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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小数的性质、化简、改写》教学设计 

 

[文本解读] 

《小数的性质、化简、改写》是青岛版四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信息窗二

第二课时的知识内容。《小数的性质、化简、改写》是在学生理解小

数大小比较的基础上学习的。 

呈现的是 4 种小动物的图片，并以文字形式提供了它们的体重和

尾长。图中包含的主要信息有：灰松鼠体重 0.504 千克，尾长 1.98

分米；岩松鼠体重 0.300千克，尾长 1.45 分米；雪兔体重 2.45 千克，

尾长 0.5 分米；海南兔体重 1.6 千克，尾长 0.50 分米。根据这些信

息提出问题：“雪兔的尾巴与海南兔的相比，哪一个长？”要解决这

个问题实际就是比较 0.5 和 0.50 的大小；继续比较 0.5 和 0.500 的

大小，在比较小数的过程使学生初步体验小数末尾填上零或去掉零小

数的大小不变。然后教材利用直尺、正方形纸让学生再次体验小数末

尾填上零或去掉零小数的大小不变。 

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综合归纳特点从而发现小数的性质。接着

以问题的形式引导学生根据小数的性质进行小数的化简和改写。本节

课帮助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了小数的概念，掌握小数的性质不但

可以加深对小数意义的理解，而且为后面学习小数的知识打下基础。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借助实物和直观图，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小数的性质 

  2.会应用小数的性质，化简一个小数和把一个数改写成指定位数

的小数。 

过程与方法 

1. 通过概况小数的性质，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2. 通过应用小数的性质，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 培养学生初步的数学意识和数学思想，使学生感悟到数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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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联系，同时渗透事物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的观点。 

2. 通过理解小数的性质，渗透“变”与“不变”的辩证思想。 

[教学重难点] 

    重点：小数性质的推导和理解；会根据小数的性质把小数化简。 

    难点：掌握在小数什么位置添 0、去 0，小数的大小不变，以及

整数变小数的改写。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数学探究单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上节课通过我们的一起努力学会了如何来比较小数

的大小。今天聪聪和明明因为一个小数大小的问题起了争议，你们想

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生：想知道。 

师：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展示：动画《两小儿辩长短》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感兴趣的动画演示复习上节课学习的小数

大小的比较，并通过争议问题“雪兔的尾巴与海南兔的相比，哪个长？”

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助人为乐的精

神。] 

二、教学新知 

（一）理解小数的性质 

1.数学猜想 

同学们猜想“雪兔的尾巴和海南兔的相比，哪个长？” 

【预设】 

生 1：我猜是海南兔的尾巴长。 

    生 2：我猜是雪兔的尾巴长。 

    生 3：我猜是两个一样长 

    …… 

    2.数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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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同学都有了自己的猜想，那下面我们就开始验证我们的猜想,

请同学们拿出我们的“数学探究单”，探究单中我给同学们准备了 3

种方法，同学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验证 0.5 和 0.50 哪个长？ 

学生同桌之间互相讨论，完成验证。 

学生利用实物展台展示自己的验证方法。 

生 1：交流大正方形涂色的方法。 

【预设】把一个大正方形平均分成 10 份，涂其中 5 份就是 0.5，

把一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平均分成 100份，涂其中的 50份，就是 0.50。

通过观察我发现 0.5=0.50。 

生 2：交流线段的方法。 

【预设】我把 1 分米长的线段分均分成 10 份，取其中的 5 份就

是 0.5 分米，把同样 1 分米长的线段平均分成 100 份，取其中的 50

份，就是 0.50 分米，通过观察我发现 0.5=0.50。 

生 3：交流在计数器拨珠子的方法。 

【预设】我在计数器的十分位上拨 5 个珠子就是 0.5，我在第二

个计数器的我也在十分位拨 5 个珠子。通过观察我发现 0.5=0.50 

师：同学们有没有想问的？ 

生 1：为什么第二个是 0.50，但是百分位却没有珠子呢？【学生

如何提不出，可由教师提出】 

生：因为 0.5 是由 5 个 0.1 组成，所以在十分位拨 5 个珠子，0.50

是由 5 个 0.1 和 0 个 0.01 组成，十分位上拨 5 个珠子，百分位不用拨

珠子。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先提出猜想，再根据自己的猜想进行论证

的方法，培养学生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同时，学生从小数的意义出

发研究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运用已有的知识解答新问题的

能力，培养了运用数学知识的意识。《数学课程标准》强调：数学活

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基础上。这样的设计

使本节课牢牢的扎根于小数意义的基础上] 

师：同学们刚才我们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验证了 0.5 和 0.50 是

相等的。那下面我们再使用计数器的方法验证 0.5 和 0.500。【学生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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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成】 

生 1:0.5 是由 5 个 0.1 组成，0.500 是由 5 个 0.1、0 个 0.01、0 个

0.001 组成，它们的大小是相等的。 

师：在展示其他的小数比大小。（0.900 和 0.9，3.5 和 3.50【大屏

幕展示末尾添好多的 0】） 

生：它们都是相等。 

师：同学们观察这些算式你有什么发现呢？ 

【预设】 

生 1：我发现 0.50 比 0.5 后面多了一个 0。 

生 2：我发现 0.500 比 0.5 后面多了两个 0。 

生 3：我发现 3.50 后面添了好多个 0，但是它还是和 3.5 相等。 

…… 

教师引导：以 3.5 和 3.50 这个算式为例：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

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变，这是小数的性质。【大屏幕展示】 

生：齐读 2 遍 

师：同学们的这节课表现是非常棒的，通过我们的猜想和验证得

出了小数的性质。 

 [设计意图：“推理意识”是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一种表现。本

环节的设计旨在通过对列出的算式通过简单的归纳和类比，发现“小

数的性质”] 

