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三 三位数的加减法

（一）单元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进一步体会加减法运算的意义，能正确口算整十、整百数的

加减；能计算三位数的加减；经历与同学交流各自算法的过程，体验计算方法的

多样性。

2.能结合具体情境，选择适当的单位进行加减的简单估算，体会估算在生活

中的作用。

3.探索简单情境下的变化规律，并作出适当的说明，经历探索规律的全过程，

初步形成探索意识。

4.能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实际问题，初步形成问题解决的基本

策略，能说出问题解决的过程与方法，并能对结果的实际意义作出解释。

5.培养独立思考、自主探索以及与同学合作交流的意识和能力。

6.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在学习过程中体验获得成功的乐趣，建

立学好数学的自信心，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100以内的加减法之后学习的，既是巩固已学过

的加减法，也是为第 2学段学习加减法的关系、运算顺序、加法运算律等奠定基

础，是本套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本单元内容由整十、整百数的加减（含加减的估算），三位数的加法，三位数

的减法，探索规律，问题解决，整理与复习6个小节组成。

本单元在内容编排上，把估算安排在整十、整百数的加减小节之末，利于学

生感受整十、整百数的加减在解决简单实际问题时的方便快捷，体会估算在生活

中的作用，从而理解学习估算的实际意义。

三位数的加法与减法分开编排，先学三位数加法，再学三位数减法。由于加

法中的进位与连续进位，减法中的退位与连续退位，学生很容易出错，分开编排，

及时巩固，利于学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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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规律以小节的形式出现，这在本套教科书中还是第 1次。《标准》在第 1
学段对探索规律的要求是探索简单情境下的变化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

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断地重复出现，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势发

展，加之种种规律有一定的隐含性，让学生去探索、发现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

这是本单元的一个难点，当然也是全册教科书的一个难点。

问题解决中，例题均以暗线的形式呈现问题解决的全过程，即“分析题意（找

出条件和问题，分析确定解题方法），解（列式计算），答（检验并写出答语），回顾

反思”，只呈现了步骤内容，未呈现具体步骤名称。目的是让学生经历问题解决

的全过程，了解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但又不受解题步骤的框架

约束。

[单元教学重点] 掌握三位数加法与减法的计算方法，并能正确地进行

计算。

学生能够利用100以内的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来迁移学习三位数的加减法，大部

分学生已经掌握计算方法，但是要通过教学和适当的练习才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单元教学难点]
1.正确计算三位数的连续进位加法与连续退位减法。

2.探索规律。教材呈现的是简单情境下的变化规律，要让学生去探索、发现

规律，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难度，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观察、综合、归纳、预判的

能力。

3.问题解决。虽然是解决生活中的简单实际问题，但要求学生既要能运用已

有知识与生活经验来解决这些问题，又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一些基本策

略，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综合分析、合理运用知识的能力。

（三）单元教学建议

1.充分利用情境教学，激发认知需求。三位数的加减法在生活中应用广泛，

教学时要把教科书中主题图和例题中情境图所提供的生活素材与当地的实际情

况结合，营造具体情境，让学生经历用三位数加减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过程，

感受三位数的加减法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加减运算的意义，感悟所学知识的

使用价值，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需，调动其主动参与，积极学习。

2.充分利用认知基础，培养迁移能力。在学习三位数的加减法之前，学生已

经掌握了100以内的加减法的算理与算法，而三位数的加减法与之相通，只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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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扩大了。教学时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来学习新知，培养学生正向迁

移能力，教学效果将会事半功倍。

3.沟通知识的内在联系，帮助学生构建知识链。教学时，要总结100以内的

加减法与三位数的加减法的关系、加法与减法的关系等，让学生整体掌握所学知

识，提高学习效率。

4.充分利用几何直观，帮助学生思考探索，鼓励学生用不同方法与策略学

习。在教学连续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探索规律、问题解决时，要多提供帮助学

生观察、比较的直观素材，为学生提供表象支持，帮助学生思考、比较、分析、归纳

得出正确结果。同时注重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分析，得出获得正确结

果的不同方法与策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但不要求穷尽各种方法与策略。

5.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并重。教学中在组织学生合作交流前，要引导学生进

行独立思考，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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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帮助与引导。因学生的

生活背景、思考角度不同，得出的结果与方法可能是多样的，这时要因势引导比

较，合理优化，但不要求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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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题图可以让学生感受三位

数的加减法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同时为学习本单元内容提

供课程资源。

（1）创设问题情境。可创设到三峡

旅游的情境，然后用课件或者教科书呈

现主题图，让学生观察长江航线示意图

和船票价格表的相关信息。

（2）从情境中引出三位数的加减法

问题。根据图中的信息可以提出不同的

数学问题。学生可能提出“买两张重庆到

宜昌的上铺票多少钱？”“买一张××票比

买一张××票便宜多少钱？”“上海到武汉

与重庆到武汉比，哪段路近？”等问题。

教学时不仅要利用教科书上对话框

中的内容，还要引导学生观察，收集有用

的数学信息，启发学生提出不同的数学

问题。

（3）让学生感受学习三位数的加减

法的必要性。学生提出问题后，教师要

引导学生口头列式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从而发现解决这些问题都要用到三位数

的加减法。使学生感受到生活中不仅要

用到 100以内的加减法，还需要用到三

位数的加减法。已经学过的知识不能解决这些生活问题了，必须学习三位数的加减法，从而

产生学习本单元知识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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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整十、整百数的加减”安排了6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2个练习。建

