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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教案的內容主要包括三位數乘兩位數（因數中間和末位沒有 0 的乘法）、

積的變化規律、價格問題和行程問題。 

 

三位數乘兩位數的計算方法和兩位數乘兩位數的計算方法，在算理上是一

致的。因此，在教學中，主要讓學生獨立思考，將兩位數乘兩位數的計算方法

遷移到三位數乘兩位數中來。在計算教學中，將數學與生活緊密聯繫起來，既

激發了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又培養學生應用數學的意識。在教學“價格問題”

和“行程問題”時，注重讓學生通過解決實際問題，感悟“單價、數量和總價”

與“速度、時間和路程”之間的數量關係，經歷將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抽象出數

學模型的過程，初步建立模型化的數學思想。 

 

本教案符合小學教育基本學歷要求的所屬內容：A-2-2;F-2-2;F-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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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三位數 

乘兩位數 

三位數乘兩位數的

計算方法和算理。 
2016-10-19 1 

第二課節 
積的變 

化規律 

理解和掌握積的變

化規律。 
2016-10-24 1 

第三課節 價格問題 

單價、數量、總價

的含義及三者間的數量

關係。 

2016-10-25 1 

第四課節 行程問題 
了解時間、速度、

路程之間的數量關係。 
2016-10-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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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知識與技能 

1、使學生掌握三位數乘兩位數的計算方法，理解筆算算理。 

2、理解和掌握積的變化規律，能根據積的變化規律進行簡便

計算。 

3、結合具體情境，使學生了解常見的數量關係：總價=單價×

數量，路程=時間×速度，並能運用數量間的關係解決一些簡單的實

際問題。 

過程與方法 

1、經歷三位數乘兩位數計算的全過程，掌握算理和計算方法。 

2、經歷積的變化規律的探究過程，體驗比較、抽象、概括的

思想方法。 

情感態度價值觀 

1、通過學習，培養學生養成認真計算的學習習慣，提高計算

能力。 

2、在學習過程中，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培養探究、創

新精神。 

3、在學習過程中體會數學與生活的緊密聯繫，培養學生用數

學的眼觀看問題的能力。 

 

二、主要內容 

三位數乘兩位數筆算； 

積的變化規律； 

常見的數量關係：單價、數量和總價；速度、時間和路程。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充分發揮學生原有經驗的作用，突出學生的自主探索； 

2、重視引導學生探索運算中的數量關係。 

3、重視引導學生探究運算中的規律，並作一定的歸納與抽象。 

4、突出數學與生活的緊密聯繫。 

 

四、教學重點 

1、掌握三位數乘兩位數的步驟和方法。 

2、理解積的變化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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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價格問題和行程問題中的數量關係的意義和推導過程。 

 

五、教學難點 

1、掌握三位數乘兩位數筆算乘法的對位和進位。 

2、運用積的變化規律進行簡便計算。 

3、運用價格問題和行程問題中數量關係解決實際問題。 

 

六、教學用具 

PPT課件 

 

七、教學課時 

三位數乘兩位數    1課時 

積的變化規律      1課時 

價格問題          1課時 

行程問題          1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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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第一課時：三位數乘兩位數 

 

活動一：複習舊知 

    1、口算 

    23×30=    47×20=    42×19≈     58×41≈  

2、列豎式計算 

43×26＝                       12×34＝ 

            

3、回顧兩位數乘兩位數的計算方法。 

首先數位對齊，然後用第二個因數個位上的數去乘第一個因數

每一位上的數，從個位乘起，再用第二個因數十位上的數去乘第一

個因數每一位上的數，從個位乘起，最後把兩次乘得的積相加，注

意積的數位對齊。 

（設計意圖：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從學生的已知經驗出

發，複習兩位數乘兩位數的計算方法，提高學生學習新知的信息，

為後面學習三位數兩兩位數作鋪墊。） 
 

活動二：創設情境 

PPT出示圖片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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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叔從某城市乘火車去北京用了 12小時，火車每小時行 145

