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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意义和性质

第1课时 比的意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0页例1,第51页课堂活动,第52~53页练习十四第

1,2,5题。

【教学目标】

1.在具体情境中理解比的意义,会读、写比;认识比的各部分名

称;会求比值。

2.在小组活动中初步理解比、分数、除法之间的关系,感悟事物

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3.通过一系列的探索活动,增强学生自主探究的意识,并从中感

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难点】

1.比的意义。

2.比与除法、分数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教学准备】

小黑板、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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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投影出示例1的表格

姓名 从家到学校的路程(m) 从家到学校的时间(分)

张丽 240 5

李兰 200 4

  

2.教师引导学生观察表格提出问题

教师:根据表格中所呈现的信息,你能提出用除法计算的问

题吗?
学生思考后可能会提出如下问题:
(1)张丽从家到学校所用的时间是李兰的几倍?
(2)李兰从家到学校的距离占张丽从家到学校的距离的几分

之几?
(3)张丽从家到学校平均每分行多少米?
(4)李兰从家到学校平均每分行多少米?
……
[点评:给学生提供开放性的材料,供学生去探究、思考、提炼,较

好地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3.引入课题

教师: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很有研究价值,那么你们能列出相应的

除法算式吗?
估计学生会列出以下算式:(教师板书算式)

(1)5÷4=
5
4

(2)200÷240=
4
5

(3)240÷5=4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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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4=50(m)
教师:像5÷4这种表示两个数量倍数之间关系的式子,我们还

可以用比来表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比”。(板书课题:比的

意义)
[点评:从复习旧知引出新知,有效地激起学生的学习欲望。]

二、探究新知

1.初步感知比的意义

教师:请同学们看,5÷4可以写成5∶4,读作“5比4”。(板书)
教师:现在你知道什么叫作比了吗?
学生1:5比4就是5÷4。
学生2:比就是除。
学生3:两个数相除就是这两个数的比。
(板书:两数相除又叫作这两个数的比。)
[点评:从算式5÷4引出比,让学生初步感知比的意义。]

2.进一步理解比的意义

让学生认真阅读比的意义,并说一说是怎么理解的,然后交流归

纳,最后明确理解以下几点:
(1)比是指两个数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独的一个数。
(2)“又叫作”说明两个数的关系,可以是相除关系,也可以说是

比的关系。
(3)相除的两个数可以用比来表示,反过来,用比来表示的两个

数也可以用相除关系来表示。
[点评:这个环节多用一些时间,让学生阅读、感悟,能有效地加

深学生对比的意义的理解。]

3.比的另外一种表示

教师:对于5∶4也可以写成
5
4
,也读作“5比4”。

教师:刚才同学们写出了4个除法算式。请你用2种方法分别

把它们写成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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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00÷240  240÷5  200÷4
学生尝试写比,教师巡视指导。

[点评:5
4

也表示比,这对于初学的学生来说不易接受,因为学生

脱离不开
5
4

是分数的思维定式;只有学生对比的意义理解深刻之后,

再学习另一种表示方式,才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4.教学比的各部分名称

教师:对于“5÷4=
5
4
”,每一部分都有它的名称,那么比的各部

分又叫什么呢? 请同学们阅读教科书第50页,自主学习。
学生自学课本,教师巡视指导。然后,让学生到黑板上写出各部

分的名称。

5 ∶ 4 =5÷4=
5
4

前 比 后 比

项 号 项 值

接下来,教师还要提出以下问题供学生研究:

(1)5∶4=
5
4
,如果把比值

5
4

写成1.25,行不行呢?

(2)对于200∶4=50,它们的前项、后项、比值各是多少?
(3)通过刚才的研究,一个比的比值可以是哪些数?
学生先自我感悟,然后交流,最后达成共识:一个比的比值可以

是分数,也可以是小数或整数。

5.练一练

教科书第52页练习十四第1题。
让学生先指出每个比的前项和后项,再让学生求每个比的比值。

6.教学例1中的“试一试”

(1)李兰和张丽所用时间的比是(  )。
(2)张丽和李兰所行路程的比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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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兰和张丽所行路程的比是(  )。
(4)张丽所行路程和时间的比是(  )。
可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完成,教师巡视指导,并和学生交流。如果

个别学生有困惑,可适当点拨。

教师:同学们,刚才你们求出了李兰和张丽所用时间的比是
4
5
,

能用“5
4
”来表示吗? 为什么?

两个数的比表示一定的意义,如果交换了前、后项的位置,比的

意义就改变了,所以比的前、后两项不能随便交换位置。
教师:请同学们比较一下,“试一试”中的4道题有什么相同的地

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可以在小组内讨论交流。
引导学生得出:相同的地方,都是求两个量的比;不同的地方,前

3道题是同类量的比,第4题是不同类量的比,即路程∶时间。
如果学生能找出以上关系更好,如果学生的思维受阻,找不到不

同点,教师可提示:

① 第(1)题求的是什么与什么的比? (时间与时间的比)

② 第(2)(3)题求的是什么与什么的比? (路程与路程的比)

③ 第(4)题求的是什么与什么的比? (路程与时间的比)
教师可指出:
前3道题都是同类量的比,第4道题则是不同类量的比。像这

种不同量的比会产生一种新的量。例如:路程∶时间=速度。
[点评:本环节的设计,让学生感悟比的前项、后项的顺序性,以

及同类量的比和不同类量的比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使学生能进一步

加深对比的意义的理解。]

7.教学例1的“议一议”

(1)教师:比的后项可以为0吗? 为什么?
让学生先独立思考,然后在小组内讨论、交流,接着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全班汇报。
学生1:比的后项可以为0,例如在体育比赛中经常出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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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3∶0”。
学生2:比的后项不可以为0,因为比的前项相当于被除数,比的

