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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五年级上册数学高效课堂导学案设计 

  编写时间：    年  月  日 

教学课题 五下第一单元   图形的变换 

学案编写者  教学用课时    3 

学案使用者            第   周星期  用 

教

学 

目

标 

 

课（章节）

教学 

目标 

1. 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图形的轴对称，探索图形成轴对称的特征和性质，并能

在方格纸上画出一个图形的轴对称图形。 

2. 进一步认识图形的旋转, 探索图形旋转的特征和性质，能在方格纸上把简

单图形旋转 90o。 

3. 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对称、平移和旋转的方法在方格纸上设计图案,进一

步增强空间观念。 

4. 让学生在上述活动中，欣赏图形变换所创造出的美,进一步感受对称、平

移和旋转在生活中的应用，体会数学的价值。 

教学重点与难点 发展空间观念。培养学生的空间想像力和思维能力。 

教学准备与手段 课件 

 

第一课时：轴对称图形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观

察图形，

分析图形

特点 

 

 

 

一、观察图形，分析图形特点 

师出示主题图：大家看这些漂亮的图案，你

知道它们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吗？看一下这些图案

有什么特点？  

学生观察，可能会

根据图形的变换把这

些图形分成几类，教师

引出本单元内容的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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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

索认识轴

对称图

形，掌握

轴对称图

形的性质 

 

 

 

 

 

 

 

 

 

 

 

 

 

 

 

 

 

二、探索认识轴对称图形，掌握轴对称图形的

性质 

师：同学们观察的都很仔细，老师这里就有很

多轴对称图形，想一想，你们还能说出哪些对称

图形呢？ 

 

问题：这些图形的对称轴是什么？大家还记得

吗？（让学生回忆并独立画出蜻蜓的对称轴，教

师在前面做示范。） 

索发现图形成轴对称的性质 

师：我们画出了这些图形的对称轴，老师这里

有一个对称图形，上面画的是什么？仔细看

看， 虚线是？（图形的对称轴）A 和 A′，B

和 B′，C 和 C′字母对应的位置有什么特点

呢？（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概括出轴对称的特

征） 

演示：沿虚线折叠，两个“小草”图案，也将

完全重合。 

 

 

 

 

 

 

 

 

 

  活动：大家试一试画

出其它图形的对称轴！

（学生自己在书上画

出图案的对称轴，教师

巡视，给出指导）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

巡视，如果学生有困

难，提示学生只要找到

左边图形的几个关键

点的对称点，再连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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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旋转 

 

 

 

 

 

 

 

 

三、

折一折、

剪一剪。 

 

总结：对应点到对称轴的距离相等。 

1． 活动：画出对称图形 

师：我们看了这么多漂亮的图案，也掌握了

轴对称图形的特征，下面，我们就来画一画。

你能画出小房子的另一半吗？怎样能又快又

准确的画出来呢？ 

出示例题 2，画出下面图形的对称图形！看哪

位同学画的又快又好！ 

 

总结：利用图形成轴对称 的特征和性质找关

键点的对称点。 

三、折一折、剪一剪。 

 

师：我们把一张纸连续对折三次，画上一个图

形，想一想，剪出的会是什么图案？（学生思考

并给出答案，教师引导） 

师：下面我们就自己来试一试！自己设计一个

图形，想一下，剪一剪，是自己想要的图案吗？ 

学生自己在下面活动，并展示自己的作品，大

家共同讨论。 

 

可以了 

 

 

 

 

 

 

学生自己在下面活

动，并展示自己的作

品，大家共同讨论。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认

识 旋

一、认识旋转，探索旋转图形的特征和性质 

1．认识旋转，探索旋转图形的特征和性

质 

师：我们已经认识的轴对称图形，还有

观察钟表的表针旋转的过

程，思考并理解相应的问题： 

（1）指针从“12”到“1”

是怎样旋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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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探

索旋转

图形的

特征和

性质 

 

 

 

 

 

 

 

 

 

 

 

 

 

 

 

 

 

 

 

 

 

 

 

 

一些图案是利用某个图形旋转得来的，就好

像时钟的指针，（出示教具钟表）你们能说

出时钟的指针是怎么运行的吗？ 

师：老师这里就有一个风车， 它是由四

个颜色的三角形组成的，在风的吹动下，风

车是如何旋转的。（学生可以说清楚风车发

生了怎样的变换） 

 

问题：风车旋转后，每个三角形有什么变化？ 

（学生会发现风车上的每个三角形都绕 O 点

逆时针旋转了 90°；旋转后的三角形的形

状、大小都没有发生变化，只是 

位置变了。） 

注意：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学生可能会

发现每个三角形的边都绕 O 点逆时针旋转了

90°；每个顶点都绕 O点逆时针旋转了 90°；

对应点到 O 点的距离都相等；对应点与 O 点

所连线段的夹角都是 90°等。必要时，可借

助学具操作帮助学生理解。 

2．活动：画一画 

师：（出示例题 4）在方格纸上把一个图

形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提示：只要找到三角形 AOB 的几个顶点

的对应点，再连线就可以了； 

在确定对应点的位置的时候，可以利用

已经掌握的图形旋转的特征和性质方面的知

识。如“对应点与 O 点所连线段的夹角都是

90°；对应点到 O 点的距离都相等”等，再

借助方格纸、三角板等，来确定顶点的对应

点的位置。无论学生用哪种方法，只要能按

要求画出旋转后的图形，都是可以的。必要

时，可借助学具操作帮助学生理解。 

3．欣赏并设计 

（2）指针是绕哪个点旋

转？ 

（3）向什么方向旋转？转

动了多少度？ 

 

 

 

 

 

 

 

学生分小组合作完成 

 

 

 

 

 

 

 

 

 

 

学生利用基本图形绕旋

转中心 O 旋转画出图形。题中

没有给出旋转的角度和方向，

学生完全可以根据所设计图

案的需要自行确定。可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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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欣赏 设 计 

 

 

 

 

 

 

 

 

二、多

种方法

运用 

 

 

 

 

 

三、数

学 游

戏：设

计镶嵌

图案。 

 

（1）欣赏并分析 

师：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旋转，下面这

些漂亮的图案就是利用图形的旋转设计出来

的，你能说一说它们是利用什么图形经过怎

样的旋转得到的吗？ 

注意：分析时要让学生说清：是哪个图形

绕哪个点旋转，是向什么方向旋转。 

（2）自己画一画：利用旋转设计一朵小花 

二、多种方法运用 

师：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掌握了在

方格纸上将图形平移、对称和旋转的方法。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方法设计各种美丽的图

案。 

此时，教师应鼓励独立完成设计图案的任

务，再在全班展示交流。学生可能分别运用

平移、对称和旋转变换设计图案；也可能综

合运用不同方法设计图案。教师不必作统一

要求，同时注意对学生的设计要多给予肯定

和赞赏。 

三、数学游戏：设计镶嵌图案。 

年级学生初步了解了图形的密铺（镶嵌）

现象，本单元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学游戏拓

展镶嵌图形的范围，让学生用图形变换设计

镶嵌图案，进一步感受图形变换带来的美感

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 

 

交流。在设计图案的过程中，

要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进一

步理解旋转的特点和性质，体

会旋转所创造的美 

 

 

 

 

 

 

 

 

 

本活动可放手让学生独

立设计，再进行交流。分析交

流丰富多彩的镶嵌图案时，不

管运用了什么变换，其本质都

是把可镶嵌的基本几何图形

进行分割后再经过图形变换

拼组而成的镶嵌图形。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情境

导入 

一、情境导入 

利用课件显示课本第 7 页四

幅美丽的图案，配音乐，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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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

新 

 

 

 

 

 

 

 

 

 

 

 

 

 

 

 

 

 

 

 

 

 

 

 

 

 

 

欣赏。 

 二、学习新 

(一)图案欣赏： 

1、伴着动听的音乐，我们欣

赏了这四幅美丽的图案，你有什

么感受？ 

2、让学生尽情发表自己的感

受。 

(二)说一说： 

 1、上面每幅图的图案是由哪

个图形平移或旋转得到的？  

    2．上面哪幅图是对称的？先

让学生边观察讨论，再进行交流。 

巩固练习 

（一）反馈练习： 

完成第 8 页 3 题。 

1、这个图案我们应该怎样

画？ 

2、仔细观察这几个图案是由

哪个图形经过什么变换得到的？  

（二）拓展练习： 

1、分别利用对称、平移和旋转创

作一个图案。 

2、交流并欣赏。说一说好在哪

里？ 

  对称、平移和旋转知识广泛地

应用于平面、立体的建筑艺术和

几何图像上，而且还涉及到其它

领域，希望同学们平时注意观察，

都成为杰出的设计师。 

   布置作业： 

教材第 9 页第 5 题。 

板书设计： 

 欣赏和设计 

图案 1      图案 2 

图案 3     图案 4 

对称、平移和旋转知识有广泛

的应用。一）尝试创造： 

让学生尽情发表自己的感受。 

 

 

 

 

 

 

 

 

 

交流并欣赏 

 

 

 

 

作业设计 

1、如图： 

 

（1）指针从“1”绕点 O 顺时针

旋转 60°后指向“（   ）”。 

（2）指针从“1”绕点 O 逆时针

旋转 90°后指向“（   ）”。 

（3）指针从“1”绕点 O 逆时针

旋转 180°后指向“（   ）”。 

2、画出图形的另一半，使它成

为一个轴对称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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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五下（备课）用表 

                                 编写时间：2014 年  月  日 

教学课题 五上册第二单元 因数与倍数 

 

 

 

三、多种

方 法 运

用 

 

 

 

 

 

四、数学

游戏：设

计图案。 

 

 

 

让学生做第 8 页第 1、2 题。 

1、鼓励学生用学过的图形设计图

案，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

求。 

2、交流时，教师对有创意、绘图

美观的同学给予表扬和激励。 

（二）设计图案： 

做第 10 页“实践活动”7 题。 

1、 提出三个步骤： 

（1）先选择一个喜欢的图形； 

（2）再确定你选用的对称、平移

和旋转的方法； 

（3）动手绘制图案。 

2、分别利用对称、平移和旋转创

作一个图案后，全班交流。 

巩固练习 

（一）反馈练习：  

1、制作“雪花”： 

取一张正方形纸，按书上所示的

方法对折和剪裁。可以经过多次

练习，直到会剪一朵美丽的“雪

花”。 

2．作品展示。 

3、独立观察并尝试做第 9 页第 5

题。 

四、全课总结 

全班交流各自的作品，选出好的

作品互相评价，全班展览 

 

3、画一画 

（1）绕 O 点顺时针旋转 90° 

 

（2）绕 O 点逆时针旋转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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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编写者    教学用课时 4 

学案使用者            第   周星期  用 

教

学 

目

标 

课（章节）

教学 

目标 

1．使学生掌握因数、倍数、质数、合数等概念，知道有关概念之间的联

系和区别。 

2．使学生通过自主探索，掌握 2、5、3 的倍数的特征。 

3．逐步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 

教学重点与难点 
因数和倍数的意义，理解除尽和整除，因数和倍数等概念间的联系和区别。

掌握能被 2、5 整除数的特征，理解奇数、偶数的概念。掌握能被 2 和 5 同

时整除的数的特征。 

教学准备与手段 课件 

第一课时：因数与倍数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 

创 

设 

情 

境 

 

 

 

 

 

 

 

 

 

一、创设情境，通过除法算式来引

出整除的概念。 

1．计算下面三组题。 

（1）23÷7＝   （2）6÷5

＝    （3）15÷3＝ 

     11÷3＝        1.8÷3

＝        24÷2＝ 

2．观察并回答。 

问题： 

（1）上面哪个算式中的第一个数

能被第二个数整除？ 

（2）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说“一

个数能被另一个数整除”？ 

（3）如果用整数 a 表示被除数，

整数 b（b≠0）表示除数，可以怎

样说？ 

 

思考：我们在说一个数能被另一个

数整除时，必须具备哪几个条件？ 

总结：被除数、除数都是整数，除

数不等于 0，商必须是整数且商的

后面没有余数。 

 

 

 

 

总结： 

除尽——被除数和除数（不等于

0），不一定是整数，商是有限小数，

没有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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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 

索 

研 

究 

 

 

 

 

 

 

 

 

 

 

 

 

 

 

 

 

 

 

 

 

 

 

3．区别除尽与整除。 

像 6÷5=1.2   1.8÷3=0.6 我们

只能说第一个数能被第二个数除

尽。 

4．引入课程内容 

师：一个数能被另一个数整除表示

的是两个整数之间的一种关系，它

们还有另一种关系，这就是我们今

天要学习的因数和倍数关系（板书

课题：因数和倍数的意义） 

二、探索研究 

1．小组学习——因数和倍数的意

义。 

（1）师出示场景图例 1： 

问题：根据图中显示的飞机架数，

你能列出什么算式？（6×2＝12，

2×6＝12） 

师讲述：在 2×6＝12 这个算式中，

2 和 6 都是 12 的因数，12 是 2 的

倍数，它也是 6 的倍数。 

（2）师出示场景图例 2：现在飞

机的队列发生了变化，看看图，你

还能列出什么算式？ 

师讲述：这里 3、4 和 12 是什么关

系？它们谁是谁的因数，谁是谁的

倍数呢？ 

（3）师：我们知道了 12 的因数有

1、2、3、4、6、12 共六个，而 12

分别是这些数的倍数。 那么老师

要提出一个问题：两个数在什么情

况下才有因数和倍数关系？（学生

小组讨论） 

总结：如果 a×b＝c，那么：a、b

都是 c 的因数，c 是 a 和 b 的倍数。 

2．思考并讨论总结 

①5×0.8＝4，能说 5 和 0.8 是 4

的因数，或 4 是 5 和 0.8 的倍数

整除——被除数和除数（不为 0）

都是整数，商是整数，没有余数。 

 

 

 

（学生分组讨论） 

问题：你还能找出 12 的其它因数

么？ 

教师引导学生列出乘法算式 1×

12=12 或 12×1=12，概括出“1 和

12 都是 12 的因数，12 是 1 和它本

身的倍数”。 

 

 

 

 

 

 

