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四 比和按比例分配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结合具体情境理解比的意义和比的基本性质，了解比、分数、除法三者之

间的关系，能化简比和求比值。

2. 结合具体情境理解按比例分配的意义，并能解决有关的简单实际问题。

3. 在探究比的基本性质，以及在用按比例分配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

的归纳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进一步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是学生在已经学习了分数的基本性质、分数与除法的关系、分数除法

的计算方法等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

本单元主要内容有：比的意义、比的基本性质及化简、按比例分配解决简单

实际问题。分3个小节编排：第1节，比的意义和性质，主要内容是比的意义、比

与分数、除法之间的关系，求比值、比的基本性质以及比的化简；第 2节，问题解

决，主要内容是按比例分配解决问题；第3节，整理与复习，主要是整理复习本单

元的知识内容。

比是“正比例、反比例”学习的基础，按比例分配在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教

科书通过一些生产、生活的实例来呈现教学内容，目的是体现数学来源于生活并

服务于生活的思想，并通过这些实例来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单元教学重点］ 理解掌握比的意义、比的基本性质，按比例分配解决简

单实际问题。

［单元教学难点］ 按比例分配。 因为按比例分配是解决生产、生活中一

些问题不可缺少的工具，所以在本单元中，它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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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元教学建议

1. 把握好教学要求。

首先，要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或探究情境中去理解比的意义和性质，并

应用它们解决问题。要关注探索的过程，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去联想、比较与

理解。其次，要把握运算的难度。例如，化简3个数的连比，只涉及3个整数的连

比，对于含有分数、小数的3个数的连比不作要求。

2. 在实际情境中理解按比例分配。

按比例分配是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它的数学意义就是应用比把

一个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在教学中应结合实际创设合适的情境，

让学生体验按比例分配的数学意义，然后再请学生概括解答的方法。

3. 加强新、旧知识的联系。

比的意义是建立在除法之上的，比的基本性质又是通过分数的基本性质迁

移过来的。所以在教学中，要十分关注新、旧知识的联系，关注学生已有的知识

和经验，放手让学生去探索、构建，让学生整体掌握所学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率。

4. 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并进。

教学中，组织学生合作交流前，要注意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留给学生独立思

考的时间与空间。在进行合作交流时，教师要关注学情，参与其中，对需要帮助

的学生，要适时给予帮助与引导。同时，由于学生的生活背景、思考角度不同，获

得正确结果的方法与策略可能不同，教学时要因势引导，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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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比的意义和性质”安排了 3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 1个练习。建议

用2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完成第51页课堂活动和练习十四第1、2、5题；

第2课时教学例2、例3，完成第52页课堂活动和练习十四第3、4、6~9题。

★例 1认识比。比的意义实质上

就是对两个数量进行比较，表示的是两

个数量之间的倍比关系。因为求一个

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或几分之几都是

用除法计算的，所以通常就把两个数

相除叫作这两个数的比。先出示例 1
表格，让学生读懂表格中的内容，然后

提出问题：张丽用的时间是李兰的几

倍？让学生列式计算后,教师可直接告

诉学生：5÷4也可以写成 5∶4或 54 ，都

读作“5比4”。比的概念，可直接告诉学

生。比可以写成分数形式，但是分数是

一种数，比是表示两个数相除的关系。

如果问 54 是分数还是比，那要看它所处

的具体数学情境才能确定。然后教学比

的前项、后项、比号、比值等概念。教师

可以教科书上的 5∶4为例直接介绍，或

者让学生看书自学这部分内容。

★“试一试”进一步理解比的意

义。学生独立完成后讨论：①张丽和李

兰所行路程的比与李兰和张丽所行路

程的比，表示的意义一样吗？能不能将

比的前项和后项交换位置？②填出的

前三个比中每个比的前项与后项，是相

同类别的量吗？第4个呢？通过对①的讨论，让学生明白比是有顺序的，前后两项不能交换

位置。交换了比的前项和后项的位置，比的具体意义就变了。通过对②的比较，让学生了解

两个数量的比可以是同类量的比，也可以是不同类量的比。

★“议一议”沟通比、分数、除法三者之间的关系。比的后项相当于分母，所以，比的后

项不能为0。除法是一种运算，而比表示的是两个数的倍比关系。教学时可让学生整理出这

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整理时可以用文字表述，也可以通过表格的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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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的设计意图是让学生

