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教版四年级数学单元目标 数学五
年级上第三单元教学计划解读(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单元目标篇一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面向”和新课改理念为指针，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
指导思想，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兼顾提高教学质量与减轻学
生负担，培养21世纪创新人才。

二、学情分析

同学们经过四年实验教材的使用，已经比较习惯于新教材的
学习思路和方法，大多数学生认识到数学知识无处不在，生
活中处处有数学。这为学生对本册的学习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也为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和实践能力创造了条件。但随
着年级的提高，内容的加深，孩子们已呈现出了两级分化的
趋势。

三、教材分析

(一)数与代数

1、第一单元“倍数与因数”。

本单元是学生对整数有一定的认识、会计算整数的四则混合
运算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学习的主要内容有：自然数的认
识，倍数与因数，2，5，3倍数的特征，质数与合数，奇数与



偶数。这些知识的学习是以后学习公倍数与公因数、约分、
通分等知识的重要基础。本单元具体安排了6个情境：在“数
的世界”活动中，学生将认识倍数与因数，并能在1—100的
自然数中，找出10以内某个自然数的所有倍数;在“探索活
动(一)中，学生将经历探索2，5的倍数的特征的过程，了解2，
5的倍数的特征，了解奇数、偶数的含义;在“探索活动(二)
中，学生将经历探索3的'倍数的特征的过程，了解3的倍数的
特征;在“找因数”活动中，利用直观的拼图游戏，学生将学
习找因数的方法;在“找质数”活动中，理解质数和合数的含
义;在“数的奇偶性”活动中，尝试运用“列表”“画示意
图”等解决问题的策略发现规律，运用数的奇偶性的知识解
决生活中的一些简单问题。

解决问题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将经历探索数的有关特征的活
动2，5，3的倍数的特征的探索过程，知道2，5，3的倍数特
征，了解奇数和偶数。在探索非零自然数的特征的过程中，
体会观察、分析、归纳、猜想、验证的过程，在数学活动中
体验数学问题的探索性和挑战性。

2、第三单元“分数”。

在学习本单元内容前，学生一初步理解了分数的意义，能认、
读、写简单的分数，会进行简单的同分母分数的加减运算，
能初步运用分数表示一些事物，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本单元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分数的意义，对分数
进行再认识，学习分数与除法的关系、真分数、假分数、带
分数、分数的基本性质、公因数、约分、公倍数、通分、分
数的大小比较等知识。这些知识是进一步学习分数四则运算、
运用分数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将进一步理解分数的意义，能正确
用分数描述图形中部分与整体的或简单的生活现象;认识真分
数、假分数和带分数，理解分数与除法的关系，会进行分数
的大小比较;能在1—100的自然数内，找出10以内两个自然数



的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找出两个自然数的公因数和最大公
因数，会正确进行约分和通分;初步了解分数在实际生活中的
应用，能运用分数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3、第四单元“分数加减法”。

本单元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异分母分数的加减法以及实际应
用、分数的混合运算、分数与小数的互化。通过本单元的学
习，学生将能进行异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能理解分数加减
法混合运算的顺序，并能正确计算;能把分数化成有限小数，
也能把有限小数化成分数;能结合实际情境，解决简单的有关
分数加减法的实际问题。

(二)空间与图形

1、第二单元“图形的面积(一)”。

本单元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平面图形面积大小的比较，平行
四边形、三角形与梯形的底和高的认识及相应面积的计算。
根据学生学习的特点，本单元具体分为6个情境：在“比较图
形的面积”中，主要是一方格纸为载体，让学生自主地比较
各种不同形状图形面积的大小，体验到比较两个图形面积大
小有多种方法;在“地毯上的图形面积”中，通过动手操作，
让学生认识平行四边形、三角形与梯形的底和高，会画图形
的高;在“探索活动(一)”“探索活动(二)”“探索活动三”
中，教材首先由一个实际问题引入相应图形的面积计算问题，
学生可以利用已经学过的图形的面积计算方法来探索所求图
形的面积。在利用不同方法进行转化后，教材引导学生比较
转化前后的图形有什么关系，以启发学生得出计算平行四边
形、三角形与梯形面积的方法，并用语言和符号加以表达。
最后，利用探索到的面积计算公式来解决前面提到的以及一
些新的实际问题。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将体会比较面积大小的多种方法;认