议用 3课时教学：第 1课时教学单元主题图和例 1、例 2，完成第 33页课堂活动第

1，2题和练习六第1~5，8，9题；第2课时教学例3、例4，完成第33页课堂活动第3
题和练习六第6，7，10，11，12题和思考题；第3课时教学例5、例6，完成第37页课

堂活动和练习七。

★例 1是整十数的加减法，其中整

十数相加的和超过一百。

（1）创设情境，引出教学内容。让学

生根据情境图中的数学信息，自己提出

数学问题，计算出 80+50与 80-50的结

果，促进学生对加减法意义的理解，感受

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2）探索口算方法的多样化。可

用 8 个十加（减）5 个十等于 13（3）个

十，就是 130（30）；也可以从 80 往后

（前）数 5个十得 130（30）；还可以……

鼓励算法多样化。

（3）教学时充分利用学生的旧知识

和生活经验，借助实物图及数的组成、

100以内的加减法等进行教学。

（4）试一试，将整十数的加减扩充到

整百数的加减，其中整百数相加的和超

过一千。让学生先独立计算，再引导学

生把整百数的加减法与整十数的加减法

进行对比，培养学生类比迁移的能力。

★例2是几百加减几十。

（1）呈现例题的苹果图，让学生根据

图意独立完成填空。例题的画面情境简

单直观，利于学生观察表述，三个算式是

“一加两减”，也是“一图三式”，不管是列

式或是计算，学生都比较容易掌握。

（2）组织学生交流其填空的理由，对

有困难的学生及时给予提示和帮助。比如第3个算式，可以说出从350个苹果中，拿走左边

的300个苹果，就剩下右边的50个苹果；也可以根据第1个算式说出：因为300+50=350，所以

350-300=50；还可以根据数的组成说出：因为350是由3个百和5个十组成，去掉3个百就剩

5个十，所以350-300=50。
（3）试一试，巩固整十、整百数的加减计算，渗透加减法的互逆关系。第2个算式，学生

可以填430-400=30，也可以填430-30=400，要引导学生根据加法和减法的关系来填，而不要

去填如430-200=230之类的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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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是整百数加法计算在生活中的

简单应用，同时结合情境，尝试加法验算。

（1）创设情境，先让学生观察线段示

意图，说出图意，并列出算式解答。

（2）引导学生尝试验算计算的结

果。可以用再算一次的方法；可以用交

换加数位置再加一次的方法；还可以用

减法验算加法。

（3）验算时注意：①不要求每个学生

都用多种方法验算。②让学生经历验算

的过程，尝试验算的方法，但不要求学生

写出严格的验算过程。③例题中出现对

话框“还可以算 900减……”即用减法验

算加法。但应用加减法的关系进行验算

是第 2学段的要求，因此这里只要求学

生会这样验算，不要求掌握这样验算的

原理。

★例 4是整百数减法在生活中的简

单应用。

（1）可采用与例 3基本一致的教学

方法。

（2）数学信息是以表格的形式呈现，

要注意引导学生结合具体情境，理解表格

中各项目、数据的意义和联系，并能从表中获取数学信息。如教师可以提问：表中“合计”表示

什么？表中各项目下面的“（册）”又表示什么呢？你能将表格中呈现的数学信息用自己的语言

表述出来吗？引导学生理解表格呈现的数学信息和数学问题。

（3）通过议一议，帮助学生探索减法的验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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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1题旨在加深学生对

加减法的意义和算理的理解。练习时

可让同桌学生为一组合作学习，要求他

们手、脑、口并用，一边动手操作，一边

用数学语言说出过程，思考后完成相应

的算式。

★第 2，3题是口算练习，突出口算

练习的趣味性，而不要过于强调口算的

速度。在学生的口算过程中，可以请学

生结合具体的算式说出思考的过程。

★练习六第1题是看图填算式，既巩

固加、减法的意义，又渗透加减法的互逆

关系。练习时可以让学生独立填写后说

出理由。学生可能填写 300+200=500，
500-300=200，500-200=3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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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是巩固加减运算的意义，

渗透数形结合思想。

（1）先引导学生观察、分析，明确图上

单位线段表示10（100），再让学生独立填空。

（2）学生反馈填空的思路。可以根据

单位线段的长度先填写图上的方框，然后

再填算式。还可以根据图意先填写算式，

再把算式的结果填在图上的方框里。

★第 3题口算，巩固计算方法。练

习时让学生独立完成，并对学生答错的

题进行原因分析，予以纠正。

★第 4题是看图写加、减算式，巩固

整百数的加减法。练习时可以先让学生

独立完成，再交流所写算式及其理由。

★第 5题是在练习中体会加减法之

间的互逆关系。在学生独立完成之后，

要引导学生对比观察，说出自己填空的

思路。

★第6题是复习两位数减两位数的

退位减法，并结合实例体会验算的实际

含义。

（1）引导学生看懂图意：已知乐山大佛高为71m，身体高度为56m，求头高多少米。然后

根据题意列式计算。

（2）计算后让学生验算结果是否正确。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说说验算的方法，如头的高度

