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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第1课时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口算 估算)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1页例1、例2及课堂活动,练习十二第1~3题。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的问题情境,探索并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
算方法。

2.能正确地进行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算。

3.经历与他人交流口算方法的过程,体会算法的多样化。

4.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和能力,发展数感。

【教学重、难点】

1.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算方法。

2.理解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算算理。

【教学具准备】

对口令卡片、多媒体课件、用于估算字数的故事书(教师准备一

本,学生各自准备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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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口算下面各题,看谁算得又对又快。

89×10=  40×30=  30×90=  24×30=
说一说,怎样口算两位数乘整十数?

教师引导学生回忆口算方法,再归纳小结。
口算两位数乘整十数,只要把两个因数“0”前面的数相乘,再看

因数的末尾一共有几个“0”,就在积的末尾添上几个“0”。

2.估算下面各题。

12×79   38×23   87×41   43×62
学生完成后,教师提问:

在估算计算时,你认为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引导学生小结:一是要“凑整”,就是要把算式中的数看成与它接

近的整十数或整百数再计算;二是要“好算”,就是要通过凑整使原

式便于计算;三是要“接近”,就是估算的结果要“接近”于准确值。

处理好这几个问题,就能正确地进行估算了。
[点评:通过两位数乘两位数口算、估算方法的复习,唤醒学生原

有的认知经验,为学生进行三位数乘两位数口算、估算方法的迁移奠

定基础。]

3.揭示课题。

如果是三位数乘两位数,你还能正确地进行口算和估算吗?
板书课题:三位数乘两位数(口算和估算)。

二、探索新知识

1.多媒体呈现单元主题图:丰收的果园。

教师导语:同学们,李叔叔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一个丰收的果

园,下面我们来仔细观察,这个果园里都蕴藏了哪些数学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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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果园中你获得了哪些信息? 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点评:通过单元主题图的呈现,有利于学生对单元知识结构的

初步了解,选择恰当的信息提出数学问题,培养学生从数学角度提出

问题的能力,同时创设了生动的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自学例1,探索口算方法。

刚才同学们根据图上的信息提出了很多数学问题,那今天我们

就先来解决关于口算的问题。

多媒体呈现例1:有30行苹果树,每行400棵。果园里一共有苹

果树多少棵?
应该怎样列式?

400×30
为什么用乘法算?
因为要算30个400。
思考:“400×30”该怎样算呢?
同桌交流:把你的算法与同桌说一说。

全班交流:你是怎样算的呢?
学生汇报,教师适时板书。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先算:4×3=12   先算:400×3=1200   先算:40×30=1200

再算:400×30=12000 再算:400×30=12000  再算400×30=12000

答:果园里一共有苹果树12000棵。
[点评:对比板书,展示算理,不同方法的呈 现,突 出 算 法 多

样化。]
(1)说一说:为什么“400×30”的积的末尾有三个0?
(2)算一算:“400×50”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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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议一议:为什么“400×50”的积的末尾有4个0?
(4)小结:你认为应该怎样口算三位数乘两位数?

重点强调:进行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不管采用哪种算法,结
果都是相同的,口算时要注意看因数中原来一共有几个“0”。如果因

数相乘没有产生新的“0”时,积中“0”的个数应该与因数末尾“0”的
总个数相同,如果因数相乘产生了新的“0”时,积中“0”的个数的确

定应该用因数中“0”的总个数加上新产生的“0”的个数。

板书:注意数清积中“0”的个数。

[点评:抓住学生易错的地方,对积中0的个数的确定,采取说、

算、议、结的办法进行强化,突出计算结果的判断,有助于学生正确地

进行口算。]

(5)试一试。

完成第51页课堂活动第1题。

学生完成后,抽学生说一说是怎样算的。

完成第52页课堂活动第2题。

分两个步骤开展:

①教师出示算式卡片,学生口算结果,进行抢答。

②同桌两名学生相互口头出题,口头答。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丰收的果园,好吗?

3.多媒体呈现例2。

李叔叔在果园里摘了91箱桃,每箱能卖198元,这些桃大约能

卖多少元?

这个问题又该怎样解决呢?

(1)抽学生读题,弄清题意。
(2)教师引导:根据题意,只需要算出大约是多少就可以了,因

此,可以用估算的方法计算。
(3)该怎样列式呢?

学生列式: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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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估计一下,这一算式的计算结果应该在哪个范围?

引导学生,如果“估小”:把198当作190,把91当作90,积是多

少? (17100)如果“估大”:把198当作200,把91当作100,积是多

少? (20000)所以积应该在17100以上,20000以下。

①思考:怎样估算才能做到既“接近”又“好算”呢?

