結：小數加減法計算要注意什麼？ 

1. 小數點要對齊 

2. 從低位算起 

3. 加法：”滿十向前一位進一 

4. 減法：不夠減想前一位借一當十 

二、佈置探究任務： 

和家人到超市購物，幫忙計算一共花了多少錢？記得保留購物小票哦！明天帶

到學校，看看大家都買了什麼，花了多少錢？ 

 

板書

設計 

        小數加減法 

 

 

 

 

 

 小數點要對齊 

 從低位算起 

 加法：”滿十向前一位進一 

 減法：不夠減想前一位借一當十 

 

 

 

 

 

 

 

 

 
0.2

0.8

－ 0.6

0.6

1.2

－ 0.6

1.4

0.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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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 解決問題 

教材 
人教版三

（下） 
單元 第七單元：小數的初步認識  實施年級 小三 

課節 第四課節 課題 解決問題 每節課時 40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通過運用小數加、減法解決購物中的實際問題， 

使學生進一步認識小數的含義； 

2. 通過寫一寫、說一說、想一想等數學活動，使學 

生進一步體會解決問題的步驟、策略和方法； 

3. 在探究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使學生體驗學習數學 

的樂趣，積累活動經驗。 

教學目標對應的基本學

力要求： 

A-1-7: 能結合具體情境

初步認識小數；會比較

一位小數的大小； 

F-1-2: 結合具體的生活

情境，認識數學與生活

的聯繫。 

教材

分析 

沿用上節課簡單的小數加減法的例題，提出了“夠不夠”的實際問題，讓學生

運用小數加、減法解決購物中的實際問題，進一步鞏固簡單的小數加減法的計

算，並讓學生探究解決問題策略的多樣化。 

學情

分析 

學生對解決與加減法有關的簡單的生活問題已經非常熟悉，通過前幾節課的學

習對小數有了初步的認識，學習了簡單的小數加減法的豎式計算和算理，通過

這節課讓學生運用一位小數的加減法來解決生活中比如“夠不夠”這樣的問

題。 

教學

重點 
從不同角度思考，選擇不同的解題方法，體現演算法的多樣性。 

教學

難點 
能用不同的方法思考並解決實際問題。  

教具 課件、澳門通卡、工作紙 

教 

學 

過 

程 

第一環節 師生談話 情境引入 

一、情境引入 

1．出示澳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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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溝通交流澳門通的用處，情境引入。 

二、揭示課題：你知道老師卡裡有多少錢嗎？ 

 

 

 

 

 

 

 

 

1.師生交流圖意：3.0就是 3元表示這次的車費，15.0元是 15元表示刷完卡裡

還剩下多少錢；3+15=18（元）就是原來卡裡的錢數。 

2.揭示課題：同學們真棒！不僅會看澳門通上的數學資訊，也能算出隱藏的數

學資訊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們一起帶著這張澳門通，帶著數學的眼光到生活中

去解決問題。（板書：解決問題） 

【設計意圖】 “澳門通”是澳門人幾乎人手一張，從最貼近孩子們的生活情境

入手，教會如何讀懂巴士車滴卡的隱藏資訊，讓他們深刻地感受到了小數在生

活中的存在，更企圖通過這節課讓學生感受到當我們學會了數學知識和方法，

我們用數學眼光去看周邊的世界，會和以往有不同。 

 

第二環節：理解閱讀 明確問題 

一、自我探究 

課件出示教材 P96情境圖（例 4） 

 

 

 

 

 

 

 

 

1.提問：請大家讀題，你知道了什麼？要解決什麼問題？和同伴說一說。 

 

 

問題一：澳門通裡有 10元錢，先買了一個筆袋，還想買一個筆記本和一

隻绿鉛筆，卡里的錢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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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寫一寫：請在課堂本上寫寫你的解題思路和想法。（請學生板演） 

