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数学 小学数学一年级数学教案
(实用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一年级数学篇一

1～5的认识及书写

1、会读、会认、会写1～5以内的各数，并注意书写的工整，

2、能用1～5以内的各数来表述日常生活中事物的数量，初步
建立数感，并能进行交流。

3、会用5以内各数表示物体的个数。

会写1～5各数，初步建立数感。

师：各种动物的卡片5张以内，1～55的数字卡片，5根小棒，
实物投影仪

生：1～5的数字卡片，5根小棒。

出示主题画

问：你认为这幅图是什么意思？画的是什么？

你从这幅图中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一）认真观察，主动学习

1、认识1

（1）问：你看到图中有哪些物体是用1表示的？（学生随意
回答）

师：凡是象这样：1个人、1个太阳等都可以用数字1表示。

（2）你还可以说出哪些物体可以用数字1表示的？

（3）请你拿出1根小棒

2、认识2

（教学方法同上）

3、认识3

（1）问：图中有哪些物体是用3表示的，请你说一说。

师：象这样的，就可以用数字3表示。

（2）你还可以说出哪些物体可以用数字3表示的？

（3）请你拿出3根小棒然后想一想，用3根小棒可以摆成一个
什么图形？请你摆一摆。

4、认识4、5

（教学方法同上）

（二）、出示计数器

先拔一颗珠，问：你认为可以用数字几表示？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1）

如果再增加一颗珠，又可以用数字几表示？

板书：2

如果再增加一颗珠，又可以用数字几表示？

板书：3

如果再增加一颗珠，又可以用数字几表示？

板书：4

如果再增加一颗珠，又可以用数字几表示？

板书：5

板书：1、2、3、4、5

（全班齐读：正、反读）

问：3的前面是几？后面呢？与2相邻的两个数是几？与4相邻
的两个数是几？

（三）、教师说，学生操作

1、请你伸出4个手指头

2、请你画出3个三角形

3、请你拿出5个圆片。

1、教师教拿笔姿势



2、教写每个数字的起笔，运笔、落笔。先教师示范，紧接着，
学生书空，然后学生在书中描红。

第21页的第1―4题，学生做在书上

（1）学生互评

（2）集体评

（3）教师评价

一年级数学篇二

本单元教学100以内的数，是在认识了11～20各数的基础上安
排的。教材分认识整十数、认识非整十数、整理100以内的数、
比较数的大小、单元复习与实践活动五部分编写。每个部分
都有教学重点，呈现了全单元的教学线索，组成了系统的知
识结构。在认识整十数这部分教学计数单位与数位，整十数
与一百的意义；在认识非整十数这部分教学数的组成和读、
写方法；整理100以内的数教学完成百数表，巩固认、读、写
数的知识技能，发现有趣的规律；通过比较数的大小加强数
概念，发展数感；通过实践活动体会１００以内的数在日常
生活中的应用。

一年级数学篇三

本节课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注意良好习惯的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学生发展的重要
基础。从本节课教师设计的几个活动来看，均在这方面下了
很大的功夫，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课一开始，教师就把玩具、
书、篮子、衣服、鞋子、饮料瓶等东西零乱地丢在教室中间，
让学生亲自体验杂乱无章的生活，既不美观，又不卫生，自
然而然产生收拾东西的欲望。有了欲望，教师并不忙于让学



生动手，而是让学生思考：全班这么多学生如果都上来，会
造成什么后果？学生想像这样做的危险，这样做的混乱，自
然产生了讲秩序的念头，体验秩序能使生活有条有理。不显
山不露水地渗透了做事要讲秩序，物品要按需要分类的思想。
如果我们老师每节课都能把良好的行为习惯这样有意、有机
地渗透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思想水平将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2．注意张扬学生的个性。数学学习与其他学习一样，都是一
种个体化行为。由于每个人生活经验的不同，认识水平的差
异，即使是面对同一个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而教育目
的不是统一思想，统一要求，而是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发展。
这节课较好地体现了这些理念。如，面对同样的东西，不同
的学生有不同的分类、整理方法，教师不仅不框学生，反而
积极地促进学生思维的开放，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需要、自
己的习惯去分类。

