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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则混合运算

第1课时 四则混合运算(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1页例1,第2页课堂活动第1题,练习一第1~3题。

【教学目标】

1.经历探索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的过程,能正确进行没有

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

2.感受两步混合运算和三步四则混合运算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掌握没有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顺序。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经历探索没有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的过程,并掌握这个运算顺序。
教学难点:正确计算没有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展台。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习题引入。

同学们,上学期我们学习了两步计算的混合运算。想一想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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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题的运算顺序是什么,然后计算在草稿本上。

25-15+18  27÷9×6  100-15×6  200÷8+10
学生反馈时,要求学生先说出每道题的运算顺序,再看计算是否

正确。
小结: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如果只有加减法或者只有乘除法,

要从左到右依次计算;如果既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要先算乘除法再

算加减法。

2.揭示课题。

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研究四则混合运算。
[点评:两步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是本节课的学习基础,教师找

准了学生的认知基础,有利于新知识的学习。]

二、教学新课

1.学习例1,不带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

(1)情境导入。
元宵节快到了,同学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做大红灯笼,在做灯笼的

过程中,遇到了这样的数学问题,你能帮他们解决吗?
出示例1的情境图,将图中的对话框改为“一共要做200个灯

笼,每天做20个,照这样计算,7天后还剩多少个灯笼没做?”
学生读题,理解题意。
要求还剩多少个,你能列出综合算式吗? (200-20×7)
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什么? (一共做的个数-7天做的个数=

还剩的个数。)
(2)改变信息,理解题意。
将上题的对话框改成教科书上例1的对话框,题目为:一共要做

200个灯笼。4天做了80个,照这样计算,7天后还剩多少个没做?
观察题目,这道题与上题比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每天做20

个”变成“4天做了80个”。)
(3)列综合算式。
要求还剩多少个没做,解题思路是什么呢? (一共做的个数-7

天做的个数=还剩的个数。)
·2·

义务教育教科书 数学教案选





怎样才能求出7天做的个数呢? (先求每天做多少个,再求7天

做了多少个。)
你能列出综合算式吗? 200-80÷4×7
(4)尝试解答。
在200-80÷4×7这个算式中,按照我们以前学习的运算顺序,

你认为应该先算什么,再算什么,最后算什么? (除法、乘法、减法。)
为什么要先算除法再算乘法最后算减法呢? (因为解决这个问

题要先求出每天做的个数,再算7天做的个数,最后才能求剩下的个

数。算式的运算顺序与解决问题的顺序相同。)
按照这样的运算顺序,请同学们用递等式计算在草稿本上。
请一位学生在黑板上板演。
(5)反馈。
教师讲评,提示没有参加计算的部分要照抄下来。
(6)讨论:这道混合运算和原来学习的混合运算有哪些不同? 有

哪些相同?
不同点:原来学习的混合运算只有两步运算,而今天学习的混合

运算有三步运算。
相同点:以前学习的两步计算的运算顺序对于三步计算的运算

顺序同样适用。
[点评:利用两步混合运算的方法来迁移学习三步四则混合运

算,放手让学生尝试后再讲评,重视了学生说运算顺序的过程,让学

生充分理解了混合运算的顺序与解决问题的思路一致,从而让学生

经历探索没有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这一过程。]

2.完成“试一试”。

50+75×4-90        360÷40+13×8
订正答案时,让学生板演出第2小题的两种书写格式,并引导学

生比较得出:用第(1)种书写格式比较简洁。
(1)360÷40+13×8 (2)360÷40+13×8
=90+104 =90+13×8
=194 =90+10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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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堂小结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 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

算顺序是怎样的? (与两步混合运算的顺序一样,如果既有加减法又

有乘除法,要先算乘除法,后算加减法。)

四、巩固练习

下面,我们就利用今天所学习的知识来做练习。

1.课堂活动第1题。

说出运算顺序:76+42×2÷14   100-62+540÷18
15×40-360÷12   10+(120-96)

2.练习一第1题。

学生独立练习,然后反馈。

3.练习一第2题。

(1)认真读题,你获得了哪些信息?
(2)在学生说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理解:要求大象比狮子大

多少岁,先要算到大象的年龄,再与狮子进行比较。
(3)学生列综合算式解答。
(4)反馈计算结果。

4.练习一第3题。

学生独立练习。
[点评:练习的设计既注重学生计算的落实,又注重学生的独立

思考,让学生自己理解题意,自己尝试去列综合算式解答。当学生遇

到困难时教师再给予适当的点拨,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重庆市北碚区复兴中心校 江义玲)
(重庆市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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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时 四则混合运算(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1页例2,第2页课堂活动第2题,练习一第4~7题。

【教学目标】

1.经历探索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的过程,能正确进行有小

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

2.感受小括号在四则混合运算中改变运算顺序的重要作用,掌
握有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顺序。

3.培养学生认真计算和仔细检查的良好学习习惯。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经历探索有小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的过程,并掌握其运算顺序的正确计算。
教学难点:正确计算有小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展台。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习题引入。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三步四则混合运算,下面请同学们先来说一