在同一个乘法算式中，两者都是指

乘号两边的整数，但前者是相对于

“积”而言的，与“乘数”同义，

可以是小数，而后者是相对于“倍

数”而言的，与以前所说的“约数”

同义，说“谁是谁的因数”时，两

者都只能是整数。 

 

 

区分“倍数”与前面学过的“倍”

的联系与区别。“倍”的概念比“倍

数”要广。如我们可以说“15 是 3

的 5 倍”，也可以说“1.5 是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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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 

践 

延 

伸 

 

四、 

课 

堂 

小 

吗？ 

②2 是 12 的因数，12 是 2 的倍数，

能不能说“2 是因数，12 是倍数”。 

③乘法算式各部分名称中的“因

数”和本单元中的“因数”的联系

和区别。 

④“倍数”与前面学过的“倍”的

联系与区别。 

总结： 

①我们这里说的因数和倍数是以

“整除”为基础，如 5×0.8＝4，

虽然等式成立，但不能说 5 和 0.8

是 4 的因数，或 4 是 5 和 0.8 的倍

数。 

②因数和倍数是一对相互依存的

概念，不能单独存在。a 是 b 的因

数，反过来 b 就是 a 的倍数。“2

是 12 的因数，12 是 2 的倍数”而

不是“2 是因数，12 是倍数”。 

③区分乘法算式各部分名称中的

“因数”和本单元中的“因数”的

联系和区别。 

3．例题分析巩固 

出示例题 1：18 的因数有哪几个？

你是怎么知道的？ 

引导学生利用算式，分析 18 可以

由两个数相乘，得到 18 的因数。

注意说法的规范。 

三、课堂实践并延伸 

1．完成“做一做”。 

30 的因数有哪些？36 呢？一个数

的最小因数是什么？最大的因数

呢？ 

2．你能找出多少个 2 的倍数呢？

（出示例题 2） 

结论：一个数的最小倍数是它本

的 5 倍”，但我们只能说“15 是 3

的倍数”，却不能说“1.5 是 0.3

的倍数”。 

 

 

 结论：一个数的最小因数是 1，最

大因数是它本身，因数的个数是有

限的。 

习题精选 

一、填空： 

1．5×7=35，（）是（）的倍数，

（）是（）的因数。 

2．9×10=90，（）是（）的倍数，

（）是（）的因数。 

3．23×1=23，（）是（）的倍数，

（）是（）的因数。 

4．在 8 和 48 中，能被整除，是的

倍数，是的因数。 

5．在 2、3、6、15、16、24、48

中，是 48 的因数，是 2 的倍数。 

二、判断题 

1．任何自然数，它的最大因数和最

小倍数都是它本身．() 

2．一个数的倍数一定大于这个数的

因数．( ) 

3．因为 1.2÷0.6=2，所以 1.2 能

够被 0.6 整除．() 

4．一个数的因数的个数是有限的，

一个数的倍数的个数是无限的．() 

5．5 是因数，8 是倍数．() 

6．36 的全部因数是 2、3、4、6、9、

12 和 18，共有 7 个．() 

7．因为 18÷9=2，所以 18 是倍数，

9 是因数．() 

8．25÷10=2.5，商没有余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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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能被 2、5整除的数的特征 

结 身，倍数的个数是无限的。 

四、课堂小结： 

学生小结今天学习的内容。 

 

 

 

 

 

 

 

 

 

25 能被 10 整除．() 

9．任何一个自然数最少有两个因

数．() 

10．一个数如果能被 24 整除，则这

个数一定是 4 和 8 的倍数．() 

11．15 的倍数有 15、30、45． () 

12．一个自然数越大，它的因数个

数就越多．( )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 

复 

习 

引 

入 

 

 

 

 

二、 

探 

索 

研 

究 

一、复习引入 

1．请你说出整除、因数和倍

数的含义。 

2．出示情境图： 

师：看一下图中的同学在做什

么（在电影院准备看电影），你们

知道电影票上的单号和双号是什

么意思吗？那么什么座位号的同

学应该从双号入口进？ 

3．38970 这个数能否被 2 整

除？你是怎样判断的？ 

师：要判断一个数是否能被另

一个数整除，可根据整除的含义进

行判断，但比较慢，我们可以根据

数的特征来进行判断，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能被 2、5 整除的数的特征。 

二、探索研究 

1．学生动手操作。学习能被

 

通过电影院里“双号”的概念，

使学生利用因数和倍数的概念，判

断出这些“双数”都是 2 的倍数。

然后引导学生观察这些座位号的个

位上的数的特点，进而概括出 2 的

倍数的特征。 

 

 

 

 

特征：让学生说出观察的特征。 

检验：让学生说出几个较大的数

对观察的结果进行检验看是否正

确。 

总结：个位上是 0、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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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 

堂 

2 整除的数的特征。 

（1）写出 2 的倍数： 

1×2＝2；2×2＝4；3×2＝6；

4×2＝8；5×2＝10…… 

（2）观察并总结特征 

师：自己去观察 2 的倍数，看

他们有什么特征？ 

教师让学生自己观察，如观察

有困难，可作提示：看他们的个位

有什么特征。 

2．小组合作学习——奇数和偶

数。 

总结：自然数中，是 2 的倍数

的数叫做偶数（包括 0），不是 2

的倍数的数叫做奇数。 

（1）偶数的个位上是： 0、2、

4、6、8。 

（2）奇数的个位上是： 1、3、

5、7、9。 

3．能被 5 整除的数的特征。 

师：知道了 2 的倍数的特征，

那么你们还能找到哪些倍数的特

征呢？（10：各位是 0）那么能被

5 整除数的特征是什么呢？要想

研究能被 5 整除的数的特征，应该

怎样做？ 

（2）老师这里有一个表格，你

们看一下这些数中哪些是 5 的倍

数，用彩笔标记出来！ 

教师让学生自己涂色，观察这

些倍数，概括观察的特征，然后进

行检验。 

三、课堂实践 

1．听要求举起手 

师：学号是 5 的倍数的同学请

举手？学号是 2 的倍数的同学请

的数都是 2 的倍数。 

 

 

 

 

 

 

 

让学生举例分别说出几个奇数

和偶数。 

比较奇数和偶数个位的特征。 

 

 

             

 

 

 

 

 

 

 习题精选 

1．在 15、26、32、15、51、

24、47、30 中： 

（1）能被 2 整除的有（）； 

（2）能被 5 整除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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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能被 3 整除的数的特征 

 

实 

践 

 

四、 

课 

堂 

小 

结 

 

举手？ 

2．讨论研究 

①首先让学生分小组讨论。 

“既能被 2 整除又能被 5 整除

的数”，这个数一定具有什么特

征？为什么？ 

② 再让学生去找并检验讨论

的结论。 

③集体订正。 

四、课堂小结 

学生小结今天学习的内容。 

 

（3）能同时被 2、5 整除的有（）； 

2．123456789 能不能被 2 整

除？96543210 能不能被 5 整除？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 

复 

习 

并 

引 

入 

 

 

二、 

探 

索 

研 

究 

一、复习并引入 

1．问题：能被 2、5 整除的数

有什么特征？ 

2．能同时被 2 和 5 整除的数

有什么特征？ 

引入课题：我们已经知道了能

被 2、5 整除的数的特征，那么能

被 3 整除的数有什么特征呢？现

在我们就来学习和研究能被 3 整

除的数的特征。 

二、探索研究 

1．小组合作学习：能被 3 整

除的数的特征。 

（1）思考并回答： 

①什么样的数能被 3 整除？

你有什么猜想？怎样检验你的猜

 

 

现在我们就来学习和研究能被

3 整除的数的特征。 

 

形成猜想： 

各位数字之和是 3 的倍数，这个

数就是 3 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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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 

究 

活 

动 

想呢？ 

②要想研究能被 3 整除的数

的特征，应该怎样做？ 

（2）学生提出自己的猜想：（个

位数是 3的倍数的数是 3的倍数？

或者没有规律？） 

（3）观察 3 的倍数、6 的倍数

和 9 的倍数 

（4）检验：由学生 和老师任

意报一个较大的数让学生检验观

察它的特征。如：8057921。因为：

8+0+5+7+9+2+1=32  32 不能被 3

整除，所以 8057921不能被 3整除，

8057921÷3=2685940……1。 

三、探究活动。看谁算得又快又对 

我们学过了 2、3、5 的倍数的特

征，实际上还有一些数的倍数特征

也是可以归纳出来的（看扩展资

料），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7

和 11 的倍数的特征： 

1．7 的倍数的特征： 

若一个整数的个位数字截去，再从

余下的数中，减去个位数的 2 倍，

如果差是 7 的倍数，则原数能被 7

整除。如果差太大或心算不易看出

是否 7 的倍数，就需要继续上述

「截尾、倍大、相减、验差」的过

程，直到能清楚判断为止。 

2．11 的倍数的特征 

若一个整数的奇位数字之和与偶

位数字之和的差能被 11 整除，则

这个数能被 11 整除。11 的倍数检

验法也可用上述检查 7 的「割尾

法」处理！过程唯一不同的是：倍

数不是 2 而是 1！学过了这些，我

们就来比一比吧！ 

【活动内容】比一比谁掌握的最快

并能很好的应用相关规律 

 

 

 

 

 

          

 

 例如，判断 133 是否 7 的倍数的过

程如下：13－3×2＝7，所以 133

是 7 的倍数；又例如判断 6139 是否

7 的倍数的过程如下：613－9×2＝

595 ， 59－5×2＝49，所以 6139

是 7 的倍数，余类推。  

 

 

 

 

 

 

 

 

 

 

 

 

 

习题精选 

1．在 15、26、32、15、51、

24、47、30 中： 

（1）能被 2 整除的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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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时：质数和合数 

【活动目标】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几

个常用数的倍数特征，了解倍数特

征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方法。 

【活动形式】3——5 人活动小组， 

【活动过程】1．公平原则，每个

小组随机抽取不同的数字组。 

2．各小组每人根据预先提供的数

字，根据 2、3、5、7、11 等倍数

的特征，判断各数是什么数的倍

数，每人可以负责检验一项，然后

交叉检查。 

3．看哪个小组做的又快有好。 

4．提出自己在分析这些数字特征

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2）能被 3 整除的有

（       ）； 

（3）能同时被 3、5 整除的有

（      ）； 

（4）能同时被 2、3、5 整除的

有（     ）。 

2．123456789 能不能被 3 整

除？96543210 能不能被 3 整除？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 

复 

习 

引 

入 

 

 

 

 

 

 

一、复习引入质数和合数概念 

问题： 

1．什么是因数？ 

2．你自己的学号有几个因

数？ 

3．教师请 1～20 学号的学生

报出自己学号的因数分别是什

么？ 

出示表格： 

教师在分类的基础上，引出质

数、合数的概念，说明只有 1 和它

本身两个因数的数叫质数，有两个

以上因数的数叫合数，1 既不是质

数，也不是合数。学生掌握了质数

和合数的概念以后，教师可以出示

几个数，让学生判断是质数还是合

数，也可以由学生自己分别写出几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这些数的因

数有什么不同（有的数只有一个因

数，有的数的因数只有 1 和它本身，

有的数有 3 个以上的因数），提出

可以怎样分类。 

 

 

 

 

 

 

提示：既然要找出质数，就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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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例 

题 

讲 

解 

 

 

 

 

 

 

 

 

 

三、 

探 

究 

活 

动 

个质数和几个合数。 

二、例题讲解 

出示例题图：找出 100 以内的

所有质数 

1．引导学生看表，想一下该怎

样找出质数？ 

2．引导学生采用 “筛法”，

即划掉每个质数的所有倍数（它本

身除外）剩下的都是质数。 

3．分别找到不同同学说出要划

掉的某个质数的倍数。如 2 的倍

数，采取让学生自己完成任务的方

法，自己在下面先划好在一起演

示。 

4．划完后，体会一下划到几

的倍数就可以了 

三、探究活动。找朋友 

同学们你们都学习了分解质因

数吧？有些数的因数会由几个 2

或者几个 3 构成，或者由几个 5

构成，今天我们便来玩一个游戏 

【游戏目的】通过游戏，锻炼学

生的心算能力，培养学生的团体观

念。 

【游戏刀具】用卡片制作数字标

牌：2、3、5，每个标牌要做多个，

数字越小数量越多。另外用小红旗

作出 6、8、15、10、9、4、25、

27、30、50、125 等数字旗。 

【游戏人员安排】2-3 个学生做裁

判,【游戏过程】 

1．裁判随机选择 1 个数字红旗，

譬如选择数字旗 8。 

2．下面的同学要快速的找到自

己的朋友，3 个数字标牌是 2 的同

学要在数字旗下面集合。 

所有的合数都划掉，我们可以怎样

呢？ 

让学生运用质数的概念找出

100 以内的所有质数 

 

 

 

注意：由于小学用到的质数比

较少，让熟悉 20 以内的质数还是有

必要的。 

 

 

 

 

 

 

 

 

 

 

 

 

 

 

习题精选 

一、填空 

1．最小的质数是（   ），最

小的合数是（    ），最小的奇数

是（    ）。 

2．20 以内的质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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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五下（备课）用表 

                                 编写时间：    年  月  日 

教学课题 五下   第三单元   长方体和正方体 

学案编写者  教学用课时     7 

学案使用者            第   周星期  用 

教

学 

目

标 

 

课（章节）

教学 

目标 

1．通过观察和操作，认识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特征以及它们的展开图。 

2．通过实例，了解体积（包括容积）的意义及度量单位（立方米、立方分米、

立方厘米、升、毫升），会进行单位之间的换算，感受 1m3、1dm3、1cm3 以及 1L、

1ml 的实际意义。 

3．结合具体情境，探索并掌握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和表面积的计算方法，

并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4．探索某些实物体积的测量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建立体积概念  长正方体体积公式的推导 几何知识与一般应用题的综合题 

教学准备与手段 课件 

 

第一课时：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 

其它不是 8 的因数的同学要到

另一个裁判身边集合！ 

3．游戏中带有 2 标牌的同学如

果没有找到朋友，就要给大家表演

一个小节目！并选择一个数字朋

友，如 3，构成 6，拿到一个数字

旗 6，进行下一轮游戏。 

4．所有 2 和 3 的号牌同学再次

组队，站在数字旗 6 的队伍中。 

5．游戏中可以找多个朋友，譬

如：同时找两个 2 或者两个 5 或者

一个 3 一个 5 等等。 

6．一个裁判在场边负责秩序！ 

（        ）。 

二、判断 

1．48 的全部因数是 2、3、4、

6、8、12、16、24 和 48，共有 9

个，所以是合数。(      ) 