后项相当于除数,而在除法运算中,除数不能为0。因此,在比中,比
的后项不能为0。

经过思维的碰撞,达成共识并板书:比的后项不能为0。
(2)教师:比的意义是根据除法算式得来的,比的表示方法和分

数又相同。可见,比与分数、除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到

底有哪些联系呢? 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说一说“5∶4”中各部分的名称。
在小组内讨论、交流,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全班汇报。

学生1:在比中,5是前项,中间是比号,4是后项,比值是
5
4
。

学生2:在除法中,5是被除数,比号相当于除号,4是除数,商

是
5
4
。

学生3:在分数中,5是分子,比号相当于分数线,4是分母,分数

值是
5
4
。

(3)根据汇报,师生共同讨论、总结,完成下表。

联系(相当于) 区别

比 前项 :(比号) 后项 比值 一种关系

除法 被除数 ÷(除号) 除数 商 一种运算

分数 分子 —(分数线) 分母 分数值 一种数

  教师:比可以写成除法形式,也可以写成分数形式。
[点评:通过自主探究、全班交流,学生理解了比与分数和除法之

间的联系与区别,再一次加深了学生对比的意义的理解,学生不仅获

得了新知识,而且自学能力和分析归纳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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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巩固练习

1.想一想,填一填

(1)比的前项是5,后项是3,比值是(  )。
(2)比的后项是8,前项是4,比值是(  )。
(3)比的前项是0,比值也是0,后项是(  )。
(4)甜甜3分做60道口算题,她做口算题的道数与时间的比是

(  )。

2.教科书第51页课堂活动第(1)题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适时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讲评。学生独立

完成后,指名学生说一说香烟对人体的危害,适时劝诫人们要远离

香烟。

3.教科书第51页课堂活动第(2)题

学生分组讨论,遇到困难,师生共同解决。

四、达标反馈

1.填一填

1
2=

(  )∶(  )=(  )÷(  )= (  )(填小数)

2.求比值

4∶5    2∶0.6    0.8∶0.4    0.5∶
2
3

3.说一说

你能把它们分别组成比吗?
(1)小刚9岁,小丽13岁。
(2)钢笔5支,铅笔8支。
(3)小林身高120cm,小强身高130cm。
(4)妈妈花125元买了25kg大米。

4.问题解决

小强的身高是1m,他爸爸的身高是173cm。小强说他和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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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的比是1∶173,对吗? 为什么?
[点评:通过达标反馈,能真实地反映本节课中学生是否达到了

教学目标,从而查漏补缺。]

五、课堂小结

教师:今天这堂课,你有什么收获? 关于比,你还想知道什么?

六、 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52~53页第2,5题,搜集生活中关于比的信息。
[点评:这一环节的设计注重对学生原有知识的了解,让学生在

已有认知经验的基础上,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究的时间和空间。同时

教师结合具体问题,把握时机,把数学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培养学

生搜集信息的能力。]
(山东省郓城县实验小学 刘素娟)

第2课时 比的基本性质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1页例2,例3,第52页课堂活动第1,2题,第52~
53页练习十四第3~4,6~9题。

【教学目标】

1.理解并掌握比的基本性质,能够运用比的基本性质化简比。

2.经历比的基本性质的发生、形成过程,培养学生的合情推理、
抽象概括的思维能力。

3.通过探究比的基本性质等活动,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感受一

些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教学重、难点】

1.比的基本性质。

2.把比化成最简整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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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小黑板、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提出猜想

1.复习旧知

教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比的有关知识,那么你们能回

忆一下比和除法、分数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根据学生回答填表:(小黑板出示表格)

比 前项 后项 比值

除法

分数

  教师:通过这个表,你发现了什么?
根据学生回答总结:比和分数、除法有很密切的联系,它们很

相似。

2.填空

18÷6=(  )÷2=24÷(  )=(  )÷3
15
20=

(  )
4 =

18
(  )=

(  )
12

教师:这两道题是根据什么性质来做的?
学生:商不变的性质和分数的基本性质。
教师:在除法中有商不变的性质,在分数中有分数的基本性质。

那么,比有没有类似的性质呢?
学生猜想:
学生1:可能有。
学生2:应该有。
……
教师:今天,我们就来研究和学习比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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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入新课,并板书课题:比的基本性质。
[点评:通过这样的情境创设,紧紧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

很想弄清楚比有没有类似商和分数那样的性质,从而产生强烈的探

究欲望。]

二、验证猜想

1.探究新知

课件出示例2中的4个分数:

200
240  

20
24  

10
12  

5
6

让学生分别化简各分数,从而得出这些分数相等,可以用等号

连接。
教师:根据比与分数的关系,上述4个分数都可以写成比的

形式。
出示书上例2的式子:

200
240 =

20
24 =

10
12 =

5
6

↓ ↓ ↓ ↓
200∶240 20∶24 10∶12 5∶6
教师提问:仔细观察上面的式子,你发现了什么? 能否用它来验

证刚才的猜想?
学生独立思考后,再分组讨论、交流。各组汇报各自的发现及

结论。
学生1:我发现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除以一个相同的数,比值都

是
5
6
。

学生2:我发现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一个相同的数,比值不变。
学生3:我发现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比值

不变。
教师:如果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除以0,会怎样呢?
引导学生讨论哪个组的结论比较全面,怎样说更严谨,并表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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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较全面的小组。
[点评:在激发学生认知需要和探究欲望后,教师起到引领的作

用,引导学生对猜想进行验证,然后学生交流研究的思路与成果。]