加身体的高度是否等于大佛的高度，大佛的高度减头的高度是否等于身体的高度等。

（3）可以结合乐山大佛的相关知识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第7题主要是巩固验算方法。先让学生完成填空，再交流验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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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题是练习整百数的加减口

算，渗透函数思想。

（1）先独立口算，再反馈计算结果。

（2）引导学生一组一组地观察算式，

说一说有什么规律。每组算式可以从上

往下观察，也可以从下往上观察。如：一

个加数不变，另一个加数增加（减少）几

百，和也增加（减少）几百。

（3）学生表述规律的语言只要意思

清楚即可，不必要求完整规范地表述。

★第 10题是巩固整百数的加减计算。

第（2）题开放性强，因为没作其他

限制，只要能使两堆苹果个数同样多就

可以了，所以答案不唯一。

方法①：不增减苹果的总个数，移多

补少使两堆同样多。方法②：增加苹果

个数。方法③：减少苹果个数。方法④：

增减苹果个数使两堆同样多……练习中

注意引导，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第 11题是数形结合培养学生观

察能力。对有困难的学生，可以用实物

对折演示，帮助学生理解题意。答案可

以是40m，也可以是比40m多一点，最好

是大约40m。至于方法，可以是连加，也

可以是4个10是40。

★第12题是整十数的加减计算在学生春游活动中的应用。先要理解题意，再独立完成。

★思考题是对整十数加法的巩固练习，要鼓励学生自己尝试、调整、验证。其思考过程

是将10，20，30，50，60，70六个数分为3组，每两个数之和为80，加上中心数40，每条线上3个
数之和为120。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下两条横线上3个数的和也要为120，这就需要调整，

填好之后再检查验证。答案之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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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是加法的简单估算。

（1）充分体验估算是实际生活的需

要。出示情境图，引导学生感受在现实

生活中准备疫苗的时候，不需要精确地

算出疫苗支数，只需要一个大概的支数

就可以了，所以可以用估算。理解问题

中“大约”的意思。

（2）引导学生思考 295，298最接近

的整百数、几百几十是多少。学生可以

把 295，298 都看作 300 或 290 进行估

算。体验估算方法的多样性。

（3）由于在第 1 学段不要求学习

“≈”，所以在列式时直接用接近的整百

数相加，即300+300=600。
（4）联系实际，思考讨论应该选择将

数据往大数估还是往小数估。理解600是
通过增大原数而估算得出的计算结果，因

此准备的疫苗支数肯定够用。让学生经历

估算的全过程，形成初步的估算意识。

（5）教学中应注意：①估算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近似计算，不必涉及四舍五入

知识，估算结果不唯一，结果在合理的范

围内都是正确的。②估算既是一种计

算，又是一种数学思想。

（6）通过议一议巩固具体情境中加法估算的方法。学生在独立思考完成后，交流自己的

意见，让学生在交流中理解够与不够的原因，进一步明白估算一定要与现实情境相结合。

★例6是减法的估算在生活中的运用。

（1）创设情境，引出估算的需要，让学生感受减法估算的意义。

（2）可以采用与例 5相同的方法进行教学。因为减法估算方法与加法估算方法基本上

是一致的，而且学生已经有了加法估算的基础，所以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还要更大一些。

（3）通过议一议巩固减法的估算。让学生先独立完成，再交流讨论估算的思考过程与估

算的结果，教师酌情指导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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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旨在巩固估算的方

法。教学时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与同

学交流估算的过程。

★练习七第 1~3题，帮助学生感受

估算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巩固加减法

的估算方法。

★第4题是估算和推理相结合的练

习。要引导学生有条理地表述思考过

程。如：先算出每天大约跑1000m，列式

是 600+400=1000（m），然后进行推理：

10个1000是10000，所以他10天可以跑

完10000m。

★第5题的第（2）题是一道开放题，

先让学生提出不同的有关加减法的估

算问题，再进行解答。

★第 6 题是估算在现实生活中的

应用。通过估算得知全校大约有学生

1000 人，再判断 1000 元买门票够不

够。可以有两种表述：（1）全校学生实

际人数小于 1000人，门票的钱数小于

1000元。（2）全校人数不超过 1000人，门票的钱数不超过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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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节“三位数的加法”安排了 4个例题，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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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完成第 39页课堂活动第 1~3题和练习八第

1~5题；第 2课时教学例 3、例 4，完成第 40页课堂活动第 1，2题和练习八第 7，9
题；第3课时完成练习八的第6，8，10，11题和思考题。

★例1是不进位加法。

（1）创设情境，引出算式220+260，让
学生体验三位数加法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2）学生尝试计算。

