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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代数

第１课时　数的认识(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６５~６６页例１,第６６页课堂活动,第６９~７０页练习十

七第１~６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掌握整数、小数、分数和百分数等数的意义,能
正确读写这些数和比较它们的大小.

２．让学生进一步掌握较大数的改写方法,能正确熟练地把较大

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和求近似数.

３．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小数和分数、分数和百分数之间的联系与

区别,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整数、小数、分数和百分数等数的意义及读写方法,比
较数的大小,较大数的改写和求近似数.

教学难点:体会小数和分数、分数和百分数的内在联系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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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数位顺序表、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教师:数学课总是和数打交道,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在小学

阶段学习过哪些数?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整数、小数、分数、百分数、负数
追问:生活中哪些地方用到过这些数?
同桌相互议一议,指名学生回答.
教师:既然我们学习过的数在生活中应用广泛,今天我们就一起

来整理与复习有关数的知识.
板书课题:数的认识(一).
[点评:此环节通过师生互动交流,让学生感受所学的知识与生

活的密切联系,有利于学生进入良好的复习状态.]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课件展示教科书第６５页例１“我国４个省(自治区)面积和人口

情况统计表”.
教师:同学们,你从表中获得了哪些信息?
学生观察思考,然后教师指名学生回答获得的各种信息.

１．复习数的读写方法

(１)数的读法.
提问:你能读出表中这些数吗?
学生先自己读一读表中的数,然后与同桌交流数的读法,教师再

指名学生读一读.
追问:读多位数时要注意什么?
学生先在小组内讨论,然后全班交流,最后教师引导学生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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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多位数时要从高位到低位一级一级地读;读亿级和万级时要在

后面加上“亿”和“万”;每级末尾的“０”都不读出来,其他数位上连续

有几个“０”的都只读１个零.
提问:有没有最小的整数和最大的整数呢?
学生独立思考,相互议一议,教师再指名学生回答.
学生:没有最小和最大的整数,因为整数的个数是无限的.
追问:我们能在数轴上表示整数吗?
教师引导学生在数轴上标出１,２,３,４,和－１,－２,－３,－４,

体会整数个数的无限性.

提问:在数轴上,你能说一说什么是自然数吗? 正数、负数呢?
学生１:像０,１,２,３,４,５,这些数都是自然数.
学生２:比０大的数叫正数,比０小的数叫负数.
学生３:０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２)数的写法.
提问:你知道整数、小数和分数的写法吗?
学生自主整理与复习,然后汇报交流.
追问:怎样写多位数?
学生１:从高位写起,先写亿级的数,再写万级的数,最后写个级

的数.
学生２:还有哪一位上一个单位也没有的,就在哪一位上写“０”.
学生３:我们还可以画出分级线检查,看写的数是否正确.

２．小数的意义

教师:你能举例说说什么是小数吗?
学生:像０．１,５．８,０．７５,０．２３５,这样用来表示十分之几,百分之

几,千分之几等的数,叫作小数.
引导学生理解:根据小数的意义,我们可以知道小数是十进

分数.
提问:小数的计数单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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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小数的计数单位有
１
１０

(或０．１),１
１００

(或０．０１), １
１０００

(或

０．００１)等.
提问:小数可以怎样分类?
同桌相互议一议,教师再指名学生回答.

３．复习分数和百分数的意义

(１)分数的意义.
教师:同桌相互议一议,表中分数表示的意义是什么?
提问:这些分数都是把哪个量看作单位“１”?
学生:这些分数都是把全国国土面积看作单位“１”.
教师引导学生小结:分数的意义就是把单位“１”平均分成若干

份,表示这样的一份或几份的数.
追问:你知道这些分数的分数单位吗? 它们各有几个这样的分

数单位?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小结:分数单位就是表示这样一份的数.
提问:分数可以怎样分类?
学生先自主整理,然后汇报交流.
板书:

分数
真分数:分子小于分母的分数.(小于１)
假分数:分子大于或等于分母的分数.(大于或等于１){

(２)百分数的意义.
教师:你知道百分数表示的意义吗? 自己在表中选一个数说

一说.
指名学生回答,然后教师小结: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

几的数,叫作百分数.
追问:百分数还可以叫作什么?
学生:百分数还可以叫作百分比或百分率.
(３)分数和百分数的联系.

板书:５０％,１
２

,１
２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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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你能说说这３个数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吗? 请大家在小组

内讨论交流.
学生进行小组活动,教师参与小组讨论.
学生反馈,教师小结:百分数只表示两个数量间的倍比关系,不

能表示具体的数量,所以又叫百分比或百分率.分数既可以表示两

个数量间的倍比关系,如１
２

;还可以表示具体的数量,如１
２ kg,因此

分数和百分数有区别.百分数通常不写成分数形式,而是写成百分

数形式,如５０％.
[点评:学生在理解百分数和分数的联系与区别时有困难,教学

时结合具体实例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帮助学生沟通知识之间的联系,
辨析概念之间的区别.]

４．复习较大数的改写和省略

(１)较大数的改写.
提问:你能把４个省(自治区)的人口数改写成用“万”作单位的

数吗?
学生独立完成教科书例１中第(３)小题,同时指名学生在黑板上

板演.
随后集体订正答案.
提问:把一个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的方法是什么?
同桌相互议一议,随后指名学生回答.
学生１:改写时,只要在原数的万位或亿位的右下角写上小数点,

同时在后面写上一个“万”或“亿”字就行了.
学生２:如果原数位数不够,改写时要用“０”补足.如:９８０＝

０．０９８万.
追问:你能把一个数改写成用“千”作单位的数吗?
学生:能,只要在千位的右下角写上小数点,同时在后面写上一

个“千”字就行了.
[点评:通过追问,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

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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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求较大数的近似数.
教师:你能把例１中第(３)小题的人口数保留两位小数吗?
学生独立完成,同时指名学生板演.
随后集体订正答案.
提问:怎样用“四舍五入”法求一个数的近似数?
同桌相互议一议,再指名学生回答.
教师引导学生理解:“舍”或“入”都是由规定保留位数的下一位

数值决定的.
(３)较大数的改写和省略的区别.
提问:把一个数改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数和用“四舍五

入”法求一个数的近似数有什么不同?
学生在小组内交流,随后指名组长汇报结论,教师完善小结:把

一个较大的数改写成用“万”“亿”或其他单位作单位的数,得到的是

一个准确值,应用等号连接;而用“四舍五入”法省略是求一个数的近

似数,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值,应用约等号连接.
[点评:较大数的改写与省略,学生容易混淆,教学时通过对比练

习,有助于学生掌握较大数的改写和求一个数的近似数的方法,提高

学生的辨析能力.]
(４)练一练.
独立完成教科书第６９页练习十七第２题.
指名学生在展示台上展示,学生互评,教师小结.

５．复习比较数的大小

学生独立完成例１中第(５)小题.
完成后教师提问:你是怎样比较人口数大小的?
指名学生回答,随后订正答案.
教师归纳小结:整数部分位数多的数比位数少的数大;位数相同

的数,从最高位开始比,如果最高位相同就比下一位
教师:按面积大小,４个省(自治区)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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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复习十进制计数法、计数单位

(１)十进制计数法与计数单位.
提问:什么是十进制计数法呢? 你知道哪些计数单位?
学生在小组内议一议,然后完成自制的数位顺序表,教师再用课

件展示数位顺序表,根据学生的回答把顺序表补充完整.
追问:观察数位顺序表,你发现相邻两个计数单位的进率是多

少? (１０)
教师利用课件在数位表下展示新疆的人口数(２１８１３３３４),提问:

“２”在什么数位上? 表示２个什么? “８”在什么数位上,表示８个什

么? ３个“３”分别在什么数位上,它们表示的意义相同吗? 为什么?
(２)练一练.
课件展示教科书第７０页练习十七第６题,引导学生理解数字

“３”所在数位不同,表示的意义也不同.
[点评:学生通过自主数学活动,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根据自己

的思维方式回顾整理与复习学过的数学知识,使不同思维层次的学

生都得到了发展.]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６６页的课堂活动

(１)学生先独立观察思考,再与同桌说一说.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提问:观察车票和产品说明书,你们发现了什么?
学生:我发现车票和产品说明书上有不少的数.
追问:这些数哪些表示数量的多少? 哪些表示排列顺序和编码?
学生１:车票上的车费,产品说明书上热水器的容量、净重等表示

数量的多少.
学生２:车票上的床位号等表示排列顺序.
学生３:车票上的条形码,产品说明书上热水器的型号等表示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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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你能找一找生活中还有哪些表示数量多少、排列顺序及编

码的数吗?
学生相互说一说,再指名学生在全班交流.

２．完成教科书第６９~７０页练习十七第１,３~５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然后集体订正.
[点评:学生通过练习,既巩固了复习内容,又内化了数学知识.]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复习,有什么收获? 还想知道什么?
学生发言,教师适时点评.
[点评:本节教学设计从现实题材出发,让学生在已有认知基础上,

通过讨论、对比、独立思考和合作交流等形式,对数的相关知识进行了

全面的整理与复习,突出了以下几个亮点:一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立足于学生发展.让学生在课堂中自主整理与复习学过的数学知识,
畅所欲言交流复习收获,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

力.二是注意沟通知识之间的联系,完善知识结构.本节课重点通过

整理与复习数的意义和读写方法、较大数的改写与省略、数的大小比较

等知识,特别注意沟通整数与自然数、分数与百分数的内在联系,让学

生所学知识系统化、网络化.三是注意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教

师在课堂上通过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合作交流等方式整理与复习学过

的数学知识,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第２课时　数的认识(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６６~６７页例２,第６８页课堂活第１,２题,第７０页练习

十七第７题,第８题部分小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小数、商不变的性质和分数的基本性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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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用这些性质解决简单的问题.

２．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小数点的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规

律,能根据给定的条件正确移动一个数的小数点.

３．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小数、分数和百分数的互化方法.

４．使学生经历回顾整理知识的过程,进一步理解除法和分数的

关系以及分数与小数的联系,体验数学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小数和商不变的性质、分数的基本性质.
教学难点:除法和分数的关系,分数与小数的联系.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准备练习,导入课题

１．填空(课件出示)

(１)全国 第 ６ 次 人 口 普 查,我 国 (包 括 港 澳 台)人 口 总 数 为

１３７０５３６８７５人,其中大陆人口总数中少数民族占８．４９％.我国人口

总数读作(　　)人,改写成用“亿”作单位,并保留两位小数约是

(　　)亿人,这里的８．４９％表示(　　).

(２)７
８

表示(　　),分数单位是(　　),它有(　　)个这样的分

数单位,再添上(　　)个这样的分数单位等于最小的质数.
(３)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数.

３
５＝

９
(　　)＝

(　　)
２５ ＝(　　)÷１０

２÷３＝
(　　)

６ ＝
８

(　　)＝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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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导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课前练习第(３)小题中要求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

数,你是根据什么填写的?
同桌先相互议一议,再指名学生回答,随后导入课题:数的认识

(二).
[点评:此环节通过课前练习导入课题,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

互动的主动性,同时也为下一步整理与复习做好了铺垫.]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自主整理与复习

课件展示下面的问题.
(１)什么叫商不变的性质?
(２)商不变的性质和分数的基本性质有什么联系?
(３)分数和除法之间有什么联系? 又有什么区别?
(４)什么是小数的性质?
(５)小数、分数和百分数的互化方法,你知道吗?
教师:根据大屏幕上的问题,请大家自主整理学过的知识,看谁

的整理更完美?
学生自主整理,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点评: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自己整理与复习学过的知识,最大

限度地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１)复习商不变的性质.
提问:谁来说说什么叫商不变的性质?
学生反馈:在除法算式里,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相同的倍数或

同时缩小到原来的几分之一,商不变.这就是商不变的性质.
追问:商不变,余数也不变吗?
学生:余数要变.
继续追问:你能举例说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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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比如２１０÷４０＝５１０,如果被除数和除数同时缩小到原

来的
１
１０

,就是２１÷４＝５１.

(２)复习分数的基本性质.
提问:你知道分数的基本性质吗?
学生: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或除以一个相同的数(０除外),

分数的大小不变.这叫作分数的基本性质.
追问:在除以相同的数中,为什么“０”要除外?
学生１:“０”不能做除数.
学生２:分子和分母都同时乘“０”,分数大小发生了变化.
继续追问:分数大小不变,分数单位改变了吗?
学生:虽然分数大小不变,但是分数单位不同了.
继续追问:你能举例说明吗?

学生:例如,２
３＝

２×４
３×４＝

８
１２

,２
３

的分数单位是
１
３

,而８
１２

的分数单

位是
１
１２

.

(３)商不变的性质和分数的基本性质的联系.
教师:同学们,下面请在小组内交流你整理的“商不变的性质和

分数的基本性质的联系”.
教师巡视,参与小组内交流,然后请小组长汇报交流成果.
引导学生体会:它们的一致性.
(４)分数和除法之间的联系.

板书:a
b ＝a÷b (b≠０).

提问:分数和除法之间有什么联系?
学生１:分数和除法之间的联系是分数的分子相当于除法算式里

的被除数,分数线相当于除法算式里的除号,分母相当于除法算式里

的除数,分数值相当于除法算式里的商.
学生２:分数和除法的区别是分数是一种数,既可以表示具体的

数量,又可以表示两个量之间的倍比关系;除法是一种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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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填一填:５
６＝(　　)÷４２　　４５÷６０＝

(　　)
４

１４
(　　)＝２÷３　　

２
５＝１８÷(　　)

(５)比和除法的关系.
提问:你还知道比和除法的关系吗?
学生:比的前项相当于被除数,后项相当于除数,比号相当于

除号.
追问:有区别吗?
学生:比是表示两个数的倍比关系,除法是一种运算.
教师:请大家独立完成教科书第６６页例２第(１)小题,并与同桌

说说你是怎样想的.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随后集体订正答案.
(６)复习小数的性质.
课件展示教科书第６７页例２第(２)小题.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提问:０．０２０是几位小数? 如果把它改写成两位小数,请问改不

改变其大小呢?
学生:改写不改变大小,得到的是一个准确值,用“＝”.
追问:只有怎样做才能既不改变数的大小又能得到一个准确

值呢?
学生:运用小数的性质改写.
继续追问:什么是小数的性质?
学生:在小数的末尾添上“０”或去掉“０”,小数的大小不变,这叫

作小数的性质.
引导学生理解:末尾.
提问:如何把２改写成两位小数呢?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强调:改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先在个位的

右下角写上小数点,再写２个“０”.
集体订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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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小数、分数和百分数的互化.
学生独立完成教科书第７０页练习十七第７题.
提问:你能说说小数、分数和百分数的互化方法吗?
学生１:小数化百分数,只要把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同时添上百

分号.
学生２:分数化百分数,用分子除以分母,先化成小数,再化成百

分数.
学生３:还有,遇到除不尽时,一般先保留３位小数,再把它化成

百分数.

教师通过课件逐一展示互化方法,注意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允许

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对互化方法进行描述,只要正确都应给予肯定.
集体订正第７题答案.
[点评: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展示学生的整理成果,能及

时发现问题与不足,进一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同时,通过倾听别

人的意见,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３．体会小数的性质和分数的基本性质的一致性

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６７页的“想一想”.
提问:从下面这组式子中,你发现了什么?

２
１０＝

２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　 ↓　　↓
０．２＝０．２０＝０．２００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与同桌交流.
反馈小结:在小数的末尾添上１个“０”,相当于将小数化成分数

后分子分母同时扩大到原来的１０倍,这说明小数的性质和分数的基

本性质是一致的.

４．课堂活动

(１)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６８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随后集体订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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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６８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学生先独立思考完成第２题,随后教师提问:观察这组数据,它

们之间有什么规律? 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先在小组内讨论,随后教师指名学生回答,并板书:
小数的小数点向右(或向左)移动一位、两位、三位原来的数

就扩大到原来的１０倍,１００倍,１０００倍(或缩小为原来的
１
１０

,１
１００

,

１
１０００

)

[点评:学生参与数学课堂活动,既加深了对复习内容的理解和掌

握,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完成教科书第７０页练习十七第８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再集体订正.
[点评:此环节学生通过练习,有利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从而

达到内化知识的目的.]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这节课同学们都喜欢动脑筋,通过自主复习和与同学交

流,整理出了有个性的知识网络,真了不起! 把你们的收获与大家交

流一下.你们还有什么疑惑吗?
[点评:本节课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回忆学过的数学知识,梳理建构

知识结构,培养学生主动发展的能力.教学设计凸显了以下亮点:一是

注意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教师以问题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复习整理,
在课堂上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大胆质疑,反思总结,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问题意识.二是注意沟通知识间的相互联系.设计既注意知识间的纵

向联系,使所学知识系统化,又注意概念、性质间的横向联系,促进学生

对所学知识的深化理解,便于学生形成完整的认知结构.三是注意积

累数学活动经验,感悟数学思想.复习时除了需要对所学内容进行回

顾、整理、巩固、应用外,还应帮助学生再次经历重要概念和方法的形成

过程,使学生不断积累数学活动经验,感悟一些重要的数学思想.]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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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课时　数的认识(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６７~６８页例３,第６８页课堂活动第３题,第７０~７１页

练习十七第８题的部分小题,第９~１２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掌握倍数与因数的有关概念,体会它们之间的联系与

区别.

２．让学生掌握求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方法,能找出两个

数的最大公因数或最小公倍数.

３．通过经历整理与复习的过程,进一步培养学生自主探索与合

作交流的能力,同时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建立一定的数感.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体会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教学难点:在整理中构建倍数与因数的知识网络.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数字卡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老师周末到体彩中心买了一张体育彩票,彩票号

码的第１个数字是１０以内的最大质数,第２个数字是最小的偶数,
第３个数字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第４个数字既是质数又是偶数,
第５个数字是１０以内的最大奇数,第６个数字是３和６的最小公倍

数,第７个数字是１６和２４的最大公因数.你能说出这张彩票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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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是多少吗? 说说你是怎样想的.
指名学生回答,随后导入课题:数的认识(三).
[点评:此环节教师通过创设生活中的情境问题导入复习,为学

生自主整理做好了铺垫,同时也调动了学生参与复习的积极性.]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提纲引领,学生自主整理

教师:根据大屏幕上的整理提纲,你能自主整理这节课我们要复

习的知识吗? 请把你的聪明才智展示出来.
(１)回忆一下倍数与因数这部分内容,我们学习了哪些知识?
(２)用你喜欢的方式将上面提到的知识联系起来整理,并说说这

样整理的意图.
(３)对于倍数与因数这部分内容,你还有什么疑问?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点评:此环节学生通过自主整理、归类复习学过的数学知识,将

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容易模糊的知识清晰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

动性.]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１)复习倍数和因数.
教师:你能举例说说什么是倍数和因数吗?
同桌相互说一说,教师指名学生回答.
教师引导学生理解:倍数和因数是相互依存的.如３６是９的倍

数,那么９就是３６的因数.
追问:４的倍数有哪些? １８的因数有哪些?
学生１:４的倍数有４,８,１２,１６,２０,
学生２:１８的因数有１,２,３,６,９,１８.
教师板书学生的回答,让学生观察,自主整理:一个数的倍数的

个数是无限的,最小倍数是它本身;一个数的因数的个数是有限的,
最小的因数是１,最大的因数是它本身.

(２)复习质数和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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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什么样的数是质数?
学生:只有１和它本身两个因数的数,叫作质数.
追问:２０以内的质数有哪些?
学生:２０以内的质数有２,３,５,７,１１,１３,１７,１９.
教师告诉学生:质数又叫素数.
提问:什么样的数是合数?
学生:除了１和它本身外还有别的因数的数,叫作合数.
追问:２０以内的合数有哪些?
学生:４,６,８,９,１０,１２,１４,１５,１６,１８,２０.
疑问:怎么没有１呢? (１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
教师:请同学们在百数表中找一找哪些数是质数,哪些数是

合数?
学生先独立完成,随后指名学生回答.
追问:你能把一个合数写成几个质数相乘的形式吗? 请举例

说明.
(３)复习２,５,３的倍数特征.

①２的倍数特征.
教师:谁来说说２的倍数特征?
学生:个位上是０,２,４,６,８的数,都是２的倍数.
提问:什么是偶数? 什么是奇数?
学生１:２,４,６,８,１０,是２的倍数,它们是偶数.(０也是偶数)
学生２:１,３,５,７,９,不是２的倍数,它们是奇数.
教师:请大家在教科书第６７页的百数表中找一找２的倍数、偶

数和奇数各有哪些?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提问:奇数和质数有什么区别? 偶数和合数呢?
同桌相互议一议,指名学生回答.