识平行四边形、三角形的底和高;经历探索平行四边形、三角
形、梯形面积计算方法的过程，并能运用面积公式解决生活
中一些简单问题;在探索图形面积的计算方法中，获得数学探
索的经验。

2、第五单元“图形的面积(二)”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有：组合图形面积的计算及一些有趣的简
单不规则图形面积的计算。在第二单元中，学生已经学习了
平行四边形、三角形与梯形的面积等知识，在此基础上学习
组合图形，一方面可以巩固已学的基本图形，另一方面能将
所学的知识进行综合。

本单元安排了2个情境：在“组合图形面积”中，重点让学生
探索如何将组合图形分割成基本图形;在“探索活动”中，主
要学习不规则图形面积的估算。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单元目标篇二

常州市勤业中学仇海蓉

一、单元教学目标：

1、能读会写课文中的生字词，养成使用字典、词典独立识字
的良好习惯。

2、以自己喜欢的阅读方式，了解作品所描写的民俗风情，欣
赏文章所描写的优美画面，体会作品的语言风格，学习作者
描写景物的语言。并利用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源了解更多的民
俗风情，领悟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3、开展一次调查家乡民俗文化的综合实践活动，领略当地的
民俗风情。



4、懂得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学做生活的有心人，在丰富多彩
的生活中汲取丰富多彩的写作素材。

5、走进图书馆，学习检索书目，检查工具书，根据需要进行
摘录，养成做读书卡片的习惯。

二、单元课时安排：共13课时

单元整体学习1课时

《社戏》3课时

《端午日》1课时

《本命年的回想》1课时

《中秋咏月诗》2课时

写作――从生活中找“米”3课时

综合实践活动――走进图书馆1课时

单元小结（学习反思）1课时

三、单元介绍

本单元的阅读教学

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民俗文化绚丽多姿，民俗文化是人类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单元所选的三篇阅读教学文章，从不
同的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异地的民俗风情，有的是对童年生活
的美好回忆，如鲁迅的《社戏》；有的是对湘西端午民俗的
介绍，如沈从文的《端午日》；有的是对京郊运河家乡旧时
过年习俗的深情回忆，如刘绍堂的《本命年的回想》；文章
的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朴实清新的语言，展现了一幅幅别



开生面的`优美画面。读文如临其境，有在“画中游”之感。
读罢这些文章，更可激发我们了解更多的民俗风情的热情，
更加热爱我们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

四、教学过程

第1课时确定本单元的学习专题

第一块：明确单元专题含义：

教学步骤教师组织学生活动备注

1指导语：分节日，搜集不同的民俗文化搜集、整理

2指导语：将搜集来的民俗文化分门别类交流、综合

第二块：了解单元大概内容：

教学步骤教师组织学生活动备注

2巡视、参与、指导浏览目录、课文，做好记录

3指导语：交流读后感悟并提出思考交流、记录单元需解决的
问题

第三块：确定单元学习专题并拟定实施方案：

教学步骤教师组织学生活动备注

第四块：学习评价

教学步骤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备注

2小结自我反思



教学反思

第2课时《社戏》（一）

学习目标：通读课文、理清思路，把握叙事有详有略的安排

课前学习：了解鲁迅及其主要著作。

课堂学习：

第一块：整体感知课文

教学步骤教师组织学生活动备注

1课前学习情况检查汇报成果

2指导语：组织学生快速阅读课文，利用工具书疏通字词，并
能了解文意。自

[4][5]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单元目标篇三

一、神机妙算我能行!(共35分)

1、口算(5分)

2.4×5=0.9-0.52=3.99×1=0×3.52=12.5×8=

2、列竖式计算(12分)

42×5.45.6×1.80.25×0.046

(保留两位小数)



验

算

3500×0.961.08×250.12×0.44

(保留到十分位)

3、怎么简便就怎么算.(18分)

0.125×320.78×1013.26×5.7-3.26×0.7

56.5×99+56.51.25×213×0.819.625-(4.716+9.625)

二、填空。(共28分)

