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负数的初步认识

第1课时 负数的初步认识(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87页例1、例2,第88~89页课堂活动第1~2题,第

90~91页练习二十二第1,2,4题。

【教学目标】

1.在现实情境中初步认识负数,理解负数的意义,了解负数的产

生和作用,感受运用负数所带来的方便。

2.会正确地读写正、负数,知道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3.通过一系列的探索活动,体验数学和生活的密切联系,激发学

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学重、难点】

1.负数的意义和正负数的读写法。

2.0是正数和负数的分界点。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

教师:同学们,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游戏的名称叫作“我反,我反,
我反反”。游戏规则:老师说一句话,请你说出与它意思相反的话。
(多媒体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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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0月份,学校小卖部赚了500元。(亏了500元)

②向前走200m。(向后走200m)

③我在银行存入了500元。(取出了500元)

④知识竞赛中,五年级一班得了20分。(扣了20分)
[点评:通过游戏让学生初步感受生活中存在很多相反意义的

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探究新知

1.初步认识负数

让学生用特殊的符号来表示这些相反意义的量,试着在练习本

上写一写,教师巡视指导,并指名同学上台演示。(预设有以下情境)
学生1:√500 ×500
学生2:前200 后200
学生3:+500 -500
学生4:+20 -20
师生共同探讨:表示这些相反意义的量,采用哪种方法既简便又

有数学味道呢?
教师直接引导得出:“+”“-”号在加、减法算式中叫作“加号”和

“减号”,在表示相反意义的量时,“+”叫正号,“-”叫负号。(板书)
让学生试着读一读。
教师:以上出现的数,我们分别叫作正数和负数。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负数。[板书课题:负数的初步认识(一)]
[点评:通过生活中的实例,让学生感悟相反意义的量的表示方

法,从而进入新知的学习。]

2.教学例1

教师:老师的一位朋友喜欢旅游,11月23号,他打算去北京。
我特意帮他留意了一下11月23号北京的气温,以便他做好出行前

衣物的准备。下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天气预报。(多媒体出示

例1)
教师:仔细观察主题图,你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 从中发现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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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
课件出示学生所发现的问题,让学生齐读。

①“北京零下4度到3摄氏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②为什么阿姨说的是零下4度,屏幕上显示的却是-4℃呢?

③这里的3摄氏度能不能记作-3℃?

④能不能用刚才所学的正、负号来表示它们的不同?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并以小组为单位汇报结论,教师

适时点拨、评价和引导。
师生小结:我们把比0摄氏度低的温度用带有“-”号的数表示,

例如把零下4℃记作-4℃,读作负4摄氏度;零上3℃记作+3℃,读
作正3摄氏度或3摄氏度。

让学生完成例1的3个填空题。
[点评: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寻求问题解决的办法,从而体

验了思考的快乐和学习的魅力。]

3.教学例2

教师:同学们知道吗?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从山脚到山顶,
气温相差很大,这和它的海拔高度有关。最近国家测绘局公布了珠

穆朗玛峰的最新海拔高度。(课件出示关于珠穆朗玛峰最新海拔高

度的资料介绍)谁来读一读?
教师:今天老师还带来一张珠穆朗玛峰的海拔图,请看图。(课

件动态地演示珠穆朗玛峰的海拔图,介绍海平面)从图上,你了解到

什么?
学生合作交流得出:珠穆朗玛峰高于海平面8844.43m。
教师:我们再来看新疆的吐鲁番盆地的海拔高度图。(动态演示

吐鲁番盆地的海拔情况)你又能从图上了解到什么呢?
引导学生交流回答:吐鲁番盆地比海平面低155m。
教师:珠穆朗玛峰比海平面高,吐鲁番盆地比海平面低。大家再

想想:你能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记录一下这两个地方的海拔高度吗?
小组合作交流汇报:珠穆朗玛峰的海拔可以记作+8844.43m或

8844.43m,吐鲁番盆地的海拔可以记作-155m。(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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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追问:你们是怎么想的,给同学们说一说。(指几名学生来