②交流:把你的估算方法说给同桌听。

③学生汇报。

学生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如只把198看作200,91不看,积是

18200;只把91看作90,198不看,积是17820(这种方法对这道题来

说达不到“好算”的目的);既把198看作200,又把91看作90,积是

18000(这种方法既“接近”又“好算”)。选择第3种方法更简便。

教师需要明确引导学生:为什么要把198看作200,把91看作

90? 因为198接近整百数200,91接近整十数90。

(5)教师板书,强调书写格式。

把198看作200,91看作90,直接列出算式,用“=”连接计算结

果,表示18000是200乘90的准确值。

200×90=18000(元)

答:这些桃大约能卖18000元。

4.议一议,从上面的问题中你发现了什么数量关系。

(1)看一看:回看例2,引导学生分析。

已知信息:

“每箱能卖198元”即每箱的价格,叫作单价。
“摘了91箱”即一共有多少箱,叫作数量。

所求的问题:
“这些桃大约能卖多少元?”即一共能卖多少元,叫作总价。

(2)想一想:已知单价和数量,怎样求总价?
(3)说一说:学生说,教师板书:单价×数量=总价

(4)议一议:为什么“求总价要用单价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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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数量就是个数,求总价就是求几个单价是多少,所以求总价

要用单价乘数量。
(5)记一记:单价、数量、总价之间的关系。
(6)练一练:运用“单价、数量、总价”之间的关系解决问题。

王叔叔在果园里摘了78筐梨,每筐能卖295元,这些梨大约能

卖多少元? (先写出数量关系,再列式解答。)

三、巩固练习

完成第52页课堂活动第3题。
(1)教师拿出自己准备的故事书:教师这里有一本故事书,我要

用什么方法才能很快知道这本书大约有多少字呢?

学生回答:估算。

该怎样估算呢?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52页课堂活动第3题。
(2)学生读题,明确估算的步骤,即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3)学生拿出自己准备的故事书,按照题上的步骤独立完成

估算。
(4)同桌交流:你是怎样做的?
(5)抽学生汇报,重点评价估算的步骤和方法是否恰当。

四、反思总结

进行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算,你认为应该提醒大家注意哪

些问题。

五、课内作业

完成练习十二第1~3题,再集体评改。

(宜宾市女学街小学 叶应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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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时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笔算(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2页例3,第53页“议一议”“说一说”。

【教学目标】

1.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的笔算方法。

2.能正确进行三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的笔算。

3.经历三位数乘两位数乘法笔算方法的探索过程,培养学生的

归纳概括能力和迁移学习能力。

【教学重、难点】

1.三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的笔算方法。

2.三位数乘两位数算理的理解。

【教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

同学们,前一节课我们一起在“丰收的果园”里获得了三位数乘

两位数的口算、估算知识,大家还想继续在“果园”里探索其他知识

吗? 好,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果园”,看看还有哪些数学知识值得

我们去研究。

(1)多媒体呈现信息:果园里有32行脐橙树,每行12棵,果园里

一共有脐橙树多少棵?

①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请尽快完成在作业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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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独立完成。

②谁能把自己的做法在黑板上写出来?

抽学生板演:

32×12=384(棵)

 32
×12
 64 ……(先算)32×2的积。
32  ……(再算)32×10的积。
384 ……(最后算)64加320的和。
答:果园里一共有脐橙树384棵。

教师追问:为什么用乘法算? 请把你竖式计算的过程给同学们

说一说。

③师生小结:怎样用竖式计算两位数乘两位数?

分为三个步骤做(补充板书算理):

第一步:先用因数12个位上的2去乘因数32。

第二步:再用因数12十位上的1去乘因数32,因为十位上的1
表示的是一十,所以这里的1与个位上的2相乘的积要对着十位写,

这里的1与十位上的3相乘的积要对着百位写。

第三步:最后把两次乘得的积加起来。

④笔算两位数乘两位数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写乘积时要把相同数位对齐
  

。

[点评:通过结合主题图自编练习题,既创设了现实的学习情境,

又对两位数乘两位数笔算乘法的计算方法进行了复习,既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又为学生实现计算方法的迁移作了准备。]

刚才,我们在“果园”里又找到了数学知识,还运用已学知识很好

地解决了问题,还想继续挑战吗?

(2)多媒体呈现例3:王叔叔从家骑车到果园上班,每分行223
米,12分到达,王叔叔家距果园多少米?

①学生读题,弄清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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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该怎样列式呢? 学生说,教师板书:223×12。

③刚才,我们计算的是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现在要计算的是

什么呢?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板书:三位数乘两位数(笔

算)。

二、探索新知识

1.估算。

(1)你能估算出223×12的积大致在哪个范围吗? 先自己想一

想,再把你的想法与同桌交流。

(2)谁能把自己的估算过程和想法给大家分享一下?

学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如果“估小”:把223看作200,12
看作10,积是2000;如果“估大”:(根据题中数的特点,要既“好算”又
“接近”)可以只把223看作250,12不变,积是3000。还可以把223
看作220,12看作10,积是2200;把223看作200,12不变,积是

2400;223不变,只把12看作10,积是2230等。(只要符合“凑整”、

“好算”、“接近”的估算要求,教师都应该给予肯定。)

2.笔算。

刚才,大家用前面学过的方法估算了223×12,从大家算出的结

果看,这两个数相乘的积大致在哪个范围? (2000以上,3000以下。)

那到底223×12准确的结果是多少呢? 想知道吗? 用什么方法才能

知道这个准确结果呢?

