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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的意义

第1课时 小数的意义(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7~49页单元主题图、例1、例2,第50页课堂活动第

1~3题,练习十三第1题。

【教学目标】

1.通过测量生活中的物体等活动,让学生知道小数是怎样产

生的。

2.通过观察、推理、交流等数学活动,让学生在情境中理解小数

的意义,认识小数的计数单位,理解相邻两个计数单位的十进制

关系。

3.让学生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体会小数在日常生活中

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

理解小数的意义及相邻两个计数单位的十进制关系。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米尺,游戏用纸条和题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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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1.以运动会引入学习。

同学们,你喜欢参加运动会吗? 你最喜欢运动会上的哪些项目

呀? 你在运动会上都获得过哪些奖项呢? 小明的学校也举行了春季

运动会,运动会上的选手们争夺得非常激烈,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

一看。(课件出示教科书第47页单元主题图。)

2.请你仔细观察主题图,从图中你获得了哪些信息?

反馈:跳高比赛李云1.05米,林山0.95米,王海0.92米……
像2.36,0.95,0.92这些数是什么数呢? 除了在运动会上会有小

数,你还在哪些地方见到过小数呢? 看来小数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

非常广泛。这一单元就是系统地研究小数的有关知识。

3.小数的产生。

(1)感知测量时常常得不到整数结果。
我们来量一量黑板的长,课桌的长和高。(师生一起动手量。)黑

板的长度刚好是3米长吗? 它的长度是一个整米数吗?
(2)介绍小数的产生。
在生活中,我们进行测量和计算时,常常不能得到一个整数结

果,这时就可以用小数来表示。

4.回忆旧知识,作好铺垫。

以前我们已经初步认识过小数,我们来看一看这几道题。(老师

出示准备题,学生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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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结合学生对开运动会的体验,直接过渡到教科书的情境

图,让学生收集信息,导出新课。通过测量活动,让学生感受当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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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得到一个整数结果的时候,可以用小数来表示,让学生知道小数

是怎样产生的。再通过几道准备题,唤起学生对旧知识的回忆,为新

知识的学习作好铺垫。]

二、教学新课

1.教学例1。

(1)出示例1。
请看大屏幕,你能用分数和小数表示图中的阴影部分吗? 请打

开教科书第48页,完成例1。
学生独立完成。
(2)反馈。

①根据学生的回答,老师板书
7
10
,0.7;

1
100
,0.01;

45
100
,0.45。

②第1幅图的阴影部分为什么要用
7
10

和0.7表示? (这个正方

形被平均分成了10份,阴影部分占其中的7份,用分数表示是
7
10
,用

小数表示是0.7。)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0.7就是
7
10
,它们所表示的意思完全相同,

只是书写形式不同。如果取其中的1份,用分数和小数怎么表示?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1
10

和0.1。

0.7里有几个0.1呢? (7个)这个0.1就是它的计数单位。

③
45
100

写成小数是多少呢? (0.45)那么
45
100

和0.45所表示的意思

是什么? 书写形式呢?
谁能把这句话完整地说一遍? 请两名学生进行口述。
那0.45里有几个0.01呢? (45个)对,这个0.01就是0.45的计

数单位。
(3)小结:像0.1,0.7这样小数点右边只有1个数字的叫一位小

数,那像0.45和0.01这样小数点右边有两个数的叫几位小数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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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十分之几、百分之几的分数就可以用一位小数和两位小数来表示。

2.教学例2。

把一个大正方体平均分成1000份,其中的1份、25份、107份各

是这个大正方体的千分之几呢? 又该用几位小数来表示? (课件出

示正方体平均分成1000份的过程。)
(1)请试着把例2完成在题单上。
学生独立完成例题2,老师根据学生的反馈进行板书。

1
1000

,0.001;
25
1000

,0.025;
107
1000

,0.107。

谁来说一说这里的0.001表示什么? (0.001表示把一个正方体

平均分成1000份,阴影部分占其中1份,用小数表示就是0.001。)

0.025又表示什么? 0.025里有几个0.001? 这个0.001就是它

的计数单位。
(2)利用课件正确教学0.107。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图又该怎么数。请看,现在取了多少

个小正方体? (课件100个。)
(课件再移动7个)现在一共取了多少个小正方体? (107个)所

以应该用
107
1000

和0.107表示图中的阴影部分。

(3)如果把一个物体平均分成10000份,取其中的1份或几份,
你知道该用几位小数来表示吗? (4位)

(4)小结:看来我们可以把一个整体平均分成10份、100份、1000
份、10000份……其中的一份或者几份就可以用一位小数、两位小

数、三位小数、四位小数……来表示。

3.揭示小数的意义。

请仔细观察这些分数和所对应的小数,想一想:小数和分数之间

有什么联系?
学生独立思考后,再在4人小组内讨论。
小结:通过观察、思考和讨论,我们发现像0.7,0.45,0.025,

0.107,…这样用来表示十分之几、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的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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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数。

4.学习数位顺序表。

(1)把数位顺序表的小数部分补充完整。
以前我们学习整数时,学习了整数的数位顺序,那小数部分的数

位顺序是怎样的呢?
这些空白部分的数位是什么? 计数单位是什么? (根据学生的

回答,老师把数位顺序表补充完整。)
(2)认识新的数位顺序表。
观察数位顺序表并思考下面的问题:数位顺序表中的数位是怎

样排列的? 相邻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率是多少? 举例说明。
(3)通过课件演示,体会小数部分的进率。

0.1,0.01,0.001就是一位小数、两位小数、三位小数的计数单位,
那么每相邻两个记数单位之间的进率是多少呢?

课件演示:这是个正方体,用1这个数表示,把它平均分成10份,
取其中的1份,用小数表示是0.1。

你知道这个1里面有几个0.1? (10个)
课件演示:接着分,把这个正方体平均分成100份,取其中的1份,

用小数表示0.01,0.1里有几个0.01? (10个)
继续分这个正方体,把它平均分成1000份,其中的1份是多少?

0.01里有几个0.001? 现在你知道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的进率是多

少了吗?
板书:10。

5.看书自学。

教科书上有这样一段关于小数的描述,请你自己读一读,并把它

勾画出来。
[点评:结合涂方格、分一分、填一填等活动,让学生感知了小数

表示的是分母为10,100,1000等的分数。并由发现一位小数、两位

小数、三位小数,类推出四位小数、五位小数……以及它们的计数单

位。课件的充分使用也对本环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练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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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动游戏。

刚才我们发现了小数的意义,下面我们就运用它来做一个“我问

你答”的抢答游戏。我说分数,你说小数;反过来我说小数,你就说分

数。想好的同学直接站起来说答案。

2.课堂活动第1题。

同桌互相看图说分数和小数,再全班交流展示。

3.课堂活动第2题。

观察米尺图,这个米尺图的总长度是多少?
如果把1m平均分成100份,那其中的1份是多长呢? (教师根

据学生回答在米尺图上用手比画1cm的长度。)
把1m平均分成1000份,其中的1份又是多长呢? (教师根据学

生回答在米尺图上用手比画1mm的长度。)
1mm就是多少米呀? (预设:多数学生用分数表示。)
今天进一步学习小数,那你能动动脑筋,用小数来说一说1mm

是多少米吗?
你除了知道1mm就是0.001m,还能举例说一说多少毫米就是

多少米吗? (同桌互说,再请学生展示。)

4.课堂活动第3题与练习十三第1题。

学生独立完成,再集体订正。
[点评:在练习中,形式多样,第一个游戏环节意在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课堂活动第2题,先集体理解题意,从而突破题目中的难点。
这些不同的方式,再一次促进和加深了学生对小数意义的理解。]

四、反思总结

通过今天对小数的再一次认识,你有什么收获?
(重庆市北碚区中山小学 胡蓉)

(重庆市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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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时 小数的意义(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9页例3,第50页课堂活动第4题,练习十三第2~
6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认识小数及小数的计数单位,会读小数。
2.体会小数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3.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一些自然、人文景观等数据的读写,增强民

族自豪感。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进一步认识小数及小数的计数单位;会读、写小数。
教学难点:小数部分的读法、写法。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回顾整数读法。

3980  4090  1008
(1)这些整数你会读吗? 请你读一读。
(2)我们是怎样读整数的?
小结:读整数时,先从高位读起,千位是几就读几千,百位上是几

就读几百……中间不管有几个“0”,只读一个“0”,末尾的“0”都不读。

2.引出课题。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小数,那小数该怎么读呢? 它和整数的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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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吗?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小数的读法。
[点评:通过读4个整数,回忆了整数的读法,并由读整数引出今

天所要学习的内容———小数的读法,从而用旧知识唤起了新知识。]

二、教学新课

1.教学例3,学习小数的读法。

(1)课件出示例3。
0.7读作: 0.19读作:

3.08读作: 103.503读作:
(2)这些小数你都会读吗? 请你尝试读一读它们。
学生自由读小数后,抽学生站起来读,关注学生读103.503是否

正确。

2.议一议。

我们会读小数了,那么我们读小数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读小数

的时候,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在读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 请思考一

下,思考好的同学和同桌说一说。

3.小结。

整数部分按整数读法来读,也就是要读出每一位数的计数单位;
小数部分从左到右顺次读出每一个数位上的数字,是数字几就读几,
不读出它的计数单位。

[点评:小数的读法这个知识点不难,充分放手让学生自主尝试

读出小数,然后通过议一议读小数时要注意些什么,以及整数部分与

小数部分读法的区别,从而探讨出小数的读法。]

三、练习应用

1.课堂活动第4题。

(1)你有信心读好这些小数吗? 请读给同桌听一听。
(2)抽学生站起来读给大家听,注意纠错,并让学生说一说错在

哪里,我们在读小数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2.完成练习十三第4,5题。

(1)同学们,小数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让我们一起来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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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些生活中的小数吧!
(2)读了这两段文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预设1:我觉得我们国家太了不起了,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是

在我们国家。
预设2:刘翔是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值得骄傲的,他在第28届奥运

会上获得男子110米栏金牌,我太佩服他了。
(3)体会小数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证劵新闻”中的这些小数。
你在哪些地方还见过小数,能举例说一说吗?

