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克、千克、吨

第1课时 克、千克的认识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1~2页内容,第4页课堂活动第1题及练习一第1题。

【教学目标】

1.在现实情境中认识克和千克,感知克、千克的实际意义。

2.在“称一称”“掂一掂”等实践操作活动中建立克、千克的概念,

能根据现实情境恰当选择克或千克计量物品的轻重。

3.在现实情境和具体操作中理解、掌握克与千克之间的进率,并

能进行克与千克之间的单位换算。

【教学重、难点】

1.建立克、千克的概念,理解、掌握克与千克之间的进率。

2.在建立克、千克的概念过程中,培养学生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

择恰当单位进行计量物品轻重的意识。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8台盘秤、天平秤、电子秤、1角硬币、白砂糖、鸡蛋等

物品。

学生准备:1袋500g的盐、梨、1角硬币、大米、黄豆、苹果、萝卜

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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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

课件呈现在超市购物时称重的对话情境。
教师:同学们,画面中的对话内容是什么? (学生交流)
教师由对话中用到的克、千克引入课题:克、千克的认识。(板

书:克、千克的认识)
[点评:由生活情境引入学习主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参

与意识,快速把学生的注意力带进课堂。]

二、新知探索

1.认识称物品轻重的工具———秤

呈现引入情境画面中的一种物品。
教师:想要知道这个物品有多重,怎么办呢? (用秤称)
教师:同学们说得对,要想准确知道物品有多重,我们就要用到

计量物品轻重的工具———秤。我们先来认识几种常见的秤,你们认

识这些不同的秤吗? 谁来介绍一下?
学生结合实物秤或用图片做简要介绍,教师补充。
[点评:学生对于秤其实并不陌生,一部分学生已有使用盘秤或电

子秤计量物品轻重的经验,因此先安排学生介绍使用方法,教师再做补

充,同时也给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再引出质量单位,揭示课题。]

2.认识克

(1)称一称。
教师:我们认识了各种秤,你们想用秤称一称物品有多重吗? 下

面各小组在组长的组织下,从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白砂糖中,分别称出

1g、2g、3g、4g糖。看哪个小组操作有序,动作快? 按要求称出糖

后,观察各份糖的多少。
学生操作称糖,教师巡视指导。
活动小结:大家观察了称出的1g、2g、3g、4g糖,有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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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感受1g糖看上去很少,感觉很轻。
(2)掂一掂。
教师:我们身边有很多物品都很轻,比如这枚硬币(呈现1角硬

币,介绍1角硬币重1g),大家放在手掌心内掂一掂,感受一下1g有

多重。
教师:把小组的所有硬币放在一起,掂一掂,感受一下有多重。
(3)说一说。
教师:通过刚才的“掂一掂”“称一称”活动,你们对1g或几克有

什么感觉? (轻或很轻的感觉)
活动小结:计量较轻的物品有多重,通常用克作单位,克用字母

“g”表示。(板书:克———g)
(4)议一议。
教师:生活中计量哪些物品的轻重可以用克作单位?
学生可能会说到牙齿、粉笔头、树叶等物品,教师要及时给予肯

定,对估计误差太大的予以纠正。
学生交流后,课件出示用克作单位的实物图片。
教师:你见到的哪些物品的包装上用到了“克”?
(5)填一填。
学生独立完成教科书第2页“填一填”,完成后汇报。
教师:你是怎样确定读数和读数单位的?
小结:秤上的标注是g,读数就以克作单位,指针指着多少就是

多少克。
[点评:通过“称一称”“掂一掂”“说一说”“填一填”等学习活动,

使学生切实感受1g或几克有多重,丰富对克的轻重体验,帮助学生

建立克的单位概念。]

3.认识千克

(1)称一称。
教师:1袋盐重多少? 2袋盐呢?
学生观察后知道1袋盐重500g,2袋盐是500g+500g=10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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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请大家把2袋盐放在盘秤上称一称,告诉老师2袋盐有多