学生:竖式计算。

(1)尝试练习:用竖式怎样计算223×12呢? 请大家先尝试自

己做。

(学生独立试做,教师巡视,收集学生试做中存在的问题。)

(2)小组合作:把你的做法说给小组内的同学听,注意提出你想

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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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汇报,教师板书。

223×12=2676(m)

 223
× 12
 446 ……(先算)223×2的积。
223  ……(再算)223×10的积。
2676 ……(最后算)446加2230的和。
答:王叔叔家距果园2676米。
(4)结合例3的计算说一说: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是怎

样的?
小结:可分为三个步骤做(结合例3)。
第一步:先用因数12个位上的2去乘因数223。
第二步:再用因数12十位上的1去乘因数223。
第三步:最后把两次乘得的积加起来。
(注意:写乘积时要把相同数位对齐。)
刚才的学习中,我们探究了用竖式进行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

下面老师想检查一下大家是否具有真本领,你敢接受挑战吗?

3.练一练。

123×23     22×342

4.想一想。

(1)怎样用竖式计算“22×342”?
可以写成:  22

×342
还可以写成: 342

× 22

  这样写竖式,计算更简便。
(2)怎样笔算三位数乘两位数?
三位数乘两位数,先用两位数的个位分别去乘三位数,再用两位

数的十位分别去乘三位数,最后把两次乘积加起来。注意写乘积时

要把相同数位对齐
  

。
(3)三位数乘两位数与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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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学第53页“议一议”。

从上面的问题中你发现了什么数量关系?
(1)看一看:回看例3,引导学生分析。
已知条件:“每分行223米”,写作223米/分,读作223米每分;

表示单位时间(每分)行的路程,叫作速度。“12分到达”是时间。所

求的问题:求“王叔叔家距果园多少米?”是求两地之间的距离,叫作

路程。
(2)想一想:已知速度和时间,怎样求路程?
(3)说一说:学生回答,教师板书:速度×时间=路程。
(4)记一记:速度、时间、路程之间的关系。
(5)练一练:运用“速度、时间、路程”之间的关系解决问题。
李老师骑车到学校上班,每分行212米,34分到达,李老师家距

离学校多少米?

三、巩固练习

怎样用竖式计算33×112?
讲评强调:用竖式计算三位数乘两位数时,一般把三位数写在竖

式的前面计算更简便。

四、全课总结

完成第53页“说一说”。
(1)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是怎样的?
(2)它与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五、课堂作业

列竖式计算。

232×32    42×121

(四川省宜宾市女学街小学 叶应斌)

·311·

四、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第3课时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笔算(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2页例4,第54页课堂活动第1题,练习十二4~
6题。

【教学目标】

1.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进位)的笔算方法。
2.能正确进行三位数乘两位数(进位)的笔算。
3.经历三位数乘两位数乘法(进位)笔算方法的探索过程,提高

学生的计算能力。

【教学重、难点】

1.三位数乘两位数(进位)的笔算方法。
2.三位数乘两位数笔算进位的处理。

【教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同学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知识,你还

记得是怎样计算的吗?

1.列竖式计算。

123×32    242×11

2.说一说:怎样计算三位数乘两位数。

[点评:通过三位数乘两位数计算方法的复习,唤醒学生已有的

认知经验。]
你还想继续学习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其他知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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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新知识

多媒体呈现例4:一列装载水果的列车从水果基地开往广州,平
均每时行128km,需要28时到达。水果基地至广州的铁路长多少

千米?
(1)学生读题,弄清题意。
(2)分析数量关系。
“平均每时行128km”可以写作128km/时,读作128km每

时;表示单位时间(每时)行的路程,叫作速度。“要28时到达”是时

间。“水果基地至广州的铁路长多少千米”就是两地之间的距离叫

路程。
(3)“速度、时间、路程”之间有什么关系? (速度×时间=路程)
(4)根据几个数量之间的关系,该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

①学生独立列式。

②先估算积的大致范围,再尝试用竖式计算。

③抽学生板演,教师指导板书。

128×28=3584(km)

 128
× 28
1024 ……(先算)128×8的积。
256  ……(再算)128×20的积。
3584 ……(最后算)1024加2560的和。
答:水果基地至广州的铁路长3584千米。

④结合计算过程说一说计算方法,教师补充板书。
(5)例4与前面学习的例3计算有什么不同?
例3的计算相乘后不进位,例4的计算相乘后要进位。
(6)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遇到要进位时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哪一位相乘满几十
        

,就要注意向前一位进几
          

,并且在计算前一位
        

时一定要加上进位的数
          

。
[点评:结合例题复习数量关系,帮助学生熟悉、理解、认识数量

关系。例题的竖式完整板书,帮助学生明确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

方法,理解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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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做一做:计算下面各题。

225×14      416×27   

三、练习应用

完成第54页课堂活动第1题,怎样用竖式计算34×386?
(1)学生先说一说计算方法,再独立计算。
(2)抽学生板演。
(3)讲评强调:用竖式计算三位数乘两位数时,一般把三位数写

在竖式的前面计算更简便。

四、课堂作业

完成练习十二第4~6题,其中第4题完成在作业本上,第5、6
题完成在书上。

(四川省宜宾市女学街小学 叶应斌)

第4课时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 笔算(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3页例5,第54页课堂活动第2题,练习十二第7~
11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2.掌握因数中间有0和因数末尾有0的计算方法。

3.能正确地进行因数中间有0的竖式计算和因数末尾有0的简

便计算。

【教学重、难点】

1.掌握因数中间有0和末尾有0的笔算方法。

2.理解因数中间有0和末尾有0的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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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同学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乘法,
谁能说一说计算的方法?