2.师生共同总结性质

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0除外),比值不变。
(板书)

教师提问:为什么0除外呢?
引导学生思考,分组讨论、交流。各组汇报各自的发现。
学生1:因为比的后项相当于除法算式当中的除数,而除数不能

为0。
学生2:比的后项又相当于分数当中的分母,而分母不能为0。

3.引导学生体验

我们发现的这个数学规律叫比的基本性质。许多科学家都是通

过提出猜想、实践验证,发现了许多的奥秘,还有许多的奥秘需要我

们去发现。(再一次引导学生口述,巩固记忆)
[点评:这一系列的探究性学习活动,让学生经历探究过程,这不

仅为学生自主发展提供了条件,让学生学到科学探究的方法,还培养

了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同时学生在活动中

互相启发,产生灵感,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

4.应用性质

让学生在例2中找出最简单的整数比,让学生明确什么是最简

整数比,然后出示例3。
例3 化简下面各比。

(1)15∶12    (2)
1
4∶

5
6

先让学生尝试化简,教师巡视,根据学生的做法,进行指导、点
拨,最后进行全班汇报。

对于第(1)题,学生可能会有以下两种化简的方法:

①15∶12=
15
12=

5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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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比写成分数的形式,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进行约分,最后

再写成比)

②15∶12=(15÷3)∶(12÷3)=5∶4
[直接运用比的基本性质,用比的前、后项分别除以它们的最大

公因数,直到前、后项没有公因数(1除外)为止]
对于第(2)题学生也可能会有2种做法:

①
1
4∶

5
6=

1
4÷

5
6=

1
4×

6
5=

3
10

(先把比写成除法算式,运用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得出最后结

果)

②
1
4∶

5
6=

(1
4×12

)∶(
5
6×12

)=3∶10

(直接运用比的基本性质,用比的前、后项同乘两个分数的分母

的最小公倍数,转化为整数比,再进一步化简)
全班汇报交流后,要让学生比较每道题的2种算法,虽然都能得

到最简结果,但直接应用比的基本性质化简比最简便,让全体学生掌

握优化的方法。最后,要明确化简结果一定是最简整数比。
[点评:在比的基本性质和化简比的教学中,教师注重引导学生

独立发现规律,探索方法,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得以增强,对知识的

理解也更加深刻。]

5.教科书第52页课堂活动第1题“议一议”

教师:比的基本性质与商不变的性质、分数的基本性质有什么

联系?
先指名学生分别说出比的基本性质、商不变的性质和分数的基

本性质,然后引导学生讨论交流,并在全班汇报。
学生1:比的前项相当于分数的分子和除法中的被除数;
比的后项相当于分数的分母和除法中的除数;
比号相当于分数中的分数线和除法中的除号;
比值相当于分数中的分数值和除法中的商。
学生2:比的基本性质、商不变的性质和分数的基本性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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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的。
学生3:只是说法不一样,实质是一样的。
教师进一步总结:三者还是有区别的。一是表现形式不一样,二

是应用也有差别。商不变的性质求出的结果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

小数等;用分数的基本性质求出的结果只能用分数的形式表示;用比

的基本性质求出的结果只能用比的形式表示。也就是说商不变的性

质是基本形式,比和分数的基本性质是商不变性质的衍化。
[点评:本环节充分运用了“比的基本性质”“商不变的性质”和

“分数的基本性质”的共通性,通过学生的猜想、验证、总结及应用,让
学生对比的基本性质的理解逐渐加深。]

三、巩固练习

1.教科书第51页“试一试”

用已经学过的知识试着将比化成最简整数比。
学生化简后交流反馈,说说方法。
师生共同小结方法及注意点:应用比的基本性质把整数比、小数

比、分数比化成最简单的整数比时,第一步一般都化成整数比,接着

再利用比的基本性质把比的前、后项同除以它们的最大公因数,化为

最简整数比。

2.课件出示教科书第52页课堂活动第2题

阅读资料,说出两个量的比,并把能化简的比化简。
讨论:化简比与求比值有什么区别?
求比值就是求“商”,得到的是一个数,可以写成分数、小数,有时

也能写成整数;而化简比则是为了得到一个最简整数比,可以写成真

分数或假分数的形式,但是不能写成带分数、小数或整数。

3.教科书第52页练习十四第3~4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
[点评:这一系列的探究性的巩固练习,不仅为学生自主发展提

供了条件,让学生学到了科学探究的方法,还培养了学生主动获取知

识的能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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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达标反馈

根据要求填一填:

1.化简下面各比,并求出比值。

比 最简整数比 比值

9∶54
34∶67
5.8∶2.9
1
4∶

1
5

  2.六年级三班男生人数是女生的1.2倍,男、女生人数的比是

(  ),男 生 和 全 班 人 数 的 比 是(  ),女 生 和 全 班 人 数 的 比

是(  )。
[点评:通过达标反馈训练,能真实地反映本节课中学生是否达

到了教学目标,从而查漏补缺。]

五、课堂小结

教师: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又掌握了哪些知识? 什么是比的基本

性质? 应用比的基本性质如何化简比?