重,你是怎样知道的?
学生观察后发现指针指着1,2袋盐重1kg。
教师:你发现了什么?
引导学生得出:1kg和1000g都同样表示2袋盐的轻重,因此

1kg和1000g一样重,1kg等于1000g。(板书:1000g=1kg)
(2)掂一掂。
教师:请大家把重1kg的盐放在手里掂一掂,说说你的感受。
学生操作并交流感受。
教师:先掂一掂1kg的盐,再掂一掂1枚1角的硬币,有什么感

受? 并在小组讨论: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千克作单位?
小结:计量较重的物品有多重,通常用千克(也叫公斤)作单位,

千克用字母“kg”表示。(板书:千克———kg)
(3)估一估。
教师:你能估一估多少个梨重1kg吗?
引导学生用手先掂一掂一个梨有多重,再想1kg重的物品在手

里是怎样的感受,然后估计几个梨重1kg。组内先交流,然后让学生

用盘秤验证估算结果(4个梨大约重1kg)。
教师:你能估一估多少个鸡蛋重1kg吗?
教师用盘秤称出1kg鸡蛋,验证学生的估算结果(18个鸡蛋大

约重1kg)。
(4)称一称。

①小组合作用盘秤称出1kg大豆。
让学生先将大豆放入袋中,先用手掂一掂、估一估后,再称出

1kg大豆。
教师巡视,对有困难的小组给予指导,让学生再掂一掂。

②小组合作用盘秤称出2kg大米。教师巡视,对有困难的小组

给予指导。

③让学生先掂一掂、估一估,各小组再分别称出8个苹果和3个

萝卜有多重。教师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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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一填。

5000g=(  )kg  3kg=(  )g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指名回答,并说一说是怎样想的,帮助学生

分析填写错误的原因。
[点评:学生通过“看一看”“掂一掂”“估一估”“说一说”“称一称”

等多种体验,从不同的角度感知1kg,建立1kg的单位概念。]

三、练习应用

1.教科书第4页课堂活动第1题

教师:比一比看谁拿得准?
学生分组完成后相互交流。

2.教科书第4页练习一第1题

投影仪展示学生完成情况。师生共同评析。

3.拓展练习

1000g的棉花和1kg的铁块,谁重? 为什么?
教师引导学生认识:因为1000g=1kg,所以1000g的棉花与

1kg的铁块一样重。同样重的物品大小也不一定相同。
[点评:让学生自己估一估、掂一掂1kg的物品,既能满足学生

的好奇心,又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有利于学生形成量感。拓展练

习的设计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克和千克

的理解,提升灵活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反思总结

教师:这节课你学到了哪些知识? 有什么收获?
教师引导学生回忆克和千克都是计量物品轻重的单位,计量较

轻的物品有多重用克作单位,计量较重的物品有多重用千克作单位,
以及1kg=1000g。

(重庆市江津区马宗小学 王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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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时 吨的认识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3页例3、例4,第4页课堂活动第2题,练习一第4,

6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实践体验、观察和推算活动认识吨,让学生初步建立吨的

单位概念,感受吨的实际意义。

2.在推算中理解掌握吨与千克之间的进率,并能进行吨与千克

之间的单位换算。

【教学重、难点】

1.建立吨的单位概念。

2.培养学生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择恰当的单位进行计量物品轻

重的意识。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与吨相关的图片课件。
学生准备:称出自己的体重,了解大象、牛等大型动物的体重。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课件出示“神舟十号”宇宙飞船的图片(下方附文字:自重约

8000kg)。
教师:同学们知道“神舟十号”宇宙飞船吗? 谁来说说对它的了

解? 它有多重?
教师:今天老师还带来了一些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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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出示火车车厢、鲸的图片(图片下方分别附对应文字:载重

60000kg,一头鲸重195000kg)。
教师:这些物品都是用什么单位来表示轻重的? 你看后有怎样

的感受?
学生观察后发现这些物品很重,都是用千克作单位进行计量的,

数字很大,读、写起来不方便,容易出错。
教师:听了你们的感受,知道你们还不会读这些数,老师也很着

急。现在老师想当一次魔术师,变变戏法,然后你们就会读啦! 可要

看仔细哟!
在8000kg、60000kg、195000kg下方对应出示:8吨、60吨、

195吨。
教师:你发现了它们的变化吗?
学生观察后发现数字变小了,计量单位由“kg”变成了“吨”。
教师:吨的作用很大吧! 我们今天就来认识吨。(板书课题:吨

的认识)
[点评:从大家感兴趣的“神舟十号”入题,通过观察和读数,让学

生感觉到数字太大,会给读、写带来不便,从而体验吨的现实意义和

价值,激发学生学习“吨”的兴趣。]