（3）反馈交流计算方法。重点关注

竖式计算方法，结合直观学具图思考交

流：用竖式计算时，为什么相同数位要对

齐？让学生理解算理与算法：2大盒加2
大盒（都是 100支），得 4大盒，就是 400
支；2小盒加6小盒（都是10支）得8小盒，

就是 80支；4大盒与 8小盒合起来就是

480支。也就是2个百加2个百得4个百，

2个十加6个十得8个十，4个百与8个十

组成480。

★例2是个位相加满10的进位加法。

（1）让学生读懂题意并列出算式。

先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题目中的数

学信息，再列出算式。

（2）尝试用竖式计算后再交流计算

的方法和过程。要引导学生特别关注：

个位数相加满10怎么办？进位的1怎么

写？虽然这个问题在学习100以内的加

法计算时已经解决，但这是后续学习的

基础，也是学生易于疏忽的问题，所以教学时要让学生熟练掌握。

（3）竖式计算时，要在竖式上很清楚地写上进位的1，反映进位的过程。这样既不容易出

错，又方便快速。以后当学生熟练掌握之后，进位的1可以不写在竖式上。

（4）通过试一试巩固个位相加满10的进位加法。学生独立完成之后，相互检查，相互评价。

（5）议一议是让学生从自身的感受中，归纳加法计算应该注意什么，鼓励学生用自己的

语言表达“对位”“进位”的含义，不必形成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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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1，2题是通过数形结

合的方式，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加法的意

义和算理的理解。

★第3题是利用统计表中的数据巩

固三位数加法的计算方法。可以先让学

生结合题意说出表中“合计（人）”所表示

的意思，再独立完成。

★例 3是十位相加满 10的加法，并

结合实际理解求比一个数多几的数。

（1）创设情境，理解题意。“猪比牛多

270头”表示猪比 153头还多 270头，要

求有多少头猪，就是把 153和 270合起

来，所以用加法。

（2）学生尝试竖式计算，并说出计算

的方法和计算过程。重点引导学生关

注：十位上的数相加满10怎么办？为什

么十位上的数相加满10要向百位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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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是个位、十位相加都满 10的

连续进位加法，是教学的难点。

（1）理解题意，列出算式。“自行车的

价格等于前两辆车的总价”是指自行车

的价格就是另两辆车价格的总和。

（2）学生尝试竖式计算，再反馈计算

方法和结果。重点关注十位上的数是怎

么相加的。十位上的 2加 7再加个位相

加满10进上来的1得10，正好满10进1，
即 10个十就是 1个百，需向百位进 1，这
时十位上要写0占位。

（3）试一试是巩固连续进位加法的

计算。学生独立完成后反馈。可以选择

有代表性的错误计算进行展示，分析错

误的原因并改正。

（4）议一议是让学生总结三位数加

法的计算方法，即：相同数位对齐，从个

位加起，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10，就向前

一位进1。

★课堂活动安排了 2道题。都是巩

固三位数的加法计算方法。教学时注意

联系学生实际，让学生感受三位数的加

法在生活中运用的广泛性，激发学习数

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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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八第2题是巩固不进位与个

位进位的加法的竖式计算。

★第3~5题是不进位加法和个位进

位的加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学生

可理解题意后自己尝试解答，再说一说

为什么要用加法计算。引导学生结合

加法的意义来列式。

★第6题是综合利用三位数加法的

估算和计算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

根据图中呈现的多种信息，引导学生观

察从明明家到什么地方大约 1km的相

关信息，同时通过学生对三位数加法的

估算和计算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数感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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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题是从直条示意图上分析数

量关系，并解决实际问题。

（1）先要引导学生仔细看图，从图中

获得数学信息。即：1号运动员的跳高

成绩是170cm，2号比1号少跳20cm，3号
比2号多跳30cm。

（2）学生独立解决第（1）题中的两个

问题，并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列式。

（3）根据图中的信息，还能提出哪些

不同的数学问题？

★第9题巩固连续进位加法计算。

★第 10题是根据图示信息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并提出相关的数学问

题。要引导学生根据问题选择与之相关

的数学信息，再列式解答。

★第 11 题是加法竖式中的数字

谜。解决方法多样，思考性较强，不要求

学生1次填出正确结果。可以让学生独

立分析填写，尝试从调整和修改中寻求

正确的答案。可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填

的，如第 2小题的个位上的数是怎样填

出来的,几加 5个位会是 4呢，只有 9加 5
得14，个位才会写4。

★思考题是通过观察、比较、推理等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最好的方法是消去法，即两

边同时消去（拿走）2个梨，再同时消去（拿走）2个苹果；左边剩下 2个苹果，右边剩下 3个

梨。所以答案是：2个苹果等于3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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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节“三位数的减法”安排了 5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 1个练习。建议用

4课时教学：第 1课时教学例 1、例 2，完成第 44 页课堂活动和练习九第 1~3题；

第 2课时教学例 3、例 4，完成第 45页课堂活动第 1题和练习九第 4~7题；第 3课

时教学例 5,完成第 46页课堂活动第 2，3题和练习九第 8~10题；第 4课时练习，

完成练习九的其他题目。三位数的减法与三位数的加法编排体例和教学要求

基本相同。

★例1是不退位减法。

（1）创设购物情境，引出减法计算

的算式。体验三位数减法与生活的密

切联系。

（2）学生尝试计算。

（3）反馈交流计算方法。重点关

注竖式计算，同时结合人民币的实物

图演示，让学生直观地看到从 300 元

中拿走 100元，还剩 200元；从 40元中

拿走 20 元，还剩 20 元；200 元与 20 元

合起来就是 220 元，从而直观理解竖

式计算中“相同数位要对齐”的道理。

★例2是个位不够减的退位减法。

（1）理解题意，学生独立竖式计算

后，让学生说一说个位上的数不够减怎

么办。

（2）让学生经历减法验算的过程，体

验验算的方法。验算可以是再减一遍，

也可以用差加减数看是否等于被减数。

（3）竖式计算时，可以在竖式上很清

楚地记上退位点，反映退位的过程。这

样既不容易出错，又方便快速。当学生

熟练掌握之后，可以不记退位点。

（4）试一试是巩固个位不够减的退

位减法。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后，交流

计算过程。

（5）议一议是让学生从自身的感受中，归纳减法计算应该注意什么，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

