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大
全18篇)

教案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据教育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实
际，为指导和组织教学活动而编制的一种辅助教学工具。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三教案范例，供大家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广大教师更好地备课和教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一

一、口算。比一比。，看谁算得又对又快。

1、学生独立完成第102页第1题。

2、指名算得对又快的同学说一说：你是怎么算的。？

二、复习笔算。

1、问：笔算万以内数加减法要注意什么？

2、同桌同学互答。

3、教师综合归纳万以内数加减法笔算方法。

4、学生完成第102页第2题。（要求计算要认真）

三、复习估算。

1、猜一猜，这些数接近哪个整百整十数？

老师说数，学生猜。

2、估算。



792+186587+412

3、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完成第102页第3题。

四、数学活动。

1、口算练习。

一人说算式，一人说得数，在相同时间内说得又多又对的老
师发给奖品。

2、笔算练习。

（1）教师给出一些数写在黑板上。

180360450340

（学生两人为一组，一人用以上的两个数来出加减法题目，
另一人计算，每做完一题后，两人互换角色。

（2）自己想一些数做做看。

3、估算练习。

（1）学生讨论，怎样估算？

（2）学生独立完成练习二十一第3题。

五、全课小结。

六、布置作业。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二

1、备课时要想的多些，抓住所教知识的重难点，设计出详尽
的教学过程。而我在本课300-116的竖式处理中就不是很到位，
应该用严密的数学语言组织好个位上，十位上，百位上的数
字分别是怎样减的。2、对于学情没有很好的掌握，个别学生
听课过程、掌握知识都不是很好，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充分
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与心理特征。

二、上课

1、探究时间上：有了备课的.充分准备，老师在课堂上要有
计划的.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在教学这个环节中，学生开始演
示300-116可能觉得有困难，但是他在思考，在质疑，有思考
有质疑才会有收获，这时的教师不应告诉他如何去解决，而
是给他时间，让他们有足够时间思考，勾起他们的解决欲望，
让学生相互启发，相互探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解
决问题，这时候教师千万不能一手包办，急于求成地去讲解，
去帮他们解决。

2、练习太少，不能巩固学生所学知识。

3、在思想启迪上，由于学生年龄，阅历的关系对啄木鸟还不
是很了解，应该再给他们补充一些相应知识，引导出要保护
益鸟的主题。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三

一、教学内容

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教材第10页例1）

二、教学目标



1．学习两位数加两位数（和在100以内），会正确口算两位
数加两位数。

2．经历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计算过程，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的
计算法则。

3．培养学生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及根据情况选择恰当
方法的意识。

三、重点难点

重点：口算两位数加两位数。

难点：能正确计算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

一、复习引入

口算，并说出算法。（老师提问，学生齐答）

54＋5＝

26＋9＝

20＋40＝

15＋30＝

47＋42＝

师：前面4个加法算式利用我们学过的两位数加一位数，两位
数加整十数的算法就能够进行口算，那最后一个如何口算呢？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类似47＋42这样的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
方法。（板书课题：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



二、学习新课

教学教材第10页例1.

（1）创设学习情境。

师：学校组织全校学生乘车去参观“世博会”，客车马上就
要来了，可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却遇到了一个难题：一共要
买多少张车票呢？大家能帮他们算一算吗？（课件出示教材
第9页情境图）

（2）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组织学生小组交流、讨论，并进行汇报。（板书学生的汇报）

方法一：35＋30＝6565＋4＝69

方法二：30＋30＝605＋4＝960＋9＝69

师：同学们都很棒，已经学会利用已有的知识解决新的问题，
并能通过多种方法求解。方法一中通过将一个两位数拆成整
十数和一位数的和，使问题转化为求两位数和整十数、两位
数和一位数的和；方法二中通过将两个两位数拆成整十数和
一位数的和，使问题转化为求整十数和整十数、一位数和一
位数、整十数和一位数的和，而这些都是我们利用所学知识
能够解决的。

师：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问题，二（1）班有39人，二（2）
班有44人，那么二年级的小朋友们要买多少张车票呢？联系
前一个问题中的两种方法，说说你是怎样计算的？（点名学
生回答，老师板书）

方法一：39＋40＝7979＋4＝83

方法二：30＋40＝709＋4＝13



70＋13＝83

方法三：39＋1＝4040＋43＝83

（3）引导学生比较并总结两位数加法的口算方法。

师：问题（2）中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和的十位上为什么是8而
不是7呢？（点名学生回答）

师：说说我们应该如何做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学生交
流讨论，老师总结）

三、巩固反馈

完成教材第10页“做一做”。（点名学生回答）

（1）35＋36＝71（张）

（2）36＋38＝74（张）

（3）（答案不唯一）五年级一共要买多少张车票？41＋42
＝83（张）

四、课堂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

例1：35＋34＝69

方法一：35＋30＝6565＋4＝69

方法二：30＋30＝605＋4＝960＋9＝69



39＋44＝83

方法一：39＋40＝7979＋4＝83

方法二：30＋40＝709＋4＝1370＋13＝83

方法三：39＋1＝4040＋43＝83

1.注重规范表达，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

学生都会算两位数加两位数，然而要他们说出计算方法，大
多数学生不会表达。如35＋34＝？学生有的会说成是3＋3＝6，
5＋4＝9，所以35＋34＝69。正确的表达是30＋30＝60，5＋4
＝9，60＋9＝69，所以35＋34＝69。要让学生清楚十位上的3
表示的是3个十，应该说成是30。

2.注重知识梳理，提升学生的归纳能力。

大部分学生基本上能够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计算方法比较
多。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转换到了两位数加一位数和两位数加
整十数的计算方法上。小部分学生似乎对口算并不感兴趣，
仍然使用笔算，老师可以加以引导。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四

本节课的内容是学生不容易掌握的，所以我选取了学生熟知
的生活材料，课的开始由学生看一看自己的'写字本，估一估
自己大约写了多少字？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估计，再尝试简
单的估算过程，体会什么是估算，同时感受了生活中处处有
数学。

接着让学生体会估算在日常生活与数学学习中有着十分广泛
的应用，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发展学生的估算能力，然而，
在教学中，由于学生已经具备了加减法精确计算的能力，可



是还得让学生一味估算，学生也仅仅是因为估算而估算。

1、学生不明白——什么是“估算”？

2、学生不明白——“估算”与“精确计算”有什么区别？

3、学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快计算出几元，但老师还要
我估计钱够不够？

4、绝大部分学生自始至终感受不到估算的意义和作用，对估
算意识的唤起有较大的障碍。

5、有许多学生到学习结束时仍然相信精确计算，乐意并追求
精确计算。

相信在我茫然的同时，学生们更是疑惑重重。对此一点也希
望同行们能给予帮助。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五

