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一 四则混合运算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认识中括号，理解中括号在四则混合运算中的作用。

2. 掌握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技能，能进行简单的整数四则混合运算（以两步

为主，不超过三步）。

3. 感受四则混合运算在问题解决中的应用，体会四则混合运算的价值。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的整数四则混合运算是在第一学段已经认识小括号，能正确计算两

步的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基础上继续学习，同时，也是进一步学习小数四则混合

运算、分数四则混合运算的基础。本单元教科书在内容的编写上有以下特点：一

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并体会混合运算的必要性、合理性和现实性，教科书

不仅选取生活中有计算需要的实际问题引出混合运算，而且在例题和习题的安

排上注意让学生从问题解决中去总结混合运算的运算技能，并利用混合运算知

识进一步解决问题，从而实现计算与问题解决的有机统一；二是教科书内容紧密

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例题和习题的选取尽量是学生关注的、喜欢的素材，且有

用到混合运算的可能与需要，让学生感受混合运算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三是

关注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自然地将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融于数学学习中，比

如中括号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不容易找到，教科书巧妙地利用学生在计算机网络

学习中遇到的前所未见的一个符号引起学生的学习探究兴趣。本单元 4个例

题分别代表了4种类型的混合运算。例1是没有括号的三步计算，例2是小括号

内有两步计算的三步混合运算，例3是有两个小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也可看成

一个两步计算式，例4是有两种括号的三步计算的混合运算。

[单元教学重点] 以整数四则混合运算为内容，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

[单元教学难点] 提升四则混合运算的正确率、准确性，形成运算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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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元教学建议

“计算教学”历来难以教出彩、难以使学生学得有趣，除了练还是练，不过教

学与练习中注意以下问题，可以提高“计算教学”的上课效率。

1. 注重对混合运算方法实质的理解，淡化运算方法的文字表述，把握好深、

难度

教学时，应按照教科书的编写意图，让学生联系生活经验在计算中分别总结

出有括号、括号里有两步计算、有两个小括号、有两种不同括号的混合运算的运

算顺序，引导学生在计算中理解运算顺序，不必要求学生将混合运算顺序作为结

论加以背诵，允许学生用自己的话去表述混合运算顺序，突出混合运算顺序的应

用。同时，要教授学生进行四则混合运算的方法，比如先在算式下面轻轻标注运

算顺序，即①②③，尽量减少计算失误。还应把握好混合运算的深、难度。《标准》

指出：“混合运算以两步为主，不超过三步。”在补充练习时，一要注意数据不宜太

大，二要控制计算步数在三步以内。

2. 明确起点，联系生活经验理解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本单元是在第一学段认识了小括号、会计算两步的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基

础上学习，所以教科书第4页例3出现了“先算师傅做27个后剩下的个数”和“再

算师徒两人每时共做的个数”的对话。同时，又要继续让学生联系例1、例3以及

一些习题的实际例子来进一步理解其运算顺序，以此让学生真正理解“先算乘除

法，后算加减法”和“先算括号里面的”的合理性。

3. 重视括号在混合运算中作用的教学

括号作为一种特殊的数学符号，主要起着改变运算顺序的作用。教学中要

联系实际，让学生明确：列算式时为什么要用括号，在计算中括号起了什么作

用。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再一次感受到括号在混合运算中改变运算顺序的作用，

以及为什么要先算括号里面的道理。

4. 注意探索混合运算方法与问题解决的有机结合

一方面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探索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另一方面要重视

学生用混合运算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通过解决相应计算问题，加深对

混合运算意义的理解，实现对混合运算方法的理解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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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安排了 4 个例题、2 个课堂活动及 2 个练习。建议用 4 课时教学。

第1课时，教学例1，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及练习一第1～3题；第2课时，教学例2，
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及练习一第4～7题；第3课时，教学例3，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

及练习二第1，2，5题；第4课时，教学例4，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及练习二第3，4，6
题、思考题。