2．任何一个自然数最少有两个

因数。(      ) 

3．一个数如果能被 11 整除，则

这个数一定合数。(    ) 

4．一个自然数越大，它的因数

个数就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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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创设

情景，引

入新课 

 

 

 

 

 

 

 

 

 

 

 

二、操作

实验，探

究新知 

 

 

 

 

 

 

 

 

 

 

 

 

 

 

 

 

一、创设情景，引入新课 

1、分类比较。 

师：今天。老师给同学们带来了

一袋礼物，你们想不想知道是什

么？请同学们倒出来看一看。 

你们愿意玩吗？为了玩的方便，

你能把这些物品按照一定的特征

分分类吗？  

师：哪位同学愿意上来展示一

下，你是怎样分的，根据什么标准

来分的？ 

师：在这些立体图形中，有一些

物体的形状是长方体，你能把它找

出来吗？ 

2、揭示课题。 

师：这些物体，它们的大小高矮

都不一样，为什么都是长方体？长

方体究竟有什么特征呢？这节课

我们就来学习和研究。（板书课题：

长方体的认识） 

二、操作实验，探究新知 

1、初步感知长方体的特征。举

例说出生活中还有哪些物体的形

状是长方体的？ 

2、抽象概括长方体的特征 

（1）自主学习 

让学生从自己的学具中挑选一

个长方体形状的物体。通过看一

看，数一数，量一量，想一想等方

法，从长方体的面、棱、顶点三个

方面深入探讨长方体的特征。 

（2）小组讨论、汇报、交流辩

论 

 师：哪一个小组愿意向全班同

学交流一下你的发现？其他同学

可以补充、纠正、质疑、辩论。 

可能发生争执的有： 

①.对“相对”的理解；②.一组相

 

 

（生分类） 

 

 

 

（让学生直观感受平面图形与

立体图形的区别） 

 

 

 

 

 

自主学习 

 

 

 

小组讨论、汇报、交流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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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棱是 4 条，而不是 2 条。③

长方体每个面的形状一般都是长

方形，特殊情况有一组相对的面是

正方形。 

（4）验证特征。 

同学们说的特别精彩，老师很佩

服，但是你们是怎样知道长方体相

对的面完全相同？ 

提问：你是怎样验证长方体相对

的棱长度相等的，用尺子量、用笔

杆沿棱比较等。 

（5）师生合作，抽象概括。 

师小结：刚才我们从长方体的

面、棱、顶点三个方面研究了长方

体的特征。长方体有 6 个面，每

个面的形状都是长方形，特殊情况

有一组相对的面是正方形，相对的

面完全相同。（课件演示：二组相

对的面分别重合）； 长方体有 12

条棱，相对的棱长度相等（课件演

示：三组相对的棱长度分别相等）；

长方体还有 8 个顶点。 

3、认识长方体的长、宽、高 

（1）认识长、宽、高。 

师：我们把相交于一个顶点的三

条棱的长度分别叫做长方体的长、

宽、高。习惯上，把水平方向的棱

的长度作为长，把前后方向棱的长

度作为宽，竖着的棱的长度作为

高。 

（2）练习。 

①请同学们从学具袋 2 中自己

选择材料，动手插一个长方体框

架。同桌指出自己所制作长方体的

长、宽、高。 

②抽一名学生到台上指给大家

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4、认识立体图。 

认识透视立体图． 

（屏幕出现） 

（3）加强空间想象能力的培养． 

①出示下图，想象出与之对应的长

方体． 

②出示一组长方体，让学生说出所

 

  

 

学生回答可能出现如下情况：1、

看出来的；2、量出来的；3、将长

方体物体放在纸上用铅笔描出一个

面的轮廓，再用相对的面去比较；

4、用剪刀将长方体盒子的一个面

剪下跟对面比较。5、用稍大的纸

蒙在长方体物体的一个面上，四周

压下痕迹，再跟其他的面比较等等。 

 

 

 

 

 

 

 

 

 

 

 

 

 

 

（正面的同学只能看到一个面，还

有能看到两个面的，最多也只能看

到三个面） 

 

 

 

 

 

 

（1）让学生在各自的座位上观

察讲台上的长方体纸盒，（纸盒上各

个面分别标上数字 1～6）如图：教

科书 29 页透视图。 

问：最多你能看到几个面？（让学

生报出所看到的面的号） 

（2）师：我们把这个长方体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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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 

 

 

 

 

 

 

 

 

 

 

 

 

 

 

 

三、巩固

练习，拓

展新知 

 

四、课堂

小结 

想象的长方体是其中的哪一个． 

③电脑将长方体补充完整，让学生

再次感知所想象的正确的长方体． 

三、巩固练习，拓展新知 

1、基本练习。 

（1）说出这个长方体的长、宽、

高。 

（2）改变长方体摆放的位置，分

别说出它们的长、宽、高。 

（3）说出前面、左面、上面各是

什么形状及它们的长、宽。上面没

有标明数据，你们是怎么知道它的

长、宽？ 

2、变式练习。（1）把一个长方体

模型切成两个小长方体，一共有几

个面？几个顶点？为什么？ 

（2）下面是一个残缺的长方体，

你能想象出它左面原来是什么形

状，面积是多少？（单位：厘米） 

四、课堂小结 

让学生谈谈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有

什么收获？ 

 

 

 

 

 

 

 

 

从右前方观察，所看到的这个长方

体如果画出来就是这样的．屏幕显

示立体图． 

 

 

 

 

 

师：这个图中你们看到了哪几个

面？哪几个面看不到？教师结合多

媒体的演示告诉学生，看不到的面

我们用虚线表示．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实物

引入、提

示课题、

明 确 目

标 

 

 

 

 

 

一、实物引入、提示课题、明确目

标 

师：（用课件出示实物图，谈话

导入新课，揭示学习目标）同学们，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长方

体、正方体纸盒（如牙膏盒、药盒

等），工人师傅在制作这些纸盒时

至少要用多少纸板呢？这就是我

们这节课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板书

课题，“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

积”，当你看了课题以后，你想知

道什么？生 1：什么叫长方体、正

从生活实际引入，还数学的原始

本来面目，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

根据题目设问，既能达到以问促学

的目的，又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既提出了研究问题，又使学生学有

方向，学有目标 

 

 

    电脑课件使原来用实物不好展

示的部分得到充分展示，降低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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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示

操作、形

成表象、

建 立 概

念 

 

 

 

 

 

 

 

 

 

 

 

 

 

 

 

 

 

 

 

 

 

 

 

方体的表面积？生 2：怎样计算长

方体、正方体的表面积？ 

二、演示操作、形成表象、建

立概念 

1．初步认识长方体的表面积。 

师：我们先来研究什么是长方

体、正方体的表面积。（教师利用

课件出示长方体牙膏盒）请同学们

仔细观察：沿着棱剪开（纸盒粘接

处多余的部分要剪掉），再展开，

你发现了什么？ 

生 1：我发现原来的立体图形

变成了平面图形。 

生 2：我发现长方体的外表展

开后是由 6 个长方形组成的。 

2．初步认识正方体的表面积。 

师：同学们观察的很仔细！（再出

示正方体药盒课件）按同样的方法

剪开，再展开，你又发现了什么？ 

生 1：我发现正方体展开后也变成

了平面图形。 

生 2：我发现正方体的外表展开后

是由 6个正方形组成的。 

3．认识长方体、正方体表面积的

含义。 

师：说得对！请你拿出学具袋

中的长方体或正方体纸盒学具，也

用同样的方法剪开，再展开，看看

展开后的形状，然后在展开后的图

形中，分别用“上”、“下”、“前”、

“后”、“左”、“右”标明 6 个面。 

师：从学生手中选一个长方体

和一个正方体展开图贴在黑板上。

问：通过观察课件和动手操作实物

模型，谁知道什么叫做长方体或正

方体的表面积？ 

生 1：长方体或正方体的表面

积就是指长方体或正方体物体表

面的面积。 

生 2：长方体或正方体的表面积

就是指长方体或正方体外表的面

积，也就是上下、前后、左右六个

面的面积和。 

生 3：简单地说就是长方体或正

察上的难度，同时动静结合的画面

使观察的重点更突出，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专注能力，有利于调动学生 

的学习兴趣。 

 

通过观看剪开、展开的实物课件及

动手操作剪一剪、标一标、贴一贴

的实物模型，让学生真正动眼、动

手、动脑参与获取知识的过程。 

http://www.xkb1.com 

在看一看中充分感知，建立表象，

在动手操作中展开思维，发现并归

纳出表面积的含义，从而明确概念 

 

知道长方体表面积的计算方

法，如果把求法直接告诉学生或引

导学生一步一步推导出表面积的公

式，就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 

 

 

因此，教师让学生通过看实物

图和平面展开图，想一想、量一量、

算一算，大胆猜想，动手测量，探

索尝试计算等。 

生 1：我列式是 6×5＋6×5＋6

×3＋6×3＋5×3＋5×3，分别求

出长方体上、下、前、后、左、右

6 个面的面积，再把它们的积加起

来就是它们的表面积。 

生 2：我列式为 6×5×2＋6×3

×2＋5×3×2。我用 6×5×2 求

上下两个面的面积；用 6×3×2 求

出前后两个面的面积；用 5×3×2

求出左右两个面的面积，然后把三

次乘得的结果加起来就是长方体的

表面积。 

http://www.xkb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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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胆

猜想、动

手测量、

探 索 求

法 

 

 

 

四、迁移

类推 

 

 

 

 

 

 

 

 

五、质疑

问难、 

 

 

 

 

 

 

 

 

 

 

 

 

 

 

 

 

 

 

 

方体六个面的总面积，叫做它的表

面积。 

三、大胆猜想、动手测量、探

索求法 

师：既然长方体六个面的总面积

叫做它的表面积，那么怎样求长方

体的表面积呢？请你用长方体实

物模型学具，想一想、量一量、算

一算，先独立完成，有困难的合作

完成。 

师：你计算的很准确！你的长方

体学具是一个特殊的长方体，你能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简捷的计

算方法，很值得学习。生活中的长

方体确实是各种各样的，找到解决

实际问题的好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四、迁移类推、自己发现、总结

方法 

师：长方体的表面积我们会计算

了，那么正方体的表面积应该怎样

计算？ 

 

师：利用正方体学具快速计算它

的表面积。 

五、质疑问难、巧设练习、灵

活应用 

师：关于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

积怎样计算大家还有问题吗？请

仔细阅读教材，有问题提出来。 

师：出示长方体牙膏盒，能计算

出它的表面积吗？ 

师：对！要想求出牙膏盒的表面

积需要量出几个数据？分别是长

方体的什么？ 

师：请拿出学具袋中的牙膏盒，帮

助工人师傅计算一下制作一个这

样的牙膏盒至少需要多少纸板？ 

师：拿出你准备的长方体药盒，

计算出制作一个这样的药盒至少

需要多少纸板？测量后你发现了

什么？（特殊长方体） 

生：我发现长方体药盒的宽和高

是相等的，所以是一个特殊的长方

体。 

生 3：我列式是（6×5＋6×3＋

5×3）×2。我用 6×5求出上面；

6×3 求出前面；5×3 求出后面。

然后用它们相加的和再乘以 2，就

求出六个面的总面积。因为长方体

六个面中分别有三组相对的面的面

积相等。 

生 4：我列式是（5＋3＋5＋3）

×6＋5×3×2。我用 5＋3＋5＋3

求的是长方体展开后大长方形的

长，再乘以 6 就求出上下、前后 4

个面的面积；5×3×2求的是左右

两个面的面积。最后再求出它们的

和。如图： 

生 5：我的长方体学具和他们的

不一样，因为左右两个面是正方形，

所以我列式是：6×3×4＋3×3×

2，我用 6×3×4 求的是上下、前

后四个面的面积；用 3×3×2求的

是左右两个面的面积。把两次乘得

的结果加起来就是长方体的表面

积。 

 

 

 

不仅学生自己主动参与了获取知

识的过程，而且也自己探索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的好方式 

 

生 1：正方体同长方体一样都是

六个面，而这六个面的面积是相等

的，每个面都是正方形，所以我认

为正方体的表面积等于正方形面积

乘以 6。 

 

 

生 2：正方体的六个面都是正方

形，面积相等，所以正方体的表面

积等于棱长×棱长×6。 

生 1：4×4×6，我用 4×4求出

正方体一个面的面积，再乘以 6 就

求出 6个面的总面积。 生 2：还可

以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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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体积的意义 

 

 

 

 

 

 

 

 

六、归纳

知识 

 

 

 

师：请你从学具袋里拿出正方体

药盒，求出它的表面积。制作 100

个这样的药盒至少需要多少纸

板？ 

师：请拿出学具袋里的火柴盒，

分别求出内匣和外壳的表面积。 

这道题有点难，同学们可以共同

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 

六、归纳知识、总结学法、促

进提高 

师：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生：齐声回答“能！”过了一会说：

不能。师：为什么？ 

 

生；因为不知道每个面的长和宽

各是多少？ 

 

 

生：需要量出 3个数据，分别是

长方体的长、宽、高。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 

导 

入 

 

二、新

授： 

 

 

 

 

 

 

 

一、导入：你们都听说过乌

鸦喝水的故事吧，聪明的乌鸦是怎

么喝到水的？这其中有什么道

理？ 

二、新授： 

1、体积的意义。 

准备：我们也来做一个实验，

取两个同样大小的玻璃杯。先往一

个杯子里倒满水；取一块鹅卵石放

入另一个杯子，再把第一个杯子里

的水倒到第二个杯子里，会出现什

么情况？为什么？这说明了什

么？（鹅卵石占了一定的空间。） 

（板书）上面三个物体，哪个

体积最大？哪个体积最小？ 

师：教室是一个较大的空间，

课桌、讲台、同学、老师等占教室

空间的一部分。整个学校是一个大

空间，教师、办公室、操场、花池、

领操台、旗座等都占有一定的空

间，既有自己的体积。而整个宇宙

是一个大空间，地球只是宇宙空间

 