②５的倍数特征.
提问:５的倍数特征是什么?
学生:个位上是０或５的数是５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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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大家仔细观察２,５的倍数特征,你能发现什么?
学生交流发现:个位上是０的数,既是２的倍数,也是５的倍数.
教师:请同学们在百数表中找一找哪些数是５的倍数,哪些数是

２,５的倍数?
学生自主完成,教师课堂观察,辅导“学困生”.

③３的倍数特征.
提问:３的倍数特征是怎样的?
学生:一个数,如果各数位上的数字之和是３的倍数,这个数就

是３的倍数.
课件出示:下面哪些数是３的倍数?

２７,３２,４５,５３,７２,９０,１１１,１２０,３８０,１０１１１,１１１１２.
学生反馈:２７,４５,７２,９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１２这些数都是３的倍数.
教师:请大家在百数表中找一找哪些数既是２的倍数,又是５的

倍数,也有因数３?
学生先自主探索,再与同桌交流,发现有:３０,６０,９０.
[点评:此环节学生在整理知识的过程中,通过师生互动,和与他

人合作交流,进行有条理地思考,进一步完善认知结构,促进了交流

和判断能力的发展.]

３．练一练(课件展示)

(１)下面哪些数有因数２? 哪些数是３的倍数? 哪些数是５的倍

整? 哪些数既是２的倍数,又是５的倍数? 哪些数既有因数２,又有

因数３? 哪些数既是３的倍数,又有因数５? 哪些数有因数２,５,３?

１２,２０,３６,４０,４５,７２,９０,１６０,２１５,４２０,１０２０.
(２)完成教科书第７０页练习十七第８题的第(５)(６)小题.
[点评:适当的练习,有助于学生及时强化所复习的基本概念.]

４．复习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求法

(１)公因数和最大公因数.
提问:８的因数有哪些? １２的因数有哪些? 它们的公因数有

哪些?
学生先自主探索,然后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课件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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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在这些公因数中最大公因数是多少? 什么叫最大公因数?
指名学生回答.
(２)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
提问:８的倍数有哪些? １２的倍数有哪些? 它们的公倍数有

哪些?
学生自主探索,然后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用课件演示.

追问:在这些公倍数中,最小公倍数是多少?
学生:最小公倍数是２４.
教师:请大家在教科书第６７页的百数表中圈出２和５的公倍

数,再找出３和５的公倍数,涂上你喜欢的颜色.
学生独立探索,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提问:２和５的公倍数有哪些? 最小公倍数是多少?
学生:２和５的公倍数有１０,２０,３０,４０,,最小公倍数是１０.
追问:３和５的公倍数有哪些? 最小公倍数是多少?
学生:３和５的公倍数有１５,３０,４５,６０,,最小公倍数是１５.
议一议:什么是最小公倍数?
(３)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求法.
课件出示:练一练.分别求出下面每组数的最大公因数和最小

公倍数.

①１２和３０　　②２４和３６　　③８和１１　　④１７和５１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提问:如何求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
学生１:可以用列举法分别写出两个数的因数或倍数,再找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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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最大公因数或最小公倍数.
学生２:可以用短除法求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或最小公倍数.

允许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求最大公因数或最小公倍数.
[点评:求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方法很多,我们应尊重学

生的选择,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独创性,使其终身受益.]

４．课堂活动

完成教科书第６８页课堂活动第３题“卡片游戏”.
[点评:学生在玩中学,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加深了对数

学知识的理解.]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完成教科书第７１页练习十七第９~１１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再集体订正答案.

２．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７１页练习十七第１２题

教师:先找一找这些数之间有什么联系,再按规律填数.
[点评:此环节通过应用练习,既可以加深学生对数的倍数和因

数等相关知识的理解,同时教师也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补救.]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你通过这节课的复习,有什么收获? 还有什么疑问? 愿意

和大家交流分享吗?
[点评:如何在课堂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是教学设计应认真考

虑的问题,如何让复习课上得生动而有意义,更值得深思.本节教学

设计呈现了如下亮点:一是巧妙利用生活中的情境问题激发学生的

复习欲望.概念的复习,教师只有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唤起学生的

认知,才能收到良好的复习效果.二是注意沟通知识间的联系与区

别,完善知识结构.本节课复习的是倍数与因数,这部分内容所涉及

的概念多,课堂上既要把零散的知识网络化,更要让学生明晰概念之

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便全面掌握知识,完善认知结构.三是突破传统

的教学模式,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传统的概念复习主要采用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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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记、背一背的教学模式,为了突破这样的模式,这节课主要采用

了自主整理和课堂互动交流、质疑等学习方式,让所学知识系统化,
体现了新课改的理念.]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第４课时　数的运算(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７２页例１,第７３页课堂活动第１,２题,第７４页练习十

八第１~５题.

【教学目标】

１．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四则运算的意义,掌握整数、小数和分数四

则运算的计算方法.

２．使学生能正确熟练地进行整数、小数和分数四则运算,提高学

生四则运算的能力.

３．通过经历整理与复习的过程,使学生进一步感受数学知识间

的联系,体会整数、小数和分数计算方法的异同点.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四则运算的意义和计算方法.
教学难点:体会整数、小数和分数四则运算计算方法的异同点.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我们已经完成了数的认识的整理与复习,其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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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通过数的运算进行解决,你能举例说

明吗?
学生发言举出生活中的例子.
教师:既然数的运算如此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整理与复

习四则运算的意义和计算方法.
板书课题:数的运算(一).
[点评:此环节教师巧借生活中数的运算实例,简洁自然地引出

课题,瞬间激活了学生积淀的知识,有助于学生把握复习目标.]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学生自主整理与复习

提问:你知道四则运算指的是什么吗?
学生:四则运算指的是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四种运算.
追问:说一说你学习了哪些数的四则运算.
学生:我们分别学习了整数、小数和分数的四则运算.
教师:下面请大家根据大屏幕上的问题,自主整理今天要复习的

知识,看谁完成得好?
课件出示下面的问题:
(１)整数四则运算的意义是什么? 小数、分数四则运算的意义与

整数相同吗?
(２)你知道四则运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吗?
(３)整数四则运算的计算方法是什么? 小数和分数呢? 各应注

意什么? 它们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４)我们怎样进行估算,估算时应注意什么?
(５)你知道“０”和“１”在四则运算中的特性吗?
学生自主整理,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指导.
[点评:学生自主建构知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

的整理归纳能力,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１)复习四则运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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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同学们,通过自己复习整理,有不少收获吧! 你想与大家

分享吗? 谁先来说说整数四则运算的意义.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注意引导学生规范表述语言.
教师:小数、分数四则运算的意义呢?
指名学生回答,然后课件展示下表:

整数 小数 分数

加法的意义
把两 个 数 合 并 成
一个数的运算

与整 数 加 法 意 义
相同

与整 数 加 法 意 义
相同

减法的意义

已知 两 个 数 的 和
与其 中 的 一 个 加
数,求另一个加数
的运算

与整 数 减 法 的 意
义相同

与整 数 减 法 的 意
义相同

乘法的意义
求几 个 相 同 加 数
的和的简便运算

一个 数 与 小 数 相
乘,可以看作是求
这个 数 的 十 分 之
几、百分之几等是
多少

一个 数 与 分 数 相
乘,可以看作是求
这个 数 的 几 分 之
几是多少

除法的意义

已知 两 个 因 数 的
积与 其 中 一 个 因
数,求另一个因数
的运算

与整 数 除 法 意 义
相同

与整 数 除 法 意 义
相同

　　提问:从大屏幕上的表中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１:我发现,小数和分数的加法、减法、除法的意义与整数的

意义相同.
学生２:我发现,整数乘法的意义在小数和分数中有所扩展.

(２)四则运算之间的关系.
教师:同学们在复习整理过程中,能发现知识间的联系和不同,

真了不起! 你知道四则运算之间的关系吗? 谁愿意把你的整理成果

与大家分享?
教师点拨,学生发言.
学生１:加法和减法互为逆运算,乘法和除法互为逆运算.
学生２: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可以用乘法计算.

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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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出示:

教师:你知道四则运算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吗? 回忆一下,把它整

理在练习本上,完成后与同桌交流一下你的感想.
指名学生交流,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课件出示:

乘法可用除法验算,除法可用乘法或除法验算.
(３)复习四则运算的计算方法.
教师:下面请同学们在练习本上独立完成教科书第７２页例１.
学生先独立完成,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随后集体订正

答案.
教师: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怎样进行整数、小数和分数加减法

计算? 它们的计算方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计算时应

注意什么? 请大家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和自己的整理,在小组内

交流.
教师课堂观察,参与小组活动.
教师:下面以小组为单位,说一说整数、小数和分数加、减法的计

算方法及共同点.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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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学生回答,教师适时补充典型例子,协助整理,摘要板书.
板书如下:
整数:相同数位对齐.

３０±２０＝　　(表示３个１０加、减２个１０)
小数:小数点对齐.

０．３±０．２＝　　(表示３个０．１加、减２个０．１)
分数:分母相同.

５
１２±

１
４＝

５
１２±

３
１２＝　　(表示５个

１
１２

加、减３个
１
１２

)

提问:整数和小数乘、除法是怎样计算的? 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

同的地方?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举例说明.

５×７与０．５×０．０７:两个算式乘的过程相同,区别在于０．５×０．０７
的积要从右往左数出三位再写上小数点.

４８÷６与４８÷０．０６:除的过程相同,区别在于４８÷０．０６要根据商

不变的性质先把０．０６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扩大到原来的１００倍,
变成整数,再把 ４８ 的小数点也同时向右移动两位变成 ４８００,即

４８００÷６,转化为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后才能进行计算.
提问:我们怎样计算分数乘法和除法? 计算时要注意什么?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小结,强调:分数除法要转化成分数乘法来

计算,分数除法转化后乘的是除数的倒数.
(４)复习估算.
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７２页的“算一算”.
学生先独立完成,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随后集体订正答案,注意引导学生估算策略的优化.
[点评:通过课堂互动,练习与计算方法相结合的整理与复习方

式,强化了对四则运算的意义和计算方法的理解,避免了死记硬背计

算法则的误区.]

３．课堂活动

(１)完成教科书第７３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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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同桌合作,一人框数,一人计算.
学生合作探索,教师参与学生的讨论.
提问:在求和的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竖着看３个数的平均数是中间数,横着看３个数的平均数

也是中间数,所以５个数的平均数一定是最中间的数,我们可以用平

均数乘５就是所求的和.

说明:允许学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只要说得有道理就要给予肯

定,不必强求一致.
(２)独立完成教科书第７３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教师:你们知道“１”和“０”在四则运算中的特性吗? 请大家完成

教科书第７３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思考“０”和“１”在四则运算中的特性,随后集体

核对答案.
教师:读一读填写的结果.
学生齐读,加深印象.
教师:在这些除法算式中,对除数a 有什么规定? 为什么?
教师:请找一找在什么情况下,运算结果是原数? (a＋０,a－０,

a×１,a÷１)什么情况下运算结果为０? (a－a,a×０,０÷a )
教师:同数相减为０,同数相除为１,那么同数相加呢? 相乘呢?
让学生比较它们的区别:

a－a＝０　a÷a＝１　a＋a＝２a　a×a＝a２

教师强调:相同两数相加是这个数的２倍,相同两数相乘记作这

个数的平方.
[点评:有效的课堂活动,不仅可以加深对复习知识的理解,完善

认知结构,还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完成教科书第７４页练习十八第１,２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随后集体订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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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完成教科书第７４页练习十八第４题

完成后,引导学生想一想,议一议:在什么情况下,积小于第１个

因数? 在什么情况下,商大于被除数?

３．课堂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７４页练习十八第３,５题.
[点评:通过应用练习,进一步巩固了复习内容,促进了学生认知

结构的完善.]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同学们,这节轻松愉快的复习课即将结束,你对今天的复

习满意吗? 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吗?
[点评:本节教学设计有以下特点:一是注意沟通知识之间的联

系.整数、小数和分数的四则运算的意义和计算法则分布在各册中,
在复习时既要进一步弄清四则运算的意义和计算方法的本质,更应

注意使复习内容条理化,沟通知识间的纵横联系,形成比较完整的知

识结构.二是注意渗透数学思想方法.数学基本思想是新课标中

“四基”内容之一,教学时既要关注数学显性知识的整理与复习,也要

加强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如复习除数是小数和分数的除法时,要注

意渗透数学转化思想.三是注意教学策略多样化.单一的教学方

式,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心理,在课堂上,教师应适时调整教学策略,
这样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第５课时　数的运算(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７２页例２,第７３页课堂活动第３题,第７４~７５页练习

十八第６~８题.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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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能正确、熟练地

进行整数、小数和分数四则混合运算.

２．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加法、乘法的运算律和减法、除法的运算性

质,能正确灵活地运用运算律和运算性质进行简便运算.

３．通过经历整理与复习的过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四则混合运

算能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运算律和运算性质.
教学难点:灵活运用运算律和运算性质进行简便运算.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基本练习,引入课题

课件出示:计算下面各题.

３．４＋０．６６　　１０．２－０．９８　　２０６×５１　　１１．４×０．２５

９４０÷５０ ２．７２÷６．８
２
３－

３
５

４
１５÷

３
１０

学生先独立练习后,再集体订正答案.
教师:我们学过的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四种运算,统称为四则

运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整理与复习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运

算律.
板书课题:数的运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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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教学例２

教师:同学们,请把教科书第７２页例２独立完成在练习本上,完
成后与同桌交流算法.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点评:学生通过独立计算,再与他人交流计算方法,有利于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和与他人交流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集体交流算法

(１)复习没有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顺序.
教师:谁先来说说,在一个算式里,如果只有加、减法或只有乘、

除法,应该怎样计算?
指名学生回答,然后教师板书:在一个算式里,如果只有加、减法

或只有乘、除法,应该从左往右依次计算.
教师:请大家观察例２中第①小题,想一想,它的运算顺序是怎

样的?
学生:应该先算除法,再算乘法,最后算加法.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教师订正第①小题答案,注意引导运算顺序.
提问:在一个算式里,既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它的运算顺序

是怎样的?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归纳小结:我们遇到既有加、减法又有乘、除

法的四则混合运算时,应先算乘、除法,再算加、减法.
(２)复习有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顺序.
教师:第②小题与第①小题有什么不同? 在计算时应先算什么?

再算什么? 最后算什么?
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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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学生回答,引导学生理解:在遇到算式中有小括号的混合运

算时应先算括号里面的运算.
(３)复习有中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顺序.
教师:大家看看第③小题应该怎样计算? 有没有不同算法?
根据学生回答,教师引导学生理解:在一个算式里既有小括号又

有中括号,应先算小括号里面的运算,再算中括号里面的运算,最后

算括号外面的运算.
接着指名学生展示、交流不同的算法.
学生１:

　
８
９×[３

４－(７
１６－

１
４

)]

＝
８
９×[３

４－(７
１６－

４
１６

)]

＝
８
９×[３

４－
３
１６

]

＝
８
９×

９
１６

＝
１
２

学生２:

　
８
９×[３

４－(７
１６－

１
４

)]

＝
８
９×[３

４－
７
１６＋

１
４

)]

＝
８
９×[３

４＋
１
４－

７
１６

]

＝
８
９×

９
１６

＝
１
２

教师小结:一道四则混合运算题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算法,计算

时,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合适的算法进行计算.
[点评:学生算法多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但也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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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优化.]
(４)展示交流第④小题的算法.
教师:你是怎样计算第④小题的? 你的算法愿与大家分享吗?
指名学生上台展示、交流不同算法.
学生１:
　５４＋９９×９９＋４５
＝５４＋９８０１＋４５
＝９８５５＋４５
＝９９００
学生２:
　５４＋９９×９９＋４５
＝５４＋４５＋９９×９９(加法交换律)
＝９９＋９９×９９
＝９９×(１＋９９)(乘法分配律)
＝９９×１００
＝９９００

３．复习运算律

(１)学生自主整理.
教师:我们学过哪些运算律? 请你独立思考,把学过的运算律和

运算性质整理在练习本上.
学生自主整理,教师课堂观察,指导“学困生”.
[点评:学生通过自主整理学过的运算律,经历知识获得的过程,

有助于加深对运算律的掌握,也有助于学生积累数学复习经验.]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①复习运算律.
教师:加法的运算律有哪些? 谁来举例说一说,再用字母把它们

表示出来.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加法
结合律:a＋b＝b＋a
交换律:(a＋b)＋c＝a＋(b＋c){

追问:我们学过的乘法运算律又有哪些呢?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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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学生回答,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乘法

交换律:a×b＝b×a
结合律:(a×b)×c＝a×(b×c)
分配律:(a＋b)×c＝a×c＋b×c

ì

î

í

ïï

ïï

引导学生:注意乘法的运算律与加法的运算律的区别,避免混淆.
②(课件出示)练一练.
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４．６＋０．７５＋５．４＋０．２８　　０．３２＋
１９
１５＋１．６８－

４
１５　０．７８×２．５×４０

３．９８×１．３６－３．９８×０．３６
２
７×

７
９＋

２
９×

２
７ ８８×１２．５

学生先独立练习,教师再集体订正答案,重点探讨第⑥小题的简

算方法.
学生１:８８×１２．５　　　　　　学生２:８８×１２．５

＝１１×(８×１２．５) ＝８０×１２．５＋８×１２．５
＝１１×１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③(课件出示)简算.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用简便方法计算:
　１２８－３７－６３
＝１２８－(３７＋６３)
＝２８
议一议:为什么这样算较简便.
　１２．７－(１２．７－０．５)
＝１２．７－１２．７＋０．５
＝０．５
议一议,通常我们是怎么算的?

　
１
１２÷３÷

１
３

＝
１
１２÷(３×

１
３

)

＝
１
１２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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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３

４÷
１
２

)

＝
３
４÷

３
４×

１
２

＝
１
２

④(课件出示)练一练.
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２．５６－１．８７－０．１３２　 　
５
９－(３

４－
４
９

)　 　
３
５－

５
１１＋

７
５－

６
１１

０．３２＋
１９
１５＋１．６８－

４
１５ ２２÷２．５÷４ ０．７÷１．２５

学生先独立完成,教师再集体订正答案,注意简算方法的引导,
重点探讨第⑥小题的简算方法.

　０．７÷１．２５
＝(０．７×８)÷(１．２５×８)(商不变的性质)
＝５．６÷１０
＝０．５６
[点评:此环节教师引导学生展示和交流运算律,完成从数到字

母的抽象过程,有效地渗透了数学基本思想,培养了学生的符号意

识.同时通过补充练习,加深了对运算律的理解.]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教科书第７３页课堂活动第３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表格,再指名学生回答.

２．教科书第７５页练习十八第８题

学生自主探索规律,完成后在小组内讨论交流:你发现了什么

规律?

３．课堂作业

教科书第７４~７５页练习十八第６,７题.
[点评:此环节学生通过应用练习,进一步掌握了运算律和四则

混合运算的顺序,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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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这节课,我们共同复习了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运算

律,你有什么收获?
[点评:四则运算的运算律是学生进行简便运算的依据.灵活地

运用四则运算的运算律,不但可以提高计算的速度,还可以培养学生

思维的灵活性.基于此,本节教学设计除了复习四则混合运算的顺

序外,重点复习四则运算的运算律,凸显了以下两个特点:一是课堂

上要注意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整理、展示交流等方式,让学生主动参

与,获得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问题的数学经验,提高学生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让学生再次经历从

“用数表示”到“用字母表示”的抽象过程,进一步强化学生对运算律

的理解和记忆,同时也渗透了数学的基本思想(抽象),还发展了学生

的数感和符号意识.]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第６课时　数的运算(三)

【教学内容】

数的运算练习.

【教学目标】

１．加深学生对四则运算的意义和整数、小数和分数的四则计算

方法的理解,能熟练地进行口算、估算和笔算.

２．让学生熟练掌握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能正确熟练地进

行四则混合运算.

３．让学生熟练运用运算律,灵活选择计算方法进行计算,提高学

生的运算速度.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口算、估算和笔算的计算策略.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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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灵活选择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题

教师:大家通过前两节课的整理与复习,对四则运算的意义和计

算方法都掌握了吧? 你能正确地进行口算、估算和笔算吗? 能熟练

地进行四则混合运算吗? 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练一练.
板书课题:数的运算(三).
[点评:此环节教师通过谈话引入课题,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既

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练习热情,也有利于调节好课堂气氛.]

二、基本练习

１．口算练习

教师用课件逐一出示下面的口算题,让学生抢答.

０．３６＋０．４＝　２．４×５＝　１－０．９８＝　１４÷３５＝　１÷０．１２５＝

２÷５０％ ＝
３
４÷

４
３＝ ０．２２＝

１
３＋

１
５＝

１
２－

１
９＝

１－２÷３＝　５×
２
５÷５×

３
５＝　９÷２．５÷４＝　１２×(５

６－
３
４

)＝

提问:大家通过刚才的口算练习,你认为在进行口算时,应注意

什么吗?
学生在小组内交流后,教师指名学生回答,适时点评,帮助学生

总结口算技巧.
[点评:此环节从口算开始练习,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熟悉

和掌握四则运算的计算方法,而且还可以为学生正确地进行四则混

合运算打下基础.]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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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笔算练习

教师用课件出示下面的算式,用竖式计算.