六、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53页练习十四第6~9题。
(山东省郓城县实验小学 刘素娟)






 

问题解决

第1课时 问题解决(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4页例1,第56页课堂活动第1题,第57页练习十五

第1~3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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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在实际情境中理解按比例分配的意义;掌握按比例分配解决

问题的方法,能正确解决简单的按比例分配的问题。

2.经历探索按比例分配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产生过程,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通过自主学习等活动,发展学生自主探究的意识,渗透转化的

数学思想,并从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难点】

1.按比例分配的意义。

2.用按比例分配的方法解答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实物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教师:同学们都有买文具的经历,请看大屏幕。(出示与学生生

活紧密联系的实例)
教师:几个同学凑钱批发文具,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买的?
教师:李芸和张倩各拿出8元钱,一共买了10支水彩笔。她们

该怎么分这些笔呢?
学生1:每人5支。
学生2:平均分。
学生回答后,教师及时做出评价,板书“平均分”。
教师:这儿还有两个同学,也批发了一些文具。(出示例1,指导

学生读题)
教师:陈红拿出6元,赵青拿出4元,一共买了15本同样的笔记

本。这两个同学怎样分这些笔记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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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1:平均分。
学生2:平均分不合理。
教师:如果不平均分,那该如何分呢?
学生1:谁拿的钱多,分到的笔记本就应该多。
学生2:谁拿的钱少,分到的笔记本就应该少。
学生3:应该按拿钱的多少来分配才合理。
教师:对的,按拿钱的多少来分配笔记本最合理,这种分配方法

通常叫作按比例分配。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运用按比例分配的方法

解决问题。
[板书课题:问题解决(一)]
[点评: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欲望,初步感

知按比例分配的意义。]

二、探究新知

1.理解按比例分配的意义

教师:10支水彩笔被平均分给了李芸和张倩,为什么要平均分

呢? 因为两人拿出的钱数同样多,也即拿出的钱数比是1∶1,所以要

平均分。
教师:陈红和赵青两人分笔记本,为什么不平均分呢?
组织学生思考交流,得出因为两人拿出的钱数不一样多,实行平

均分是不公平的。要做到公平,应根据出钱多少来分配才合理。两

人拿出的钱数比是3∶2,那么,15本笔记本应按3∶2分配。
最后,教师指出:像这样把一个数量按照一定的比来进行分配,

这种分配方法通常叫作按比例分配。
[点评:分配物品时,让学生感受应按一定的比分配物品才合理,

使学生对按比例分配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2.列举身边的事例

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需要把某一物品按照一定的比来

进行分配。列举身边的事例,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按比例分配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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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投影出示物品配料标签。
(1)某配方奶粉调配时,奶粉和水的比为1∶7,按照这个调配建

议,我们在调配奶粉时能平均放奶粉和水吗?
(2)市场上出售一种5升装的混合油,其中橄榄油与花生油的比

是1∶1,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混合方法? 这5升油中,花生油有多

少升?
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反馈、交流后,教师及时做出评价。
教师: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例子? 介绍给大家听听。

(学生举例)
[点评:让学生通过具体情境去探索、交流、比较,获得按比例分

配的实际体验,使学生真正理解按比例分配的意义。]

3.教学例1

教师:同学们理解了什么是按比例分配,下面大家开动脑筋,帮
助陈红和赵青分一下笔记本,看看谁分配得最合理,分配的方法也最

容易操作?
学生独立思考、计算,教师巡视指导,反馈学生做法,集体分析

解法。
方法一 陈红、赵青拿出钱数的比是6∶4=3∶2。
设每份是x 本。

     3x+2x=15
5x=15
x=3

陈红应分的本数:3×3=9(本)
赵青应分的本数:2×3=6(本)
答:陈红应分9本,赵青应分6本。
方法二 总份数:3+2=5

因为陈红应分的本数占15本的
3
5
,赵青应分的本数占15本的

2
5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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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应分的本数:15×
3
5 =9

(本)。

赵青应分的本数:15×
2
5 =6

(本)。

答:陈红应分9本,赵青应分6本。
方法三 先求出每份是多少本,再分别求出两人应分的本数。

15÷(3+2)=3(本)
陈红应分的本数:3×3=9(本)
赵青应分的本数:2×3=6(本)
答:陈红应分9本,赵青应分6本。
教师:还有其他解法吗?
学生交流解法,并说明解题思路。通过评价,鼓励学生用不同的

策略来解决问题。
教师:同学们想出了这么多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真棒! 可是

你们如何证明自己的解法是正确的? (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方法进行

检验)
方法一:把陈红、赵青所分到的笔记本数加起来,看是否等于总

数15本。
方法二:把陈红、赵青所分到的笔记本数写成比的形式,看化简

后是否等于3∶2。
[点评: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探索问题解决的方法与

策略,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实用性,然后放手让学生尝试。通过多种

解法的探讨,帮助学生加深按比例分配方法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发散

思维及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巩固练习

1.教科书第57页练习十五第1题

学生交流解法,并说明解题思路,鼓励学生用不同的策略来解决

问题。

2.教科书第57页练习十五第2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用投影仪集体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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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科书第56页课堂活动第1题

阅读资料,结合自己班的人数,设计一个合适的比,将全班学生

分成两部分来参加两项公益活动,然后进行全班交流。

四、达标反馈

解决问题。
(1)甲、乙两数的比是4∶3,甲、乙两数各是多少?
(2)有30个球,现在按3∶2分给甲、乙两个班,每个班各分得多

少个?
(3)六年级一班一共48人,其中男生和女生人数的比是13∶11,

男、女生各有多少人?
(4)甲、乙两班分得球的个数比是3∶2,甲班分得18个,乙班分

得多少个?
[点评:达标反馈的检测,能真实地反映本节课中学生是否达到

了教学目标,从而查漏补缺。]

五、课堂小结

教师:同学们,这一节课你学得愉快吗? 你有什么收获? (指名

学生说一说)
教师:在这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中,你最喜欢哪一种? 为什么?
[点评:通过总结、评价,让学生在建构知识中学会优化,在交流

中学会总结。]

六、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57页练习十五第3题。
(山东省郓城县实验小学 刘素娟)