 

启发学生概括：物体所占空间

的大小叫做物体的体积。 

 

 

每一个物体都占有一定的空

间。下面的电视机、影碟机和手机，

哪个所占的空间大？ 

 

 

 

 

 



第 24 页 共 67 页 

 

 

 

 

 

 

 

 

 

 

 

 

 

 

 

 

 

 

 

 

 

 

 

 

 

 

 

 

 

的一部分，而地球上的山、川、河

流、一切建筑物、人等占地球的一

部分。 

2、体积单位： 

（1）、讲：测量长度要用长

度单位，测量面积要用面积单位，

测量体积要用体积单位。（板书） 

常用的体积单位有：立方米、

立方分米、立方厘米。可以分别写

成 

( 2)、认识立方厘米： 

出示：棱长是１厘米的正方

体，量一量它的棱长是多少？ 

说明：它的体积是１立方厘

米。 

谁的体积近似的接近 1 立方

厘米？（色子或一个手指尖的体积

大约是 1 立方厘米） 

（3）、认识立方分米： （方

法同立方厘米） 

粉笔盒的体积接近于１立方

分米。 

（4）、认识立方米： 

（5）、练一练：选择恰当的

单位： 

橡皮的体积用（  ），火车

的体积用（  ），书包的体积用

（  ）。 

（6）、比一比：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了学哪

些测量单位？（板书） 

长度、面积、体积三种单位

的区别： 

 

3、体积初步认识： 

①决定体积大小，是看它含

有体积单位的个数。 

A 、演示：用棱长 1 厘米的

4 个正方体，拼一个长方体，说出

它的体积是多少？ 

B、说出下面物体的体积（3

个体积单位，4 个体积单位，） 

C 、摆一摆：请你也摆出一

个体积是 3 立方厘米的物体。摆出

比较：用学生手中的文具比。

谁的体积大？谁的体积小？ 

 
 

 

 

 

 

①出示１立方米的棱长的教

具。观察后总结：边长是１米的正

方体的体积是１立方米。 

②认识１立方米的空间大小。 

１立方米水约可以装满５０

０个暖瓶。１立方米的木材约可以

做课桌５０张。 

 

 

 

 

 

小结： 

常用的体积单位有哪些？哪

个体积单位大？哪个体积单位小？ 

体积单位的用途是什么？ 

 

 

 

 

练习： 

①说一说：测量篮球场的大小

用（）单位。 

测量学校旗杆的高度用（ ）

单位 

测量一只木箱的体积要用（ ）

单位。 

②、 一个正方体的棱长是 1

（），表面积是（ ），体积是（ ）。

（你想怎样填？） 

③、判断：一只长方体纸箱，

表面积是 52 平方分米，体积是 24

立方分米，它的表面积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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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时：推导长正方体的体积计算方法 

 

 

 

三、总结 

 

 

四、作

业： 

课 后 小

结 

体积是 4 立方厘米的物体。 

D、小结：怎样知道一个长方

体的体积是多少？ 

三、总结：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体积的意

义和体积单位。你有什么收获？ 

四、作业： 

课后小结： 

 

 

 

 

 

 

 

 

同一个体积数，可以摆出不同

的形状。 

②动手摆一摆： 

请大家用手中的小正方体拼

一个体积是 8 立方厘米的长方体

（或正方体）。（想一想你拼的物

体体积是多少？）可以怎么摆？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复习 

 

 

 

 

二、导入

新课 

 

 

 

 

 

 

 

 

一、复习： 

１、什么叫物体的体积？ 

２、常用的体积单位有哪

些？ 

３、什么是１立方厘米、１

立方分米、１立方米？ 

二、导入新课： 

１、导入： 

我们知道了每个物体都有一

定的体积，我们也知道可以利用数

体积单位的方法计算物体的体积。 

要知道老师手中的这个长方

体和正方体的体积？你有什么办

法？（用将它切成 1 立方厘米（1

立方分米）的小正方体后数一数的

方法。） 

（板书课题） 

２、新课： 

（！）、请同学们任意取出

几个１立方厘米的正方体在小组

里合作摆出一个长方体，边摆边

想：你们是怎么摆的？你们摆出的

 

 

说明：用拼或切的方法看它有

多少个体积单位。但是在实际生活

中，有许多物体是切不开或不能切

的， 

 

 

 

 

如：冰箱， 电视机等，怎样计

算它的体积呢？他们的体积会和什

么有关系呢？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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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练习 

 

 

 

 

 

 

 

 

 

 

 

 

 

长方体体积是多少？ 

（２）、板书学生的：（设

想举例） 

体积   每排个数排数  排

数  层数 

４      ４     １    １ 

８      ４     ２    １ 

２４    ４     ３    ２ 

（３）、观察：每排个数、排数、

层数与体积有什么关系？ 

板书：体积＝每排个数排数

排数×层数 

每排个数、排数、层数相当

于长方体的什么？ 

因为每一个小正方体的棱长

是１厘米，所以，每排摆几个小正

方体，长正好是几厘米；摆几排，

宽正好是几厘米；摆几层，高也正

好是几厘米。 

（4）如何计算长方体的体

积？ 

板书：长方体体积＝长×宽×

高 

字母公式：Ｖ＝ａｂｈ 

三、练习： 

１、一个长方体，长 7 厘米，

宽 4 厘米，高 3 厘米，它的面积

是多少？ 

２、导出正方体体积公式：              

根据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关

系，你能想出正方体的体积怎样计

算吗？ 

正方体体积＝棱长×棱长×

棱长 Ｖ＝ａａａ＝ａ3 读作ａ的

立方 

3、一块正方体的石料，棱长

是 6 分米，这块石料的体积是多少

立方分米？ 

4、看表计算： 

长 宽 高 体

积 

12m 5m 4m  

１.5dm 0.8dm 0.5dm  

 

 

 

 

观察：每排个数、排数、层数与 

体积有什么关系 

 

 

 

 

 

长方体体积＝长×宽×高 

 

 

 

字母公式：Ｖ＝ａｂｈ 

 

 

 

 

请同学们摆一个体积是２４

立方厘米的长方体，摆后说一说长、

宽、高各是几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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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时：研究求长正方体体积的其它计算公式 

 

 

 

 

 

 

 

四、小结 

８cm 4.５m 3cm  

 

正方体 

棱长 体积 

0.9m  

2.4dm  

1.6cm  

 

四、小结：这节课学会了什

么？ 

怎样计算长、正方体的体

积？计算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这个问题我

们下节课研究。 

五、作业： 

长方体体积＝长×宽×高提

问：长方体的长、宽、高不同，体

积相同这是为什么？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复习

检查 

 

 

 

二、新授 

 

 

 

 

 

 

 

 

一、复习检查： 

如何计算长正方体的体积？

及字母公式 

长方体的体积＝长×宽×高 

正方体体积＝棱长×棱长×

棱长 

二、新授： 

长方体或正方体底面的面积

叫做底面积。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底面积怎

样求呢？ 

长方体的体积＝长×宽×高 

正方体体积＝棱长×棱长×

棱长 

底面积 

底面积 

所以长正方体的体积也可以

这样来计算：长正方体的体积=底

面积×高 

V =sh 

三、 巩固练习： 

1、长方体的底面积是 24 平

 

 

长方体或正方体底面的面积

叫做底面积。 

 

 

 

所以长正方体的体积也可以

这样来计算：长正方体的体积=底

面积×高 

 

V =sh 

理解面积单位和长度单位要

一致。但不可能相同。 

作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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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巩

固练习 

 

 

 

 

 

 

 

 

 

 

 

 

 

 

 

 

 

 

 

 

 

 

 

 

 

四、小结 

方厘米，高是 5 厘米。它的体积是

多少？ 

V=sh 

24× 5=120(立方厘米) 

2、一根长方体木料，长 5

厘米，横截面的面积是 0.06 平方

厘米。这根木料的体积是多少？ 

理解横截面积的含义，体会

长方体不同放置，说法各不相同。 

出示另一种计算方法：长方

体体积=横截面积×长 

3、家具厂订购 500 根方木，

每根方木横截面的面积是 24 平方

分米，长 3 米。这根木料一共是多

少平方米？ 

理解面积单位和长度单位要

一致。但不可能相同。 

5、练一练 ：用方程法。 

（1）、一块长方体的木板，

体积是 90 立方分米。这块木板的

长是 60 分米，宽是 3 分米。这块

木板的厚度是多少分米？ 

（2）、一根长方体水泥柱，

体积是 1 立方米，高是 4 米，它

的底面积是多少？ 

（选择方法解答） 

1、学校要修长 50 米，宽 42

米，的长方形操场。先铺 10 厘米

的三合土，再铺 5 厘米的煤渣。需

要三合土和煤渣各多少立方米？ 

 2、有一块棱长是 10 厘米的

正方体钢坯，锻造成宽和高都是 5

厘米的长方体钢材，求长方体钢材

的长。 

3、用 15 根规格完全相同的

木板堆成一个体积是 3.6 立方米

的长方体。已知每根木板宽 0.3

米，厚 0.2 米，求每根木板的长。 

四、小结：今天，我们又学

了哪些知识？你有什么收获？ 

五、作业： 

 

 

 

一、填空 

1．40 立方米＝（）立方分米 

4 立方分米 5 立方厘米＝（）立

方分米 

30 立方分米＝（）立方米 

0.85 升＝（）毫升 

2100 毫升＝（）立方厘米＝（）

立方分米 

0.3 升＝（）毫升＝（）立方厘

米 

2．一个正方体的棱长和是 12 分

米，它的体积是（）立方分米． 

3．一个长方体的体积是 30 立方

厘米，长是 5 厘米，高是 3 厘米，

宽是（）厘米． 

4．一个长方体的底面积是 0.2

平方米，高是 8 分米，它的体积是

（）立方分米． 

5．表面积是 54 平方厘米的正方

体，它的体积是（）立方厘米． 

6．正方体的棱长缩小 3 倍，它的

体积就缩小（）倍． 

7．一个长方体框架长 8 厘米，宽

6 厘米，高 4 厘米，做这个框架共

要（）厘米铁丝，是求长方体（），

在表面贴上塑料板，共要（）塑料

板是求（），在里面能盛（）升水

是求（），这个盒子有（）立方米

是求（  ）． 

8．长方体的长是 6 厘米，宽是 4

厘米，高是 2 厘米，它的棱长总和

是（）厘米，六个面中最大的面积

是（）平方厘米，表面积是（）平

方厘米，体积是（）立方厘米． 

二、判断 

1．体积单位比面积单位大，面积

单位比长度单位大．（ ） 

2．正方体和长方体的体积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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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时：体积单位之间的进率 

 

 

 

 

 

 

 

 

 

 

 

 

 

用底面积乘高来进行计算． （） 

3．表面积相等的两个长方体，它

们的体积一定相等． （） 

4．长方体的体积就是长方体的容

积． （） 

5．如果一个长方体能锯成四个完

全一样的正方体，那么长方体前面

的面积是底面积的 4 倍．（）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

复习引

入 

 

 

 

 

 

 

 

二、

课程内

容 

 

 

 

一、复习引入 

1．填空： 

①长方体体积=（   ）； 

②正方体体积=（    ）。 

③常用的体积单位有（   ）、（   ）、

（   ）； 

师：你知道每相邻的两个体积单位之间的

进率是多少吗？今天我们就学习体积单位

间的进率。（板书课题） 

二、课程内容 

1．体积单位间的进率。 

（1）出示：1 个棱长是 1 分米的正方体

木块。 

图中是一个棱长为 1 分米的正方体，体积

是 1 立方分米。想一想，它的体积是多少立

方厘米呢？ 

 

    

你知道每相邻的两个体积

单位之间的进率是多少吗？今

天我们就学习体积单位间的进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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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1.当正方体的棱长是 1 分米时，它的体

积是多少？ 

2.当正方体的棱长是 10 厘米时，它的体

积是多少？ 

3.而 1 分米是多少厘米？1 立方分米等

于多少立方厘米？ 

小组合作填表： 

 

小组汇报结论：1 立方分米=1000 立方

厘米 

同理得出：1 立方米=1000 立方分米 

小结：相邻两个体积单位之间的进率都

是 1000。 

（2）将长度单位、面积单位、体积单位

加以比较： 

 

  先让学生填后并比较这三类单位相邻两

个单位间的进率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3）学习体积单位名数的改写。 

思考： 

怎样把高一级的体积单位的名数改写成

低一级的体积单位的名数？怎样把低一级

的体积单位的名数改写成高一级的体积单

位的名数？ 

出示例题 3：3.8 立方米是多少立方分

米？2400 立方厘米是多少立方分米？ 

 

 

 

 

怎样把高一级的体积单

位的名数改写成低一级的体积

单位的名数？怎样把低一级的

体积单位的名数改写成高一级

的体积单位的名数？ 

 

            

 

作业设计 

 选择 

1．正方体的棱长扩大 2 倍，

则体积扩大（）倍． 

①2  ②4  ③6   ④8 

2．一根长方体木料，长 1.5

米，宽和厚都是 2 分米，把它

锯成 4 段，表面积最少增加（）

平方分米． 

①8  ②16  ③24  ④32 

3．一个长方体的长、宽、

高都扩大 2 倍，它的体积扩大

（）倍． 

①2  ②4  ③6   ④8 

4．表面积相等的长方体和

正方体的体积相比，（ ）． 

①正方体体积大   ②长方

体体积大   ③相等 

5．将一个正方体钢坯锻造

成长方体，正方体和长方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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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时：容积和容积单位 

 

 

 

 

三、课

堂小结 

写成如下形式： 

3.8 立方米=（3800）立方分米    2400

立方厘米=（2.4）立方分米 

出示例题 4，长、宽、高分别为 50cm，30cm

和 40cm 的牛奶包装箱的体积是多少？（学

生独立思考，再小组讨论自己是怎样想和做

的。） 

三、课堂小结。学生小结今天学习的内容。 

 

 

 

 

 

 

 