３０１２－７９５　　１３．２×２．９　　８．９７÷２．３　　７．８５×６．３
指名学生板演,完成后教师提问:我们在笔算时要注意什么?
同桌议一议,然后教师指名学生回答,再集体订正答案.

３．用简便方法计算

教师:我们复习过的运算律和商不变的性质你们还记忆犹新吧!
谁来说说我们学习了哪些运算律?

学生:我们学习了加法交换律、结合律,乘法交换律、结合律和分

配律,还有商不变的性质.
教师:我们运用这些运算律和商不变的性质,可以使计算简便,

请大家灵活运用运算律计算下面各题.
(课件出示)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２５×１２．５×１６　 　　７．８５－(６．８５＋０．９６)　　　１０．２×９９＋１０．２
２
７＋

１
８＋

５
７＋

７
８

５
１１÷６＋

１
６×

７
１１

(３
４－

７
１２＋

５
１６

)×４８

学生独立完成,然后在小组内交流:简算时你运用了什么运

算律?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再集体订正答案.

４．四则混合运算

教师用课件出示下面的四则混合运算练习题.

６９０＋３６×１４－３９８ 　４０÷(１．２＋９．３×４) ５
７－

５
７×

４
５

(７
８－

５
１６

)×(５
９＋

２
３

)　９－
８
９×

３
４÷

１
１２

９
１０×[７

８÷(４
５＋

１
４

)]

教师先指名学生说一说它们的运算顺序,学生再独立完成在练

习本上.
提问:根据刚才的计算经历,你能告诉大家在进行四则混合运算

时,应注意什么吗?
学生小组讨论,指名小组长回答.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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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１:首先要熟练掌握整数、小数和分数四则运算的计算方法.
学生２:要注意按运算顺序计算.
学生３:不要写错运算符号和抄错数字.

教师根据学生回答,归纳小结:我们在进行四则混合运算时,要

做到“一看、二想、三算、四查”.“一看”就是要看出算式和数的特点;
“二想”就是要结合算式和数的特点,想一想是否可以简算,如果不能

简算,就要按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进行计算;“三算”就是要认真仔细

地计算,不要出错;“四查”就是在算出结果后,还要注意检查.
[点评:此环节学生通过练习整数、小数、分数四则混合运算和与

他人讨论交流,旨在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从小养

成良好的计算习惯,从而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

三、综合练习

教师用课件出示以下练习题,学生独立完成在练习本上.

１．填空

(１)根据１７６４÷６３＝２８,直接写出下面算式的得数.
１７６．４÷０．２８＝(　　)　１７．６４÷０．６３＝(　　)　２．８×０．６３＝(　　)

(２)根据
３
４－

１
６＝

７
１２

,写出一道加法算式是(　　　　　　),写

出一道减法算式是(　　　　　　).
(３)甲数除以乙数,商是２６,余数是３.如果甲数和乙数同时缩

小到原来的
１
１０

,商是(　　),余数是(　　).

(４)在计算
２
７×

８
９＋

２
７×

１
９＝(８

９＋
１
９

)×
２
７＝

２
７

时,应用了

(　　　　　　　)运算律.

２．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１０．１×１０１－１０．１ ３．２＋
１１
８＋５．８－

３
８　 ３－

５
１８×

２７
４０－

１３
１６

１６
２×

７
９＋

２
９÷

１７
１６ ６÷

６
７－

６
７÷６ ３６÷[１－(２

３－
２
５

)×
３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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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估一估,解决问题

(１)制作一个圆柱形的易拉罐需要２．８dm２ 铁皮,２m２ 的铁皮大

约能制作多少个这样的易拉罐?
(２)医生给张爷爷开了一瓶药,药瓶贴的标签上写着“０．２mg×

２００片”,医生的处方上写着“每天３次,每次０．６mg,７天为一个疗

程”.这瓶药张爷爷大约可服几个疗程?
(３)学校要举行家校联谊会,会议室共有３２排座位,每排可以坐

１９人.请你安排一下大约可以请多少名家长参加?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学生完成后展示优秀作业,师生互动点评,订正答案.
[点评:通过学生自主练习和与他人互动交流,让学生体会解决

问题的策略多样化与灵活性,进一步掌握数的运算有关知识,同时有

助于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四、拓展应用

教师用课件出示下面的拓展练习.

２０１４×１９８．７－２０１３×１９８．６　　　
１
２＋

１
６＋

１
１２＋

１
２０＋

１
３０

教师:你能独立思考并完成大屏幕上的计算题吗? 请你和小组

内的同学一起合作探索,算出得数.
学生合作探索,教师课堂观察,参与小组活动,随后展示交流.
反馈１:
　２０１４×１９８．７－２０１３×１９８．６
＝２０１３×１９８．７＋１９８．７－２０１３×１９８．６
＝２０１３×(１９８．７－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２０１．３＋１９８．７
＝４００
反馈２:

　
１
２＋

１
６＋

１
１２＋

１
２０＋

１
３０

＝
１

１×２＋
１

２×３＋
１

３×４＋
１

４×５＋
１

５×６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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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２＋

１
２－

１
３＋＋

１
５－

１
６

＝１－
１
６

＝
５
６

五、回顾反思

教师:同学们通过这节课对数的运算的练习,一定有不少收获

吧! 你想给大家说点什么?
[点评:本节教学设计紧紧围绕练习目标和重、难点设计教学过

程,练习设计有梯度、针对性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注意遵循

学生的认知规律.练习设计力求做到由浅入深,有层次,有坡度,帮
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和掌握基本技能,同时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学

习水平,使他们都获得成功的体验.二是注意引导学生练后反思.
每个环节练习后教师都注意引导学生以独立思考或与他人合作讨论

等形式,归纳总结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及时发现自己的优势和不

足,这样既促进了学生反思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运算能

力.三是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课堂上教师要注意针对学生

练习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帮助学生排疑解难,弄清知识的易混点,从
而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运算习惯,以达到练习的目的.]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第７课时　等式与方程(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７６页例１、例２,第７７页课堂活动第１~３题,第７７~
７８页练习十九第１~４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理解用字母表示数和数量的意义,会用字母表

示数和常见的数量关系,感受用字母表示数的优越性.
８０２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案选





２．让学生进一步理解等式的意义和掌握等式的性质,能应用等

式的性质解方程.

３．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方程的意义和思想,能正确、熟练地解简易

方程.

４．经历知识整理与复习过程,增强用字母表示数的表达和交流

信息的意识,渗透代数思想,感受数与代数领域的趣味性和挑战性.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用字母表示数和数量,应用等式的性质解方程.
教学难点:等式和方程的联系和区别.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小棒、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课件出示:摆正方形.

正方形个数 摆成的图形 小棒根数

１ □

２ □□

３ □□□

  

　　教师:同学们,请观看大屏幕上的正方形摆法,自己独立思考,动
手摆一摆,你会发现什么规律? 摆２０个这样的正方形需要多少根小

棒? 如果要摆n 个这样的正方形,又需要多少根小棒? 你能用含有

字母的式子表示吗?
学生操作,再指名学生回答,随后教师引入课题:等式与方程

(一).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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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创设情境,通过学生动脑思考和动手操作,唤起对用字母

表示数的回忆,能有效激发学生积极参与的兴趣.]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整理与复习

教师:同学们,请你根据大屏幕上的问题,回忆一下我们学过哪

些有关等式和方程的知识,自主整理在练习本上.
课件出示:
(１)你能举出一些用字母表示数和数量关系的例子吗?
(２)什么叫等式? 什么叫方程? 方程与等式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３)你对等式的性质有哪些了解?
(４)你怎样解简易方程?

２．小组讨论,自我完善整理

学生独立完成后,在小组内讨论,相互学习,补充、完善自己的

整理.
教师课堂观察,参与小组讨论活动.
[点评:学生在数学问题的引领下,先通过自主探索整理复习内

容,把大脑储备的知识提取出来,再通过小组讨论交流,相互补充,相
互学习,完善知识再现,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整理和与他人合作解决

问题的能力.]

３．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１)复习用字母表示数.
教师:把你举出的用字母表示数和数量关系的例子放在展示平

台上,并做适当讲解.
学生展示自己的成果,教师根据学生回答适当板书.
板书如下:
运算定律:ab＝ba,(a＋b)c＝ac＋bc,
计算公式:C＝２(a＋b),V＝abh,
数量关系:s＝vt,
教师小结:从同学们的整理可以看出,用字母可以简明地表示数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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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关系、运算定律和计算公式.
教师:用字母表示数时,应注意什么?
学生１:要明白式子中每个字母的意思,相同的意思要用同一个

字母表示.
学生２:用字母表示数时,乘号可以简写,比如:３×x,可以写成

３x 或者３x.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归纳小结,课件出示:
含有字母的式子的书写规则:

① 字母和字母相乘,乘号可简写为“”,也可省略不写.如果要

省略,字母的先后顺序要尽量按字母表上的先后顺序.
如:x×y＝xy＝xy
② 数和字母相乘,乘号可简写为“”,也可省略不写.如果要省

略,数要写在字母前面.
如:a×５＝a５＝５a
③ 几个相同字母相乘可以写成字母的几次方.
如:a×a＝a２　a×a×a＝a３

④ 几个相同字母相加可以用乘法表示.
如:a＋a＝２a　a＋a＋a＝３a
⑤１和字母相乘时,１省略不写.
如:１×a＝a
⑥ 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问题的答案或表示数量时,如果式子

中有加号或减号,要用括号把含有字母的式子括起来.
如:小强有a 岁,妈妈比他大２５岁,妈妈有(a＋２５)岁.
(２)学生独立完成教科书第７６页例１.
指名学生汇报第(１)小题:４１６×２＋４a＋６b＋６００.
着重让学生解释“４１６×２”和“４a＋６b”.
第(２)小题,让学生自己确定住宿和伙食标准,同桌的学生相互

检查.
[点评:教师通过问题引领和学生展示交流,进一步明确了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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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表示数的意义和含有字母的式子的书写规则.]
(３)复习等式的意义和等式的性质.
提问:你能举例说说什么叫等式吗?
学生:像２５＋１７＝４２,a＋b＝c,C＝a２, 这些表示相等关系的

式子,叫作等式.
追问:等式的性质是什么?
学生:等式的两边同时加或减一个相同的数,得到的结果仍然是

等式;等式的两边同时乘或除以一个相同的数(０除外),得到的结果

仍然是等式.这就是等式的性质.
学生回答后,教师引导学生理解:等式的两边同时乘或除以一个

相同的数,为什么“０”要除外?
(４)复习方程的意义.
教师:你能举例说说什么是方程吗?
学生:像x＋１５＝４０,x÷１８＝３, 这样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叫作

方程.
追问:你知道等式与方程的联系和区别吗?
学生小组讨论,然后指名回答.
学生:根据方程的意义,方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等式;二是

等式中必须含有未知数.

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小结板书:

(５)(课件出示)练一练.
下面的式子哪些是等式? 哪些是方程? 并说明理由.
①２x－１６　　　　　　　 ②７×０．３＋０．４＝２．５
③x＋０．７５＞６ ④２x－３＝０

⑤９＝１２－３x ⑥ １
４x＝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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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独立练习,完成后集体订正答案.

４．复习解方程

(１)教学教科书第７６页例２.
教师:请大家独立完成例２,完成后,再与同桌交流一下你的

解法.
指名两名学生板演.
随后请板演的学生交流解法,教师适时引导补充.
学生１:
　３x＋６＝７
解:３x＝１(应用等式的性质,方程两边同时减６)

　　x＝
１
３

(应用等式的性质,方程两边同时除以３)

学生２:
　２x÷５－１．５＝１．５
解:２x÷５＝３(应用等式的性质,方程两边同时加１．５)

　　 　２x＝１５(应用被除数等于商乘除数)

　　　 x＝７．５(应用一个因数等于积除以另一个因数)
教师小结:我们可以应用等式的性质和四则运算各部分之间的

关系来解方程.
(２)什么是解方程?
教师:什么是解方程?
同桌相互议一议,指名学生回答.
学生:解方程是求出方程中未知数的过程.
教师:我们怎样判断所解的方程是否正确?
学生:要进行检验.
教师强调:解方程的时候,无论题目中是否要求检验,我们都要

进行检验,以保证答案的正确性.
[点评:学生通过练习,唤醒学过的解方程知识,同时通过展示交

流,让学生熟练掌握用不同方法解方程的优缺点,有利于培养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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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完成教科书第７７页课堂活动

(１)独立完成课堂活动第１题.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随后集体订正答案.
(２)独立完成课堂活动第２题.
学生完成后,教师提问:左边框里的等式有什么特点?
学生:左边框里的等式含有未知数,是方程.
(３)课堂活动第３题.
学生根据提示,相互交流４a 可以表示生活中的哪些数量.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下面的数量

(１)一 只 青 蛙 每 天 吃 a 只 害 虫,１００ 天 吃 掉 的 害 虫 只 数

是(　　).
(２)小明今年b岁,再过１０年是(　　)岁.
(３)一堆货物有x 吨,运走２４吨,还剩(　　)吨.
(４)水果店有xkg苹果,一共装６箱,平均每箱装(　　)kg.
(５)中北巴士３路公交车上有２７名乘客,到五台山站时,上了

a 人,又下去b人,现在车上有(　　)人.
(６)爸爸说:“我的年龄比小明年龄的４倍大３岁.”小明说:“我

今年a 岁.”小明爸爸的年龄是(　　)岁;如果小明今年８岁,他爸

爸是(　　)岁.
(７)小明、小强和小刚３名同学比身高,小明的身高是１４４cm,比

小强高acm,比小刚矮bcm.小强的身高是(　　)cm,小刚比小强

(　　)(填“高”或“矮”)(　　)cm.
(８)５月１日,苏宁公司某品牌的手机十分畅销,上午卖出３５部,

下午卖出９８部,每部手机a元,这天一共卖出(　　)元,上午比下午

少卖出(　　)元.

２．说出下面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什么意义

食堂买了akg西红柿,每千克１．２元;买了３kg黄瓜,每千克

b元.下面各式表示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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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a 表示(　　　　　　　).

１．２a＋３b表示(　　　　　　).

１．２a－３b表示(　　　　　　).
如果a＝２,b＝０．８时,食堂一共支付(　　)元.

３．解方程

x－
２
７x＝

３
４　　　　　　　　　x＋１５％x＝２３

x
４＝１５％ ３．５x＋５×０．４＝１６

１０x－６x＋９＝１２ ２．５－４x＝１．５

４．完成教科书第７７~７８页练习十九第１~４题

第１~３题完成在书上,第４题完成在作业本上.
[点评:练习设计注意现实性和综合性,加强针对学生易错点的

练习,有助于学生牢固掌握所复习的知识.]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根据复习情况进行评价,学生交流收获和存在的问题.
[点评:复习的主要目标是系统回顾并梳理学过的知识、技能和

方法,帮助学生建立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便于学生更加牢固地

掌握所学知识.本节课教学设计有以下特点:一是注意问题引领和

自我反思整理相结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注意围绕教学目标,突出

重点知识,在教师的问题引领下,学生自主回顾整理所学知识,再通

过课堂讨论、交流等形式,自我反思完善知识体系.二是注意数学基

本思想的渗透.本设计关注学生经历复习整理,用学生自己的思维

方式,在观察、分析、抽象、概括和交流的过程中,经历现实问题抽象

成数学问题的过程,感悟用字母表示数的优越性,发展了学生抽象思

维能力和符号意识.三是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认知水平.本设计

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为学生留足时间,经历独立思考,用自己

的方法整理知识的过程,使人人都在数学学习中得到不同发展.]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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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课时 　 等式与方程(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７６页例３,第７８页练习十九第５~７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列方程解决问题的步骤,能正确找出数量

之间的等量关系,并能熟练地根据题意列方程解决问题.

２．让学生能从不同角度分析解决同一个问题,并能根据问题的

特点选择恰当的方法解决问题,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四能”.

３．让学生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

程,进一步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增强数学应用意识,发展学生的数

学思维能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找出数量之间的等量关系列方程.
教学难点:选择恰当的方法列方程解决问题.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准备练习,导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结合我们上节课的整理与复习,请独立完成大屏

幕上的练习题.

１．填空

(１)小红比她爸爸小２５岁,如果小红今年是a岁,那么她爸爸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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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　　)岁;如果她爸爸明年是b岁,小红明年是(　　)岁.
(２)x＋x＋x＝(　　)　　aaa＝(　　)
(３)比m 的５倍少２０的数是(　　).
(４)如果长方形的周长用C表示,面积用S表示,长用a表示,宽

用b表示,那么长方形的周长计算公式是(　　　　　),面积计算公

式是(　　　　).
(５)一辆货车,每时行驶vkm,从重庆到成都需要t时,重庆到成

都的公路长(　　)km.
(６)王老师到体育用品商店买了５个儿童足球,足球的单价是

c元,他给售货员２００元,应找回(　　)元.(注:５个儿童足球总价

小于２００元)

２．解方程

６x－４＝２０　　　x＋０．２５x＝１０　　　２．４÷５＋２x＝１１

３．问题解决

李爷爷的果园里有梨树４５棵,比苹果树棵数的１
３

少１５棵.果园

里有苹果树多少棵? (用两种方法解答,其中一种用方程解)
教师课堂观察,了解练习情况和进行个别辅导.
学生反馈,订正答案.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第３题的解法.

学生１:梨树４５棵,比苹果树的１
３

少１５棵,那么梨树棵数先加上

１５棵就正好相当于苹果树的１
３

,再除以１
３

,就是苹果树的棵数.

学生２:我是用方程解决的.把苹果树的棵数设为x,苹果树的

１
３

少１５棵,正好就是梨树４５棵,根据这个等量关系列方程为１
３x－

１５＝４５.
教师: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学生１:第１种是用算术方法解,分析时要反向思考;第２种是用

方程解,在思维上是顺向思考,只需要把不知道的数量设为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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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２:用算术方法解决问题时,未知数为特殊地位,不参加运算;用
方程解决问题时,未知数与已知数处于平等地位,要参加列式.

学生３:算术方法解决问题时,需要根据题意分析数量关系,列出

用已知条件表示求未知数的算式;用方程解决问题时,根据题中的等

量关系,列出的是含有未知数的等式.
教师:用两种方法解同样的问题,通过比较让我们感受到,用方

程解决问题有它的优越性.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复习用列方程的方法

解决问题.
板书课题:等式与方程(二).
[点评:通过练习导入课题,能有效地巩固知识.同时由问题唤

起探索欲望,为下一步复习做好铺垫.]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学生自主整理与复习

课件出示问题.
(１)列方程解决问题有哪些步骤? 哪一步是列方程解决问题的

关键?
(２)根据以往经验,如何找数量之间的相等关系? 你有什么好的

办法?
教师:大家根据大屏幕上的问题,自主梳理这节课的复习内容,

完成后与同桌交流完善.
教师课堂观察,参与学生的整理与复习,注意辅导“学困生”.
[点评:学生自主整理与复习,有助于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初步完成知识再现,同时也为下一步展示交流做好准备.]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１)复习列方程解决问题的步骤.
提问:列方程解决问题有哪些步骤?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根据学生回答出示列方程解应用题的步骤:

① 审题,设未知数.

② 找出等量关系,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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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解方程.

④ 检验,写出答语.
教师追问:哪一步是关键?
学生:第 ② 步,找出等量关系,列方程.
(２)找数量间的等量关系.
提问:我们如何找数量之间的等量关系?
(用课件逐一出示)练一练.

①３kg苹果和２kg梨共花了２３元钱.

②４袋洗衣粉比６袋同样的洗衣粉便宜１６元.

③ 张大伯家养的鸡的只数比鸭的２倍少３８只.

④ 一条公路已经修了全长的２
３

.

⑤ 两根同样长的铁丝,一根围成正方形,另一根围成圆.

⑥ 六(１)班男生人数的５
６

和女生人数相等.

教师:根据刚才的练习,你能说说找等量关系的依据吗?
学生１:可以抓住题中的关键句找等量关系.
学生２:可以应用我们学过的计算公式找等量关系.

教师小结:① 根据关键句或重点词句找等量关系;② 按照事理

以及根据事情发展变化的情况找等量关系;③ 利用常见的数量关系

和计算公式找等量关系等.

３．教学教科书第７６页例３
(１)课件出示例３.
教师:大家认真分析题意,弄清数量之间的关系,独立解决例３.

完成后与同桌交流一下你的想法.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教师:根据题意你能找出哪些等量关系?
学生１:已行的路程＋未行的路程＝总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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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２:总路程－已行的路程＝未行的路程.
学生３:已行的路程＝总路程－未行的路程.