千米。該城市到北京有多少千米？ 

1、學生讀題。 

2、師生互動： 

師：火車每小時行多少千米？ 

生：145km 

師：一共行了多少小時？ 

生：12小時 

師：火車每小時行 145千米，一共行了 12小時，實際上就是

求“12個 145千米是多少？”用什麼方法計算呢？ 

生：乘法。（145×12=） 

（教師板書算式） 

3、揭示課題。 

師：這是幾位數乘幾位數？ 

生：三位數乘兩位數（教師板書課題） 

師：這節課我們就一起探索三位數乘兩位數的計算方法。 

（設計意圖：從情境入手，讓學生感受到數學與生活的緊密聯

繫。通過師生互動，教師引導學生理解題意，提高學生解決問題、

分析問題的能力。） 
 

活動三：合理估算 

1、引導學生估算。 

（1）145×12≈1450            （2）145×12≈1500 

 

             10                       150  10 
     2、比較兩種估算的結果。（學生自由回答，教師不作評價） 

（設計意圖：估算有利於培養形成自我監督的學習習慣。在精

確計算之前進行估算，可以估算出大致結果，為正確計算創造條

件。） 

活動四：探索算法，明確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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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獨立計算。 

教師通過巡視發現，有了兩位數乘兩位數的基礎，對於三位數

乘兩位數，學生都會用筆算的方法進行計算。 

2、指名學生板演。 

 
3、交流算法，理解算理。 

（1）指名學生說一說筆算的方法，并提問：290 是指名得來的？

表示什麼？“145”呢？5為什麼要對準 9？ 

（2）為什麼大家都喜歡用筆算的方法計算？ 

 當較大的數相乘時，用筆算的方法更方便、準確。 

4、小結三位數乘兩位數的筆算方法。 

（1）先用兩位數個位上的數與另一個因數的每一位依次相乘，

所得的積的末位與個位對齊； 

（2）再用兩位數十位上的數與另一個因數的每一位依次相乘，

所得的積的末位與十位對齊； 

（3）最後把兩次乘得的結果加起來。 

5、聯繫估算的結果，讓學生理解哪種估算方法更接近準確結果，

并說明理由。 

（設計意圖：通過獨立計算、相互交流，加深學生對三位數乘

兩位數計算法則的理解。） 
 

活動五：鞏固拓展，課堂小結。 

1、下面的計算對嗎？如果不對就說明理由。 

 
2、筆算。 

176×47=          425×36=         237×82= 

 

3、拓展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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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5×15=         12145×15= 

 

4、課堂小結。 

 

（設計意圖：通過基礎練習加深學生對三位數乘兩位數的應用。

拓展練習能引導學生思考四位數乘兩位數和五位數乘兩位數的計算

方法，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  

 

 

第二課時：積的變化規律 

 

    活動一：複習導入 

1、口算（PPT出示題目，學生口答） 

（1）6×2= 12           （2）20×4=80 

          6×20=120               10×4=40 

          6×200=1200              5×4=20 

2、觀察兩組算式，在小組內說一說你的發現。 

3、匯報交流。 

生 1：我發現第一組的每個算式都有 6，另一個數後面加一個 0，

積的後面也會加一個 0。 

師：加一個 0表示擴大幾倍？ 

生 1：擴大十倍。比如說第三個算式，2擴大了 100倍，得數

12也擴大了 100倍，變成了 1200。 

生 2：第二組算式是 4沒有變，前面這個數在縮小，所得的積

也在縮小。 

師：縮小了多少倍？ 

生：都是縮小了 2倍。 

(設計意圖：通過對學生的引導，讓學生初步體會積的變化規律。

同時，通過說發現、匯報交流發展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 

 

活動二：概括規律 

1、再次組織小組進行交流，要求每一個學生都將兩組算式中

發現的規律說給同伴聽一聽。 

2、第二次匯報交流。 

3、驗證規律。 

PPT出示兩組算式，先用規律填空，再用筆算進行驗算。 

13×16=208             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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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8×18= 

13×4=                 8×36= 

(設計意圖：通過再次交流和驗證,讓學生更進一步感受積的變

化規律。) 
 

    活動三:自主學生 

    1、教師引導學生自學課本第 51頁,并思考以下兩個問題: 

    （1）一個因數不變，另一個因數乘一個數，積怎麼變化? 