进一步理解比的意义，同时渗透环保教

育。教学时可以先让学生读懂题意，结

合实例，联想生活情境，体会题目中各

比的意义，再让学生举出日常生活中一

些数量的比。如果学生举出体育比赛

中的“几比几”，教师应指出，体育比赛

中用的“∶”号，只表示两个队比赛各得

多少分，不表示两队所得的分数的倍比

关系，与数学中的比的意义不同。

★例 2教学比的基本性质。因为

比和分数关系密切，并且比和分数在表

现形式上有时是一致的，所以采用上下

对比的形式让学生观察。例题中第一

行既可以把它看作 4个相等的分数，也

可以把它看作 4个相等的比，这样既唤

起学生对分数基本性质的记忆，又类推

出比的基本性质。因为分数的基本性

质中有“0除外”的要求，那么相应的比

的基本性质也有“0除外”的要求。利用

分数的基本性质可以化成最简分数，用

比的性质可以把比化成最简整数比。

教学时先让学生观察比的各项的变化

情况，可以让学生从左向右观察，比的

前项和后项是怎样变化的，也可以从右

向左观察，比的前项和后项又是怎样变化的，再引导学生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归纳、概括出

比的基本性质。

★例3化简比。第（1）题整数比的化简。第（2）题比的前项和后项都是分数的化简。教

学第（1）题时让学生根据比的基本性质化简比，且写出化简的过程。当把15∶12化简成5∶4
之后，让学生思考，为什么要同时除以3？引导学生总结出化简整数比的方法：用比的前项、

后项分别除以它们的最大公约数，到比的前项、后项是互质数为止。让学生清楚，化简的最

后结果应是最简整数比。教学第（2）题时启发学生思考：这个比的前、后项都是什么数？只

要比的前、后项都乘它们的分母的最小公倍数12，就可以把分数比转化为整数比，进而化简

成为最简整数比。

★“试一试”比较简单，让学生独立练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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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 1题，沟通比、分数、

除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比、分数、

除法基本性质的理解与掌握。

（1）让学生分别回顾比、分数的基

本性质和商不变的性质。

（2）讨论比较三者间的联系与

区别。

★第 2题进一步理解比的意义和

掌握比的化简方法。活动时可以先让

学生读懂表格资料，选择数据写出比，

再化简写出的比，然后与同学交流思考

及完成的过程。

★练习十四第 1题，巩固比的有关

概念。练习时可以让学生先说出各比

的前项、后项，之后再独立求出各比值。

★第 2题巩固写比和化简比的方

法。本题关注了同类量的比，如第（1）、

（2）、（4）、（5）题；同时也关注了不同类

量的比，如第（3）题。

（1）让学生独立写出相关联量的

比并化简，之后再让学生交流互评。

（2）在学生交流中，可以适当引导

学生联系已学过的数量关系，搞清这些比和比值的具体意义。如第（3）题的比值就是小红走

路的速度。

★第3题进一步巩固写比和化简比的方法。本练习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学生可以写出

两个量的比，也可以写出3个量的比。练习时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之后，再全班交流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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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巩固比的化简方法。练
习时，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后，交流化
简的思考方法和过程。

★第 5题主要是巩固求比值的方
法。第（1）题练习时可以让学生先测量
长方形的长和宽，这里可以用方格长作
为度量单位，再写出比，然后再求比
值。教师要注意说明求比值和化简比
的区别：求比值也就是求“商”，得到的
是一个数，可以写成分数、小数或整数，
而化简比则是为了得到一个最简整数
比，可以写成真分数或假分数的形式，
但不能写成带分数，不能写成小数或整
数。第（2）题练习时要先让学生了解盐
水的含义，即盐水重是盐重与水重之
和，这样为后面求盐水的百分率增加一
些感性认识，之后再让学生独立完成。

★第 6题让学生练习后，交流各自
的想法。其实可以把乙数就看成是3。

★第 7题巩固求比值的方法，同时
向学生介绍了生物学科中的一些知识，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练习时可以先让
学生看题，读懂表格，理解题意之后，再
独立填写。

★第 8题练习时可以让学生思考
后交流自己的思考过程和解决方法，再
独立完成。

★第9题中的“比是 59 ”，理解时直接处理成分数最方便。

★思考题，练习时可以引导学生这样想：

1÷ 16 =6（大长方形的面积包含有6个阴影部分的面积），1÷ 14 =4（小长方形的面积包含

有4个阴影部分的面积），6∶4=3∶2。即大、小两个长方形面积的比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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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问题解决”安排了3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建议用3课时