第2课时 问题解决(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5页例2,第56页课堂活动第2题,第57~58页练习

十五第4~7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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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进一步掌握按比例分配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合理、灵活地解决

3个数连比的按比例分配的问题。

2.经历解决3个数连比的按比例分配解决问题的过程,总结出

按比例分配问题的解决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通过小组交流合作,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学生的个性

得到张扬,从而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

【教学重、难点】

1.把两个数比的问题的解题方法推广到3个数连比的问题。

2.3个数连比的问题的解题方法。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实物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填空(多媒体出示题目)

(1)小明家养了35只鸡,公鸡和母鸡的只数比是3∶4,公鸡有

(  )只,母鸡有(  )只。
(2)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国与其他国家拥有丹顶鹤只

数的比是1∶3。2001年全世界大约有2000只丹顶鹤,我国有

(  )只,其他国家有(  )只。
(3)农业专业户计划在承包的12hm2 地里种植水稻和玉米,其

种植的面积比是3∶1。水稻种了(  )hm2,玉米种了(  )hm2。
学生回答反馈,并说说是怎样思考的,集体评价。

2.引入谈话

教师:怎样解决按比例分配的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哪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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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可以用按比例分配的方法解决?
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反馈、交流后,老师及时做出评价。
教师:在建筑业中很多地方也用到按比例分配的方法来解决的

实际问题,今天我们继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揭示课题并板书:问题解决(二)]
[点评:该教学环节利用按比例分配的方法解决问题,进一步帮

助学生理解按比例分配的一般方法,为下面学习3个数连比的问题

奠定基础。]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2

课件出示例2,走进建筑工地现场。
教师:从题中你获得了什么信息? (学生交流获取的信息)
(1)教师组织学生讨论:这道题与前面所做的题有什么区别? 怎

样解答?
学生1:前面所做的题都是两个量的比,这道题是3个量的比。
学生2:可以仿照上节所学的按比例分配方法去解,先求总份数,

再分别求出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吨数。
学生3:也可以用列方程的方法解决。
学生4:还可以先求出每份的吨数,再分别求出水泥、沙子、石子

的吨数……
(2)教师进行点拨。

① 教师提出引导性问题:找到3种材料的连比后,为了方便计

算,你应该先做什么?

② 你知道水泥、沙子、石子各占混凝土的几分之几吗?

③ 怎样求出水泥、沙子、石子各需要多少吨?
师生交流后尝试独立解题,完成后交流解决的方法。
(3)全班汇报:
方法一 总份数:2+3+6=11

水泥的吨数:220×
2
11=4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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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子的吨数:220×
3
11=60

(吨)

石子的吨数:220×
6
11=120

(吨)

答:需要水泥40吨,沙子60吨,石子120吨。
方法二 根据已有知识,用方程解。先求出每份是多少吨,再分

别求出沙子、石子、水泥应需的吨数。
解:设每份是x 吨。

      2x+3x+6x=220
11x=220
 x=20

水泥的吨数:20×2=40(吨)
沙子的吨数:20×3=60(吨)
石子的吨数:20×6=120(吨)
答:需要水泥40吨,沙子60吨,石子120吨。
方法三 220÷(2+3+6)=20(吨)
水泥的吨数:20×2=40(吨)
沙子的吨数:20×3=60(吨)
石子的吨数:20×6=120(吨)
答:需要水泥40吨,沙子60吨,石子120吨。

2.议一议:怎样解决按比例分配的问题?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在小组内交流,最后师生共同总结解决按比

例分配问题的一般方法:要先求出总份数,再看各部分量占总数量的

几分之几,最后求各部分量;或者设每份的量为未知数,建立方程来

解;也可以先求每份的量是多少,再求各部分的量是多少。
[点评:这一环节是把例1的方法迁移到解决3个数连比的问题

中,过渡自然。在问题解决时尊重学生的想法,教师作适度引导,体
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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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巩固应用

1.教科书第56页课堂活动第2题

  根据已知3种蛋的个数比,组织学生讨论后尝试独立解题,完成

后交流解决的方法。

2.补充训练

一堆混凝土中含有沙子100kg,石子60kg,水泥240kg。要配

制180吨这样的混凝土,需要沙子、石子、水泥各多少吨?
教师组织学生讨论:这道题与前面所做的题有什么区别?
引导学生得出,这个问题中虽然没有给出沙子、石子、水泥的连

比,但已给出了一个配料方法,根据这个配料方法,可以求出这3种

配料的连比。
学生讨论后尝试独立解题,完成后交流解决的方法。
教师:刚才同学们通过上题的计算,知道混凝土中沙子、石子、水

泥的比为5∶3∶12。现有一堆总质量为40吨的混凝土,经现场检

测,该混凝土中含有水泥20吨,沙子12吨,石子8吨。这堆混凝土

符合上述配比吗?
再次组织学生讨论解决方法,交流得出:先求出现场检测的3种

配料的比为3∶2∶5,然后与要求的配料比(5∶3∶12)进行比较,得
出这堆混凝土的配比不符合要求。

教师:学好按比例分配,不但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且还

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分析问题。
[点评: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引导学生把所学的数

学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去,解决身边的数学问题;了解数学在生活中的

应用,体会学习数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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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达标反馈

1.填一填

农业专业户计划在承包的12hm2 地里种植水稻、玉米和黄豆,
其种植的面积比是4∶1∶2,水稻种了(  )hm2,玉米种了(  )

hm2,黄豆种了(  )hm2。

2.问题解决

一个三角形的3个内角的度数比是3∶2∶1,则这3个角的度数

分别是多少度? 这是一个什么三角形?