(2)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

23×132       234×46
①学生独立完成。

②抽学生板演,其他学生同桌相互检查。

③教师讲评:“23×132”重点指导两个问题。一是写竖式时,一
般把三位数写在竖式的前面使计算更简便;二是计算过程中写积时,
要把相同数位对齐。“234×46”重点指导哪一位相乘满几十,就要注

意向前一位进几,并且在计算前一位时一定要加上进位的数。
(3)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三位数乘两位数,看看我们还会遇到哪些

新的问题。
[点评:通过对两道熟悉题型的练习,唤醒学生已有认知,为本节

新知识的探究奠定基础,为帮助学生实现思维的新跨越做准备。]

二、探索新知识

1.多媒体呈现例5第(1)题:张阿姨每时采摘120kg脐

橙,采摘了30时。
(1)列出算式,尝试计算。

①根据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抽学生说,(多媒体)呈现:张阿姨一共采摘脐橙多少千克?

②根据信息和问题,该怎样列式呢?
学生汇报,教师板书:120×30。

③观察一下,这个算式有什么特点?
引导学生发现:两个因数的末尾都有0。(板书:因数末尾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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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会计算吗? 请你在作业纸上算一算。
学生试做,教师巡视。

⑤小组交流:怎样计算更简便?

⑥在计算时,你们有哪些不同的做法?
学生汇报,教师板书。

120×30=3600(kg)
算法1: 120

× 30
 000
360
3600

算法2:120



× 30

3600

算法3:12





0
×30
3600

  答:张阿姨30时采摘脐橙3600千克。
(2)理解算理,比较算法。
理解算法1:按前面学习的方法,列竖式时,把位数多的因数120

写在上面,位数少的因数30写在下面,只需要乘两次,这样写竖式使

计算更简便。计算时,先用30的个位0去乘120,再用30的十位3
去乘120,最后把两次乘积相加。

理解算法2:根据第二个因数的末尾是0的特点,因为0乘任何

数都得0,所以列竖式时,可以先暂不管因数30末尾的0,直接把30
十位上的3对着120的末位写。计算时,先用3去乘120,表示3个

十乘120,得到的是360个十,就是3600,所以算完后还要在360的

末尾添上一个0,即放在竖式最后的0要照写下来。
理解算法3:按位数多的因数写在上面,位数少的因数写在下面,

相同数位对齐的方法列式。计算时,先不管120末尾的0,也不管30
末尾的0,直接用3乘12,表示3个十乘12个十,得到的是36个百,
就是3600,所以算完后还要在36后面添上两个0,即把原来因数中

所有的0都要添写在积的末尾。
(3)方法小结。
三位数乘两位数,遇到两个因数的末尾都有0时,怎样计算更

简便?
三位数乘两位数,如果两个因数的末尾都有0,计算时只需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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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数0前面的数相乘,再看因数的末尾一共有几个0,就在积的末

尾添上几个0,这样计算更简便。
(4)练一练:230×30  60×190
[点评:把不同的算法呈现出来,促进学生体验算法的多样化;对

不同算法的对比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其中的算理;通过方法小结,引
导学生自主构建笔算乘法中因数的末尾有0时怎样计算更简便,形
成有效的简便方法。]

2.多媒体呈现例5第(2)题:李叔叔每天包装304筐脐

橙,包装了18天。
(1)尝试列式并计算。

①根据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抽学生说,(多媒体)呈现:李叔叔一共包装脐橙多少筐?

②根据信息和问题,该怎样列式呢?
学生汇报,教师板书:304×18。

③观察一下,这个算式又有什么特点?
引导学生发现:一个因数的中间有0。(板书:因数中间有0)

④会算吗? 请你在作业本上算一算。
学生试做,教师巡视。

⑤你是怎样做的?
学生汇报,教师板书。

304×18=5472(筐)

 304
× 18
2432
304
5472

答:李叔叔18天包装脐橙5472筐。

⑥小组交流:一个因数中间有0,计算时要注意什么?
(2)理解算理,明确算法。
引导学生结合例题理解。计算304乘18,先用8乘304,8乘4

等于32,应向十位进3,由于8乘0等于0,加上进位的3得的是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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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以3应写在十位上;用8去乘百位上的3时表示的是8乘3个

百,得到的是24个百,所以应对着百位写4,千位写2,而不能当成

“24”加“3”。再用十位上的1乘304,1乘4表示的是1个十乘4,得
到的是4个十,因此,4要对着十位写;再用1乘0得0,表示的是1
个十乘0个十得的是0个百,所以0要对着百位写;1乘3表示的是

1个十乘3个百,得到的是3个千,所以3要对着千位写。
(3)方法小结。
三位数乘两位数,遇到因数中间有0时,应怎么办?
三位数乘两位数,遇到因数中间有0时,计算时要先认真分析乘