二、課堂交流 

1.說一說：師生共同探究解題方法。 

預設 1：先算出剩下多少錢，再把筆記本和綠鉛筆的錢數和它相比較。 

10-6.8=3.2（元） 2.5+0.6=3.1（元）3.1<3.2   所以卡裡的錢夠買。 

預設 2：先算出剩下多少錢，再把剩下的錢買筆記本，再與綠鉛筆的單價相比

較。 

10-6.8=3.2（元） 3.2-2.5=0.7（元） 0.7>0.6  所以卡裡的錢夠買。 

2.提問交流： 

（1） 這兩種方法有什麼相同點？           

（2） 用兩種方法得到結果都一樣，說明瞭什麼？ 

（3） 還有其他檢驗方法嗎？ 

3.小結：一道題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不同的方法可以相互檢驗。 

【設計意圖】通過想一想、寫一寫、說一說的方式，培養學生閱讀理解題意、

獨立思考解決策略，通過全班交流，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嘗試讀懂別人的想

法，注重對學生的數學表達進行指導，重點體會不同策略的思考方式，鼓勵他

們用熟悉的方式表徵問題及解答過程。 

第三環節 應用拓展 回顧新授 

課件出示問題二、如果把綠鉛筆換成黃鉛筆，卡裡的錢還是不變 10元，錢夠

嗎？請用你喜歡的方法和同桌討論。 

預設 1：10-6.8=3.2（元） 2.5+1.2=3.7（）元）3.7>3.2  所以卡裡的錢不夠

買。 

預設 2：10-6.8=3.2（元） 3.2-2.5=0.7（元） 0.7<1.2  所以卡裡的錢不夠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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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 3：6.8+2.5+1.2=10.5元 10.5>10  所以卡裡的錢不夠買。 

生互相交流，師將預設直接板書在上題的下方。 

師：你覺得這道題哪種方法比較簡單呢？（第二種，可以和上題直接比較，不

用計算就可以得出結論。） 

師：同學們善於觀察和思考，真是太棒了。解決一個問題，往往會有不同的解

決思路和解決方法，我們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應用，得出來的結果正好可以

互相驗證。 

【設計意圖】通過解決不同的問題，組織學生對解決問題的思路和策略的整個

過程進行回顧，不斷積累解決問題的經驗，並讓學生有意識地認識到解決問題

可以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得出的結果是可以互相驗證，同時鼓勵學生用自己喜

歡的方式解決問題，增強學生對數學知識的情感體驗。 

第四環節 課後練習 鞏固提升 

練習題一： 

 

 

 

 

 

練習題二： 

 

 

 

 

 
貨車自重2.8吨。它是否超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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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環節 歸納總結 

這節課你有什麼收穫嗎？ 

生自由發言。 

師總結：1.在解決有關小數加、減法的問題時，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思考，選擇

不同的解題方法，體現演算法多樣化。 

        2.解決問題的不同方法可以用來互相檢驗。 

 

板書

設計 

解決問題 

 

          

 

   

 

 

 

 

 

 

 

 

 

 10－6.8＝3.2（元）

 2.5＋0.6＝3.1（元）

3.1＜3.2，卡裡的錢夠

 了。

10－6.8＝3.2（元） 

3.2－2.5＝0.7（元） 

0.7＞0.6, 夠買。 

 

 不同的方法可以相互檢驗。

 

 6.8＋2.5＋0.6＝9.9（元）

 9.9＜10，卡裡的錢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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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節 綜合應用 

教材 
人教版三

（下） 
單元 第七單元：小數的初步認識  實施年級 小三 

課節 第五課節 課題 綜合應用（練習活動課） 每節課時 40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運用對小數的初步認識，能在實際情景中進行應 

用； 

2. 進一步掌握比較簡單小數的大小； 

3. 運用小數加、減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 參與知識應用的過程，在應用中體會學習的樂 