3.教科书第57页练习十五第4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

4.教科书第57页练习十五第5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

五、回顾总结

教师:想一想,今天学习的知识与昨天所学知识有什么不同? 又

有什么相同呢?
议一议:怎样解决按比例分配的问题?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在小组内交流,最后教师引导学生总结:先

求出总份数,再看各部分量占总数量的几分之几,最后求各部分

的量。

六、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58页练习十五第6~7题。
(山东省郓城县实验小学 刘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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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时 问题解决(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5页例3,第57页课堂活动第3题,第58页练习十五

第8~11题。
【教学目标】

1.学会借助线段图等方法分析较为复杂的实际问题;能考虑现

实情况,应用不同的策略解决问题。

2.经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形
成问题解决的基本策略。

3.加强团队协调合作的能力,同时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

【教学重、难点】

解决较为复杂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

1.谈话引入

教师: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会出现团队合作的情况。
让学生先简要交流课前了解的信息,如人们一起合伙运货、租房

时,如何协调付费的问题。

2.教学例3

请学生表述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教师提出问题:他们如何分摊运费? 请学生提出自己的想法。
学生可能会提出:

① 他们运的货物同样重,把运费平均分配。

② 尽管他们的货物一样重,但因为他们运的路程不一样,所以支

付的费用也不同。甲运的路程短应该少付,丙运的路程长应该多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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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是不是可以用按比例分配的办法来分摊运货的钱。

④ 能不能把运费分成每段30元,第1段由3人共同分担,第

2段由乙和丙2人分担,第3段只由丙承担,这样比较公平。
教师:以上方案中你认为哪一种比较公平?
学生经过讨论后会认为:平均分的方案不公平,因为甲运的路程

短,却要和路程最长的丙付同样多的钱,这种方案在现实生活中不容

易被人接受。按比例分配或按每段路程来分摊运费的办法可以让运

货路程短的付较少的钱,而运货路程长的付较多的钱,这样相对比较

公平。
[揭示课题并板书:问题解决(三)]
[点评:这个环节中教师为学生提供了充足的自由探索的空间和

自由展示的机会,帮助学生回忆、积累按比例分配的经验,为用按比

例分配解决稍复杂的问题打下基础。]

二、合作探究

1.分组探究

请学生先选择自己认为比较公平的办法,然后将选择相同方法

的学生组成4~6人的小组,各小组讨论后把问题解决的方案和结果

写出来。教师巡视,给予指导。

2.交流汇报

用投影展示学生问题解决的方案,学生汇报时要求阐明自己的

解题思路。
方法一 按路程比例分摊。
把路程平均分成3段,甲行了1段路程付1份钱,乙行了2段路

程付2份钱,丙行了3段路程应付3份钱。
根据各人所行路程的段数,把钱一共分成:1+2+3=6(份)。

其中甲占
1
6
:90×

1
6=15

(元)

乙占
2
6
:90×

2
6=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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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占
3
6
:90×

3
6=45

(元)

答:甲应分摊运费15元,乙应分摊运费30元,丙应分摊运费

45元。
方法二 按路程段数分摊。

每一段的运费:90×
1
3=30

(元)

第1段的运费由甲、乙、丙3人分摊:30÷3=10(元),每人付

10元。
第2段运费由乙、丙2人分摊:30÷2=15(元),每人付15元。
第3段运费由丙1人付30元。
所以3人分摊的运费是:
甲:10元

乙:10+15=25(元)
丙:10+15+30=55(元)
答:甲应分摊运费10元,乙应分摊运费25元,丙应分摊运费

55元。

3.议一议

对方案中存在的疑问,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果你是甲,你
会接受哪种方案? 为什么? 如果你是丙呢?

将学生分成甲、乙、丙3个小组,模拟情境进行运费分摊协商。
让学生充分感受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形成自己综合运用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学生还有比较好的分摊办法,教师可以

适当选择板书)
[点评:本环节中,提供了不同的思维路径,容许学生用自己喜欢

的、接受的、理解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表述。这样,使不同层次的学生

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较好地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三、巩固练习

1.课件出示情境

小强的妈妈把房子出租给小李、小张、小王3人,每月房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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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元。6月份,小李只住到6月10日就搬走了,小张只住到6月

20日也搬走了,小李和小张离开时都留给小王210元的房租。到月

底小强的妈妈要去收房租了,如果你是小强,你会建议妈妈怎样收这

3人的房租比较合理?
学生先提出方案,然后拟订解决方案。
方法一

小李应付的房租:630×
1
6=105

(元)

小张应付的房租:630×
2
6=210

(元)

小王应付的房租:630×
3
6=315

(元)

方法二

630÷3=210(元)
小李:210÷3=70(元)
小张:70+210÷2=175(元)
小王:70+210÷2+210=385(元)
请学生再思考:如果你是小王,你会怎样付房租?
同时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

2.教科书第57页课堂活动第3题

课件出示:在方格纸上涂色设计图案。
学生读懂题意后,自选颜色,设计图案,然后再算出各种颜色所

涂格子数的比。这样就把问题转化到按比例分配的问题上来,然后

让学生自己去解决。

四、达标测试

1.教科书第58页练习十五第8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

2.教科书第58页练习十五第9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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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解决

某县在2011年至2013年中,共建大棚1316个,2011年与2012年

所建大棚数的比是1∶2,2013年所建大棚数是2012年的2倍。求

2013年建大棚多少个?

五、全课总结

教师:今天你学到了哪些问题解决的办法?