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完成课堂活动第 1 题和练习十五第1~3题；第2课时教

学例 2，完成课堂活动第 2 题和练习十五第 4~7题；第 3课时教学例 3，完成课堂

活动第3题和练习十五第8~11题。

★例 1通过 2个量的比，教学按比

例分配的意义和方法。

（1）创设情境，出示例1，提出问题：

两人应该怎样分这些笔记本？有的学

生说：“平均分。”有的学生说：“平均分

不合理，按拿出钱数的比来分才合理。”

让学生在交流中体会按比例分配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

（2）探索问题解决方法。让学生独

立尝试解决后交流。学生可能先求出

两人拿出钱数的比为 3∶2，根据两人分

得的数量之和等于 15本，建立等量关

系式，从而构建方程去解答。可能先求

两人所占的份数之和是 5，那么就是把

15本笔记本平均分成5份，陈红应分的

本数占笔记本总数的 35 ，赵青应分的本

数占笔记本总数的 25 ，从而转化为求一

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的问题去解

决。学生还可能有其他方法，如先求笔

记本的单价，再求每人分多少本等。

（3）检验。可以把陈红、赵青所

分到的笔记本数加起来，看是否等于

15本；也可以把陈红、赵青所分到的笔

记本数写成比的形式，看化简后是不是

等于3∶2。总之，要养成检验的好习惯。

（4）归纳按比例分配的意义和方法。本问题是把 15本笔记本作为总量，按照给定的比

（这里给出了钱数的比）进行分配，从而总结归纳出按比例分配的意义，再让学生根据本例

的相关解答过程，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解题的方法步骤。在交流过程中，让学生明白如果把

15本笔记本按1∶1分给陈红和赵青，这就是平均分，如果按3∶2分，就是按拿出钱数的比进行

的分配，即按比例分配。从这里看出平均分是按比例分配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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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是用按比例分配的方法解

决配制混凝土的实际问题。

（1）让学生先回忆解按比例分配问

题的方法，再创设情境，呈现例2。观察

情境图，找出数学信息，并进行交流。

明确要按照水泥、沙子、石子所需质量

的比去分配混凝土的质量。

（2）让学生尝试独立解决问题，并

说出解题思路，如求出沙子、石子、水泥

各占总质量的几分之几，然后按求一个

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的方法求出各部

分的质量。

（3）本例也可以列方程解答，或者

直接用 220吨除以总份数，先求出每份

的吨数，再分别求出沙子、石子、水泥的

吨数等。教学时引导学生多向思维。

★“议一议”通过例1、例2的学习，

学生对按比例分配解决问题已有了较

深的理解。因此，让学生思考、讨论怎

样解决按比例分配的问题，归纳出按比

例分配解决问题的方法。

★例 3是一个典型的问题解决，解

决策略多样。

（1）创设问题情境，呈现例 3的数学信息与问题。让学生表述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

解。学生表述时教师可适时引导学生画出线段图，帮助学生直观理解题意。

（2）怎样合理地分摊运费？让学生充分讨论、交流，提出自己的想法，教师不限制学生的

思路。例如，除了教科书上的两种分摊模式，有的学生可能提出这样的分法：对于90元的运

费，依照电话缴月租的模式，先拿出30元作为基本租费，平均分摊，每人10元，剩下的60元
钱，按他们所行的路程比来分摊，也是可以的。总之，使学生形成解决问题的多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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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让学生选择自己认为比较公平

合理的方法，独立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和

结果写出来，再展示交流。学生交流

时，要注意引导学生结合其解题过程，

说出解题思路。

（4）对解决问题方案中的疑惑，可

以让学生辩论：如果你是甲，你会接受

哪种方案？为什么？如果你是丙呢？

这样让学生形成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

★课堂活动第1题,在实际情境中，

学生自己设计按比例分配的活动。教

学时可以先创设情境，让学生把本班的

人数按自己设计的比分成两部分去参

加公益活动，然后交流分法。由于每个

学生设计的比可能不一样，把全班人数

按这些比分成两部分，每次分配的人数

就会不一样。这样让学生在解决实际

问题的过程中理解按比例分配的意义，

同时，通过本题的联系还能教育学生热

爱劳动、尊敬老人。教师也可根据本地

区的情况，另外设计两项有意义的活

动，让学生参与分配，再交流。

★第2题，比和分数相互转化的问题，主要是沟通比和分数之间的关系。教学时，可以

先让学生说出从“皮蛋、盐蛋和鲜蛋个数的比是4∶3∶8中能知道哪些信息”，学生很容易说出

皮蛋个数是盐蛋的 43 ，盐蛋个数是3 种蛋的 315 等。这样转化比和分数之间的关系，可以更

好地理解比与分数的关系，为把按比例分配问题转化成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来解决奠定基