追问:你能根据前面同学找出的等量关系列出方程吗?
学生反馈.
学生１:３x＋７２＝９１２
学生２:９１２－３x＝７２
学生３:３x＝９１２－７２

教师归纳小结:我们用列方程的方法解决问题,一定要按照列方

程解决问题的步骤,认真分析题中数量间的关系,可以找出不同的等

量关系,列出不同的方程解决问题.
[点评:通过学生间的展示与交流,既帮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做

进一步回顾和梳理,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又培养了学生间的合

作交流,体验到了同伴相互交流的学习乐趣.]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用方程解决下面问题

(１)重庆到贵阳的公路长４８０km,一辆货车和一辆客车分别从

重庆、贵阳两城市同时相对开出,经过３时两车在途中相遇.已知货

车的速度是客车的１．５倍,货车和客车的速度各是多少千米?
(２)学校准备六一庆祝活动,参加合唱队的学生有７５人,比舞蹈

队的学生人数的３倍多１５人.参加舞蹈队的学生有多少人?
(３)王叔叔要加工７９５个零件,平均每天加工８５个,已经加工了

６天,剩下的零件要３天完成.剩下的平均每天加工多少个零件?
(４)一块长方形地的周长是１１２m,长是宽的３倍.这块长方形

地的宽是多少米?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后,集体订正答案.

２．课堂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７８页练习十九第５~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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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掌握列方程解决问题的思

路和方法,并进一步内化了复习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同学们,这节课的整理与复习,你收获了什么? 还有什么

困难需要大家帮助?
[点评:本课时教学设计,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师的引

导下,通过学生独立整理与复习和展示交流等方式,进一步掌握用方

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步骤和策略.教学设计凸显了以下亮点:一是注

意渗透方程模型思想.通过具体问题情境,让学生在探索用方程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体会方程式是刻画现实世界的一个有效的

数学模型.二是过程设计注意突出重点.用方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

找数量之间的等量关系,为了让学生学会找数量间的等量关系,课堂

上通过“练习 ——— 交流 ——— 归纳”等环节强化了学生找等量关系的

方法.三是注意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在设计时注意精选练习题,
加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四能”.]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第９课时 　 比和比例(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７９页例１,第８０页课堂活动第１题,第８０~８１页练习

二十第１~６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掌握比与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能正确熟练

地化简比和求比值.

２．进一步理解正比例和反比例的意义,并能正确判断两种相关

联的量成什么比例关系.

３．经历比与比例知识的整理与复习过程,进一步沟通知识间的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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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培养学生自主整理知识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比和比例的意义及它们的基本性质.
教学难点: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异同点.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软尺、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教师谈话,导入课题

教师:孔子说:“温故而知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整理与复习比

和比例的有关知识.
板书课题:比与比例(一).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学生自主整理与复习

教师:关于比与比例,你学过哪些知识? 你能根据大屏幕上显示

的几个问题,自主整理与复习吗?
随后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７９页的“议一议”.
(１)什么叫比? 比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怎样化简比?
(２)什么是比例? 比例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怎样解比例?
(３)举出生活中成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实例,并交流.
学生自主整理与复习,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点评:复习课重在对知识结构的系统整理.通过学生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自主整理与复习,把学过的知识系统化、网络化,既有助于

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意识,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１)复习比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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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的意义.
提问:什么叫比?
学生:两数相除又叫作这两个数的比.
教师:我们班有男生２５人,女生２３人,你能写出哪些比?
学生独立思考后写一写,随后教师指名学生回答,集体订正.同

时请学生说说比的各部分的名称.
[点评:从现实材料入手,贴近学生生活,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复习

兴趣.]

② 比与除法、分数的联系.
教师:分数、除法和比之间有什么联系? 又有什么区别?
学生在小组内议一议,随后指名学生回答,全班交流.

学生１:a∶b＝a÷b＝
a
b

.

学生２:除法、分数和比之间的关系是比的前项相当于除法算式

里的被除数,也相当于分数的分子;比号相当于除法算式里的除号,
也相当于分数的分数线;比的后项相当于除法算式里的除数,也相当

于分数的分母;比值相当于除法算式里的商,也相当于分数的分

数值.
学生３:分数、除法和比的区别是比表示两个数之间的倍数关系;

除法是一种运算;分数既可以表示具体的数量,又可以表示两个量之

间的倍数关系.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课件出示小结内容.

分数、除法和比之间的关系

分数 分子
———

(分数线)
分母

分数值

(分数)

除法 被除数
÷

(除号)
除数

商

(整数、小数或分数)

比 前项
∶

(比号)
后项

比值

(整数、小数或分数)

　　[点评:通过比较比和除法、分数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能促进学生

构建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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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比的基本性质.
提问:比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学生: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０除外),比值不

变.这就是比的基本性质.
追问:相同的数,为什么“０”要除外?
指名学生回答.
继续追问:我们可以应用比的基本性质来做什么?
学生:化简比.
继续追问:大家议一议,比的基本性质和商不变的性质、分数的

基本性质有什么联系?
同桌交流后指名学生回答.

④ 化简比和求比值的区别.
提问:化简比和求比值有什么区别?
同桌相互议一议,再指名学生回答,最后教师归纳小结:求比值

是根据比值的意义,用比的前项除以后项;化简比是根据比的基本性

质,把一个比化成最简整数比.求比值的结果是一个数,可以是整

数、小数或分数;而化简比的结果仍然是一个比,可以写成比的形式,
也可以写成分数形式.

⑤(课件出示)练一练.
化简下列各比,并求比值.

０．２５∶７．５　 ５
９∶

１
３　１∶１．２５　４８∶２４　０．１２５吨∶２５千克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答案.
[点评:及时练习,进一步让学生弄清化简比和求比值的区别,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辨别能力.]
(２)复习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① 比例的意义.
提问:什么是比例?
学生:表示两个比相等的式子.
(课件出示)判断下面每组中两个比是否可以组成比例.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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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和３∶９　 １
２∶

１
６

和４．５∶１．５　２．５∶７．５和２０∶６０

② 比例的基本性质.
提问:比例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学生:在比例里,两个外项的积等于两个内项的积,叫作比例的

基本性质.
追问:比例的基本性质有什么用途?
学生:可以用来解比例.

③(课件出示)练一练.
解下面的比例.

x∶１２＝０．４∶６　 ７
x ＝

１４
９　 ４

５∶
２
３＝x∶

３
４　 x

１．６＝１∶１０

学生独立解答后集体订正.
提问:解比例要注意什么?
(３)复习正比例和反比例的意义.

① 举例说说正、反比例的意义.
教师:你能举出生活中成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实例吗?
学生举出生活中成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实例.
例如:订阅«少年先锋报»的总价与份数成正比例.

想一想:单价、数量和总价这３种量中每两种量之间有什么比例

关系?

a．当单价一定时,数量和总价成什么比例关系?

b．当数量一定时,单价和总价成什么比例关系?

c．当总价一定时,单价和数量成什么比例关系?
学生独立思考,教师逐一指名学生回答.
提问:你能说说什么是正比例,什么是反比例吗?
同桌相互议一议,随后教师指名学生回答.
追问:能用字母表示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关系吗?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板书:

５２２

五、总复习





正比例:y
x ＝k(一定)　 反比例:x×y＝k(一定)

② 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异同点.
提问:你知道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异同点吗?
学生在小组内讨论交流,随后教师指名学生回答,课件出示

小结:
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异同点

正比例 反比例

相同点
１．都是两种相关联的量

２．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化

不同点

１．变化方向相同.一种量扩大

或缩小,另一种量也随着扩大

或缩小

２．相对应的两个数的比值(商)

是一定的

１．变化方向相反.一种量缩小

或扩大,另一种量反而随着扩

大或缩小

２．相对应的两个数的积是一

定的

　　③(课件出示)练一练.
判断下面的说法是否正确.

a．人的身高和体重不成比例.(　　)

b．在一定时间里,行驶的路程和速度成反比例.(　　)

c．一个非零自然数与它的倒数是成正比例的量.(　　)

d．同一时刻,物体的高和它的影长成正比例.(　　)
[点评:此环节注意沟通数学内部知识间的联系,让学生进一步

掌握正比例和反比例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提高复习效率.]

３．教学教科书第７９页例１
(１)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７９页例１.
提问:你从表中发现行驶的时间和路程有什么关系?
学生:我发现,行驶的时间与路程是成正比例的量.
追问:你能独立解决例１中的两个问题吗?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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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教师:你能说说解决第(１)小题时是怎样思考的吗?
学生反馈.
学生１:汽车１时行驶了５０km,我从横轴１处垂直对应上去,再

从纵轴５０km 横着向右对应过来,在它们的交叉点处点上一点.同

样,在２时与１００km,３时与１５０km,４时与２００km的交叉处各点上

一点,再把这些点顺次连接起来.
学生２:还应把“０”到“１”时与５０km的交叉点连起来,因为表示

汽车还没开动时,它的路程是０.
提问:你能根据图像估计汽车到达菏泽市的时间吗?
学生:我根据图像,估计汽车到达菏泽市的时间大约是下午１时

２３分.我是这样估计的 
追问:你从图像中还可以发现哪些信息?
指名学生发言.
[点评:此环节学生通过自主探索解决问题与课堂交流解决问题

的方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让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

进一步感受到正比例知识的应用价值,发展了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

４．课堂实践活动

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８０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教师:请同学们拿出软尺,与同桌合作,按要求相互量一量,算一

算,想一想.
(１)量出头长和身高,记录在本子上,算出头长和身高的比值.

观察周围同学的数据,想一想,你有什么发现? (身高大约是头长的

几倍? )
(２)教师介绍一庹(tuǒ)的长是指两手平举后左手与右手中指尖

的距离.学生量出一庹的长,记录在本子上,算出一庹的长和身高的

比值.观察周围同学的数据,想一想,你又有什么发现? (身高大约

是一庹长的几倍? )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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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想一想,身高与头长是不是成正比例? 身高与一庹的长是

不是成正比例?
[点评:此环节通过数学实践活动,既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也有助于学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填空(课件出示)

(１)５
８＝１０∶(　　)＝(　　)÷２４＝

(　　)
４０

６÷(　　)＝
１０

(　　)＝(　　)∶６＝２∶３

(２)如果x×
２
５＝y×

３
４

,那么x∶y＝(　　)∶(　　).

(３)４０∶７２化成最简整数比是(　　),比值是(　　);２
５∶

８
１５

化

成最简整数比是(　　),比值是(　　).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集体订正答案.

２．课堂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８０~８１页练习二十第１~６题.
第１,４,５,６题做在书上,第２,３题做在作业本上.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通过今天的复习,你有哪些收获? 有关比和比例的知识还

有什么疑问吗?
[点评:本节教学设计创造性地处理教材,把比和比例的有关知

识进行有效整合,凸显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过程设计注重从学生已有认知出发,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思考时间和

空间,让学生充分展示思维过程,自主建构知识体系,能有效地促进

学生主动发展.二是注意数学思维方法的渗透.学生通过课堂讨论

与交流,整理与复习比和比例的相关知识,理清知识间的相互联系与

区别,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思维水平.三是注意点面结合,形成网状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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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结构.本节课复习内容较多,选择基础的、重要的知识点展开复

习,然后以点带面,加深学生对已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有利于学生

在大脑中形成网状知识结构,也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第１０课时 　 比和比例(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７９页例２,第８０页课堂活动第２题,第８２页练习二十

第７~１２题,思考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按比例分配的意义,掌握解决按比例分配

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２．让学生进一步掌握比例尺的意义,能熟练地应用比例尺的意

义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３．体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应用按比例分配和比例尺知识解决问题.
教学难点:解决问题策略的优化.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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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准备练习,导入课题

１．填空

(１)如果x＋y＝１４０,x÷y＝
３
４

,那么x＝(　　),y＝(　　).

(２)单价一定,购买商品的总价和数量成(　　)比例.
(３)时间一定,路程和速度成(　　)比例.
(４)如果a×３＝b×５,那么a∶b＝(　　)∶(　　).
(５)把２５g糖溶于１００g水中,糖和水的比是(　　),比值是

(　　);糖和糖水的比是(　　),比值是(　　).

２．解比例

３２∶１８＝x∶６　　　　　　　０．２４∶１．２＝０．４∶x

x∶
５
１２＝

３
１０∶

１
８　　　　　 　４．５∶x＝

４
７∶

２
９

３．问题解决

学校准备在六一儿童节举行拔河比赛,比赛规则要求每个参赛

队的人数为４５人,男生和女生人数的比为５∶４.每个参赛队应安排

男生和女生各多少人?
学生独立练习,教师集体订正答案.通过准备练习第３题导入

课题:比和比例(二).
[点评:准备练习既有前一节课复习的知识,又有本节课即将整

理与复习的内容,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旧知识的掌握,也有助于激发学

生的复习欲望.]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复习按比例分配解决问题

(１)教学教科书第７９页例２.
教师:从大屏幕上的情境中,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 你能独立

解决问题吗?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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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再展示交流.
交流多种方法解决问题的思路:
学生１:先求出３种原料的总份数:１３＋４＋３＝２０,再根据各种原

料占总数的份数求出各部分有多重.

玉米:８００×
１３
２０＝５２０(kg)

大麦:８００×
４
２０＝１６０(kg)

豆粕:８００×
３
２０＝１２０(kg)

学生２:先求出３种原料的总份数:１３＋４＋３＝２０,再求出１份原

料有多重:８００÷２０＝４０(kg),然后就可以根据各种原料对应的份数

求出各部分有多重.
玉米:４０×１３＝５２０(kg)
大麦:４０×４＝１６０(kg)
豆粕:４０×３＝１２０(kg)

(２)按比例分配问题的特征和解决方法.
教师:请同学们结合例２在小组内议一议怎样解决按比例分配

问题.
小组讨论,然后指名学生全班交流.
教师小结:按比例分配就是把一个数量按照一定的比来进行分

配,可以根据各部分占总数的份数来求部分数量,也可以先求出１份

有多少,再根据各部分对应的份数来求部分数量.
(３)(课件出示)练一练.
完成教科书第８２页练习二十第１０题.
引导学生想一想:根据什么来分配这４０个名额? (根据各班人

数的比来分配)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完成后集体订正答案.
[点评:此环节从教科书中例题入手,通过学生自主解决问题,亲

历问题解决的过程,再通过与他人展示交流,进一步完善按比例分配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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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问题的解题方法,有利于学生熟练掌握复习内容.]

２．复习比例尺

(１)比例尺的意义.
教师:什么叫比例尺?

学生:比例尺是图上距离和实际距离的比,即:图上距离
实际距离 ＝

比例尺.
教师:怎样求一幅图的比例尺?
课件出示练习:

① 学校教学楼在一张图纸上长９cm,教学楼实际长３６m.这张

图纸的比例尺是多少?

② 一种手表的零件长２mm,画在一幅图上长４cm.这幅图的

比例尺是多少?
学生独立解决,再引导学生议一议:计算一幅图的比例尺时要注

意什么?
学生:通过练习,我发现图上距离和实际距离的单位不同,计算

时先要统一单位,然后写出比,再化简.
教师:根据比例尺的意义,你还可以写出哪些关系式?
学生:图上距离÷比例尺＝实际距离,实际距离×比例尺＝图上

距离.
(２)应用比例尺知识解决问题.
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８０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学生观察思考,随后教师提问:这幅图的比例尺是多少?
学生:这幅图的比例尺是１∶６０００００.
教师:这个比例尺表示的意义是什么?
学生１:可以表示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的比为１∶６０００００.
学生２:还可以表示实际距离是图上距离的６０００００倍.

学生３:还可以表示图上距离是实际距离的 １
６０００００

.

学生４:还可以表示图上距离是１cm,实际距离就是６km.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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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追问:什么是线段比例尺?
学生:就是在图上用一条线段标出１cm 的长度所代表的实际

距离.
教师:下面请同学们独立完成课堂活动第２题.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完成后,教师引导学生反馈交流.
第(１)小题,先量出学校到北山站的图上距离后,再计算实际

距离.

引导学生交流两种思路:图上距离 ÷比例尺( １
６０００００

)＝实际距

离,６０００００cm×图上距离＝实际距离.
第(２)小题,引导学生先根据实际距离和公共汽车的速度,求出

如果中途不停车行完全程的时间,再求途中停车所要时间(注意引导

学生观察,途中有几个站,就有几个２分),最后把两个时间加起来.
教师:我们应用比例尺知识解决问题时要注意什么?
学生在小组内交流,再指名学生回答,最后教师小结.
(３)(课件出示)练一练.

①学校有一块长方形操场,长１５０m,宽１００m.如果按比例尺

１∶５００画在学校平面图上,长和宽应各画多少厘米?

②在比例尺是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的中国地图上,量得重庆到北京的距

离约８．２cm.实际距离是多少千米? 如果飞机１９:５０从重庆起飞,

２２:１０到达北京,飞机平均每时飞行多少千米? (得数保留整十数)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教师进行个别辅导.
完成后,集体订正答案,重点引导学生如何解决第②小题.
[点评:本环节注意概念和练习相结合,学生通过回顾再现比例

尺的意义,再通过练习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对比例尺意义的

理解和掌握,促进了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教科书第８２页练习二十第１１题

学生自主探索解决问题,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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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帮助学生理解题意,再引导学生分析数量关系.把８０千瓦

时按比例３∶２分配,求出高峰期和低谷期的用电量,最后根据各时

段对应的单价求出总价.

２．课堂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８２页练习二十第７~９,１２题.

３．思考题

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自主完成教科书第８２页思考题,教师集体订

正答案.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通过今天的复习,你有哪些收获? 有关比和比例的知识还

有什么问题?
[点评:整理与复习是对已学过的知识进行系统再加工,目的是

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使所学知识网络化.本节教学设计有以下特

点:一是注意学生主体和教师主导相结合.本节复习课的内容主要

是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整理与复习过程中不仅要体现学

生自主整理、合作交流等学习方式,给学生主动探索留足空间,教师

还要注意适时引导点拨,为学生排疑解难.二是注意整理知识和针

对练习相结合.本节设计既要注意对按比例分配问题和比例尺相关

知识的系统整理,同时也要注意结合知识点的复习,加强针对性练

习,以达到进一步巩固知识,促进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发展的目的.三

是注意学生数学应用意识的培养.本节复习的知识与现实生活息息

相关,教师应注意从具体的事物中提炼数学问题,引导学生应用数学

知识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让学生充分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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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课时　问题解决(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８３页例１,第８６页练习二十一第１~５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掌握一般复合问题的结构特征和解题方法,能
正确分析并解答这类问题.

２．让学生进一步学会用分析与综合法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提
高收集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从问题解决中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进一步积累解决一般复

合问题的经验.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一般复合问题的结构特征和解题方法.
教学难点:用分析与综合法分析问题.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用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８３页“议一议”情境图.
教师:请同学们观看大屏幕上的情境图,议一议:解决问题时要

注意什么?
同桌相互讨论交流,然后指名学生回答,导入课题:问题解决(一).
[点评:巧借教科书中的情境图导入课题,能有效地唤醒学生旧

知再现,为学生主动参与复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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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复习常见的数量关系

(１)学生自主整理.
教师:同学们,我们一起学过哪些常见数量关系? 请自己回顾,

独自整理在练习本上.
学生自主整理,教师课堂观察,辅导“学困生”.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教师出示课件,提问:你能用下面每组中的３种数量写出不同的

数量关系吗?

①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

②单价,数量,总价.

③单产量,数量,总产量.

④每天收割的公顷数,总天数,总公顷数.
学生展示交流发言.
学生１: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总量.
学生２:还可以写出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总

量÷工作时间＝工作效率.

(３)(课件出示)练一练.
只列式,不计算.

①一辆汽车从重庆到成都,全程走高速路,每时行驶８０km,需
要３时１５分.重庆到成都的高速公路长多少千米?

②王叔叔要完成７５０个零件的加工任务,计划平均每天加工

１５０个.他需要几天才能完成任务?

③刘老师到体育用品店买了８个儿童篮球,共花去３６０元.平

均每个儿童篮球多少元?

④小红家养了４０只鸡,养鸭的只数是鸡的２．５倍.她家养了多

少只鸭?
[点评:从学生自主回顾基本数量关系入手,再通过及时练习,让学

生进一步掌握常见的数量关系,为下一步解决较复杂的问题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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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复习一般复合问题

(１)提出问题练习.
某农场要收割１３００公顷小麦,原计划每天收割６０公顷.已收

割５天.(　　　　　　)? (根据条件,提出问题)
教师:根据题中的信息,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学生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再和同桌交流自己的想法.
学生汇报,教师相机板书:

①原计划５天一共收割多少公顷小麦?

