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时间——解决问题》教学设计

德才小学 陈思仪

※学校教学模式：

课题：《认识时间——解决问题》

【教学内容】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二年级上册第 92 页例 3，练习二十三

第 4-6 题、第 11 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会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运用推理解决与时间有关

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巩固学生对于时间的理解。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学会抽取信息并进行有条理的梳理，逐步培养学

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通过对解决问题过程对回顾、反思，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发展学生

的应用意识、反思意识。

【教学重点】会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运用推理解决有关时间的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逐步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学习单

【教学过程】

一、课前导学，确定起点。

1. 认一认，连一连。



（设计意图：复习钟面的认读，联系生活，合理安排时间。）

2. 排一排，写一写。

（设计意图：通过练习，了解学生排一排，写一写的活动经验。）

二、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1. 出示例题。观看动画（主题图）

（1）读一读，找一找。

你知道了什么？请同学们读一读，找一找(板书)。别忘了在探究单上圈点勾画

出来哦！

预设：条件是：明明 7:15 在晨练。明明做完作业要去踢球，明明 10:30 还要

去看木偶剧，明明做完作业的时间是 9：00。问题是：明明可能在下面那个时

间去踢球？把它圈出来。（边说边板书）（2个学生回答）

（2）认一认，标一标。

钟面上的时间你们能认读出来吗？

预设：7时 15 分、9时、7时 45 分、9时 15 分、10 时 50 分。（指名学生回

答并板书标注）

（3）理解“可能”的含义。

这里的“可能”是什么意思？

谁来帮他解答？

预设：在备选答案中，能够去踢球的时间。



2.理一理，说一说。

同学们眼睛可真亮！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么多数学信息。可是这些数学信息太乱

了，怎么办呀？一起来理一理吧！

移动板书，梳理信息。

现在，你能完整地有条理地再说一说吗？

预设：条件是：明明 7:15 晨练，9：00 做完作业，踢球的时间不知道，10:30

看木偶剧。问题是：明明可能在下面那个时间去踢球？把它圈出来。

三、合作学习，因生施策。

1.交流方法。

怎样解答？

预设 1：从备选答案中的 3个时间思考，一个一个排除明明不可能踢球的时间，

剩下的就是明明可能去踢球的时间。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预设 2：按时间先后顺序排一排，写一写，再结合备选答案中的 3个时间思考明

明可能踢球的时间。

2. 独立探究。

（1）出示活动要求。

（2）汇报交流。

预设 1：写一写（排序）

预设：明明 7:15 锻炼身体， 9:00 做完作业，再去踢球，10:30 去看木偶剧。踢

球的时间应该在 9:00-10:30，下面的三个时间 7:45，9:15，10:50 中只有 9:15

是在 9:00-10:30 时间段，明明可能是 9:15 去踢球。所以把 9:15 的钟面圈起来。

预设 2：想一想(排除)



预设：明明 9:00 做完作业，做完作业才去踢球，踢球的时间肯定不是 7:45。明

明 10:30 已经去看木偶剧了，踢球的时间肯定也不是 10:50。明明应该是 9:15

去踢球。所以把 9:15 的钟面圈起来。

3.小结：刚才，有的同学们通过写一写进行排序，找到了可能去踢球的时间，有

的同学通过想一想排除了不可能去踢球的时间。同样也找到了可能去踢球的时

间。不管用那种方法，都要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判断的。

四、回顾小结，反馈激励。

1.自主检验。

我们的解答正确吗？一起来检验一下吧！谁来说说你是怎样检验的。

预设：明明 7:15 锻炼身体， 9:00 写完作业，9:15 去踢球，10:30 去看木偶剧，

答案是对的。

追问：明明一定是在 9:15 去踢球的吗？

预设：不是的，9:15 是明明可能去踢球的时间，9：00-10：30 之间都有可能。

（设计意图：再次理解“可能”的含义。）

2.回顾学法。

今天我们是怎么学习的？

小结：今天我们通过读一读，找一找，认一认，标一标，理一理，说一说阅读理

解了题意；然后运用写一写、想一想的方法，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判断并进行

了检验，我们的解答是正确的。

过渡语：现在你能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小红的问题吗？

五、实践应用，拓展延伸。

1.基础练习：教材 p94 练习二十三第 4题。

（1）引导学生理解题意

你知道了什么？

同桌讨论、交流解决的思路

（2）说一说：你是怎样找出小红去摘西红柿的时间的？

（3）想一想：第二个答案为什么不合适？

（过渡语：同学们真聪明，亮亮也有问题想请教聪明的你们，你能把亮亮的时间

和相应的活动连起来吗？）



2.综合练习：教材 p94 练习二十三第 5题。

(1)引导学生理解题意

你知道了什么？

这里 3：00~3：20 是什么意思？

预设：3：00 到 3：20 这个时间段里，亮亮都在读书。

（2）说一说：你是怎样连的？

（3）想一想：“亮亮读书”要连吗？（不用连）为什么？

（过渡语：看来大家都是合理安排时间的高手，下面我们来看图讲故事。）

3.拓展练习 ：教材 p94 练习二十三第 11 题。

（1）同桌互相讲故事。

（2）指名同学上台讲故事。

4.小结。

师：同学们，这节课你有哪些收获呢？

【板书设计】

※本节课在用模中的亮点:

1.“课前导学，确定起点”环节,通过布置课前导学练习，在自主导学单中设计

认一认，连一连习题。复习钟面的认读，联系生活实际，合理安排时间，增强了

新旧知识间的联系。第 2个习题排一排，写一写，了解学生排序的活动经验，从



而确定本节课的教学起点。促使学生在课堂中有备而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培养学生的预学能力。

2.“创设情景，导入新课”环节,以动画情境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读

一读，找一找；认一认，标一标；理一理，说一说的过程中使学生学会抽取信息

并进行有条理的梳理，逐步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3.“合作学习，因生施策”环节,主要探究在 3个备选答案中，到底哪一个有可

能是明明去踢球的时间。引导学生独立探究，合作学习，运用写一写、想一想的

方法，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判断，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

4.“回顾小结，反馈激励”环节,通过对解决问题过程对回顾、反思，渗透对学

习方法的指导。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发展学生的应用意识、反思意识。

5.“实践应用，拓展延伸”环节,设计有层次性的练习激发各层次学生的数学学

习兴趣，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用模过程中的思考：

1.在“课前导学，确定起点。”环节如何设计自主导学单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

梯台？教师要认真研读教材找准新旧知识的衔接点，新知识的生发点。在此基础

上，还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主要学习方式，学习习惯等，合理地设计自

主导学单。

2.在“创设情景，导入新课。”环节如何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在教学过程中

让学生充分的读一读，找一找。不仅找文字中信息，还要找图片中的信息。抽取

信息后进行有条理的梳理，逐步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3.在“回顾小结，反馈激励。”环节如何进行有效的课堂评价反馈？课堂中教师

的评价要及时，评价语言要丰富，评价方式要多样。课堂教学评价应该是一种民

主、平等的“对话”。要让学生成为评价的主人，让学生关注自己的发展和进步，

真正体现评价所应有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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