二、教学新课

1.认识吨

课件集中呈现上一环节引入情境中的“神舟十号”飞船(8吨)、
一节火车车厢(60吨)、一头鲸(195吨)的图片。

教师:你对图中物品的轻重有什么感觉? 吨用来表示什么?
教师讲述吨同千克、克一样,是用来表示物体轻重的单位。
引导学生总结:计量很重的物品有多重,通常用吨作单位。
[点评:借用引入环节的图片和吨同时呈现,通过观察、想象和讨

论并结合生活经验,在头脑里做出用吨表示很重物品的判断,继而认

识到吨是用来计量很重物品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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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吨与千克的进率

(1)推算吨与千克的进率。
课件出示1袋100kg玉米的图片。
教师:100kg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能抱(背)得动吗?
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100kg比较重,就算很用力也是抱不

动(背不起)的。
课件出示10袋玉米的图片。
教师:10袋玉米多重呢?
学生通过观察认识到10袋玉米也就是10个100kg,10个100kg

也就是1000kg,揭示1000kg就是1吨。(板书:1吨=1000kg)
(2)借助学生体重,体验、推想1吨有多重。
教师:你们知道自己的体重吗? (班上多数同学的体重在25kg

左右)
让学生相互抱一抱、背一背,体会约25kg有多重,再说说感受。
教师:全班40个同学合在一起大约重多少?
学生计算得出40个同学大约重1000kg,也就是大约重1吨。
教师:你能谈谈对1吨的感受吗?
(学生交流)
(3)说一说。
教师:根据自己的调查,说说哪些物品大约重1吨。
对于学生的正确回答,教师要及时鼓励,回答有误的及时引导,

予以纠正。
教师:在生活中,计量哪些物品有多重时用到了吨?
学生根据已有经验说出汽车载重量、家里的用水量、城市污水处

理量等都会用吨作单位。
(4)填一填。

2000kg=(  )吨  4吨=(  )kg
教师巡视,对完成有困难的学生进行指导。
学生独立完成后汇报,并说说是怎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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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小题:因为1000kg=1吨,2000kg里面有2个1000kg,
也就是2吨,所以2000kg=2吨。

第2小题:因为1吨=1000kg,4吨里面有4个1吨,也就是

4个1000kg,即4000kg,因此4吨=4000kg。
教师:吨和千克之间的单位换算有怎样的规律? 质量单位之间

有什么关系?
指名学生说出:1吨=1000kg,1kg=1000g。
教师:相邻质量单位之间的进率是1000。
教师:我们已经学了表示物品轻重的单位———吨、千克、克,它们

分别在什么情况下用来表示物品的轻重?
学生总结:计量较轻的物品有多重通常用克作单位,计量较重的

物品有多重通常用千克作单位,计量很重的物品有多重通常用吨作

单位。
[点评:吨虽说是较常见的质量单位,但对于学生来说仍较抽象,

让学生先实际感知,再通过推算,产生联想,形成表象,帮助学生建立

1吨的单位概念。通过找吨、千克、克三者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完

成知识构建。]

3.教学例4

课件出示教科书例4。
让学生根据题目中的信息提出问题:
还剩多少吨小麦?
教师:仔细观察题中的条件,你有什么发现?
学生观察后发现5吨和2000kg单位不同。
教师:你有解决办法吗? 独立解决试试。
教师巡视学生独立完成情况。
教师: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展示学生解决过程。

①2000kg=2吨 5-2=3(吨) 答:还剩3吨小麦。

②5吨=5000kg 5000-2000=3000(kg) 3000kg=3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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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还剩3吨小麦。
在展示过程中,引导学生理解:当单位不同时,要把单位化成相

同后才能计算。
[点评: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己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

问题的办法,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与人合作的意识和

习惯。]