①体积相等，表面积不相等 

②体积和表面积都不相等． 

③表面积相等，体积不相等． 

6．一个菜窖能容纳 6 立方

米白菜，这个菜窖的（    ）

是 6 立方米． 

①体积  ②容积   ③表面积 

 

教学过程 

教

学

环

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

再创 

及反思

记录 

一、

复习

引入 

 

 

 

 

 

 

 

二、

课程

内容 

一、复习 

1．填空。 

（1）（    ）叫做物体的体积。 

（2）常用的体积单位有（   ） 、（   ）、 

（   ），相邻的两个体积单位间的进率是

（      ）。 

2．一个长方体纸盒，它的长是 2 分米，宽是

1.8 分米，高 1 分米，它的体积是多少？ 

二、新授课 

1．容积的概念。 

（1）出示长方体纸盒，将盖子打开，师：我

们把这个纸盒所能容纳物体的体积，通常叫做它

的容积，如：金鱼缸，里面可以放满水，在这里

水的体积就是鱼缸的容积。 

 

让学生举例 

 

 

 

 

 

谁能举例说一说什么叫做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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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学生举例。 

①谁能举例说一说什么叫做容积？ 

②从大家举的例子看，只有里面是空的、能

够装东西的物体，它才有什么？如果一个长、正

方体铁块，它们有容积吗？（板书：容积） 

（3）容积的计算方法。 

师：容积的计算方法，跟体积的计算方法相

同，但要从里面量长、宽、高。 

师：这是为什么？（出示一个木盒） 

2．教学容积单位（板书课题） 

（1）认识容积单位 

 

 

   （2）出示量杯和量筒，倒入 1 升的水进行演

示，让学生得出：1 升=1000 毫升。 

（3）容积单位与体积单位的关系。 

 1 升=1 立方分米  1 毫升=1 立方厘米 

3．应用。 

（1）出示例 5：一种小汽车上的油箱，里面

长 5dm，宽 4dm，高 2dm。这个油箱可以装汽油多

少升？ 

 

学生读题后，分析理解题意：求“这个油箱可

以装汽油多少升？”就是求这个油箱的什么？必

须知道什么条件？是否具备？怎样算？结果是什

么？怎么办？（学生做完后集体订正。） 

（2）出示例题 6：观察图景，找出图中给出的

信息，分析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提示：西

红柿的体积就是水面上升部分水的体积） 

 

 

 

容积的计算方法 

 

 

 

学生读题后，分析理解题意：

求“这个油箱可以装汽油多少

升？”就是求这个油箱的什么？

必须知道什么条件？是否具备？

怎样算？结果是什么？怎么办？

（学生做完后集体订正。 

 

 

作业设计 

1．一块水泥砖长 8 厘米，宽

6 厘米，厚 4 厘米，它的体积是

多少立方厘米？ 

 

2．把一块棱长是 20 厘米的正

方体钢坯，锻造成底面积是 16

平方厘米的长方体钢材，长方体

钢材长多少厘米？ 

 

3．要制作 140 个棱长 5 厘米

的正方体木块，至少需要木料多

少立方分米？ 

 

4．某纸盒厂生产一种正方体

纸板箱，棱长 40 厘米，它的体积

是多少立方厘米？合多少立方分

米？ 

 

5．长方体的长为 12 厘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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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五下（备课）用表 

                                 编写时间：    年  月  日 

教学课题 五年级上册 第四单元：分数的意义和性质 

学案编写者  教学用课时  

学案使用者            第   周星期  用 

教

学 

目

标 

 

课（章节）

教学 

目标 

一、教学内容。1．分数的意义、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2．真分数与假分数

3．分数的基本性质 4．最大公因数与约分 5．最小公倍数与通分 6．分数与小

数的互化 

二、教学目标。1．知道分数是怎样产生的，理解分数的意义，明确分数

与除法的关系。2．认识真分数和假分数，知道带分数是一部分假分数的另一

种书写形式，能把假分数化成带分数或整数。 

3．理解和掌握分数的基本性质，会比较分数的大小。 

4．理解公因数与最大公因数、公倍数与最小公倍数，能找出两个数的最

大公因数与最小公倍数，能比较熟练地进行约分和通分。 

教学重点与难点 
理解分数的基本性质。发现和归纳分数的基本性质，并能应用它解决相关的

问题。求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的方法 

教学准备与手段 课件 

 

 

 

 

 

 

 

三、课

堂 小

结 

 

三、课堂小结 

学生小结今天学习的内容。 

 

 

 

 

为 8 厘米，阴影部分的两个面的

面积和是 200 平方厘米，这个长

方体的体积是多少立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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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时：分数的意义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 

分 

数 

的 

产 

生 

 

 

 

二、 

分 

数 

的 

意 

义 

 

 

 

 

 

 

 

 

 

一、分数的产生 

教师：我们长度可以用“米”作

单位，但是在测量物体长度时，用

“米”做单位，结果往往不是整数，

在古代，人们就已经遇到了这样的

问题（教师用一根打了结的绳子演

示古人测量的情况）。 

引入：正是这样的实际需要，产

生了分数。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认识

的一个新的概念。 

二、分数的意义 

1．以前，我们已经学过分数的

初步认识，你能举例说明 的含义

吗？ 

2．看课本插图，说一说，每个

图下面的 分别是： 

（1）把什么看作一个整体？ 

（2）平均分成了几份？ 

（3）表示这样的几份？ 

3．如果把 改成 ，请再说说

它的具体含义。 

4．概括分数的意义。 

（1）一个物体或一些物体等都

可以看作一个整体，把一个整体平

均分成若干份，这样的一份或几份

可以用分数几分之一或几分之几

来表示。 

（2）一个整体可以用自然数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平均

分配一些东西，也常常会遇到不能

用整数表示的情况。比如，两个小

朋友平分一个橘子、一块月饼、一

包饼干，每人分到的能用整数表示

吗？ 

 

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逐步总

结：把一个图形看作一个整体，平

均分成 4 份，这样的一份是 ，三

份是 。把 4 根香蕉看作一个整体，

平均分成 4 份，每根是这把香蕉的

，三根是 。把一盘面包看作一

个整体，平均分成 4 份，每份是这

盘面包的 ，三份是 。 

 

分子：表示有这样的几份 

分母：表示把单位“ 1”平均分

成了几份 

1．学生完成第 62 页上的“做一

做”（填写在课本上）。 

2．交流、核对答案。 

习题精选 

一、判断题 

1．比较两个分数的大小，只要比

较它们的分数单位就可以，分数单

位大的分数值就大分数单位小的分

 



第 35 页 共 67 页 

 

 

 

 

 

 

 

 

 

三、 

完 

成“ 

做 

一 

做 

 

 

 

 

四、 

巩 

固 

练 

习 

 

来表示，通常把它叫做单位“1”。 

（3）请说出上面三个例子中的

单位“1”分别指什么。 

（4）你能说出分子、分母的含

义吗？同桌两人议一议。 

（5）以 为例，说一说分数的

书写顺序及其含义。 

①先写分数线，表示平均分； 

②再写分母，表示把单位“1”

平均分成了几份； 

③最后写分子，表示有这样的几

份。 

三、完成“做一做” 

四、分数单位 

1．自然数的单位是几？7 里面

有几个 1？26 呢？ 

2． 的分数单位是什么？它有

几个这样的单位？ 

3．引出分数单位的概念： 

把单位“1”平均分成若干份，

表示其中一份的数叫做分数单位。 

4．说出上面“做一做”中几个

分数的分数单位，它们分别有几个

这样的单位。 

5．指出：分数单位是由分母决

定的，分母是几，分数单位就是几

分之一。 

五、巩固练习 

六、小结：本节课我们学习的主

要内容是什么？你有什么收获？ 

 

数值就小。（ ） 

2．4 吨的 和 1 吨的 同样重。

（ ） 

3．把 3 千克糖平均分成 4 份，每

份就是 。（ ） 

4．分母越大的分数值越小。（ ） 

二、填空 

1．把（ ）平均分成若干份，表

示这样的（ ）或者（ ）的数叫做

（ ）。表示其中 1 份的数叫做（ ）。 

2．把单位“ 1”平均分成 5 份，

其中 3 份就是，它的分数单位是

（ ）。  

3．把 、 和 按从大到小的

顺序排列起来：（ ）>（ ）>（ ） 

4．把 、 、 按从小到大排列：

（ ）<（ ）<（ ） 

5．把 4 吨化肥分给 3 个生产队，

每个生产队分得这批化肥的

，分别是 吨。 

6．甲数是 5，乙数是 3，甲数是

乙数的 ，乙数是两数之和的

。 

7．某商场有男售货员 16 人，女

售货员 35 人，女售货员占总售货员

人数的 。 

三、分析应用 

汽车从 A 城到 B 城需要 8 小时到

达。平均每小时行全程的几分之

几？5 小时行全程的几分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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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真分数和假分数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

探讨“真

分数”与

“ 假 分

数”的意

义 

 

 

 

 

 

 

 

 

 

 

 

 

 

 

 

 

 

 

 

（一）探讨“真分数”与“假分数”

的意义  

1、写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分数，

把这个分数所表示的意义说

给同桌同学听。  

2、汇报：师有代表性地板书

一 些 分 数 。 如 ：

3/4,1/9,5/2,……  

3、选择几题说说分数所表示

的意义  

4、理解概念  

（1）观察黑板上的这些分数，

你能按一定的标准给它们分

类吗？   

（2）汇报分数情况（上台展示）  

可能： 

①按分母大小分类  

②分子比分母大一类，分子和

分母相等的一类，分子比分母

小的一类。  

③按分子能否被分母整除来

分。  

（3）观察黑板上的数  

如何判断一个分数是真分数还

是假分数？ 

（4）再说几个真分数，几个假

分数。  

（5）判断自己刚才写的分数是

什么分数？（同桌互说）  

（6）出示小黑板（做一做的第

一题）学生口答  

（7）出示小黑板（做一做的第

二题）一人到前面填写，其他

同学填书上（99 页）  

（8）填完后让学生观察，真分

数和假分数与“1”比有什么 规

律？同桌互相说一说。 

 

 

①小组讨论分类方法。  

②把分类结果记录下来。 

 

 

小结：同学们可以按不同的标

准将这些分数分类，在数学上

有这样一种分类方法，……这些

叫真分数（板书）其余叫做假

分数（板书），请你快速找出假

分数。（生答）  

 

 

 

 

 

小结：怎样的假分数能化成整数

（分子是分母的倍数），说说假

分数化成整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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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

分 数

化 整

数 

 

 

 

 

 

 

 

 

 

 

（三）

游戏， 

 

（四）

全课总

结 

 

（五）

作业 

（9） 学生汇报：真分数都小于

1，假分数大于 1 或等于 1。（教

师板书）  

（10）拿出自己准备的纸，折一

折，分一分，涂一涂，涂出一

个自己喜欢的真分数和一个

假分数 ，看一看真分数是不是

都小于 1，假分数是不是大于

1 或等于 1。 

（二）假分数化整数 

（1）选一个假分数，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表示出它的意义。  

（2）汇报展示，你表示的是哪

个假分数，你是怎样表示的？  

当表示的是如：4/2，8/4 等分数

时，说说还可以用哪一个数来

表示？  

（3）当 4/2=2、4/4=1、6/3=2，

你是怎样想的？（分数与除法

关系；看图理解）  

（4）黑板上还有哪些假分数能

化成整数？（口答）  

（5）把能化成整数的假分数化

成整数。  

（6）举一些能化成整数的假分

数。  

（三）游戏，用自己的学号填

空，在分数（）/9 的括号中添

什么数时是真分数？添什么

数时是假分数？添什么数时

可化成整数？（学生报学号，

读分数，并说出这个分数是真

分数还是假分数。  

（四）全课总结：这节课学到

了什么？你有什么收获？  

（五）作业：练习二十一 1、2、

3 题 

 

 

 

 

 

 

 

 

 

作业设计 

1、填空：  

（1）用分数表示图中的阴影部 

分。  

（2）在 6/5，6/7，9/9，10/11，

13/10，10/2 中，真分数有（   ），

假分数有（   ），等于 1 的假分

数有（  ），大于 1 的假分数有

（  ），能化成整数的假分数有

（    ）。  

（3）分母是 5 的真分数有（  ）， 

分子是 5 的假分数有（  ）。 

 

（4）分数单位是 1/9 的最小 

分数是（  ）最大真分数是（  ），

最小假分数是（  ）. 