出的结果所在的数位,然后正确找准数位写数。
(4)练一练:108×23   18×407
[点评:通过小组交流的方式为难点的突破奠定认知基础,再结

合例题讲清算理、说明算法,引领学生实现思维过渡,从而有效突破

对难点的理解。]

三、练习应用

1.完成第54页课堂活动第2题。

(1)抽学生板演,其余学生独立完成在作业本上。
(2)小组内交流算法。
(3)教师讲评,重点突出:
①乘的过程中,对进位的处理。②因数中间有0时,每次乘积的

进位和对位。③因数末尾有0时,怎样计算更简便。

2.完成第55页练习十二第7题,做在书上。

(1)教师明确要求:先圈出错误,再列竖式进行正确计算。学生

独立完成。
(2)同桌相互批改。
(3)教师讲评:进行错误原因分析,指出怎样才能避免犯这样的

错误? 强调进位和对位。

四、全课总结

结合例5,说一说进行三位数乘两位数计算时,遇到因数末尾有

0怎么办? 中间有0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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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堂作业

完成练习十二第8~11题。第8题完成在书上,第9~12题完

成在作业本上。

(四川省宜宾市女学街小学 叶应斌)






 

问题解决

第1课时 问题解决(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6页例1及课堂活动,练习十三第1~3题。

【教学目标】

1.运用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2.掌握两步计算问题的解题方法。

3.经历问题解决的过程,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4.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1.掌握两步计算问题的解题方法。

2.形成正确问题解决的思路。

【教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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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悬念引入

同学们,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学会了三位数乘两位数的

计算方法,掌握了这些方法意味着我们又有了一项新的本领,想运用

自己的新知识去解决问题吗?
[点评:简洁的导语,抓住学生的注意力,简单的问题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

二、探索新知识

1.多媒体呈现第56页例1。

2台铺路机同时给公路铺沥青,每台每天铺450m,40天可以完

成任务。这条公路长多少千米?
(1)获取信息,分析问题。
①题中告知了哪些信息?
题中告知了3个信息:“2台铺路机铺路”、“每台每天铺450m”、

“40天可以完成”。
②要解决什么问题?
求“这条公路长多少千米?”就是求“2台铺路机40天铺路多少

千米?”
③铺路的长与哪些因素有关?
每台铺路机每天铺路的米数、铺路机的台数、铺路的天数,与公

路的宽度无关。
(2)探索问题解决的思路和方法。
①教师引导:根据“2台铺路机同时给公路铺沥青,每台每天铺

450m。”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2台铺路机1天铺路多少米? (学生答,教师板书。)
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学生试做。
抽学生汇报,教师板书:450×2=900(m)。
②根据“2台铺路机1天铺路900米,40天可以完成任务”,又可

以解决什么问题?
2台铺路机40天铺路多少千米? (学生答,教师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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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学生试做。
抽学生汇报,教师板书:900×40=36000(m)。

③问题完全解决了吗? 还要换算单位吗?
板书:36000m=36km
④这是一个两步计算的问题,你能列综合算式解答吗?
板书:450×2×40
  =900×40
  =36000(m)

  =36(km)

⑤说一说,这种解法的解题思路是什么? 即先算什么,再算

什么?
这种解题方法的解题思路是:先算“2台铺路机1天铺路多少

米”,再算“2台铺路机40天铺路多少米”也就是“这条路长多少米”。
(3)探索问题解决的不同思路和方法。

①尝试:你还能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吗? 请你先分步写出问

题和算式,再列出综合算式解答。

②交流:把自己的做法给小组内的同学交流。

③汇报:先说解题思路,即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再说你是怎样

做的。
方法2:
先算:1台铺路机40天铺路多少米?

   450×40=18000(米)
再算:2台铺路机40天铺路多少千米?

   18000×2=36000(米)

   36000(m)=36(km)
综合算式:450×40×2
     =18000×2
     =36000(m)

     =3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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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3:

先算:如果只用1台铺路机来铺,需要多少天才能完成?

   40×2=80(天)

再算:这条路长多少千米?

   450×80=36000(m)

   36000(m)=36(km)

综合算式:450×(40×2)

     =450×80
     =36000(m)

     =36(km)

答:这条公路长36km。
(4)掌握检验的方法。

怎样来检验算得对不对呢? (一是不同的解题方法,但结果相

同,说明没有算错。二是乘法可以用除法进行验算。)

2.比较上面3种方法,它们在解题思路上有什么不同?

结合例题引导学生明晰:解题思路上的不同着重体现在“先算什

么,再算什么”的不同。解题思路的不同导致解题方法不同。

3.小结:怎样解决两步计算的问题?