②按原计划收割５天后,还剩多少公顷小麦没有收割?
教师:请大家仔细阅读条件和问题,独立思考解决这两个问题.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教师:第①个问题,应该怎样列式解答? 为什么?
学生:６０×５＝３００(hm２).已知原计划每天收割６０hm２,要求

５天一共收割了多少公顷,就是求５个６０hm２ 是多少.
教师:第②个问题又应该怎样列式解答? 为什么?
学生１:我是从问题入手分析的.要求还剩下多少公顷小麦没有

收割,就必须知道收割小麦的总公顷数(已知)和已经收割的公顷数

(未知)这两个条件,而已经收割的公顷数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先求

已经收割的公顷数,要求已经收割的公顷数就必须知道原计划每天

收割的公顷数(６０hm２)和已收割的天数(５天)这两个条件.根据这

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先求出已经收割的公顷数:６０×５＝３００(hm２),
再求剩下的公顷数:１３００－３００＝１０００(hm２),综合算式是:１３００－
６０×５＝１０００(hm２).

学生２:我是从条件入手分析的.已知原计划每天收割６０hm２

和已收 割 的 时 间 ５ 天,可 以 求 出 已 经 收 割 的 公 顷 数:６０×５＝
３００(hm２),再根据要收割小麦的公顷总数(１３００hm２)和已经收割的

公顷数(３００hm２),求出剩下公顷数:１３００－３００＝１０００(hm２),综合

算式是:１３００－６０×５＝１０００(hm２).
[点评:此环节注重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能力的训练.通过问题

解决,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有助于学生掌握分析问题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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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四能”.]
(２)教学例１.

①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８３页例１.
教师:大家先独立分析解决问题,再和周围的同学讨论交流你的

解题思路和方法.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②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教师:我们通过独立思考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愿意把你的解题思

路与大家分享吗? 其他同学注意倾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补充.
指名学生发言,教师适时引导,随后小结:根据问题“还需要多少

天才能完成”,必须知道还剩下多少公顷小麦没有收割以及现在每天

收割多少公顷(８０hm２).要求还剩下多少公顷小麦没有收割又必须

知道一共要收割小麦多少公顷(１３００hm２),还要知道已经收割多少

公顷(未知).要求已经收割了多少公顷,又要知道计划每天收割多

少公顷(６０hm２)和已经收割了多少天(５天).
分析时可以借助以下图标展示分析思路.

③讨论其他解法.
教师:你还能用其他方法解决吗? (用方程解)
(３)复习一般复合问题的解题步骤.
教师:根据你独立解决问题和大家的讨论交流,自己整理解决问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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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一般步骤.
学生自主整理后,教师提问:谁来说一说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
指名学生回答,随后教师小结:①审题;②分析数量关系;③列式

计算;④检验并写出答语.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根据条件,提出问题并解答

(１)修一条路,原计划１５天完成,实际每天修３００m,结果提前

３天完成,(　　　　　　　　　　)?
(２)一辆汽车的油箱里储油１０２L,行驶了５６km 正好耗油８L.

照这样计算,(　　　　　　　　　　)?
学生独立思考完成,教师集体订正答案.

２．课堂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８６页练习二十一第１~５题.
[点评:此环节学生通过应用练习,进一步掌握解决一般复合问

题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同时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获得成功体验.]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这节课我们复习了什么知识? 你有什么收获?
[点评:本节教学设计关注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注意基础练习,强化

学生的问题意识.课堂上学生通过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练习,并在问

题解决中体验数量之间的关系,加深了对问题解决策略的理解,同时

也强化了学生的问题意识.二是注意引导学生多角度分析和解决问

题.教师通过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同一个问题,采用不同策略

解决同一个问题等方式,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探索精神,有助于促进

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三是注意教学环节设计,有效达成教学

目标.教学环节力求从简单问题入手,通过学生对问题的探讨,整理

与复习旧知,理清一般复合问题的解题思路与方法,进一步巩固已学

过的知识,提升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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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课时　问题解决(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８５ 页课堂活动第 １ 题,第 ８７~８８ 页练习二十一

第１２~１４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掌握行程问题的结构特征和解题方法,能应用

该模型正确地解决这类问题.

２．经历分析解决问题过程,进一步感受数学模型思想和数形结

合思想.

３．进一步沟通知识间的联系,渗透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思想.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行程问题的结构特征和解题方法.
教学难点:正确理解数量之间的关系.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教师谈话,导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我们已经学过行程问题.为了进一步理解和掌握

行程问题的结构特征和解题方法,能正确、熟练地解决这类问题,今
天我们就一起来复习这方面的知识.

板书课题:问题解决(二).
[点评:开门见山导入课题,让学生明确复习目的,有助于提高复

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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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复习行程问题中的基本数量关系

教师:同学们,今天早晨上学时,小刚由于走得匆忙,到学校后发

现数学书放在了家里,你能帮助小刚想想办法吗?
引导学生说出:(１)自己回家去拿;(２)打电话让妈妈送来.
小刚家离学校有８４０m,小刚每分步行６０m,从学校回家需要几

分? 妈妈每分步行８０m,从家到学校需要步行几分?
指名学生回答,并说说是根据什么数量关系列的算式.
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板书:路程÷时间＝速度.
教师:要求路程、时间怎么办?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板书:速度×时间＝路程,路程÷速度＝

时间.
教师:行程问题就是根据这３种量之间的关系来解决问题的.
[点评:创设生活情境,通过简单问题复习解决行程问题的基本

数量关系,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２．复习相遇问题

教师:除了上面的两种方法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引导学生说

出:让妈妈送过来的同时,小刚也返回家,他会在途中和妈妈相遇.
(１)(课件出示)练一练.
小刚家离学校８４０m,妈妈每分步行８０m,小刚每分步行６０m.

两人同时分别从家和学校相向而行,经过几分他们在途中相遇?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反馈:

　８４０÷(８０＋６０)

＝８４０÷１４０
＝６(分)
教师追问:说说你的解题思路?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小结板书.
板书:路程÷(小刚的速度＋妈妈的速度)＝相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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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提供的信息,编写相遇问题.
课件出示:
小明和小英住在学校的东西方向,他们两家相距２１６０m,小明

每分步行７０m,小英每分步行６５m.两人分别同时从家出发到学

校,１６分后在学校门口相遇.
教师:同学们,谁能编出求路程的数学问题?
学生反馈:
小明和小英住在学校东西方向,他们同时从家出发到学校,小明

每分步行７０m,小英每分步行６５m,经过１６分两人在校门口相遇.
两家相距多少米?

教师:怎么求两家相距多少米?
学生:用他们速度的和乘相遇时间.
教师板书:速度和×相遇时间＝路程.
学生独立解决,反馈:

　(７０＋６５)×１６
＝１３５×１６
＝２１６０(m)
教师:还可以怎样编写数学问题呢?
学生反馈:
小明和小英分别住在学校的东西方向,两家相距２１６０m,小明

每分步行７０m,小英每分步行６５m.他们同时从家到学校,几分在

校门口相遇? (列式后用计算器计算)
教师:要求他们几分在校门口相遇,该怎样解决?
根据学生回答,教师板书:路程÷速度和＝相遇时间.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反馈:

　２１６０÷(７０＋６５)

＝２１６０÷１３５
＝１６(分)
教师:通过解决相遇问题,大家议一议相遇问题的解题思路和

方法.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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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然后全班交流,最后教师小结.
(３)(课件出示)练一练.

①小明和小英住在学校东西方向,他们分别同时从家出发到学

校,小明每分步行７０m,小英每分步行比小明少５m,经过１６分他们

在校门口相遇.两家相距多少米?

②小明和小英住在学校的东西方向,两家相距２１６０m,他们分

别同时从家到学校,小明每分步行７０m,比小英每分步行多５m.经

过几分两人在校门口相遇? (列式后用计算器计算)
教师:同学们,比较一下这两道题和前面两道题有什么区别?
学生交流后,独立解决问题.
反馈列式:①(７０－５＋７０)×１６;②２１６０÷(７０－５＋７０).
(４)题型变化练习.
教师:有的同学说相遇问题并不难,就怕“变”,有点变化就不会

解了.接下来,我们根据具体情境来研究如何解决问题,请大家一起

来寻找解决办法.
课件出示:

①两列火车分别同时从重庆和广州出发,相向而行,一列火车每

时行驶１４０km,另一列火车每时行驶１６０km,经过５时,两车还相距

１９７km.重庆到广州的铁路长多少千米?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反馈:

　(１４０＋１６０)×５＋１９７
＝３００×５＋１９７
＝１５００＋１９７
＝１６９７(km)
学生议一议:为什么这样列式? 能画线段图分析一下吗?
指名学生交流,教师小结.

②一辆货车早上６:００从重庆出发开往贵阳,每时行驶６５km;
一辆客车早上８:００从贵阳出发开往重庆,每时行驶６０km,当天上

午１１:００两车在途中相遇.重庆到贵阳的公路长多少千米?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随后集体交流,订正答案.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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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学生画线段图分析数量关系.
教师:重庆到贵阳的公路长度包括哪两部分? 你能根据线段图

说说吗?
学生１:包括货车先行驶的路程和后来货车、客车共同行驶的

路程.
学生２:还可以这样理解,包括货车行驶的路程和客车行驶的

路程.

学生反馈.
学生１:

　６５×２＋(６５＋６０)×３
＝６５×２＋１２５×３
＝１３０＋３７５
＝５０５(km)
学生２:

　６５×５＋６０×３
＝３２５＋１８０
＝５０５(km)

[点评:通过改变条件或问题的练习,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相遇问题的

结构特征和解题方法的理解,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教科书第８５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１)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教师:请大家翻开教科书第８５页,你能独立解决课堂活动第

１题吗?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教师:说一说,解决这两个问题要用到哪些基本数量关系?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小结.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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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追问:你解决问题的方法,愿和大家分享吗?
学生反馈解法:

①第(１)题.
学生１:

　(１２６０－３６０)÷(３６０÷４)

＝９００÷９０
＝１０(时)
学生２:

　４÷３６０×１２６０－４
＝１４－４
＝１０(时)
学生３:

　４×(１２６０÷３６０)－４
＝４×３．５－４
＝１４－４
＝１０(时)
学生４:

②第(２)题.
学生１:

　１２６０÷(３６０÷４＋８５)

＝１２６０÷(９０＋８５)

＝１２６０÷１７５
＝７．２(时)
学生２:
解:设经过x 时两车相遇.

３６０
４x＋８５x＝１２６０

９０x＋８５x＝１２６０
１７５x＝１２６０

x＝７．２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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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３:

２．课堂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８７~８８页练习二十一第１２~１４题.
[点评:为学生提供足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空间,让其积极主

动解决问题,是发展求异思维和促进每一个学生得到不同发展的有

效途径.]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复习了行程问题,你有什么收获?
[点评:行程问题是小学数学问题解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本节

教学设计突出了以下３个特点:一是联系生活实际复习行程问题.
每个环节都注意了数学问题与生活的联系,通过解决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让学生理解和掌握行程问题的结构特征和解决方法,有利于激

活学生的思维.二是注意渗透数学模型思想.教师通过不同方式,
引导学生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然后通过合作交流建立相遇问题的解

决模型,有利于学生熟练掌握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三是问题设计

注意螺旋上升.教学过程注意从简单的行程问题入手,让学生经历

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思维发展过程,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相应

的提高,品尝成功的喜悦.]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第１３课时　问题解决(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８３~８４页例２,第８５页课堂活动第２题,第８７页练习

二十一第６~８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掌握解决较复杂分数、百分数乘法问题的分析

思路与解决方法,能应用分数问题模型解决实际问题.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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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进一步体验分析该类问题的过程,感受模型思想和数形结合

思想,培养学生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等逻辑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

能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找单位“１”的量和分析数量关系.
教学难点:体会数量与分数的对应关系.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课件出示情境:王叔叔计划在今年十一国庆节乔迁新居,准备添

置一些家用电器.他周末来到电器城,听经理介绍,电器城最近采购

了一批家电:①彩电２００台;②冰箱２５０台;③洗衣机的台数是彩电

的
３
４

;④空调的台数比冰箱多６０％”

提问:根据经理的谈话信息,你能提出哪些有关分数、百分数的

问题?
学生回答后,教师导入课题:问题解决(三).
[点评:此环节通过教师创设情境,既激活了学生旧知再现,同时

也加强了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自主整理与复习

(１)课件出示.
思考:怎样解决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问题?

①从什么地方入手分析数量关系?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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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键是要先确定什么?

③怎样确定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教师:观看大屏幕,你能根据提示独立整理较复杂的分数、百分

数问题的结构特征和数量关系吗?
(２)学生自主整理.
学生在练习本上自主整理分数、百分数问题的结构特征和数量

关系,教师观察,帮助个别学生.
[点评:此环节通过问题的引导,让学生自主整理与复习分数问

题的结构特征和数量关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２．复习分数、百分数问题解决的数量关系

(１)引导学生分析数量关系.
课件出示:电器城新采购彩电２００台,洗衣机的台数是彩电的

３
４

,洗衣机有多少台?

教师:根据大屏幕显示的数学信息,结合自己的整理与复习,具
体说一说如何分析数量关系.

教师:谁是单位“１”的量? ３
４

所对应的量是谁?

学生:应该把彩电的台数看作单位“１”的量,３
４

对应的量是洗衣

机的台数.
教师:你是如何找单位“１”的量的?
学生:抓关键句找单位“１”,这个问题的关键句是“洗衣机的台数

是彩电的
３
４

”.

继续追问:从关键句中,你发现了什么数量关系?

学生:彩电的台数×
３
４＝洗衣机的台数.

教师:从这个问题中你还发现了哪些隐含的分数?
同桌先议一议,再指名学生发言.

８４２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案选





学生１:我发现洗衣机的台数是彩电的
３
４

.

学生２:我发现洗衣机的台数比彩电少
１
４

.

学生３:我发现彩电的台数比洗衣机多
１
３

.


[点评:此环节教师结合学生的自主整理,进一步完善学生对分

数问题中数量关系的分析策略,为下一步学生自主探索解决较复杂

的分数、百分数乘法问题夯实了基础.]
(２)练一练.

①电器城新采购冰箱２５０台,空调的台数比冰箱多６０％,空调有

多少台? 根据题中的数学信息,(　　)是单位“１”的量,６０％对应的

量是(　　),写出求空调台数的数量关系式是(　　).

②学校４月份用电１４００千瓦时,比３月份节约了
２
７

,３月份用电

多少千瓦时? 根据题中的数学信息,(　　)是单位“１”的量,(　　)

是(　　)的２
７

,４月份用电量是３月份的
(　　)
(　　),写出求３月份用电

量的数量关系式是(　　).

③学校开展课外兴趣活动.写作小组有学生３０人,数学小组人

数是写作小组的
５
６

,又是体育小组的
３
４

,体育小组有学生多少人? 根

据题中的数学信息,(　　)和(　　)是分别看作单位“１”的量,写出

一个等量关系是(　　).
学生独立完成,然后集体订正,最后教师归纳小结.
[点评:此环节学生通过自主分析和解决问题,加深了对如何找

单位“１”的量的理解,进一步巩固了分数、百分数问题的分析策略.]

３．复习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乘法问题

(１)教学教科书第８３~８４页例２.
教师:根据情境图中的数学信息,你能画出线段图进行分析吗?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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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试一试.
学生独立思考,画线段图.
教师:谁愿意上来在展示台上展示自己画的线段图? 并说说你

是怎样分析思考的.
学生汇报,展示自己画的线段图,随后教师小结:画图时要注意

有几个量,谁和谁比,谁是单位“１”的量.一般应把分数画在线段的

同一侧,数量画在线段的另一侧.便于找到数量与分数的对应关系.
教师:请大家根据线段图独立列式解答.
学生１:

　６３０－６３０×
２
５－６３０×

４
９

＝６３０－２５２－２８０
＝９８(km)
学生２:

　６３０×(１－
２
５－

４
９

)

＝６３０×
７
４５

＝９８(km)

提问:如果把题中的分数改为百分率,你能解决问题吗? 为

什么?
指名学生回答,教师小结:百分数问题和分数问题的解题思路

相同.
[点评:学生通过动手画线段图分析数量关系,进一步感受用线

段图分析数量关系的优势,既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有助于学生体验分析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２)完成教科书第８５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再交流解法.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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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解法１:

　(６００÷３０＋６００÷４０)×８÷６００
＝３５×８÷６００
＝２８０÷６００

＝
７
１５

教师:说说你解决问题的思路.
学生:
学生反馈解法２:

　(１
３０＋

１
４０

)×８

＝
７

１２０×８

＝
７
１５

教师:说说你解决问题的思路.
学生:我是把这批玩具任务用“１”来表示,然后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练一练(课件出示)

(１)电器城经理准备将一款售价４５００元的创维彩电优惠１５％卖

给王叔叔,王叔叔只带了４０００元,他的钱够吗?

(２)林场去年植树４５００棵,今年计划植树棵数比去年多
１
５

.今

年计划植树多少棵?

(３)工程队要修一条长３２００m 的公路,４月份修了全长的
３
８

,

５月份修了全长的４０％.还剩下多少米没有修?
(４)根据下面的信息,你能提出哪些分数、百分数问题,并解决.
王叔叔还准备添置新家具,他又来到家具城,热情的推销员向王

叔叔介绍:老款沙发售价３２００元,新款沙发售价３６００元,老款衣柜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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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２４００元,新款衣柜比老款衣柜贵
１
６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后,教师集体订正答案.

２．课堂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８７页练习二十一第６~８题.
[点评:练习设计既关注了学生综合应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培养,同时也关注了学生捕捉数学信息,发现和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用课件出示问题,学生交流发言.
(１)这节课我们复习了什么内容? 你有什么收获?
(２)在解决这类分数、百分数问题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
[点评:本节教学设计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注意体现学生主体

性.首先通过让学生自主整理回顾再现知识,再展示交流自己的整

理成果,唤起学生对问题解决所需要的思维策略和方法,有效地促进

了学生自主建构知识能力的发展.二是注意突出教学的重、难点.
在教学环节设计上,通过学生自主整理回顾知识,教师再紧紧围绕教

学目标与教学重、难点,引导学生排疑解难,完善知识结构,有效地加

强了对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三是精心设计课堂练习.本节内容主要是复习较复杂的分数、百分

数乘法的问题解决,为了帮助学生熟练掌握这类问题的解题思路和

方法,设计了有针对性的练习,有效地达成了教学目标.]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第１４课时　问题解决(四)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８４页例３,第８６页课堂活动第４题,第８７页练习二十

一第９,１０题.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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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掌握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除法问题的结构特

征和数量关系,能进一步体验用方程解决问题的分析思路与方法,正
确解决这类问题.

２．经历该类问题的分析解决过程,感受方程思想,体验问题解决

方法的多样化,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思维的

发展.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这类问题的解决思路和解决方法.
教学难点: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的乘法和除法问题的联系与

区别.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准备练习,导入课题

课件出示下列练习题.

１．填空

(１)４０kg的
５
８

是(　　);(　　)的５
８

是４０kg.

(２)周大伯家的果园里有梨树８０棵,苹果树１００棵.梨树棵数

是苹果树的(　　)％,苹果树棵数比梨树多(　　)％,梨树棵数比苹

果树少(　　)％.

(３)学校操场上,杨树棵数是柳树的
３
５

,(　　)是单位“１”的量.

柳树棵数是杨树的(　　),杨树棵数比柳树少(　　),柳树棵数比杨

树多(　　).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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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小强家的饲养场养有 １６０ 只鸡,养鹅的只数比鸡少
１
５

.

(　　)是单位“１”的量,要求鹅的只数的数量关系式是(　　　　),
列式是(　　　　　).

２．问题解决

(１)喜羊羊玩具厂去年１１月份生产玩具４０万件,１２月份生产玩

具的件数比１１月份多２５％.１２月份生产玩具多少万件?
(２)手机城新采购８２０部畅销手机,当天上午销售了这批手机的

２５％,下午销售了这批手机的
２
５

.当天新采购的畅销手机销售了多

少部?
(３)腾飞工业园区去年下半年完成投资１８亿元,比上半年完成

投资多
１
５

.去年上半年完成投资多少亿元?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订正答案,通过第(３)小题导入课题.
[点评:此环节学生通过准备练习,既能有效地巩固前面的复习

内容,又能激发学生的复习兴趣和探索欲望.]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复习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除法问题

(１)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８４页例３.
(２)学生自主解决问题.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３)展示交流解法.
教师:这道题中,谁是单位“１”的量?
学生:全部零件个数是单位“１”的量.
教师:你能根据题中的数学信息,列出一个数量关系式吗?

学生１:全部零件个数－全部零件×
４
９＝还剩的零件个数.