3.完成练习十三第2题,在卷尺图上用小数表示长度。

(1)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卷尺图,通过看图你知道

了些什么? (这个卷尺的最小单位是毫米。把1m平均分成1000份,

1份就是1mm。)
(2)图中箭头所指的数是多少毫米? 请你仔细看清楚,然后在括

号中写出相应的小数。
(3)请学生汇报并订正。
老师:谁来说一说你是怎么做的? (老师有意请有错的学生来

汇报。)
学生汇报:第1个括号填0.001m,第2个括号填0.46m,第3个

括号填0.83m。
老师:你们觉得他填得对吗? 为什么要这样填,和你的同桌说

说看。
同桌交流后,再全班交流。
学生1:第1个填0.001m,是因为第1个箭头指的是1mm,1m

等于1000mm,那么我们把1m平均分成1000份,1mm就是其中的

1份,所以用小数表示就是0.001m。
学生2:第2个应该填0.046m,因为这里是46mm,把1m平均分

成1000份,46mm就是其中的46份,所以用小数表示就是0.046m。
学生3:第3个应该填0.083m,因为我们把1m平均分成1000

份,83mm就占其中的83份,所以用小数表示是0.08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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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学们能够正确地用小数表示卷尺上的这3个长度,那么其

他的长度你会表示吗? 同桌互相任意指出两个刻度,说一说如何用

小数来表示。

4.练习十三第3题。

学生独立完成,并集体订正。

5.练习十三第6题。

(1)先读一读这些文字。
(2)把横线上的小数写出来。

6.游戏:你说我写。

游戏规则:可以同桌一起来完成,用你说小数我来写小数的方式

完成。
[点评:注重练习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对于较难的第2题,先让学

生一起充分理解题意,再进行交流,然后增加要求,让学生互指刻度

线说小数,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分解了题目的难度,也给予了学生自

主学习的空间。]

四、反思总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重庆市北碚区中山小学 胡蓉)

第3课时 小数的意义(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1~52页练习十三第7~13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加深对小数的意义及小数计数单位的理解,了解整数

部分的最小计数单位与小数部分的最大计数单位之间的联系。

2.知道小数各部分表示的意义,并能将小数的组成正确地进行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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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调查活动,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激发学习兴趣。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小数的意义及小数的计数单位。
教学难点:理解小数的意义及相邻两个计数单位的十进关系。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卷尺,记录单。

【教学过程】

一、基本练习

(1)前面我们学习了小数的意义和小数的读法。谁来说一说什

么是小数?
(2)读出下面各小数。

3.25  4.067  5.90  13.28  37.139
读小数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小结:整数部分按照整数的读法来读,小数部分顺次读出每一个

数位上的数字。
(3)为了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小数的意义,今天我们就要上一节小

数的意义的练习课。
[点评:用谈话的方式回忆了什么叫小数,又通过读5个小数,对

上节课所学的小数读法进行了巩固,紧接着直接揭示课题,这样会让

学生很快明确今天的学习任务就是要继续研究小数的意义。]

二、指导练习

1.练习十三第7题,各数位上的数表示的意义。

(1)在刚才读的这5个小数中,谁来说一说37.139中每一个数位

上的数各表示什么?
学生先独立说,然后反馈。
(2)十位上和百分位上都是3,为什么表示的数不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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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同样的数,在不同的数位上表示的意义不一样。
(3)请你在刚才我们读的5个小数中任选一个,和同桌说一说它

每一个数位上的数各表示什么。

2.练习十三第8题,计数单位与相邻计数单位间的进率。

(1)刚才同学们分别说出了黑板上的这些小数的每个数位上的

数各表示什么。现在请大家仔细观察这些小数,它们是由哪两个部

分组成的呢? (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2)你知道小数的整数部分最小的计数单位是什么吗? 小数部

分最大的计数单位又是什么? 它们之间的进率是多少呢? 请你完成

练习十三第8题。
(3)汇报结果,订正并交流。
你怎么知道个位和十分位之间的进率是10呢? 你可以用举例

的方法来说一说吗?
预设:因为0.1就是十分之一,就表示把1平均分成10份,取了

其中的1份,所以1里面有10个0.1,所以个位与十分位之间的进率

是10。

3.练习十三第9题,用直线上的点表示小数。

同学们对小数的计数单位和小数各数位上的数表示的意义有了

较深的理解,那你能够用小数来表示直线上的点吗? 让我们一起来

看看练习十三第9题。
(1)学生读题,理解题意。

5.6与5.7之间相差了多少? (0.1)5.6与5.7之间被平均分成了

多少份? (10份)那么也就是把几平均分成了多少份? (把0.1平均

分成10份。)
看来直线上5.6与5.7之间的点应该用比0.1更小的计数单位

表示,那第1小题的括号中应该填几位小数? (两位小数。)
(2)比0.01更小的计数单位是多少? (0.001)第2小题的括号中

应该填几位小数? (三位小数。)
学生独立完成在书上,反馈时说一说这样填的理由。
(3)小结:我们用小数来表示线段上的点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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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1平均分成了多少份。当平均分成10份时,用一位小数表示;
当平均分成100份时,用两位小数表示;当平均分成1000份时,用三

位小数表示。
[点评:指导练习这个环节形式多样,第7,8题注重师生、生生间

的交流,将集体交流与同桌互说相结合;而第9题则是注重指导,首
先一起理解了题意,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练习并小结方法。]

三、综合练习

1.练习十三第11题。

(1)学生独立完成,对的请画上小花。
(2)同桌互说。
(3)反馈,要求说出对或错的理由。
如:“小数都比1小。”错。因为很多小数都比1大,比如2.1等。

2.练习十三第12题。

学生独立完成,然后再交流。

1个“0”都不读出来的一位小数:200.5,500.2。

2个“0”都读出来的小数:0.052,0.025,0.205,0.502。

3.练习十三第10题。

学生独立完成,完成后再读一读。

4.补充练习(口答)。

(1)填空。

50.05整数部分的5在(  )位上,它的计数单位是(  ),表
示(  ),小数部分的5在(  )位上,它的计数单位是(  ),表
示(  )。

一个小数的计数单位是0.001,它比0.01大,又比0.02小,这个

小数可能是(  )。

0.88的计数单位是(  ),它有(  )个这样的计数单位,再添

上(  )个这样的计数单位就是1。
已知一个数的十位上的数是7,十分位上的数是9,其余数位上

的数字是0,这个数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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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

①四位小数一定比三位小数大。 (  )

②整数都比小数大。 (  )

③小数部分的最高位是千分位。 (  )
[点评:练习题的量比较足,并且有针对性地对练习题进行了补

充。在整个练习过程中,学生不仅会做题,而且还用与同桌交流及全

班汇报的方式,说出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特别是在判断中,要求不

仅会判断,还要明确错的原因在哪里。]

四、拓展应用

课后调查活动,开展让学生量一量自己和同学的臂长、步长、身
高等分别是多少米的活动。

活动形式:课后,4人小组合作,两人测量,1人做记录。对小组

中同学的臂长、步长、身高等进行测量,并做好相关的记录。
[点评:在这个调查活动中,学生的合作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培养,

并要求通过测量得到的相关数据要用“m”作单位,这就牵涉到如何

用小数表示测量结果的问题,这对于小数的意义的理解又有了进一

步的巩固和加深。]

五、反思总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对于小数的意义这部分

的内容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吗?
[点评:学生不仅可以谈自己的收获,而且可以针对自己还理解

得不太好的知识点提出相关的疑问,让同学和老师一起来帮助自己,
这样能鼓励学生敢于面对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重庆市北碚区中山小学 胡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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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的性质

第1课时 小数的性质(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3页例题1,第54页课堂活动第2题,练习十四第1,

2题。

【教学目标】

1.通过猜想、验证、归纳等活动,探索出小数的性质。

2.结合具体情境或者实例来理解小数的性质。

3.在感知小数的性质的过程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探索小数的性质。
教学难点:结合具体材料理解小数的性质。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1.创设情境。

一本故事书的价格是5元1角,小方、小雨和你们一样都是四年

级的学生,他们也学习了小数,于是他们用小数给这本故事书写了定

价,小方写的是5.1元,小雨写的是5.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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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问题。

5.1元和5.10元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俩写得对吗? 为什么?
预设:5.1元和5.10元都是对的,5.1元与5.10元都表示5元

1角,即5.1元=5.10元。
图书的价格是5元1角,我们可以写成5.1元,也可以在5.1的

末尾添上1个“0”写成5.10元。
[点评:在生活实例中,学生亲身感受了5元1角的两种不同写

法,这为后面小数的性质的学习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二、教学新课

1.学习例1,理解小数的性质。

(1)猜想0.3是否等于0.30。
在0.3这个小数的末尾添上1个0后是0.30,请同学们大胆猜想

一下,0.3与0.30是否相等?
你的猜想是否正确呢? 请大家开动脑筋运用所学知识进行验

证,你可以用举例的方式来进行验证,例如运用画图、添写计量单位

等方法进行尝试。让我们一起动手试一试吧!
(2)用多种方法进行验证。
通过验证你们发现0.3和0.30相等吗? (相等)那谁来说一说你

是如何验证的?
预设1:因为0.3元=(3)角

0.30元=(30)分=(3)角
所以0.3元等于0.30元,那么0.3就等于0.30。

老师:这位同学在0.3和0.30的后面添上了人民币的计量单位

进行验证,发现0.3元和0.30元都等于3角,所以他得出结论0.3就

等于0.30。赞同他的看法的同学把掌声送给他。让我们再来听一听

其他同学的方法。
预设2:因为0.3m=(3)dm

0.30m=(30)cm=(3)dm
所以0.3m等于0.30m,那么0.3就等于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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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你和刚才那位同学的方法差不多,也是添上计量单位,不
过你添上的是长度单位“m”,通过换算,可以看出0.3m和0.30m都

是等于3dm的,也得出0.3=0.30的结论。哪些同学和他的方法相

同? 还有不是用添计量单位的方法进行验证的吗?
预设3:在方格图中用阴影分别表示0.3和0.30。

0.3=0.30
老师:瞧,你不仅会动脑,还动手画了图来验证,从方格图中,我

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用来表示0.3的方格和用来表示0.30的方格大

小相同,也得出了0.3=0.30的结论。
预设4:从它们的计数单位入手,0.3里面有3个0.1,0.30里面

有30个0.01,0.1里面有10个0.01,3个0.1就等于30个0.01,因此

0.3等于0.30。
老师:这位同学可真不简单,他的突破口在0.3与0.30的计数单

位上,他的发言,让我们明白了从这两个小数的计数单位上看,它们

分别都有30个0.01,因此我们可以说0.3就等于0.30。
(3)得出结论。
刚才我们用了添加计量单位、画图、转化计数单位等多种方法进

行验证,都发现了0.3和0.30相等。
(4)“议一议”:如果在0.3的末尾添上两个“0”或者3个“0”得到

0.300,0.3000,这两个小数与0.3的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5)通过观察、比较,总结出小数的性质。
观察黑板上的板书:0.3,0.30,0.300,0.3000。
这4个小数我们可以用什么符号把它们连起来?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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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都是一样大的。)
板书:0.3=0.30=0.300=0.3000。
从左往右看,小数末尾的“0”有什么变化? 从右往左看,小数末

尾的“0”有什么变化? 小数末尾的“0”与小数的大小又有什么关

系呢?
学生:从左往右看,小数的末尾添上“0”,小数的大小不变,从右

往左看,小数的末尾去掉“0”,小数的大小也不变。
(6)看书自学小数的性质。
大家观察得真仔细,你们已经发现了小数的性质,请打开教科书

第53页,仔细看例1,请把书中关于小数的性质这段话勾画起来并读

一读。

2.教学“试一试”。

我们刚才通过猜想、验证,知道了小数的性质,下面我们就运用

小数的性质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大家有信心把小数的性质运用好

吗? 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1)学生独立判断。
(2)说一说为什么小数中有的“0”是不能去掉的,突出只有小数

末尾的“0”才能去掉。
[点评:在新课教学环节中,学生通过先猜想,再亲手用各种方法

进行验证,最后从观察、归纳、总结的方式,对小数的性质进行了充分

的理解和认识,让学生经历小数的性质这个知识获得的全过程。]

三、练习应用

同学们刚才很好地运用了小数的性质,那关于小数的性质你是

否真的非常了解了呢?