1、通过整理和复习本单元所学的内容，让学生总结出口算、
笔算的方法和要注意的问题。

2、通过解决生活的实际问题，让学生从中体会估算的意义以
及估算的策略的灵活性。

3、使学生体验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六

第1课时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较透彻地理解万以内笔算加法的计算法则，并能应
用法则准确地计算两位数连续进位的加法题。

2、培养学生认真仔细的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计算水平。

重点、难点：

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1，而且在前一位上的
数相加时，要记得加上进上来的1。

教学过程：

复习准备，导出新知。

基础训练

口算：9＋6＝5＋5＝6＋8＝

8＋6＋1＝8＋2＋1＝6＋5＋1＝

求385与705的和。

全班齐练，教师巡视，做完后集体订正。

你能不能自己写出一道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加法算式呢？

笔算不进位加法要注意什么呢？

相同数位对齐。

从个位加起。

教师强调：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1，而且在
前一位上的数相加时，要记得加上进上来的1。



学习新课

导入新课出示课题

师：刚才的复习，是前面刚刚学过的进位加法，同学们掌握
得很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进位加，但和前面学的稍有不同，
今天要学习的是连续进位加。

板书课题：连续进位加。

教学例1

学生尝试摆小棒求得98+25的结果（允许有各种方法。）

小组合作讨论喜欢哪种方法，引导研究课本中的方法。

提问：

师：先加哪一部分，单根的8根和5根怎样加？给8根小棒凑几
根就是10根？

满了10根可以捆成一捆，捆好举起来让大家看看，放在哪里
呢？10个1根捆成1捆，也就是1个十，放在整捆小棒下面。再
加整捆小棒，9捆加2捆再加这1捆，一共有12捆小棒零3根。
指着图问：这一捆小棒哪里来的？把单根小棒合起来，满
了10根就捆成一捆，放在整捆小棒下面。

教师小结：单根合起来满十就可以捆成一捆，放在整捆下面，
表示1个十。

列竖式计算。

学生自由书写竖式，再讨论哪一种合理。这道题的竖式怎么
写？（个位和个位对齐，十位和十位对齐。）



从哪一位加起呢？（从个位加起。）

那么竖式中个位相加的得数怎样写呢？

想一想：小棒应该怎样摆？

独立完成计算。

讲评：同桌口述并检查，在进位时“1”写的位置对不对，做
进位加法时，是否漏写1或忘加1。

做一做

1、直接在书本上计算，指明学生板演，集体讲评

2、求出每一个胡萝卜上的算式的得数。

3、练习四，第一题，连一连。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3位数加3位数连续进位加。

教学目标：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估算能力和估算的方法。

在掌握两位数连续进位加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3位数的连续
进位加法。

提高学生计算的速度和准确性

重点、难点：

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1，而且在前一位上的



数相加时，要记得加上进上来的1。

教学过程：

一、复习准备，导出新知

1、列竖式计算

59+7785+6859+89

问：谁还记得两位数连续进位加法列竖式时要注意些什么？
你注意到了吗？

2、口算

600+800900+1001000+100

3、估算

问：不用笔算，你能很快地算出大概的答案吗？你是怎么想
的？

二、学习新课

估算

师：刚才同学们通过把数字转化成整百整千的数字进行计算，
很快估计出了上面的3道算式的大概得数，这也是一种估算
的'方法。下面让我们在估算一道算式的得数。

爬行类376

两栖类284

师：你能估计出中国已知的爬行类动物和两栖类动物一共有



多少种吗？

四人小组讨论，要求每人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方法。

师：376最靠近哪个整百的数字？

师：284最靠近哪个整百的数字？

问：中国已知的爬行类动物和两栖类动物大约一共有多少种？

问：如果精确计算，你认为会比700多还是比700少呢？为什
么？

笔算

师：请同学们列竖式做精确计算，看看中国已知的爬行类动
物和两栖类动物一共有多少种？

指明学生板演，集体讲评

教师强调：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就要向前一位进1，在计
算到前一位的时候不能忘记加进位1。

巩固发展

学生自由找出表中的数量关系，形成问题，并列竖式解决问
题。

做一做

学生独立完成。

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练习课



教学目标：

通过复习，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万以内笔算加法的计算法则，
并能应用法则准确地计算。

通过教学，学会用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整理知识的学习方法，
训练学生主动探究、大胆想象、合作交流。

重点难点：

训练学生主动探究、大胆想象、合作交流。

教学过程：

一、设置情境、揭示内容

师：请你动手列竖式算一算，这六艘船的排列顺序是不是和
你估计的一样？

二、课本第19页，直接在表格中写出上下两个加数的和。

师：有什么办法即不用在稿纸上列竖式有能够将上下两个加
数的和算得准确呢？

问：在这道题目中哪座建筑高？我们应该怎么考虑问题？

四、算出玉米上算是的得数。

五、开锁游戏。

锁头上有得数，钥匙上有算式，请将算式和相应的得数连起
来。

六、判断，课本20页第7题，判断各题有无错误，说说错在哪
里。



七、536、915、351、85、464、208、649、873、792、127。

上面哪两个数加起来得1000？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七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较透彻地理解万以内笔算加法的计算法则，并能应
用法则准确地计算两位数连续进位的加法题.

2.培养学生认真仔细的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计算水平.

重点、难点：

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1，而且在前一位上的
数相加时，要记得加上进上来的1。

教学过程

复习准备，导出新知

基础训练

口算：9＋6＝5＋5＝6＋8＝

8＋6＋1＝8＋2＋1＝6＋5＋1＝

求385与705的和。

全班齐练，教师巡视，做完后集体订正。

你能不能自己写出一道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加法算式呢？

笔算不进位加法要注意什么呢？



相同数位对齐。

从个位加起。

教师强调：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1，而且在
前一位上的数相加时，要记得加上进上来的1。

学习新课

导入新课出示课题

师：刚才的复习，是前面刚刚学过的进位加法，同学们掌握
得很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进位加，但和前面学的稍有不同，
今天要学习的是连续进位加。

板书课题：连续进位加

教学例1

学生尝试摆小棒求得98+25的结果(允许有各种方法。)

小组合作讨论喜欢哪种方法，引导研究课本中的方法。

提问：

师：先加哪一部分，单根的8根和5根怎样加？给8根小棒凑几
根就是10根？(8＋2＋3＝13)

