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说明
这部分两位数乘法，限于数目比较小，在乘的过程中很少需要进位的，

主要使学生初步掌握乘数是两位数的乘法的计算顺序。
教材先安排两道复习题。第（1）题复习乘数是一位数的乘法和用整十数

乘。通过乘数是一位数的乘法的复习，帮助学生回忆一位数乘多位数时，要
用乘数去乘被乘数的每一位，为讲用两位数乘时乘的顺序做准备。复习用整
十数乘，为学生理解笔算乘法的算理做准备。第（2）题复习已学的乘数是一
位数的乘法应用题，目的是为了引出例 1。

例 1 着重说明乘数是两位数的笔算乘法的算理，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
上，掌握乘的顺序和计算过程。教材通过直观，引导学生想怎样列式，以及
能不能把 13 乘 24 变成已学的计算，使学生看到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然后
分三步讲解笔算的算理：第一步求 3盒彩色笔的支数，用 3乘 24，是旧知识。
第二步求 10 盒彩色笔的支数，用 10 乘 24，学生在上一节学过，能口算出得
240，也就是 24 个十。因此，在第二个虚线方框里，直观地说明了乘数十位
上的数同被乘数相乘所得的是 24 个十，在竖式中应写在什么位置上。第三步
是求 13 盒的支数，就要把两部分合起来，也就是把两次乘得的积加起来，用
竖式表示在第三个虚线方框里（这些步骤是供教学用的，不要求学生这样
写）。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想出把上面的三步计算写在一个竖式里。使学
生初步认识到，乘数是两位数的笔算竖式写法，实际上是把乘数是一位数的
乘法、乘数是整十数的乘法和加法三个竖式合起来的一种简便写法。教材在
竖式的旁边注明，每个部分积是怎样得来的，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乘法的含
义。并通过“做一做”的练习，巩固新学的知识。

例 2再通过两位数乘三位数，进一步说明先用个位数去乘被乘数的每一
位，再用十位数去乘被乘数的每一位，然后把两部分积加起来。通过两个例
题和“做一做”的基本练习，引导学生总结出乘数是两位数的乘法法则。

乘数是两位数的乘法较难掌握，开始学习时，学生往往出现只把相同数
位上的数相乘，漏乘某一位；或者把积的位置写错；或者把某一位相乘算成
相加等错误。因此，教材除了在例题中加强了对算理的说明以外，在练习题
中采取了以下措施：（1）从半独立过渡到独立做，如第 7页中的“做一做”；
（2）做题前，先说计算步骤，如练习二的第 1、6题；（3）给出竖式，说明
每步计算所表示的意思，如练习二的第 3题；（4）利用框图加深印象，如第
11 题；（5）改错练习，如第 8题。



乘数是两位数的笔算乘法
  

教学内容：本册教材第 6页例 1，练习二第 1—5题。
教学目的：使学生初步理解和掌握乘数是两位数的笔算乘法的法则，能

运用法则正确地进行计算，培养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
教学过程：
1.复习
（1）口算：14×2   16×3  23×4

31×30  4×40  214×3
指名让学生说一说 14×2、31×30、214×3 的口算过程，说出要用乘数

分别去乘被乘数的每一位数。
（2）每盒彩色笔 24 支，3盒共多少支？
指名读题后，让学生独立列式计算。集体订正并提问：
①求 3盒彩色笔共有多少支，为什么用乘法计算？
②24×3 表示什么意思？
③用竖式计算，该怎样算？
2.新课
教学例 1
教师挂出挂图，让学生说明图意。然后提问：
①该怎样列算式？
②24×13 表示什么意思？
③从图中看出 13 盒可分成几部分？（两部分，3盒和 10 盒）
④怎样求出这两部分彩色笔的支数？
启发学生说出先求 3盒的支数，再求 10 盒的支数，最后求 13 盒一共的

支数。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板书：
（1）3盒的支数：（2）10 盒的支数：（3）13 盒的支数：
然后分步用竖式进行计算。
对于（1），教师问：怎样写竖式？怎样计算？并在“3盒的支数：”的