言表达“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减”“个位不够减向十位退1当10，与个位上的数合起来再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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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的第 1，2题是通过数形

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减法的

意义和算理的理解。

★例3是十位不够减的退位减法。

（1）创设情境，理解题意。“下山走近

路，比上山少行85m”就是指下山行的要

比 517m少 85m，也就是要从 517m里面

去掉少的85m，所以用减法计算。

（2）学生尝试用竖式计算。反馈时

重点讲解十位上的数不够减怎么办。

（3）试一试是巩固十位不够减的退

位减法。可与个位上的计算对比，突出

“够减不退位，不够减要退位”“哪一位不

够减就向它的前一位退1”。
（4）议一议是归纳减法计算的方法，

即：相同数位要对齐，从个位减起，哪一位

上的数不够减就向前一位退1作10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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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是个位、十位都不够减的连

续退位减法，是本册教科书教学的难点

之一。因此以计算题的形式直接出示，

便于集中讨论“个位、十位都不够减怎

么办”，即解决连续退位减法的问题。

（1）先让学生尝试计算。

（2）学生反馈计算方法。当个位减

完以后，引导学生思考：十位现在是0-4，
0-4不够减向百位退1作10，十位现在又

变成了10-4，10-4=6，对齐十位写6。
（3）试一试是巩固三位数的连续退

位减法。可让学生独立计算后再反馈，

还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错误计算进行

展示，让学生分析错误原因并改正。

★例5是整百数减三位数的连续退

位减法。这是三位数减法中最难的部

分。教学要借助计数器帮助学生直观

理解算理和连续退位的过程。

（1）理解题意，独立尝试计算。

（2）用计数器演示整个计算过程，帮

助学生掌握连续退位减法的计算方法。

（3）利用计数器的演示，数形结合

理解竖式上的计算方法。教师引导学

生在竖式上进行计算，重点理解“十位上怎么减”，让学生理解从百位退1作10，又被个位退

1，十位上只能是9减3。
（4）试一试是巩固整百数或被减数中间有 0的三位数的连续退位减法。可让学生在正

确计算并理解算理的基础上，总结出0上有点看作9来计算。

★课堂活动第1题是巩固十位不够减和连续退位减法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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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是分析减法的错误原因并

改正。通过这样的练习，减少或避免学

生出现类似错误，提高计算的正确性。

★第 3题是利用情境图中的信息解

决问题，巩固连续退位减法。

（1）以动物对话的形式创设情境，呈

现数学信息，增强趣味性。

（2）让学生先收集其中的数学信息，

再提出相关的数学问题。

（3）让学生独立列式计算，解决提出

的问题。

★练习九第 2题是巩固不退位和个

位不够减的退位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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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题是通过人民币元、角、分的

计算加深对退位减法算理的理解。

教师指导学生可采用不同方法进

行计算：可以用单名数（全部化作分）计

算，如 480-215或者 575-480；也可以用

复名数计算。然后引导学生把两种方

法进行对比，借助人民币的表象，帮助

学生加深对退位减法算理的理解。

★第5题是巩固十位不够减和连续

退位减法的计算方法。

★第6题是连续进位加法与连续退

位减法的对比练习和验算。练习时要引

导学生进行对比分析，找出计算的异同

点，掌握三位数加减的计算方法，初步感

悟加减法之间的互逆关系。

★第7题是减法计算在路程表中的

应用。首次出现此类题目条件与问题

的呈现方式，教师做适当指导。

（1）结合左边的火车路线图和右边

的里程表，获取其中的教学信息。

（2）教师引导学生结合火车路线图

和里程表的数据理解：283km表示北京到石家庄的路程，695km表示北京到郑州的路程，空

格表示的是石家庄到郑州的路程。要求石家庄到郑州的路程实际上就是用北京到郑州的路

程减去北京到石家庄的路程，即：695-283。
（3）采取同上方式理解第2个里程表的意思。

（4）学生列式计算。

★第8，9题是练习整百数或被减数中间有0的三位数的连续退位减法。

★第 10题是练习三位数加减法的对比练习和加减混合运算。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引

导学生进行观察对比，说说加减法计算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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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题是减法计算在生活中的