    （2）一個因數不變，另一個因數除以一個數時，積怎麼變化？ 

    2、交流反饋。 

    生 1：一個因數不變，另一個因數乘幾，積也乘幾。 

    生 2：一個因數不變，另一個因數除以幾，積也除以幾。 

    師：可以除以 0嗎？ 

    生 2：不可以，因為 0不能為除數。 

    師：誰能用一句話將這兩個發現概括為一條？ 

生 3：一個因數不變，另一個因數乘幾或除以幾（0除外），積

也乘幾或除以相同的數。 

（教師板書，學生齊讀） 

（設計意圖：通過自主學習，讓學生將前面兩個活動所得的發

現與課本上所講的規律對照，學會用簡潔的語言總結規律。） 

 

活動四：應用反饋 

1、基礎練習 

完成課本第 54 頁第（1）（4）兩題，并說一說積是怎樣變化的。 

2、拓展練習 

一個長方形的面積是 256 平方厘米，如果長除以 4，寬乘 4 后，

這個長方形就變成了正方形。這個正方形的面積是多少？它的邊長

是多少？ 

    （設計意圖：鞏固所學，將知識系統化，并進一步深挖積的變

化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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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價格問題 

 
活動一：創設情境 

    PPT出示超市購物圖 

 
    師：同學們都去逛過超市吧！那請你幫王阿姨算一算，她買 3

個西瓜要付多少錢？ 

    （設計意圖：從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出發，提出問題，能夠幫

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單價、數量、總價的含義。） 

 

    活動二：自主探索 

    1、認識單價、數量和總價的含義。 

    （1）學生獨立列式計算。 

    （2）思考：為什麼這樣列式？算式中每一部分表示的意義是什

麼？ 

（3）反饋交流 

 

60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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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學生將算式寫在白板上。60×3=180(元) 

    師：為什麼你用乘法計算？ 

生：因為一個西瓜是 60元，買 3個西瓜也就是求 3個 60是多

少，所有用乘法。 

師：誰能說一說這個算式中每一部分都表示什麼意義嗎？ 

生：60表示一個西瓜的價錢，3表示買了幾個，180表示一共

花的錢數。 

師小結：在日常生活中，每件商品的價錢，一般叫做“單價”；

買了多少，一般叫做“數量”；一共用了多少錢，叫做“總價”。 

2、及時練習。 

PPT出示課本第 52頁的例題 4 

 
（1）組織學生獨立解答，并在小組中相互交流每一個算式中各

部分的意義。 

(2)指名學生將算式寫在白板上，并說一說各部分的意義。 

生 1:80×3=240（元）,80是指籃球的單價，3是指數量，240

是指買 3個籃球一共花的錢，也就是總價。 

生 2:10×4=40（元），10表示單價，4表示數量，40是總價。 

3、梳理建構 

師：從上面這些例子中，大家有沒有發現單價、數量、總價之

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 

生：單價×數量=總價（板書） 

（設計意圖：通過計算，既是對學生原有生活經驗的反饋，同

時為理解“單價”“數量”和“總價”的含義做了鋪墊。） 

 

活動三：建立模型 

（1）用生活實例建立模型 

師：剛剛我們理解了“單價”“數量”“總價”的含義，也知

道了這三種量之間的關係。你能不能舉出生活中的例子，并把它們

的關係表示出來。 

生：我買 4個蘋果，每個賣 5元，一共要用 20元。4個是指數

量，5元是指單價，20元是總價。 

師：如果 20元買 4個蘋果，每個多少元？該如何計算。 

生：那就是 20÷4=5（元）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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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也就是說：總價÷數量=單價（板書） 