3．注意学生的感性认识。这节课，无论是开课时对分类重要
性的渗透，课中对分类方法的学习，还是课外对分类的应用，
都注重调动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注重学生的感受。如课一
开始，杂乱的东西让学生感觉难受，经过整理，感觉不仅舒
服，更重要的是方便学习、生活。有了这样的体验，教师又
通过布置课外活动，整理自己的书包、书柜、衣柜，将课内
体验向课外延伸，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逐步形成。

4．注重教材的二次开发。为了加强对分类的体验，教师对原
有教材进行了二次开发，把教材中分学具改为分日常用品，
把教材分类的课题改为小管家。通过这样修改，学生真真正
正感受到数学就是生活，数学就在身边。我能看得到、摸得
到、想得到。展示了数学较深层次特有的魅力及生命力。

一年级数学篇四

生活中经常有比较数的大小的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时除
了应用数学思想方法，还要结合具体情境用适宜的语言表达。



教材引导学生用多一些、少一些、多得多、少得多等词语描
述数与数之间的大小关系，一方面培养学生的数感，另一方
面培养应用数学的能力。

(1)在现实的情境中引导学生描述，体会词语的含义。

例题里猫做了38个五角星，猴做了34个五角星，学生已经知
道38＞34、34＜38，在此基础上教材示范猫做的比猴多一些，
再让学生试着说出猴做的比猫少一些，从中体会多一些、少
一些的意思。

试一试和想想做做第1题里分别出现了少得多和多得多。在学
生初步接触描述数的大小关系的词语以后，想想做做第４题
先引导学生说50比45大一些和85比45大得多，感受大一些与
大得多的不同含义。然后让学生把10、48、92、42等数与45
分别比大小，并用小一些、大一些、小得多、大得多来描述，
他们的数感在选择词语时得到了发展。

(2)在具体的情境中让学生选择答案。

多一些与多得多、少一些与少得多是相对而言的。离开具体
情境，不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很难选用这些词语的。因此，教
材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选择。试一试和想想做做第1～3题
分别要求为比50个少得多比46下多得多比38人少一些比25元
贵多啦选择合适的答案，这种形式比较适合一年级学生。

一年级数学篇五

学生建立100以内数的概念要经过形象抽象的过程。实物表示
的数比较直观，数字组成的数比较抽象。在认数时，实物图
形、小棒能帮助学生建立表象，进而逐渐形成数的概念。计
数器十位上的1颗算珠表示1个十，百位上的1颗算珠表示1个
百，比实物表示的数抽象，又比数字表示的数形象，在形成
数概念的过程中有特定的作用。



(1)认识整十数和一百的教学编排了数数和表示数两道例题。
在数数的例题里，通过数小棒的捆数继续体会十，初步认识
百。先从3捆是三十根、6捆是六十根直观形象地感知几捆就
是几十根。再看着小棒图十根十根地从十数到一百，进一步
体会几个十就是几十，接受10个十是一百。在表示数的例题
里，把用计数器的算珠表示数和用数字表示数结合起来，教
学数位及顺序，整十数的意义和读写。这种结合，有利于数
概念的形成，能提高教学效率。这道例题首先在计数器上确
定百位(认识11～20已确定过个位和十位)，描述三个数位的
位置顺序。然后把十位上的1颗算珠表示十扩展到几颗算珠表
示几十，以及百位上1颗算珠表示一百。拨珠与写数的过程都
体现了十进制计数法的位值思想。

想想做做紧扣数的意义进行设计。第１～３题数珠子、方块
和彩球的个数能让学生进一步体验几个十是几十。第5题的填
空能让学生形成整十数和一百的数概念。

(2)认识非整十数的教学也编排了两道例题，仍然遵循先建立
表象，再形成概念的规律。

第２９页例题和想一想包括三个内容：一是通过摆二十三根
小棒和看出三十四根、三十九根小棒，体会几捆和几根小棒
合成几十几根；二是三十九根小棒添上一根是四十根，形象
展示这两个数的相邻关系，渗透个位满10向十位进1的道理；
三是一个一个地从四十数到一百，初步体会数的顺序。这三
个内容中，第一个内容是基础，要利用教、学具或联系图示
让学生理解2捆和3根是二十三根，并向三十四根、三十九根
以及更多的根数逐渐扩展。第二个内容是难点，要抓住10根
小棒可以捆成一捆，实现3捆10根向4捆的转化，从中抽象出
三十九添上一是四十。为了更好地突破难点，想想做做第6题
呈现29个木块添上1个的情境，通过填空引导学生理解29添
上1是30的道理。教学时还可以通过摆一摆、想一想等活动明
白四十九、五十九九十九添上1分别是几。经过前两个内容的
教学，学生应该能从四十数到一百。每数到几十九的时候，