说,教师适时加以引导)
课件出示学生的说法:把海平面的高度看作0,比海平面高的就

可以用“+几或几”来表示,比海平面低的就用“-几”来表示。
小结:把海平面的高度记作0,+8844.43m或8844.43m这样

的数就表示海平面以上的高度,-155m这样的数就表示海平面以

下的高度。
出示教科书第88页的“试一试”。
指名学生上黑板板书,集体订正,订正时让学生说说自己是怎么

想的。
[点评:尽可能地挖掘各种教学资源,通过网上资料、图片,从而

呈现丰富的、有层次的感性材料,加深学生对负数的理解。]

4.正数和负数

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收集到了一些数据(课件显示),观察这些

数,你们能把它们分分类吗?
先让学生独立思考,再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讨论。
学生汇报:①+500,+200,+20,3归为一类;0归为一类;-3,

-500,-20,-200归为一类。

②+500,+200,+20,归为一类;3,0归为一类;-3,-500,

-20,-200归为一类。
接下来让学生评价2位同学的分类情况,看谁的方法较好。
学生:因为3也可以写成+3,所以有正号和没正号都可以归于

一类。
提出疑问:0到底归于哪一类? (引导学生争论,各自发表意见)

5.师生小结

(结合图)我们从温度计上观察,以0℃为界限,0℃以上的温度用

正几表示,0℃以下的温度用负几表示。同样,以海平面为界限,高于

海平面的高度我们用正几来表示,低于海平面的高度我们用负几表

示。0就是一个分界点,它把正数和负数分开了。我们把像+500,

3,+200,+8844.43等这样的数叫作正数;像-500,-200,-15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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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数我们叫作负数;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完成板书)
[点评:本环节的设计是在学习例1、例2的基础上对数进行分

类,让学生总结正、负数的意义,使学生对数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更透彻。]

三、巩固练习

1.教科书第88页课堂活动第1题

先指名读一读,并举例说明是什么意思,全班订正后,同桌之间

再互相说说。

2.教科书第89页课堂活动第2题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后,每组选一位代表回答,并说一说理由。

3.教科书第90~91页练习二十二第1,2,4题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讲评。(在汇报时,
让学生说一说这样做的理由。)

四、达标反馈

1.填空

(1)在-10,2.5,-3.6,0,6中,(  )是正数,(  )负数,( 
 )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2)正七分之四写作(  ),-10.43读作(  )。
(3)一个物体可以上下移动,若设向下移动为正,那么向上移动

20cm应记作(  ),+35cm表示(  )。
(4)如果水位下降4cm记作-4cm;那么水位上升2cm记作

(  );水位不升不降记作(  )。

2.选择

(1)关于“0”的说法正确的是(  )。

A.0是正数  B.0是负数  C.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带有负号的就是正数 B.正数一定是带正号的数

C.如果上升为正,那么下降就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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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断

(1)0摄氏度就是没有温度。 (  )
(2)上升一定用正数表示,下降一定用负数表示。 (  )
[点评:本环节所设计的练习都是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通过各

种形式的练习,检测学生掌握新知识的情况。对于掌握不牢的学生,
可进一步辅导。]

五、课堂小结

教师:今天你有哪些收获? (学生说,教师适时加以引导)
认识了正数和负数。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表示具有相

反意义的两个量,我们都可以用正数和负数来表示。

六、布置作业

课外调查:教科书第91页练习二十二第5题。(可借助当天的

天气预报)
(山东省郓城县丁里长镇中心小学 魏海娟)

第2课时 负数的初步认识(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89页例3、例4,第90页课堂活动第1~3题,第91页

练习二十二第6~8题。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负数的意义,会用正数和负数表示相反

意义的量,感受负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2.经历具体问题数学化、符号化的过程,体会负数产生的必要

性,培养学生认真严格、刻苦钻研的学习态度。

3.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体验数学和生活的密切联系,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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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

1.用正数和负数表示相反意义的量。

2.解释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负数的实际意义。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出示练习:
(1)读一读,说说哪些是正数,哪些是负数。

30 -5 +12 32 -3 -7 +15 0 0.32
(2)说一说,什么情况下的两个量可以用正、负数来表示。
教师: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温度、海拔高度用正、负数来

表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量也可以用正数或负数来表

示。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负数。[板书:负数的初步认识(二)]
[点评:通过复习,让学生回忆用正、负数表示相反意义的量,为

下一步新知识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3
(1)课件出示例3的情境:小月向东走200m,小军向西走