下面写出 。在讲乘的顺序时，在竖式中标明乘的箭头，并算出来。

对于（2），教师问：怎样写竖式？让学生试着回答，再在“10 盒的支

数：”的下面写出 。接着问：积是多少？在学生说是 240 后，把 240

先写在旁边。然后问：240 在竖式里该怎样写呢？学生的回答可能不同，教
师不要急于表态。让学生想一想是怎样算出积是 240 的。联系以前学的“用
整十数乘”的口算方法，使学生认识到要用乘数十位上的数分别去乘被乘数
的每位数。教师在竖式中标明乘的箭头。然后问：乘数十位上的 1乘被乘数
个位上的 4得 4表示什么？（表示 40）所以 4要对着十位写。乘数十位上的
1乘被乘数十位上的 2得 2表示什么？（表示 200）所以2要写在百位上。从
而说明 240 在竖式中应该写在什么位置。

对于（3），教师问：该怎样算？竖式怎样写？可以让学生讨论一下，然
后教师把竖式写在“13 盒的支数：”下面。

教师提问：能不能把这三个竖式写成一个竖式？怎样写呢？
接着问：24 乘以 13 用竖式怎么表示？



板书：

教师提问：第一步算的是什么？是怎样算的？
指名让学生说 24×3 的竖式计算过程（强调要用 3去乘 24 的每一位，积

的未位要和个位对齐，表示 3 个 24 是 72。）。并在 72 旁边注明是“24×3
的积”

教师提问：第二步算的是什么？是怎样算的？
可让几个同学说一说怎样乘，怎样写。强调要用 1去乘 24 的每一位。并

在旁边注明是 24×10 的积。
教师提问：第三步算的是什么？是怎样算的？
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用绿粉笔写出最后的积 312。
然后指着完整的乘法竖式提问：用乘数十位上的“1”去乘被乘数个位上

的 4得“4”，这个“4”代表多少？应写在什么位上？
说明 240 中的 0可以省略不写。（擦去 0）
提问：“24”实际表示什么？
最后引导学生观察完整的竖式和分步计算的联系和区别。说明用一个竖

式计算比较简便。
3.课堂练习
（1）教材第 7页“做一做”中的题目。教师行间巡视，可提醒学生注意

用乘数十位上的数去乘，积的末位应写在哪里。
（2）练习二第 1题，让学生先说计算的步骤，再计算。
（3）练习二第 3题，集体订正时可让学生说一说为什么。
4.课外作业：练习二第 2、4、5题。



教材说明
这部分内容是在学生初步掌握两位数乘法法则的基础上，学习比较复杂

一些的乘法。在乘的过程中出现较多进位，有的学生容易顾此失彼，把已经
掌握的法则用错；或者法则虽然对，但进位时加错，导致计算结果错误。因
此，教材一开始先复习乘加式题，在练习中也安排了这方面的口算题。

例 3是两位数乘两位数，相乘时每一步都需要进位，特别是乘数十位上
的“7”乘被乘数出现连续进位，这是学生最容易产生错误的地方。

例 4是两位数乘三位数，考虑到学生能够类推，教材只写出一个部分积，
要求学生把这道乘法题做完。但是，用乘数十位上的“5”去乘被乘数中的“4”
得 20，在十位上要写“0”向百位进“2”。这里乘得的“0”要占数位，不
能丢掉不写。
被乘数中间有 0的情况，学生在学习一位数乘多位数时已经学过，因此教材
未安排例题，只在习题中出现被乘数中间有 0的两位数乘法。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 2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例 3、例 4，完成“做一

做”中的习题和练习三第 1—4题。第二课时进行巩固练习，完成练习三的第
5—11 题。

2.教学这部分乘法时，计算法则学生已基本掌握，应注意计算的结果要
准确，特别是连续进位的乘法。因此，要加强乘加及两位数加一位数进位加
法的口算练习。其中的两位数是表内乘法的积，一位数是进上来的数，如
36+5、27+8 等，应把这些口算内容作为经常性练习。