六、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58页练习十五第11题。
(山东省郓城县实验小学 刘素娟)






 

整理与复习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59页整理与复习第1~2题,第59~60页练习十六第

1~7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理解比的意义和基本性质以及分数、比和除法之间的

关系,能正确化简比及求比值。

2.熟练解决按比例分配的问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问题解决的

能力。

3.通过复习回忆,再现知识,培养学生自觉整理所学知识的

习惯。

【教学重、难点】

1.比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2.按比例分配问题解决的方法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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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教师:首先,请学生回忆本单元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学生可能说到:比的意义、比的基本性质、化简比、求比值等。
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概括:比的意义、比的基本性质、化简

比、求比值都属于比的知识,此外,我们还学习了用比和按比例分配

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复习这一单元的内容。
(板书课题:整理与复习)

二、知识梳理

1.学生自主整理

  教师:请学生用自己掌握的整理知识的办法,对该单元知识进行

梳理。
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板书:
比:前项、后项、比值,比的顺序性

比的基本性质———化简比,按比例分配

2.学生交流这部分知识的掌握情况

学生介绍自己比较好的学习经验,再说说自己是怎样化简比和

求比值的。
引导学生归纳:化简比可以利用比的基本性质将比化为最简整

数比,其结果仍然是一个比;而求比值则是用比的前项除以后项,商
即是比值,其结果是一个数。

3.沟通比和分数、除法之间的关系

(1)比和分数、除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教师根据学生回答,引导学生整理归纳:

联系 区别

比 前项 比号 后项 一种关系

分数 分子 分数线 分母 一种数

除法 被除数 除号 除数 一种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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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的化简和分数的约分一样吗?
引导学生得出:比的化简是运用比的基本性质对前项、后项实施

乘除运算,最后结果是最简整数比;分数的约分是运用分数的基本性

质对分子、分母实施乘除运算,最后结果是最简分数。
(3)比的基本性质、商不变规律、分数的基本性质有什么联系和

区别?
引导学生从形式上、作用上和实质上分析。

三、强化提高

1.教科书第59页整理与复习第1题

学生完成此题,可以关注以下3个方面:
(1)比的前项、后项是否是同类的量,如果不是同类量的比,得出

的比值有什么意义。
(2)是否化成最简整数比。
(3)求出的比值应写成什么数。

2.教科书第59页整理与复习第2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然后逐题汇报。
接下来要让学生思考:这3道小题的条件有什么不同点和相同

点? 可放手让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小组讨论。
接着全班汇报,前后达成共识:

3道小题都有总人数36人。第(1)小题中,“男、女职工人数的比

是4∶5”,若把女职工的人数看作单位“1”,那么,这个条件还可叙述

为“男职工的人数是女职工人数的
4
5
”;若把男职工的人数看作单位

“1”,则可以叙述为“女职工的人数是男职工人数的
5
4
”;若把总人数

36人看作单位“1”,还可叙述为“男职工人数是总人数的
4
9
”或“女职

工人数是总人数的
5
9
”。

由此引出:按比例分配的问题还可以转换成分数问题来解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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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沟通按比例分配问题与分数问题的联系。
最后教师归纳:表示两个数量的关系可以用比来表示,也可以用

分数来表示,两者是互通的。但要注意的是以什么量为单位“1”,还
要加强数量关系的分析。有问题解决中,根据需要,可以把按比例分

配的问题转化为分数问题,也可以把分数问题转化为按比例分配的

问题。

3.教科书第60页练习十六第6题

请学生说一说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可以用什么方法来

解决这样的问题,并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方法解决。交流时要讲清自

己的解题思路。

4.教科书第60页练习十六第7题

课件先呈现2010年我国甘肃出现的特大泥石流灾情报道,再呈

现“84”消毒原剂使用说明。
(1)请学生思考,预防灾后疫情要做哪些方面的消毒,需要配制

哪一种配比的消毒液? 怎样配制?
(2)提出问题:如果需要5010g的消毒液对餐具进行消毒,应该

怎样配制?
让学生先说说应该用哪一种比配制,然后再选择自己掌握的方

法进行解答。
(3)请学生根据表中的信息提出数学问题,教师灵活选择一些问

题进行板书,然后请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答。

四、达标反馈

1.填一填

(1)34∶17化 成 最 简 整 数 比 是(  ),0.4∶0.12的 比 值

是(  )。

(2)
7
20=14÷

(  )=(  )∶80=(  )(填小数)。

(3)甲、乙两桶油重的比是5∶4,甲桶油重是两桶油总重的

(  )
(  )

,乙桶油重是甲桶油重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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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个长方体的长、宽、高的比是2∶3∶4,它的棱长总和是

72cm,它的长是(  ),宽是(  ),高是(  )。

2.问题解决

朱小丹居住的居民院内,3家人合用一个水表。上月共缴水费

36元,其中张阿姨家2人,李奶奶家3人,朱小丹家4人。他们怎样

分摊水费比较合理?

五、复习总结

教师:通过今天的整理与复习,你发现自己对比和按比例分配的

学习还存在什么不足吗? 还有什么疑问?