满了10根可以捆成一捆，捆好举起来让大家看看，放在哪里
呢？10个1根捆成1捆，也就是1个十，放在整捆小棒下面。再
加整捆小棒，9捆加2捆再加这1捆，一共有12捆小棒零3根。
指着图问：这一捆小棒哪里来的？把单根小棒合起来，满
了10根就捆成一捆，放在整捆小棒下面。

教师小结：单根合起来满十就可以捆成一捆，放在整捆下面，



表示1个十。

列竖式计算。

学生自由书写竖式，再讨论哪一种合理。这道题的竖式怎么
写？（个位和个位对齐，十位和十位对齐。）

从哪一位加起呢？（从个位加起。）

那么竖式中个位相加的得数怎样写呢？

想一想：小棒应该怎样摆？

独立完成计算。（两个学生板演，其余同学在书上完成。）

讲评：同桌口述并检查，在进位时“1”写的位置对不对，做
进位加法时，是否漏写1或忘加1。

做一做

1、直接在书本上计算，指明学生板演，集体讲评

2、求出每一个胡萝卜上的算式的得数。

3、练习四，第一题，连一连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3位数加3位数连续进位加

教学目标：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估算能力和估算的方法。

在掌握两位数连续进位加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3位数的连续



进位加法。

提高学生计算的速度和准确性

重点、难点：

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1，而且在前一位上的
数相加时，要记得加上进上来的1。

教学过程：

一、复习准备，导出新知

1、列竖式计算

59+7785+6859+89

问：谁还记得两位数连续进位加法列竖式时要注意些什么？
你注意到了吗？

2、口算

600+800900+1001000+100

3、估算

599+800900+101⑨89+112

问：不用笔算，你能很快地算出大概的答案吗？你是怎么想
的？

教案《人教版三年级数学上册《万以内进位加法》教案》，
来自网！

二、学习新课



估算

师：刚才同学们通过把数字转化成整百整千的数字进行计算，
很快估计出了上面的3道算式的大概得数，这也是一种估算的
方法。下面让我们在估算一道算式的得数。

爬行类376

两栖类284

师：你能估计出中国已知的爬行类动物和两栖类动物一共有
多少种吗？

四人小组讨论，要求每人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方法。

师：376最靠近哪个整百的数字？（400）

师：284最靠近哪个整百的数字？（300）

问：中国已知的爬行类动物和两栖类动物大约一共有多少种？
（700）

问：如果精确计算，你认为会比700多还是比700少呢？为什
么？

（376不到400，284不到300，所以它们的和肯定不到700）

笔算

师：请同学们列竖式做精确计算，看看中国已知的爬行类动
物和两栖类动物一共有多少种？

指明学生板演，集体讲评

教师强调：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就要向前一位进1，在计



算到前一位的时候不能忘记加进位1。

巩固发展

学生自由找出表中的数量关系，形成问题，并列竖式解决问
题。

做一做

课本18页做一做，学生独立完成。

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练习课

教学目标：

通过复习，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万以内笔算加法的计算法则，
并能应用法则准确地计算。

通过教学，学会用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整理知识的学习方法，
训练学生主动探究、大胆想象、合作交流。

重点难点：

训练学生主动探究、大胆想象、合作交流

教学过程

一、设置情境、揭示内容

（把两箱物品加起来）

师：请你动手列竖式算一算，这六艘船的排列顺序是不是和
你估计的一样？



二、课本第19页，直接在表格中写出上下两个加数的和。

师：有什么办法即不用在稿纸上列竖式有能够将上下两个加
数的和算得准确呢？

问：在这道题目中哪座建筑高？我们应该怎么考虑问题？

四、算出玉米上算是的得数

五、开锁游戏

锁头上有得数，钥匙上有算式，请将算式和相应的得数连起
来。

六、判断，课本20页第7题，判断各题有无错误，说说错在哪
里。

七、536、915、351、85、464、208、649、873、792、127

上面哪两个数加起来得1000？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八、共同分析21页第9题。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八

1、知识与技能：通过对算法的比较探索，使学生在已有经验
的基础上，运用迁移类推进行计算，自己得出两位数加两位
数的连续进位加法的计算方法，使学生理解“十位满十向百
位进1”的算理，并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2、过程与方法：经历探索计算方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迁移、
类推能力，以及有顺序地、有条理地思考问题的意识。

3、情感态度：在自主探索计算方法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增强学习数学的信心，养成独立思考与善于倾听的习惯。

制作相关教学课件

能正确笔算连续进位的两位数加两位数。

正确掌握连续进位的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1、眼急脑快（口算）

利用羊村为了迎接亚运盛会，举行了圣火接力赛，让学生通
过口算来帮助小羊胜利的完成任务为切入点，激发学生的兴
趣。

逐一出示口算题，指名学生说出结果

8+7= 9+5= 8+42= 46+9=

34+53= 28+12= 520+300=

2、心明手巧（笔算）

师：同学们很顺利就迎接到了圣火，但如果想把火炬保留下
来，必须打开密码箱才行，你们有信心把火炬保管好吗？现
在请拿出练习本，用竖式算一算，密码是多少，看谁算得好。

笔算下列各题：25+38= 45+29=

学生独立用竖式进行计算后汇报结果并引导学生观察。

师：仔细观察这两个竖式你发现了什么？有什么要提醒同学
的？

3、激趣引入



师：同学们真聪明，很快就帮羊村完成了这意义重大的任务，
村长为了表扬我们对他们工作的支持，决定请我们去参观野
生动物园，高兴吗？准备好，看看你认识那些野生动物。

伴随悠扬的音乐，课件分别演示熊猫、东北虎、丹顶鹤、蜥
蜴、青蛙、金丝猴、藏羚羊等受保护野生动物。

1、分析统计表，提出问题

（1）引导学生观察中国部分动物种数统计表，注意思考
从“已知种数”到“濒危和受威胁种数”的数量有什么变化？
并结合数据教育学生爱护野生动物。

（3）出示第一个问题：中国特有的鸟类和爬行类一共有多少
种？让学生思考。

2、尝试解答

（1）师：这个问题你会列式吗？请用竖式算一算结果是多少。

（98+25=）

（2）指名一生板演，其他学生独立计算。

（3）师生齐分析学生完成的情况，并让学生说出计算过程。

（4）结合课件的演示引导学生把这题的计算过程再说一遍，
突出“那一位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1。”

3、比较总结

（1）引导学生观察比较打开密码箱的两题和例题，同桌互相
交流讨论，找出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2）汇报交流结果，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