应用。

（1）以王军家水、电、气使用情况为

素材，用实物图、表格的方式呈现数学情

境和问题，学生比较陌生，练习时要做必

要的指导。

（2）将水、电、气表中的数据标注在

各个表的下面，显示本月底的读数。

（3）重点指导学生看懂表格。“上月

底的读数”表示本月使用前的数据，“本

月底的读数”表示本月使用后的数据，

“本月使用数”就是用本月底的读数减去

上月底的读数。

（4）理解题意后，填出本月底的读数

和本月使用数。

★第 12题是让学生在具体事例情

境中感知“和不变，两个加数的变化规

律”。可以让学生在计算、填表之后，观

察表中的数据变化，发现规律。对所发

现规律的表述，不必过分追求完整、准

确，也不要求全体学生都掌握这个规律。

★第 13题是让学生在具体事例情

境中感知差不变，被减数和减数的变化

规律。练习要求和方法与第12题一样，

只是素材不同，规律不同。

★思考题是减法竖式的数字谜。有一定的综合性与灵活性，思考性较强，不要求学生1次
填出正确结果。可以让学生独立分析填写，尝试从调整和修改中寻求正确的答案。然后让学

生说一说是怎样填的，如第2小题的个位上的数是怎样填出来的，几减7会得3呢，只有10减7
得3，而个位又不能填10，只能填0，说明是向十位退了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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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探索规律”安排了4个例题，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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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1，2题和练习十第1，2题；第2课时
教学例3、例4，完成课堂活动第3题和练习十第3，4题和思考题。本节内容的教
学，主要是让学生体验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是有规律的，让学生经历探索规律的
过程，激发学生探索的欲望，培养学生探索意识，初步学习探索简单情境下的变
化规律的方法。

★例 1是在沙发、窗帘上找直观可
见的简单重复规律，初步体验感知同样
的规律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达，感受有
规律的图案美化了房间，美化了我们的
生活，规律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密切。

（1）呈现情境图，让学生仔细观察
沙发、窗帘、地毯、地面发现规律，并用
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述出来。学生可以
用描述性的语言表达；可以用画图的方
法 表 达 ；也 可 以 用 字 母 表 达 ，如

“ABABAB…”等。
（2）比较沙发、窗帘、地毯、地面条

纹颜色的规律，说说有什么新的发现。

★例2是认识不同方式呈现的规律。
（1）先让学生仔细观察、比较、分析

第（1）~（3）题各自的规律，再根据自己
的发现填空。

（2）组织学生交流填空的理由。一
定要让学生充分交流，各自说出自己是
怎样发现规律的，特别要让学生阐述得
出这个规律的理由。让学生亲历探索
过程，并获得成功的体验，激发探索的
兴趣。

（3）引导学生整体比较、分析第（1）~
（3）题的规律。可以得出第（1）~（3）题
所反映的规律相同，都可以表示为

“AABAABAAB…”这样的形式。让学生
感知到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以反映同样

的规律，同一规律，又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

★例3是一组有简单规律的数，从第3个数开始，每个数都是它前2个数的和。
（1）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比较、分析，发现这组数的规律。
（2）学生根据规律，填出横线上的数。还可以让学生继续按规律写2个数，验证所发现

的规律，体验数学规律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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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是数形结合呈现的简单递增

规律。

（1）先让学生摆圆片、填数据，然后

观察比较，发现规律。

（2）充分交流发现的规律和发现规

律的过程。进一步让学生体验同一规律

表现形式不同，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以表

达同一规律。

（3）试一试是一组数的简单递减排列

规律。规律明显，可以让学生独立探究。

★课堂活动第 1题是说说生活中的

数学规律。鼓励学生从数学的视角去观

察生活，寻找规律，遵循规律。

★第 2题是按一定的规律摆学具，

并用语言表述规律。在操作活动过程

中，培养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体验成

功，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第3题是照图摆一摆学具，并说一

说发现的规律。激发学生探索规律的兴

趣，培养学生的探索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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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第1~2题都是图形重复排

列规律。本题规律明显，学生易于发

现，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后适当交流。

★第3题是数的简单变化规律。可

以让学生独立完成后，说一说每组数的

规律。第（1）、（2）组数的规律是每 3个

数一组依次不断地重复出现。第（3）、

（4）组数是递增或递减的规律。第（5）、

（6）组数是从第3个数起，每个数都是前

面2个数之和的规律。

★第 4题是在给定的范围内，选择

4个数组成一组有规律的数。此题给

定的数多，开放性大，有多种组合，答

案不唯一，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能力。

★思考题是构建完善规律，可以让

学生独立思考完成。题目开放性较强，

仅从第 1，2两个数的变化看，可以是后

一个数比前一个数多 10，即 10，20，30，
40，50，60；可以是后一个数是前一个数

的 2倍关系，即 10，20，40，80，160，320；
也可以是后一个数比前一个数依次多10、多20、多30……即10，20，40，70，110，160；还可以

是从第3个数起，每个数是前两个数的和，即10，20，30，50，80，130；等。只要学生填写的数

是有规律的就应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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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问题解决”安排了3个例题，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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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练习十一第1~3题；第2课时教学例2，完成第53页

课堂活动和练习十一第 4~8题；第 3课时教学例 3，完成第 55页课堂活动和练习

十一第9~12题。本小节涉及的计算有三位数加减及表内乘除法，解决问题的方

法多样，部分习题具有开放性。

★例 1 是解决生活中求剩余的问

题，让学生经历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

（1）以购书付款为基本素材，创设情

境，引出例 1。唤起学生在生活中经历

过的购物付款的生活经验，感受数学与

生活的联系。

（2）理解题意。结合现实情境，让

学生找出题中已知的条件和要解决的

问题。

（3）分析解决问题。要求“还剩多少

元”需要知道什么条件？让学生经历从

问题出发，选择所需要的条件，对不能直

接获取的已知条件，要先计算得出。感

知用数学分析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过

程。让学生独立列式计算，然后交流说

出自己所列算式和计算结果的意义。

（4）检验作答。可以组织学生讨论

怎样检验计算结果，寻求检验的方法并

进行检验，确认正确之后，写出答案。

（5）注意：如果学生将分步式写成了

综合式，要让学生结合购物付款的现实

情境理解应用小括号。

（6）通过议一议让学生回顾解决问

题的全过程，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

（7）试一试可以进一步让学生领会问题解决的步骤。先让学生独立完成，再说一说每一

个步骤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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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是解决生活中简单的“比少求