要提醒他们想一想下面的数是几。

第3０页例题把非整十数的意义和读写方法融合在一起教学，
设计了三个步骤：首先是看计数器上的算珠说出它表示的数；
然后对照计数器写出数24、34和43；最后读读写出的数，填
方框体会各个数的组成。教材精心选择34与43，给学生留出
了比较的空间。通过比较这两个数的组成和读、写，深刻地
体会非整十数的意义。

一年级数学篇六

75+264+372—238—345—（）=4296—（）=91

39—（）=3149—（）=42

二、新授：

1、准备挂图。

2、引导学生说说这幅图的意思，同时进行环保教育和爱护动
物的教育。

3、小组活动学生说说这幅图的意思。

4、引导学生提问题。

（1）两只青蛙一共吃了多少只害虫？

（2）大青蛙比小青蛙多吃了多少只害虫？。

据题意列式计算

5、引导学生尝试列式解答。（a）学生小组内用计数器探索计算
的方法。



（b）在小组内说一说怎样算出得数的

6生说出算法。

7练习。

26+1086—2037—2026+2074—2034+40

三、小结。

板书：青蛙吃害虫

56+30=8656—30=26

一年级数学篇七

学生每6人一组，围成半圆形坐好，并在中间乱七八糟地堆放
着各种杂物（衣服、鞋子、篮子、书、瓶子、小熊各若干
件）。

师：同学们，在我们这间教室堆放了好多东西，你们瞧都有
哪些东西？

生1：有小熊、书、衣服。

生2：还有鞋子、篮子、瓶子。

师：这些东西这样放在教室里，好不好？为什么？

生1：不好，这些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

生2：把鞋子、饮料瓶、衣服放在一起不卫生。

师：你能给老师一个好的建议吗？



生1：应该把东西整理好。

生2：把衣服放一起，瓶子放一起，鞋子放一起

师指出：今天我们一起来当个小管家，把这些东西收拾、整
理、分类摆放好。

板书：小管家

学生读课题。

师：你知道什么叫小管家吗？

生：小管家就是把东西一样一样地放好。

师：老师今天想看哪位小朋友最能干，能评上最佳小管家的
称号。

新授

1．整理教室（复习单一分类）。

师：同学们，这么多东西要收拾，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
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分工合作好不好？（渗透团体精神）

请你们讨论一下我们6个学习小组怎么分工才好？

生1：我们组收拾小熊。

生2：我们组收拾篮子。

生3：我们组收拾瓶子。

（每组选择收拾一种物品）



师：我们全班一哄而上来收拾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生：会挤来挤去，不安全。

师：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现象呢？（渗透谦让精神及有
序的思考方法）

生：一组一组的来。

师让学生有序地上来捡走本组选中的物品。

师：现在和刚才比，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同？你喜欢什么样的
教室？

生1：这样收拾干净后，漂亮了许多。

生2：我想拿语文书时就不用翻来翻去，一下子就能找到了。

（让学生感受到分类的好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2．整理桌面的物品（不同标准分类）。

