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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经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 

  学生已经学过了两位数乘两位数，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独立思

考，将计算方法迁移到三位数乘两位数，通过讨论交流总结出多位数乘两位

数的一般计算方法。 

2.重视引导学生探索运算中的数量关系，初步学习模型化的数学思想方法。 

  本单元学习的关系是生活中常见的数量关系，提炼出的数学模型是“单

价×数量＝总价”和“速度×时间＝路程”。教学中，应注重让全体学生通过解

决教材中的具体问题，让学生在“解决具体问题——抽象出数学模型——解

第四单元整体设计 

单元名称 三位数乘两位数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有：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积的变化规律，常见的

数量关系。 

本单元不仅总结了整数乘法的一般方法，还对整数乘法的算理和算法进行了

回顾和整理，从而进一步学会在整数乘法运算中采用估算的方法，能初步确定结

果的大致范围，还探究了“积的变化规律”，并能运用规律使一些计算简便，最后

总结基于乘法运算的数量关系，充分体验运用相应的数量关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的过程，为后续进一步学习乘法运算作准备。 

本单元是在学生掌握了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知识的基础上学习的。三位数乘两

位数的算理与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算理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其中一个因数的位数由

两位变成了三位。所以教材积极引导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将旧知识迁移到新

知识中来，让学生在主动探究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整数乘法的算理，

达到自主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并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教

学

目

标 

1.使学生理解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算理，会计算三位数乘两位数。 

2.使学生经历探究“积的变化规律”的过程，理解规律内涵，并能运用规律使

一些计算简便。 

3.结合具体情境，使学生了解常见的数量关系：单价×数量=总价，速度× 

 时间=路程，能运用数量间的关系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4.让学生经历由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推导出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

法的过程，掌握其计算方法。 



释并说明模型——用模型解决问题”这样一系列的数学活动中，初步学习模

型化的数学思想方法。 

3.重视引导学生探究运算中的规律，并作一定的归纳与抽象。 

  利用乘法运算，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特别是合情推理能力，是本单元

教学的重要任务。教学中，应鼓励、引导学生参与到探寻运算规律的活动中

去，通过引导观察数据特点，解释计算的合理性等，不但可提升学生合理、

灵活的计算能力，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感和推理能力。  

4.适当增加计算量，加强计算技能训练。 

  三位数乘两位数作为整数乘法运算学习的最后一部分知识，具有一定的

总结性和概括性。为了让学生掌握好最基本的运算知识，熟练计算技能，在

教学中我们要根据班级学生情况，适当增加一定题量的练习，加强运算训练，

以帮助学生牢固掌握整数乘法的相关知识。 

 

 

 

 

 

 

 

 

 

 

 

 

 

 

 

课时教学设计 

课题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乘法 



 

授课时间： 课型：新授课 课时：1 课时 

1. 核心素养目标： 

①情境与问题：1.经历探索三位数乘两位数笔算的过程，感受数学知识和方法的

内在联系，理解并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算理及方法，能正确进行计算。 

②知识与技能：结合具体的问题情境，会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估算、验算，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③思维与表达：在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过程中提升知识技能的迁移水平，发展逻

辑思维能力，进一步体验成功的快乐，激发探索计算方法、解决问题的兴趣。 

④交流与反思：使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进一步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相互合

作学习的能力。 

2.学习重点难点：重点：探索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算理，并掌握计算方法，能正

确进行计算。 

难点：理解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算理，并能正确规范地计算和书写乘法竖式。。 

3.教学准备  课件 

4.学习活动设计： 

环节一：情境创设，揭示课题 

1. 导入新课引发学生思考。 

 

1.口算热热身。 

16×5=  32×5= 

26×30=   240×3= 

2.竖式练练手。 

46×22=  57×62= 

用竖式计算乘法你有哪些心得？  

3.课件出示：120×15 

学生活动： 

1.学生快速说出计算结果。 

2.学生动笔独立完成，汇报计算方

法。 

3.明确本节课的学习任务。 

 

 

 

 

 



这道算式与我们以前学过的乘法

算式有什么不同？引出课题。（板

书课题） 

活动意图 

 

通过几道简单的计算题，让学生一方面回顾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另

一方面为学习新知识做好铺垫。这样的设计可以有效引入例 1 的数学情境，为学

生探索估算和笔算提供更多的探索空间和时间，提高课堂教学的时效性。 

 

环节二：探究新知 

解决实际问题 

 

  

教师活动： 

 

1.估算。 

（1）课件出示第 47 页例 1： 

仔细阅读，你能用估算的知识猜

一猜这个城市到北京有多少千米

吗？说说你的想法。 

（2）结合你的估算，求 145×12

的积的大致范围。 

2.笔算。 

 （1）引导独立计算。你能根据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准

确算出 145×12 的积吗？ 

学生活动： 

1.回忆估算方法。 

（1）把 145看作 150,145×12≈

150×12=1800；还可以把 12看作

10,145×12≈145×10=1450；还可

以把 145看作 150，把 12看作 10，

150×10≈150×10=1500。 

（2）根据以上估算，积的大致范

围在 1450 和 1800之间。       

2.（1）学生尝试独立计算。 

（2）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用规范

的语言交流、汇报计算方法：先用



（2）组织交流计算方法。 

（3）引导讨论：竖式中的“145”