三、练习应用

1.教科书第4页课堂活动第2题

小组内由两位同学当小裁判,另两位同学互对口令,并相互说说

换算的思考过程与方法,然后互换角色。

2.教科书第5页练习一第4题

投影仪展示学生完成情况,请学生说一说思考过程。

3.教科书第5页练习一第6题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对完成有困难的学生进行指导。
课件演示学生完成情况,帮助学生分析出错的原因。
[点评:吨与千克之间的单位换算也是本节课的重点内容之一,

为了进一步让学生掌握该知识点,多数练习题目均由学生独立完成,
教师只做少许提示,留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有利于学生学习能力

的提高。]

四、反思总结

教师:这节课你学到了哪些知识? 有什么收获?
引导学生回忆吨是计量很重的物品有多重时用到的单位,吨和

千克之间的进率是1000。
(重庆市江津区马宗小学 王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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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时 克、千克、吨的练习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页练习一第2,3,5,7,8题。

【教学目标】

1.在练习活动中,进一步认识克、千克和吨,丰富对克、千克和吨

等单位的概念的认识。

2.通过练习,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掌握克与千克、千克和吨之间

的进率,并能正确进行单位间的换算。

3.在运用克、千克和吨等单位及它们之间的进率解决实际问题

过程中,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难点】

进一步加强克、千克和吨等单位的概念的认识,掌握单位间的进

率,正确进行单位换算。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哪些表示物品轻重的单位?

教师:今天我们进行相关的练习,大家有信心完成本节课的学习

任务吗? (板书课题:克、千克、吨的练习)

[点评:以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回忆已学过的表示物品轻重的单

位,简明扼要地揭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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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练习

1.在括号里填合适的单位

一只小鸟重60(  )   一台平板电视机重15(  )

9个苹果重2(  ) 一辆货车载重3(  )
一本连环画重216(  ) 一艘轮船重300(  )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对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
学生汇报。教师追问:你是怎样选择克、千克或吨作单位的呢?
全班交流得出:计量较轻的物品有多重用克作单位,计量较重的

物品有多重用千克作单位,计量很重的物品有多重用吨作单位。
教师同步板书:克(g)→较轻 千克(kg)→较重 吨→很重

教师:列举生活实例,说说生活中计量哪些物品的轻重用克作单位?
学生回答后,让学生再列举生活中以千克或吨作单位的物品,教

师及时给予评价和鼓励。

2.教科书第4页练习一第2题

(1)学生独立完成练习一第2题。
用投影仪展示学生完成情况,让学生说出思考的过程,帮助学生

分析出错的原因。
根据学生思考过程完成吨、千克、克之间进率的板书。
(板书:1吨=1000kg  1kg=1000g)
(2)补充练习。

9吨=(  )kg 7000kg=(  )吨 (  )kg=5吨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进行个别指导。
课件展示学生的完成情况,并让学生说说自己是怎样想的,分析

学生出错的原因,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换算方法。

3.教科书第4页练习一第5题

教师:在比较大小时,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怎样解决?
引导学生认识:当被比较的两个数量的单位和数都不相同时,不

能直接比较,要把单位化为相同后再比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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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对有困难的学生进行指导。

用投影仪展示学生完成情况,师生共同评析,让学生说出自己的

思考过程。

小结:在比较两个数量的大小时,当单位相同时,数大的较大;当
数和单位都不同时,要先把单位化为相同后再进行比较。

[点评:通过练习进一步巩固学生对表示物品轻重单位的认识,

会正确使用克、千克、吨这3个单位;再通过学生对这3个单位间进

率的回顾、单位换算练习及换算规律的归纳,使学生掌握正确的方

法,形成基本技能。]

三、实践运用

1.小马虎日记

小马虎写了一篇数学日记,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屏幕展示)

早晨起床,我拿起30kg重的牙刷,刷了刷牙,又洗了洗脸。喝

了一杯250g的牛奶,吃了一个20kg的鸡蛋和一个150吨的苹果。

妈妈还往我的书包里放了一瓶重250kg的矿泉水。我告别足足有

18g重的小花狗,背起3吨重的书包,高高兴兴地向学校走去。在路

上,我看见一辆满载着5g蔬菜的大货车从我身边经过……

教师:说一说,这篇日记可笑的地方在哪里? 你觉得应该怎么

改? 为什么?
(“30kg重的牙刷”改成“30g重的牙刷”;“20kg的鸡蛋”改成

“20g的鸡蛋”;“150吨的苹果”改成“150g的苹果”;“250kg的矿泉

水”改成“250g的矿泉水”;“18g重的小花狗”改成“18kg重的小花

狗”;“3吨重的书包”改成“3kg重的书包”;“满载着5g蔬菜的大货

车”改成“满载着5吨蔬菜的大货车”。)