学生２:全部零件个数×(１－
４
９

)＝还剩零件个数.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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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追问:你能用线段图分析题中的数量关系吗?
学生自主画线段图,然后指名学生在展示台上展示,师生互动

点评.
教师:根据大家的分析,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单位“１”的量不知道.
教师:那我们应该怎样列式解决这类问题呢?
反馈１:

　２５÷(１－
４
９

)

＝２５÷
５
９

＝４５(个)
答:这批零件一共有４５个.
反馈２:
解:这批零件一共有x 个.

　　　　　　　　x－
４
９x＝２５

５
９x＝２５

　x＝４５
答:这批零件一共有４５个.

教师:列方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找等量关系)

教师:如果把题中分数“４
９

”改成百分数,你能解决吗?

学生:能,解题思路和方法与例３完全相同.
(４)自主整理这类问题的解题关键和方法.
教师:通过解决例３的问题,请你将这类问题的解题关键和方法

整理在练习本上,再与同学交流.
学生自主整理,教师进行个别辅导,然后指名学生回答.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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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１:我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是正确判断谁是单位“１”
的量.

学生２:解决方法可以根据题意,用除法计算或列方程解决.

教师归纳小结.
[点评:此环节学生通过自主分析与解决问题,和与他人合作交

流解决问题的方法,进一步掌握了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除法问题的

解题思路和方法.]

２．对比复习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乘、除法问题

(１)课件出示练习.

①人民小学学生食堂运来８００kg大米,已经吃了
２
５

,还剩多少

千克大米?

②人 民 小 学 学 生 食 堂 运 来 一 批 大 米,已 经 吃 了
２
５

,还 剩 下

４８０kg.这批大米共有多少千克?

③向阳养猪合作社５月份出栏肥猪１２００头,６月份出栏肥猪头

数比５月份多２５％.６月份出栏肥猪多少头?

④向阳养猪合作社５月份出栏肥猪１２００头,比６月份出栏肥猪

头数多２５％.６月份出栏肥猪多少头?
学生独立完成,随后教师集体订正答案.
(２)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乘、除法问题的联系与区别.
教师:结合刚才的练习,你能说说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乘、除法

问题的联系和区别吗? 先与同桌议一议,再举手发言.
学生１:解决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乘、除法问题,首先,我们要正

确判断谁是单位“１”的量.
学生２:还要理清数量与分数或百分数的对应关系.
学生３:如果单位“１”的量是已知的,我们可以直接用乘法计算;

如果单位“１”的量没有告诉我们,就用除法计算或列方程解决.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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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根据学生回答,适时归纳小结.
[点评:此环节学生通过对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乘、除法问题的

对比练习,进一步弄清了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乘、除法问题的联系

与区别,有助于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完成教科书第８６页课堂活动第４题

(１)学生自主解决问题.
(课件出示)根据下面的线段图编一个数学问题,并与同桌交流.

教师:请同学们根据大屏幕上的线段图,联系生活实际,独立思

考编一个数学问题.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学生１:妈妈从超市买了一些水饺,吃了
２
３

,还剩下３００g,妈妈一

共买了多少克水饺?

学生２:小刚从家到学校,走了
２
３

,这时距学校还有３００m,他家

到学校的路程有多少米?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练一练(课件出示)

(１)学校开展阳光大课间活动,在操场上跳绳的学生有１２０人,

打羽毛球的学生人数比跳绳的少
１
４

.操场上打羽毛球的学生有多

少人?

(２)一辆汽车从重庆开往武汉,已经行驶了全程的
２
５

,这时汽车

距重庆４２０km,距武汉多少千米?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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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学校在开展为贫困儿童捐书的活动中,六年级捐书１５０本,
比五年级捐书的本数多２０％.两个年级一共捐书多少本?

(４)小刚阅读一本故事书,已经阅读页数和剩下页数的比是１∶３,如
果再阅读３６页,正好阅读了全书的一半.这本故事书共有多少页?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随后集体订正.

２．课堂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８７页练习二十一第９,１０题.
[点评:及时设计有针对性的练习,进一步巩固了复习内容,加深

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这节课我们一起复习了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乘、除法问

题,你有什么收获想与大家分享吗? 还有什么疑问需要大家帮助吗?
学生交流发言,教师适时补充完善.
[点评:本节教学设计重点关注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凸显了

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注意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学生独立解决

问题的基础上,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对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问题的解题

思路和方法进行分析总结,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二是

注意沟通知识间的联系.对于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数乘、除法问题,学
生容易混淆不清,为了让学生弄清它们的联系与区别,课堂上通过对比

练习、讨论、交流等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学生辨析能力的发展.三是注

意学生反思意识的培养.让学生反思提炼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对
数学思想方法和学习策略有所感悟,不仅能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

掌握,而且能培养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第１５课时　问题解决(五)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８４页例４,第８６页课堂活动第３题,第８７页练习二十一第

１１题.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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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掌握本金、利息和利率的含义,体会本金、利息、
利率和时间的关系.

２．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利息的计算方法,会正确计算存款利息,进
一步感受数学模型思想,培养学生信息交流和处理能力.

３．经历解决生活中问题的过程,让学生感受数学与实际生活的

紧密联系,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科学理财意识.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能正确熟练地计算有关利息问题.
教学难点:体会本金、利率、利息和时间的关系.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教师:今天早上,老师拿着平时积攒下来的５０００元钱走进了我

们镇上的农业银行,打算存上两年.没想到,营业员的一番问话把老

师给难住了,大家想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吗?
(播放录音)营业员:先生,您好! 我们这儿有两种储蓄方式:一

种是整存整取两年期,年利率是３．７５％;另一种也是整存整取,先存

一年,年利率是３．２５％,第一年到期时再把本金和利息取出来合在一

起,再存一年.请问:你选择哪一种?
教师:我当然是想选择利息多一些的那种存款方式,可究竟哪种

方式得到的利息会多一些呢? 老师把这个问题带进了今天的课堂,
想请大家帮忙参谋参谋,你愿意吗?

板书课题:问题解决(五).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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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创设学生感兴趣的生活情境问题作为复习导入,激发了

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热情,为引出本节课的复习内容做准备.]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复习与利息相关的问题

(１)学生自主整理.
教师:要想帮助老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相关的银行储蓄知识,

肯定是不行的.下面将你知道的有关银行储蓄的知识和同桌交流一

下,可以围绕老师提出的４个问题进行.
多媒体课件出示问题:

①你知道有哪些主要的存款方式?

②你能举例说明什么是本金和利息吗?

③什么是利率?

④怎样求利息?
教师根据每组交流的情况给予相应的评价,并和学生共同整理

储蓄的相关知识,形成知识体系.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教师:你知道有哪些主要存款方式?
学生回答,教师做如下板书:

存款方式

活期

定期

整存整取

零存整取



ì

î

í

ïï

ïï

{

教师:你能用自己的话说说它们的意思吗?
学生交流,教师引导补充.
教师:你能说说什么是本金,什么是利息吗?
学生１:本金就是存入银行的钱.
学生２:利息就是取款时银行多付的钱.
教师:什么是利率?
学生:利率就是利息与本金的比值.
教师:我们国家的存款利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的.根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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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经济的发展变化,利率也会做相应调整.利率有按年计算,也
有按月计算.

教师:你能把自己知道的其他有关银行储蓄的知识介绍给大

家吗?
小组合作讨论,然后集体交流.
教师根据学生交流,做一些简要板书和解释说明.

２．复习利息的计算方法

(１)利息计算公式.
教师:利息应该怎样计算呢? 要求利息,需要知道哪些数据?
学生:我们可以应用“利息＝本金×利率×时间”来计算利息.
教师板书:利息＝本金×利率×时间.
(２)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８４页例４.
教师:根据提供的信息和老师提示,请你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

方法.
学生独立完成,指名学生板演.
学生反馈:

　８０００＋８０００×３．７５％×２
＝８０００＋６００
＝８６００(元)
答:到期可得本金和利息共８６００元.
[点评:本环节让学生从问题解决中进一步体会什么是利息、利率、

本金等,掌握利息的计算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３．探索解决问题

教师:你现在能帮老师算一算刚才遇到的问题吗?
学生独立探索完成,然后在小组内讨论,最后集体交流.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学生反馈:
(１)５０００×３．７５％×２
＝１８７．５×２
＝３７５(元)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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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００×３．２５％×１
＝１６２．５×１
＝１６２．５(元)

　(５０００＋１６２．５)×３．２５％×１
＝１６７．７８１２５×１
≈１６７．７８(元)

１６２．５＋１６７．７８＝３３０．２８(元)
得出结论:第一种存款方式获得利息更多一些.
教师: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课间老师就将这笔钱按第一种方

法存入银行.
[点评:通过应用百分数知识解决生活中存款利息问题,有助于

学生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也有助于学生从小养成科学理财的

习惯.]

４．完成教科书第８６页课堂活动第３题

(１)学生自主解决问题.
(课件出示)大众商场卖了２００台这样的播放器,共获利多少元?

教师:大家会解决大屏幕上的问题吗? 请你独立思考,完成在练

习本上.
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２)教师引导,学生展示交流.
提问:“七折销售”是什么意思?

学生１:“七折”就是
７
１０

,也就是７０％.

学生２:“七折销售”,就是按原价的７０％销售.
提问:根据“打折后,每台的利润相当于原价的１０％”这句话,你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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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谁是单位“１”的量?
学生:原价.
追问:题中告诉了原价吗? 应该怎样去求原价呢?
学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可以用折后价除以７０％求得原价.

学生反馈解答:
学生１:

　３５０÷７０％×１０％×２００
＝５００×１０％×２００
＝５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元)
学生２:

　３５０÷７０％×２００×１０％
＝５００×２０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元)


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练一练

(１)小红的妈妈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把１２０００元存入银行,整存

整取２年.如果年利率按３．７５％计算,到期时她可获得本金和利息

共多少元?
(２)去年３月１２日,光明小学师生共植树４００棵,结果有１２棵

没有成活.求这批树的成活率.
(３)潼城酒楼１１月份的营业额是４５万元.如果按营业额的５％

缴纳营业税,这个酒楼１１月份应缴纳营业税多少元?
(４)小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把积攒的零花钱５００元存入银行,整

存整取一年,准备到期后把利息捐赠给“希望工程”,支援贫困地区的

失学儿童.如果年利率按３．２５％计算,到期时小华可以捐赠给“希望

工程”多少元?
３６２

五、总复习





(５)去年国庆期间,正兴超市以“打九折”的措施优惠,大众超市

以“满１００元送１０元购物券”的形式优惠.张阿姨打算花５００元购

物,她到哪家超市购物更划算?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随后集体订正.

２．课堂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８７页练习二十一第１１题,教师另酌情补充.
[点评:学生通过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经历分析与解决问题

的过程,既有助于学生巩固问题解决的方法,也有助于学生积累解决

问题的经验.]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复习,你有什么收获?
[点评:本节内容主要是复习运用百分数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

题.本节教学设计凸显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注意培养学生的数学

应用意识.此环节设计通过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对生活中问题

的探索欲望;教师引导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
助于学生在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中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二是注意培

养学生科学理财意识.学生通过应用百分数知识解决情境中的实际

问题,对比分析存款方式不同所带来的收益不同,有助于培养学生从

小养成科学理财的习惯.三是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教学中注重将

数学问题生活化,再将生活经验数学化,让学生在整理、讨论、交流和

反思等学习活动中和在现实情境中体验、理解数学,感受数学与生活

的紧密联系,进而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第１６课时　问题解决(六)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８５页例５,第８８页练习二十一第１５,１６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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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折扣的含义,知道折扣在生活中的广泛应

用,能正确熟练地解决折扣问题.

２．结合丰富的生活情境,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体

会折扣问题和百分数问题的内在联系,促进学生完善知识结构.

３．让学生经历从数学角度思考问题,并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的过程,培养学生合理决策、科学消费的习惯.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沟通折扣问题与百分数问题的内在联系.
教学难点:选择合理的方法解决有关折扣的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练习本.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假期时你一定跟随爸妈逛过商场或外出旅游过

吧,你看见过商场的促销广告牌上写着什么吗? 景区门票售票处又

有什么广告呢?
学生１:我陪妈妈逛过商场,看见商场促销广告牌上写着某些商

品打折优惠,如一家商场的电器是“九折优惠”.
学生２:爸妈带我出去旅游,发现景区也在搞优惠活动,门票打

折,我们去的景区门票是“八折优惠”.

教师:刚才大家说到的打折,又叫打折扣,是商家常用的一种促

销手段.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复习折扣问题.
板书课题:问题解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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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从学生身边感兴趣的事入手,引出折扣问题,既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又为下一步复习做好了铺垫.]

二、自主整理,展示交流

１．复习折扣相关知识

(１)折扣的意义.
教师:五一小长假时,老师来到手机商城准备买一部手机,发现

他们在搞促销活动.有一款手机价签上写着:“原价２５００元,现价

２０００元,八折优惠.”从价签上,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 “八折优

惠”是什么意思?

学生:“八折”就是
８
１０

,也就是８０％;“八折优惠”就是按原价的

８０％销售.
教师:如果是按“八五折优惠”又是什么意思? “七折优惠”呢?
(２)原价、现价和折扣之间的数量关系.
教师:原价、现价和折扣之间有什么关系?
学生先在小组内议一议,随后教师指名学生回答.
学生１:原价×折扣＝现价.
学生２:现价÷原价＝折扣.
学生３:现价÷折扣＝原价.
(３)(课件出示)练一练.

①一台电脑现价是原价的９５％,这台电脑是打(　　)折销售.

②十一国庆期间,房地产开发商推出“九八折优惠购房活动”,他
们是按原价的(　　)％销售.

③体育用品商店里一种篮球的原价是４８元/个,打八五折促销,
现价是(　　)元/个.

④新华书店在六一儿童节搞促销活动,有一套“小学数学文化”
丛书打七折后售价１０５元,这套丛书的原价是(　　)元.

⑤小强和爸爸到商场准备买一辆自行车,小强看上的一款自行

车售价１６０元,他们通过与售货员商量,最后花了１２０元买到了.这

款自行车打的(　　)折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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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先独立解决问题,然后同桌交流解题思路,最后集体订正

答案.
[点评:教师通过问题情境,复习折扣的意义,沟通折扣与百分数

的内在联系.同时通过及时练习,进一步巩固了已学知识,为下一步

解决较复杂的折扣问题奠定了基础.]

２．复习折扣问题

(１)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８５页例５.
(２)学生自主解决问题.
教师:请大家观看大屏幕,你能独立解决这个问题吗? 如果遇到

什么疑惑可以请周围的同学或老师给予帮助.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教师课堂观察,进行个别辅导.
(３)展示交流.
教师:如果按方式一,需要多少费用?
学生反馈:

１２０×５０％×４＝２４０(元)
追问:如果按方式二呢?
学生反馈１:
我是按１人持券免费,另带３人的方式计算:１２０×８０％×３＝

２８８(元).
学生反馈２:
我是按２人持券免费,另带２人的方式计算:１２０×８０％×２＝

１９２(元).
教师:通过大家的计算,你建议他们怎样使用优惠券最省钱?
学生回答:按方式二中的２人持券,另带２人的方式使用优惠券

最省钱.
教师:解决这个问题时你是怎样想的? 有什么收获? 请在小组

内交流.
学生讨论交流,教师参与活动.
[点评:此环节学生通过应用折扣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一

步加深了对折扣知识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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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练习,内化知识

１．练一练

(１)梁老师周末逛街,经过一家服装店时看见一条广告:“儿童服

装一律对折.”“对折”是按原价的(　　)％优惠;经过新华书店时看

见一条 广 告:“少 儿 课 外 读 物,全 场 八 折.”“八 折”是 按 原 价 的

(　　)％优惠;经过皮鞋城时看见一条广告:“惊爆价:皮鞋六折优

惠,有会员卡的顾客再享受折上折———九八折.”有会员卡的顾客是

按原价的(　　)％优惠.
(２)赵叔叔准备在五一节购买一台彩电.他在美美电器城看中

一台标价４３００元的彩电,商场推出的节日促销活动是彩电“一律八

五折优惠”.这款彩电在宁宁电器城的标价也是４３００元,而商场推

出的促销活动是购买彩电“满５００送１００”.在质量都得到保证的情

况下,他到哪家电器城购买更合算?
(３)蒋老师要购买２４０本单价是１．２元的作业本,３家文具店以

不同的方式促销.

喜羊羊文具店:
一律九折优惠. 　

熊大文具店:
满１０本赠２本. 　

丑小鸭文具店:
满１００元送２０元.

请你帮忙选择一下,他去哪家文具店购买最省钱?
学生先独立解决问题,然后小组讨论交流,最后教师集体点评、

订正答案.

２．课堂作业

完成第８８页练习二十一第１５,１６题.
[点评:结合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将学生的学习活动建立在已有

的知识经验基础上,突出了练习的时效性.同时通过问题解决,有助

于学生进一步体验数学的应用价值.]

四、回顾反思,总结深化

教师:大家回忆一下,打折是什么意思? 一件商品的现价、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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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折扣之间有什么关系? 通过解决生活中的折扣问题,你有什么

收获?
学生发言,教师适时补充完善.

五、课后作业

１．调查自己家附近的商场或超市,收集商品打折的信息,提出问

题并解答.

２．商场有一款格力空调,进价７０００元,现标价８５００元.如果你

是这家商场的经理,会设计一条怎样的打折广告进行促销呢?
[点评:本节内容主要是复习关于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折扣问

题.本节教学设计凸显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注意突出学生的主体

地位.折扣问题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教学中注意联系生活实际创

设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自主学习数学,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感
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二是注意沟通折扣

和百分数的内在联系.通过具体的生活情境,让学生理解折扣的含

义,感受折扣问题和百分数问题的联系,进一步完善学生的认知结

构,促进了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三是注意帮助学生积累解决问题

的经验.学生在经历自主解决问题、讨论交流解题思路的过程中,从
数学角度对比分析问题,做出合理决策,有利于学生从小养成合理消

费的习惯.]
(重庆市潼南县玉溪小学　周汝平)







 

图形与几何

第１课时　平面图形的认识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９０页平面图形的知识,第９０页课堂活动第１~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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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５页练习二十二第１~４题.

【教学目标】

１．回顾并牢固掌握平面图形的基本特征,明确概念间的区别和

联系.

２．把握平面图形间的相互联系,进行完整的知识建构,培养学生

的空间观念.

３．在整理复习中运用分类整理的方法,培养学生对比分析、归纳

整理的能力,在小组活动中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掌握平面图形的特征及联系,明确概念间的联系和区别.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图形卡片(一面写有图形名称).

【教学过程】

一、游戏竞猜,复习图形特征

１．谈话引入

教师:小学阶段,我们认识了很多平面图形,下面请大家来猜猜

老师出示的是什么平面图形,并说出你的理由.

２．猜测

教师出示平面图形(用一张纸遮住大部分图形,只露出平面图形

的一角),请学生猜测并说明理由.
(１)只露出一个直角.
学生猜测:可能是长方形、正方形、直角三角形、直角梯形.让学

生根据图形特征说明理由.
揭示答案,并将图形贴在黑板上(展示有名称的一面,下同).
(２)只露出一个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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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猜测:可能是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平行四

边形、梯形.让学生根据图形特征说明理由.
揭示答案,并将图形贴在黑板上.
(３)只留出一个钝角.
学生猜测:可能是钝角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让学生根据

图形特征说明理由.
揭示答案,并将图形贴在黑板上.
(４)露出圆的一部分.
学生猜测并说明理由.
揭示答案,并将图形贴在黑板上.
教师肯定学生的表现,并将刚才提到的其他平面图形贴在黑板

上,并补充线段、直线、射线.
教师:看来大家还记得以前学过的平面图形,我们从今天开始对

平面图形进行复习.
板书课题:平面图形的认识.
[点评:对图形特征的充分知觉训练是儿童开展几何学习的重要

手段.本课通过“看部分猜图形”的游戏活动引导学生仔细观察,独
立思考,主动探索,在猜测、比较中回忆图形特征,复习图形性质,积
累几何经验.]

二、合作交流,明晰图形关系

１．小组活动

教师:这些图形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我们给黑板上的图

形编上号,请大家先独立思考,再在小组中动手整理(只写编号),写
在作业本上.

学生独立思考后,小组内交流合作整理.选一组上台板演.

２．汇报交流

请上台整理的小组展示结果,并说明依据,其他小组发表意见,
争论辨析、补充修正、共同建构,形成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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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交流辨析

教师肯定学生的表现,并适时追问,引导学生交流辨析.
(１)这些图形的“边”可以分成哪几种情况? (直的和曲的)
(２)这几个图形的边其实都是线段,直的线除了线段,我们还学

了哪些知识? (直线、射线)
(３)如果两条直线在同一平面内,它们有几种位置关系? (相互

平行、相互垂直)
(４)这些平面图形的角分别叫什么名字呢? 它们的大小是怎么

规定的? 请按度数的大小给它们排排队.
(５)三角形可以怎样分类呢? (按角分为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

形、锐角三角形,按边分为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不等边三角形)
(６)四边形怎样分类呢?
教师在追问中引导学生思考,并用课件展示订正结果.在三角

形的分类和四边形的分类中着重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得出下面的

知识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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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环节通过独立思考、合作交流、深入辨析等方式,引导

学生对平面图形进行对比、分类、辨析.通过分类讨论,引导学生对

图形的共性和特性进行对比和归纳,以便更清楚地认识图形特征,区
别不同图形的特性,从而完整地建构知识体系.]