说运算顺序,再计算。
120+65×4-80       320÷80+16×4
请两名学生先说出运算顺序,再计算,然后板演,最后集体订正。

2.导入新课。

如果三步四则混合运算中有小括号,又该怎样计算呢? 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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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来继续学习有小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
[点评:没有小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是本节课的

学习基础,教师找准学生的认知基础,有利于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

二、教学新课

1.学习例2,有小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

出示70×(91-715÷65),这道题和前面的混合运算比,有哪些

不一样的地方? (有小括号。)
(1)学生自主学习。
在有括号的算式里,应该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先算括号里面

的,再算括号外面的。)
括号里有两步计算,又该先算什么呢? 那就请同学们尝试完成

在书上。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指导书写。
(2)交流算法。
括号里面有几步运算呢? 应该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括号里有

两步,应该先算括号里的除法,再算减法。)
学生说计算过程,教师板书。教师强调:当括号里还没有算完

时,括号就要照抄下来,不能丢掉。

 70×(91-715÷65)

=70×(91-11)

=70×80
=5600
(3)即时练习:说一说课堂活动第1题第2列的运算顺序。

100-(62+540÷18) (288-24×5)÷28
(4)讨论:有小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顺序是怎样的呢?
小结:有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要先算括号里面的,再算括号

外面的。如果括号里既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要先算乘除法,再算

加减法。
[点评:利用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来迁移学习有小括号的三

步四则混合运算,教师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例2,让学生经历探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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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感受小括号在运算中的重

要作用。]

2.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

(1)小括号的作用可大了,请同学们先按要求添好括号后,再认

真检查,你添好小括号后的运算顺序是否与题目的要求一致?
(240-40)×2÷5
(240-40×2)÷5
(2)集体订正完后,再让学生按要求计算。
(3)讨论:为什么两个算式中数的大小、数的顺序以及运算符号

的顺序都相同,而计算出的结果却不同呢?
(4)学生交流得出:括号的位置不一样,运算顺序就不一样,那么

计算结果也就不同。

3.数学文化:括号的由来和作用。

指导学生学习教科书第7页内容:括号的由来和作用。
(1)学生自学内容。
(2)你知道了些什么? 你还有什么问题?
预设1:最早的小括号出现在哪年? (1544年)
预设2:最早的大括号出现在哪年? (1953年)
(3)你还在哪些地方见过括号? 了解这些括号有什么作用呢?
预设:在语文或其他书上见过括号,表示多音字注音用中括号,

表示生字注音用小括号等。

三、课堂练习

1.练习一第4题。

先让学生独立计算,再集体订正。
这几道题的运算顺序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
引导学生得出:小括号的位置不同,运算顺序就不同,那么计算

结果也就不同。

2.练习一第5题。

学生先判断,再说出错的理由,然后把错的改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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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一第6题。

先让学生理解题意,再按要求完成,最后集体订正。

4.练习一第7题。

学生独立练习。
[点评:练习的设计既注重练习题目的难易程度,又注重练习的

层次性,既关注学生的独立思考,又关注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充分

培养了学生的学习方法。]

四、课堂小结

这节课你学习了什么? 有小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

序是怎样的呢? 小括号有什么作用呢?
(重庆市北碚区复兴中心校 江义玲)

第3课时 四则混合运算(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页例3,第5页课堂活动第1题,练习二第1,2,5题。

【教学目标】

1.结合问题情境,探索并理解含两个小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

算的运算顺序,感受混合运算在生活中的应用,体会学习混合运算的

价值。

2.掌握含两个小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并能正

确计算含两个小括号的混合运算。

3.在探索运算顺序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成功体验,坚定学好数

学的信心。

【教学重、难点】

理解并掌握含两个小括号的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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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投影展台,扑克牌。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习题引入。

请同学们先说出下面各题的运算顺序,然后再计算。

60-80÷16×3  15×40-360÷12  247-(17+180÷6)
说一说,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是什么。
小结:在三步四则混合运算里,如果既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要

先算乘除法,后算加减法。如果有小括号,要先算括号里面的,再算

括号外面的。如果括号里既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要先算括号里的

乘除法,再算加减法。

2.导入新课。

刚才我们复习了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今天这节课我

们将继续学习四则混合运算。
[点评:复习关于有括号和没有括号的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

顺序,让学生在对比中深刻地掌握已有知识,为新课的学习打下

基础。]

二、教学新课

1.教学例3。

(1)创设情境。
师傅和徒弟共同完成一项任务,请同学们帮助他们解决所遇到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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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理解题意。
(出示例3)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情境图,你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
“师徒合作还要多少时才能完成任务”是什么意思? (师傅做了

27个后剩下的个数,师徒合作还要多少时?)
要求师徒合作还要多少时才能完成任务,必须先求出什么? (先

求出剩下的个数,和师徒两人合作每时做的个数。)
(3)学生尝试列综合算式。
(147-27)÷(12+18)
这个算式为什么要加两个小括号?
引导学生得出:要先算师傅做27个后还剩下的个数,用减法;再