础，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再让学生独立完成题目中女生提出的问题，之后组织交流，

说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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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题，在方格纸上通过涂色、

设计图案，再写出不同颜色的小方格数

的比。由按自己想的比设计到按规定

的比设计，难度逐渐增加。教学时可让

学生独立完成后，再交流讨论。

★练习十五的习题应尽量让学生

独立思考，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与

同伴交流自己的解题思路。由于本习

题综合性都比较强，对那些暂时还不能

独立解答问题的学生，可以先缓一缓，

降低要求。例如，可以让他们先听其他

同学的思路与方法，待他们理解之后，

再独立完成。

★第 1~3题都是知道总量，按给定

比去分配的问题。练习时，可以让学生

独立完成后，交流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

法。在此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互评与

修正。

★第 4题，比和分数相互转化，沟

通比和分数之间关系的问题。练习时，

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后，交流解决问题

的过程和方法，让学生明白：男、女生人

数的比是2∶3，也就是男生人数是女生人数的 23 ，或者女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 32 倍，也即是

男生人数是全组人数的 25 ，或女生人数是全组人数的 35 等。

★第5题，已知比和部分量，求总量。练习时可提示学生，碘和酒精的比是1∶50，那么碘

和碘酒的比就是1∶51，也就是碘是碘酒的 151 。本题就是已知碘酒的 151 是35g，求碘酒多少

克。学生可以列方程解决，也可以写出除法算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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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题与第5题类似，已知比和部分

量，求另一部分量。先求新邮件是旧邮件

的几分之几，也可先求新旧邮件的总数。

★第 8题是综合题。练习时可以

让学生独立完成后，再组织学生交流说

出不同的解决策略和方法，同时引导学

生互评与修正。

★第 9题是综合题。蛋糕中糖、鸡

蛋、面粉等材料的比是用图文结合的方

式表示的。练习时要注意引导学生读

懂图意，独立思考并交流解决问题的策

略和方法，然后，让学生独立完成。

★第10题是综合题。需要先求出总

量，再按给定的比去分配。练习时可以

让学生独立完成后，教师酌情点评。要

先求出分配的总量是多少千克，即105×
30＝3150（kg），再按给定的比去分配。

★第 11题需要从药瓶的标签上面

获取信息，再按比的意义去解决问题。

练习时要让学生先读懂标签上比的意

义，即每公顷玉米地需喷洒 55mL的除

草剂。问题是：100 hm2的玉米地需喷洒多少毫升的除草剂？学生可以直接列式：55×100。
标签表格内还呈现了有关棉花地、稻田的施药信息，练习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提出一些

符合情理的问题，再根据具体情况，让学生解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思考题是一道开放性题目，在解答的思路上和按比例分配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按比

例分配是把总数量按一定的比进行分配，本题是按一定的比去确定总数量是多少。练习时

教师可给出提示：根据男、女生人数的比是3∶4确定参加运动会的人数，那么参加运动会的

人数必须能被总份数（3＋4）整除。让学生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在160～170之间找能被7整
除的数就是很容易的事了。这时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后，交流解题过程和思路。答案是：

161或1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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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整理与复习”，引导学生对本单元所学的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沟通

分数、比、除法之间的关系，培养整理所学知识的方法和习惯，并通过适当的练

习，使学生进一步掌握比和按比例分配的相关知识，提高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

力。建议用1课时教学。

★学生以小组讨论交流学习的形

式，对本单元所学知识进行回顾与整

理。重点沟通分数、比、除法之间的关

系，形成知识结构，同时获得整理知识

的方法。对于比、分数、除法之间的关

系，以及它们的基本性质的异同点，可

以用表格来整理复习。

★第 1题复习比的概念、性质和运

算。教学时可以让学生独立写出相关量

的比，化简，求比值，之后再组织交流。

★第 2题复习按比例分配解决问

题的方法，沟通按比例分配解决问题与

分数乘、除法解决问题的内在联系。教

学时重点放在找出 3个问题的相同点

和不同点。让学生通过交流、归纳、总

结得出：这 3道题仅仅是在叙述方式上

不同，它们的数量关系是一样的。

★练习十六第 2题是已知总量，按

一定的比去分配的问题。题目中“甲

种车是乙种车的 23 ”，与“甲、乙两种车

辆数的比是 2∶3”，只是叙述的方法不

同。也就是说，甲车占农用三轮车辆总数的 25 ，知道总数是85辆，由此求出甲种车辆数。

★第3题是按比例分配问题。题目中三角形三边长度的比是隐含在图形当中的，练习

时教师可以提示学生先观察图形、思考，求出三边长度的比3∶4∶5，之后再让学生按比例分配

独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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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是已知比和部分量，求另
一部分量的问题。题目中“速丰林和经
济林面积的比是 5∶3”，也就是说，速丰