和”问题，可以采用与例1基本相同的教学

方法进行教学。

（1）创设情境，理解题意。说一说

怎么理解“鹅比鸭少 375只”的意思，即

鹅的只数比680少375。
（2）分析问题。要求鸭和鹅一共

有多少只，应该知道哪两个条件？而

鹅的只数没有直接告诉，所以应先算

鹅的只数。

（3）学生列式解答，并说出每步解

决的问题。

（4）试一试是解决生活中“比多求

和”的问题。其数量关系与例 2基本一

致。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再交流解决

问题的方法和过程，重点引导学生说出

为什么要先求桃树的棵数。

★课堂活动是用三位数的加减法

解决生活中常见的简单实际问题。要

求学生能结合实际情境，提出相关的数

学问题并解答。

第（1）题是让学生结合生活经验，

借助路程直观图呈现的数学信息，分析

数量关系，进而提出相关的数学问题。

如：动车行的路程是多少千米？即求比

一个数多几的数。小明从家乡到重庆

行的路程是多少千米？即“比多求

和”。让学生独立解答，再交流各自的

解答方法和过程。

第（2）题是让学生结合生活经验理解数学信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如：“阅览室里现

在有多少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较多，学生完成之后，还可以引导学生体会原有人数与

进、出人数的关系。即进、出人数相等，原有人数不变；进去人数比出来人数多，教室里人数

增加，即原有人数加多进的人数；进去人数少于出来人数，阅览室里人数减少，即原有人数减

去多出去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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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是做跳绳的开放性问题，能

用多种方法解决。

（1）创设情境，理解题意。

（2）确定做绳的方案。用10m的绳子

做跳绳，你准备做哪几种绳？引导学生说

出：只做短绳、只做长绳、两种绳都做。

（3）学生口头列式解答只做短绳可

以做5根，只做长绳可以做2根还剩2m。

（4）重点研究两种绳都做的情况。

可让学生用线段图画一画、用算式写一

写等方式尝试可以怎样做。反馈时教师

将学生的方案用例题中的表格进行有序

排列。

（5）引导学生有序地观察表格，从而

理解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先想长绳做

0根、1根、2根这样有序思考，就能找出

做绳的全部方案。

（6）引导学生回顾解决做跳绳问题

的步骤：先是确定方案，然后利用画图、

写算式或列表等方法进行有序的思考，

最后解决问题。

（7）试一试：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方

式独立完成，再交流解决问题的方法和

过程。可以只准备一种凳子或者两种凳

都准备。在两种凳子都准备的时候，引导学生进行有序的思考，如长凳 0根、1根……的时

候，短凳有多少根。可以用列表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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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创设“逛公园”购票的

情境，呈现数学信息，让学生在情境中

提出相关的数学问题，独立解答后，交

流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法。

★练习十一第 1题是口算练习，学

生独立完成后，教师再选择几个算式让

学生说出口算的过程。

★第 2题是用连减解决实际问题。

可以先引导学生看懂图表理解题意后，

再由学生独立完成。

★第 3 题是用连减求部分路程的

实际问题。可以先引导学生理解用线

路图及文字表述的题意，再由学生独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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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是巩固求比一个数多几的

数的计算方法。练习时可以先让学生理

解“……以后每天都比前一天多摘10个
桃”的含义，再让学生用自己的方法解决

问题。

★第5，6题是解决“比多（少）求和”

的实际问题。引导学生从问题入手进行

思考，要求问题必须知道哪两个条件，而

哪个条件不知道，所以要先求什么，再求

什么，然后独立完成。还可以对比这两

道题的条件和解题方法，分析找出题目

的异同。

★第 7，8题是看图列式，计算填空

的习题。可以先让学生认真看图，并用

自己的语言表述题意，再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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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题与第 53页课堂活动第（2）
题类似，要注意分析原有人数与进出人

数的关系。

在解决第（3）题时，11：00时展览馆

里的人数应该是 470人，在这个基础上

再进去 100人，出来 150人，这时展览馆

里的人数应该是420人。

引导学生重点关注“选择哪个时段

去参观最合适？”及其理由。

★第 10题是解决“比多（少）求和”

的实际问题。

★第 11题是对例 3有序地思考问

题的巩固。此题开放性较强，可以放手

让学生独立完成，并充分交流各自不同

的租船方法和理由。不要求学生找到

所有可能的方法，但要有意识地培养学

生的有序思维，用列表法找出所有可能

的租船方法，让学生感知用列表法解决

简单问题。

★第12题中，第（1）、（2）题是用表内

除法解决问题。第（3）题比较难，可用列

表法分析出所有不同的买法，还可以在得出一种买法后，通过2枝康乃馨换3枝百合，思考另外

的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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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整理与复习”，建议用2课时教学：第1课时完成单元知识的整理及第