解决两步计算的问题一般分为4个步骤:第1步:读懂题意,弄

清已知信息和要求的问题;第2步:理清解题思路,找到已知信息之

间的关系,明确先算什么,再算什么;第3步:正确列式和计算;第4
步:检验并写出答语。

[点评:通过多种方法的呈现,突出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化,采取

先分步再综合的方式,凸现不同的解题思路。]

三、巩固应用

1.完成第56页课堂活动。

(1)你能用哪些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 先独立完成在作业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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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组交流自己的解题思路和方法。
(3)学生汇报,重点讲清每一步算式的意义。
(4)教师重点指导:几种不同方法的解题思路。

205×4×28   205×28×4   205×(28×4)

四、全课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五、课内作业

完成练习十三第1~3题。
(1)第1题先引导学生分析:①所求的“村民多少户”就是安装的

户数;②“120户”是每天安装“120户”,所以不能用120直接乘2个

月,要先算出实际安装了多少天即22×2等于44天。可以要求学生

先分步写出问题和算式,再列综合算式计算。
(2)第2、3题可以用多种方法解题。(可以请学生先说一说解题

思路,再解答。)

(四川省宜宾市女学街小学 叶应斌)

第2课时 问题解决(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6页例2,第57页课堂活动,练习十三第4~8题。

【教学目标】

1.运用数量关系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2.进一步掌握两步计算问题的解题方法。

3.经历问题解决的过程,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提高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

4.进一步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数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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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

1.运用数量关系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2.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

【教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多媒体呈现信息。

(1)王叔叔从家骑车到果园上班,每分行223米,12分到达。王

叔叔家距果园多少米?
(2)一列装载水果的列车从水果基地开往广州,平均每时行128

km,需要28时到达。水果基地至广州的铁路长多少千米?

①这是我们前面学习过的例题,根据上面的信息,同学们回忆一

下,下面两个数量该怎么读? 它们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223米/分    128千米/时

223米/分读作:223米每分,表示王叔叔骑车的速度。

128千米/时读作:128千米每时,表示列车的速度。

②“12分”“28时”是什么?
“12分”是王叔叔骑车到果园上班用的时间。
“28时”是列车从水果基地开往广州需要的时间。

③还记得吗? 速度和时间之间有什么关系?

速度×时间=路程(板书)。

很好,看来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不仅学会了方法,还知道了数量

关系。关于“速度、时间、路程”还有很多知识需要我们去探究,今天

我们就运用“速度、时间、路程”的关系来解决一些新的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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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课题:三位数乘两位数问题解决2。
[点评:认识、理解、运用一些常见的数量关系是从本册教科书才

开始的,建立数量关系的概念对学生来说是全新的。本环节以学生

已学过的例题引出对“速度”新概念的再认知,对“速度×时间=路

程”新关系的再复习,既为学生建立数量关系的概念奠定基础,又为

本课解决问题扫清障碍。]

二、探索新知识

多媒体呈现例2:某市旅行社准备组团到北京旅游。他们收集了

下面的一些信息:

列车发车时间 8:00

列车到达时间 23:00

列车平均运行速度 102千米/时

  该市至北京的铁路长多少千米?
(1)获取信息,分析问题。

①从题中你获得了哪些信息?
获得信息是:列车发车的时间是上午8时,到达的时间是23时

(或晚上11时),列车平均运行速度是102千米/时。

②列车从起点到终点运行了多长时间?

23-8=15(时)

③“102千米/时”是什么意思? (列车每时行102千米。)
列车每时行的路程就是列车的什么? (速度)

④求“该市至北京的铁路长多少千米”就是求什么? (路程)

⑤知道时间和速度,怎样求路程? (速度×时间=路程)
(2)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①谁来说一说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什么?
先算出列车运行的时间,再用速度乘时间就可以求出路程。

②你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学生独立尝试。

③把你的解题思路和方法与同桌进行交流。

④谁能说一说是怎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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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板书:
列车行了几时?

23-8=15(时)
该市至北京的铁路长多少千米?

102×15=1530(km)
答:该市至北京的铁路长1530千米。
(3)小结。

①速度、时间和路程之间有什么关系?

②题中没有直接告知时间,解题时怎么办?
[点评:通过引导学生分析信息和问题,促进学生理清解题思路,

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把数量关系的理解和运用带入实际问题中,促
进学生进一步掌握并运用数量关系解决问题。]

三、巩固应用

1.完成第57页课堂活动。

(1)引导学生分析解决第一个问题。

①看表,你获得了哪些信息?
成人票120元/人,儿童票30元/人,团体票(19人以上)80元/人

②团体票(19人以上)80元/人是什么意思?
团体票就是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都按每人80元买票,但人数要

达到19人以上才能够买团体票。

③看一看,题上要求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如果有10个成人和10个儿童到这个景区参观,怎样买票合算?