1、根据321×23=7383，很快写出下面各题的积。

3.21×23=3.21×2.3=32.1×2.3=

32.1×0.23=3.21×0.23=321×0.023=

2、在下面的圆圈里填上“”、“”或“=”。

23.2×0.9○0.915.6×3.2○3.2×15.6

1×0.36○13.6×5.2○52×0.36

3、5个1.6相加，用加法表示是，用乘法表示是()，

结果是()。

4、0.35×2.73的积有()位小数，a×2.3的积是三位小数，那
么a至少是()



位小数。

5、0.27扩大到它的100倍是()。325缩小到它的是()。

6、填空。

31.69618.94530.463

保留整数

保留一位小数

精确到百分位

7、一块玻璃长是1.2米，宽是0.85米，这块玻璃的面积是()
平方米，如果每

平方米的售价是18.5元，这块玻璃是()元。

三、判断题(共5分)

1、0.36时=36分。()

2、一个数的1.65倍一定大于这个数。()

3、两个小数相乘的`积一定大于1。()

4、“1.6×0.35×5=0.35×(1.6×5)”应用了乘法的交换律
和乘法的结合律。

()

5、一个因数扩大10倍，另一个因数缩小到它的，积不变。()

四、文字题。(共6分)



1、1.25乘4.2减5，差是多少?

2、比4.7的1.5倍多3.05的数是多少?

3、3.5与4.9的积是多少?(精确到个位)

4、25.26的3.6倍是多少?(保留两位小数)

五、我能解答生活问题。(共26分)(第4题6分)

2、湘江花园的一幢大楼有16层，每层高2.96米，这幢大校高
约多少米?(得数保留整数)

门票成人：每张4.5元

儿童：每张2.5元

3、小玲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去公园游玩，只见入
门处写着：

请你帮她算一算，买门票一共要几元?

4、小兰家每天平均用电2.3度，八月份她家共用电多少度?如
果每度电0.79元，她家八月份一共应缴纳电费多少元?(得数
保留一位小数)

5、学校食堂的面积是100平方米。用边长0.8米的正方形砖铺
地，150块够吗?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单元目标篇四

本单元文体都是小说，主题是少年生活。所以教学重点为两
个：一是小说的学习，通过情节、语言，分析感受人物性格，
理解作者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建议采用思路教学和人物分析



教学方法；二是感受和体验作品中所反映的少年生活，并联
系生活中自己的少年生活，激起学生对自己生活的思考。

9、故乡

一直来我们把《故乡》定位在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反
映旧中国农民的辛苦生活。然而这样的理解明显带有时代和
政治色彩，而且对一个中学生来说，显得十分牵强。这篇小
说比较深刻全面地反映旧中国的社会生活，包含着丰富的内
容。教学时要引导学生展开充分的讨论，多角度理解小说的
主题。

1、故乡是中国人精神的反映。从孩子的纯真到成年人的麻木、
愚钝，表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和活力被扼杀的过程。这
样的悲剧在今天或许还在演绎。不过是麻木的特点不同而已。

2、从闰土、杨二嫂的身上可以看到旧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
贫穷的轮回。

3、渴望纯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渴望故乡可以说是渴望一
个纯真、美丽的精神家园。然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现代
社会的思想道德的庸俗化，使作者感到十分的失望。

以上几种主题的理解都是可以的，教学时要引导学生一方面
结合小说的时代、人物探究主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联系现代
社会的现象理解小说反映主题的典型性。

第二个教学建议是把教学重点放在人物分析上，学会从人物
的语言、神态及前后变化推演出人物的性格和人物命运的原
因。这个环节的处理一定要注重细节，注重落实在具体的语
言上。

第三个教学建议是因为小说篇幅比较长，人物较多，思想深
刻。所以更要鼓励学生自主质疑，和自主探究。要放更多的



时间给学生阅读和分析讨论，切忌教师的分析或教参的理解
代替学生的理解。

.教案设计：

第一课时：自主阅读，梳理故事情节，自主设计问题。

第二课时：问题反馈和探究，人物性格分析。

第三课时：主题理解和作品延伸。

10．孤独之旅

这是一篇写少年成长的小说，比较切合学生的心理和生活。
杜小康在因家道中落，随父远离家乡去放鸭。因而失去了上
学机会，也失去了同学、朋友。过早得经历人生成长的艰辛。
但是这个孤独之旅也促使他的成熟，使他很快变的坚强、勇
敢。这个经历看似是杜小康独有的，其实在每个人的成长过
程中总有这样的经历和磨难，没有这样的经历和磨难的人可
能永远不会“长大”。被“抛”后的精神转变，是成长的催
化剂。