（二）小数性质的应用 

1.小数的改写 

师：同学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还有好多是以小数的方式呈

现出来的。【大屏幕展示生活中的小数】其中最常见的是商品的价格，

它们的末尾都有“0”，商品的价格一般是两位小数，但是不管末尾有

几个“0”它们的大小是不变的。接下来请同学们不改变数的大小将

0.9、6.07 和 5 改写成三位小数。完成“数学探究单”中第 1 题。 

学生独立完成，完成后交流 

【预设】 

生:0.9=0.900，6.07=6.070,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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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能说说你这样改写的依据是什么吗？ 

生：根据小数的性质即小数的后面添上“0”或去掉“0”小数的

大小不变。 

师：大家想一下这位同学说的与我们数学课本讲的有什么不一样

呢？ 

生 2：老师我们书说的是“小数的末尾”，这位同学说的是“小

数的后面”。 

师：这位同学听课真认真，确实是这样。同学们，我们做数学一

定要严谨的态度，不能是是而非，这样也行那样也行。 

师：那 5=5.000 你又是怎样想的呢？ 

生：我们要改写成三位小数，小数要有整数部分、小数点和小数

部分，而在数位顺序表中小数点的位置在个位的右边，所以在 5 的右

边写上小数点，因为要改写三位小数，所以我在小数部分的十分位、

百分位、千分位上各添上“0”。【学生如果说不出来，教师可以引导】 

2.小数的化简 

师：同学们刚刚我们根据小数的性质，学会了小数的改写。那同

学们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课本中提到的岩松鼠和灰松鼠的体重可以

写得更简便写吗？【大屏幕展示】 

请同学们独立完成“数学探究单”中的第 2 题。 

师：找几个典型的利用实物展台进行交流。【教师要适时追问为

什么】 

【预设】 

生 1:0.300 可以写成 0.3 

师：为什么？ 

生 1：小数的末尾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变。 

师：是的，像这样利用小数的性质去掉小数末尾的 0，就可以把

小数化简。 

师：再看下一题 0.504 能不能化简。 

师：同学们为什么不动笔呀？ 

生：老师，这个不能化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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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为什么不能化简呢？ 

生 1:0.504 的末尾没有“0”。 

师：不对呀，这不是有“0”吗？ 

生：老师，“0”只有在小数末尾的时候才能去掉，这个“0”不

是在末尾，她在 5 和 4 的中间。 

师：xxx 同学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这个“0.504”不能化简？多找几

个同学说一说。 

师：那大家想一想如果将 0.504 的“0”去掉会出现什么样的后

果呢？ 

【大屏幕展示】 

那同学们看大屏幕前面的 3.5=3.500000000，如果我将

3.500000000 的后面加上 1，那么它可以化简吗？ 

生：不能。 

师：为什么？ 

生：这些“0”不是在末尾。 

[设计意图：在展示生活中的小数时，同学会发现许多情况下小

数的末尾都会有“0”的出现，《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出：通过义务教

育阶段的学习，学生逐步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

思维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所以我在本环节

中将小数的“改写”提到“化简”的前面来讲，旨在通过商场、超市

中常见的价格标牌，引发学生的思考从而引出对小数的“改写”和“化

简”的学习，通过学生观察、思考和交流初步达到“三会”，并体会

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 

三、巩固应用 

师：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帮助聪聪和明明来解决问题学会了小

数的性质，知道了“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

变”，并知道如何利用小数的性质来“化简”和“改写”小数。你学

会了吗？下面到了我们检验学习成果的时候了，怎么样同学们做好准

备了吗？请同学们拿出我们的作业纸 

第 1 题：化简下面的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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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    90.00       30.20     0.0460     80.050      

第 2 题：  不改变数的大小，把下列各数改写成两位小数 

 0.3     7    10.000     3.600      90.0       1.0900 

第 3 题：火眼金睛辨对错。 

①小数点的后面添上“0”或者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变。（  ） 

②0.080 化简后是 0.8。（     ） 

③0.24 和 0.240 大小相同，意义不同。（    ） 

[设计意图：通过有针对性、有层次的练习训练知识点，让学生

立足课堂“活用”，延伸课外“致用”把教材的知识结构转化为自身

的认知结构。本环节对知识进行巩固，使学生进一步进一步加深知识

的整体认知，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培养学生实际的数学

应用能力] 

四、总结提升 

同学们，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你有哪

些收获呢？ 

生：谈自己的收获。 

 [板书设计】 

小数的性质、改写、化简 

0.5=0.50     0.5=0.500     0.900=0.9     3.5=3.500000000 

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去掉“0”，小数的大小不变。这是小数

的性质。 

改写：0.9=0.900    6.07=6.070  ※ 5=5.000 

化简：0.300=0.3    ※ 0.504（不能化简）  3.5000000001（不

能化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