三、练习应用,完善知识建构

１．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９５页练习二十二第１题

注意:第(５)小题,对平行四边形是否为轴对称图形的讨论是难

点,教师可借助实物演示;第(６)小题,注意辨析“面积相等”不一定

“形状相同”.

２．完成教科书第９０页课堂活动第１~３题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交流订正.

３．课堂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９５页练习二十二第２~４题.
[点评:以上练习及时检查了学生对平面图形相关概念的掌握情

况,同时检查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语言表达、实际运用方面的情况.]

四、自主总结,明晰经验方法

教师:回想一下,今天这节课我们经历了哪些知识复习整理的过

程? 你还有什么问题?
在学生的提问中教师引导思考:小学阶段我们只研究了平面图

形中一小部分规则的平面图形,其余的平面图形在今后的学习中将

会学习.(同时在梯形和圆的下面打上省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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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节课的教学通过让学生观察想象、动手操作、分类对比

等多样化的方式复习梳理平面图形相关概念,整体建构知识,培养空

间观念.具体有如下特点:一是关注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积极参

与.本课教学,通过让学生开展游戏,进而引入知识的复习、整理,充
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唤醒了学生对平面图形知识的原有储

备.二是渗透数学思想,促进知识理解辨析.在教学中注意体现抽

象、分类、概括等数学思想,让学生在积极参与数学活动的过程中,通
过独立思考、合作交流逐步感悟数学思想.三是注重复习方法的引

导,促进复习经验的积累.本课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完整经历了“知
识回顾———分类整理———巩固运用”的数学活动过程,沟通了知识横

向、纵向的联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网络结构,促进了数学活动

经验的积累.]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徐蕾)

第２课时　平面图形的周长与面积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９１页内容,第９１~９２页课堂活动第１,２题,第９５~
９７页练习二十二第５,７,１０~１４题,思考题.

【教学目标】

１．通过整理,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周长、面积的含义,进一步了解

长度、面积计量单位的实际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２．进一步理解周长、面积的意义,把握平面图形的周长、面积计

算公式之间的联系,感悟转化的数学思想.

３．通过直观演示和实际操作,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感受数学学

习的乐趣.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进一步理解周长和面积的含义,理解公式间的联系.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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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理解公式间的联系,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圆的图

片,能用于书写周长、面积公式的条形黑板纸.
学生准备:直尺.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揭示课题

教师:前面我们重新认识了平面图形,回顾了特征并梳理了关系,
由于这些图形都有大小,所以我们一般用周长和面积来度量和描述图

形的大小.你还记得周长和面积的含义吗? 不同图形的计算公式间又

有什么联系呢? 这节课我们就来复习平面图形的周长和面积.
板书课题:平面图形的周长和面积.
[点评:开门见山,直入课题,交代了复习的原因,明确了复习的

内容要求,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内驱力.]

二、合作整理、梳理辨析

１．复习周长、面积概念

(１)出示平面图形的图片,结合图形或教室中的实物请学生指出

周长,并说说什么是平面图形的周长.

①学生上台操作,同桌互说:什么是平面图形的周长?

②教师梳理:围成一个图形的所有边长的总和叫作这个图形的

周长.

③计量周长的单位有哪些? 它们相邻单位间的进率是多少?
(２)结合平面图形或教室中的实物请学生通过触摸,感受它们的

面积.

①学生上台操作,同桌互说:什么是平面图形的面积?

②教师梳理:物体的表面或围成的平面图形的大小,叫作它们的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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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计量面积的单位有哪些? 它们相邻单位间的进率是多少?
(３)通过实例感知周长、面积的区别.

①学生操作,指出教科书封面或课桌面的周长和面积.

②说一说周长和面积有什么区别.

③教师梳理:周长是指围成一个图形的所有边长的总和,是一条

线的长度,它应使用长度单位.面积是指物体的表面或围成的平面

图形的大小,它应使用面积单位.
[点评:通过实例和操作对两个概念进行再认、比较、辨析,夯实

了基础,便于后面知识的有效建构.]

２．自主整理周长、面积计算公式

(１)整理我们研究过的平面图形的周长和面积计算公式,写在作

业本上.
教师:平面图形的周长可以用单位长度的线段来测量,平面图形

的面积可以用单位面积的小正方形来测量.根据平面图形各自的特

点,我们总结出了度量周长和面积比较快捷的方式,即计算公式.
(２)自主整理,组内交流.
学生独立整理后在四人小组内交流、订正.组内分工,做好汇报

准备,教师巡视指导.
(３)小组汇报,全班梳理.
小组上台汇报,用展台展示,并在对应图形的下面贴出对应的周

长、面积公式.(用条形黑板纸)
[点评:教师大胆放手,通过学生自主整理、交流订正、全班展示,

完成了教学任务,提高了学生的独立学习整理能力,加强了合作意

识,锻炼了数学表达能力.]

３．回忆公式推导过程,梳理公式间联系

教师:想一想,这些平面图形的面积公式是怎样推导出来的? 它

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学生独立思考后,辨析交流,教师适时追问,引导思考.
(１)回忆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公式推导过程.
教师引导思考,并用课件展示推导过程:长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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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数方格或摆小正方形的方式推导出来的,它是图形面积计算公

式的基础.正方形可以看作长和宽相等的长方形.(移动黑板上对

应的图形和公式纸片,打上箭头)
(２)回忆平行四边形和圆的面积公式推导过程.
教师引导思考,并用课件展示推导过程:平行四边形可以通过割

补平移转化成长方形,圆也可以通过分割转化成平行四边形.这两

种图形面积的研究,都是转化成之前学过的长方形或平行四边形来

推导的.(移动黑板上对应的图形和公式纸片,打上箭头)
(３)回忆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公式推导过程.
教师引导思考,并用课件展示推导过程:在研究三角形的面积

时,我们是把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来进行推

导的;在研究梯形的面积时,我们也是把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拼成一

个平行四边形来进行推导的.也就是说,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的研

究,都是转化成之前学过的平行四边形来推导的.(移动黑板上对应

的图形和公式纸片,打上箭头)
(４)归纳提升.
教师:我们在学习很多数学新知识时,都是把新知识转化成学过

的旧知识来进行研究的,这种思想是数学上非常重要的转化思想,在
今后的学习中还会经常用到.

[点评:教师大胆放手,问题导思,引导学生寻求知识间的联系,
完整建构知识网络,同时深入体会转化的数学思想,提高数学学习

能力.]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升

１．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９１页例２图片

教师:请大家求出它的面积.
学生:求不出,差条件.
教师:计算这个图形的面积需要知道哪些条件?
学生:底和高.
教师出示不对应的底和高,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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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讨论,得出必须量出对应的底和高,才能算出平行四边形的

面积的结论.
学生自主量出例２图中对应的底和高,计算出面积.教师展示

计算面积的两种情况.

２．完成教科书第９１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交流订正.

３．完成教科书第９７页练习二十二第１０题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交流订正.

４．完成教科书第９２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学生独立思考,完成后汇报订正.
学生可能出现多种画法,教师在组织汇报时适时追问、比较,引

导学生梳理出两种比较快捷正确的画法:(１)两个图形等底,三角形

的高是平行四边形高的２倍;(２)两个图形等高,三角形的底是平行

四边形底的２倍.

５．完成教科书第９６页练习二十二第７题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交流订正.

６．完成教科书第９５页练习二十二第５题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交流订正.

７．完成教科书第９７页练习二十二第１１~１４,思考题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交流订正.
第１４题,通过计算发现３个图形周长一样,面积不同,其中圆的

面积最大,长方形的面积最小.实际上,长方形、正方形和圆只要周

长相等,圆的面积一定最大,长方形的面积一定最小.
思考题,可假设a、b、c分别表示３个小圆的直径,那么大圆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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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就是a＋b＋c的和,蚂蚁甲爬过的蓝色路线正好是３个小圆的周长

和,也就是a×π＋b×π＋c×π,也就是(a＋b＋c)×π,所以蚂蚁甲

和蚂蚁乙爬过的路线一样长.
[点评:本环节将基础练习和操作变式练习相结合,既检查了学

生知识掌握情况,又引导学生学会辨析思考,寻求本质,沟通了知识

间的联系,有效地建构知识.]

四、反思总结

教师:这节数学课你有什么收获? 你还有什么问题?
[点评:本节课的教学有如下几个特点:一、“问题是数学的心

脏.”教学中教师以问题为导引,让学生在独立思考、组内交流、全班

展示的过程中解决问题、辨析梳理,完整建构知识.二、本课在教学

中通过实物举例、课件演示、绘图操作、错例辨析等,同时结合观察思

考和对比分析,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明形象,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数

学,有效地建构知识.三、在面积公式的复习梳理中注重沟通联系,
追根溯源,便于学生认清概念本质,建构正确的概念内涵.]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徐蕾)

第３课时　图形与位置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９２~９３页例３,第９４页课堂活动第１题,第９６页练习

二十二第６题.

【教学目标】

１．总结并进一步掌握用数对、方向与距离描述位置的方法,渗透

直角坐标的知识和数形结合思想.

２．复习比例尺的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估测能力,积累测量

经验.

３．通过现实的数学活动,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方位知觉,发展空间

观念.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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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

掌握用数对表示位置的方法;能根据示意图准确地描述物体的

位置.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数学书、展示平台.
学生准备:直尺、量角器.

【教学过程】

一、开展游戏,引入新课

教师:同学们快毕业了,暑假打算出去旅游吗? 当你来到一个陌

生的地方,根据示意图确定目的地的位置很重要哟! 还记得怎样确

定一个物体的位置吗?
引导学生回忆:
(１)用数对确定物体的位置.
(２)根据方向和距离来确定物体的位置.
教师:好,今天咱们就来复习一下图形与位置.
板书课题:图形与位置.
[点评:针对六年级学生即将毕业的实际情况,自然引入课题,使

学生对学过的知识仍然有新鲜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复习比例尺并应用

１．出示教科书第９２页例３主题图

教师:这是幸福村的平面示意图,从图上你能初步得到什么

信息?
学生观察后发表意见.(有地名、公路、河流、方格图上标出的

数、正北方向的示意、比例尺)
教师:这是个什么比例尺? (线段比例尺)还有什么比例尺? (数

值比例尺)你知道这个比例尺的具体含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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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同学们拿出直尺,量一量图中的方格,再次体会这个比例尺的

具体含义.

２．应用

解决教科书第９３页例３的第(４)小题“算一算”.
[点评:通过情境图,让学生得到信息,培养了学生观察能力.通

过实际操作,使学生进一步理解比例尺的实际含义.]

三、复习用数对表示物体位置的方法

１．想一想,说一说

教师:如果让你们比较简洁地描述出图中各个地方的位置,你会

用什么方法来表示呢? (数对)对了,我们在四年级下学期学习了数

对的知识.
同桌两位同学说一说图中各个地方的位置怎样用数对表示.
反馈:每个地点请学生说一说.

２．小结方法

学生小结用数对表示物体位置的方法.
教师梳理:在方格图中,横着叫行,竖着叫列,简称“横行竖列”.

我们用数对表示点的位置时,先看是第几列,用一个数表示,再看是

第几行,然后用一个数表示,中间用逗号分开,最后用小括号括起来,
这就是数对.咱们今后读中学时还要继续学习这个知识点!

３．填一填

学生独立完成教科书第９３页例３的第(３)小题,进一步巩固用

数对表示位置的知识.
[点评:“横行竖列”这４个字,简洁准确地描述了学生非常容易

混淆的行与列.教师通过梳理,使学生进一步明确用数对表示位置

的基本方法,注意再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复习用方向和距离描述物体位置的方法

１．回忆、小结,落实方法

教师:现在我们以幸福村的村委会为中心,你能说说学校在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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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哪个方向吗?
通过学生的发言,教师引导学生回忆用方向和距离来描述学校

的位置.
教师梳理:在叙述某一个物体的具体位置时,首先要看清楚以什

么物体为观察的中心,然后根据图中标出的正北方向确定该物体在

中心的哪个方向(有时还要用量角器量出角度);再用直尺量出图上

距离,根据比例尺计算出实际距离,这样就可以准确地描述这个物体

的具体位置了.
以村委会为中心,让学生说一说工厂、养殖场、村长家、兰兰家、

冬冬家、种植园、排灌站分别在村委会的哪个方向.

２．逐步深入,体会相对变化

教师:那反过来,村委会在学校的哪个方向呢?
通过学生发表意见,明确现在是以学校为中心.让学生逐个说

出村委会分别在图中其他地点的哪个方向.
教师:刚才我们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例３的第(１)小题,对比这两

组答案,你们发现了什么? (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不变,但方向刚好

相反)

３．拓展、开放、灵活解决问题

教师:现在从村委会出发,沿着公路走,怎样走可以到种植园呢?
你能具体描述一下路线吗? (规范学生用方向和距离准确地描述,并
明确在移动过程中中心在发生变化)从村委会出发到工厂怎么走呢?
(注意:现在没有说明是走公路,学生如果很有创意地想到河中有船

而走直线距离也是可以的.只要方向与距离正确,其他路线都可以)
拓展、开放:请学生自己选起点和终点描述一下路线,写在作业

本上并小组内交流.
[点评:通过学生回顾、教师梳理到实际演练,使学生较好地巩固

了用方向和距离来描述两个物体的相对位置的方法.在方法的梳理

上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同时,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注意了

解决问题的灵活性.]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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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学生独立完成教科书第９６页练习二十二第６题.
因为没有方格图,教师要注意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适时指导从

百货大楼出发到少年宫时要以百货大楼为中心,画出东、南、西、北四

个方向,并用量角器量出角度.
[点评:本节课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注意根据复习的难易

度对教科书内容进行了重组,体现了教师的因材施教思想.二是教

学中重视对学生学法的指导,注意有条理地梳理所学知识.三是重

视对学生数学情感的培养,始终如一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徐蕾)

第４课时　图形的运动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９３页例４,第９４页课堂活动第２,３题,第９６页练习二

十二第８,９题.

【教学目标】

１．通过复习,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图形平移、旋转、轴对称,感受

３种运动形式的特点,会按要求在方格纸上展示图形的平移、旋转、
轴对称.

２．结合图形的运动与想象,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感受几

何图形蕴藏的美,培养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与情感.

【教学重、难点】

根据实际情况画出运动后的图形.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展示平台.
学生准备:空白格子图、尺子、圆规等做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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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图片欣赏,引入新课

用多媒体课件播放图片.(教师提前收集或制作一些体现图形

变换的图片,如:商标、广告、国旗、美术作品、建筑照片等)
教师:大家在欣赏图片的同时,发现里面有哪些图形运动的知

识呢?
引导学生观察并归纳:(１)平移;(２)旋转;(３)轴对称;(４)放大和

缩小.
教师:这节课我们就来整理和复习图形的运动的相关知识.
板书课题:图形的运动.
[点评:学生在欣赏图片的同时感受图形的运动,既巩固了所学

知识,又体现了数学的应用价值.]

二、观察操作,复习旧知

１．出示教科书第９３页例４第(１)小题

教师:看图说一说这些图案的设计过程.

学生独立观察后交流.
学生:图１到图２是将三角形向下平移１格.
教师肯定学生的回答并强调:图形平移一定要明确平移的方向

和距离,操作时要先确定关键点或关键的线段.
学生:图２到图３是将组合图形绕三角形最下面的顶点逆时针

旋转９０°.
教师肯定学生的回答并强调:描述图形旋转时要说清楚图形从

哪个位置绕哪个点沿什么方向旋转多少度到哪个位置.
教师:操作中需要注意什么?
图形旋转时一定要确定旋转中心、旋转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

针)、旋转角度.做图时可先确定关键点或线段,根据关键点和线段

的旋转来绘制新图形.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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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图３到图４可以看作把组合图形继续逆时针旋转９０°两

次,也可看作以格子图的对角线为对称轴做轴对称图形.
教师肯定学生的回答并引导思考:什么是轴对称图形? 对称轴

是什么? 怎样根据对称轴画出图形的另一半? 我们学过的哪些平面

图形是轴对称图形? 它们各有多少条对称轴?
以上问题可以通过小组内交流后再汇报订正.
教师梳理:一个图形,如果沿着一条直线对折以后两边完全重

合,这个图形就叫轴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就叫它的对称轴.在轴对称

图形中,两对应点到对称轴的距离相等.
(２)在图１的基础上你还可以通过其他变化设计出图案吗?
学生在空白格子图上独立设计图案,然后在小组内交流.
教师巡视指导,寻找展示材料,对涉及图形放大或缩小的图案进

行展示.
教师引导思考:怎样将图形按要求放大或缩小? 操作时有什么

技巧或需要注意的地方?
学生交流后汇报.
教师梳理:图形的放大或缩小,只要把图形的各边按一定的比放

大或缩小即可.但无论图形是放大还是缩小,前后图形只是大小发

生了变化,形状没有变化.

２．完成教科书第９３页例４第(２)小题

在图中选１~２个图形,设计图案,并交流设计方法.

学生独立操作,按要求用轴对称、平移、旋转等知识设计图案.
小组交流后,全班汇报展示.
[点评:此环节学生主动思考操作,教师有效引导追问,较好地体

现了先学后教,以学定教.]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１．完成教科书第９４页课堂活动第２,３题

第２题因为没有说明平移多少格,所以答案不唯一,注意确定好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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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轴.
第３题注意一步步地弄清楚要求,独立解决后教师指名学生

汇报.

２．完成教科书第９６页练习二十二第８题

注意根据给定的对称轴画出轴对称图形的另一半.

３．完成教科书第９６页练习二十二第９题

学生先独立思考,教师再指名学生回答.
[点评:通过基础练习和拓展练习,既巩固了知识又加强了运用,

还解决了实际问题,发展了学生的空间观念.]

四、反思总结

教师根据本课情况酌情小结.
[总评:本课的教学设计有如下特点:一、数学源于生活又运用于

生活,本课充分体现了知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现了数学的应用价

值.二、本课以问题解决为主线,从学生出发,始终坚持并保障学生

的主体地位,积极与学生已有知识经验对接,促进学生的持续发展,
较好地体现了以学定教.三、从欣赏美、理解美到创造美,整堂课学

生都受到美的熏陶,激发了学习兴趣.]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徐蕾)

第５课时　立体图形的认识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９８页内容,第９９页课堂活动第１,２题,第１００页练习

二十三第１~３题.

【教学目标】

１．通过复习,让学生进一步认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圆锥等图

形,掌握它们的特征,把握有关图形之间的相互联系.

２．掌握所学的立体图形的表面积和体积的含义,会计算它们的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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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积和体积,并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３．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增强应用

数学的意识,体会数学的魅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能正确计算常见立体图形的表面积和体积,并解决一

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沟通几种基本图形体积公式及其推导过程的内在联

系,体会数学知识和方法的内在联系,体会转化、类比等数学思想方

法,发展初步推理能力.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圆锥.
学生准备:每个四人小组准备１０个小正方体.

【教学过程】

一、开展游戏,引入新课

教师用不透明的布袋装有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圆锥和球几样

教具,组织学生开展游戏“我说你猜”.让一名学生摸袋里的一种立

体图形,并口头描述特征,请另一学生猜测描述的是哪种立体图形.
学生有可能出错,教师小结学生的表现并引入课题.
板书课题:立体图形的认识.
[点评:以游戏引入教学,激发了学生兴趣,有效地组织了教学,

让学生在快乐积极的状态中进入学习.]

二、合作探索,自主整理

１．复习立体图形的特征及相互联系

(１)教师:我们学过的立体图形有哪些? 介绍一下这些图形各部

分的名称和各自的特征.
学生独立思考后在小组内交流,再全班汇报.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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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追问:如果把这些立体图形分成两类,可以怎么分?
学生:长方体、正方体分成一类,圆柱、圆锥分为一类.因为长方

体、正方体的表面全是平面,而圆柱、圆锥的表面有曲面.
(２)复习长方体、正方体的基本特征.
教师:长方体和正方体有什么特征? 以小组为单位把整理情况

填写在下表中.

长方体 正方体

面

棱

顶点

　　展示汇报小组整理情况,教师引导交流讨论,修正补充,完善

表格.