小说着重描写了小康在这个过程中的心理历程，而且善于通
过其它事物来映照小康的心理，如鸭子的活动、周围环境的.
渲染等。所以这篇小说不仅写出了一个少年成长中普遍的心
理历程，而且构思巧妙，写法独特，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教学建议：

（1）抓住小康的心理活动组织教学，要学生从自己的视角理
解小康的心理，这样更切合学生心理，更容易引起共鸣。例如
“当时假如是你会怎样想？怎样做等。”

（2）要注意环境描写的作用。鸭群的活动、芦荡的描写、风



雨的描写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教学的一个重点。不仅
要理解，最好安排一些片段训练，使学生也能有意识的运用
这些写法。

（3）课外引导学生阅读《孤独之旅》全文。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梳理情节，讨论主题。

第二课时：学习写法，体味语言。

11、我的叔叔于勒

这是一篇老文章，小说反映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金钱与人
情之间的矛盾。文章非常真实又非常赤裸裸地反映了资本主
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丑陋本质。小说篇幅比较简短，
故事情节比较清晰，主题也比较突出，所以理解起来不会有
很大的困难。但是小说在技巧运用上十分出色，如人物的心
理描写、悬念的运用、情节的安排等，要注意让学生多比较，
多体会。

（1）围绕菲利普夫妇一家对于勒的态度的变化安排情节，使
小说情节跌宕，悬念叠出。并且在人物态度不断变化中，把
人物的个性和心理真实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2）“我”的形象在小说中虽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他的对
这件事的态度，暗含着作者的态度，所以需要认真探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初读整体感知，分析菲利普夫妇一家对于勒态度
的变化，探究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

第二课时：通过比较法，探究小说情节安排的特色。



从“我”的作用入手，进一步探讨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

苏教版四年级数学单元目标篇五

观察物体

教材简介：

“视图与投影”是《课程标准》中“空间与图形”这一领域
的内容，在不同学段有着明确的要求。第一和第二学段分别
要求“能辨认从正面、侧面、上面观察到的简单物体的形
状”“能辨认从不同方位看到的物体的形状和相对位置”，
到第三学段才正式学习投影和三视图的知识。所以在本单元
教材中没有给出视图的概念，而是采用“从不同方向观察”
的表述。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观察物体的感性经验，
通过第一学段的学习，已经能辨认从不同位置观察到的简单
物体的形状。本单元在此基础上，通过观察较为抽象的几何
形体，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从不同的位置观察物体，所看到
的形状是不同的;使学生能正确辨认从正面、侧面和上面观察
到的简单物体或两个及一组立体图形的位置关系和形状。

本单元教材在编排上不仅设计观察活动，而且注意设计需要
学生进行想像、猜测和推理进行探究的活动，培养学生的空
间想像力和思维能力。例如，呈现从不同方位观察一个立体
图形所得到的三个图形，让学生用正方体搭出相应的立体图
形。这就要求学生要根据已有的图形的表象，不断在头脑中
对这些表象进行组合和调整，最后再通过拼摆进行验证，从
而使学生的.空间想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

单元教学目标：



1、使学生经历观察的过程，让学生认识到从不同的位置观察
物体，所看到的形状是不同的。

2、通过观察实物，能正确辨认从正面、侧面、上面观察到的
两个物体或一组立体图形的位置关系和形状。

3、通过拼搭活动，培养学生的空间想像和推理能力。

教学建议：

1.准备好必要的教具和学具。

可以结合实际，指导学生自制学具。

2.注意让学生真正地、充分地进行活动和交流。

注意不要让教师的演示或少数学生的活动和回答来代替每一
位学生的亲自动手、亲自体验和亲自思考。

课时安排：

本单元可安排3课时进行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