★例1是两步计算的混合运算的发

展（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一道两步混合

运算的问题），教学起点应放在两步计算

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围绕“要求还剩多少

个没做，需要先求什么呢”展开讨论，着

重得出“一共要做的个数-7天做的个数=
还剩的个数”，从而列出“200-80÷4×7”
的混合算式。列出算式后，再引导学生

对照图和文字说一说“200”和“80÷4×7”
所表示的意义，紧接着根据对前一个问

题的讨论，再讨论计算“200-80÷4×7”
时，先算什么，再算什么。教学时，如果

有学生提出第一步得到“200-140”，即
把“80÷4×7”一步计算，要鼓励学生大胆

这样去做；如果没有学生提出这种算法，

教师还可以启发学生这样去想。对例1
后面“试一试”中的两道题，让学生先说

一说运算顺序，计算时，既可以看成是三

步计算的，也可以看成是两步计算的。不

过，如果学生按三步说运算顺序，就应该

按三步去计算；按两步说运算顺序，也就

按两步去计算，要求思维与行为一致。

★例 2是一道三步计算的混合运

算。教学时，要引导学生从整个算式去

思考，先算什么，得到先算括号里面的，

再讨论“括号里应先算什么”。讨论后总结：如果括号里既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那么也要先算

乘除法，后算加减法。强调当括号里面的算式还没有算完时，括号就要照抄下来，不能丢掉。

教学时，还可以充分借助学生已有的知识开展新课教学，如教学例1前，可以让学生列

综合算式解决“一共要做200个灯笼，每天做20个，7天后还剩多少个没做”；教学例2前，可

以先让学生计算70×91-7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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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既巩固运算顺序，又强

调括号的作用。第 1题仿照例子说运

算顺序，例子是启发学生可以有两种不

同的表述，一是不带数，直接说怎么运

算；二是把数带上，说出先算什么，后算

什么。

★第 2题是在一个算式中添括号。

添括号前说一说运算顺序，再让学生独

立地按要求添括号，添上括号后，再说运

算顺序，检查说出的运算顺序与要求是

否一致。还可以计算添括号后算式的结

果，通过讨论“为什么两个算式中数的大

小、顺序以及运算符号的顺序都相同，而

计算结果却不相同”得出：括号的位置不

一样，运算顺序就不一样，那么计算结果

也就不同。如果有学生得到两个圆括

号套用的算式：（1）（（240-40）×2）÷5，
（2）（240-（40×2））÷5，教师不要轻易否

定，一定要让学生讨论下去：“有没有多

余而无用的括号”“怎样说明这个括号是

多余而无用的”。

★练习一第 1~3题是对应例 1的基

本练习。第1、3题直接让学生独立计算

即可，第2题需要提示学生问题是求“大象比狮子大多少岁”，而不是求“大象多少岁”，所以

正确算式是28×3-25-28（如果有学生列成算式28×2-25也是很好的，不过，要引导学生说出

其思考过程），否则会有学生出错，很容易列成算式28×3-25（大象的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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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题是配合例2的练习题，但又

有意把4道题的数和运算符号的顺序设

计成一样，目的是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括

号在计算中的作用，所以学生计算后可

以再比较讨论。

★第 5题的错都是出在运算顺序

上，当学生看到算式中的两个数容易凑成

整百、整十时，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错误。

★第 6题，首先要引导学生看懂题

意，每找一个数都要运算3次，其结果必

须填到与A栏这个数对应的右边的B栏

中。“是”“否”表示什么意思，也应该让学

生明白，B栏没有填满就仿照前面那样

继续进行，B栏填满了，就表示做完了，

那么就结束。这道题渗透了程序思想，

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看懂它的表达形

式，明白一步一步该做什么。

★第 7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解

决。首先引导学生读懂题意，1 班和

2班的学生是分别固定在其中某一辆车

上，3班的学生分别安排到两辆车上去，

两辆车上的人数要相等。解决这个问题

的方法不止一种，如可以把3个班的学生总数平均分成2份，减去1班的学生人数，就是3班
要到1班所在的车的人数；也可以先考虑1班与2班相差的3人，从3班里先安排3人去补齐

差的人数，再把3班剩下的人数平均分成2份，分别安排到这两辆车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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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是有两个小括号的混合运