（3）通过比较总结出两位数加两位数（连续进位加）的计算
方法、特点并引出课题。

1、神机妙算（直接写出结果）

6 5 3 9 6 7 4 3

+ 7 8 + 8 6 + 9 5 + 8 8

学生独立计算出结果，教师巡视。

指名说出结果及计算过程。

2、拔萝卜（用竖式计算）

58+94 68+52 86+77

（1）学生独立用竖式计算出结果，同时指3名学生到黑板上
板演计算过程，教师巡视学生的完成情况。

（2）让3名学生当小老师，批改同学的计算。（提醒学生注
意不要把算式的数抄错）

（3）集体评讲学生的完成的情况。

3、配钥匙（连一连）

师：班长暖羊羊它负责小羊们的日常生活，但它不小心把小
羊房间的钥匙给调乱了，你们能帮帮暖羊羊，把钥匙给配好
吗？同桌互相讨论一下，看谁找得又快又准确！

58+94 58+67 59+75 79+89

125 168 152 158 134



指名学生说说如何算得又快又准。

4、活学活用（解决问题）

师：你会解答吗？请把你的算式写在书上。

巡视学生的解答情况，并指名说出解答的算式。

师：除了上面这个问题，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5、想一想（扩展延伸）

的两位数加上的两位数加和是多少？

同学们想一想，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两位数加两位数（连续进位加）

98+25=123（种）

9 8

+ 2 5

1 2 3

答：中国特有的鸟类和爬行类一共有123种。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九

三上第二单元“万以内数的加减法（一）”15页。

1．根据现实的问题情境合理选择估算策略，掌握估算方法，



能将三位数看成接近的整百数或整十数进行近似计算。

2．通过估算方法的学习，使学生体会估算在生活实际的必要
性和有效性，培养学生估算的意识和能力。

掌握估算方法，能正确地进行估算。

根据现实情境，合理选择估算策略。

课件

一、问题引入，快速抢答比赛。

（1）一本书共有400页，小明已经看了102页，大约还有多少
页没看？

今天我们来学习“用估算解决问题”【板书】。

二、交流探究

1、生说信息和问题。

2、这个问题能解决吗？你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板书】
223+234

3、用他的方法判断下，你认为能坐得下吗？（请3-4个生说，
不具体说理由）

怎么想的呀，把你的想法在四人一小组里说一说。

4、全班交流：谁愿意把你的想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生1：223＋234220+230=450＞441坐不下

预设生2：223＞220,234＞230，220+230=450,223+234＞450。



坐不下。

预设生3:200+200=400,20+30=50，223+234＞450。坐不下。

预设生4：精确计算223+234=457

4、辨析：有一位小朋友估算的方法和我们想得不一样，打开
书本15页，看到“分析与解答”，为什么这位小朋友说还是
不能确定呢？将223看成200，234看成200，这样算
出200+200=400，虽然我们知道223+234＞400，但无法确定是
否大于441。在这一题中把三位数看成整百数还不能解决，要
看成几百几十的数。

6、解答正确吗？你有没有什么方法证明我们的解答是正确的？

板书：

三、反馈练习：

1．课件呈现p15的“做一做”：你认为坐得下吗？（生说一
说，你呢，你呢？）

（1）怎么想的？把你的想法记录在1号练习本上。（学生独
立思考，自己选择估算策略解决问题。）

（2）和同桌说一说你的想法.

（3）谁愿意来展示你的想法。（生展示练习本，让生自己说。
）

生1：将196看成200，将226看成230，这样算出200+230=430，
因为430＜441，所以坐得下。

讨论生2：196+226，把196看成190，226看



成220，190+220=410，这样就能确定196+226＜441吗？为什
么？（还没算个位，补充6+6=12，看来这种方法还要作进一
步分析。）

师：看看这两种方法，一种把196+226看成200+230是估大了；
另一种把196+226看成190+220估小了，哪种方法好呢？（大
估更合适，比较简便），看来大估还是小估还得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请有错的小朋友订正。

【板书】：196+226（估大）200+230=430＜441坐得下。

四、多种练习，巩固提高

1．基础练习：p17练习三的第6题。

（1）请小朋友将这些小鱼分到两个箩筐里，

（2）生判断结果，说想法。

点评：既会判断又会分析，真会学习！

2.变式练习：p17练习三的第8题。

（1）妈妈有400元，够吗？245元+187元

想1：（小估）240+180=420＞400不够。

（2）如果妈妈带500元，够吗？（大估）250+200=450＜500，
够。

四、全课小结

1．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2．你们对于估算还有什么问题吗？



板书：用估算解决问题

【王老师点评】

1、学生的思维需要辅助外形的呈现，教学中需要思维外化的
策略。教师尽量少说，让学生动起来。导入环节，能不能让
学生参与进来，可以调整为让学生把结果写在作业纸上，先
不说出来。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学生反馈时，教师将数
据写在黑板上，数据不能悬空。

2、第二环节要放手让学生去解答，反馈中一要安抚好采用准
确计算的学生，二要引导学生可不可以不准确计算就能判断
出结果，同时引导学生从估成几百调整到几百几十。

本课的内容是建立在前面两位数加、减两位数与几百几十加、
减几百几十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学生没有学过三位数加三位
数的精算，在本课的估算中，他们还必须将三位数估成整百
数或几百几十数进行计算。本节课通过“学生看电影”
与“旅行团看电影”，感受不同的估算方法适合解决不同的
问题，解决问题时要根据需要进行灵活选择。总之，一个目
标：在估算中感受、体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深刻道理。
通过比较“在什么情况下小估（大估）比较合适？”的问题
讨论，让学生体会选择估算方法对问题解决的重要。从而使
学生将数学知识活用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提高了学生
估算技能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本节课教学中值得调整的是还没有给予学生充分地时间，让
其独立思考的基础善，相互讨论，共同探索，老师讲得多，
还是没有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使每一位孩子都能以自
己独有的方式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创造性
思维的能力。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十

一、教学目标

1.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体会加减法估算必
要性；掌握加减法估算的方法，会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合理的
估算。

2.在活动中培养学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方法解决实际问
题的意识，体现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通过感受估算解决
问题的简洁性，培养估算意识。

3.体会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步骤，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方
法，具有回顾与反思的意识，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