趣。 

教學目標對應的基本學

力要求： 

A-2-17: 能解決有關小

數、分數和百分數的簡

單實際問題； 

F-1-2:結合具體的生活

情境，認識教學與生活

的聯繫；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

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

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

同的解題方法。 

教材

分析 
練習課。 

學情

分析 

學生在學習了《小數的初步認識》的四節新授課，通過這節練習活動課，讓學

生對所學知識進行梳理和回顧。 

教學

重點 
認識小數，理解小數的意義；熟練小數加減法計算技能並能靈活應用。 

教學

難點 
形成正確、熟練的計算技能，靈活應用。 

教具 PPT課件、超市廣告紙、工作紙、紅（綠）紙牌 

教 

學 

過 

程 

師生對話 主題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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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流「著數日」 

師: 誰去過「著數日」請舉手？ 

生舉手。 

師：這麼多同學都去過呀！那你們知道什麼是「著數日」嗎？ 

生自由發言：很多商品打折，有很多優惠價格；買東西比較便宜。 

師：價格優惠，便宜，說明我們付的錢會比較……？（少）對的，我們一起來

看看這一次的「著數日」都有哪些優惠吧！ 

活動一：讀一讀 

（課件出示各種商品優惠價格。） 

 

 

 

 

生以指名、齊讀的方式來讀一讀小數。 

師：同學們真是了不起！通過學習了小數就可以準確地讀出商店裡的價格了，

這麼多優惠的商品，想不想和老師一起去逛一逛呢？ 

生：想！ 

師：師:那我們趕緊出發去超市吧。咱們班這麼多小朋友，我們就包一輛大巴

出發吧，我們現在開著大車去超市。 

【設計意圖】從學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出發來展開本節課的綜合應用活動，激發

學生的學習熱情，讓學生切實感受小數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利用商品優惠價格

讓學生複習鞏固對小數的認識和小數的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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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判斷通關，分組探究。 

1.通關停車 

師：到了停車場門口，灰太狼把我們攔住了。因為是「著數日」，來買東西的

人實在是太多了，超市的停車場停滿了車，車位很少。灰太狼說了，要想進停

車場必須得先過它這一關。他出題目讓同學們來判斷，如果是對的，請舉綠

牌，如果是錯的，請舉紅牌。全班同學答對三題才能過關進停車場。  

是非題： 

1.小數都比 0大，比 1小。（考察的知識點：認識小數） 

2. 0.04讀作零點四。（考察的知識點：小數的讀法） 

3. 0.9裡面有 9個 0.1。（考察的知識點：小數的意義） 

4. 5釐米>0.7分米（考察的知識點：小數的意義和比較大小） 

5. 2.3+10.1=33.1（考察的知識點：小數的加、減法） 

2.分組比賽 優惠贈送 

 

 

 

  

 

課件出示「贈送優惠券」活動要求： 

獨立完成選擇題，看誰做得又快又對，按速度和得分排名，前五名可獲得一張

10元優惠券。 

活動三：結伴購物 

一、選購商品： 

將原價和優惠價填寫在工作紙上，並算出每一，並算出每樣商品優惠多少錢？

 

 



2019/2020 

P130 

  

（最多買四種，表格中最後一列先不寫） 

 

 

 

 

 

 

二、如果給你 100塊，購買這四種商品嗎？請在工作紙最後一列列式完成。 

三、 分享交流 （贈送優惠券） 

課堂總結 

板書

設計 

                 

綜合應用 

認識小數 

小數的意義 

簡單的小數加減法 

解決問題 

 

 

 

 

 

 

 

 

  

 

我用小數看世界
綜合應用

我想買 原價 優惠價 優惠了多少
（列式計算）

著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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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第一課節 認識小數 

試教評估 

評估項目 評估標準 

評估結果 

優

秀 

良 

好 

合

格 

待

改

進 

教學目標  能駕馭教材，準確把握教學重點、難點和關

鍵。 
✔ 

   