教师引导学生认识计量较轻的物品用克作单位,计量较重的物

品用千克作单位,计量很重的物品用吨作单位。选用单位时还要考

虑到数的大小,如果用错了单位,就会闹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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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科书第4页练习一第3题

学生先独立思考解决,再交流订正。
教师:6kg和1000g比较大小,怎样解决?
方法1:把单位千克化作克,6kg=6000g,6000g里面有6个

1000g,可以装成6袋。
方法2:把单位克化作千克,1000g=1kg,6kg里面有6个

1kg,可以装成6袋。

3.教科书第4页练习一第7题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对完成有困难的学生给予指导。
投影仪展示学生完成情况:
方法1:3000kg=3吨 1+3=4(吨) 答:沙坑里总共要

装4吨沙。
方法2:1吨=1000kg 1000+3000=4000(kg) 4000kg=

4(吨) 答:沙坑里总共要装4吨沙。
小结:当单位不同时,要把单位化为相同后才能计算。
[点评:通过练习,进一步掌握克、千克、吨等单位之间的进率,进

一步掌握运用单位间的换算解决问题,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四、拓展应用

1.课件出示

把克、千克、吨放到正确的位置,可以怎么放? 为什么?

1  >50    3000  =3    4000  <7  

2.补充题

李阿姨家准备装修新房,她在建材市场买了以下材料:
水泥2吨 河沙3000kg 地面砖1200kg
墙面砖1吨 墙脚砖800kg
李阿姨准备租2辆载重4吨的货车将这些材料运回家,你来帮

她安排,怎样装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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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先独立思考,再组内交流。

学生汇报:把2吨水泥、1200kg地面砖和800kg墙脚砖装在一

辆车内。因为2吨=2000kg,2000+1200+800=4000(kg),

4000kg=4吨;把3000kg河沙和1吨墙面砖装在另一辆车里,因
为3000kg=3吨,3+1=4(吨)。4吨刚好分别是两车的载重量。

小结:货车运送物品时,尽量做到既要满载,又不能超载。

3.数学小调查

学生完成教科书第4页练习一第8题。
(1)学生先将自己在超市调查的商品有多重的情况在组内交流,

再独立完成第1个调查表的填写。

课件展示学生的完成情况,适时对学生加以表扬和鼓励。
(2)学生先将自己在互联网或书籍上查阅到的动物有多重的情

况在组内交流,再独立完成第2个调查表的填写。
[点评:本环节的练习增加了练习题目的开放性,学生通过这一

系列的练习活动,更深刻地理解质量单位的应用、换算,从而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反思总结

教师:能说说这节练习课你有哪些收获吗? 在本节课中,你解决

了哪些疑惑?
[点评:本节练习课留足时间,让学生独立练习,体现了练习课的

实质。本课时以课本上的习题为主,适当补充一些富有情趣和生活

味的并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情境练习题目,由易到难,分层呈现,这
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
而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重庆市江津区马宗小学 王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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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与实践:称体重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6~7页。

【教学目标】

1.在称体重的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巩固克、千克、吨等单位的概念,
初步学会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应用数学的意识。

2.通过称体重和记录学生体重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初步经历收

集、整理、分析数据的过程,渗透统计的初步知识。

3.在活动中,让学生学会与人合作、与人分享的意识和能力。

【教学重、难点】

1.让学生初步经历体重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过程,进一步巩

固克、千克、吨等单位的概念。

2.通过称体重和记录学生体重的实践活动,让学生感受数学与生

活实践的联系,培养运用数学知识的意识,渗透统计的初步知识。

【教学准备】

体重秤、小组体重记录表、儿童标准体重对照表。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课件播放邻居家几个小孩游戏玩耍的画面。
教师:小胖在游戏活动中总是比别人慢,是什么原因呢? (引发