 

2、判断：  

（1）分母比分子大的分数是真 

分数。（  ）  

 

（2）假分数都大于 1。（ ） 

 

（3）所有的真分数都小于假分 

数。（）  

 

（4）假分数都能转化成整数。（）  

3、用 3、4、5、12、10 组成分数

填在相应的横线上，并把能化成

整数的假分数化成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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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分数的基本性质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 

复 

习 

引 

入 

 

 

 

 

二、 

新 

授 

课 

 

 

 

 

 

 

 

 

 

 

 

 

一、复习引入 

1．看算式快速得出结果。 

15 ÷ 3＝  

150 ÷ 30＝ 

1500÷ 300＝ 

2．复习商不变性质。 

师：什么是商不变性质呢？（在

除法里，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或

者缩小相同的倍数，商不变。或者

说，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以或者除

以相同的数，零除外，商不变。） 

二、新授课 

1．通过探索，发现规律 

师：老师这里有 3 张同样大小的

正方形纸，这里，我们将它们平均

分，分别涂上不同颜色，你能用分

数把它们表示出来吗？自己拿出

学具（三张小正方形纸和彩笔）试

一试。 

师：看看这三个图，你发现了什

么？（涂色的面积一样大）通过图

上看起来，这三个分数是什么关

系？（相等的） 

师：我们仔细观察这一组分数，

它的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引导

学生观察分数的分子分母变化关

系，让学生自己说出其中的变化。） 

师：刚才大家都观察得很仔细，

这组分数的分子分母都不同，它们

的大小却一样，那么，分子分母发

生怎样变化的时候，它的大小不变

呢？同桌之间互相说一说，总结一

 

  这三个算式有什么特点？谁能说

说这就是我们四年级学过的什么性

质？（商不变性质） 

 

 

学生自己完成任务。 

 

 

 

像分数的分子分母发生的这种有

规律的变化，就是我们这节课学习

的新知识——分数的基本性质。 

 

  以三分之一这个分数为例，它的

分子分母同时除以零，行吗？不行，

除数为零没意义。所以零要除外。

同时乘以零呢？我们就会发现，分

子分母都为零了，而分数与除法的

关系里，分母又相当于除数，这样

的话，除数又为零了，无意义。所

以一定要加上零除外。 

 

习题精选 

1．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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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应 

用 

 

 

 

 

 

四、 

总 

结 

 

下，好吗？ 

2．深入理解分数的基本性质。 

师：什么叫做分数的基本性质

呢？就你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说

一说。（学生讨论后发言） 

师：刚才同学们都用自己的语言

说了分数的基本性质，我们的书上

也总结了分数的基本性质： 

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或者

除以相同的数（0 除外），分数的

大小不变。 

师：想一想为什么要加上“零除

外”？不加行不行？我们前面学过

什么定律也有这个“零除外”？（让

学生结合以前学过的商不变的性

质讨论，为什么加“零除外”。） 

三、应用 

1．学了分数的基本性质到底又

什么用呢？老师告诉你们，根据分

数的基本性质，我们就能把一个分

数变成多个跟它大小一样，分子分

母却不同的新分数。下面就让我们

来练习一下。 

2．学生练习课本例题 2，两名

学生在黑板上做。  

3．学生自己小结方法。 

4．按规律写出一组相等的分数。 

四、总结 

这节课大家有什么收获？ 

 

（1）  （  ） 

（2）  （  ） 

（3）  （ ） 

（4）  （ ） 

2．下面各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使

分数的大小不变。 

（1）把 的分母乘以 5，（   ）。 

（2）把 的分子除以 4，（  ）。 

（3）一个分数的分母缩小 3 倍，

（   ）。 

（4）一个分数的分子扩大 2 倍，

（ ）。 

3．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把下

列的等式补充完整。 

（1） ；

 

（2）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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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时：公因数、最大公因数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

创 

及反思记

录 

 

一、复

习因

数概

念 

 

 

 

二、创

设 场

景 

 

 

 

 

 

 

 

 

 

 

 

 

 

 

一、复习因数概念 

1．找出下面各组数的公因数有哪些？最大

公因数是几？ 

（1）12、32 和 48；（2）25、10 和 20 

2．指出下面哪两个数是互质数。 

10、3、8、9、11、12、5． 

二、创设场景，引入公因数、最大公因数

的概念 

1．讲解例题 1 

出示场景：爸爸要装修储藏室，储藏室长

16 分米，宽 12 分米，如果要用边长是整分

米数的正方形地砖把储藏室的底面铺满（使

用的地砖都是整块）。可以选择边长是几分

米的地砖？边长最大是几分米？ 

师：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用方砖铺地

的情境，我们可以在长方形的纸上画一画，

看看能画出多少个正方形？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画图操作，找出正方形

的边长以分米为单位，可以取哪些整数。 

师：怎么铺？会多出来吗？ 

学生说出：每行铺 16 快，铺 12 行，不会

多出来。 

师：有没有其它铺的方法？ 

师：怎么铺？ 

学生说出：每行铺 8 快，铺 6 行。 

师：有没有其它铺的方法？ 

师：哦，原来有这么多的铺法？爸爸要铺

得快一点，那一种铺法最好？ 

 

只有公因数 1 的两个数是互质

数 

 

 

 

 

 

学生说出：用边长 1 分米的正方

形地面砖铺地。 

 

 

 

学生说出：我用边长 2 分米的正

方形地面砖铺。 

 

 

学生说出：我用边长 4 分米的

正方形地面砖铺，每行 4 块，铺 3

行，也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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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

习如

何求

解两

个数

的最

大公

师：那我还要问一问，你们是怎么想出可

以用边长是 1、2、4 分米的正方形地面砖铺

呢？           

通过交流，使学生明确：要使所用的正方

形地砖都是整块的，地砖的边长必须既是 16

的因数，又是 12 的因数。于是写出的 16 的

因数、12 的因数并找出公有的因数，得出问

题的答案；地砖的边长可以是 1dm、2dm、4dm，

最大是 4dm。 

 

师：我们可以把这 3 个数叫做 18 和 12 的

公因数，最大的一个是几？ 

师：谁给它起个名字？ 

由此引出最大公因数的概念。 

教师展示相交集合圈图示。使学生形象地

看出相交部分就是 16 和 12 的公因数。 

 

问题要求：学号是 12 的因数而不是 18

的因数的同学站左边，是 18 的因数而不是

12 的因数的站右边，是 12 和 18 公因数的站

中间。 

三、学习如何求解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 

1．学习例题 2 

出示例题：怎样求 18 和 27 两个数的最

大公因数。 

师：你会求 18 和 27 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

吗？你能想到什么办法？（小组讨论，互相

启发，再全班交流。）你还有其他方法吗？ 

方法一：先分别写出 18 和 27 各自的因数，

 

让学生说出： 

①1、2、4 都是 16 的因数，又都

是 12 的因数 

②1、2、4 是 16 和 12 的公有的

因数 

 

 

 

 

 

总结：1、2、4 是 16 和 12 公有

的因数，叫做它们的公因数。其中，

4 是最大的公因数，叫做它的最大

公因数    

 

完成“做一做”：通过学号是 1、

2、3、4、9、6、12、18 几位同学

在讲台上完成问题要求，加深学生

对 12 和 18 公因数的认识。 

 

 

 

 

 

习题精选 

1．判断下面各数哪些是最简分

数 不是的请化成最简分数. 

       

2．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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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数 

 

 

 

 

 

 

 

 

 

 

 

 

 

 

 

 

 

 

 

 

四、 

小 

结 

从中找出公因数，再看哪个最大。 

方法二：是先写出 18 的因数，从中圈出

27 的因数，再看哪个最大。 

方法三：先写出 27 的因数，再看 27 的因

数中哪些是 18 的因数，从中找出最大的。 

引导学生观察两个数的公因数和它们的最

大公因数之间有什么关系？总结规律。 

2．完成“做一做” 

让学生独立完成“做一做”，要求学生观

察每组数有什么特点并相互再作交流。 

指出这是求两数最大公因数的两种特殊

情况： 

①当两数成倍数关系时，较小的数就是它

们的最大公因数； 

②当两数只有公因数 1 时，它们的最大公

因数也是 1。 

3．利用分解质因数的方法求解两个数的

最大公因数 

可以让学生课外阅读。教师可以提示，两

个数所有公有质因数的积，就是这两个数的

最大公因数。 

四、小结：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1）把一个分数化成同它相等

的最简分数，叫做约分。（  ） 

（2）把一个分数化成同它相等

的但分子，分母都比较小的分数，

叫做约分。（   ） 

3．下面各分数变化后，能说是

约分吗？ 

化为 ； 化为 ； 化

为 ； 化为  

4．比一比：在○里填上“＞”、

“＜”或“＝”。 

○ ； ○ ； ○  

5．单位换算 

8 米＝（  ）分米 

2 时＝（  ）分 

1200 厘米＝（   ）米 

 360 秒＝（   ）分  

 6 分米＝（  ）米 

40 厘米＝（  ）米  

15 秒＝（  ）分 

25 分＝（  ）时 

6．一个分数约成最简分数是 ，

原分数分子与分母之和是 90 ，原

分数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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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时：约分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

创 

及反思记

录 

一、设

置 情

境，引

入 课

题  

 

 

 

 

 

 

 

 

 

 

 

 

 

 

 

 

 

 

一、设置情境，引入课题  

1．例题 3 

教师出示场景图，师：学校举行游

泳比赛，五（2）班学生都到现场为

小明加油，看一下他们的谈话，你发

现了什么问题？ 

同学甲：一共要游 100m，小明游

了 75m。 

同学乙：他已经游了全程的 。 

同学丙： 与 是一回事吗？ 

师：那我们猜一猜， 与 是

否相等？想一想，怎样证明它们相

等？ 

指出：像这样分子和分母只有公因

数 1 的分数叫做最简分数。还可以让

学生自己举出几个这样的分数。 

2．完成“做一做”，让学生独立

完成 

3．例题 4：把 化成最简分数 

师：要想化成最简分数应该怎么

办？ 

；

 

 

 

通过学生看图说出已知条件是什么，要

求解答的问题是什么。 

 

 

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思路，根据分数的基本

性质，算一算。 

 

 

学生讨论，得到方法并把自己想到的方

法填写在课本上，然后交流。 

 

学生讨论“一次约分”的简便方法。使

全体学生明确，如果一下能看出分子和分

母的最大公约数，直接用它们的最大公因

数去除比较简便。 

习题精选 

1．在 18 的因数上画“△”，在 30 的因

数上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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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巩

固 练

习 

 

三、 

小 

结 

 

总结：像这样，把一个分数化成和

它相等，但分子和分母都比较小的分

数叫做约分。 

师：我们可以采用“逐次约分”的

方法把 化成最简分数 。那还有

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呢？ 

总结： 

 

二、巩固练习 

完成练习 16 的部分习题： 

三、小结：今天这节课你有什么收

获？ 

 

 

 

 

 

 

 

 

 

 

 

 

 

 

 

 

 

 

 

 

 

18 和 30 的公因数有（      ），最大

公因数是（    ）。 

2．把 15 和 20 的因数、公因数分别填在

下面的圈里，再找出它们的最大公因数。  

 

 

3．数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中，8 的因数有

（   ）；10 的因数有（  ）；20 的因数

有（  ）。 

①8 和 10 的公因数有（   ）最大公因

数是（   ）  

②8 和 20 的公因数有（   ）最大公因

数是（  ） 

③10 和 20 的公因数有（  ）最大公因

数是（ ） 

4．12 的的因数有（ ）42 的因数有（ ），

12 和 42 的公因数有（ ）12 和 42 的最大

公因数是（ ），你能用同样的方法找出

16 和 24 的公因数？ 

5．两个自然数的和是 52，它们的最大

公因数是 4，最小公倍数是 144，这两个数

各是多少？ 

6．有两个 50 以内的两位数，这两个两

位数的最大公因数是 6，这两个两位数分

别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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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时: 最小公倍数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

者再

创 

及反

思记

录 

一、

复习引

入 

 

 

 

 

 

二、

教学过

程 

 

 

 

 

 

 

 

 

 

 

 

 

 

一、复习引入 

1．你能求出下面每组数的最大公因数吗？ 

3 和 8    6 和 11   13 和 26   17 和 51 

2．求 30 和 42 的最大公因数。 

教师：前面我们已学过两个数的约数和最

大公因数，现在我们来研究两个数的倍数。 

二、教学例 1： 

一种墙砖长 3 分米，宽 23 分米，现在用这

种墙砖铺一个正方形（用的墙砖都是整块），

正方形的边长可以是多少分米？最小是多少

分米？。 

解决方法：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必须既是 3

的倍数，也是 2 的倍数。教师归纳并板书： 

 

①3 和 2 公有的倍数有：6、12、18……其

中最小的一个是 6。②也可以用图来表示。  

 

 

 

 

（1）学生观察图中内容，分析图中

已知内容和问题分别是什么？ 

（2）独立思考问题并在纸上画一

画。 

（3）小组讨论，找出问题的答案。  

 

 

思考：3 和 2 公有的倍数是哪几个？

其中最小的一个是多少？有无最大

的？为什么？ 

 

 

①什么是公倍数、最小公倍数？（学

生独立总结） 

②指导学生看教材有关公倍数、最

小公倍数的概念： 

 

习题精选 

一、选择题 

1．(   ) 3 可以整除 12，所以 3 是

12 的（①质数 ②合数 ③因数 ④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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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巩固练

习 

 

 

 

 

四、课

堂小结 

 

 

（4）概括总结。 

（5）完成“做一做”，先让学生思考，分

析“4 人一组或 6 人一组都正好分完”这句

话隐含了什么问题？然后思考“总人数在 40

人以内”这句话又表示什么含义。（学生自

己完成，集体订正） 

2．教学例 2：怎样求 6 和 8 的最小公倍数？

（学生思考方法）你们都有什么好的办法

吗？ 

（1）采用列举的方法，分别找出 6 和 8 的

各自倍数，再分析它们的最小公倍数。 

（2）采用列表的方法，将 6 和 8 的倍数分

别列成图表，再找出它们的最小公倍数。 

（3）我们通常用分解质因数的方法来求几

个数的最小公倍数。把 6 和 8 分解质因数，

写出短除的竖式并指出它们公有的质因数是

哪些？ X  k B 1  . c o m 

 

①6（或 8）的倍数必须包含哪些质因数？

6＝2×3；8＝2×2×2 

②6 和 8 的公倍数必须包含哪些质因数？

（2×3×2×2） 

归纳：6 和 8 的最小公倍数里，必须包含

它们全部公有的质因数（1 个 2）以及各自独

有的质因数（3 和 2×2）就可以了，所以 6

和 8 的最小公倍数是：2×3×2×2＝24 

（4）总结求最小公倍数的一般方法并让学

生分组讨论写成这种形式后该怎样做。 

①每次用什么作除数去除？ 

②一直除到什么时候为止？ 

③再怎样做就可以求出最小公倍数了？ 

（6）尝试练习。 

三、巩固练习 

四、课堂小结：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数） 

2．(   ) 找找看，哪一个数是 11

的倍数?（①582 ②426 ③6275 ④

6512) 

3．(   ) 56 可以被 7 和 8 整除，所

以 56 是 7 和 8 的(①公因数 ②公倍数 

③最大公因数) 

4．(   ) ，

的过程是（①通分 ②

约分 ③扩分)过程。 

二、算一算，在（）内填上正确答

案。 

1． ； 

2． ； 

3． ； 

4． ； 

5． ； 

6． ； 

7．  

三、比较各分数的大小关系： 

1． 、 和 ；  

2．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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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时：通分 

教学过程 

教

学

环

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

再创 

及反思

记录 

一、 

复 

习 

引 

入 

 

 

 

 

 

 

 

二、

探索

研究 

 

 

 

 

 

 

 

 

 

 

一、复习引入 

1．求下面每组中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12 和 8    8 和 9    9 和 45 

2．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将（）填上正确的

答案。 

 

 