④你认为有哪些买票方式?
引导学生认识,有两种买票方式:一是把成人和儿童分开买票;

二是把成人和儿童合起来买票,这种方式叫团体票。根据本题的信

息,按买成人票和儿童票的方式要分别买10张,按团体票的方式成

人和儿童合起来要买20张。

⑤按这两种方式买票该怎样算呢? 请你先独立做在作业本上。

⑥学生汇报,教师讲评。(算完后要将两种买票方式所付的钱进

行比较,才能确定哪种买票方式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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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独立完成第(2)(3)题,全班交流。

2.完成练习十三第4题。

(1)读题,从题中你获得了哪些信息?
从重庆到贵阳乘汽车有两条路线可以到达:一是走普通公路,平

均每时行驶46km,需要11时。二是走高速公路,平均每时行驶98
km,需要4时。

(2)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从重庆到贵阳的高速公路比普通公路少多少千米?
(3)思考:解决这道题的思路是怎样的?
先要分别计算出两条公路的长度,再进行比较。
(4)学生独立完成,小组交流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课堂作业

完成练习十三第5~8题。

(四川省宜宾市女学街小学  叶应斌)






 

整理与复习

第1课时 计算复习课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9页整理与复习第1~3题,练习十四第1~5题。

【教学目标】

1.梳理知识结构,构建知识网络。

2.进一步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算、笔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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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整理和复习,沟通各种计算方法的联系,在面对具体需要

的实际问题时,能选择合适的算法进行计算,提高学生对乘法计算的

整体把握水平。

4.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数感。

【教学重、难点】

1.在练习中进一步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估算、笔算方

法,沟通各种计算方法的联系。

2.构建知识网络。

【教学具准备】

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单元知识梳理

1.这一单元我们学习了什么?

2.对于三位数乘两位数,你还记得哪些知识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整理和复习关于计算的知识。
板书:整理与复习 计算。

3.(小黑板出示)先整理知识填表,再和同学交流。

三
位
数
乘
两
位
数

计算类型 计算方法

(1)  

(2)  

(3)  

  [点评:通过填表,引导学生主动整理知识要点,自主构建知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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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汇报,教师板书,整理成知识结构图。

(1)围绕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我们学习了哪些关于计算的知

识? 口算、估算、笔算。
(2)复习口算。

①请把第59页整理与复习第1题完成在作业本上。

②你能举例说一说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方法吗?

③小结:怎样进行三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
先把两个因数0前面的数相乘,再看因数的末尾一共有几个0,

就在积的末尾添上几个0。
(3)复习估算。

①关于估算,计算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一是“凑整”;二是“好算”;三是“接近”。

②下面的问题需要估算吗? 为什么? 如果需要估算,请你算

出来。
多媒体呈现信息:同学们进行打字比赛,王辉平均每分打106个

字,一节课(40分)大约打多少个字?
引导学生明确:根据题意,只要算王辉一节课大约打的字数就可

以了,即只需要求近似值,所以应该估算。估算时,把106看作100,
用100乘40得4000。

③把第59页整理与复习第2题完成在作业本上,然后与小组的

同学交流一下算法。

④比较一下,刚才完成的两道估算题有什么不同?
计算“106×40”时只需要把其中的一个因数106看作100就可

以了,而计算“293×38”时,把一个因数293看作300,把另一个因数

38看作40,才更“好算”。因此,在估算时,要根据因数的特点,恰当

选择估算的方法。
(4)复习笔算。

①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是什么?
为了计算简便,一般要把位数多的因数写在竖式前面。计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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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第二个因数的个位分别去乘第一个因数;再用第二个因数的十

位分别去乘第一个因数;最后把两次的乘积加起来。注意:写乘积时

要把相同数位对齐,哪一位相乘满几十,就要向前一位进几,并且在

计算前一位时一定要加上进位的数。

②把第59页整理与复习第3题完成在作业本上,然后与小组的

同学交流一下算法。

③抽学生板演,教师讲评,学生改错。

④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因数末尾有0时,怎样计算更简便?
因数末尾有0时,与口算方法一样,先把两个因数0前面的数相

乘,再看因数的末尾一共有几个0,就在积的末尾添上几个0。

⑤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因数中间有0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因数中间有0时,要先认真分析乘出的结果所在的数位,然后正

确找准数位写数。
[点评:通过分类复习、练习和归纳,引导学生进一步完成知识结

构,沟通计算方法之间的联系。]

二、灵活运用

1.数学医院。

 280
× 40
1120

 126
× 23
 378
 252
 630

 405
× 34
 180
252
1530

 259
× 46
1254
836
9654

  (1)学生独立完成。
(2)学生汇报:错在哪里? 为什么错? 怎样改错?

2.口算下面各题,看谁算得又对又快。完成练习十四第

1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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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独立完成。
(2)抽学生汇报,集体评改。

3.填表。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完成练习十四第

2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引导学生根据12×15=180说出其他各式积的变化规律。

①第2、3、4组的规律是: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大到原来

的10倍、100倍,积就扩大到原来的10倍、100倍。

②第5组的规律是:一个因数扩大10倍,另一个因数扩大到原

来的10倍,积就扩大到原来的(10×10)100倍。

③第6组的规律是:一个因数扩大100倍,另一个因数扩大到原

来的10倍,积就扩大到原来的(100×10)1000倍。

4.比赛。看谁本领大? 完成练习十四第3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教师给出答案,同桌交换批改。
(3)有错题的学生汇报错题,教师讲评。

5.选择恰当的方法,灵活解决问题。完成练习十四第4题。
(1)学生读题,想想怎么算? 为什么?
估算。因为求“大约走了多少米”,即只需要求近似值,所以应该

估算。
(2)列式,怎样估算?
“87×132”可以把87看作90,132看作130,用90乘130等于

11700;也可以把87看作100,132看作130,用100乘130等于

13000。第2种方法更“好算”。
[点评:通过不同题型的练习,促进学生进一步掌握计算方法;纠

正易错点,提高计算的正确性,达到巩固提高的目的。]