长方体 正方体

面
６个面都是长方形,且相对的两

个面的面积相等
６个面都是正方形,且面积相等

棱
有１２条棱,分成３组,每组４条

棱的长度相等
１２条棱的长度都相等

顶点
８个顶点,相交于１个顶点的３条

棱分别叫作长、宽、高
８个顶点

　　教师:长方体与正方体的不同点是什么? 长方体与正方体有什

么关系?
观察立体图形和表格引导比较.
(３)整理复习圆柱、圆锥的特征.
讨论:圆柱、圆锥有什么特征?
学生交流汇报复习情况,教师逐步完善表格.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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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体 正方体 圆柱 圆锥

面

６ 个 面 都 是 长
方形,相对的两
个 面 的 面 积
相等

６ 个 面 都 是 正
方 形,且 面 积
相等

有 ２ 个 大 小 相
等的 圆 (底 面)
和 １ 个 曲 面 侧
面.侧 面 沿 高
的展 开 图 是 一
个长方形(或正
方形)

圆锥有１个圆和

１个曲面.底面
是一个圆

棱

有 １２ 条 棱,分
成 ３ 组,每 组

４条 棱 的 长 度
相等

１２条棱的长度
都相等

— —

顶点

８个顶点,相交
于 １ 个 顶 点 的

３条 棱 分 别 叫
作长、宽、高

８个顶点 — —

　　汇报中教师适时点拨追问,得出:当圆柱的底面周长等于圆柱的

高时,侧面展开图是一个正方形;当底面周长不等于圆柱的高时,侧
面展开图是一个长方形.

沟通联系:同底等高的圆锥与圆柱有什么关系?
[点评:通过引导学生整理复习,沟通立体图形之间的联系,使学

生对所学知识进一步系统化,促进了知识的完整建构.]

２．复习常见立体图形的表面积和体积公式

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９８页立体图形的透视图,说说图中字母表示

的含义.
(１)复习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的表面积公式.
教师:什么是物体的表面积? 怎样求以下图形的表面积?
学生独立完成下表后汇报.教学时,如果学生用字母表示计算

表面积的公式有困难,可以口头表述计算方法.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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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图形 表面积计算公式

S＝２(ah＋bh＋ab)

S＝６a２

S＝２πr２＋２πrh

　　(２)复习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圆锥的体积公式.
教师:什么是物体的体积? 体积的单位有哪些?
引导学生回忆思考.
教师适时追问:把体积单位与以前学习的长度、面积单位比较,

你有什么发现? (体会相邻体积单位的进率不同)
教师:回忆体积公式,完成教科书第９８页的填空.
学生独立完成后汇报,教师根据学生汇报完成下表.

立体图形 表面积计算公式 体积计算公式

S＝２(ah＋bh＋ab) V＝abh

S＝６a２ V＝a３

S＝２πr２＋２πrh V＝πr２h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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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图形 表面积计算公式 体积计算公式

— V＝
１
３πr２h

　　(３)组织讨论:这些公式(除长方体外)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小组讨论交流.
学生上台汇报自己是怎样推导的.教师提供立体图形的演示模

型或课件供学生介绍时选用,教师相机点拨.其中着重引导学生介

绍圆柱的体积转化成长方体的推导过程和圆锥体积的推导过程.
(４)沟通联系.
教师:这些公式看上去各不相同,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呢?
通过小组讨论引导学生得出结论: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的体积

公式都可以用底面积乘高来计算.
教师板书统一的公式:V＝Sh.

圆锥的体积是和它等底等高的圆柱体积的
１
３

.

[点评:本环节教师让学生自主整理公式,回忆推导过程,寻找沟

通联系,自主的活动让学生成为了数学学习的小主人,培养了学习的

能力.有效的设计,沟通了知识间的联系,促进了知识的内化,有利

于知识的有效建构.]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１．完成教科书第９９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学生独立思考后交流,教师提前制作好纸质展开图,现场演示拼

合后的情况.

２．完成教科书第９９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１)小组合作,仿照搭模型.
(２)确定好前、后、左、右,从不同角度观察.
(３)选定答案,连线.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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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完成教科书第１００页练习二十三第１~３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教师集体交流订正.
[点评:本环节练习的设计体现了基础性、层次性、针对性和实践

性,通过这些训练夯实基础,帮助学生形成基本技能,让学生能够灵

活运用所学过的立体图形的特征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四、反思总结

教师:今天这节课主要复习的是什么? 你有什么收获?
[点评:本节课的教学设计思路是“回忆交流———比较辨析———

归纳概括———应用提高”,所以在教学流程中力求体现以下特点:一
是引导学生做游戏,让学生获得直观数学经验.通过数形结合,帮助

学生理解知识,正确、完整、清晰地建构知识.二是教学程序上力求

体现先学后教.以问题为导引,引导学生自主整理建构知识,教师适

时介入有效追问,引领深度学习.三是通过不同层次、多种形式的练

习,让每个学生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能得到充分的训练,使每个学生

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徐蕾)

第６课时　问题解决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９９页例题,第１０１页练习二十三第５~８题,思考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进一步掌握立体图形的知识,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发展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

２．感受图形测量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进一步体验数学的

价值.

【教学重、难点】

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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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投影仪、量角器、三角板.

【教学过程】

一、复习回忆

教师用课件依次出示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圆锥的透视图.让

学生回忆它们的表面积和体积计算方法,并记录在作业本上.指名

学生上台板演,然后集体订正.
教师:这些立体图形的公式能帮助我们很快计算出它们的表面

积和体积,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这节课我们就来复

习立体图形的应用.
[点评:复习巩固立 体 图 形 的 公 式,为 公 式 的 灵 活 运 用 打 下

基础.]

二、实际应用

１．教学例题

教师用多媒体课件呈现教科书第９９页例题条件和问题(１).
(１)看图,读懂题意,明确信息和问题.
(２)尝试解决第(１)小题.
(３)组内交流,核对解决问题的结果,说说你是怎么思考的.
学生:底面和内壁贴瓷砖,计算贴瓷砖的面积,实际就是求底面

积与侧面积的和.
教师追问:解决这个问题用到了哪些知识?
学生:计算贴瓷砖的面积,用底面积加内壁的面积.计算底面积

就是运用圆的面积公式计算直径是５m 的圆的面积;计算内壁的面

积,就是用计算侧面积的方法计算.
本题解答过程可参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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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１４×５×０．８＋３．１４×(５
２

)２

＝１２．５６＋１９．６２５
＝３２．１８５(m２)(答略)

２．出示例题第(２)(３)小题

(１)看图,读懂题意,明确信息和问题.
(２)学生独立尝试解决问题.
(３)组内交流,核对解决问题的结果,说说你是怎么思考的,解决

这个问题用到了哪些知识?
本题解答过程可参考如下:
(２)３２．１８５×２５．５≈８２０．７２(元)(答略)

(３)１×[３．１４×(５
２

)２×０．８]

＝１×１５．７
＝１５．７(吨)(答略)

[点评:本题的呈现让学生感受到问题的现实性,体验到圆柱的

知识、方法在问题解决中的作用.同时“说说你是怎么思考的,解决

这个问题用到了哪些知识”这些问题加深了学生对立体图形知识的

理解和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体验.]

三、巩固提高

１．完成教科书第１０１页练习二十三第５题

先引导学生理解:因为容器壁的厚度忽略不计,所以求这个容器

能装多少毫升水只需要用上面圆柱的体积加上下面长方体的体积即

可.接着,让学生独立解决问题后再组织交流.
本题解答过程可参考如下:

　３．１４×(４
２

)２×３＋８×５×２

＝３７．６８＋８０
＝１１７．６８(dm３)

１１７．６８dm３＝１１７．６８L＝１１７６８０mL(答略)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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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完成教科书第１０１页练习二十三第６题

“做这台冰箱的包装盒至少需要纸板多少平方米”,其实是求这

台冰箱包装盒的表面积,而冰箱包装盒的表面积一般是没有底的,因
此只需要计算５个面的面积.此处教师可出示实物图片帮助学生

理解.

３．完成教科书第１０１页练习二十三第７题

此题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解水渠横截面的含义,理解每时水流量

的计算方法.

４．完成教科书第１０１页练习二十三第８题

此题先引导学生理解:要解决“这堆沙够用吗”这个问题,应先求

圆锥的体积,再求沙的质量,最后比较.

５．思考题

对学有余力的学生,可让他们思考练习二十三的思考题.本题

可引导学生先猜想,再计算验证.

四、反思总结

教师:这些立体图形公式在生活中还有哪些应用呢? 你还有什

么没有解决的问题吗? 谈谈你本节课的收获.
[点评:本课的教学采用了让学生独立思考、小组合作、全班汇报

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作

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紧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通过学

生熟悉的事物、童话故事创设学习情境,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身

边.二是倡导自主学习和自主建构,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同时

教师适时点拨,让学生在复习整理中有所拓展,帮助学生不断完善知

识结构.三是在练习设计上兼顾了内容的层次性、针对性、灵活性、
综合性和实践性.通过这些训练培养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兴趣,让
不同的学生得到不同的发展.]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徐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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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概率

第１课时　统计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 １０２ 页内容,第 １０３~１０４ 页课堂活动第 １,２ 题,
第１０４~１０５页练习二十四第１~４题.

【教学目标】

１．经历对统计知识的梳理,进一步体验统计的过程与方法,强化

统计意识.

２．能选择合适的方法对统计数据进行收集与整理,会对统计数

据进行分析,并进行推断和预测,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数据分析观念.

３．感受统计在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体会学习统计的必要性.

【教学重、难点】

完整地认识统计各个过程,会对数据进行分析.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课前收集第２６~３０届夏季奥运会我国运动员获得金

牌和银牌情况;课前调查自己家上月家庭用电情况.

【教学过程】

一、谈话回忆,直入课题

教师:小学６年间,你在统计的学习中有什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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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独立思考后回答.
教师肯定学生表现,直入课题并板书:统计.
[点评:引导学生复习回忆,开门见山,直入课题.]

二、梳理归纳,完整建构

１．回忆整理

教师:想一想统计有什么作用? 完整的统计活动有哪些步骤?
学生独立思考后汇报.
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梳理如下:
统计可以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并给后续决策提供依据.如选举、

决策、购物等都涉及统计.(可用多媒体课件出示事例)
教师:一个完整的统计过程包括哪些步骤呢?
统计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收集、整理和描述数据(包括简单抽样、

整理调查数据、绘制统计图、表等)、处理数据(包括计算平均数等)、
从数据中提取信息并进行简单的推断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根
据数据进行推断.

教师:统计表和统计图都能整理呈现数据,你觉得什么时候用统

计表,什么时候用统计图呢?
学生独立思考后,与同桌交流.
全班汇报.
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梳理,并做如下检测:(选填“统计图”或“统

计表”)

①我想了解我们班所有同学的成绩情况,用(　　)描述数据比

较合适.

②想直观地看出这一周每天的平均气温变化情况,用(　　)描
述数据比较合适.

教师:你知道有哪些统计图,它们在呈现数据方面有什么优势?
(汇总到下表,也可以口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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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图 优　点

　　学生独立思考后,四人小组共同完成上表.
集体展示,教师组织讨论补充.
教师引导学生梳理得出:
条形统计图的优势:很容易看出各种数量的多少.
折线统计图:不但可以表示出数量的多少,而且能够清楚地表示

出数量的增减情况.
扇形统计图:可以清楚地表示出各部分数量与总数量之间的

关系.
(４)检测:要统计奥运会的金牌数,用(　　)统计图.
教师用课件呈现以下３种情况,答案不唯一,让学生明确:根据

统计任务的需要和表达的侧重点,选择合适的统计图.

２．复习绘制统计图

(１)呈现教科书第１０２页例１,明确题目要求.
(２)教师引导讨论,得出可绘制复式条形统计图或复式折线统

计图.
(３)学生独立绘制,教师巡视并给学生适当提示,如纵轴的数据

怎样标注,不要漏掉图例等.
(４)学生汇报展示,并说说“从上面的统计图中,你发现了什么?

有什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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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想一想,在这个统计活动中经历了哪些过程?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梳理统计的步骤.

３．复习平均数

教师:谈谈你对平均数的理解.
(１)学生独立思考后汇报.
(２)教师梳理如下:
平均数的意义:平均数能较好地反映一组数据的整体水平.
计算方法:平均数＝一组数据的总和÷这组数据的个数.
特征:平均数在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
[点评:本环节以问题为导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整理知识,教师

适时介入点拨到位,有效地组织了学生梳理、对比知识,并再次经历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分析的过程,较好地进行了知识的复习

建构.]

三、练习巩固,提升发展

１．完成教科书第１０３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将课前调查的情况在组内汇总,计算本组同学上月家庭的平均

用电量.

２．完成教科书第１０４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１)学生自己解决３个问题.
(２)学生汇报解题方法,教师集体订正.
(３)教师适时追问,引导思考:这是什么统计图? “学法交流”占

百分之几? 怎样求? 求“特长展示”播放时间比“音乐欣赏”多百分之

几可以用哪些方法?

３．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１０４~１０５页练习二十四第１~４题.

四、反思总结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复习你有什么收获? 还有什么疑问? 有没

有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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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课的教学设计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整堂课以学生的学

为核心,以问题为导引引导学生先思考,体现“先学后教”.同时教师

适时介入,有效追问,引领深度思考,体现“以学定教”.二是复习整

理中,问题串的出现引导学生层层思考,条理清楚,知识建构完整清

晰.三是生活实例丰富,运用恰当,在问题解决与实际运用中促进学

生数据分析观念的发展.]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徐蕾)

第２课时　可能性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１０３页例２,第１０４页课堂活动第３题,第１０６页练习

二十四第５~９题.

【教学目标】

１．进一步认识日常生活中的随机现象.

２．能对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做出定性描述,会用随机思

维方式去观察、分析和解释生活中的某些现象.

３．进一步感受、了解数学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以提高学生学数

学、用数学的意识.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揭示课题

教师:老师的盒子里有５个球,从中摸出１个球,如果摸到的球

是红色就可获得奖品.你希望里面的球是些什么颜色,为什么? 如

果你是老师,你会装些什么颜色的球? 为什么?
教师:刚才的活动涉及我们学过的什么知识? 有关可能性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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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你还记得哪些? 请在小组内交流.
指名学生汇报,并请其他同学补充.
学生１:生活中有些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是有大小的.
学生２:有些现象的发生是确定的,有些则是不确定的.
学生３:有些现象的发生是一定的,有些现象的发生是有可能的,

还有些现象的发生是不可能的.
教师肯定学生的表现,引入复习.
板书课题:可能性.
[点评:利用摸球创设游戏情境,提供学习资料,很好地激发学生

整理复习的兴趣.让学生自己先初步回忆整理有关可能性的知识,
教师能更好地了解本班学生的学情,为后面的复习找准起点.]

二、回顾整理,复习运用

１．复习列出随机现象中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教师:从一幅去掉J、Q、K 以及大、小王的扑克牌中任意抽取一

张,会有哪些可能的结果呢?
学生:按照花色分有黑桃、红桃、方块和梅花４种可能的结果.
学生:按照数字分有１到１０共１０种可能的结果.

．．．．．．
教师与学生共同分析时,要全面考虑问题.

２．复习感受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有大小

教师出示一副扑克,当众从中取走J,Q,K和大、小王,A看成１.
教师:现在从中任抽一张牌,请你判断下面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１)抽到的牌上面的数比１１小.
学生:一定发生,因为剩下的所有扑克牌点数都比１１小.
(２)抽到的牌是黑桃 Q.
学生:不可能发生,因为所有的 Q都被拿走了.
(３)抽到的牌是方块２.
学生:有可能发生,因为方块２还在老师手中.
(４)抽到的牌上面的数是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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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有可能,因为给出的牌为１~１０,有一半是奇数,一半是

偶数.
教师:结合上面的事例说说如何判断一个现象是“一定发生”“可

能发生”或者“不可能发生”.
教师梳理:如果一个现象,只有一种结果,那么谈到这种结果就

是一定发生,其他就是不可能发生;如果一个现象,有多种可能,那么

这几种结果都是可能发生的.

３．对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做出定性描述

(１)抽到黑桃与抽到红桃的可能性一样大吗?
学生:因为这副扑克牌中有１０张黑桃、１０张红桃,所以在整副牌

中抽到黑桃和抽到红桃的可能性一样大.
(２)抽到 A与梅花 A的可能性一样大吗? 为什么?
学生:抽到 A 的可能性比抽到梅花 A 的可能性大,因为这副牌

中有４张 A,而梅花 A只有１张.
(３)在这副牌中任意抽取１张与在１０张黑桃牌中任意抽取１张,

两种抽法抽到黑桃５的可能性相同吗?
学生:不相同,从１０张黑桃牌中抽到黑桃５的可能性较大.
教师追问:为什么可能性不相同?
引导学生讨论思考:虽然一副牌中只有１张黑桃５,但这副牌的

总数是４０张,这张牌与这副牌总张数的比是１∶４０,而１张黑桃５与

１０张黑桃牌的总张数比是１∶１０,所以后者抽到黑桃５的可能性

较大.
教师:想一想,可能性的大小与什么有关系?
得出结论:某种结果可能性的大小与这种结果所占总数的比例

有关,比例越大可能性大,比例越小可能性小.
[点评:在游戏活动中,复习有关可能性的知识,建立了比较系统

全面的知识结构,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
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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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巩固练习,拓展提升

１．完成教科书第１０４页课堂活动第３题

(１)学生独立完成,如果有困难,可以先让学生说一说１到２０的

奇数、偶数、质数、合数分别是哪些.
(２)集体交流,订正.

２．完成教科书第１０６页练习二十四第６~９题

学生独立完成,集体交流订正.

四、全课小结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复习有什么收获? 有什么疑问? 还有什么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点评: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通过玩摸球、摸牌这两个游戏,

紧紧围绕“可能性”这个主题展开整理复习.整堂课尽可能地为学生

提供观察、操作、归纳、类比、猜测、证明的机会,复习了有关“可能性”
的知识,发展学生的推理能力,培养了数据分析观念.]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徐蕾)







 

综合与实践:王老师买新房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１０７页内容.

【教学目标】

１．通过综合与实践活动,进一步理解百分数、面积计算等知识.

２．通过购房问题情境,进一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让学生进一步获得综合与实践活动经验,感受数学知识在现

实生活中的应用,增强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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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准备】

学生准备:调查了解有关商品房交易的相关知识,调查自己或同

学家５年内购买的新房的时间和价格.

【教学过程】

一、教师谈话,引出问题

教师:同学们,你们小学即将毕业,通过小学６年的学习,你们已经

具备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今天就请大家来帮王老师解决

生活中的问题.课前大家都去做了相关的调查了解,你都了解到了什

么呢?
[点评:引导学生发 现 生 活 中 的 数 学 问 题,认 识 生 活 中 需 要

数学.]

二、综合应用,解决问题

１．课件出示房屋平面图

教师:这是王老师选中的一套商品房的平面图,他购买的新房有

多大呢? 请帮王老师算一算吧.
学生独立思考、计算.

２．全班交流

学生:整套房子的平面图是由一个长方形和一个半圆形组成,所
以用长方形的面积加上半圆形的面积就是这套房子的总面积.

房间:(３＋３＋５)×(５＋３)＝８８(m２)
阳台:３．１４×２×２÷２＝６．２８(m２)
一共:８８＋６．２８＝９４．２８(m２)

３．课件出示第１０７页第(２)个问题

教师:王老师准备用按揭的方式付款,他需要向银行贷款多少元?
教师提醒:在商品房交易中一般把阳台面积的一半算入建筑面

积内.
学生尝试练习后全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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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要求需要贷款多少元,应该先求到这套房子的总价,再扣

除首付款部分.即:
总价:４８００×(８８＋６．２８÷２)＝４３７４７２(元)
贷款:４３７４７２×(１－３０％)＝３０６２３０．４(元)

４．课件出示第１０７页第(３)个问题

教师:王老师如果选用规格为８０cm×８０cm 的地砖铺地,每块

地砖单价５０元,购买地砖至少要多少元?
学生尝试练习后全班交流.
学生:先求大约需要多少块地砖,再求总价.即:９４．２８÷(０．８×

０．８)≈１４８(块),１４８×５０＝７４００(元).
注意:在求地砖块数时应用“进一法”求近似数.因地砖安装时

还有损耗,所以至少要７４００元.
教师:根据平面图中数据,你还能提出并解决什么数学问题?
学生尝试练习后全班交流.

５．活动拓展

教师:课前我们调查了本班同学家近５年购买的新房的时间和

价格,你有什么发现?
交流课前收集数据,并汇报.

三、调查交流

教师:你们课前调查了解了有关商品房交易的相关知识及自己

或同学家５年内购买的新房的时间和价格,请与大家分享你的调查

情况及感受.
学生分组交流后在全班集中交流.

四、反思总结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点评:本节课教师引导学生从生活中认识数学,运用数学,培养

学生综合运用有关的知识与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

意识、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积累学生的活动经验,提高学生解决现

实问题的能力.]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徐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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