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认识钟表教案 

认识钟表教案汇总六篇 

认识钟表教案 篇 1 

  教学内容： 

  教科书 84、85 页，练习十九。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初步认识钟面和电子表面，能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正确地

读、写整时时刻，初步建立时间观念。 

  （2）、结合学生已有的生活，让学生充分感知到生活中时时处处有数

学，并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3）、引导学生学会合理地安排作息时间，养成遵守和珍惜时间的好习

惯。通过对古代计时器的了解，培养爱国精神和情怀。 

  教学重点、难点： 

  能正确说出并会表示几时，并会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课时安排： 

  1 课时―――――――――认识钟表和表面 

  2 课时―――――――――识读整时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钟面模型。 

  学具准备： 

  白纸、彩笔。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认识钟表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一、激趣导入 

  1、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瞧，他来了！ 

  （课件演示：教师描述：天亮了，太阳公公早早就起来了？）？ 

  2、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新朋友――小芳。3、指导看主题图。

问：“图上画的是什么？”让学生认识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钟表。

4、小芳是几时起床的？你是怎样知道的？（看挂钟）5、小芳 7时就起床了，她有

没有赖床？师：对，我们要学小芳按时起床，上学才不会迟到。6、今天我们和小

芳一起来认识钟表。揭题：认识钟表二、探究新知 

  1、认识钟面、电子表面。（课件显示钟表图） 

  （1）、观察钟面和电子表面：同学们自由选择自己喜欢观察的对象，可

以观察钟面，也可以观察电子表面，同位同学互相讨论、交流意见，师参与共同研

究。 

  （2）学生交流，反馈：（得出以下几种答案） 

  钟面：①有 1～12个数字。（指给孩子们看） 

  ②有 2根针，长针和短针。（课件标注） 

  电子表：①由数字表示时间。②中间有 2个点会闪烁。 

  教师小结：刚才通过观察我们知道，钟面上有 2根针，有 12 个数字。 

  三、活动巩固 

  自己画一个漂亮的钟表。 

  1、师：刚才小朋友们都已经知道的了钟表的构成，那么接下来请小朋友

们拿出一张白纸和彩笔，画出一个漂亮了漂亮的钟表好不好，老师看谁画的漂亮。 

  2、老师巡视指导学生画表。 

  3、收集出漂亮的表展示。 

  四、知识拓展 

  请学生看教科书 85页“你知道吗？”部分并讲述，是学生了解我国悠久

的文化，培养爱国情操。 

  第二课时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识读整时 

  一、导入 

  师：小朋友们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件非常有用的计时工具―――表，那怎

样用表来计时呢？大家想不想知道？ 

  二、引导学习 

  （用钟面模型展示） 

  1、先出示 8时的钟面，提问：“这是几时？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同时

写出“8时”并教读法；然后出示 3时和 6时的钟面，让学生说，并在练习本上写

出来，指名学生在黑板上分别写出 3时和 6时。 

  让学生知道 6时的时候，分针和时针在同一条直线上。 

  2、引导学生观察 8时、3时、6时，问：这三个钟面上的分钟都指着哪个

数字？时针又分别指着哪些数字？然后分组讨论：“怎样才能准确地很快地看整时

的时间？” 

  学生可能回答：8时的分针指向 12，时针指向 8；3时的分针指向 12，时

针指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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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分针指向 12，时针指向 6。学生也可能回答：分针指向 12，时针指

向从 1到 12 的任何一个数，指向几就是几时。 

  教师小结：在钟面上，当分针指向 12 的时候，时针指向几就是几时。 

  3、认识时间的第二种写法。 

  （1）、教师提问：“你知道 8时在电子表上怎么表示吗？”当学生说出

以后，再出示 8：00，验证学生的说法。 

  （2）、让学生想：3时和 6时在电子表上的表示方法并在练习本上写出

来，指名板书 3：00 和 6：00。 

  三、巩固练习 

  1、师：大家现在都学会看表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小明一天的生活是怎

样的？他在什么时间都在干些什么呢？（出示图片） 

  2、引导学生看时间和事件并将时间写在练习本上，练习对时间的书写。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通过提问“小明 9时在做什么”使学生初步知道一天有两个 9 时，渗透一