200m。
让学生说说从图上能知道些什么。
教师:你准备怎样表示这两个不同意义的量?
指名学生说一说 ,并让学生说出思考过程。(预设以下情境)
学生1:向 东 走200 m 记 作 +200 m,向 西 走 200 m 就 记

作-200m。
学生2:向 西 走200 m 记 作 +200 m,向 东 走 200 m 就 记

·452·

义务教育教科书 数学教案选




作-200m。
教师对于以上2种记法都给予肯定。(板书)
[点评:让学生在实际情境中进行思考、探索,了解具有相反方向

的两个量可以用正、负数表示,进一步感悟负数的意义。]
(2)试一试。

① 如果汽车向正北方向行驶50m记作+50m,那么汽车向正

南方向行驶100m该怎样记?

② 如果体重减少2kg记作-2kg,那么+5kg表示什么?
学生完成后,集体订正并说说自己的见解。
小结:由此可见,具有相反意义的两个量都可以用正数和负数来

表示。
[点评:及时的练习,使学生深刻地体会到负数与生活的联系及

价值。]

2.教学例4

教师: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了解到,正、负数在生活中有着广泛

的应用。那么,商场的盈、亏情况是否也可用正、负数来表示呢?
出示例4:农用物资商场下半年的盈亏情况表。
(1)指名读一读表中的数据,说一说你从表中获得的信息。
(2)表中的正、负数各表示什么意思?
小组合作交流得出:正数表示盈利,负数表示亏损。
(3)你还从表中获得哪些信息?
学生小组内交流,然后以小组为单位汇报结果。
师生小结:盈利多少和亏损多少也是两个相反意义的量。在通

常情况下,正数表示盈利,负数表示亏损。
[点评:通过上面的活动,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正、负数在生活中的

广泛运用,了解运用正、负数来表示相反意义的量既简洁又准确。]

三、巩固练习

1.教科书第90页课堂活动第1题

先让学生说说正、负数表示的意义,然后指名说说用正、负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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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生活中相反意义的量,再同桌互说。

2.教科书第90页课堂活动第2题

小组交流,指名学生汇报,并说说理由,集体订正。明确:正数表

示收入,负数表示支出。

3.教科书第90页课堂活动第3题

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对于有困难的学生进行指导。

4.教科书第91页练习二十二第6~7题。

学生独立完成,指名学生上台板演第7题。教师巡视指导,发现

问题及时讲评,订正时要让学生说一说思考过程。
[点评:课堂中及时的练习,能让学生进一步理解负数的意义及

作用,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四、达标反馈

1.填空

(1)答对一题得10分,记作+10分;答 错 一 题 扣10分,记
作(  )分。

(2)如果50m表示向南走50m,那么-30m表示(  )。
(3)我在银行存入了500元,记作(  )元;那么取出500元,记

作(  )元。
(4)学校小卖部赚了800元,记作(  )元;那么亏了500元,记

作(  )元。
(5)电 梯 上 升 15 层,记 作 (  )层;电 梯 下 降 15 层,记

作(  )层。
(6)某天的天气预报报道:合肥地区的最高气温是零上5℃,最低

气温是零下5℃。最高气温记作(  ),最低气温记作(  )。
(7)写出3个连续的正整数和3个连续的负整数。
正数:(  )  (  )  (  )
负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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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

(1)如果增加50元记作+50元,那么减少50元记作-50元。
(  )

(2)上升一定用正数表示,下降一定用负数表示。 (  )
(3)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  )

3.问题解决

某水库的工作人员连续5天对该水位进行了监测,记录的数据

分别为:30.38m,30.42m,30.2m,29m,30m。
(1)算出这5天该水库平均高度。
(2)如果把水位的平均高度记为30m,用正、负数表示这5天的

水位高度。
[点评:通过形式多样、层层深入的练习,让学生巩固对负数的认

识,并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同时,通过练习的反馈,
了解学生学习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讲解,让每一位学生都能

达到预期目标。]

五、介绍“你知道吗”

先让学生自主阅读教科书第92页“最早使用负数的国家”,然后

组织交流,说说有什么收获。
[通过交流,了解负数的产生历史,让学生体会到中国古代文明

对于数学发展的卓越贡献,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六、课堂小结

教师: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关于负数,你都知道些什么?

七、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91页练习二十二第8题。
(山东省郓城县丁里长镇中心小学 魏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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