1.课堂活动第2题。

议一议:“小数点后面添上0或者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变。”这句

话对吗? 举例说明。
(1)同桌议一议,并举例说明。
(2)学生举例:如在2.3的小数点后面添“0”,就是2.0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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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小数的大小就变了。所以不能在小数点后面添“0”,只能是小数

的末尾添“0”。
(3)小结:举例验证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许多数学问题,通过这些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

2.补充练习:判断。

(1)在小数点的后面添上“0”或者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变。
(  )

(2)在一个数的末尾添上“0”或者去掉“0”,这个数的大小不变。
(  )

(3)0.050去掉“0”之后,大小不变。 (  )
(4)在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变。(  )
学生判断后,进行辨析,说明对、错的原因。

3.练习十四第1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选其中两个数请学生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连线。

4.练习十四第2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说一说为什么不能去掉小数中的“0”。
[点评:用举例验证的方法辨析具体实例中哪些“0”可以去掉,旨

在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体验小数性质的内涵———突出小数“末尾”,加
深学生对小数性质的理解,即可以去掉的是“小数末尾的0”而不是

“小数点后面的0”。]

四、反思总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呢?
(重庆市北碚区中山小学 邓勇)

·331·

五、小数





第2课时 小数的性质(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3页例2,第54页课堂活动第1题,练习十四第3~
5题。

【教学目标】

1.会运用小数的性质改写小数的位数。

2.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和应用意识,巩固和加深对小数性质的

理解。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运用小数的性质改写小数。
教学难点:运用小数的性质把整数改写成小数。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1.判断下面两组小数是否相等。

(1)0.5 0.50 0.500
(2)0.62000 0.620 0.62

2.回忆什么是小数的性质。

为什么你认为这两组小数都是相等的呢?
小结:根据小数的性质来判断每一组数为什么相等。

3.揭示课题。

昨天我们一起探究了小数的性质,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要用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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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来改写小数的位数。
[点评:教师让学生判断两组小数是否相等,对昨天学习的小数

的性质进行了回顾与复习,再用谈话的形式直接导入新课,起到了承

上启下的作用。]

二、教学新课

1.学习例2,运用小数的性质,改写小数的位数。

(1)请你仔细读一读题,这道题的要求是什么?
(2)请你尝试着不改变小数的大小,把下面各数改写成两位

小数。
(3)反馈改写情况。
老师:谁来说一说你是怎么改写的?
学生:1.760改写成1.76,30.030改写成30.03,50.5改写成

50.50,10改写成10.00。
老师:你们改写得很正确,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改写呢?
预设1:第1列是把三位小数改写成两位小数,根据小数的性质,

把1.760和30.030这两个小数末尾的“0”去掉,就得到了1.76和

30.03。
预设2:第2列是把一位小数改写成两位小数,根据小数的性质,

把50.5的末尾添上一个“0”得到50.50。
老师:你们把10改写成两位小数时,10的小数点应该打在哪里

呢? 为什么?
学生:应该把小数点打在个位“0”的后面。因为个位是小数点左

边的第1位,所以小数点打在了“0”的后面,接着在小数部分的十分

位和百分位上添上两个“0”,就得到两位小数“10.00”。
(4)学生自主尝试把整数60和100分别改写成两位小数和三位

小数。
学生独立改写,交流为什么要这样改写,并说一说将整数改写成

小数时,小数点应该打在哪里。
(5)小结:当把整数改写成小数的时候,小数点应该打在整数部

分个位的右下角,然后根据需要在小数点的右边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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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教师先放手让学生自己读题并尝试去改写,给予了学生

自主学习的空间;然后以让学生说想法和再次改写的方式,对整数改

写成小数这个难点进行了突破。]

三、练习应用

1.课堂活动第1题。

形式:对口令(师生、生生)。

2.练习十四第4题。

我们运用小数的性质来继续改写小数,大家有信心完成吗?
(1)学生独立完成。
(2)同桌互相说一说是如何改写的,再抽学生重点说一说对整数

3的改写。
(3)小结:只有在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者去掉“0”,数的大小才

不会变。

3.练习十四第3题。

刚才我们运用小数的性质对小数进行了改写,那么下面我们继

续运用小数的性质,判断下面的数如果末尾添上“0”,哪些数的大小

要变,哪些不变。
(1)学生先独立判断,再在小组内说一说自己这样判断的理由。
(2)集体交流。
预设:18,120这两个数在末尾添上“0”,它们的大小会变;而1.8,

1.80,123.4,10.01这几个数在末尾添上“0”,它们的大小不会变。

4.练习十四第5题。

学生独立完成,然后反馈。
[点评:在练习应用这个环节中,将动手做的练习和口头练习结

合起来,用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兴趣。特别是在判断题中,学生通过

辨析的形式进行判断和分析,使其参与热情较高。]

四、反思总结

今天我们运用小数的性质解决了哪些问题? 你有什么收获?
(重庆市北碚区中山小学 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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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时 小数性质(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4页例3,第54~55页课堂活动,练习十四第6~11
题及思考题。

【教学目标】

1.学生自主探索小数大小比较的方法,能正确地比较小数的

大小。

2.经历用画图、添写计量单位等方式进行小数大小的比较和验

证,丰富数学活动经验,感受数学知识的严谨,养成认真、仔细的

习惯。

3.在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小数与日常生活的密切

联系,增强学生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意识,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自主探索小数大小比较的方法。
教学难点:能正确地比较小数的大小。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比较下面3组整数的大小。

4012○4213   9999○10000   6152○4970

2.请你说一说怎样比较整数的大小。

比较整数大小的时候,先比较数位的多少,数位多的数就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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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少的数就小,当数位相同的时候,从高位比起……

3.揭示课题。

整数的大小会比较了,那么小数的大小你会比较吗? 今天我们

就一起来研究小数大小的比较。
[点评:用比较整数大小的3组题目,唤起了对整数大小比较方

法的回忆,同时也从整数大小的比较自然引入到了小数大小的比较,
巧妙地将学生已有的相关旧知识予以激活,为学习新知识做好认知

上的准备。]

二、新课教学

1.教学例3,小数大小比较。

(1)学生独立尝试比较3.2和2.8。

3.2和2.8这两个小数你能比较出它们的大小吗? (3.2>2.8)

3.2为什么大于2.8呢? 你能用画图、添上计量单位或其他的方

法来说明3.2为什么大于2.8吗? 相信善于动脑筋的你一定可以用

自己喜欢的方法来证明的,试试看吧!
(2)和同桌一起交流你是怎样比较出这两个小数的大小的。
(3)全班一起反馈,多角度地理解为什么3.2>2.8。
老师:你是怎么比较3.2和2.8的呢? (交流的时候可以边展示

方法,边进行口述。)
预设1:我把3.2和2.8想成3.2元和2.8元,3.2元就比2.8元

多,或者也可以把3.2和2.8想成3.2千克和2.8千克,那么3.2千克

就比2.8千克重,所以我认为3.2>2.8。
老师:这位同学是给3.2和2.8分别添上了不同的计量单位来进

行比较,不管是添上人民币单位“元”,还是添上了质量单位“千克”,
他都发现3.2>2.8。

老师:还有和他的比较方法不同的同学吗?
预设2:我用画线段图的方式,在线段图上,我能很明显地看出3.

2比2.8长,所以3.2>2.8。
老师:他是用了画线段图的方法,通过线段的长短判断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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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你们同意他的意见吗? 还有想说的同学吗?
预设3:我的方法虽然也是画图,但是我是用画方格图的方式。

你们看,通过这个图,我可以看出第1排有3个整块的方格,而第2
排是2个整块的,3大于2,那3.2就大于2.8。

老师:这位同学也是用画图的方法,不过他是用画方格图的方

法,从所画的方格图中我们能明显看出3.2>2.8。
(4)用计数单位进行比较。
同学们可真善于思考,用了这么多的方法都比较得出了3.2>

2.8。如果每次都用画图或加计量单位的方法比较小数的大小,就比

较麻烦。你能从就计数单位的角度来比较0.31和0.5,7.58和7.52
的大小吗?

学生尝试后反馈。

0.31<0.5  7.58>7.52
0.31<0.5你是怎么比较的?
预设:0.31和0.5个位上都是0,我就看它们的十分位,0.31的十

分位上是3,而0.5的十分位上是5,所以0.31就小于0.5。(或十分

位上,0.31里面有3个0.1,而0.5里面有5个0.1,3个0.1比5个0.1
小,所以0.31就小于0.5。)

7.58>7.52你又是怎么比较的?
预设:7.58和7.52的个位和十分位上的数相同,都是7和5,那

就看它们百分位上的数,一个是8,一个是2,8大于2,所以7.58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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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或7.58的百分位上有8个0.01,7.52的百分位上有2个

0.01,所以7.58就比7.52大。)
(5)探究比较小数大小的方法。
出示:3.2>2.8 0.31<0.5 7.58>7.52。
我们刚才比较了3组小数的大小,请你仔细观察这3组小数,你

能根据刚才比较这3组小数的过程来说一说怎样比较小数的大小

吗? (留时间给学生观察、思考。)
预设:第1组小数是直接比较了整数部分,一比我们发现整数部

分哪个大,哪个小数就大。后面两组小数的整数部分都相等,那就去

比它们的小数部分,十分位上的数大的那个数就大;当十分位上的数

也相同时,就去比较百分位上的数,百分位上的数大的那个数就大。
看来我们比较小数的时候应该先比较小数的哪个部分呢? (整

数部分)当两个小数的整数部分相同时,又该怎样比较小数的大小

呢? (十分位)如果十分位也相同就比百分位,这样依次比下去。
你能不能用比较简洁的话来说一说我们该如何比较小数的大小

呢? (先让学生自己组织语言,再与同桌交流,然后全班交流。)
小结:两个小数比较大小,整数部分大的那个数就大;整数部分

相同,十分位上的数大的那个数就大;整数部分和十分位上的数都相

同……
(6)同学们真能干,通过自己动脑、动手、动口找到了小数大小比

较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打开教科书第54页,勾画出小数大小的比较

方法,再读一读。

2.对比整数和小数大小比较方法的不同之处。

比较整数的大小时,我们要先看哪个整数的位数多,位数多的那

个整数就大,位数少的那个整数就小,那小数比较大小能这样看吗?
(不能)那你能举个例子吗?