三、课外作业

1.回家完成练习十四第5题。

(1)回家咨询父母或自己统计家里1天大约使用多少个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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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估算1年要消耗多少个塑料袋。
(3)通过查资料了解白色垃圾对环境的危害。
(4)为家里制定一份减少白色垃圾的方案。
[点评:以课外作业的方式,把估算知识的运用拓展到解决实际

生活中的问题,加强数学知识与生活的联系。通过了解白色垃圾对

环境的危害,制定减少白色垃圾的方案,既对学生进行了无声的环境

保护教育,又引导学生为保护环境做力所能及的事。]

(四川省宜宾市女学街小学 叶应斌)

第2课时 问题解决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9页整理与复习第4题,练习十四第6~8题及思

考题。

【教学目标】

1.通过问题解决的复习,进一步熟练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

方法。

2.结合具体的现实情境,恰当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

3.在解决问题中进一步熟悉数量关系的运用。

4.进一步训练学生理清解题思路,探索解题策略。

【教学重、难点】

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恰当选择解决问题的策略。
促进学生理清解题思路,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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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教学引入

(1)导语:上一次课,我们复习了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今天我

们继续复习三位数乘两位数问题解决的知识。
板书:三位数乘两位数整理与复习———问题解决。
(2)关于问题解决,本单元我们学习了运用数量关系解决问题,

你记得哪些数量关系呢?
一是速度、时间、路程的关系:速度×时间=路程。
二是单价、数量、总价的关系:单价×数量=总价。

二、灵活运用

1.选择合适的方法计算下面各题。完成教科书第59页

整理与复习第4题。
(1)火车每时行120km,30时行多少千米?

①已知速度和时间,怎么求路程?
速度×时间=路程

②怎么列式?

120×30
③该怎样算呢?
可以口算。因为12个十乘3个十得36个百,所以120×30

=3600。
(2)某楼盘有商品房128套,每套房平均售价38万元。这个楼

盘一共能卖多少万元?

①已知单价和数量,怎么求总价?
单价×数量=总价

②怎么列式?

128×38
③该怎样算呢? 学生独立完成在作业本上。
竖式计算。
(3)一辆准载5吨的汽车装了190袋大米,每袋大米重25kg,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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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汽车超载了吗?

①读懂题意,分析信息和问题。

②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是怎样的?
先算出汽车装的大米重量,再化成相同单位进行比较。

③你会做吗? 请独立完成在作业本上。

④抽学生汇报,教师点拨。

190×25=4750(千克)

4750千克=4.75吨

4.75吨<5吨

答:这辆汽车没有超载。

2.准确分析信息,选择恰当的方法解决问题(多媒体呈

现信息)。
下面是明星体育商品店2013年上半年部分体育用品销售情况:

体育用品种类 单价 销售数量

篮球 78元 103个

羽毛球拍 50元 130副

乒乓球拍 32元 306副

  (1)篮球大约卖了多少元?
(2)羽毛球拍一共卖了多少元?
(3)羽毛球拍比乒乓球拍少卖了多少元?
(4)根据表中的数据,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学生独立完成,小组交流方法,教师讲评。

三、提高练习

1.完成练习十四第6题。

(1)教师指导。

①说一说,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什么?
先算每月获利多少元? 再算3个月获利多少万元?

②怎样列式?

85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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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说一说,怎样计算?
先算85个十乘8个十得680个百,即68000。再算68个千乘3

得204个千,即204000。最后换算成万元作单位。
(2)学生独立完成。

2.完成练习十四第7题。

(1)教师指导。
说一说,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什么?
可以先算一辆汽车每天运沙多少吨,再算这辆车22天运沙多少

吨;也可以先算22天要运多少次,再算22天运沙多少吨。
(2)学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完成。

3.完成练习十四第8题。

(1)教师指导。
①题中给出了这么多信息,解决第1个问题需要哪些信息?
汽车平均每时行65km,需要18时到达。

②第2个问题中,国庆节是什么时间? 是淡季还是旺季? 元旦

节呢?
国庆节是10月1日,是旺季;元旦节是1月1日,是淡季。

③说一说,第2个问题的解题思路是什么?
先算国庆节和元旦节去旅游,分别要用门票费多少元,再作

比较。

④解决第2个问题需要哪些信息?
有23名技术能手,国庆节旺季门票是220元/人,元旦节淡季门

票是80元/人。
(2)学生先独立完成,再在小组内交流算法。

4.完成第60页思考题。

(1)猜一猜:做的圆片的多少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
既与方案有关,也与本班男、女生人数有关。
(2)算一算:哪种方案做的圆片更多? (根据男学生与女学生人

数的不同分别计算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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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学生人数(人) 25 28 22

女学生人数(人) 25 22 28

方案A:全班做的圆片个数

方案B:全班做的圆片个数

哪种方案做的圆片更多

(3)议一议:全班做的圆片总数与男、女学生人数有什么关系?
(4)说一说:做的圆片的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

(四川省宜宾市女学街小学 叶应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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