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人计数》（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执教者：万文静 

教学内容 

北师大版一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第一课 

教学目标 

本课分两课时，此为第一课时教学目标。 

1.在具体的数数活动中，体会20以内数的意义，能认、读、写11～

20各数。 

2.结合数小棒、拨计数器等活动，初步认识个位和十位，感受以

“十”为单位的计数方法。 

3.培养低段学生良好的学具使用习惯，按要求规范操作。 

4.积极参与数学活动，对数学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初步了解古人发

明十进位值制计数法的价值。 

教学重难点 

1.重点：认识十位。  

2.难点：认识“位值”制，理解 11-20 各数中个位和十位上各数字

的含义。 

教学准备 

教师：计数器、小棒、课件 

学生：小棒 20根（2捆）、计数器 

学情分析 

学生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数 20 以内的数，甚至能数 100 以内的

数，能够利用小棒一根一根的数数。学生虽然会数数，但是缺乏对

数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不知道数的含义，不知道数位的概念。能

够看懂具体情境中的数表示的意义，能够明白一个一个数数、一根

一根摆小棒这样形象化度量“数”的意思，但是对抽象地、符号化

度量“数”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这是需要通过本课教学予以突破

的。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迁移和初步的举一反三能力，因此在教学

中，可以从学生已有认知经验出发，逐步引导学生对新知进行思

考。要帮助学生建立对十进制和数位的概念，教学中需要根据学生

特点，将抽象的度量，变为形象的度量，如：摆小棒、拨计数器。

同时，还应该注意培养一年级学生规范的学具使用习惯，为后续教

学中的课堂动手操作活动打好良好的操作基础。 

教学过程 

一、触发环节--故事激趣 

谈话引入课题——古人计数 

播放课件，演示古人计数的过程，生观看。 



追问：你看懂古人是如何计数的吗？ 

生：他们是出来一只羊，摆一块石头，再出来一只，再摆一只...... 

引发思考：随着放出来的羊越来越多，牧羊人堆的石头也越来越

多，还能一眼数出是多少吗？ 

生：不能。 

师播放课件：古人就地取材，用一个大石头代替十个小石头。 

追问：现在你知道一个大石头，一个小石头表示的多少只羊？ 

生：表示的是 11只羊。 

【设计意图】抓住低段学生年龄特点，充分用好教材编排的故事情

境，通过故事来触发学生已有的计数经验，激活学生学习兴趣。 

二、探索新知--仿古造数 

(一)认识 11 

1.仿照古人计数 

师播放课件：羊越来越多，石头又很重，搬起来麻烦。古人又想到

新办法——用弄篱笆上的树枝帮助计数。 

让学生用小棒代替树枝，感受一下古人计数的过程 

师播放课件，放羊，学生摆小棒。（摆到 10根停下来） 

引发思考：数到了 10，猜猜古人会怎么做？ 

抽生回答，引导说出 10根小棒捆成一捆。 

组织学生动手捆小棒。 

追问：一捆有多少根小棒？ 

生：一捆有 10根。 

请学生思考：11只羊，用小棒怎么表示？ 

学生摆小棒——一捆小棒加一根小棒。 

【设计意图】通过仿照古人计数让学生感受数是表述度量次数的文

字符号，数是由度量产生的。用小棒代替石头摆一摆，捆一捆，让

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理解并初步感知度量这一数学基本思想，数形结

合获得“以群计数”的经验。 

2.认识计数器 

认识新朋友——计数器，请学生在计数器上表示 11（板书呈现画的

计数器） 

抽生展示，并说出想法，引导学生把计数器和小棒摆法对应。 

让学生将小棒摆法、计数器拨法对应，引出个位、十位，以及 1 个

十，1个一是 11。（板书：十位、个位，11） 

【设计意图】通过认识计数器，拨计数器的实际操作，经历度量的

过程，激发学生活动的兴趣，初步建立数位的概念，认识十位，突

破本课教学重点。 

3.对比 11个位和十位两个“1” 



让学生思考：11这两个 1，它们的意思一样吗？ 

师小结：数位不同，珠子表示的意义也就不同。 

【设计意图】通过对 11 个位上和十位上的 1 的意义理解，突破本课

教学难点，进一步感知数位的概念，明白不同数位上数字的意义不

同。 

（二）认识 12-19 

1.在认识 11 的基础上，增加 1 根小棒，让学生用小棒摆 12，计数

器拨 12。 

追问：为什么这样摆？ 

引导学生说：十位一颗珠子是 10，个位两颗珠子表示 2，合起来就

是 12。（板书：1个十，2个一是 12） 

2.增加小棒至 19根，让学生用小棒摆 19，计数器拨 19。 

引导学生说：1个十，9个一是 19（板书：1个十，9个一是 19） 

【设计意图】梳理出 20 以内数的计数方法，巩固数位概念，多次感

知数是表述度量次数的文字符号，数是由度量产生的。选择 12 摆和

拨是在 11 的基础上的自然而然的一次递增，选择 19 摆和拨是因为

再递增 1 个，将是一次度量标准的跨越。 

（三）认识 20 

让学生尝试摆 20。 

生 1：一捆，加 10根。（还有其它摆法吗？） 

生 2：摆两捆。 

追问：为什么这样摆？ 

引导学生说：因为一捆小棒表示 1 个十，两捆小棒就表示 2 个十，

所以就是 20。 

让学生尝试再计数器上拨 20，引出 2个十，就是 20。 

（板书：20，2个十是 20。） 

【设计意图】通过摆小棒、拨计数器的活动经验积累，促发学生对

知识的迁移，发现从 19 跨越到 20 又满十，从而突破本节课又一教

学难点——20 的表示方法，进一步巩固、深化“位值”制的理解，

再次感知度量这一数学基本思想。 

三、巩固新知 

完成书 P75练一练 1、2题。 

1 题：在学生根据题意完成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在四幅图中分别指

出 1个十在哪里，几个一在哪里，以巩固对十进制的理解。 

2 题：在学生根据题意完成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反复练习说“1 个

十，几个一，是十几”，以达到进一步强化数位概念的目的。 

【设计意图】分用好教材习题，达到巩固新知的目的。由于是第一

课时教学，且在探索新知环节中学生的动手操作耗时较多，故习题



仅设置两道——数学书“练一练”的 1、2 题, 

四、课堂小结 

设问：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新知识？ 

让学生畅谈自己的想法。 

师小结：今天我们学习了 11～20 的各数，并学会了十个十个的数

数。还认识了新朋友计数器，认识了十位…… 

（板书知识课题：认识 11～20各数） 

【设计意图】让学生学会总结反思，清楚这节课学习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揭示知识课题，保证教学流程的完整性。同时，我希望通过

每一课都坚持揭示知识课题，让学生每一课都清楚在学什么。 

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