六、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60页练习十六第4~5题。
(山东省郓城县实验小学 刘素娟)






 

综合实践:修晒坝的经费预算

【活动内容】

教科书第62页“综合与实践”。

【活动目的】

1.能针对修晒坝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制订简单的解决

修晒坝经费预算的方案。

2.经历修晒坝经费预算的调查过程,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数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通过修晒坝这一具体事例,进一步理解所学的知识和方法,使
学生获得一定的数学活动经验,体会数学的综合应用价值。

·771·

四、比和按比例分配




【活动准备】

多媒体(课件)。

【活动过程】

一、引出探究的问题

谈话引入:同学们,根据课前的准备,每个小组分别去调查修晒

坝的具体事宜,包括一些材料的价格、费用等。
估计学生了解内容大致如下:
学生1:修晒坝要找一个比较宽敞空旷的场地。如果不平坦,还

要平整土地。
学生2:修晒坝要铺一层混凝土。混凝土的成分有水泥、沙子、石

子,加水搅拌成浆,平摊到地面上,厚度一般为10cm。
学生3:修晒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整土地要用工,运沙石也要

用工,铺浆后拍浆、保养也要用工;需要十几人甚至更多人合作才能

完成。
学生4:我们小组调查发现,修一个晒坝,费用不少。平整土地要

有费用,买沙石也要费用,运沙石也要费用,铺混凝土也要人工费,拍
浆保养也要人工费。

学生5:我们小组也调查过,修晒坝不是一两天的事,平整土地需

要用时间,运料也要时间,铺混凝土也要时间,拍浆保养也要时间,一
般需要15~25天完成。

学生6:我们小组也调查过,水是每吨3.5元,水泥是每100千克

20元,沙子每吨25元,石子每吨20元,一个人一天的人工费120元,
还有运费,一般一车是100元,一车能装4吨……

教师:看来修一个晒坝包含的内容真不少,今天我们就选择修晒

坝需要的费用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
(板书课题:修晒坝的经费预算)

二、明确任务

教师:根据刚才大家的交流,修晒坝大致需要哪些方面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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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呢?
大家思考交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费用:材料费(包括水、水

泥、沙子、石子……)、运输费、人工费(包括平整土地、铺混凝土、拍浆

保养……)。
教师:如果所修晒坝的长是25m,宽是24m,在上面铺10cm厚

的混凝土。它的费用是多少呢? 请看大屏幕。

1.材料费用

(1)水;(2)水泥;(3)沙子;(4)石子。

2.运输费用

(1)运水泥。
(2)运沙子。
(3)运石子。

3.人工费用

平整土地、铺混凝土、拍浆保养……
教师分配任务:
按学生坐的位置,可以分为3个小组。
第一组计算材料费,第二组计算运输费,第三组计算人工费。在

计算过程中,缺少的数据,例如运石子一车多少钱,可以去其他组询

问一下。
学生开始计算,教师巡视指导。

三、自主探究

每个小组根据分配的任务,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可以再分工。例

如:计算材料费用,可以让组员分别计算水、水泥、沙子、石子的费用,
再合计。人工费用也可以分别计算铺混凝土的人工费,拍浆保养的

人工费,平整土地的人工费……

四、汇报交流

待每个小组基本完成之后,全班汇报,主要汇报问题解决的

过程。
第一小组:我们小组先计算修这个晒坝共需多少混凝土。
①根据长方体体积计算公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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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4×0.1=60(m3)
60×2400=144000(kg)
②根据按比例分配分别求出水、水泥、沙子、石子各需多少千克。
3+5+12+20=40

水:144000×
3
40=10800

(kg)

水泥:144000×
5
40=18000

(kg)

沙子:144000×
12
40=43200

(kg)

石子:144000×
20
40=72000

(kg)

③根据各种材料的质量算出它们的费用。
水的费用:10.8×3.5=37.8(元)
水泥的费用:18000÷100×20=3600(元)
沙子的费用:43200÷1000×25=1080(元)
石子的费用:72000÷1000×20=1440(元)
材料费用为:37.8+3600+1080+1440=6157.8(元)
第二小组:我们小组负责运输费用的计算。
①水泥运费:需要180袋水泥,我们调查过每100袋装一车,每

车费用100元,需要装两车,运费:200元。
②沙子运费:需要43.2吨沙子,每9吨装一车,每车费用150元,

43.2看作45,45÷9=5(辆),需要装5车。运费:5×150=750(元)。
③石子运费:需要72吨石子,每9吨装一车,72÷9=8(辆),每

车费用150元,运费:150×8=1200(元)。
运输费用:200+750+1200=2150(元)。
第三小组:我们小组计算人工费,每个工人工作一天,需付

120元。
①平整土地费120×20=2400(元)。
②每人每天铺20~25m3,按最少计算60÷20=3(人),120×

3=360(元)。
③保 养:水 泥 地 面 保 养 一 般 需7天,每 天1人,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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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元)。人工费2400+360+840=3600(元)。
请全体学生完成表格:

材料费(元) 运费(元) 人工费(元) 合计(元)

6157.8 2150 3600 11907.8

五、反思体验

教师:请同学们说一说你们的感受。
学生1:修一个晒坝的费用还真不少,要1万多元。
学生2:在这个活动中用到的数学知识真多,要用到长方体体积

计算公式、按比例分配、估算、近似计算,还要用到统计表……数学的

作用可真大。
学生3: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例

如:水泥、石子的价格,还有运输材料的费用。在这个活动中,运水

泥、石子、沙子都有点亏车,如果这些材料在同一个厂,可以拼车,这
样还可以省1车的运费呢。

学生4:通过这次活动我体会到,要做一件事情或者要搞一次活

动,首先要去做有关的调查。通过询问长辈、老师,或查阅报刊,积累

有关资料,再运用数学知识就能把活动搞好。
学生5:我认为这次的活动很有趣,不但学习到很多知识,还长了

很多的智慧,积累了一些活动的经验和问题解决的办法。

六、活动拓展

教师:同学们的收获真不少,祝贺大家又长本领了。我们学校最

近要搞一项建设,计划从学校大门口到后面教学楼之间修一条水泥

路,现在你们就用积累的这些活动经验和方法,帮助学校计算一下,
修这条水泥路的总费用大约是多少好吗?

(山东省郓城县实验小学 刘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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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和按比例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