算师徒两人每时共做的个数,用加法;最后算师徒合作还要多少时间

才能完成任务,用除法。在有加减、除法的算式里,要想先算加法、减
法,所以要添小括号。

(4)尝试计算。
有两个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你们会算吗? 想一想,运算顺序

是什么,然后尝试计算在草稿本上。
将学生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做法板演在黑板上。
(147-27)÷(12+18) (147-27)÷(12+18)

=120÷(12+18) =120÷30
=120÷30 =4(时)

=4(时)
根据学生的板书,让学生说一说运算顺序是什么。教师引导学

生得出:在一个算式里,有两个小括号时,可以同时计算。
(5)感受运算顺序与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
为什么有两个小括号的算式,可以两个小括号同时计算呢?
预设1:都是小括号,都应该先算,所以可以同时算。
预设2:解决问题时要先算出剩下的个数和两人合作每时做的个

数,也就是要先算减法和加法,所以两个小括号可以同时计算。
看来两个小括号的混合运算,它的运算顺序正好吻合解决问题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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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结。

如果一个算式含有两个小括号,可先算第1个小括号里面的,然
后再算第2个小括号里面的;也可以同时计算前后两个小括号里

面的。
[点评:利用情境导入新知识,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例3,大胆尝

试计算后再交流算法,让学生充分经历探索含有两个小括号的三步

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这一过程,感受到小括号在运算中的重要

作用,体会到学习混合运算在生活中的价值。]

三、课堂练习

1.课堂活动第1题。

先引导学生理解题意,再分组进行游戏。

2.练习二第5题。

先让学生判断,再改正。集体订正时说一说理由。

3.练习二第1,2题。

学生先自己理解题意,再独立解答,最后订正时说一说解题

思路。
[点评:练习的设计注重练习题的层次性和逻辑性,先让学生判

断四则混合运算的正误,找到容易出错的地方,再让学生完成其他练

习题,这样有利于学生对掌握的知识及时反馈。]

四、课堂小结

这节课你学习了什么? (含有两个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在
计算时要注意什么? (在一个算式里,含有两个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

算,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再算小括号外面的,也可以同时计算前后两

个小括号里面的。)
(重庆市北碚区复兴中心校 江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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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课时 四则混合运算(四)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4页例4,第5页课堂活动第2题,练习二第3,4,6题

及思考题。

【教学目标】

1.知道中括号的作用,掌握有中括号的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并
能正确计算含中括号的混合运算题。

2.在探索运算顺序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难点】

理解并掌握有中括号的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投影展台。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先计算,再说一说这4道题的计算结果为什么不同。

72-18÷6×3 (72-18÷6)×3
(72-18)÷6×3 (72-18)÷(6×3)

2.导入新课。

刚才我们复习了三步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今天我们继续

学习四则混合运算的有关知识。
[点评:复习题的对比练习,强调了小括号的作用,有利于学生对

新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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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课学习

1.教学例4。

出示:900÷[(15+10)×3]
(1)认识中括号。
“[]”这是什么符号? 有什么作用呢? (它的名字叫“中括号”,

它也能起到改变运算顺序的作用。)
有中括号的这个算式应该先算什么,再算什么,最后算什么?

(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再算中括号里面的,最后算中括号外面的。)
(2)学生尝试计算,教师指导书写,强调:计算出小括号里的结果

时要把中括号照着写下来。
(3)如果这道题去掉中括号,运算顺序是怎样的呢? 独立计算

900÷(15+10)×3。
(4)比较两道题: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中括号?
在小括号不够用时要用中括号,中括号和小括号一样,可以改变

运算顺序。
[点评:利用学生已有的小括号的认知基础,放手让学生尝试计

算有中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并通过对比,让学生进一步感受中括号

在运算中也能改变其运算顺序这一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出学生的自

主学习。]

2.议一议: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是怎样的。

学生小组内交流,全班汇报。

3.小结。

只有加减法或只有乘除法的运算,从左到右依次计算;如果既有

加减法,又有乘除法,那么就要先算乘除法,后算加减法。有小括号

的四则混合运算,要先算括号里面的,再算括号外面的。有中括号的

算式里,要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再算中括号里面的,最后算中括号外

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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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则混合运算





三、课堂练习

1.课堂活动第2题。

学生先观察、思考每组题目中哪个算式的得数大,再说一说

理由。

2.练习二第4题。

学生独立完成,再集体订正。强调括号位置的重要作用。

3.练习二第6题。

引导学生理解题意,思考:先算出总人数,再算总共需要多少个

苹果和多少瓶矿泉水,接着算10箱苹果的个数和9箱矿泉水的瓶数

分别是多少,最后看够不够分配。如个别学生列出综合算式,应给予

充分表扬。

五、课堂作业

(1)学生独立完成练习二第3题。
(2)思考题:学生先尝试,然后再讲评。
[点评:练习的设计既注重目的性,又注重层次性,设计了综合性

和富有思考性的练习题,具有实用价值,使学生德、智、体得到全面

发展。]
(重庆市北碚区复兴中心校 江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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