生：这样还不算，因为桌面上的东西太乱了。

师：你们能把它们收拾得更整齐、更合理吗？

学生操作后，学习小组汇报。

师：你们小组是怎么收拾的？

生1：我们把蓝色小熊放一排，白色的放一排（即按颜色分）

生2：我们小组把塑料篮子放一起，铁篮子放一起。（按质地
分）



生3：我们把大的瓶子放一起，小的瓶子放一起。（按大小分）

生4：我们把书放一起，作业本放一起。

生5：我们把皮鞋放在第一层，球鞋放在第二层，拖鞋放在第
三层。

生6：我们是把衬衣放在第一层，裤子放在第二层，裙子放在
第三层。

师：第5组和第6组这样放衣服、鞋子有什么用处？

生1：想穿什么就去哪一层拿，比较好找。

生2：比较整齐好看。

生1：我觉得小熊那组分得最好，很整齐、漂亮。

生2：我觉得第6组分得不好，他们没把衣服叠好就放在了架
子上，太乱了。

师：第6小组接受这个建议吗？

老师想请一位能干的同学帮助他们，谁来？

生3：我觉得第3组的一个瓶子放错了，它应该放在下面小瓶
子的那堆！

生4：我不同意他的意见，这个瓶子比上面大瓶子要小，应该
放在小的那边！（注：这个瓶子不大不小）

师：你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让学
生课后讨论）

生5：老师，我们已经把衣服叠好了。



师：第6组的小朋友们已经把衣服叠好，真能干！你们看看现
在怎样？

生1：漂亮多了。

生2：叠好后衣服不会皱了。

师：请大家想一想，你们手中的东西，除了像现在这样分，
还能怎么分？

学生操作，老师指导。

学生在小组间观摩、交流中得到了启发，然后重新进行分类，
又得出了几种分法。

生1（第1组）：这次我们把小熊按大小来分。大的放在上面，
小的放在下面。有一个特大的没地方放了。

师：你们讨论一下这特大号熊放哪儿才更整齐、更好看？

生2（第2组）：我们的篮子是按颜色分。

每一组学生重新汇报后，学生互评哪一组好，好在哪里。

活动

让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想想：你们组的人可以怎么分？

学生活动，老师指导。

学生汇报情况：

第1学习小组：我们组是按男女分的，女同学站一边，男同学
站一边。



师：还有哪一组也是这样分的？（4、6组也是按男女分）

师：你们在生活中见过这样分吗？

生1：见过，男厕所、女厕所就是按男女分的。

生2：男的不能进女厕所，女的不能进男厕所。

第2学习小组：我们组按是不是少先队员来分，这一边的是带
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这一边的是还没有入队的小朋友。

师：还没入队的小朋友要多努力，争取下一次光荣地加入少
先队，好吗？

第3学习小组：我们是按衣服的颜色分。

师：这样分有什么用呢？（渗透分类的好处）

生：（略）

小结

师：今天，你们学会了什么本领？平

时，你们在什么地方看过、接触过分类？

生1：有人说普通话、有人说英语、有人说法语

生2：有哈巴狗、有猎狗

生3：有白种人、黄种人、黑人。

生4：有卖玩具的商店、有卖衣服的商店、有卖学习用具的商
店。



师：这样的分商店有什么好处？

生：比较方便，想买铅笔就去学生用品商店。

一年级数学篇八

验。例题在比较46和38的大小时，让学生按自己的思考，用
自己的经验进行比较，并在交流中把生活经验上升为数学思
考。

教材倡导学生把估计与比较数的大小结合起来。46是四十几、
38是三十几，这里面有估计的成分。四十几比三十几大，是
联系生活经验作出的思考。想想做做第1题也是为此而设计的。

学生在比较数的大小时，都有自己的思考，而且各人的思考
不会完全相同。教材允许学生按自己的想法去比较，不强求
全体学生用相同的思考方法。教材中不总结比较两个数的大
小的方法，其目的也是鼓励比较方法多样化。

例题先让学生比较十位上不同的两个两位数的大小，然后在
试一试中比较十位上相同的两个两位数的大小和比较100与两
位数的大小，既包括了比较两位数大小的各种情况，又体现
了由易到难，逐渐完善比较方法的意图。想想做做第2～6题
逐步提高学生比较数的大小的能力。第2题结合计数器比较两
个数的大小，直观形象；第3题抽象地比较两个数的大小，让
学生掌握方法；第4、5题比较三个数的大小；第6题是开放题，
而且是逆向思考。

一年级数学篇九

在学生初步认识两位数后，教材及时对两位数进行整理，并
以百数表的形式呈现１００以内的各个数。

百数表中给学生留了许多空格，先让学生研究表中数的排列



顺序并把空格填满。然后在表中横着选几行数、竖着选几排
数读一读、比一比，从中发现一些规律。在空格里填数，整
理了数的顺序，练习了数的读写。探索百数表里的规律，比
较同一行或同一排里数的相同与不同，能加强对数的意义的
理解。

试一试让学生在百数表上做框数游戏，分两步进行：第一步
用课前准备的框到百数表中每次框出几个数，分纵、横方向
研究框内的几个数间的联系，再现了前面发现的规律；第二
步是猜数，即根据框里一个已知的数猜出其他几个数，并到
百数表里去验证猜得是不是正确。学生进行框数游戏时，会
主动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读数与分析数的组成上，对进一步理
解两位数的含义是十分有益的。要注意的是，框数游戏是在
特定的百数表里进行的，离开了百数表或改变百数表的结构，
框数游戏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试一试不要作为考查的试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