学生:比如5.5和5.05,8.21和3.111这两组小数。不是哪个小

数的位数多这个小数就大了,这两组小数都是位数少的小数大一些,
所以不能用哪个小数的位数多或少来判断哪个小数的大或小。

[点评:学生通过数形转化,将抽象的小数转化成具体、直观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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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者具体的情境进行比较和验证,从而让学生轻松地理解小数大

小比较的方法,再对比整数和小数大小比较的不同之处,进一步加深

对小数大小比较方法的理解。]

三、练习应用

1.课堂活动第1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说一说是怎么比较的。

2.练习十四第6题。

(1)学生读题,弄清题目的要求是什么。
(2)学生独立尝试,先用直线上的点来表示这3个小数,然后再

比较这3组数的大小。
(3)反馈数轴上的点是否标对和比较的结果是否正确。
(4)引导学生通过数形结合的方法来比较小数的大小。
刚才我们用比较小数大小的方法比较出了这3组数的大小,除

这个方法以外,我们还可以在数轴上比较出它们的大小。
请同学们在数轴上找出从0到0.09之间的这段长度,再找到

0到0.13之间的这段长度,这两段长度谁长呢? (0.13)所以0.09<
0.13。

学生用数形结合的方法比较出后两组数的大小。
引导学生得出:在数轴上,越往右边的数越大。

3.练习十四第9,11题。

下面请同学们联系数轴,想一想这些小数在数轴上的位置,然后

完成第9,11题。
(1)学生独立解答,然后反馈。
(2)集体订正并交流方法。

4.练习十四第7,8,10题。

学生独立练习。

5.思考题。

(1)学生独立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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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流方法。
我们在排列的过程中如何才能避免重复和漏数呢? (要有序地

思考和排列。)
[点评:尊重学生的认知特点,较容易的题用自主练习、生生交流

的方式;而第6题则注重数形结合,先在数轴上找长度,再比较。让

学生在练习中体会到小数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重庆市北碚区中山小学 邓勇)










 



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

   大小的变化

第1课时 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7页例1,第58页课堂活动第1题,练习十五第1~
3题。

【教学目标】

1.理解并掌握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律。

2.在探索规律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比较、归纳、概括

能力和主动探索数学规律的兴趣。

3.初步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和变化的观点认识事物。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发现和掌握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规律。
教学难点:移动小数点时位数不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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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教学课件。
学生准备:1,2,3,4数字卡片和小数点卡片。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小数的性质,谁来说一说什么是小

数的性质?
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变,这是小数的不

变规律。既然小数中有不变规律,那小数中有变的规律吗? 我们今

天一起来研究吧!
[点评: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和小数的性质正是

小数变与不变的规律的体现,由不变规律引出变的规律,激发了学生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二、探究规律

1.教学例1:比一比,议一议。

(1)初步感知。
课件出示“10×10×10”正方体图,动画涂红其中1份,让学生用

小数表示涂色部分(0.001),并说明理由。
再用课件依次出示涂红10份,100份,1000份的情境,也让学生

用小数表示涂色部分,并说明理由。(学生分别表示出:0.01,0.1,1。)
小结:我们把1个正方体平均分成了1000份,其中的1份、

10份、100份、1000份,用小数表示分别就是0.001,0.01,0.1,1。
(教师边说边用课件将4幅图和4个数呈现在1幅图中。)
(2)讨论。

①出示讨论题。
这4个数的小数点有什么变化?
小数点位置的移动与小数大小的变化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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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交代讨论要求。
请你仔细观察这4个数,从左往右观察,或从右往左观察,这4

个数的小数点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再结合各小数所对应的图形想一想:小数点位置的移动与小数

大小的变化有什么关系?

③学生独立思考,然后小组讨论。
(3)反馈。
老师:从左往右看,这4个数的小数点位置发生怎样的变化?
学生:0.001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是0.01,0.01的小数点向右

移动一位是0.1……
老师:0.001的小数点怎样移动才变成0.1呢? (向右移动两

位。)要变成1呢? (向右移动三位。)
老师用课件演示小数点移动的过程,并说明:小数点移动后,整

数部分几个“0”都只写1个“0”。如0.001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是

00.01,写成0.01。
老师:从右往左看,这4个数的小数点位置又发生的怎样的

变化?
学生汇报。
老师:随着小数点位置的移动,什么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学生:小数的大小发生了变化。
老师:结合各数所对应的图形看,小数点位置的移动与小数大小

的变化有什么关系?
学生:从0.001到0.01,小数点向右移动了一位,小数就扩大到

原数的10倍,0.01到0.1小数点向右移动了一位,小数也扩大到原

数的10倍……
老师:0.001到0.1小数点怎样移动? (向右移动了两位)扩大到

原数的多少倍呢? (100倍)0.001到1呢? (小数点向右移动了三

位,扩大到原数的1000倍。)
老师:从左往右观察,小数点位置的移动和小数大小的变化有怎

样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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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小数就扩大到原数的10倍;小数点

向右移动两位,小数就扩大到原数的100倍;小数点向右移动三位,
小数就扩大到原数的1000倍……

老师:从右往左看,小数的大小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学生:从1到0.1,小数点向左移动了一位,小数就缩小到原来的

1
10
……

(4)概括规律。
谁能将这几条规律用简洁的语言来概括一下?
反馈:从左往右观察,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两位、三位……小数

就扩大到原数的10倍、100倍、1000倍……从右往左观察,小数点向

左移动一位、两位、三位……小数就缩小到原数的
1
10
,1
100
,1
1000

,…

这里的省略号是什么意思?
指名学生说。
(5)强化规律,提示课题。
谁再来完整地说一说你们发现的规律? 抽一两名学生说一说,

再全班再齐说。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研究的小数的变化规律:小数点位置移动引

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点评:借助正方体图理解小数的大小变化,充分体现了数形结

合的思想,让学生在比一比、议一议中寻找小数的变化规律,发现小

数点位置的移动引起了小数大小的变化,并逐步抽象、归纳、概括变

化规律,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2.“说一说”。

(1)尝试移动小数点。
把5.1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两位、三位后各是多少?
同桌互相说一说。
(2)解决位数不够的问题。
指名学生尝试回答,老师有针对性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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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怎么变成0.51了? (小数点向左移

动一位后,整数部分一个也没有,所以就用“0”来占位。)

5.1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小数的位数

不够。)
小数的位数不够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位数不够用“0”补足。)
思考:为什么位数不够就可以用“0”来补足? (用0来占位,保证

了小数缩小到原数的
1
10
,1
100
,1
1000

,…)

5.1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的过程,请同学们都在练习本上写一

写,再和同桌说一说。

5.1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会了,那5.1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三位

你们会吗? 动手写一写,再说一说。
小结:小数点向左移动,如果小数位数不够,就用“0”补足。5.1

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是0.51,小数就缩小到原数的
1
10
,5.1的小数

点向左移动两位是0.051,小数就缩小到原数的
1
100
,5.1的小数点向

左移动三位是0.0051,小数就缩小到原数的
1
1000

,…

(3)小数点向右移动练习

把5.1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两位、三位后各是多少?
学生独立在练习本上写一写,再和小组同学交流。
指名学生汇报。
小结:小数点向右移动,如果位数不够,也用“0”补足。
[点评:在小数点移动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小数位数不够的情

况,这时利用具体实例放手让学生去想办法解决,找到可以用“0”来
补足的办法,并且追问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来突破这个难点,为后面

的学习扫清障碍。]

三、游戏

课堂活动第1题。
现在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请同学们拿出老师课前让大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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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1,2,3,4的数字卡片和小数点的卡片。
怎么玩呢? 指名一个学生和老师做示范,老师利用这些卡片摆

数,再移动小数点的位置,学生说原数的变化。再同桌一起玩,然后

交换角色。
[点评:通过游戏的方式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巩固小数点位置

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四、巩固练习

玩过了游戏,下面我们就利用今天所学的变化规律来做练习。

1.练习十五第1题。

学生独立练习,然后反馈。
要求学生完整描述变化过程:如0.023变成0.23,小数点向右移

动了一位,小数就扩大到原数的10倍。

2.练习十五第2题。

学生独立练习,然后反馈。

370有小数点吗? 如果给它打上小数点,小数点应该打在哪里?
(个位的右下角。)

学生描述变化过程:370变成3.7,小数点向(  )移动了

(  )位,小数就(  )到原数的(  )。

3.练习十五第3题。

(1)认真读题,从表中你能看懂哪些信息?
(2)让学生明确:知道1支铅笔的价格是0.15元,要求10支铅

笔的价格就是把0.15扩大到它的10倍;知道1000支钢笔的价格

是7500元,要求100支钢笔的价格就是缩小到它的
1
10
。

(3)学生独立填空。
(4)反馈结果,让学生完整地说出思考过程。
看来学了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还可以解

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哟!
[点评:练习的设计进一步强化了由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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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变化规律,第3题则初步让学生感知了这一变化规律的现实意

义,让学生体会到学了这个变化规律还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

五、全课小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还有什么疑惑?
(重庆市江北区科技实验小学 彭国清)

(重庆市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吴平)

第2课时 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7~58页例2、例3及课堂活动第2题,练习十五第4
~10题。

【教学目标】

1.利用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将小数扩大到

原数的10倍、100倍、1000倍或缩小到原数的
1
10
,1
100
,1
1000

。

2.沟通小数乘或除以10,100,1000与小数点位置移动的关系,
为小数乘除法的计算奠定基础。

3.进一步体现了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的现

实意义,让学生初步感受到这个规律在小数计算中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利用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直接

得出小数乘或除以10,100,1000的计算结果。
教学难点:用所学的规律灵活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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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小数中不变的规律是什么? (小数的性质。)变的规律是什么?
(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抽学生具体说一说,再让全

班一起说一说。
看来同学们把规律都记住了,可你们真的理解了吗? 课件出示

教科书第58页课堂活动第2题,议一议:下面各组数的小数点位置

有什么变化? 原数的大小又有什么变化?
同桌互相说一说,指名学生汇报。
看来同学们是真的掌握了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规律了。那我们学了这个规律有什么用呢?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运用

这个规律把一个小数扩大到原数的10倍、100倍、1000倍或缩小到

原数的
1
10
,1
100
,1
1000

。

[点评:复习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巩固学

生的认知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学了这个规律有何用,激起学生的学

习欲望,并找到了本节课的生长点。]

二、探究新知识

1.教学例2。

(1)应用规律。
出示例2:把1.03扩大到它的10倍、100倍、1000倍,各是多少?
老师:把一个数扩大到原数的几倍,就是把这个数进行什么

运算?
学生:把一个数扩大到原数的几倍,就是把这个数乘几。
指名学生板演,列式:1.03×10=

1.03×100=
1.03×1000=

老师:可是我们还没有学习小数乘法,怎么才能知道他们的结

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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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我们可以用向右移动小数点的办法。
老师:这是个好办法! 根据我们学过的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

数大小的变化规律,要把一个数扩大到原数的10倍、100倍、1000
倍,只要把小数点怎样移动就行了?

学生: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两位、三位就行了。
指名学生汇报小数点移动过程及答案,老师板书。
(2)巩固练习。
出示练习题:

0.14×10=    1.58×100=   4.39×100=
0.237×1000= 12.6×100= 0.34×1000=
让学生将答案写在练习本上,再指名学生汇报。
第5,6小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位数不够,用“0”补足。)
[点评:通过把小数扩大到原数的10倍、100倍、1000倍与乘10,

100,1000的联系,并利用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

得出结果,初步感受到小数点位置移动引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的

作用。]

2.教学例3。

(1)应用规律。

出示例3:把3.75缩小到它的
1
10
,1
100
,1
1000

,各是多少?

通过例2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了把一个数扩大到原数的10
倍、100倍、1000倍,就是把这个数乘10,100,1000,然后利用小数点

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就可以得到结果。如果把3.75

缩小到它的
1
10
,1
100
,1
1000

,又该怎样列式,怎样得到答案呢?