3．比较下列各组分数的大小。 

○    ○     ○  

二、探索研究 

1．教学例 3：地球上，陆地面积约占地球

总面积的 ，而海洋的面积约占地球总面积

的 ，那么，你知道地球上的陆地多还是海

洋多吗？ 

（1）出示例 3，比较 和 的大小。 

提问：这两个分数能你会比较它们的大小

吗？ 

 

让全体学生自学课本第 114 页例 3，并思考 

 

 

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 

 

 

   比较下面几组分数的大小。你发

现了什么？上面 3 道题都能很快看

出两个分数的大小，那么下面三组

分数的大小你会比较吗？说说你是

怎么想的？ 

（3）分母相同分两个分数怎样比

较大小？分子相同的两个分数呢？

（学生总结规律） 

 

 

 ①为什么 和 不容易直接比

较大小？ 

②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比较它们的

大小？ 

③能用 10、20、30 等数来作它们

的公分母吗？ 

④课本上为什么选用 20 作公分

母？ 

通分的关键是什么？（准确、快

速地求出公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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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巩固

练习 

 

 

 

 

 

 

 

 

 

 

 

 

四、

课堂

小结 

 

2．教学例题 4：教师出示图例。 

豆类食品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和脂肪，经常使

用有益于人体健康。其中黄豆的蛋白质含量大

约是 ，蚕豆的蛋白质含量大约是 ，黄豆

和蚕豆哪个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问题： 

（1）你能直接比较 和 的大小关系吗？

为什么？ 

（2）上面例题 3 能很快看出两个分数的大

小， 和 这组分数有什么特点？吗 

（3）全体学生围绕以上思考题进行讨论。 

（4）通过直观图引导学生比较 和 的大

小。 

① 是怎样变成 的？板书：

又是怎样等于 ？板

书：  

②谁会用“因为……所以……”来说明？ 

板书：因为 ，所以  

（5）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归纳、概

括出通分的意义。 

像这样，把异分母分数分别化成和原来分数

相等的同分母分数，叫做通分。 

（6）完成“做一做”，对照通分的意义，

思考应当选用什么数作公分母？ 

（7）引导学生归纳、概括出通分的一般方

法。 

三、巩固练习 

四、课堂小结。1．什么叫做通分？2．通分

的一般方法是什么？关键是什么？ 

  

习题精选 

一、选择题 

1．( ) 3 可以整除 12，所以 3 是 12

的（①质数 ②合数 ③因数 ④倍

数） 

2．( ) 找找看，哪一个数是 11 的

倍数?（①582 ②426 ③6275 ④

6512) 

3．( ) 56 可以被 7 和 8 整除，所以

56 是 7 和 8 的(①公因数 ②公倍数 

③最大公因数) 

4．( ) ，

的过程是（①通分 

②约分 ③扩分)过程。 

二、算一算，在（）内填上正确答

案。 

1． ； 

2． ； 

3． ； 

4． ；5． ； 

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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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时：分数与小数的互化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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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复习小

数的意

义 

 

 

 

 

 

 

 

 

二、课

程学习 

 

 

 

 

 

 

 

 

 

 

 

 

 

 

 

 

 

一、复习小数的意义 

1．在（ ）内填上正确答案。 

（1）0.1 表示（ ）分之（ ）。 

（2）0.3 表示（ ）分之（ ），

写作 。 

2．想一想，小数的意义是什

么？ 

师总结：小数实际上是分母

为 10、100、1000、……的分

数的另一种书写形式。 

二、课程学习 

1．教学例题 1：把一条 3m

长的绳子平均分成 10 段，每段

长多少米？如果平均分成 5 段

呢？问题：你能用小数和分数

分别表示出每段绳子的长度

吗？（学生独立计算，也可以

让同桌两人合作，一人的计算

结果用小数表示，另一人的用

分数表示） 

（1）通过用两种方法表示等

分绳长的结果： 

得出：   

（2）两种不同形式的结果是

相等的，我们将它们直接用等

号联结。那么，能不能把小数

直接写成分数？如果能，怎样

写？ 

思考：怎样能较快地把小数

化成分数？ 

（3）完成“做一做”，总结

小数化分数时要注意什么。 

学生独立完成，核对答案时

再让学生说一说，其中哪几个

小数写成分数就行了，哪几个

小数写成分数后还要约分，以

 

小数实际上是分母为 10、100、

1000、……的分数的另一种书写形式。 

 

 

 

 

联系小数的意义，总结把小数直接写成

分数并化简的方法：小数表示的是十分之

几、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的数，所

以可以直接写成分母是 10、100、

1000、……的分数，然后再化简。 

 

 

 

 

 

第一步，把小数写成分数，原来有几位

小数，就在 1 后面写几个 0 作分母，原来

的小数去掉小数点作分子。 

第二步，能约分的要约分。（常用的因

数是 2 和 5） 

 

 

 

学生分组进行交流，也可以小组讨论并

尝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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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引起学生注意结果应该是最

简分数。 

2．教学例题 2：把 0.7、 、

0.25、 、 、 这 6

个数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起

来。（让学生独立观察 6 个数，

发现其中有小数，也有分数。） 

问题：要比较这些数的大小，

可以怎么办？（让学生独立尝

试比较 6 个数的大小关系） 

引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方

法： 

（1）是把其中的小数都化成

分数，通分以后再比较大小。 

（2）是把其中的分数都化成

小数再比较。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两种方

法，指出第二种方法可以免去

通分的麻烦，比较简单。 

问题讨论：那么，怎样把分

数化成小数？ 

讨论：前两个分数 和

可以直接写成小数，第 3

个分数 ，有两种方法化成

小数。 

问题：第 4 个分数 怎么化

成小数呢？你们有什么办法

吗？ 

在此基础上，可以引导学生

总结分数化小数的方法。明确

各种方法之间一般与特殊的关

系。 

一般方法：分子÷分母（除

 

 

 

 

 

引导学生分析，比较大小关系时可以统

一成分数或统一成小数。比较这两种选

择，哪种比较简便，形成共识，再思考怎

样把分数化成小数。 

 

 

 

 

 

 

 

 

总结：可以用分子除以分母的方法，出

现了除不尽的现象，可以保留两位小数。 

 

 

 

 

 

 

 

 

习题精选 

1．填空： 

（1）0.9  表示（ ）分之（ ）。 

（2）0.07 表示（ ）分之（ ）。 

（3）0.013 表示（ ）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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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堂小

结 

 

不尽时按要求保留几位小数） 

特殊方法： 

①分母是 10，100，1000，…

时，直接写成小数。 

②分母是 10，100，1000，…

的因数时，可化成分母是 10，

100，1000，…的分数，再写成

小数。 

（3）完成“做一做”，可让

学生自己选择适当的方法完成

后再交流。 

3. 巩固练习（练习十九）。 

建议：“你知道吗？”可以

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自己阅读，

教师酌情予以指导。 

三、课堂小结 

问：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4）4.27 表示（ ）又（ ）分之（ ）。 

2．按要求完成 

（1）把下面的小数化成分数。 

0.5 0.8 1.07 0.65 7 .25 0.904 

（2）把下面的分数化成小数 

、 、 、 、 、 、  

3．下面的做法对吗？说出理由。 

（1） …（ ） 

（2） ……（ ） 

（3） …（ ） 

4．把下面每个小数和相等的分数用线

连起来 

 

5．比较下面每组数的大小 

（1） 和 2.769； 

（2） 和 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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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五下（备课）用表 

                                 编写时间：    年  月  日 

教学课题 五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分数的加法和减法 

学案编写者    教学用课时     3 

学案使用者            第   周星期  用 

教

学 

目

标 

 

课（章节）

教学 

目标 

1．理解分数加减法的算理，掌握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并能正确地计算出

结果。 

2．理解整数加法的运算定律对分数加法仍然适用，并会运用这些运算定律进

行一些分数加法的简便运算，进一步提高简算能力。 

3．体会分数加减运算在生活、生产中的广泛应用。 

4．培养学生规范书写和仔细计算的良好习惯。 

5．培养学生运用多种方法解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与难点 
理解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的算理和计算方法理解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的算理

和计算方法。掌握三个分数连加、连减的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 

教学准备与手段 多媒体课件 

 

第一课时:同分母分数加、减法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复

习引入 

 

 

 

 

 

一、复习引入 

( 1 ） 的分数单位是（ ），它有（ ）

个这样的分数单位。 

( 2 ）( ）个 是 ， 里有（ ）个

。 

 

 

学生思考并口答： ，表示

把两个分数合并起来，所以用加

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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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

习新知 

 

 

 

 

 

 

 

 

 

 

 

 

 

 

 

 

 

 

 

 

 

 

 

 

 

 

 

二、学习新知 

1．出示例 1： 

 

提问：观察图，你都知道了哪些数学信

息？（把一张饼平均分成 8 份，爸爸吃

了 张饼，妈妈吃了 张饼，求爸爸和

妈妈共吃了多少张饼？） 

提问：要求爸爸和妈妈共吃了多少张饼，

怎样列式？为什么？ 

提问：你能算出结果吗？怎样想的？ 

 

提问： 的和是 ，为什么分母没

变，分子是怎样得到的？ 

（因为 和 的分母相同，也就是它们

的分数单位相同，所以可以直接用两个

分子相加，分母不变。）提问：你会写

出计算过程吗？ 

板书：  

2．提问：分数加法的含义是什么？怎样

计算同分母分数加法？ 

3．出示例 2：画面中的同学提出了什么

问题？（还剩几分之几的矿泉水？） 

 

提问：为什么用减法计算？分数减法的

含义与整数减法相同吗？因为这道题中

已知两个数的和是 ，其中一个数是

 

  学生可以这样思考： 是 1 个

， 是 3 个 ，合起来 

也就是 。 

 

 

注意：计算结果，能约分的要约 

成最简分数 

 

  小结：分数加法的含义与整数

加法相同，都是表示把两个数合

并成一个数的运算。在计算同分

母分数加法 

时，分母不 

变，只把分子相加。 

 

请学生根据题意，试列式并计算。 

请学生汇报计算过程：

 

 

 

总结：同分母分数相加、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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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异分母分数加、减法 

 

 

 

 

 

 

 

 

 

 

 

 

 

 

三、课

堂小结 

 

，求另一个数是多少，所以用减法计

算。分数减法的含义与整数减法相同。） 

提问：计算过程中，为什么分母不变？

你能说一说同分母分数减法的计算方法

吗？ 

4．小结：观察例 1 和例 2 有什么共同点？

同分母分数加、减法怎样计算？（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共同归纳概括。） 

5．完成“做一做”，学生独立完成，集

体订正。 

6．出示例题 3：电视台少儿频道各类节

目播出时间分配情况如下： 

 

（1）前三类节目共占每天节目播出时间

的几分之几？ 

（2）其他节目占每天播出时间的几分之

几？7．完成“做一做”，学生独立完成

再集体更正。 

三、课堂小结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你能总结一下吗？ 

母不变，只把分子相加减。 

 

请学生根据题意，试列式并计算。

请学生汇报计算过程： 

解答问题 1： 

方法 1： ；

 

 

方法 2：X  k B 1  . c o m 

 

提问：两种方法哪种比较好？你

喜欢用什么方法？还有其他算法

吗？ 

解答问题 2：  

提问：计算过程中，为什么用 1

来减？你还有其他的算法吗？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复习

引入 

 

 

 

 

一、复习引入 

出示习题： 

；  

前面我们学习了同分母分数加减

法，同学们还记得吗？谁能总结一

 

谁能总结一下？ 

 

 

 

个体尝试计算个体尝试计算。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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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

新知 

 

 

 

 

 

 

 

 

 

 

 

 

 

 

 

 

 

 

 

 

 

 

 

 

 

 

下？ 

二、教学例 1：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产生的垃圾叫做生活垃圾，下面的

扇形统计图记录了各类垃圾所占

的比例； 

问题： 

（1）废金属和纸张是垃圾回收的

主要对象，它们在生活垃圾中共占

几分之几？ 

（2）危险垃圾多还是食品残渣

多？多多少？ 

1．让学生根据问题（1）列出算式：

 

2．探讨“ ”的算法。 

；

等；问

题：两个分数的单位不同，一个是

，一个是 ，单位不同的两个

分数是不能直接相加的。 

（3）归纳异分母分数加法的计算

方法。 

由于 10 和 4 的最小公倍数是 20，

所以把圆平均分成 20 份，这样，

就变成 ， 变成 ，如

下图。所以

。 

问题：谁来说说分母不同的两个分

数怎样相加？ 

3．继续研究例题 1 的问题 2； 

（1）根据题意，让学生比较 和

个学生尝试计算“ ”，教师

巡视，将学生中的几种不同算法列

举在黑板上。学生的算法多种多样，

可能有： 

 

 

 

 

集体讨论并更正，让学生分别对上

述三种计算方法进行评价，并总结

出各种算法正确与否，讨论各算法

的的优点和缺点第一种算法正确，

但不简便。将 、 通分时，没

有找 10 和 4 的最小公倍数，而是找

它们的公倍数，所以，计算时数据

较大，结果还要约分。第二种算法

既正确又简便，先找 10 和 4 的最小

公倍数，通分后再相加；第三种算

法不对。算理错了。 

 

 

 

学生利用已有经验验算，方法主要

有两种：一种重算法（将原式重算

一遍），一种逆算法，逆算关系式

有两种，学生多数会用此法验算。 

（1）利用关系式“减数+差=被减

数”。 

因为 所以原式计算

正确； 

因为 所以原式计

算错误。 

（2）利用关系式“被减数－差＝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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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时: 分数加减混合运算 

 

 

 

 

 

 

 

 

 

 

 

 

 

 

 

三、巩固

小结 

 

的大小关系，得出：  

（2）列出算式  

（3）完成 的计算，比较

算法与异分母分数加法的计算有

什么异同？ 

（4）尝试独立总结异分母分数加

减法计算方法。 

4．完成“做一做”第 2 题。学习

如何验算。先做左边两道题： 

 

５．归纳异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

方法。异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方

法是：先通分，然后按同分母分数

加减法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提

问：分数加减法的验算方法主要有

哪些？它与整数加减法的验算方

法相同吗？ 

三、巩固练习 

四、课堂小结：今天你有什么收

获？ 

数”。 

因为 所以原式

计算正确； 

因为 ，所以原式

计算错误。 

总结算法的基础上，强调验算的方

法并引导归纳：异分母分数相减，

也是先通分再相减。 

 