天有 24 小时。 

  四、课堂小结。 

  我们一起认识了表示整时的时间，并学会了表示整时的时候，有两种表示

方法。你学会了吗？ 

认识钟表教案 篇 2 

  一、导入： 

  师：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龟、兔赛跑的故事吗？谁能给大家简单讲一

讲？ 

  师：自从兔子跑输了之后，每天都愁眉苦脸，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能败

给一只笨重的乌龟，多没面子！所以它一直很想再跟乌龟赛一次，今天兔子和乌龟

来到了我们的课堂上，兔子很希望小朋友们做裁判，再来一次公平的比赛，小朋友

们你们愿意吗？ 

  师：好，那比赛要开始了。仔细看，这次谁胜利了？ 

  （生）：是小白兔。 

  师：为什么？现在不是乌龟在兔子的前面吗？ 

  生：因为兔子已经跑了一圈了，乌龟只跑了一点。 

  师：对，当小乌龟才从开始的位置跑到1的时候，小白兔早已经跑回到起

点了。 

  师：你们看，龟、兔赛跑的这幅图像我们学过的什么? （钟表的钟面！） 

  师：兔子为什么会胜利？（它本身跑得就快，它有没有再在路上睡觉？这

次认识到了时间的宝贵，拼命地往前跑，所以他胜利了。） 

  师：为了让我们明白时间的珍贵。小乌和小白兔龟化作了我们所认识的时

针和分针，他时刻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时间。 

  二、新授： 

  师：今天我们就来进一步学习钟表的知识。――认识时间。 

  师：我们上学期也学过钟表，我们都是学过哪些内容那？谁还记得？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师：1、整时――分针指在 12 上，时针指到几就是几时整；2、半时

――分针指在 6上，时针走过了几就是几时半。） 

  师：秒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用得比较少，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以后的学习

中研究。 

  师：除了我们学过的这些内容以外，你还能在钟表的钟面上发现什么？小

组之间讨论一下！ 

  （ 小组长汇报：有大格，还有小格。 ） 

  师：那有多少个大格，又有多少个小格呢？小组之间再来观察一下！ 

  师：他们回答得对不对呢？我们来一起数一数。 

  师：一共有 12 个大格，每个大格中有几个小格呢？再来数一数！ 

  一共有多少个小格？ 

  师：谁来说一说，这 60 个小格代表什么意思。那分针每转过一小格就代

表什么？那分针从刻度 12 转到刻度 1走一大格呢？（用同样的方法数下去。） 

  （你发现了什么规律吗？你能很快记住每个数表示几分吗？） 

  师：分针走一大格代表走了 5分钟，时针每走一大格代表走了多长时间？

那刻度 1就有两种含义了，那两种含义？那时针和分针到底有什么联系哪？你来仔

细观察一下。 

  师：你发现了什么？（分针转一圈，时针走一大格，分针转一圈是 60

分，也就是说分针每走 60 分钟，时针走一小时。） 

  师：那老师想问问你，我们都在说一分钟，你知道一分钟到底有多久吗？

现在你先想一想，在一分钟内你能干些什么？ 

  （生）：我可以写字…… 

  师：好，那我们就来计时，看看一分钟之内你能完成你说的是吗？ 

  开始计时。 

  师：谁想再来说一说你在一分钟内干了些什么？ 

  师：原来在一分钟之内我们可以干这么多事，这一分钟多么宝贵呀！一分

钟内你就干了这么多事，一个小时就有 60 分钟，哪一天有多少小时？算一下一共

就有 1440 分钟，你要是能合理的利用这些时间，那你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物。这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小看一分钟，一定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有时候可

