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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本册教科书分析



教学内容安排
学习领域 单   元 小   节 建议课时

数与代数

一、四则混合运算 4
二、乘除法的关系和乘

法运算律
乘除法的关系；乘法运算律及简
便运算；问题解决；整理与复习 12

五、小数
小数的意义；小数的性质；小数
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
化；小数的近似数；整理与复习

14

七、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问题解决 4

图形与几何

三、确定位置 2

四、三角形 认识三角形；三角形的分类；整
理与复习 7

六、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平行四边形；梯形；探索规律 5
统计与概率 八、平均数 条形统计图；平均数 5
综合与实践 制定乡村旅游计划；防灾小常识；我们长高了

九、总复习 5



本册还安排了三个“数学文化”
 

1. 括号的由来和作用
2. 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
3. 计算工具的演变



关于本册教科书的修订

一、调整了部分教学内容
1. 删去原教科书第五单元“小数”中“生活
中的小数”节名，将相关内容移至“小数点
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的小节。



关于本册教科书的修订

2. 在第七单元“小数的加减法”中，增加
“问题解决”小节。

3. 将原来第八单元“统计”的单元名改为
“平均数”。并调整了该单元的内容。



关于本册教科书的修订

4.删去“数的整除”“因数与积的变化规
律”（原作为一个小节）以及“三角形的稳
定性”等内容。

5.调整了“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的高”的
认识。



关于本册教科书的修订

二、统一一些表述，使其更加规范

三、降低难度

1.删除了人为制造的问题和障碍。

2.建立已有知识和新知间的迁移平台，减低
探究难度。



关于本册教科书的修订

3.删去了习题中难度过大、思维复杂、远离
学生实际的习题。



第二部分

单元教材分析及

教学建议内容



一、四则混合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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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计算试题，例4是有两种括号的三步计
算的混合运算。

  



一、四则混合运算

联系情景探究运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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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当括号里还没有
算完时，括号就要照抄下
来，不能丢掉。



一、四则混合运算

例子是启发学生可以有两
种不同的表述，一是说时
不 带 数 ， 直 接 说 什 么 运
算；二是把数带上说出先
算什么，后算什么。



一、四则混合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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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引导学生讨论“为什
么 要 用 两 个 括 号 ” “ 计 算
时，运算顺序是怎样的”。

　　中括号是第一次出现，
运算符号和运算顺序都是规
定性的，没有探究的必要。



一、四则混合运算

　　“ 凑 24 ” 的 扑 克 游
戏，对于提高学生的计算
能力、思维能力是非常有
好处的，可在课内玩，也
可在课外玩。



二、乘除法的关系和乘法运算律

　　教学内容包括：乘除法的关系，乘法运
算律及简便运算，问题解决三个部分。



二、乘除法的关系和乘法运算律

　　引导学生对这组算式
进行观察并比较、讨论，
自主发现并归纳出乘法与
除法间的关系。
 

　　启发学生仿照例题再
写出一组算式，并进行交
流。在此基础上，归纳出
乘除法间的互为逆运算的
关系。

　　关于“0不能做除数”。



二、乘除法的关系和乘法运算律

　　“议一议”是对例
题的补充。



二、乘除法的关系和乘法运算律

　　可先让学生根据情景
独立解决问题，再交流各
自解法。
　　启发学生写出具有这
种规律的算式。
　　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
的方式表示乘法交换律，
让 他 们 经 历 符 号 化 的 过
程，培养符号意识。
　　用字母表示出乘法交
换律。



二、乘除法的关系和乘法运算律

　　也可利用学习加法交
换律的经验来学习乘法交
换律。

　　例 2 是 教 学 乘 法 结 合
律，由于学生对情景观察
角度不同，思路不同，解
决的方法不同，得到两个
不同的算式，这就是研究
乘法结合律的基础。



二、乘除法的关系和乘法运算律

“算一算”的编写意图
　

　　引导学生用语言表述乘
法结合律的建议。
　

　　引导学生先观察算式形
式（连乘）和数据特征。



二、乘除法的关系和乘法运算律

　　编写思路、呈现方式
上都与例2相似。
　　

　　含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运
算，学生在理解、归纳、
记忆时会有一些困难。
　　

　　教学时可采取引导学
生从顺、逆两个方向观察
等式特征，理解其含义，
切实掌握乘法分配律的本
质。



二、乘除法的关系和乘法运算律

　　逆用乘法分配律，学
生会感到困难些。
　

　　教学时，要重点引导
学生观察到两个乘式中，
都有一个相同的因数32，
同时，另两个因数相加又
能凑成整百数，于是可以
利用乘法分配律使计算简
便。



二、乘除法的关系和乘法运算律
　　引 导 学 生 理 解 例 题 中
“同时出发”“相遇”“相
距”等关键词的含义。

　　“余刚和苗苗相遇时两
人所走路程的和就是他们两
家相距的路程”这是解决此
题的关键。

　　教学时，可以指导学生
通过画线段图、分析线段图
来得出这个数量关系。



二、乘除法的关系和乘法运算律
　　例2教科书给出了解决
思路。
　　例3在问题解决的策略
上没有明确的结构和规律。
　　对“票房收入” “观
众人数最少”等的理解是解
决该题的关键。
　　引导思考：在票房收入
一定，票价不同的情况下，
观众人数的多少由什么决
定。