教學內容  重視學生的已有知識和經驗，加強舊知與新知

的聯繫。 
✔    

 有利於學生主動地進行觀察、實驗、猜測、驗

證、推理與交流等數學活動。 
✔    

教學過程  教學思路清晰，層次清楚，結構合理，重點突

出，有利於學生認知結構的建立。 
✔    

 開展有效地學習活動，師生、生生多邊互動，

積極參與。 
✔    

 教學節奏適當，時空分配合理，教學進程自然

流暢。 

 ✔   

 師生關係和諧平等，情、知交融。 ✔    

 適當使用多媒體教學。 ✔    

教學方法  情境創設恰當、有效，問題設計嚴謹、合理。  ✔   

 體現學生的能力培養和情感激發。 ✔    

教師行為  創設良好的課堂教學氣氛，激發學生學習的積

極性。 
✔    

 體現教師是學生學習活動的組織者、引導者與

合作者的角色。 

 ✔   

 向學生提供充分從事數學活動的機會。 ✔    

學生行為  在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過程中從事數學學習

活動。 

✔    

 學生課堂表現積極、主動、勇於嘗試，學生在

課堂活動中是學習的主人地位。 

 ✔   

教學效果  大多數學生在原有基礎上獲得知識、技能、情

感態度等方面的發展。 
✔    

 全面達到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 ✔    

 學生思維活躍，表現出積極的情感和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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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建議 

《認識小數》本節課的教學目標是認識生活中的小數，會讀、寫不超過兩

位元的小數及認識小數的意義。這一節課是學生第一次正式接觸小數，在此之

前，學生對小數特別是表示價格的小數並不陌生，因此我把這節課的重點放在

小數的讀法和以“米”為單位的小數的意義的教學上，在情境設置和內容的呈

現上，以生活的場景為主，通過人民幣、數軸、幾何圖等直觀、半直觀模型來

説明學生初步認識小數，教學過程中，我力求做到以下幾點： 

一、 生活化：緊密結合生活情境，讓學生充分感受小數在生活中無所不在。

這節課一開始以老師的個人檔案切入，馬上激發起學生的好奇心，再讓學

生說一說生活中見到的小數，學生們互相交流，感受到小數不僅是和價格

有關，它可以記錄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讓孩子們非常自然地就走進小數，

參與到課堂中。 

二、 實操性：注重學生的實踐操作，認識和感悟小數。對於這節課重點，在

感悟十進位分數和小數的聯繫時，讓學生動手在紙尺上找 0.1 米，學生獨

立思考之後，親歷了平均分的過程，把 1 米平均分成 10 份，自主建構起

小數和分數的聯繫，讓學生經歷猜測、舉例、驗證、自我探究和合作交流

中，加深了學生對小數的含義的理解。 

三、 趣味性：為學生提供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機會，注重孩子的合作交流。

在小數的讀法中，我巧妙設計了遊戲環節，讓學生在遊戲中臺上學生編小

數，台下學生讀小數，當不同學生讀法不同時，生生、師生之間進行互動

糾錯，學生對小數的讀法逐步清晰，並自己歸納出讀法的注意要點。 

不足之處： 

一、 放手不夠充分，比如學生在自我探究在米尺中找出 0.1 米時，未能提供

學生充足的時間去摸索，就急於進入到學生互相交流階段。 

二、 對課堂時間的把握還不夠準確，時間分配上還應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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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 一位小數的大小比較 