能就因为这一分钟改变很多事，不能轻易浪费时间。 

  师：那一小时有多久呢？（一节课要是 40 分钟的话，我们学校是一节课

35 分钟，所以要再加上卜老师提前来了的 5分钟。加上一个课间，再加上 10 分钟

就是 1小时了。） 

  师：好了！同学们，我们刚才已经对钟表的基本知识进行了研究，那你是

不是真的认识时间了呢？来看一看这块表。――你是怎样看出来的？（先看时针，

走过了几时，就是几时多，再看分针指到了几上确定是几分。） 

  （走过了几就是几时多，10 时十五分，第二种写法是：10：15。如果不

到十分在分前加 0）如 10 时 05 分――10：05 

  三、巩固练习： 

  1、打开学件，进行闯关游戏。（仅做第一关。） 

  2、拨钟表的游戏。 

  3、翻开数学课本 81 页，今天我们就学习了认识时间，做一下 82 页的第

一题。 

  四、.总结全课： 

  师：同学们，你现在来看一下表，几点了？快到下课的时候了，通过这节

课你有什么收获？说给大家听一听。今天的作业就把数学课本上的82 页第一题做

完。 

认识钟表教案 篇 3 

  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 数学》（一年级上册）第91、92 页，练习

十六第 1~3题，数学教案－认识钟表。 

  分析教材： 

  本节课要求学生对整时的认识，是学生建立时间观念的初次尝试，也为以

后“时、分”的教学产奠定了基础。本节课中，学生对时针、分针的整体认识有些

不习惯。所以教学难点应放在通过观察时针和分针来判断所表示的时刻。教学目标

是使学生能结合自己的私生活实际学会看整时，初步认识钟面上的时针和分针，培

养学生初步建立时间观念，从小养成珍惜和遵守时间的良好习惯。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分析学生： 

  钟表在日常生活中都经常接触，时间的知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离

不开，学生每天起床、吃饭、上课、下课都要按照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这样在生活

中潜移默化的就感知时间这一抽象概念的存在，而且一年级的学生在学前教育时，

就初步认识了钟面，所以本节课的内容对于他们来说也并不陌生。 

  设计理念：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知识的教学是建立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

上，要把数学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充分体现了《课标》的精神，从导入

到实践活动整个环节都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根据一年级学生好奇、

好玩、好动的天性，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观察、动手、比较等一系列的活

动，创设和谐的学习氛围，拉近学生与数学的距离，使学生的思维可以得到尽情的

跳跃，个性得到尽情的张扬，逐渐感受到数学学科的趣味性、生活性和挑战性，达

到教学的目的。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钟面，结合生活经验学会看整时。 

  2．培养学生建立时间观念，从小养成珍惜时间、遵守时间的生活和学习

习惯。 

  3．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认识钟面，学会看整时。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实物钟、钟面模型。 

  教学过程： 

  一、故事导入 

  屏幕上出示主题图。 

  师：“同学们说一说，小东什么时候？在做什么？”（小东早上7时起

床） 

  师：“你是从哪里知道时间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让学生认识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钟表，并及时教育学生怎

样知识的？”早上按时起床，上学才不会迟到。 

  师：“今天老师就和同学们一起来认识钟表。”（出示课题） 

  二、自主探究 

  1．认识钟面。 

  （1）师：“老师这里也有一个钟，现在同学们仔细观察，看看钟面上有

些什么？把观察的结果说给小组的小朋友听。” 

  （2）学生反馈交流结果。 

  指几位同学上台演示，引导学生说出钟面上一共的12 个数，有三根长短

不同的指针。 

  （3）边出示课件，边小结：通过同学们的观察，我们发现了钟面上一共

有 12 个数，3根针。又短又粗的――时针；较长的――分针；还有又细又长的

――秒针。 

  3．认识整时。 

  （1）屏幕上再次出示主题图。 

  师：“刚才同学们都说小东是早上7 时起床的，同学们看一看图上的钟

面，为什么钟面上表示的是“7时”呢？你还从哪里知道“7时”的？” 

  指导学生观察 7时钟面上的分针分别指向几，建立 7 时的概念；同时，让

学生认识 7时在电子表中的表示方法，小学数学教案《数学教案－认识钟表》。 

  （2）师：“小东是 7 时起床的，那么同学们猜一猜小东上午上第一节课

的时间是几时？” 

  师：“你能在钟面拨出 8时吗？拨给同组的同学看，并说说你是怎样拨

的？” 