请同学们在草稿本上列出算式,再想办法得出结果。
(2)反馈算式和结果,并说一说是怎样得出结果的。

小结:把3.75缩小到它的
1
10
,1
100
,1
1000

,列式为3.75÷10,3.75

÷100,3.75÷1000,把小数点分别向左移动一位、两位、三位,就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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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结果。
(3)巩固练习。
出示练习题:

41.2÷10= 21.5÷100= 68.9÷1000=
0.38÷10= 6.47÷100= 13÷1000=
让学生将答案写在练习本上,再指名学生汇报。
第6小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把整数13的小数点打在个

位的右下角。)
[点评:用学习例2的方法进行迁移学习例3,把学习的主动权还

给学生,教师退到后台,只发挥引导的作用。]

3.小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利用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

律,把一个小数扩大到原数的10倍、100倍、1000倍或缩小到原数的

1
10
,1
100
,1
1000

。谁能用精炼的语言来总结一下这节课你的收获。

一个数乘10,100,1000,…就把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两位、三位

……一个数除以10,100,1000,…就把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两位、三
位……

[点评:直接让学生去找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

律的作用,让他们体会到学习这个规律的现实意义,并及时对本节课

的主要内容进行小结,为后面的练习做好铺垫]

三、巩固练习

今天学的内容大家都掌握了吗? 那我们一起去做做练习吧!

1.练习十五第5题。

学生独立填在教科书上,然后反馈。
指名学生说两道指定题的思维过程,如0.4×100,把小数点向右

移动两位,位数不够用“0”补足,得40。
学了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我们再来计算

这些题真是太轻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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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练习十五第4题。

学生独立填在教科书上,然后反馈。
第(4)小题让学生说一说是怎么想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三位,再

向左移动两位,实际是向(  )移动了(  )位。可让学生举实例

移动,让学生经历这个过程。

3.练习十五第6题。

(1)认真读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做什么? (收集3种教科

书的价格信息。)
(2)把每本教科书的单价先标注在教科书旁边。
(3)学生独立填空。直接填出10本语文书,100本数学书,1000

本音乐书各要多少元。
(4)学生反馈结果,让其说出思考过程。
看来运用我们今天所学的知识,还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哟! 除此之外,运用这个规律还可以解决一些小数大小比较的问题。

4.练习十五第7题。

学生独立填在教科书上,然后反馈。
谁来说一说你的方法。(先写出得数,再比较大小。)
看来今天学的知识同学们掌握得真不错,我想出一些难一点的

题,你们敢接受挑战吗?

5.练习十五第8题。

学生独立思考,再小组讨论、汇报。
引导学生从小麦的质量和对应的面粉质量同时缩小(或扩大)的

角度来观察。第1个问题,小麦的质量缩小到原来的
1
100
,面粉质量

同时也缩小到原来的
1
100
,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就是0.75kg。第2个

问题,面粉的质量扩大到原来的10倍,小麦的质量同时也扩大到原

来的10倍,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就是1000kg。

6.练习十五第10题。

(1)先让学生猜一猜,这条长龙会排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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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导学生理解这样的长龙有两种排法,一种是以长边为长龙

的长,另一种是以短边为长龙的长。
(3)0.138×100000=13800(米)或0.063×100000=6300(米)。
[点评:练习的设计关注了练习的层次性,由易到难,逐层深入,

先是对新知识的巩固,然后进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最后进行拓

展提升,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通过练习培养学生的收集信息能力、
思维能力、合情推理能力和想象能力,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四、小调查

出示练习十五第9题。请同学们课后去实际调查,再计算。
[点评:把课堂向后延伸,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
(重庆市江北区科技实验小学 彭国清)

第3课时 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60页例4,第61页课堂活动第1题,练习十六第1~
3题。

【教学目标】

1.在明确各种计量单位和单位间进率的基础上,掌握单位换算

的方法,熟练运用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进行单

名数的互化。

2.经历单名数互化的过程,感受到可以用不同的数和单位表示

同一个量,渗透变与不变的思想。

3.通过对生活中各种数据的换算,进一步体会名数互化在生活

中的意义和作用。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单名数互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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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综合运用计量单位间的进率、小数的性质、小数点位

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等知识进行单名数的互化。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

1.创设情境。

前不久在学校组织的田径运动会上,我们班的运动健儿们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把你的成绩给大家分享一下。(指名学生汇报,教师

板书成绩:如跳远2.25m,100m跑了13.2秒,实心球掷了15m……)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这些同学为我们班争得荣誉表示祝贺和衷

心的感谢!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2.揭示课题。

光明小学也举行了田径运动会(课件出示情境图)。裁判老师

说:“张兵跳了2.36米,是多少厘米?”王丽说:“我跳了254厘米,是多

少米?”
生活中经常需要把米化成厘米或者把厘米化成米,这就是名数

的互化。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名数的互化。
[点评:由学生经历的运动会入手,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知道什

么是我们说的名数。创设情境,呈现运动会上两个孩子的跳远成绩,
引导学生借助生活经验学习单位换算,也就是常说的名数互化。]

二、教学新课

1.教学例4。

(1)尝试解决。

2.36m=(  )cm  254cm=(  )m
(2)反馈。
老师:2.36m是多少厘米呢? 谁来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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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236cm。
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学生:因为1m=100cm,2.36乘100就得236cm。
老师:2.36m就是2.36个1m,也就有2.36个100cm,所以可以

用2.36乘100,那小数点怎样移动呢?
学生:向右移动两位,这样就得到2.36m=(236)cm。
那254cm又是多少米呢?
反馈:因为100cm=1m,254厘米里有多少个100厘米就有多少

米,所以用254除以100,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就行了,得2.54米。
[点评:放手让学生大胆尝试,自己去寻找单位换算的方法,让学

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适时进行指导,发挥主导作用。]

2.名数改写练习。

1.75元=(  )分      400m=(  )km
0.075dm2=(  )cm2     75分=(  )元

0.617kg=(  )g      2650kg=(  )吨
学生独立思考,指名学生汇报,让学生说出思考过程。
[点评:通过这几道题的练习为发现规律奠定基础。]

3.方法提炼。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6道题,我把它分为两组,第1列为第1
组,第2列为第2组,每一组中有什么共同点吗?

反馈:第1组都是大单位化小单位,都是用的乘法。第2组都是

小单位化大单位,都是用的除法。
大单位化小单位要用什么方法? (乘法)乘什么? (乘进率)
小单位化大单位用什么方法? (除法)除以什么? (除以进率)
根据学生回答,老师板书:

大单位
×进率

÷进率
  小单位

看来要进行名数的改写,可分为哪几步?
指名学生说一说。
老师概括:一找,二定,三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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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找,就是找出两个单位之间的进率。
二定,就是确定是用乘法还是除法,关键看是大单位化小单位还

是小单位化大单位。
三移动,就是根据乘法或除法算式移动小数点。
抽一两名学生再说一说换算的方法,再让全班齐说。
[点评:通过分类、比较、概括,让学生自己总结、概括出名数改写

的方法,自己发现的方法是最有价值的,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

作用。]

三、游戏

课堂活动第1题。
掌握了名数互化的方法,现在我们来轻松一下,玩一个数学

游戏。
游戏的名称叫“对口令”,游戏规则是两人一起玩,一人说一个名

数,另一人将它进行改写,说出和它相等的另一个名数。注意对口令

的单位可以是长度单位,还可以是面积、质量、人民币等。
老师找一个学生示范,示范后同桌一起玩这个游戏。
[点评: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学生进行自主练习,学生既有兴趣,又

能达到练习名数互化的目的,一举两得。]

四、巩固练习

同学们玩得真开心,看来大家已经掌握单位的互化了,那我们再

做下练习检验一下。

1.练习十六第1题。

学生独立填空,然后反馈。抽一两名学生说方法。

2.练习十六第2题。

学生独立填空,指名学生回答。
看来名数的改写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哟!

3.练习十六第3题。

从题中你获得了什么信息?
抓住南京明代城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古城墙遗址,让学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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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点评:练习的设计放手让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进行名数的改写,

在练习中也让学生感受到名数改写在现实中的应用,并结合练习题

对学生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五、全课小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还有什么疑惑?
(重庆市江北区科技实验小学 彭国清)

第4课时 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四)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60页例5,第61页课堂活动第2题,练习十六第4~
10题。

【教学目标】

1.能正确进行复名数和单名数的互化。

2.经历探究复名数和单名数互化的过程,通过观察、比较、分析

掌握复名数和单名数互化的方法。

3.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和归纳概括能力,并能应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单名数与复名数改写的方法,会互化单名数和复

名数。
教学难点:掌握单名数与复名数的改写方法。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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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习铺垫

1.复习名数的互化。

同学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了什么? 你都会了吗? 那我来考考

你们。

500g=(  )kg     4m=(  )cm
0.7吨=(  )千克    40m=(  )km
学生独立练习,反馈时说出换算的过程。
小结:名数互化的方法就是大单位换小单位乘进率,小单位换大

单位除以进率,然后利用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

来移动小数点。

2.揭示课题。

今天这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名数的互化。
[点评:单名数的互化是复名数和单名数互化的知识基础,通过

复习,巩固学习的认知基础,为知识的迁移做好铺垫。]

二、探究新知识

1.教学例5。

(1)情境引入。
看来简单的题大家都会了,那老师出一道难一点的题目,你们敢

接受挑战吗?
课件出示例5:1袋玉米重1kg500g。合多少千克? 合多少克?
你知道这道题是什么意思吗? 谁来说一说。
“合”是什么意思? (换算。)
也就是说要把1kg500g换算成多少千克,或者换算成多少克。
(2)介绍单名数和复名数。
这道题和上一节课学的单位互化一样吗?
学生:不一样。
老师:什么地方不一样?
学生:1kg500g有两个单位,上一节课学的都只有一个单位。
老师:你真会观察,上节课我们知道了像500g、0.7吨、40m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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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带有一个单位名称的数叫作单名数;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名

称的数叫作复名数,如1kg500g、2吨50千克,4分5秒等。(课件

出示。)
老师:这道题就是要把1kg500g这个复名数换算成什么?
学生:单名数。
(3)学生自主探究。
同学们,你们能用前面所学的知识把1kg500g换算成多少千

克吗?
学生独立思考,小组内交流换算方法,再全班汇报交流。
反馈:1kg500g分成两部分,即1kg和500g,1kg就是1千克,只

需要把不同单位的500克换算成千克。500÷1000=0.5(千克),再
把1千克和0.5千克合起来就是1.5千克。

说得太好了,我再请一个同学来说一说。指名学生说后,让同桌

再这样互相说一说。
把1kg500g换算成千克已经会了,那你能把1kg500g换算成多

少克吗?
学生独立思考,再汇报交流。
反馈:1kg500g分成两部分,500g不变,只需要把不同单位的

1kg换算成克就行了。1×1000=1000(克),再把1000g和500g合

起来就是1500g。
同桌再这样互相说一说。
(4)方法小结。
谁能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是怎样把复名数改写成单名数的。
反馈:把复名数分成两部分,相同单位的部分不变,把不同单位

的部分改写成和单名数相同的单位,再把这两部分合起来。
[点评:放手让学生大胆尝试,自己去寻找复名数改写成单名数

的方法,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发挥主导作

用,在恰当的时机介入,和学生一起交流、讨论、总结。换算过程充分

利用了上节课所学知识,学生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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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一试”。