師：你有 20元錢，蘋果每個 5元，可以買幾個？該如何計算。 

生：20÷5=4（元） 

師：也就是說：總價÷單價=數量（板書） 

（2）總結提升 

師：我們從這裡的三個數量關係式看出，根據單價、數量和總

價三個量的關係，只要知道兩個量，就可以求出第三個量。我們只

要記住“單價×數量=總價”這一個關係式，再根據乘法和除法的關

係就可以得到另外兩個關係式了。 

（設計意圖：用生活情境建立模型，發展了學生的思考能力，

提高了學習數學的興趣和應用意識。） 

 

活動四：實踐應用 

1、說一說下面各題已知的是什麼，要求的是什麼。 

（1）每套校服 120元，買 5套要用多少錢？ 

（2）學校買了 3台同樣的復讀機，花了 420元，每台復讀機多

少元？ 

2、填寫下表，并在小組內說一說你是怎麼想的？ 

種類 跳棋 象棋 圍棋 

單價（元/副） 6  120 

數量（副）  9 8 

總價（元） 90 180  

（設計意圖：通過練習，讓學生再一次結合具體問題體會數學

模型的重要性，也讓學生進一步鞏固所學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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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時：行程問題 

 

活動一：談話導入 

    1、教師指名學生小麗和小紅提問。 

師：今天你們兩個上學的生活，從家到學校共用了多長時間？ 

小麗：我每天從家到學校大約要花 15分鐘。（板書：小麗   

15分鐘） 

小紅：我每天從家到學校大約要花 8分鐘。（板書：小紅    8

分鐘） 

2、提出質疑，導入課題。 

師：也就是說，小麗行走的速度比小紅要慢一些，對不對？ 

部分學生認為對，也有些同學說不一定，教師不給評價。 

師：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研究這樣的問題“行程問題”，等我

們研究好了，再來判斷她們兩個誰的速度更快。（板書課題） 

（設計意圖：從學生的生活實際出發，有利於學生體驗與理解、

思考與探索，符合學生的認真規律。） 
 

活動二：探究新知 

PPT出示主題圖和問題。 

 
1、學生齊聲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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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織學生在堂課本上解答，并和小組的同學說一說你為什麼

用這樣的方法解答。 

3、匯報交流。 

（1）指名兩位同學將自己的算式寫在白班上。 

 生 1：70×4=280（km） 

生 2：225×10=2250（km） 

（2）引導學生說明用乘法計算的理由。 

 生 1：這輛汽車每小時行 70km，4小時行多少千米，實際上就

是求 4個 70km是多少，所以用乘法做。 

生 2：我寫的這個實際上就是求 10個 225米是多少，所以也是

用乘法。 

4、理解路程、速度和時間的含義。 

師：在生活中，一共行了多長的路，叫做路程；每小時（或每

分鐘等）行的路，叫做速度；行了幾小時（或幾分鐘等），叫做時

間。 

（設計意圖：通過學生獨立思考，在交流和展示中陳述解題思

路，為下一環節作鋪墊。） 

 

活動三：建立模型 

1、理解算式的意義。 

師：那同學們想一想，在這兩個算式中，哪些量表示的是路程？

哪種量表示速度？時間呢？ 

指名學生回答，并根據學生的回答板書。 

70  ×  4  = 280（km） 

    225 × 10 = 2250（km） 

 

                  速度   時間  路程         

 2、建立關係。 

師：你知道速度、時間與路程之間的關係了嗎？在小組裡面討

論。 

指名學生匯報并板書：速度×時間=路程 

3、建立模型。 

PPT出示練習 

一輛汽車 4小時行駛了 280千米，這輛汽車每小時行駛了多少

千米？ 

一人騎自行車每分鐘行 225米，幾分鐘能行 2250千米？ 

（1）組織學生在小組討論計算方法，并在堂課本上解答。 

（2）指名學生將算式寫在白板上。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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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70（千米）    2250÷225=10（分鐘） 

（3）匯報交流。 

師:第一題實際上是求什麼? 