試教評估 

評估項目 評估標準 

評估結果 

優

秀 

良 

好 

合

格 

待

改

進 

教學目標  能駕馭教材，準確把握教學重點、難點和關

鍵。 
✔    

教學內容  重視學生的已有知識和經驗，加強舊知與新知

的聯繫。 
✔    

 有利於學生主動地進行觀察、實驗、猜測、驗

證、推理與交流等數學活動。 
✔    

教學過程  教學思路清晰，層次清楚，結構合理，重點突

出，有利於學生認知結構的建立。 

 ✔   

 開展有效地學習活動，師生、生生多邊互動，

積極參與。 
✔    

 教學節奏適當，時空分配合理，教學進程自然

流暢。 
✔    

 師生關係和諧平等，情、知交融。 ✔    

 適當使用多媒體教學。 ✔    

教學方法  情境創設恰當、有效，問題設計嚴謹、合理。 ✔    

 體現學生的能力培養和情感激發。  ✔   

教師行為  創設良好的課堂教學氣氛，激發學生學習的積

極性。 
✔    

 體現教師是學生學習活動的組織者、引導者與

合作者的角色。 

 ✔   

 向學生提供充分從事數學活動的機會。     

學生行為  在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過程中從事數學學習

活動。 

✔    

 學生課堂表現積極、主動、勇於嘗試，學生在

課堂活動中是學習的主人地位。 

 ✔   

教學效果  大多數學生在原有基礎上獲得知識、技能、情

感態度等方面的發展。 
✔    

 全面達到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 ✔    

 學生思維活躍，表現出積極的情感和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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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建議 

《小數大小的比較》教學目標是使學生掌握小數大小的比較方法並學會總

結比較方法。小數大小的比較並不難，它與整數大小的比較方法上相同，所以

這節課我將更多的課堂時間留給學生，將研究的主動權教給學生，教師在整節

課中主要起到組織者和引導者的作用。教學過程中，我力求做到以下幾點： 

一、創設具有時代感的情境，體驗數學與生活的聯繫。淘寶幾乎是所有人離不

開的購物管道，將學生熟悉的表示價格的的小數和淘寶情境聯繫起來，設

置具有時代感的生活情境，學生既興奮又投入。學生通過上網搜索商品，

再讀小數，通過完成工作紙再寫小數，重溫了上節課的知識點，也自然進

入了本節課的探究比較小數大小的重點環節。 

二、注重遷移，提供自我探究的時間和空間。小數大小的比較和整數大小的比

較在方法上相同，因此教學上注重遷移，讓學生一開始回顧整數大小的比

較，在此基礎上讓學生通過比較、觀察，總結出小數大小的比較方法，之

後再找出整數和小數大小比較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從知識的原點生長出新

知。 

三、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學生在進行小數比較後，

學生知道比較小的小數說明價格比較低，老師讓學生思考買東西的時候是

不是只看價格，價格便宜就好，讓學生思考數學在生活中的實際應用，為

學生提供了一個鍛煉批判性思維的平臺。 

不足之處： 

一、學生在自己總結小數比較大小的方法時，應請多些學生用數學語言來表述，

培養學生數學表達能力。  

二、這節課主要是以“元、角”貨幣單位為探究的材料，應把這些數放在更多

具體的量上，比如“米”、“千克”等，豐富學生對小數進一步認識。 

三、學生在搜索數據時，數據差異性很大，很容易在整數部分已經可以比較出

大小，所以在獨立探究時，未能充分地去探究出小數大小比較的方法，這

一點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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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 簡單小數的加、減法 

試教評估 

評估項目 評估標準 

評估結果 

優

秀 

良 

好 

合

格 

待

改

進 

教學目標  能駕馭教材，準確把握教學重點、難點和關

鍵。 
✔    

教學內容  重視學生的已有知識和經驗，加強舊知與新知

的聯繫。 
✔    

 有利於學生主動地進行觀察、實驗、猜測、驗

證、推理與交流等數學活動。 
✔    

教學過程  教學思路清晰，層次清楚，結構合理，重點突

出，有利於學生認知結構的建立。 

✔    

 開展有效地學習活動，師生、生生多邊互動，

積極參與。 

 ✔   

 教學節奏適當，時空分配合理，教學進程自然

流暢。 

 ✔   

 師生關係和諧平等，情、知交融。 ✔    

 適當使用多媒體教學。 ✔    

教學方法  情境創設恰當、有效，問題設計嚴謹、合理。 ✔    

 體現學生的能力培養和情感激發。 ✔    

教師行為  創設良好的課堂教學氣氛，激發學生學習的積

極性。 
✔    

 體現教師是學生學習活動的組織者、引導者與

合作者的角色。 

 ✔   

 向學生提供充分從事數學活動的機會。 ✔    

學生行為  在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過程中從事數學學習

活動。 

✔    

 學生課堂表現積極、主動、勇於嘗試，學生在

課堂活動中是學習的主人地位。 
✔    

教學效果  大多數學生在原有基礎上獲得知識、技能、情

感態度等方面的發展。 
✔    

 全面達到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 ✔    

 學生思維活躍，表現出積極的情感和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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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建議 