3.教学例 3前，除复习教材中的内容外，可以增加一、两道笔算题，如
148×7，409×5。帮助学生复习在乘的过程中，连续进位和被乘数中间有 0
的计算方法，减少新知识教学的难度。教学例 3时，可让学生说一说先算什
么，再算什么，然后怎么办。教师重点指导进位时怎样计算。如用十位上的
“7”去乘48 时，7乘 8得 56，在十位上写 6，百位上轻轻地写一个小“5”，
7乘 4得 28，28 加 5 得 33，在百位上写“3”时，把小“5”盖上，以免两部
分积相加时，多加一个 5。

还可以让学生自己计算，指名学生板演。教师再根据计算中存在的问题，
有的放矢地通过订正错误，进行重点指导。

4.在学生做完例 4 时，要注意检查学生是否丢掉十位上的 0。让做错的
和做对的都说一说自己的想法，然后指出，用乘数十位上的数去乘被乘数个
位数时，得到的两位数，它的末位是几，就在十位上写几。例 4中用乘数十
位上的“5”去乘被乘数个位上的“4”，得 20，20 的末位是 0，这个“0”
不能丢掉。

5.被乘数中间有“0”的乘法，虽然过去学过，但现在位数增多了，容易
出错。在试算“做一做”的第 3题时，先让学生做，如果发现错误，再引导
学生讨论纠正。要强调用乘数的个位、十位分别去乘被乘数时，被乘数中间
的“0”都要乘。

6.这部分内容法则容易掌握，但计算时容易出错，如何有效地进行练习，
建议注意以下几点：

（1）加强口算训练，重点练习表内乘法加一位数，如 7×8+4，4×9+8。
（2）加强练习中的个别指导，及时发现错误，引导学生找出错误原因，

并加以纠正。
（3）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如把题抄对，书写工整，认真计算，做完后

要检查等。首先要求计算正确，再逐步提高计算的速度。
如果教师感到学生做所有的练习题时间不够用，仍可根据具体情况选做

必要的题目。
7.关于练习三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在指导学生做第 9题中的第（2）题时，可以启发学生想：积能不能是两

位数？以最小的两位数 10 为例，10×10=100，说明两位数乘两位数，积不小
于三位数。积会不会大于四位数呢？让学生在作业本里找一找自己做过的两
位数乘两位数的题，看看积可能是几位数。

第 12*题，由于乘数的两位数是两个相同的数字，所以只要用乘数的个
位去乘被乘数，得出第一个部分积后，第二个部分积是第一个部分积的 10
倍，然后相加。

第 13*题，求四月份下蛋个数时，虽然题目中有“比多”的词语，却要用



减法。要引导学生分析“比四月份多下 36 个”，哪个月份下的蛋多，哪个月
份下的蛋少，怎样求四月份下蛋的个数。



教材说明
这部分教材是被乘数、乘数末尾有 0的乘法，要使学生学会用简便方法

计算。被乘数末尾有 0的乘法简便算法，学生在第五册时已经学过，本单元
开始又学习了用整十数乘的口算，这就为这部分知识的学习打下基础。因此，
教材一开始就复习这两部分知识。

例 5是用两位数乘被乘数末尾有 0的乘法，教材先按照一般的方法进行
计算，然后通过对比使学生掌握简便算法。用 4乘 360 的简便算法是旧知识，
但学生往往习惯于用 4乘 36 得 144 后，再添写一个 0。这样做，在用乘数十
位上的 2去乘被乘数时，容易把数位搞错。因此，教材做了提示“注意这里
不必写 0”。

例 6是乘数末尾有 0的乘法，教材中先采用一般的两位数乘多位数的方
法算，然后仿照被乘数末尾有 0的简便算法，用虚线把乘数末尾的 0隔开，
用十位上的 3去乘 265 得 795，再在后面添一个 0，使学生清楚地看到，后一
种算法比较简便。

在例 5、例 6 的基础上，再引导学生类推出例 7 的简便算法。当被乘数
和乘数末尾都有 0的时候，也只要先把 0前面的数相乘，乘完以后，看乘数
和被乘数末尾一共有几个 0，就在乘得的数末尾添写几个 0，最后概括出乘
数、被乘数末尾有 0的乘法简便算法。这里要说明，例题在竖式中，用虚线
把被乘数、乘数末尾的“0”与“0”前面的数隔开，是为了便于教学，学生
在做题时，不要求必须加虚线。