二、教学重点

1.在具体的情境中，掌握加减法估算的一般方法。

2.体验估算的多样性，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估算策略。

三、教学难点

体验估算的`多样性，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估算策略。

四、教具、学具准备

教学课件、习题卡

五、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说说下面各数的近似数



583接近百

718接近（）百

192接近（）百

219接近（）百

583接近（）百（）十

718接近（）百（）十

192接近（）百（）十

219接近（）百（）十小结：刚才小朋友们都积极动脑，学会
判断一个三位数接近哪个整百数或整百整十数，下面我们就
来用这个本领解决问题。

（二）探究新知

1．出示情境，引出新知

你想怎么解决这道题？（估一估，算一算）

下面就解决一下这道题。

2.汇报交流。

六个年级的学生同时看能坐下吗？说说怎么想的。

预设1：221+239=460（人）460人441人所以六个年级的学生
不能同时坐下。

预设2：把221看成200，把239看成200，200+200=400
（人）221+239＞400人。



预设3：把221看成220，把239看成230，220+230=450
（人）450人441人所以六个年级的学生不能同时坐下。

预设4：221220，239230，220+230=450，221+239一定大
于450，所以不能同时坐下。

讨论交流：

（1）这些方法方法合理吗？为什么？

(2)方法一和方法三、方法四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更喜欢
哪一种？为什么？

3.小结虽然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有的是精确计算，有的是
估算，但是一般我们不用找到准确答案更简洁一些。

4.方法提炼：我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明确问题，找到信息——运用不同方法解决问题——回顾反
思方法

（三）巩固提升

1.解决15页问题

（1）出示问题

如果两个旅行团分别有196名和226名团员，这两个旅行团同
时看巨幕电影坐得下吗？

（2）汇报方法

2.解决17页第7题

（1）仔细审题，说说你想用什么方法？



（2）独立解决

（3）汇报方法

3.解决17页第6题

（1）要帮助小猫解决问题，你想用什么方法？为什么？

（2）独立完成

四、总结。

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十一

1、通过和复习，对整数加、减法笔算的相关知识进行归纳和，
帮助学生理清本单元所学知识间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计算能力。

2、养学生简单的、归纳的能力，体验与同伴相互交流学习的
乐趣。

3、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进一步体会计算与实际的联
系，增强应用意识。

三位数加减法的计算和验算。

运用知识灵活解决实际问题。

在学习活动中，培养学生与他人合作、交流的学习品质。

课件、实物投影

一、谈话引课



二、以“买玩具”复习加法知识点。

（一）创设情境，抛出问题

电脑出示：

66元79元36元

（学生发言，说出。）

师：这样的两个，需要多少元？谁会列式？

（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大屏出示几种可能性及算式。）

哆啦a梦+加菲猫66+79

加菲猫+喜羊羊36+79

哆啦a梦+喜羊羊66+36

（二）抛出疑问，估算、加法算法及验算的练习

师：这三种选择都合适吗？为什么呢？

（给学生观察与思考的时间。最终学生发现“哆啦a梦+加菲
猫”价钱超过了120元。请学生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即估算方法。
）

师：那你来估一估剩下的两种组合大约需要多少钱？

（学生估算练习，指名回答。）

师：你喜欢那个组合呢？动手算一算，需要花多少钱呢？

（投影展示学生练习作业。学生说明算法。）



师：如何知道他们算的对不对呢？

生：验算。

师：加法验算的方法有哪些？

生：一个加数+另一个加数=和

和—一个加数=另一个加数

和—另一个加数=一个加数

（三）梳理知识点

生：用到了估算、两位数加两位数连续进位加法、加法的验
算。（板书）

师：在做两位数加两位数的题时，你想给同学们提醒点儿什
么呢？

生：相同数位要对齐；

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1，而且在前一位上的
数相加时，

要记得加上进上来的1。

三、以“数字黑洞”复习减法知识点

（一）提出问题：旅行箱设什么密码好？

（生回答）

师：小明的爸爸对他说：你看看这个密码箱上的密码是由几
位数字组成的？



生：三位。

师：好，那你就写出三个不同的数字。（师板书：三个不同
数字）也请同学们在练习本上写出三个不同的数字。

师：你来说说写的是什么数字。

生：我写的是xxx。

师：（面向全班）可以吗？为什么？

生：可以，他用了三个不同的数字。

师：如果有同学写的是3、6、12，这样写行不行？

生：（齐）不行，不行——

师：为什么不行？

生：12是由两个数字组成的，这样就有四个不同的数字了。

生：（齐）754。（课件出示）

师：再组一个最小数。（课件出示：最小数）

生：（齐）457。（课件出示）

（师教师带着学生说计算的过程并课件出示；说的过程当中
教师应及时鼓励。）

生：最大数是972，最小的数是279。

师：在用这两个数相减，又得到三个数字，然后呢？

生：再接着做。



师：我们按照这样的规则，把你所写的那三个数字组成的数，
一步一步地计算下去，咱们来比一比，看谁在规定的时间内
写的算式又对又多。建议大家只写竖式，不用写横式。

（二）练习三位数减三位数

（学生们计算。当出现重复的算式时，也许有的学生停笔不
再计算了，有的同学会出现疑问。）

（三）发现问题

师：（疑惑地）你们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生：（可能的回答）

重复，不停的重复。

……

师：大家都是这样的吗？

生：对，都是这样的。

师：有这样疑问的同学请举手。

（会有学生举手，但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师：（由衷地感叹）佩服，佩服我们班的孩子们，你们可真
棒！老师刚才在看大家计算，算得都很快，也很准确。刚才，
算出重复的算式就不算了的同学，请举手。

师：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不管不顾地一直算下去——会怎样？

生：算出好多一样的算式。



师：所以说，你们好像又掉进了老师的陷阱里了，老师说在
规定的时间内看谁写得多，其实就是想看大家是不是动脑子。

（四）发现规律

师：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虽然我们选的数字不同，但最后一
个算式的结果是495。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做事要回头看一看，
要不然就得不到新的发现了。

（五）查找错误的原因

师：所有的同学都得到这个结果了吗？哪位同学没有得到这
个结果？

（选取典型错例，在实物投影上投出。）

师：那我们行动起来，帮这位同学验算每一个算式，看看到
底是哪个算式出了问题。

（学生在下面验算，教师巡视。）

（找出错因之后，指一名学生说错因。）

师：这也正是我们在做多位数减法时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忘掉退位点了。来，没有算到495的同学快动手验算，查一查
哪儿有问题了。

（学生独立检查，没有错的主动帮忙。）

（六）介绍“数字黑洞”

师：这个495有一个特别的词语来称呼它，叫“数字黑洞”。
（课件出示：数字黑洞资料卡。）

什么是“数字黑洞”



数字黑洞是指自然数经过某种数学运算之后陷入了一种循环
的情况。例如，任意选三个不同的数字，组成一个最大的数
和一个最小的数，用最大数减去最小数。用所得结果的三位
数重复上述过程，最终必得495。即：954-459=495。仿佛掉
进了黑洞，永远出不来。