 

《簡單的小數加、減法》教學目標是使學生理解和掌握一位小數的加減法

算理和演算法。選擇學生熟悉的購物的素材，以貨幣單位作為具體量，讓學生

在計算學習中感到親切、有趣，使學生在解答用小數計算的實際問題時，理解

小數加減法的算理，掌握小數運算的而基本方法。教學過程中，我力求做到以

下幾點： 

一、以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為橋樑，在交流中突破對算理的理解。一開始先

對小數的意義和整數加減法進行了複習，學生在此基礎上，探索如何計

算 0.8+0.6 時，學生有的是口算，有的列豎式，還有用了幾何圖的表徵

方法、用貨幣換算的方法，這些不同的表示方法都使學生在交流中加深

了對小數加減法的理解，學生在數形結合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認識。 

二、從學生的生活實際出發，選取現實素材，激發學習興趣。學習小數加減

法的計算方法如果脫離了情境，就會變得較為枯燥。本節課課前安排學

生親身體驗購物，並將收據帶回課堂一起進行驗算核對，使學生實實在

在地體會數學在生活中的作用。 

三、學生概括總結的數學能力得到提高。課堂上給學生足夠的時間通過畫一

畫、寫一寫、說一說進行自我探究和合作交流，學生完全有能力在經歷

探究後概括出小數加減法的計算要點，教師只需給以學生適當的幫助，

輔助他們用數學的語言清晰地表述，把課堂真正地交給學生讓學生主動

參與到課堂學習當中。 

不足之處： 

一、 讓學生上臺板書豎式時沒有安排好時間，導致台下的學生看著臺上的學

生完成，浪費了一些時間，應對課堂的時間進行有效地安排。 

二、 這節課的例題 0.8+0.6 較為簡單，學生很快就能明白小數點要對齊，在

自己的筆算操作中完成得較好，之後學生在計算自己的購買收據時，遇到

了整數和小數的加、減法時就有些無從下手。因為數位不同，空缺的數位

也就是 0 的計算又涉及小數的性質，但因課時安排的緣故，不能在課堂上

和學生講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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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解決問題 

試教評估 

評估項目 評估標準 

評估結果 

優

秀 

良 

好 

合

格 

待

改

進 

教學目標  能駕馭教材，準確把握教學重點、難點和關

鍵。 
✔    

教學內容  重視學生的已有知識和經驗，加強舊知與新知

的聯繫。 
✔    

 有利於學生主動地進行觀察、實驗、猜測、驗

證、推理與交流等數學活動。 
✔    

教學過程  教學思路清晰，層次清楚，結構合理，重點突

出，有利於學生認知結構的建立。 

✔    

 開展有效地學習活動，師生、生生多邊互動，

積極參與。 

 ✔   

 教學節奏適當，時空分配合理，教學進程自然

流暢。 
✔    

 師生關係和諧平等，情、知交融。 ✔    

 適當使用多媒體教學。 ✔    

教學方法  情境創設恰當、有效，問題設計嚴謹、合理。 ✔    

 體現學生的能力培養和情感激發。 ✔    

教師行為  創設良好的課堂教學氣氛，激發學生學習的積

極性。 
✔    

 體現教師是學生學習活動的組織者、引導者與

合作者的角色。 
✔    

 向學生提供充分從事數學活動的機會。  ✔   

學生行為  在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過程中從事數學學習

活動。 

✔    

 學生課堂表現積極、主動、勇於嘗試，學生在

課堂活動中是學習的主人地位。 

 ✔   

教學效果  大多數學生在原有基礎上獲得知識、技能、情

感態度等方面的發展。 

 ✔   

 全面達到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 ✔    

 學生思維活躍，表現出積極的情感和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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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建議 