三、确定位置

　　本单元是由4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练
习八组成。

  



　　例 1 是 学 习 “ 行 ” 和
“列”呈现情景，激活已
知 ， 适 当 抽 象 ， 引 导 迁
移 ， 及 时 巩 固 ， 完 善 内
化。
　　例2是用数对表示位置
的方法，强调谁写在前，
谁写在后。

三、确定位置



　　教 科 书 为 了 降 低 难
度，有意设计小方每分行
走的米数等于方格图中每
格代表的米数。

三、确定位置



　　例4有两个变化：第一
是根据方格图上呈现的信息
这个要求明显要高于例3第
二是信息量明显多于例3。

　　有意识安排白兔、森林
同 一 列 ； 灰 兔 、 森 林 同 一
行。

三、确定位置



四、三角形

　　本单元包括：认识三角形（三角形各
部分的名称以及底与高，任意两边之和大
于第三边，内角和是180°等）及三角形的
分类等。



　　例1要注意的是：一是
帮助学生理解“围成”的
意思；二是对于三角形只
给出描述性的概念。
　

　　例2是通过两个动态的
图和三个对话框，对三角
形的底和高这两个概念作
介绍，并让学生明白三角
形的底和高互相垂直。

四、三角形



　　例3是教学三角形边的
关系，即三角形任意两边
之和大于第三边。

　　要学生明确为什么要
加上“任意”二字。

　　让学生经历探究操作
活动的全过程：猜想——
验证——得出结论。

四、三角形



　　第一，要注意培养学
生 有 序 思 考 （ 一 共 有4
组）。

　　第二，学生在进行判
断时，可以引导他们找到
一 些 优 化 的 判 断 方 法 。
如，只需要判断三根小棒
中较短的两根小棒长度之
和是否大于第三根小棒的
长度就可以了。

四、三角形



　　例1的教学可分成引导
观察——组织探究分类方
法——帮助归纳概括3个步
骤。

　　可以启发学生想：任
意一个三角形都有两个锐
角，关键看第三个角来进
行分类。

四、三角形



　　方法：操作、观察、
交流。

　　可 以 根 据 情 况 组 织
“等腰三角形都是锐角三
角形吗”等的讨论。 

　　关注学生做等边三角
形的过程及结果，因为这
是进行探究的基础。
　　通过看、量、折等活动
发现等边三角形的特征。

四、三角形



五、小数

　　本单元的内容有：小数的意义、小数的
性质、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
化、小数的近似数。

  



　　观察3组分数，理解编
写意图。

　　比较方法能用自己的
语言描述就行，不需要程
式化的背诵和记忆。

五、小数



　　结合直观图和对应的
数进行比较。

　　以“谁做基础”进行
移动。

　　表述方式的改变。

五、小数



六、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本 单 元 的 内 容 有 ：  平 行 四 边 形 、 梯
形、探索规律



　　两组对边分别平行是
平行四边形的本质特征。

　　通过操作，发现平行
四边形的一些特性。

六、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学生会借助三角尺上
的直角，来画平行四边形
一边上的高。

　　要注意以下两点：

（1）画前让学生明确平行
四边形顶点、对边以及垂
足等。

（2）平行四边形的高，在
一 组 对 边 中 可 以 画 无 数
条。

六、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从“实物”抽象出几
何图形（梯形）。

　　与平行四边形的特征
对比，发现共同点都是四
边形，不同点是“只有一
组对边平行”。

六、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组织学生参与活动。

通过观察寻找规律。

巩固周长意义。

可启发学生多角度思考。

六、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七、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本单元的内容：小数的加减法、问题解
决两个小节。



　　例1主要解决小数点对
齐的问题。

　　例2重点讨论“百分位
上怎么减”的问题。

　　通过“议一议”提炼
算法。

七、小数的加法和减法



八、平均数

教学内容包括：平均数、条形统计图



　　初步体会平均数的意义。

　　引发学生对学习“平均
数”的需求。

八、平均数



　　凸显平均数“作为一
组 数 据 代 表 ” 的 应 用 价
值。
　　发现平均数可以是这
组数据中的数，也可以不
是。
　　对 一 组 数 据 的 “ 代
表”的理解，还需注意：
这里的“平均数”可以作
为“一组数据的代表”，
但可以作为代表数的不仅
是“平均数”。

八、平均数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