（七）交流多位数减法注意点

师：我们在解决“数字黑洞”问题时又用到了本单元的哪些
知识点呢？

生：三位数减三位数连续退位减法，减法的验算。

师：下面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在计算多位数减法时，特别要
注意什么？

生：相同数位要对齐。

从个位算起。

退位减时不要忘了退位点。

师：怎样知道我们计算的结果是否正确呢？

生：验算。

四、全课

生：……

师：“千金难买回头看”，通过这节课的活动，你能提出新
问题吗？

生：……



复习课不好上，然而，每个数学教师都能充分认识到它的重
要，却也很少有人将复习课作为研讨课、公开课。原因之一
是枯燥、学生全会了不知道教什么。即使目标非常的明确，
思路非常的清楚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策略达成教学
目标。在这次由名师团组织的研讨课中，借以名师亲临指导
的佳机，我大胆的选择了《万以内的加减法（二）的与复习》
这一内容。以此激励自己要分外关注复习课，努力上好复习
课，使复习课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数学学习。同时，选择复
习课也可以直接暴露身的不足，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因
此，上好复习课对我的教学水平的提高起到关键性的指导作
用。

万以内数的加、减法是学生已经学习过的知识，要帮助他们
在和复习的过程中，形成知识络，从整体上把握这些知识在
引导学生和复习时，要注意方法的指导，让学生经历和复习
的过程，培养学生知识的意识。本节课通过小明被评为
市“十佳学生”要去北京夏令营这一情境引入，通过“买玩
具”和“数字黑洞”这两个数学活动的设计，采用简洁的方
式，把学生引入到教学情境中，让学生从中去发现数学信息
和提出问题，最终为本节课提高复习效率和增加练习素材，
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复习课的枯燥。引导学生对万以内加减
法的估算、连续进位加和连续退位减的笔算以及加减法的验
算进行知识的和复习。整堂课基本完成了课前预设的教学目
标，但每个环节都或多或少能找到没考虑到没预设到的情况。

现在反思的时候会想，发现这堂课还是有很多自己可以利用
却没有利用好的地方。

比如学生的错例利用，在减法验算的过程中学生情绪的低落
等等。这些都说明自己专业素质不够扎实，对教材的把握知
识点的理解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偏失；教学机智不够，不能灵
活利用课堂突发情况。另一方面也是自己课前预设不够，没
有考虑到如果学生错了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今后应该积极训
练，更要努力学习和提高的。



感谢名师团组织这样一次研讨活动，触动了我对复习课的思
考。我们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研讨和优秀课的观摩，形成有
我们区特色的复习课课堂教学模式，更好的指导我们的教学
实践。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十二

1、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方法，能较灵活。
熟练地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计算。

2、通过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自己探索计算方法，培养独
立思考、主动探索的精神与同学积极合作的意识。

3、使学生体验数学以生活的密切联系，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让学生理解两位数加两位数的不同算法，并能用自己喜欢的
算法进行计算。

口算

35+3= 24+9= 45+30= 28+7=

87—5= 36—8= 72—50= 93—6=

（一）观察第91页情景图。

2、学生提问题。

（二）观察第92页情景图。

1、图中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解决？

师根据生答板书：

“二（1）班、二（2）班能坐下吗？”



“二（3）班、二（4）班合乘能坐下吗？”

2、谁能解决上面两个问题呢？

学生回答后，教师板书：23+31 32+39

（三）揭示课题，板书课题：两位数加两位数。

（一）探究学习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1、学生自主探索。

2、小组讨论交流计算方法。教师巡视。

3、各小组汇报交流情况。（学生汇报时，教师有选择地板书。
）

（二）学生小组讨论喜欢的方法。

1、学生小组讨论，教师巡视。

2、学生汇报。师：为什么喜欢这种方法？

3、这两个问题解决的结果如何？

1、第93页做一做右边4题。（生做完后，师作反馈纠正。）

2、练习十九1、2、3、4。（选加法做。）

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你学会了什么？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十三

学会验算是学习的重点。培养学生建立验算的意识，有意识
的锻炼学生的验算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学会验算是学习的重难点。

课件、计数器、挂图

1、出示图片，看图，谁能来说说这幅图？（引导学生把图说
完整注意图中的数学信息）

（蜜蜂王国里蜂王派他的属下小蜜蜂，去检查蜂蜜生产和使
用情况记录的情境。）

2、你能提出什么问题？（随机板书学生提出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解决刚才提出的问题吧。

1）蜜蜂生产记录对吗？怎样检查？

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算算试试。在小组里说一说你是怎么算的。

3）交流算法：

a把573和318交换位置

b和减去其中一个加数，等于另外一个加数

你认为那种算法更方便呢？

1、大树生病了，哪位啄木鸟医生可以为大树治病呀？用你喜
欢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2、学生解决，教师巡视。

1、“我来逛商店”



快看，有这么多的商品，你想买什么呀？（限两件）

生提问题，全班解决

同位间提问题，互相合作解决

2、在小组里说一说你是怎么验算的。

学生交流，教师巡视

指生介绍：

3、“火车提速”

出示课件：可按谁在相同时间内，计算的算式最多，最准

用我们学过的方法解决你想解决的其他问题。

验算练习：

209+198298+403354+214

4、在以后的计算中，我们可以用验算的方法来检验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又学会了那些知识？能和你的同位说一
说吗？

完成自主练习中的相关题目；把今天所学知识说给爸爸妈妈
听

板书设计：

信息窗4——国王查帐

573318891



+318验算：+573—318

891891573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十四

教学内容：

北师大版数学三年级下册。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实例和画面活动，认识图形面积的含义。

2.经历比较两个图形面积大小的过程，体验比较策略的多样
性，锻炼数学思考能力，发展空间观念，激发进一步学习和
探索的兴趣。

3.渗透解决问题的策略意识。

教学重点：

结合具体实例和画面活动，认识图形面积的含义。

教学难点：

1.面积概念的形成。

2.经历比较两个图形面积大小的过程，体验比较策略的多样
性。

教学准备：

小黑板，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圆形卡片，硬币，学具
袋，彩色笔等。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

（设计“我说你点”的游戏：老师说，学生指，看谁反应最
快，能够指正确。）

（生交流。）

师：其实啊，你们点到的都是它们的“面”。

（板书。）

二、探索感知面积大小

1.摸一摸。

师：现在请同学们动手摸一摸自己手的面、数学书的面、课
桌……摸一摸你身边物体的“面”。

（生活动。）

师：谁来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生汇报，师板书。）

师：通过刚才的活动，我们能摸到的是物体的“表面”。

（板书：物体的表面）有些“表面”是平平的，有些“表
面”是弯曲的，有的大，有的小。

师：物体表面的大小，你们能用数学语言给取个名字吗？

（生自由发言。）

师：大家说得都不错。在数学上，我们把“物体表面的大
小”就叫物体的面积。



（板书：面积。）

2.比较平面图形的大小。

小组活动：把手中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圆形卡片的轮
廓描到纸上，将描好的图形再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请学生说一说，自己小组涂的图形中哪个是最大的？哪
个是最小的？