的末尾为什么要和十位对齐？ 

（4）比较异同。 

三位数乘两位数与两位数乘两位

数的笔算方法有哪些相同点和不

同点？ 

3.验算：对于一些比较大的数的

计数，可以用计算器进行验算。 

两位数个位上的数与另一个因数

的每一位依次相乘，所得积的末位

同个位对齐；再用两位数十位上的

数与另一个因数的每一位依次相

乘，所得积的末位同十位对齐；然

后把两次乘得的结果加起来。列竖

式为： 

 

（3）引导学生理解积的数位对齐

问题：这一步算的是 145×10  ，

积是 1450，代表 145 个 10，所以

数字“5”要与十位对齐。 

（4）体会三位数乘两位数与两位

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的异同，并

交流汇报。 

相同点：乘的顺序相同，先用个位

上的数去乘，再用十位上的数去

乘，最后把两次乘得的积加起来。 

不同点：三位数乘两位数，用两位



 

数每一位上的数去乘三位数时，多

乘了一次百位上的数。 

3.用计算器算出 145×12 = 

1740。 

活动意图 

这一环节，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先让学生估算，再让他们笔算，

让学生自己去探究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鼓励学生相互交流，使学生在轻

松的氛围中既掌握了知识，又培养了自主探究的精神。 

 

环节三：课堂小结 

师：通过今天的学习，你知道如何用竖式计算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吗？在

笔算时要注意什么呢？ 

师生交流后总结：相同数位对齐，先用两位数个位上的数乘三位数，得数的

末位和两位数的个位对齐；再用两位数十位上的数乘三位数，得数的末位和两位

数的十位对齐；最后把两次乘得的积相加。注意哪一位上的数相乘的积满几十，

就向前一位进几。（板书） 

 

5.作业设计 

 

基础性作业：1.完成教材第 49页“练习八”第1题。 

提升性作业: 2.完成教材第 49页“练习八”第2题。 

 



 

 

 

 

 

 

6.板书设计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乘法 

 

例 1:145×12=1740(千米) 

 

 

笔算方法：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用第二个因数的哪一位去乘，

积的末位就与那一位对齐。 

答：该城市到北京有 1740 千米 

7.教学反思与改进 

 

成功之处： 

 

 

 

不足之处： 

 

 

 

改进措施： 

 

 



 

 

 

 

 

 

 

课时教学设计 

课题 因数中间或末尾有 0 的乘法 

 

授课时间： 课型：新授课 课时：2 课时 

核心素养目标： 

①情境与问题：1.探索因数中间或末尾有 0 的笔算乘法的计算方法及

简便写法，进一步 

认识 0 在乘法运算中的特殊性，培养学生迁移类推及概因数中间或末

尾有 0 的乘法能力。 

②知识与技能：能用简便的竖式正确地计算因数中间或末尾有 0 的乘

法，养成认真计 

 算的良好习惯。 

③思维与表达：会选择合适的算法来计算和解决生活中的有关问题，

逐步形成优化意 

 识。 



④交流与反思：使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进一步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培养相互合作学习的能力。 

重点：掌握因数中间或末尾有 0 的笔算乘法的计算方法。 

难点：结合算理理解乘法竖式的简便写法。 

3.教学准备  课件 

4.学习活动设计： 

环节一：情境创设，揭示课题 

导入新课引发学生思考。 

 

1.笔算下列计算题，看谁做得又

快又准。 

584×66=    316×24= 

132×25=    321×57= 

2.看来同学们对上节课的知识掌

握得非常好。仔细观察下列算式

与前面的习题相比，两个因数有

什么不同？ 

160×30=   106×30= 

学生活动： 

1.同学们独立完成，与同桌交流算

法，并互相检查订正。 

2.观察两道算式与前面习题的区

别：因数中间或末尾有 0。 

3.明确本节课的学习目的。 

 

 

 



老师引入课题：这节课我们就

一起来学习因数中间或末尾有 0

的乘法。（板书课题） 

 

 

活动意图 

 

通过复习旧知，使学生的计算能力得以提高，教师把例题当作复习题

出示，自然引出课题，同时激发学生去探究算法的兴趣。 

 

环节二：探究新知 

解决实际问题 

 

  

教师活动： 

1.探究因数末尾有 0 的乘法。 

课件出示教材第 48 页例 2 第（1）

题： 

（1）如何计算这道算式？能不能

用我们以前学过的旧知识来解

决？自己尝试算一算。 

（2）引导学生讨论：写竖式时，

如何处理 0 和非 0 的对位问题？

怎样确定积的末尾 0 的个数？ 

学生活动： 

 