学了复名数改写成单名数,我们一起来做一做练习吧!
(1)练习复名数改写成单名数。
出示教科书第60页“试一试”的前两道题。

2km600m=(  )km   4m8cm=(  )cm
学生独立完成,指名学生汇报。
(2)单名数化成复名数。
再出示“试一试”后两道题。

6.7吨=(  )吨(  )千克  3040m=(  )km(  )m
这两道题和前两道题相同吗? (不同)有什么不同? (前面两道

题是复名数化成单名数,后面两道题是把单名数化成复名数。)
你会改写吗? 自己试一试。
指名学生汇报。
反馈:6.7吨分成6吨和0.7吨,6吨就是6吨,只需要把0.7吨换

算成千克就行了,0.7×1000=700(千克),所以6.7吨就是6吨700
千克。

3040m可以分成3000米和40米,3000米可换算成3千米,40
米就是40米,所以3040m就等于3千米40米。

(3)小结方法。
谁来说一说单名数是怎样化成复名数的?
反馈:把单名数分成两部分,把和复名数相同单位的那部分照

写,把和复名数不同单位的那部分进行改写就行了。
(4)比较异同。
单名数化复名数和复名数化单名数有何异同?
学生独立思考,再交流汇报。
相同点:都把原来的名数分成两部分,相同单位不变,把不同单

位进行改写。
不同点:单名数化复名数是一个单位名称改写成两个单位名称,

复名数化单名数是把两个单位名称改写成一个单位名称。
(5)揭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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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研究的内容:单名数和复名数的互化。
[点评:通过“试一试”这4道题的训练,让学生经历了单名数和

复名数互化的过程,掌握了互化的一般方法,提高了学生的观察、比
较、分析、概括能力。]

三、课堂活动

学好了单位换算,我们一起来做一做课堂活动吧!
出示第61页课堂活动第2题。
从题中你获得了哪些信息?
小欣和小兵,谁高? 谁重? 你会比较吗?
学生单独完成,指名学生汇报。
反馈:比身高,可将低级单位化为高级单位,也可将高级单位化

成低级单位;比体重,可将单名数化为复名数,也可将复名数化单名

数。只有在单位相同时才能进行比较。
[点评:通过课堂活动进行单位换算的练习,体现了单位换算在

生活中的实际应用,突显了单位换算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四、巩固练习

我们这节课学习了单名数和复名数的互化,我们再来做一做

练习。

1.练习十六第4题。

学生独立填空,指名学生汇报答案,再说一说第2小题和第3小

题是怎么想的。
看来单名数和复名数的互化除了要掌握方法以外,还得找准单

位之间的进率。

2.练习十六第7题。

学生独立完成。
谁来说一说这种类型的题是怎样进行大小比较的? (化成相同

单位的名数再比较大小,可以把复名数化成单名数,也可以把单名数

化成复名数。)
指名学生汇报结果,再详细说一说其中一两道题的互化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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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3.练习十六第10题。

出示题目,学生理解题意。
要求这面墙的面积必须先求出什么? (长和宽。)
这面墙的长和宽怎么求?
为了计算更简便,可以把单位怎样? (可以把单位化成分米

或米。)
让学生独立计算墙的长、宽、面积,再汇报。
[点评:练习的设计注重了层次性和应用性,让学生掌握单位换

算的方法,并感受到在生活中的应用,进一步体会到学习单位换算的

作用。]

五、全课小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六、独立练习

完成练习十六第5,6,8,9题。
(重庆市江北区科技实验小学 彭国清)






 

小数的近似数

第1课时 小数的近似数(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63页例1、例2,第64页课堂活动第1题,练习十七第

1~3题。

【教学目标】

1.理解并掌握用“四舍五入”法求小数的近似数的方法,并能正

确地求出小数的近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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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道求小数的近似数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感受所学知

识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

3.在学习过程中发展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类推能力,发展学生的

合作意识。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学会用“四舍五入”法求小数的近似数。
教学难点:正确地求出小数的近似数。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同学们,上学期我们学习了求整数的近似数,那你能

把下面的数按要求求出它的近似数吗?

  (1)把下面各数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求出近似数。

786534 31200 1295047
(2)把下面各数省略亿位后面的尾数,求出近似数。

1837005000 579267898 978504837
学生独立练习,然后反馈。

2.谁来说一说求整数的近似数的方法是什么?

小结:把一个整数省略万位或者亿位后面的尾数求它的近似数,
就要看它的千位或者千万位上的数是否满5,如果小于5,就把尾数

都舍去;如果大于或者等于5,就把尾数舍去后再向它的前一位上加

1,然后再加写“万”或者“亿”。这种求整数的近似数的方法就是“四
舍五入”法。

[点评:通过对求整数的近似数的方法和“四舍五入”法进行回忆

练习,能有效地发挥旧知识对新知识的迁移作用,从而推动新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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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二、体会求小数近似的意义

1.体会求小数近似数的意义。

(1)看来同学们都能正确地用“四舍五入”法求出整数的近似数,
而在实际应用小数时,往往也没有必要说出它的准确数,只要求说出

它的近似数就可以了。
(2)课件出示教科书第63页最上面的关于人口普查的文字。请

同学们认真读一读这段文字。从这段话中,你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
为什么在生活中我们一般不说成13.70536875亿人,而说成是

13.7亿人呢?
预设1:不说成13.70536875亿人而说成13.7亿人,是因为13.7

亿比13.70536875亿更好记忆。
预设2:13.7亿非常接近13.70536875亿。
小结:由于我国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出生或死亡,因此不可能非常

精确地统计出我国人口总数,就连13.70536875亿也是一个近似数,
所以用13.7亿这个近似数就更有利于我们记忆。看来求一个小数

的近似数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很广泛。

2.揭示课题。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研究如何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

3.求小数的近似数的方法。

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通常也是用“四舍五入”法保留一定的小

数位数。
[点评:通过体会小数近似数的意义,体现出小数的近似数与现

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让学生感受所学知识的应用价值。同时让学生

明白求小数的近似数的方法也是用“四舍五入”法。]

三、新知教学

1.教学例1。

(1)创设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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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是世界上存在的哺乳动物中体形最大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头鲸的体重,出示例1。
(2)理解题意。
你从题目中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3)学生尝试。

100.9465保留两位小数、一位小数、整数分别是多少呢? 请同学

们在草稿本上按要求求出它的近似数。
学生尝试,然后请一位学生将结果板书在黑板上。

100.9465吨≈100.95吨(保留两位小数)

100.9465吨≈100.9吨(保留一位小数)

100.9465吨≈101吨(保留整数)
(4)反馈。
老师:谁来说一说第1题,为什么保留两位小数是100.95?
学生:保留两位小数,就要看第三位小数,也就是千分位,千分位

上是6,用“四舍五入”法该入,就向前一位进1,所以就是100.95。
用同样的方法反馈第2题和第3题。
(4)小结求近似数的方法

4人小组议一议:用“四舍五入”法怎样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
学生反馈交流。
小结: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要先看清所保留的位数,然后再看

保留位数的后一位上的数,再按“四舍五入”法决定是舍还是入。
[点评:教师充分放手让学生利用求整数的近似数的方法来迁移

学习求小数的近似数的方法,再通过“议一议”让学生归纳求小数的

近似数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3.教学例2。

(1)出示例2。

1.396保留两位小数、一位小数,它的近似数各是多少?
(2)学生尝试。
下面我们就用刚才的方法把1.396保留两位小数、一位小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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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近似数各是多少。请大家做在草稿本上。

1.396≈1.40(保留两位小数)

1.396≈1.4(保留一位小数)
(3)学生反馈。
重点反馈第1题。1.396保留两位小数为什么是1.40?
(看小数点右面第3位上的数是6,就要向百分位进1,百分位进

1后就变成10,百分位满10就向十分位进1,所以百分位就变成0,
十分位就是4。)

让学生完整地说出1.396保留两位小数的过程。
(4)“议一议”。
请大家思考一下,1.396保留两位小数的时候,近似数1.40末尾

的“0”能去掉吗? 为什么?
同桌讨论,再反馈。

1.40末尾的“0”不能去掉,因为1.40表示保留两位小数,如果去

掉末尾的“0”就是1.4,表示保留一位小数了。
老师:1.40与1.4表示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吗?
学生:1.40表示精确到百分位,1.4表示精确到十分位。
小结:近似数1.40末尾的“0”不能去掉。如果去掉“0”,它表示

近似数的精确程度不同,所以不能去掉小数近似数末尾的“0”。
[点评:加强了学生对求小数的近似数方法的学习,利用对小数

近似数1.40和1.4意义的理解,使学生明白,保留小数的位数不同,
表示的精确度也不相同。]

四、全课总结

同学们,我们今天这节课学习了什么? 怎样求一个小数的近似

数的? 求小数的近似数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五、巩固练习

1.课堂活动第1题。

同学们学得真不错,我们做一个小游戏吧!
(1)同桌两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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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两组交流。

2.练习十七第1题。

(1)学生读题,理解题意,弄清这道题有几个要求。
(2)学生独立练习。在数轴上标出小数,并求出小数的近似数。
(3)学生反馈。
(4)感受“四舍五入”法的合理性。
刚才练习时,0.14保留一位小数是多少?
现在我们在数轴上观察一下,0.14是更接近0.1还是0.2呢?

(0.1)为什么更接近0.1呢? (0.14与0.1的距离要短一些。)
十分位上的数比5小,在数轴上看就更接近0.1;十分位上的数

如果大于或者等于5,在数轴上看就更接近0.2。这正好就和“四舍五

入”法是吻合的,也说明用“四舍五入”法求小数的近似数很合理。

3.练习十七第2题。

学生先读题,然后教师示范其中1道题的书写格式。

23.45÷100=0.2345≈0.2
学生独立完成,然后反馈。

4.练习十七第3题。

学生独立判断,反馈时说出对或错的原因。
[点评:练习的设计既巩固了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的方法,

又通过数形结合的方式让学生感受了“四舍五入”法求小数的近似数

的方法的合理性,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重庆市渝北金港国际实验小学 唐红梅)

(重庆市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吴平)

第2课时 小数的近似数(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64页例3及课堂活动第2题,练习十七第4~6题及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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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进一步理解并掌握求小数的近似数的方法,知道数的改写与

求一个数的近似数的区别和联系。

2.能把一个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小数后,再求这个

小数的近似数。

3.体会求小数的近似数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会用所学知

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发展应用意识。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把不是整万或整亿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
单位的小数。

教学难点:数的改写与求一个数的近似数的区别。

【教具、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同学们,我们学习了把较大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
你有信心完成下面的练习吗?