为了提高学生的口算能力，教材中还把被乘数、乘数末尾有 0的简便算
法，用到乘数是整十数的乘法口算中去（例 8），把被乘数扩展到两位数或
整百数。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 3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5—例 7，完成“做

一做”中的习题和练习四的第 1—5题；第二课时教学用整十数乘被乘数末尾
带 0 的乘法口算（例 8），并进行巩固练习，完成练习四的第 6—11 题。第
三课时进行混合练习，完成练习四的第 12—16 题。

2.在复习被乘数末尾有 0的一位数乘法时，前两题可要求学生自己列竖
式用简便方法计算。引导学生回忆：一位数乘多位数，如果被乘数末尾有 0，
可以先用乘数去乘 0 前面的数，乘完以后，看被乘数末尾有几个 0，就在乘
得的数末尾添写几个 0，以及简便算法的竖式书写格式。

3.教学例 5时，可以先让学生按前面学过的方法计算，然后向学生提出：
我们已经学会一位数乘被乘数末尾有 0的简便算法，能不能把这种方法用到
乘数是两位数的？试试看。教师巡视，发现有不同的做法，引导学生讨论，
怎样用简便方法计算好。强调在算部分积时，可以不写 0，只要在最后算得
的数后面添 0，这样比较简便。

4.教学例 6时，启发学生想能不能用简便方法，有的学生可能想出来，
有的学生可能用一般方法，然后引导学生比较哪种简便，帮助学生把被乘数
末尾有 0的乘法简便算法类推到乘数有 0的乘法。即先用 3乘 265 得 795，
再用 10 乘，只要在 795 末尾添一个 0。最后总结时，引导学生把前面被乘数
末尾有 0的简便算法修改成乘数末尾有 0的简便算法。即用乘数的十位数去
乘被乘数，在所得积后面添写一个 0。

5.教学例 7 被乘数、乘数末尾都有 0 的乘法时，可以启发学生在例 5、
例 6的基础上来类推。为了使学生明白每一步计算所表示的意思，可把被乘
数、乘数末尾的 0用不同颜色的粉笔板书，如被乘数末尾的 0用红粉笔写，
乘数末尾的 0用黄粉笔写。在引导学生类推时，可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1）计算被乘数、乘数末尾有 0的乘法，在写竖式时，被乘数、乘数怎
样写？（把被乘数、乘数中 0前面的数的末尾对齐。）

（2）怎样乘？（只乘 0前面的数。）
（3）乘完以后，怎样添 0？（被乘数、乘数末尾一共有几个 0，就在乘

得的数的末尾添写几个 0。）
最后引导学生把三层意思合在一起说，总结出被乘数、乘数末尾有 0的

乘法的简便算法。
6.在学生基本掌握被乘数、乘数末尾有 0的笔算简便算法后，教学例 8。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这样的方法口算用整十数乘。把被乘数扩展到两位数或
整百数，进一步提高口算能力，如 80×50，8×5=40，末尾再添写两个 0，得
4000。

7.在这部分内容最后的“你知道吗？”中，介绍一些简单的有关算筹和
用算筹计算乘法的历史知识。这些不作为教学要求，供学生课外阅读。对于
用算筹计算乘法，教师不必讲解。如果对此有兴趣的学生问到，教师可以做
解释。

8.关于练习四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1—2 题，已经列出用简便方法计算的竖式，可让学生说一说先怎样

算，最后添写几个 0。
第 3题，让学生独立列出竖式和计算。
第 17*题，首先想可以组成多少组数，组成的乘法算式可以用一位数乘，



也可以用两位数或整十数乘，然后再调换数字的位置，进行有顺序的思考。
如：78×50，87×50；780×5，870×5，708×5，807×5；75×80，57×80，
750×8，570×8，705×8，507×8；85×70，58×70，850×7，580×7，805
×7，508×7。学生列出算式后，可让学生口算出得数，进一步巩固所学的知
识。

第 18*题的第一种解法是先求出一个篮球的单价，再求 4个篮球的价钱。
即（68÷4+8）×4；第二种解法，先求 4个篮球比 4个足球贵多少钱，再求
4个篮球的价钱。即 68+8×4。