师：刚才你们涂的都是什么图形啊？

生：有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

师：你们涂的这些都叫平面图形。通过描轮廓和涂色，你们
发现了什么？

生：平面图形有大有小。

师：那么平面图形的大小叫什么呢？

（板书：平面图形的大小。）

生：面积。

3.小结“面积”的含义。

师：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面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
习的新内容。

（板书：什么是面积）同桌用简练语言互相说一说什么是面
积。

（生归纳小结。）



师：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数学专家是怎么说的？

（课件出示：物体的表面或平面图形的大小就是它们的面积。
）

师：你们说的和专家说的很接近，同学们的概括能力真强。

4.面积与周长区别。

师：通过刚才的涂和画，想想周长和面积是一回事吗？它们
的区别是什么？

生：周长是物体表面边线的总长，而面积是指物体表面的大
小。

三、比一比，探究方法

1.小黑板出示一组图形。

师：现在请大家看小黑板上的.这两个图形，谁能用上“面
积”这个词语比较这两个图形的大小？你认为它们谁的面积
比较大？生：正方形的面积比长方形的面积大。

师：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两个图形面积的大小的呢？

生：用眼睛看出来的。

师：用眼睛看，比较出这两个图形面积的大小，这种方法
叫“观察法”。

（板书：观察法。）

2.动手探究。

师：请拿出长方形和正方形卡片，你们先猜一猜哪个图形的



面积大，并根据需要用身边的工具证实自己的想法。比比谁
想出的方法多。

（生活动。）

师：现在这两个图形用眼睛看，看得出来谁大，谁小吗？

生：不能。

师：那么该怎么办呢？请动用小组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吗？大家一起商量一下，用什么办法可以比较出这两个平
面图形面积的大小。请你们在小组内选择一个最喜欢的方法
展示给全班同学。

（学生用剪拼、数方格、摆正方形、摆硬币等方法，并汇报。
）

师：大家说得都很好。

有的小组说把它们重叠在一起比一比，这用的是“重叠法”。

（板书：重叠法）

有的说把它们重合在一起，再把多的剪下来，拼在一起，比
一比，这用的是“剪拼法”。

（板书：剪拼法）有的说用同样的硬币摆一摆，看哪个图形
摆的硬币多，哪个图形就比较大，这叫“拼摆法”。

（板书：拼摆法）还有的小组通过讨论，认为只要把这两个
图形画上同样大小的方格，数一数方格数就能知道谁大谁小
了，这用的是“数方格”的方法。

（板书：数方格。）



师：大家想的方法可真多。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先来研究关于“拼摆”的方法。刚
才那位同学说用硬币摆，你们还能用什么图形来摆。

师：现在我要请你们用行动来证明你们的观点。请同学们用
学具袋里提供的材料，动手摆一摆，看究竟。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十五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96、
97页例3、例4。“做一做”1、2两题。

1、使学生掌握几百几十加、减几百几十的算理，能正确计算
有关几百几十的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

2、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比较、分析、推理的能力。

3、让学生感受到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同时受到爱护环境
的教育。

相同数位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一，相同数位相减不够时，
要向前一位退一再减。

2、5个百7个十组成的数是多少？这个数里有多少个十？

二、探究新知。学习例3。

1、察第96页收集矿泉水瓶情景图，说一说你的发现和感受。

2、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180+340

3、学生自主探索180+340的计算方法。

4、小组讨论交流180+340的计算方法。



5、小组汇报讨论结果。师选择学生的多种算法板书。

6、你喜欢用哪种方法计算？为什么？

7、尝试练习：第97页“做一做”1、2题有关加法。

（一）学习例4。

4、小组汇报讨论结果，师板书。

5、这么多种计算方法，你最喜欢用哪种？

6、尝试练习：第97“做一做”1、2有关减法。

三、揭示课题：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内容？根据学生回答
板书。

四、巩固练习练习二十1、3、4、5题

五、全课。

六、布置作业练习二十2、9题。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十六

1、知识与技能：通过对算法的比较探索，使学生在已有经验
的基础上，运用迁移类推进行计算，自己得出两位数加两位
数的连续进位加法的计算方法，使学生理解“十位满十向百
位进1”的算理，并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2、过程与方法：经历探索计算方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迁移、
类推能力，以及有顺序地、有条理地思考问题的意识。

3、情感态度：在自主探索计算方法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增强学习数学的信心，养成独立思考与善于倾听的习惯。



制作相关教学课件

能正确笔算连续进位的两位数加两位数。

正确掌握连续进位的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1、眼急脑快（口算）

利用羊村为了迎接亚运盛会，举行了圣火接力赛，让学生通
过口算来帮助小羊胜利的完成任务为切入点，激发学生的兴
趣。

逐一出示口算题，指名学生说出结果

8+7=9+5=8+42=46+9=

34+53=28+12=520+300=

2、心明手巧（笔算）

师：同学们很顺利就迎接到了圣火，但如果想把火炬保留下
来，必须打开密码箱才行，你们有信心把火炬保管好吗？现
在请拿出练习本，用竖式算一算，密码是多少，看谁算得好。

笔算下列各题：25+38=45+29=

学生独立用竖式进行计算后汇报结果并引导学生观察。

师：仔细观察这两个竖式你发现了什么？有什么要提醒同学
的？

3、激趣引入

师：同学们真聪明，很快就帮羊村完成了这意义重大的任务，
村长为了表扬我们对他们工作的支持，决定请我们去参观野



生动物园，高兴吗？准备好，看看你认识那些野生动物。

伴随悠扬的音乐，课件分别演示熊猫、东北虎、丹顶鹤、蜥
蜴、青蛙、金丝猴、藏羚羊等受保护野生动物。

1、分析统计表，提出问题

（1）引导学生观察中国部分动物种数统计表，注意思考
从“已知种数”到“濒危和受威胁种数”的数量有什么变化？
并结合数据教育学生爱护野生动物。

（3）出示第一个问题：中国特有的鸟类和爬行类一共有多少
种？让学生思考。

2、尝试解答

（1）师：这个问题你会列式吗？请用竖式算一算结果是多少。

（98+25=）

（2）指名一生板演，其他学生独立计算。

（3）师生齐分析学生完成的情况，并让学生说出计算过程。

（4）结合课件的演示引导学生把这题的计算过程再说一遍，
突出“那一位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1。”