林面积是经济林面积的 53 倍。练习时，

学生可以求 180hm2的 53 倍是多少，列

式为180× 53 。

★第 5题是解决几家分摊电费的
生活实际问题。要先求出每家 10月份
用电的度数，这要用 10月底电表的读
数减去 9月底电表的读数；电表的读数
出现了“0937”等数据，计算时可以直接
把0去掉；本题是4个整数的连比，要把
3个整数连比的化简方法迁移过来，然
后再按比例分配去解决问题。

★第 7题是开放题，只要学生能够
从中找出有关信息，提出问题并解决即
可。练习时要注意表格中的多余信息
（如：消毒时间），它们可能会干扰学生
思考问题，教师要酌情给予指导。

★思考题是分摊物业管理费的问
题，分摊物业管理费的方案不唯一。练
习时，首先要让学生读懂统计表中有关
数据的含义，其次可以让学生独立思考
怎样分配 144元，然后全班交流。估计
可能有以下几种分配方案：①把公共部
分平均分成 3份，每份是 16m2。这样，

王飞占用 36m2，李刚占用 32m2，刘锋占用 28m2，再按他们 3人占用面积的比去分配 144元；
②不考虑公共部分，只考虑住房面积，即按3人住房面积的比去分配144元；③因为公共部
分 3个人都在用，所以每人都按 48m2分摊。这样，王飞占用 68m2，李刚占用 64m2，刘锋占用
60m2，再按3人占用面积的比去分配144元。

……
通过本题，让学生获得一些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对于学生提出的方案，只要他们说得

有道理，评价时都应该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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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巧用借‘1’法”，是让学

生在数学阅读中、在日常生活中去体会

“假设”“虚实”等数学思想与数学方法。

★该数学文化可以结合问题解决

进行，也可以单独进行学习。教学时，

一是要引导学生去阅读材料信息，特别

阅读第 1、2段后，能够提出尽量多的数

学问题，本来分的是 18头牛，为什么分

后还有剩余？17头牛这个总量与分数

12 、13 、19 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12 + 13 +
19 的和与 1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借

1头牛呢？……针对这些问题让学生展

开充分的讨论，自己去寻找答案。还要

让学生多列举生活中类似的利用先借

后还解决问题的例子，交流其中的解决

方法。二是教师要引导学生去分析，比

如 12 + 13 + 19 = 1718 ，而不是1，说明17头
牛不是这3个分数的单位1,根据数据特

点，如果是 18头就好分了，所以想到借

1头牛的办法。注意不管是分牛，还是换

饮料，都是借了之后，能够还回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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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合与实践活动主要围绕比和按比例分配的运用设计，目的是为了让学生

综合应用本单元所学知识解决活动中的问题，进一步巩固所学的知识，体验所学

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价值，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建议用1课时教学。

★教学前可以将学生带入就近的

工地参观、调查（没条件让学生实地参

观调查的，可用多媒体展示活动场景），

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比如修这个

晒坝需要准备多少沙子、石子和水泥？

修晒坝的人工费要多少？这些问题怎

样解决？……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所提

出的问题整理归类：材料预算、工时预

算、经费预算。

然后教师提出问题“要进行这些项

目预算，需要了解哪些相关的数据？”让

学生分组讨论，并想办法获取数据，进

行预算。之后再组织学生展示自己的

预算结果，交流自己的预算方法。

“活动拓展”要求结合学生实际安

排，可以让学生先独立完成，再展示交

流自己的设计方案，也可以在教师的指

导下，先讨论设计的方案后，再让学生

独立完成具体方案。

完成本综合与实践活动，要注意以

下几点。

（1）教师自己应当提前做好准备，

了解修晒坝方面的素材和数据。

（2）教师还应该把学生提前分组，确

定调查的内容、途径，收集、记录相关素

材及数据，以备预算所需；也可以把学生的调查、询问、收集等活动分散在平时课外进行。

（3）教师可以让学生先交流自己调查的方法及成果，便于学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必

要时，教师还要给予指导。只有这样才能把调查活动落到实处。

（4）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学生所收集的材料是非常广泛的，有些内容可能是非数学的材

料，教师要注意指导学生分析、研究这些材料，要体现知识的综合运用。同时，对于和数学联

系紧密的素材，可以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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