生:實際上是求汽車的速度。 

師：求汽車的速度你是怎麼計算的。 

生：用 280除以 4。 

師：280和 4分別表示什麼？ 

生：280是汽車行駛的路程，4是時間。 

師：也就是說：路程÷時間=速度（板書） 

師：第二小題求的是什麼？ 

生：時間 

師：怎麼來求時間呢？ 

生：用路程除以速度就等於時間。（教師板書） 

（設計意圖：學生感受了從生活實例中得出數量關係的數學知

識行程過程，實踐了解決問題的方法。） 

 

活動四：拓展應用 

1、基礎練習 

不解答，只說出下面各題已知什麼？求什麼？數量關係是什麼？ 

（1）小林每分鐘走 60米，他 15分鐘走多少米？ 

（2）聲音每秒傳播 340米，聲音傳播 1700米要用多長時間？ 

2、拓展練習 

小明家到学校的路程是 600米，小明步行的速度是 60米/分，

他从家出发步行 9分钟，能到达学校吗？ 

3、回到課前的問題：小麗行走的速度比小紅要慢一些，對不對？ 

（設計意圖：通過練習，鞏固本節課所學知識，加強學生解決

行程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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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三位數乘兩位數 

本堂課通過複習舊知         創設情境         合理估算         探索算法      

拓展應用等環節開展教學。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通過讓學生獨立計算，交流算

法，創設一個輕鬆的學習氛圍。同時，引導學生自主探索，掌握三位數乘兩位

數的計算方法。最後，通過練習，鞏固新知，加強學生對知識應用的能力。在

練習中發現，三位數乘兩位數的進位較多，學生都習慣寫在橫線上，密密麻麻，

很難看清，如果在教學過程中能再規範一下學生列豎式進位的書寫習慣，更能

幫助學生準確的計算。 

二、積的變化規律 

探索積的變化規律是整數乘法運算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知識點。本節課以兩

組乘法算式為載體，引導學生根據因數的變化而發現積不變的規律。在教學過

程中，充分地給學生時間思考發現，發揮集體的智慧，群策群力，讓學生自己

經歷發現的過程，讓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人，老師只是不斷的引導，并適時

給予補充和糾正，使總結的規律簡明、流暢。 

三、價格問題 

本節課的設計從學生的生活經驗中抽象出數學問題、建立數學模型，在認

識單價、數量、總價的概念和他們之間關係時，讓學生在充分理解數量關係的

基礎上，來進行歸納概念建立模型。教學中，教師注重將數學與生活緊密聯繫

起來，注重讓學生自主探索，來發展學生的數學思維。同時，創設輕鬆的教學

氛圍，讓學生在輕鬆愉悅的環境中，自主探索發現，真正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

人，教師只是不斷的引導，適時的給予幫助總結，不斷發展學生的能力。 

四、行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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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為其創造良好的學習氛圍，讓其輕鬆愉悅

地學習。通過生活情境問題的解決，學生发现了速度、时间与所行的路程三者

之间有什么关系。学生很快就得出了：速度×时间=路程。通過改编例题，转化

成就速度和时间的应用题,并解答。绝大多数学生会做改编后的题目,  并能得出: 

速度=路程÷时间，时间=路程÷速度。本節課的教學，把學生原有一些感性認識

和一些生活經驗進行概括總結，讓學生理解掌握路程、時間與速度之間的相互

關係，幫助學生運用所學的路程、時間與速度之間的相互關係更好地解決生活

中的一些實際問題，進一步體會數學與生活的密切聯繫，培養學生對數學的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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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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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和教具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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