学生对体重的讨论)小胖的体重太重了,动作不灵活,所以比别的小

朋友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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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我们班的同学都对自己的体重有了解吗? 大家想知道自

己的体重是偏胖还是偏瘦吗? 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体重是偏胖还是

偏瘦呢?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体重。
揭示课题:称体重。(板书课题:称体重)
[点评:通过现实游戏情境引出体重的话题,激发学生了解自己

体重的愿望,为全课学习活动做好认知情感铺垫。]

二、课堂活动

1.称一称,填一填

(1)了解称体重的方法。
教师:你打算怎样了解自己的体重是偏胖还是偏瘦? (先称出我

们自己的体重,再和同龄人比较)
教师:称体重需要什么工具? 你会使用这些工具称体重吗?
课件介绍指导学生认识体重秤。
请一名学生称出体重,边称边说明称体重的步骤:站上体重

秤———读出体重的数据———记录数据。重点强调读数时要看清楚仪

表上的单位,指针所指刻度的读法。
(2)分组称体重。
教师为每个小组准备了一台体重秤和一张体重记录表,各小组

在组长的组织下,称出每位同学的体重。
活动要求:①小组长组织称体重活动。②确定好读数人员和记

录人员。③按次序依次称体重。
看哪一组分工明确,活动有序,称重速度快。
学生分组称体重,教师巡视指导。
(3)小组体重记录表展示。
对小组活动的表现进行评价,并请1~2个小组展示其体重记录

表,小组代表介绍本小组的体重情况。
第(  )小组同学体重记录表

姓名

体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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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以“你打算怎样了解自己的体重是偏胖还是偏瘦”的问题

引出体重秤的认识,并简单示范称体重的步骤与方法,然后小组合作

开展称体重活动。合作前以明确的合作要求保障活动的效率和质

量,最后进行记录表的展示介绍,并对活动作评价,以维持学生持续

学习活动的动力。通过此活动培养学生学会与人合作、与人分享的

意识和能力。]

2.看一看,比一比

(1)独立观察。
课件出示“6~10岁儿童标准体重对照表”(或每小组一张纸质表)。

6~10岁儿童标准体重对照表

男 女

体重(kg) 体重(kg)

6岁 18~24 17~22

7岁 20~26 19~26

8岁 22~30 21~30

9岁 24~34 24~35

10岁 27~39 27~41

  教师:同学们观察“6~10岁儿童标准体重对照表”,然后把自己

的体重和标准体重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体重符合标准吗? 是偏胖

还是偏瘦?
(2)小组讨论。
把自己观察、比较的结果和小组内的同学交流,根据各自小组同

学的体重是否符合标准体重的情况,给其他同学提点建议。
小组合作讨论交流。
(3)全班交流展示。
请1~2个小组进行交流展示,重点展示根据体重结果给其他同

学的建议。教师梳理建议:保持体重,偏瘦的增肥,偏肥的减瘦,保持

健康的体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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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全过程围绕“对照‘6~10岁儿童标准体重对照表’观

察”,进一步分析数据,在独立观察对比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分析结

果在小组内交流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培养学生的数学运用意识,渗
透统计初步知识。]

3.比一比,说一说

(1)独立思考。
观察自己小组同学的体重记录表,把自己的体重和同学的体重

进行比较,或者是比较另外两位同学的体重,你有什么发现? 能提出

什么数学问题?
(2)合作讨论。
把你通过观察发现的问题和同学说说,提出数学问题,小组内互

相交流解决。
(3)全班交流。
请1~2个小组交流提出的数学问题和解决情况,教师根据交流

情况评价引导。
[点评:利用小组体重记录表中的数据,引导学生发现数学问题、

提出数学问题并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巩固深化克、千克、吨等

单位的概念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的数学实践运用意识。]

三、总结

教师:回顾我们这节课,你们参加了哪些数学学习活动? 有什么

收获和体会?
[点评:引导学生对学习活动过程进行回顾反思,促进学生对本

节课学习实践活动中获得的过程性活动经验进行反思性提升,感受

数学的广泛运用与价值,体验学习的乐趣。]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李帮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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