  并叫两名学生上台演示。 

  出示电子表，让学生认识 8时在电子表中的表示方法，并写法：先写 8，

再点两个圆点，最后在圆点的后面写上两个 0。 

  （3）用同样的方法教学 3时和 6时。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4）引导学生观察 8时、3时、6时，分组讨论：这三个钟面的分针和时

针分别所指的数字，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学生反馈讨论结果。 

  学生可能回答：8时的分针指向 12，时针指向 8；3时的分针指向 12，时

针指向 3；6时的分针指向 12，时针指向 6。学生也可能回答：分针指向 12，时针

指向从 1到 12 的任何一个数，指向几就是几时。 

  （5）教师小结：在钟面上，当分针指向 12 的时候，时针指向几就是几

时。 

  三、课间活动（看动画，听音乐） 

  要求：看看动画中的钟所表示的时间是几时？并把它说出来。 

  四、反馈练习 

  1、拨钟游戏。 

  （1）教师拨钟，学生说时间；或教师说时间，学生拨钟。（指名学生上

台拨） 

  （2）小组活动：一个同学说时间，另一个同学拨钟。 

  2、《快乐的一天》 

  师：“现在老师要带同学们去看看，小东是怎样过快乐的一天的。”屏幕

上出示课本 92 页插图。 

  （1）师：“看第一幅图，小东什么时候？在做什么？并写出时间的两种

表示方法。” 

  师：“过 1 小时后是几时？小东在做什么？你能写出时间的两种表示方法

吗？ 

  其余的学生在书上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 

  （2）小组间说说：小东是怎样过快乐的一天的？ 

  （3）指几名学生说一说小东是怎样过快乐的一天的，并说出是什么时

候？（如 7 时，是什么时候的 7时。） 

  （3）这样的一天一定会有很多收获的。那么你们的一天又是怎么安排的

呢？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同组的学生说说，然后指名说说。并教育学生要合理安排时间，养成良好

的作习习惯。 

  5．课堂小结。 

  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我们一起认识了表示整时的时间，

并学会了表示整时的时候，有两种表示方法，你学会了吗？） 

  五、实践应用 

  1．找朋友练习（练习十六第1题）。 

  教师先说明题目的要求，后学生独立完成，最后集体订正。 

  2．创设情景：（边问边演示） 

  （1）老师中午 12 时吃饭，过一个小时要午休，你知道老师是几时候午休

吗？ 

  （2）老师晚上 7时吃饭，过三个小时要睡觉，你知道老师是什么时候睡

觉吗？ 

  3．完成课本第 94 页练习十六第 3 题。 

  明确题目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 

认识钟表教案 篇 4 

  第一课时《认识整时》 

  【教学内容】 

  人教版小学数学一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认识钟表》第一课时（84-85 页)

认识整时。 

  【教材分析】： 

  一年级学生已经储备了一些认识钟表的生活经验,因此大多数孩子会看整

时,但这些只是粗浅的,感性的.教材安排了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景,有助于学生

更好地认识时间. 

  【学情分析】：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钟表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时间的知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离不

开,学生每天起床、吃饭、上课、下课都要按照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这样在生活中潜

移默化的就感知了时间这一抽象概念的存在,而且一年级学生在学前教育时就初步

认识了钟面,所以本节课的内容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初步认识钟面，会看钟面的时间。 

  2、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发展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应用意

识。 

  3、建立时间观念，使学生从小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和珍惜时间的良好习

惯，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思考解决问题，获得成功的体验，增强学

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学重难点】： 

  认识钟面及整时 

  【教学准备】： 

  钟面模型、学生学具钟面、课件。 

  【教学策略】： 

  动手拨一拨、小组合作交流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谜语导入： 

  1、师导言：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预设生齐说:喜欢)今天老师给大

家带来一个谜语,请你们来猜一猜. 

  师说谜语： 嘀 嗒 嘀 嗒 当 当 当 ， 

  会 走 没 有 腿 ， 会 说 没 有 嘴 ， 

  它 会 告 诉 你 ， 

  什 么 时 候 起 ，什 么 时 候 睡 。 

  师：谁猜到了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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