1题和练习十二第1~6题；第2课时完成第2题和练习十二第7~13题及思考题。

★第 1题，巩固三位数加减的计算

方法。可让学生先独立完成，然后说一

说计算的方法和在计算时容易出错、需

要注意的地方。

★第 2题是巩固解决简单实际问题

的步骤和方法。可以先引导学生回顾问

题解决的全过程（步骤）与方法，再独立

解决问题，最后进行反馈。

★练习十二第1题是复习整十、整百数

的加减法。

★第2题是复习三位数的进位加法

和退位减法。学生独立完成后，教师可选

择性地让学生说出几道题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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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题是用竖式计算三位数的加

减法。

★第4题是改正三位数加减法在竖

式计算中常见的错误。要求学生尽量

用简明、准确的语言说出错误的原因，

再改正，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

计算的正确性。

★第 5题是在加减法计算练习中，

渗透函数思想。学生独立完成后，交流

自己解题的思考过程。第（1）题当减数

确定不变时，只有被减数最小，差才能

最小，即被减数是最小的三位数100。

★第6题是估算的简单应用。要求

学生独立完成练习后，说出自己估算的

过程。

★第7题是练习找出简单的变化规

律。学生独立完成后，交流说出找出规

律的理由，只要学生言之有理，就给予

肯定和鼓励。

★第8题是解决生活中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几的简单问题。注意让学生结合现实情

境，理解题目中“实际”与“计划”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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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题是根据男、女生人数与全

校人数的关系填空，巩固三位数的加减

法计算。要先引导学生看懂表格，即横

着看，再让学生独立完成。

★第 10~12题是与本单元问题解决

小节中例 1~例 3对应的 3个实际问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交流问题解决的方法

和思考过程，使学生进一步理解、掌握问

题解决的步骤和方法。

★第 13题是认识存折，巩固三位数

的加减法计算。要让学生联系实际，结

合生活中存钱和取钱的过程，理解存入、

支出、余额的含义。余额是在上次余额

的基础上加上存入的钱（或减去支出的

钱），进而明白每次余额的计算方法。

★思考题是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呈

现数学信息，利用形象直观的方法找出

所需条件并解决实际问题。关键是要

从图中发观搬 2套桌椅要 5人的隐含条

件。练习时可以提示学生，观察画面，

借助画图、列表、推理等方式得出结

果。也可以用算式，如：第（1）题，8÷2=4,4×5=20（人）。第（2）题，40÷5=8,8×2=16（套），搬桌

子：16×2=32（人），搬椅子：16÷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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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生活中的数学规律。通过5幅连环画与文字说明，让学生感受有

规律的事物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利用规律可以改善生活、美化生活等，从而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仔细观察的意识和能力。

★本数学文化可以结合本单元的

“探索规律”一节内容进行教学。

★可让学生先仔细观察每幅图有

什么规律，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该规

律。再结合生活实际展开联想，举出自

己发现的生活中有规律的物品、自然界

中有规律的动植物以及一些有规律的

自然现象等。让学生感受规律在生活

中的应用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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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与实践——“参观南村养鸡场”主要是应用三位数加减法的相关知识解决

养鸡场中的实际问题，感受所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建议用2课时教学。

★教材呈现的是参观养鸡场的情境

图，要引导学生从数学的视角去观察和思

考，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解决数学问题。

如：这个养鸡场有多少只鸡？一天能产多

少个鸡蛋？一年能赚多少钱？养这些鸡

需要多少饲料，多少工人？培养学生提出

问题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时将学生带到附近的养鸡场

去参观（没有条件的，可以用多媒体展示

活动场景），在学生实地参观、了解（或观察

情境图）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参观前要明确要求：这次活动要做

些什么？怎样收集记录数据？根据这些

数据可以提出怎样的数学问题？怎么解

决这些问题？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什么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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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鸡场里有肉鸡多少只？引导学

生用自己收集的数据进行计算。可以通

过观察，先估一估一个鸡舍大约有多少

只肉鸡，再推理或计算出整个养鸡场一

共大约有多少只。

★每天大约产蛋多少个？可引导

学生先数出一个鸡舍的鸡蛋。由于鸡

舍里鸡蛋较多，学生在数的过程中可能

会 2个 2个或 5个 5个地数，或一层一层

地数，或用估计的方法等。然后再推理

或计算出鸡场每天大约产多少个蛋。

★每周大约用饲料多少袋？可让学

生向工作人员了解这个鸡场一天（或一

周）大约需要多少袋饲料，从而得到每周

大约用饲料多少袋。也可以在了解了每

周用的饲料袋数基础上提出这些饲料大

约需要多少钱等相关问题。

★每月收入大约多少元？可引导学

生与养鸡场相关人员交流，了解养鸡场

的收支情况，计算每月的大约收入。如：

养鸡场的收入有哪些？（卖鸡，卖蛋等。）支

出有哪些？（饲料、人工、水电费等。）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1）参观养鸡场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谈谈参加活动的感想。如：通过这次

活动，感受到了较大数、估计、三位数的加减法等知识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让学生充分体会数

学的实用价值，产生学好数学的愿望。（2）教科书安排的参观养鸡场的3个部分，可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变化或补充。如，删去某一项，补充另一项等，要结合参观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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