 

 

学生继续独立完成剩下的题目并验

算结果的正确性，教师巡视指导，

学生上台板演验算过程。集体反馈

时，引导学生把异分母分数加法的

计算方法迁移到减法中来。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例

题讲解

并归纳 

 

 

 

一、例题讲解并归纳 

1．出示例 1 的表格。 

 

云梦森林公园地貌情况对比 

请学生试着算一算，集体交

流计算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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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

 

（1）让学生读懂表格的内容，并用自己

的语言表述出来。 

（2）老师出示第一个问题：“森林部分

比草地部分多几分之几？” 

（3）提问：森林部分指什么？怎样列

式？ 

（5）小结计算方法：计算分数加减混合

运算时，可以分步通分也可以一次通分

进行计算。计算时，可以根据题目的特

点和自己的情况灵活选择方法。 

2．出示例 1 的第二个问题：“裸露地面

储存的地下水占降水量的几分之几？” 

森林和裸露地面降水量转化情况对比 

 

（1）先让学生看懂表格内容，然后老师

提问：在这个问题中，把什么看作单位

“1 ” ？ 是什么意思？ 

（2）请学生列出算式： 或

 

提问：比较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带

有小括号的分数加减混合运算该怎样计

算？ 

3．小结。提问：你能说一说分数加减混

合运算的顺序吗？ 

二、学习分数的简便运算 

 

 

 

老师巡视，请不同算法的同学

板演。 

 

分析：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你

比较喜欢用哪种方法？ 

 

 

分数加减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

整数加减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相

同 

 

 

 

 

 

 

 

 

请学生试着计算，并指名板

演这两种方法的计算过程。 

计算 1：            计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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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五下（备课）用表 

                                 编写时间：    年  月  日 

教学课题 五年级数学下册第六单元   统计 X  k B 1  . c o m 

习分数

的简便

运算 

 

 

 

 

 

 

 

 

 

 

 

 

三、课

堂小结 

 

1．出示： 

加法交换律：  

加法结合律：  

问题：当上面式中的字母表示分数时，

这个定律还适用吗？ 

2．出示例 2：小强做作业时，碰到了两

道比较大小的题目，仔细观察题目后，

他很快写出了答案。你能很快写出答案

吗？你是怎么算的？（学生计算后，集

体交流结果。） 

提问： 

（1）两组算式的特点各是什么？（两组

算式中，左右两边的加数都相同，第一

组中加数交换了位置，第二组中改变了

加的顺序。 

（2）这一特点与整数加法的什么运算性

质相同？（加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 

3．结论：整数加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对

分数加法同样适用。 

三、课堂小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总结：计算分数加法时，要注意认真审

题，根据题目中数的特点，灵活应用加

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进行简便运算，

从而提高计算的正确率和计算的速度。 

 

 

 

 

 

 

引导学生归纳概括出：分数加

减混合运算与整数加减混合运算

的顺序相同，也是按照从左往右

的顺序计算，带有小括号的先算

小括号里面的，再算小括号外面

的。 

 

 

分数加减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和整数加减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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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编写者    教学用课时  

学案使用者            第   周星期  用 

教

学 

目

标 

课（章节）

教学 

目标 

1．理解众数的含义，学会求一组数据的众数，理解众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 

2．根据数据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统计量表示数据的不同特征。 

3．认识复式折线统计图，了解其特点，能根据需要，选择条形、折线统计图

直观、有效地表示数据，并能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预测。 

教学重点与难点 理解众数的统计意义，了解复式折线统计图特点，能对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和推测。 

教学准备与手段 多媒体课件 

第一课时：认识众数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课

程学习 

 

 

 

 

 

 

 

 

 

 

 

一、课程学习 

 

出示例题 1：五（2）班要选 10 名同学

组队参加集体舞比赛，下面是 20 名候选

队员的身高情况（单位：m），根据以下

数据，你认为参赛队员身高是多少比较

合适？ 

 

 

 

问题讨论： 

（1）你认为参赛队员身高是多

少比较合适？ 

（2）让学生看课本，问：这几

位同学是怎样处理的？你觉得

哪个同学的方法比较好？ 

 

（3）学生进行评议，体会平均

数、中位数、众数各自不同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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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巩

固练习 

 

 

 

 

 

 

 

 

 

 

 

师：三位同学都说出选择的标准，你能

说一下他们的选拔标准吗？（小林采用

取身高平均数来作为标准；小平取身高

的中位数作为选拔的标准；小明选身高

人数最多的作为衡量标准） 

师：大家总结的都非常好，上面这组数

据中，1.52 出现的次数最多，我们把这

样的数叫做这组数据的众数。众数能够

反映一组数据的集中情况。 

师：大家还记得平均数和中位数是怎样

求出来的吗？ 

总结：平均数应用最为广泛，用它作为

一组数据的代表，比较可靠和稳定，它

与这组数据中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关系，

能够最为充分地反映这组数据所包含的

信息，在进行统计推断时有重要的作用；

但容易受到极端数据的影响。 

总结：用小明的方案选出的队员身高均

匀。 

二、巩固练习 

完成“做一做”：五（1）班全体同学左

眼视力情况如下： 

5.0 4.9 5.3 5.2 4.7 5.2 4.8 5.1 5.3 

5.24.8 5.0 4.5 5.1 4.9 5.1 4.7 5.0 4.8  

5.15.0 4.8 4.9 5.1 4.5 5.1 4.6 5.1 4.7 

5.15.0 5.1 5.1 4.9 5.0 5.1 5.2 5.1 4.6 

5.0 

（1）根据上面的数据完成下面的统计

表。 

 

 

学生说出平均数好中位数的

求解方法，教师将题目中数据的

平均数和中位数找出来。 

问题：如果我们用平均数作

为选择的依据，你会选那些数

据？用中位数呢？要是用众数

呢？ 

比较一下！哪种方法比较好

呢？  

 

中位数在一组数据的数值排序

中处于中间的位置，故其在统计

学分析中也常常扮演着“分水

岭”的角色，人们由中位数可以

对事物的大体趋势进行判断和

掌控。 

 

 

 

 

 

 

众数着眼于对各数据出现

的频数的考察，其大小仅与一组

数据中的部分数据有关，当一组

数据中有不少数据多次重复出

现时，它的众数往往是我们关心

的一种统计量。 

 

 

上述三个量既有联系也有

区别。它们都是描述一组数据集

中趋势的统计量，但描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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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复式折线统计图 

 

 

 

 

 

 

 

 

 

三、课

堂小结 

 

（2）这组数据的中位数、众数各是多

少？ 

（3）你认为用哪一个数据代表全班同学

视力的一般水平比较更合适？ 

（4）视力在 4.9 及以下为近视，五（1）

班同学左眼的视力如何？你对他们有什

么建议？ 

（5）调查本班同学左右眼的视力，找出

这组数据的众数。 

教师让学生分组合作，完成题目的要求。

学生可以结合生活经验谈一谈建议。在

数据调查前，提醒学生团结合作，分工

明确。 

三、课堂小结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呢？ 

 

和适用范围有所不同，在具体的

问题中究竟采用哪种统计量来

描述一组数据的集中趋势，要根

据数据的特点及我们所关心的

问题来确定。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认

识复式

折线统

计图 

 

 

 

 

 

 

一、认识复式折线统计图，对比单式折线统计

图，体会特点。 

出示例题 2：第 9～14 届亚运会中国和韩国获

金牌情况如下表： 

 

师：看出两个国家各届金牌数的变化情况，我

们可以用折线统计图把数据表示出来。下面我

们就来完成它。（师生共同完成两个国家的金

牌折线统计图） 

 

 

 

问题：这是两个折线统计

图，现在怎样做才能更方便

地比较两国获得金牌数量的

变化情况呢？（引导学生说

出可以把两个单式折线统计

图合并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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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巩

固练习 

 

 

 

 

 

师：那么怎样把两个折线统计图合成一个呢？

谁能说一下你是怎么想的？（学生先独立思

考，然后共同完成复式折线统计图。） 

 

师：观察、比较单式折线统计图与复式折线统

计图的不同点。 

问题：根据画好的复式折线统计图，试着回答

下面的问题： 

（1）中国和韩国分别在哪一届亚运会上获得

的金牌数量最多？ 

（2）哪一届亚运会两国金牌数量相差最少？ 

（3）根据统计图，简单分析两国在历届亚运

会上的表现。 

（4）你还能提出什么问题？ 

二、练习巩固 

出示“做一做”内容：李欣和刘云为了参加校

运动会 1 分钟跳绳比赛，提前 10 天进行训练，

每天测试成绩如下（单位：次），根据表格中

的数据画出复式折线统计图。 

 

 

 

 

总结：从两条折线的变化

趋势，可以看出中国获得金

牌的数量呈上升趋势，韩国

则趋于平稳。 

 

 
 

 

 

（认识单式折线统计图有局

限性，体会到引入复式折线

统计图的必要性： 

可以比较方便地比较两

组数据的变化趋势。 

 

 

 

 

 

 

学生思考并回答问题，体

会引入复式折线统计图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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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五下（备课）用表 

                                 编写时间：    年  月  日 

教学课题 五年级数学下册第七单元  数学广角   找次品 

学案编写者  教学用课时  

学案使用者            第   周星期  用 

教

学 

目

标 

课（章节）

教学 

目标 

1．使学生通过观察、猜测、试验、推理等活动，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及运用优化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2．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尝试用数学的发来解决实际

生活中的简单问题，初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课

堂小结 

 

（1）李欣和刘云第一天的成绩相差多少？第

十天呢？ 

（2）李欣和刘云跳绳的成绩呈现什么变化趋

势？谁的进步幅度大？ 

（3）你能预测两个人的比赛成绩吗？ 

（4）你还能发现什么？ 

学生根据要求画出复式折线统计图，教师引导

学生分析统计图，体会到复式折线统计图的特

点，同时学习分析折线统计图包含的信息。 

 

三、课堂小结 

复式折线统计图的优点是什么？这节课你有

什么收获？ 

总结：李欣和刘云跳绳的

成绩都呈逐步上升的趋势，

但上升的情况不同。 

李欣是稳步提高，刘云忽

高忽低；李欣最后四天的成

绩呈上升趋势并且比刘云

好，而刘云最后四天的成绩

不如自己前几天的最好成

绩。 

由此可以预测李欣的比

赛成绩可能会超过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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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用数学方法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教学准备与手段 几瓶药片（其中一瓶少了几片药），天平。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使用者再创 

及反思记录 

一、情

境导入 

 

 

 

 

 

 

二、课

程学习 

 

 

 

 

 

 

 

 

 

 

 

 

一、情境导入 

师：今年的 3.15 曝光了很多不合格产品，

这些不合格的产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危

害，国家设定了质检部门对产品质量进行把

关，并针对各产品设定质量标准。在生活中

常常有这样一些情况，在一些看似完全相同

的物品中混着一个质量不同的，重一点或轻

一点的物品。需要想办法把它找出来，我们

把这类问题叫做找次品。 

师：下面我们一齐来研究找次品。 

二、课程学习 

1．自主探索。 

出示口香糖：老师这儿有三盒药片，其中有

一盒是吃了两粒的，你说有什么办法帮忙将

它找出来吗？ 

师：对，少了两粒药的这盒重量要轻一些，

我们可以用天平来帮忙找出来。 

师根据据生回答填写表格： 

 

2．老师又拿来了两盒药片，和前面的三盒

混在一起，你还能用天平将那盒少了两粒药

盒找出来吗？ 

让生根据讨论题在学习小组讨论交流，把自

己的想法说给小组其他成员听。 

 

 

 

让生根据讨论题同桌互相说

说方法： 

（1）你把待测物品分成几

份？每份是多少？ 

（2）假如天平平衡，次品在

哪里？ 

（3）假如天平不平衡，次品

又在哪里？ 

学生汇报方案并上台边讲边

在天平演示。 

 

 

 

学生小组讨论： 

（1）你把待测物品分成几

份？每份是多少？ 

（2）假如天平平衡，次品在

哪里？ 

（3）假如天平不平衡，次品

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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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

学 例

题，自

主 探

索， 

 

 

 

 

 

 

 

 

 

 

 

 

 

 

 

 

 

 

 

 

 

三、教学例题，自主探索，寻找“找次品”

的最佳方案 

1．自主探索 

师：大家都很聪明，都能在几盒药片中里找

出轻的那盒次品来，那如果有的次品是比正

品重一些的，那你又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呢？

如果在增加 4 盒，你还能找出来吗？你把待

测物品分成几份？每份是多少？至少称几

次就一定能找出次品来？  

出示问题：有 9 个零件，其中有一个是次品

（次品重一些），用天平称，至少称几次就

一定能找出次品来？ 

学生讨论并填写表格。 

 

2．观察分析，寻找规律。 

师：刚才我们在 9 个零件里找次品，大家都

有什么方法呢？（学生说出自己的答案） 

师：如果待测物品更多一些，那方法也会更

多，如果每次都这样找的话就比较麻烦，那

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些规律呢？ 

教师出示表格： 

 

问题：观察表格，那种方法最简便、最快的？

称几次就一定能找出次品来？这种方法我

（4）至少称几次就一定能找

出次品来？ 

 

 

让生自己审题，并找出重点、

关键的词语，课件用点标出重

点词语：次品重、至少、一定 

 

 

 

思考：是否所有“找次品”

的问题中，都可以将物品平均

分成三份呢？（不是） 

 

 

 

 

总结：有的数能平均分成

3 份，如：6、9、12、27 等。

有的数不能均分成 3 份，如 5。

这时候要分得尽量平均。那

么，找次品的最好方法，一是

把待测物品分成三份；二是要

分得尽量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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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

堂小结 

们分成几份？是怎么分的？（分成三份，并

且平均分） 

3．巩固练习：有 10 瓶水，其中 9 瓶质量相

同，另有 1 瓶是盐水，比其他的水略重一些。

至少称几次保证能找出这瓶盐水？ 

四、课堂小结：这节课你学会了什么？请跟

同桌交流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