 

《解決問題》這節課的教學目的是使學生在初步認識小數，會進行簡單的

小數加減法及小數比較大小的基礎上進行的用小數的知識解決問題，使學生進

一步認識小數的含義，熟練掌握簡單的小數加減法的計算，使學生進一步體會

解決具體問題的步驟、策略和方法，使學生體驗教學的價值，提高學生的數學

學習興趣。教學過程中，我力求做到以下幾點： 

一、將情境本土化，從學生熟悉的“澳門通”入手，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興趣。

和學生一起體驗如何使用“澳門通”，讓學生感受到生活中處處有小數，

有數學。 

二、引導學生正確理解題意，鼓勵學生開拓自己的解題思路。學生通過獨立思

考、小組交流、全班交流等方式，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思考

自己和別人的解題思路，體會這些方法的不同之處。在探究過程中，學生

之間發生質疑，否定時，教師都以鼓勵、肯定的角度去激勵學生自主尋找，

開拓思路，暢所欲言，讓學生在課堂上敢於表達自己，真正投入到探究解

決問題的方法中，並在其中找到樂趣。 

三、注重方法的總結。通過例題及練習，學生解決夠不夠的常見的數學問題之

後，教師引導學生比較不同的方法。可以先求總價，再比大小，也可以先

求剩餘，再比較大小，但再不夠的情況下，沒有剩餘時，應該採取什麼方

法，學生進行了反思，體悟到解決問題時不同方法有一定的優劣性。 

不足之處： 

一、由於受學生年齡和實際生活的體驗限制，在課堂教學設計上主要圍繞這購

買商品的情境，未能提供更多方面的素材，應在日後加以豐富，不斷提高

自身的教學基本素質。 

二、要更多地去關注學習能力較低的學生，鼓勵他們也能積極參與到課堂的討

論當中，在課堂上敢於表達、表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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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節 綜合應用 

 

評估項目 評估標準 

評估結果 

優

秀 

良 

好 

合

格 

待

改

進 

教學目標  能駕馭教材，準確把握教學重點、難點和關

鍵。 
✔    

教學內容  重視學生的已有知識和經驗，加強舊知與新知

的聯繫。 
✔    

 有利於學生主動地進行觀察、實驗、猜測、驗

證、推理與交流等數學活動。 
✔    

教學過程  教學思路清晰，層次清楚，結構合理，重點突

出，有利於學生認知結構的建立。 

 ✔   

 開展有效地學習活動，師生、生生多邊互動，

積極參與。 
✔    

 教學節奏適當，時空分配合理，教學進程自然

流暢。 

 ✔   

 師生關係和諧平等，情、知交融。 ✔    

 適當使用多媒體教學。 ✔    

教學方法  情境創設恰當、有效，問題設計嚴謹、合理。  ✔   

 體現學生的能力培養和情感激發。 ✔    

教師行為  創設良好的課堂教學氣氛，激發學生學習的積

極性。 
✔    

 體現教師是學生學習活動的組織者、引導者與

合作者的角色。 
✔    

 向學生提供充分從事數學活動的機會。 ✔    

學生行為  在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過程中從事數學學習

活動。 

✔    

 學生課堂表現積極、主動、勇於嘗試，學生在

課堂活動中是學習的主人地位。 
✔    

教學效果  大多數學生在原有基礎上獲得知識、技能、情

感態度等方面的發展。 
✔    

 全面達到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 ✔    

 學生思維活躍，表現出積極的情感和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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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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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教學資料 

一、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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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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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件 

第一課節：認識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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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小數的大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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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簡單的小數加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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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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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節：綜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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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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