算。教学时，重点放在引导学生列出混合

运算算式。首先得出“师徒合作的零件个

数÷师徒两人每时共做的个数=师徒合作

的时数”，从而列出“（147-27）÷（12+18）”。
再讨论“为什么要用两个括号”“计算时，

运算顺序是怎样的”。完成例 3的计算

后，可引导学生对照计算过程，用自己的

语言总结这种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例 4是有中括号的混合运算，中

括号是第一次出现，教科书设置了学生

在计算机网络学习时遇到的一个不熟悉

的符号而引出新的学习知识。运算符号

和运算顺序都是规定性的，没有探究的

必要，教学时，可以充分运用这个情境，

由教师来回答小朋友的提问，告诉学生

们这个符号的名字，并说明它的作用和

该算式的运算顺序。也可以仿照前面那

样在一个没有括号的混合运算式子里，

按要求添加括号，让学生感到小括号不

够用了，需要一种新的括号，很自然想到

中括号。比如，先让学生说一说“1800÷
15+10×3”的运算顺序，再让学生按提出

的要求添括号再计算，如先算加法，再算

除法，最后算乘法，这时学生得到“（1800÷（15+10））×3”，又提出先算加法，再算乘法，最后算

除法，这时学生可能得到“1800÷（（15+10）×3）”，或感到括号不够用而没有办法解决，从而引入

新的括号。

教学例 4后引导学生对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进行总结，其主要目的是对运算

顺序进行梳理，而不是要求学生去背这个运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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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 1题可以与例 3配合

练习。该题引用了民间“凑 24”的扑克

牌游戏，对于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思维

能力是非常有好处的。教学前可以让学

生用卡片自制一副扑克牌（也可以购

买）。此题既可在课堂上做游戏，又可在

课外开展活动；可 2人玩，也可 1人或几

人玩。每次 4个数，可以使用加减乘除

运算，可以用括号，结果得24。注意，不

是所有4个数都可以凑成24。

★第 2题可以配合例 4练习。每组

有2个混合运算的算式，不计算，直接判

断每组算式最后得数的大小。要引导学

生从整体上去把握每个算式，并将上、下

两个算式进行比较，比如320÷40＋20×2
与 320÷（40＋20×2），实际上就是比较

320÷40与320÷（40＋20×2），两个算式的

被除数相等，后者的除数大得多，那么，

商肯定比前者小，而前者还要再加上

20×2，那其结果会更大一些，所以这组

算式中，第二个算式的得数比第一个算

式的小。

★练习二第1～3题是与例题相配合

的基本题，要求学生独立完成。第2题尽量让学生用综合算式解决，进一步让学生理解括号

的作用，体现教材用混合运算解决问题的编写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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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题是传统的训练学生由分步

计算到综合计算的题型，对于有困难的

学生，可以引导他们先在图式上用①②
③标记出计算的步骤，再计算并在□内

填得数，第三步列出混合运算的算式，最

后在混合运算的算式下方用①②③标记

出计算的步骤，检查与图式上标记的运

算步骤是否一致。

★第 5题是判断算式计算是否正

确，两个算式都是错在运算顺序上。练

习时，要求学生独立完成。

★第 6题可以不列成综合算式解

决，它是把按照人数需要的苹果数和矿

泉水瓶数与 10箱苹果的个数、9箱矿泉

水的瓶数进行比较。应该先把这两者分

别计算出来，再进行比较。

★解决思考题时，可以让学生对每

一个算式反复试添试算，练习完后进一

步引导学生观察得出：因运算符号和括

号的位置不同，尽管参加运算的数是相

同的，计算结果却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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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括号的由来和作用”，

不要求单独安排课时来进行学习，应在

教学相关内容时，让学生很自然地去阅

读。小括号已经在第一学段学习了，这

里就只是对中括号的认识，学生对括号

的作用应该也清楚了，因为前面已经计

算了不少带括号的混合运算。教学中括

号时，立即引导学生来阅读这个数学文

化，让学生初步知道一个数学符号的创

造、推广与使用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学

习数学要有决心、耐心与恒心。

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在课后进行拓

展阅读，不仅数学里会用到括号，在其

他学科里也会用到括号，引导学生在阅

读中去体会其他学科中括号的价值与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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