1.填空。

730000=(  )万  92000000=(  )万
150000000000=(  )亿
学生独立练习。
把较大数改写成“万”或“亿”作单位的数的方法是什么?
小结:把较大数改写成“万”或“亿”作单位的数,就是把万位或亿

位后面的“0”去掉,然后再加写“万”或“亿”字。
反馈:说出改写的方法。(省略万们或亿位后面的尾数,在后面

加上“万”或“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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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要求写出下面小数的近似数。

保留两位小数:2.7384 20.37482
保留整数:409.912 37.499
学生完成后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求小数的近似数的。
[点评:通过对较大数的改写和求小数的近似数方法的复习,为

本节课的学习做好了准备,同时有效地利用原有知识来推动新知识

的学习。]

二、新课教学

1.教学例3第(1)题。

(1)创设情境。
出示题目:从题目中你获取了哪些数学信息? 这道题给我们提

出了怎样的要求?
(2011年,我国大中型拖拉机的产量是402000台,把它改写成用

“万”作单位的数。)
(2)理解“改写”的含义。
“改写”是什么意思? (“改写”就是不能改变数的大小,只改变计

数单位。)
改写后的结果是一个近似数还是准确数呢? (准确数。)
(3)尝试改写。
你们能试着将402000改写为用“万”作单位的数吗?
学生独立尝试改写,老师巡视,发现问题及时指导。
反馈:402000台=40.2万台。
(4)交流改写方法。
同学们,你能说一说你是怎样改写的吗?
预设1:把402000缩小10000倍,然后加上“万”,得到40.2万。
老师:把402000缩小10000倍,应该把小数点向哪边移动几位?
学生:应该把小数点向左边移动4位。
预设2:先找到402000的万位,然后在万位的右下角点上小数

点,再去掉小数末尾的“0”,最后加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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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为什么要在万位的右下角点小数点呢?
学生:因为是要求改写成用“万”作单位。
(5)说改写过程。
同学们真不错,能利用学过的知识解决今天的问题。那你们能

完整地说一说整个改写的过程吗?

①请一位学生说。

②同桌相互说。
(6)小结。
我们把一个数改写成用“万”作单位的数,应该把这个数的小数

点向左移动4位,去掉小数末尾的“0”,再加上“万”。或者在万位的

右下角点上小数点,去掉小数末尾的“0”,再加上“万”。
[点评:通过对“改写”的理解,让学生用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

数大小的变化规律来学习整数的改写。教师放手让学生去尝试改

写,然后在交流中对学生进行引导与点拨,并重视学生说出改写

过程。]

2.教学例3第(2)题。

同学们真是会学习、会思考的好孩子。下面这道题又给我们提

出了怎样的要求呢?
(1)理解题意。
要解决这一道题,我们应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先改写,再求

近似数。)
(2)独立练习。
你能按要求用我们学过的方法试着完成吗?
反馈:571210000吨=5.7121亿吨≈6亿吨。
(3)交流改写方法。
同学们很不错,谁愿意把你改写的方法与大家分享一下呢?
学生:把571210000的小数点向左边移动8位,点上小数点,然

后添上“亿”字,就得到5.7121亿吨。
老师:小数点向左边移动8位,就是什么位?
学生: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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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说得很好! 我们在亿位的右下角点上小数点,去掉小数末

尾的0,再添上“亿”字就可以了。
(4)求近似数。
老师:谁来告诉是如何将5.7121亿吨保留整数的?
学生:保留整数,就要看十分位,十分位上是7就要入,所以约等

于6吨。
老师:把你们取得的结果一起读出来好吗?
(5)数的改写与求一个数的近似数的区别和联系。

①出示讨论题:数的改写与求一个数的近似数有什么不同点和

相同点?

②学生讨论,教师巡视。

③反馈。
不同点:一是连接的符号不同。改写的数是一个准确数,它与没

有改写前的那个数完全相等,所以用“=”;而求近似数改变了原数的

大小,是一个和原数很接近的数,所以要用“≈”。二是方法不同。数

的改写,就是在万位或亿位的右下角点上小数点,然后去掉小数末尾

的0,再加写“万”或“亿”;求近似数,要先看清所保留的位数,然后看

保留位数的后一位上的数,再按“四舍五入”法决定是舍还是入。
相同点:它们的计数单位都发生了变化。改写的时候,原来的计

数单位是一,改写后计数单位是万;取近似数的时候,原来的计数单

位是0.0001,取近似数后的计数单位是一。

④小结。
数的改写与求近似数的不同点是连接的符号不同,数的改写和

求近似数的方法也不同。相同点是它们的计数单位都变了。
[点评:通过讨论数的改写与求一个数的近似数的不同点和相同

点,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改写和求近似数的区别与联系,加深了对这两

个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3.“试一试”。

同学们,让我们用今天学习的方法来完成教科书第64页的“试
一试”,做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是数的改写还是求小数的近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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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独立完成。
(2)汇报交流。
反馈时重点说改写和求近似数的方法。

4.总结。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数的改写与求近似数

的不同点和相同点是什么? 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三、巩固练习

同学们,有没有信心挑战一下今天的练习呢?

1.课堂活动第2题。

(1)一个两位小数的近似数是3.5,这个小数可能是多少?
(3.45,3.46……3.53,3.54。)
(2)请学生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3)结合数轴让学生感受,这些两位小数都离3.5比较近。

2.练习十七第6题。

学生读题,说一说这道题的意思。
你能不能结合这些数在数轴上的位置,来看一看这些小数最接

近哪个整数。
学生尝试填写,然后反馈,反馈时要引导学生说出为什么要填这

个整数。

3.练习十七第4,5题。

学生独立练习。

4.练习十七思考题。

近似数4.30是精确到哪一位? 千分位上的数可能会“舍”,也可

能会“入”。
千分位上的数如果是“舍”,有几种可能? 如果是“入”又有几种

可能?
(重点引导“入”时,千分位上的数要入,百分位为9,十分位

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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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三位小数最大是4.304,最小是4.295。
[点评:练习的设计既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落实,又注重学生的

独立思考。让学生自己尝试去分析与理解,当遇到困难时教师再给

予适当的点拨,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重庆市渝北金港国际实验小学 唐红梅)






 

整理与复习

第1课时 整理与复习(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66~67页整理复习第1,2,5题,练习十八第1,2,3,

5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理解并掌握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2.熟练掌握小数相邻计数单位的十进关系和数位顺序表,以及

小数的大小比较。

3.经历知识整理的过程,感受数学知识的严谨。

【教学重、难点】

进一步理解并掌握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同学们,今天这节课老师将和大家一起来整理与复习这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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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
[点评:开门见山直接揭示课题,让学生一开始就明确本节课的

学习内容。]

二、整理单元内容

1.分组交流、整理。

同学们,回想一下本单元我们都学习了哪些内容? 请大家结合

教科书,在4人小组内议一议,然后用自己喜欢的形式将学习内容清

楚、明确地整理在练习本上。

2.分组汇报并展示。

教师根据小组汇报情况将知识整理如下:

小数

小数的意义

小数的性质

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小数的近似数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同学们整理得真好! 其实整理知识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用表

格、框架图、树枝图等,其目的都是让我们对学过的知识更加条理化

和系统化,以便于理解和掌握。

3.在这些知识的学习中,你有哪些收获? 又有哪些不足?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小数的知识,弥补学习中的不足。今天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复习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点评:教师放手让学生自主整理本单元的知识,让学生经历整

理知识的全过程,并在交流中感受整理方式的多样性,体会了整理知

识的优越性。]

三、复习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1.复习小数的意义。

(1)谁来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小数?
(2)完成第66页第1题。
学生先独立练习,然后说一说为什么要用这个小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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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结:像这种把一个整体平均分成10分、100份、1000份

……其中的一份或几份不但可以用分数表示,还可以用一位小数、两
位小数、三位小数……来表示,小数就是一种特殊的分数。

(4)小数的计数单位有哪些? 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有怎样的

关系? (老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把数位顺序表补充完整。)
数位顺序表

整数部分 小数点 小数部分

数位

名称
…… 万

位
千
位

百
位

十
位

个
位

计数

单位
…… 万 千 百 十

一

(个)

.

十
分
位

百
分
位

千
分
位

万
分
位

……

0.1 0.01 0.001 0.001 ……

  (5)小结:在数位顺序表中,小数点的左边是整数部分,右边是小

数部分,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是10。

2.复习小数的性质。

(1)谁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小数的性质?
(2)下面请同学们运用小数的性质完成下面的练习。
不改变小数的大小,把下面的小数改写成两位小数。

0.050=(  ) 0.9=(  ) 3.140=(  )

60.3=(  ) 103.090=(  ) 12=(  )
学生独立做在练习本上,再抽学生汇报。
追问:0.050中可以去掉小数点后面的“0”吗? 为什么?
如何将12改写成两位小数?
(3)小结:利用小数的性质我们可以改变小数的位数,但要注意,

只能在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去掉“0”。

3.小数的大小比较。

(1)请同学们想一想如何比较两个小数的大小? (先比较整数部

分,如果整数部分相同再比较小数部分的十分位,如果……)
(2)下面就请同学们完成第66页第2题和第67页第5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再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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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第2题时要说出为什么用这几个点表示这3个小数,还要

说出比较大小的方法。教师引导学生用数形结合的方法观察这3个

小数与0的距离,得出数轴上越往右边的数越大,所以这里的0.24最

大,0.05最小。
(3)小结:小数大小比较时,我们可以先比较整数部分,然后再十

分位、百分位依次比下去;还可以充分利用数轴,在数轴上,越往右数

就越大,越往左数就越小,也就是在数轴上右边的数大于左边的数。

4.小结。

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复习了哪些内容? 还有疑惑吗?
[点评:边复习知识点边练习,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同时体现学

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老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四、巩固练习

下面我们就运用这些知识来做一做相关的练习。

1.练习十八第1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反馈,并引导学生理解把0.1平均分成10份,每
份是0.01。

2.练习十八第2题。

抽学生口答。

3.练习十八第3,5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反馈。
“5吨6千克○5.6吨”是怎样比较大小的? 引导学生得出要换

算成相同单位后才能进行比较。
[点评:练习的设计既注重学生知识的落实,又注重学生的独立

思考。边练习边反馈,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同时又体现老师的主

导作用。]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路小学 王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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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时 整理与复习(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66页整理复习第3,4,6,7,8,9,10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理解并掌握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

规律。

2.熟练掌握求小数近似数的方法。

3.在复习的过程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养成认真仔细

的习惯。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并掌握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教学难点:名数的互化。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上节课我们复习了小数的意义和性质,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复习

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和小数的近似数。
[点评:承上启下、开门见山地揭示课题,让学生一开始就明确本

节课的学习内容。]

二、复习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

1.利用规律把小数扩大或缩小。

(1)谁来说一说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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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2)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有什么用呢?
小结:利用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我们可以

把一个小数扩大到原数的10倍、100倍、1000倍……也可以把一个

小数缩小到原数的
1
10
,1
100
,1
1000

,…还可以利用这个规律进行名数

的互化。
(3)请同学们仔细读题,将下面两道题独立列式,并解决在练习

本上。

①把4.05扩大到它的10倍、10倍、1000倍,各是多少?

②把31.4缩小到它的
1
10
,1
100
,1
1000

,各是多少?

抽学生反馈,并说一说自己是怎样想的。
小结:把一个小数扩大到原数的10倍、100倍、1000倍,…就是

将这个小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两位、三位……反之把一个小数

缩小到原数的
1
10
,1
100
,1
1000

,…就是将这个小数的小数点向左移动

一位、两位、三位……位数不足时用“0”补足。

2.单位换算。

(1)利用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规律还可以进行

单位的换算,请同学们把这几道题做在练习本上,想一想你是怎么换

算的?