1.（1）尝试独立计算，讨论交流

计算结果。  

方法一：口算。 

先口算出 16×3=48，再在积的末尾

添两个 0， 则 160×30=4800。 

方法二：笔算。 



3）整理算法。 

2.探究因数中间有 0 的乘法。 

课件出示教材第 48 页例 2 第（2）

题： 

（1）你能运用我们刚才学过的方

法来笔算 106×30 呢？ 

（2）组织交流不同的计算方法，

展示简便的算法。 

（3）引导思考：①竖式计算时，

3和几对齐最简便？②十位上的3

和十位上的 0 相乘这一步可以省

略不写吗？③3×0=0,百位上我

们可不可以直接写 0，为什么？ 

（4）小结算法。 

 

（2）在老师的引导、同学们的讨

论下明确：把 0 前面的数对齐，因

数的末尾一共有几个 0，就在积的

末尾添几个 0。 

（3）回顾计算过程，归纳计算方

法：因数末尾有 0 的乘法，先把 0

前面的数相乘，两个因数的末尾一

共有几个 0，就在积的末尾添几个

0，写竖式时，要把 0 前面的数对

齐。      

2.（1）独立思考，尝试计算。 

（2）全班交流，选出最好的方法

并展示： 

 

（3）同学们交流后明确：①3 和 6

对齐最简便;②十位上的 3 和十位

上的 0 相乘这一步不能省略；③百

位上不可以直接写 0，要和进位上



来的 1 相加，否则积就会少 100，

导致积变小了。     

（4）学生在教师引导下逐步用规

范的语言小结：因数中间有 0 的乘

法，用另一个因数中每一位上的数

依次与中间有 0 的因数相乘，与 0

相乘后，再加上进上来的数，写在

相应的数位上。 

活动意图 

通过讨论，引导学生理解利用“0”在乘法运算中的特性能使计算简

便。 

 

环节三：课堂小结 

 



 

 

 

 

作业设计 

 

基础性作业：1.完成教材第 49 页“练习八”第 4 题。 

提升性作业: 2.完成教材第 49 页“练习八”第 6 题。 

 

 

因数中间或末尾有 0的笔算乘法 

因数末尾有 0的乘法           因数中间有 0 的乘法 

                            

7.教学反思与改进 

 

成功之处： 

 

 

不足之处： 

 

 

改进措施： 

 

 



 

 

 

 

 

 

 

课题 用万作单位练习课 

授课时间： 课型：练习课 课时：3 课时 

1.核心素养目标： 

①情境与问题：1.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②知识与技能：使学生掌握因数中间或末尾有 0的乘法的计算方法，进一步认

识 0在乘法运算中的特性。 

③思维与表达：1培养学生类推迁移的能力和计算的能力。 

2.学生能运用计算器进行验算。 

④交流与反思：能够用数学语言直观地解释和交流读数、写数的规律，会用数

学的眼光观察、探寻规律，评价、反思、总结自我的学习效果。感受大数在日

常生活中的应用，提升学生的数感和浅谈学数学，用数学的兴趣。 

重点：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难点：掌握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3.教学准备：PPT课件    学具准备：计算器 

4.学习活动设计： 

环节一：基础练习 

1.对照顺序表回答问题。 

2.按要求完成。 



 

 课件出示教材第 49 页练习八第 2题。 

 

某市郊外的森林公园有 124 公顷森林。1公顷森林一

年可滞尘 32 吨，一天可从地下吸出 85 吨水。 

（1） 这个公园的森林一年可滞尘多少吨？ 

（2）这个公园的森林一天可从地下吸出多少吨水？

  

 

学生活动： 

分析：这题可直接用每

天的滞尘量或吸水量乘

公顷数得到这个公园一

年的滞尘量和吸水量。 

答案：（1）32×124=3968

（吨） 

（2）85×

124=10540(吨) 

答：这个公园的森

林一年可滞尘3968吨，

一 天 可 从 地 下 吸 出

10540吨水。 

活动意图： 

是让学生在互相纠错中明确错误原因，能在计算中检查验算，合理规避，以提

高计算正确率。 

 

环节二：专项和巩固练习 

 



课件出示教材第 49 页练习八第 5题。 

公园的一头大象一天要吃 350 千克食物，饲养员准备

了 5吨食物，够这头大象吃 20 天吗？ 

学生活动： 

分析：先计算出大象 20

天一共吃多少食物，然

后再与 5吨进行比较。 

答案：350×20=7000

（kg）=7（吨）7吨>5

吨 

答：不够这头大象吃 20

天。 

活动意图 

这三道题教师都鼓励学生分别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其中第9、10 题有意识地渗

透了单价、数量和总价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后续学习该数量关系提供了经验。 

 

5.作业设计 

先笔算，再用计算器验算。 

568×24=13632   

 

 345×36=12420    

 

350×40=14000  

 

提升性作业:  



 

 

5.完成教材第 50 页“练习八”第12 题。 

6.板书设计 

 

练习课 

 

7.教学反思与改进 

成功之处： 

 

不足之处： 

 

改进措施： 

 

课时教学设计 

课题 积的变化规律 

 

授课时间： 课型：新授课 课时：4 课时 

核心素养目标： 

设计说明：《新课程标准》提出：要让学生“经历、体验、探索”。 作

为一名数学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传授给

学生数学思想、方法、技能和意识，因此在本节课的设计上应力图从

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赋予学生尽可能多的思考、交流和发现的

机会，给学生广阔的参与空间。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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