3、比较总结

（1）引导学生观察比较打开密码箱的两题和例题，同桌互相
交流讨论，找出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2）汇报交流结果，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

（3）通过比较总结出两位数加两位数（连续进位加）的计算



方法、特点并引出课题。

1、神机妙算（直接写出结果）

65396743

+78+86+95+88

学生独立计算出结果，教师巡视。

指名说出结果及计算过程。

2、拔萝卜（用竖式计算）

58+9468+5286+77

（1）学生独立用竖式计算出结果，同时指3名学生到黑板上
板演计算过程，教师巡视学生的完成情况。

（2）让3名学生当小老师，批改同学的计算。（提醒学生注
意不要把算式的数抄错）

（3）集体评讲学生的完成的情况。

3、配钥匙（连一连）

师：班长暖羊羊它负责小羊们的日常生活，但它不小心把小
羊房间的钥匙给调乱了，你们能帮帮暖羊羊，把钥匙给配好
吗？同桌互相讨论一下，看谁找得又快又准确！

58+9458+6759+7579+89

125168152158134



指名学生说说如何算得又快又准。

4、活学活用（解决问题）

师：你会解答吗？请把你的算式写在书上。

巡视学生的解答情况，并指名说出解答的算式。

师：除了上面这个问题，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5、想一想（扩展延伸）

的两位数加上的两位数加和是多少？

同学们想一想，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你有什么收获？

板书设计：

两位数加两位数（连续进位加）

98+25=123（种）

98

+25

123

答：中国特有的鸟类和爬行类一共有123种。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十七

1．理解100以内两位数不进位加法笔算的算理，掌握笔算的
方法，能正确地用竖式计算。



2．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体会加法的意义，体验解决问题的策
略；在探索活动中渗透数形结合的思想。

3．运用两位数不进位加法计算解决实际生活问题，获得成功
体验，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

学生在一年级学会了两位数加一位数和两位数加整十数的口
算，为学生理解两位数不进位加法笔算的的算理和算法做好
了准备，利用知识的迁移，通过学具的操作，经历活动的探
究，体验成功的快乐。

掌握两位数不进位加法的笔算方法并能正确计算。

理解相同数位上的数才能相加的道理。

　课件、小棒、尺子等。

一、情境导入

（一）创设情境。

今天可真热闹，学校组织二年级的同学参观博物馆，现在他
们已经来到博物馆门前，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出示教材11页情境图

2．引导学生观察后交流。从图上你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

（二）提出问题。

1．根据图中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2．出示例1中的问题。二（1）班学生和本班的带队老师一共
多少人？



二、探索新知

（一）探究两位数加一位数（不进位）的笔算。

1.尝试列式，体会加法的意义。

要求一共多少人，需要哪些已知条件？怎样列式？想一想，
为什么用加法来计算呢？（板书：加法）

2．交流算法，指名学生说口算的过程。

3．图式结合，探究笔算的算理和算法。

（1）学生操作摆小棒。

学生有35人，用3捆零5根小棒表示；有两名带队老师，用2根
小棒表示。

（2）组织学生交流，感悟笔算的算理和算法。

（3）尝试列竖式计算，理解笔算加法应注意什么。弄清为什
么5与2对齐？（相同计数单位的数）

（4）全班交流笔算方法，教师板书竖式，进一步明确个位与
个位对齐，先从个位上的数加起的道理。

4．即时练习。

出示教材第12页做一做第1题，巩固笔算加法时的对位方法。

（二）探究两位数加两位数（不进位）的笔算。

1.出示例2问题:二（1）班和二（2）班一共有多少名学生？

2.指名学生列式，教师板书。



3.引导学生试算35+32。

（1）组织学生先摆小棒（注意观察学生操作。首先正确摆放
出35和32，其次正确地将5个1和2个1相加，3个十和3个十相
加）帮助学生对笔算加法算理和算法的`理解。

（2）学生试着用竖式计算，交流板演算法。

（4）师生小结：笔算两位数加两位数时，注意相同数位要对
齐，从个位算起。

4．即时练习。

出示教材第13页做一做第1题，巩固笔算加法时的对位和计算
方法。

三、巩固练习

（一）教材第12页做一做第2题。

1．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图意，独立列竖式计算。

2．集体交流。第2小题在列竖式时要注意什么？

（二）教材第13页做一做第2题。

学生列竖式计算，重点检查学生的对位问题，提醒学生将竖
式的结果填在横式的后面。

四、课堂总结

（一）回顾小结，完善课题。

2.补充课题,板书：不进位



（二）突出重点，结束新课。

笔算两位数加法时要注意什么？

三年级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案篇十八

1、熟练掌握累计30多个常用偏旁部首，能说出其名称、表示
的大概意思，能写出偏旁部首和例字。

2、学会用部首查字法查字典。

3、能够根据偏旁部首猜猜字义。

生：敢

师：部首们可聪明着呢，它们设置了许多的关卡，看看你们
能不能闯关成功。

1、第一关：说出下列生字中的部首名称和表示的意思。要求
每人依次说一个部首并说说它所表示的意思，再读读字。
（抽生汇报）（设计意图：部首与生字相结合，生字大多数
为本学期认字表中及写字表中生字，既巩固了部首又复习了
生字）

师：你们好厉害啊！全都认识了。你还知道什么部首？

师：恭喜过关，继续闯关。有的部首宝宝们长得可像了，你
们来

2、第二关：火眼金睛 辨一辨（生字中的部首有什么不同）
（抽生说

出部首的名称，再教读部首对应的生字）（设计意图：区别
本学期所学的相似部首）



5、做游戏还有些部首宝宝们也想换新衣，拿出你们的制作的
卡片，在小组内拼拼字吧！（设计意图：巩固部首和字）

小组汇报，师出示“讼”让生猜猜，拿出字典查查。引出捉
迷藏。

6、第五关 捉迷藏 现在想和你们捉迷藏，你瞧，都跑到字典
里去了，你能快速地在字典里面找出它们相对应的字吗？要
求，分组查字（ppt出示用表格的方式出示要查的字 览、舀、
翔、醉，分组查字）（注：所选字为认字表中生字，部首是
本册要求掌握的。设计意图：运用部首查字）生汇报。

师：孩子们， 好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忙，部首给你们的帮助可
大了，如果你在阅读中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根据部首猜一
猜哦。

7、第六关 想一想 猜一猜 （设计意图：学会运用。根据部
首猜字义猜读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