85cm=(  )m     3.08km=(  )m
3kg20g=(  )g     6.02吨=(  )吨(  )千克

学生反馈时,请学生说出换算的方法。
(2)小结:单位换算先要仔细观察等号左右两边的单位。第1题

是小单位化大单位,方法是除以进率。第2题大单位化小单位,方法

是乘进率。单位之间的进率可不能记错。第3题是单位换算,把

3kg20g分为两部分,即3kg和20g,20g就是20g,只把3kg换成

3000g,再把3000g和20g合起来就是3020g。第4题是单名数化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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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数,把6.02吨分解成两部分,即6吨和0.02吨,6吨就是6吨,然后

把0.02吨换成20千克,即6吨20千克。无论是复名数化单名数,还
是单名数化复名数,都是把原名数分成两部分,相同单位的部分不

变,把不同单位进行改写。

3.完成第66页第3,4题。

学生独立做在教科书上,然后再反馈。
[点评:边复习知识点边练习和小结,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如

单位的换算,学生反馈后老师再重点点评和小结,体现了学生是课堂

学习的主体,老师是主导,同时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三、复习求小数的近似数

下面我们一起来复习如何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请同学们将下

面的练习完成在练习本上,并想一想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的方法是

什么?

1.求小数的近似数。

7.28吨≈(  )吨(保留一位小数)

12.574≈(  )(保留两位小数)

43.5896≈(  )(保留三位小数)
学生独立完成后反馈,并说一说自己的方法。
追问:43.590吨末尾的“0”为什么不去掉呢? (如果去掉末尾的

“0”就不再是保留三位小数了。)
小结:求小数的近似数时我们应仔细观察保留位数的后一位,如

果后一位小于5就舍去,如果大于或等于5就向前一位进1。

2.将下面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为单位的数。

5023000件=(  )万件    7560000000=(  )亿
学生独立练习后反馈,并说出自己的方法。
小结:把一个多位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为单位的数,我们只需

在万位或亿位的右下角点上小数点,再把这个小数末尾的“0”去掉,
然后加上“万”或“亿”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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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的改写与求小数的近似数的比较。

数的改写与求小数的近似数有哪些不同点和相同点?
不同点:数的改写,数的大小不变,所以中间用“=”连接;而求小

数的近似数,小数的大小变了,所以中间用“≈”连接。
相同点:它们的计数单位都变了。

4.今天这节课我们复习了哪些内容? 你还有什么疑惑?

[点评:复习与练习交替进行,反馈与小结相结合,让学生充分体

会知识的系统性和严谨性。复习中教师都是让学生先尝试,再说出

自己的方法,然后小结,充分体现了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老师是

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四、巩固练习

下面我们就运用今天所复习的方法来做一做相关的练习。

1.练习十八第4题。

学生独立完成在教科书上,然后反馈。
在做这两个小题时我们应注意什么? (要看清楚是改写还是求

近似数。)

2.练习十八第6题。

学生先独立尝试做在教科书上,再重点反馈第(3)小题。
求湖面一周的长,也就是求湖面的周长。湖面的四周插了280

面彩旗,也就是把湖面的一周平均分成280段。为什么是平均分成

的280段呢? (这属于植树问题中的在封闭图形中植树,老师可以举

例简单地介绍。)

3.练习十八第7~10题。

学生独立练习。
[点评:练习的设计既注重学生知识的落实,又注重学生的独立

思考。当学生在求湖面周长遇到困难时,教师应给予适当的点拨,这
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路小学 王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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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与实践:防灾小常识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69页综合与实践:防灾小常识。

【教学目标】

1.了解并掌握生活中的一些防灾小常识,知道灾难中有序疏散

和时间的重要性。

2.知道“活命三角区”,感受三角形在灾难中的重要作用。

3.在活动的过程中,了解灾难的危害,学会用数学知识解决灾难

中的实际问题。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防灾自救的小常识,学会用数学知识解决灾难中

的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知道“活命三角区”。

【教学准备】

班级紧急疏散图。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同学们,你知道“5.12汶川大地震”吗? 在这次大地震中,伤亡、
失踪的人数达到了1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1万亿元! 你知道

2010年上海“11.15”特大火灾吗? 在这次大火中有58人遇难,还有

70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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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经常都会发生一些自然或人为

的灾难。同学们,你还知道有哪些灾难?

  雷电、洪水、泥石流、海啸、台风、冰雹……

  2.灾难给人们带来了这么多危害,那灾难来临时我们应

该怎么办呢?

  预设1:地震时我们应迅速地跑到空旷的地方。
预设2:地震中,要是来不及跑,我们应躲在坚硬的物体下面。
预设3:要是发生火灾了,我们应迅速地沿着楼道跑,然后及时拨

打119报警。

3.揭示课题。

同学们自救的方法真不少,可哪些方法是科学合理的呢? 今天

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防灾小常识”。
[点评:联系生活中灾难的场景,让学生知道我们生活中会发生

很多灾难并感受灾难的危害,明确学习科学、合理自救方法的必

要性。]

二、学习自救方法

1.自救方法一:有序疏散。

(1)案例分析。
下面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
案例一:2005年10月25日晚8时,四川省通江县广纳镇小学下

晚自习时,学生刚出教室,灯突然熄灭,这时不知谁大喊了一声:“鬼
来了!”楼道一片漆黑,大家都争着向楼下奔跑,突然前面有同学摔

倒,后面的同学不知情况仍向下冲,并踩在摔倒同学身上,接着又有

同学摔倒、踩踏,现场惨叫不断,但后面的同学仍不断地向楼下奔跑,
现场一片混乱。这次踩踏事故造成了7名同学被踩死,5人重伤,13
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案例二:5.12汶川大地震中,位于震中的安县桑枣中学,学生、老
师无一人伤亡。据新华网报道,该校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都要组

织一次全校性的紧急疏散演习,工作做得非常仔细,每个班的疏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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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楼梯的使用、不同楼层学生的撤离速度、到操场的站立位置等,都
事先固定好,力求快而不乱,井然有序。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

时,全校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

中,全部冲到操场,用时1分36秒,无一人伤亡,创造了一大奇迹。
同学们,听了这两个案例,你有什么感受?
预设1:遇事不要惊慌,应有序疏散。
预设2:我们平时应多进行疏散演习。
预设3:在疏散中我们应按疏散图的指向离开。
(2)认识紧急疏散图。
同学们说得真好! 刚才有同学说到了紧急疏散图,那你能看懂

我们教室的紧急疏散图吗?
老师出示班级紧急疏散图。

①谁能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教室的紧急疏散线路? (抽3~5名学

生来说。)
要是我们在科学教室又该按怎样的线路疏散呢?

②二楼或者三楼的同学又该按怎样的路线疏散呢?

③如果一楼、二楼、三楼的同学同时都需要疏散,那又该怎样疏

散呢? (引导学生理解这种情况一定要沿规定路线有序疏散,先一楼

再二楼然后三楼。)
小结:同学们说得真不错! 看来通过刚才的学习,同学们都知道

了我们教室的紧急疏散线路。其实我们在紧急疏散时,就要按照平

时训练的疏散线路走,而且还要做到不惊慌和有序,这样我们才能安

全疏散。

2.自救方法二:活命三角区。

刚才同学们知道了灾难自救的第1种方法:有序疏散。下面我

们来学习第2种灾难自救方法。
(1)了解活命三角区。
加拿大人库普号称“全世界最有经验的救援队长”,他在1996年

做了一个实验。他的团队将20具人体模型分别放在一栋楼内的桌

子底下和旁边,然后炸毁这座楼房。现场清理报告显示,桌子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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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具模型均被掉下的房顶“砸死”,而旁边的10具则全数“生还”。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地震发生后,室内的人应该躲在大

而坚硬的物体旁,这样墙体和梁倒下后能与该物体形成一个三角空

间,躲在里面便可活命。这个三角空间就叫“活命三角区”。
(2)找“活命三角区”。

①我们先来看看讲桌的活命三角区在哪里。
请一个学生上台蹲在讲桌的旁边,教师讲解示范讲桌的活命三

角区在哪里。

②老师指定一些物体,让学生找到它的“活命三角区”。

③在教科书上画出冰箱、沙发、书桌的活命三角区。
小结:同学们学得真好! 很快就能找到这些物体的“活命三角

区”。其实当地震来临时,我们应在第一时间有序而迅速地疏散撤

离,如果来不及撤离,我们就可找这些大而坚硬物体的“活命三角区”
来躲避。

3.了解更多自救的方法。

同学们,当灾难来临时我们还有很多的自救方法,你还知道哪

些呢?
预设1:当楼房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因为火灾时要断电,这

样就会被困在电梯里。我们应从楼道迅速撤离。
预设2:当在户外遇到雷电时,我们应迅速躲在干燥的屋檐下或

躲进屋里。
预设3:当遇到洪水时,我们应往高处跑。
小结:同学们说得真好! 当灾难来临时,我们应首先应保持清醒

的头脑,千万不要慌乱,再迅速采取方法自救和互救。
[点评:通过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和科学的实验,让学生体会“紧急

疏散演习”和“活命三角区”的重要意义,了解并掌握更多防灾自救的

方法,增强防灾意识。如找一找教室的疏散线路、生活中大而坚硬物

体的“活命三角区”等。]

三、解决问题

通过刚才的学习,同学们已经掌握了一些防灾小常识和自救的

·481·

义务教育教科书 数学教案选





方法。那在灾难中,数学知识都能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呢?

1.老师举例示范。

同学们,地震一般持续的时间是30秒到1分。我校紧急疏散1
层楼的所有学生需要15秒,当地震来临时,我校4层楼的所有学生

能安全疏散完吗? 请同学们在练习本上算一算。
学生独立做后反馈。

4-1=3(层)     3×15=45(秒)

2.学生举例。

同学们,你能像老师这样举例说一说数学知识在灾难中的应

用吗?
预设1:在火灾中,一般火灾的初期阶段是3~5分,这个阶段最

好逃生。当楼层失火时,只能走楼梯。紧急逃生一层楼需要15秒,
我家住14楼,我们一家能安全逃到1楼吗?

3.练习。

同学们说得真好! 下面我们就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来解决灾难

中的问题。
(1)小芳家住15楼,当火灾来临时,只能走楼梯。若小芳爷爷走

一层楼需要28秒,请你帮小芳算一算爷爷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走到

楼下?
学生独立做后反馈,反馈时说一说自己的解决方法。

15×28=420(秒)   420秒=7分

如果学生的方法是:15-1=14(层),14×28=392(秒)也是正确

的,只要能讲清楚道理。(同时也让学生明白火势较大时不能乘坐电

梯的防灾小常识。)
(2)如果消防大队接到火警电话后集结需要1.5分,再以每时

60km的速度赶到3km外的小芳家,请您帮小芳算一算消防大队赶

到火灾现场需要多少时间?
学生单独做后反馈,反馈时说一说自己的解决方法。
方法:60÷60=1(km)  3÷1=3(分)  1.5+3=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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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同学们,看来数学知识的用处真大! 能帮我们解决这么多灾难

中的问题。当灾难来临时,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应抓紧时间逃生、自
救、互救,把灾难的危害降到最低。

[点评:练习的设计以现实生活中的灾难为素材,以学生已有数

学知识为基础,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既注重老师的示范性也体现学

生的独立思考。]

四、活动拓展

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防灾小常识。你都有哪些

收获呢? (抽3~5名学生说。)
同学们,我们还可以通过查阅资料、上网收集等途径,了解还有

哪些灾难? 每种灾难来临时可以采用哪些避险或自救、互救方法?
[点评:通过查阅资料、上网收集等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强防灾的

意识,掌握防灾的小常识。]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路小学 王福朋)
(重庆市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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