练习四最后的思考题。第（1）题的第一个图形先数小三角形有 3个，由
两个图形组成的三角形有 4个，外面有 1个大三角形，共有 8个三角形。第
二个图形先数小长方形有 4个，由两个图形组成的长方形有 3个，图中左面
的部分是由两个图形组成的正方形，学生可能把它数作长方形，外面有 1个
大长方形，共有 8个长方形。

第（2）题，观察24×24×24，因为个位都是 4，所以它们的积的个位数
一定是 4。由于在13806、13428、13824、13902 中只有 13824 的个位数是 4，
所以 13806、13428 和 13902 是错误的。



教材说明
这部分教材大致分为两段：
（1）用“四舍五入”法求一个数的近似数；
（2）一位数乘法估算。
其中一位数乘法估算属于选学内容，如果不教学这部分内容，可安排 1

课时选择练习五中其他的一些习题让学生练习。
因为近似数的概念和求一个数的近似数是估算的基础，所以教材先安排

求近似数的教学。
教材结合具体事例，采用直观描述的办法引出近似数的概念，使学生初

步认识到近似数是与准确数比较接近的数。
然后通过例 9，教学用“四舍五入”法求一个数的近似数。在此基础上

归纳出求万以内数的近似数的方法，进而告诉学生这种方法就叫做“四舍五
入”法。

一位数乘法估算是在学生初步掌握了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的基础
上进行教学的。教材通过例 10、例 11 说明估算在日常生活中的用处，以及
乘数是一位数乘法的估算方法。用四舍五入法，求被乘数的近似数，可分为
四舍与五入两种情况，例 10 着重说明求近似数时需要四舍的情况。例 11 着
重说明求近似数时需要五入的情况。通过两个例题，总结出用四舍五入法求
近似数的方法以及乘数是一位数的估算方法。

采用四舍五入法求出被乘数的近似数后，用近似数与乘数相乘，可以用
乘法口算，直接估算出它们的积。教材还用题中所给的准确数，实际乘一下，
把准确的积与估算出来的积进行比较，检查高位上的数计算有没有错误，从
而说明估算的实际意义。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 3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近似数的概念和“四

舍五入”法，完成例 9后面“做一做”中的习题和练习五第 1—3题。第二课
时教学例 10、例 11，完成例 11 后面“做一做”中的习题和练习五第 4—8
题。第三课时进行巩固练习，完成练习五第 9—14 题。

2.有关近似数的概念，学生虽然没有接触过，但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多的。
教师可以根据教科书上的例子，或再加一些与学生实际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
例子，说明在日常生活中，描述一些事物的数量有时不一定要说出它们的准
确数量，只要知道它们大概是多少就可以了，因此不用准确数表示，而是用
一个与准确数比较接近的整十、整百、整千数表示。这样做描述比较方便、
记忆容易、计算简单。学生了解了近似数的用处，可以提高学习兴趣。

3.教学例 9时，可以先让学生观察思考 206 接近哪个整百数。由于数字
比较简单，学生很容易说出 206 接近 200。然后，教师问一问学生是怎样想
的。接着教师可以提问：如果把 206 变一变，变成 216、226、236、246 怎么
求它们的近似数呢？引起学生的思考。之后，教师告诉学生，要求这些三位
数的近似数，就看它们十位数是不是满 5，如果不满5，就把十位和个位上的
数舍去，改写成 0，就求出了它们的近似数。教师写出“206≈200”，并告
诉学生“≈”叫约等号。“206≈200”读作 206 约等于 200。

接着让学生观察 284 接近哪个整百数。学生可能受前面的影响也说 284
约等于 200。教师可以这样引导：刚才举的数都是十位上不满 5的数，而 284
十位上的数满 5了吗？284 超过了 250，更接近300，所以如果十位上的数满
5，就把十位和个位上的数改写成 0，同时要向百位进 1。这样求出这个数的
近似数。284 的近似数是 300，写作 284≈300，读作 284 约等于 300。

4.在讲完以上两种情况后，让学生对比一下两种情况的相同点与不同
点。然后做“做一做”中的习题。第 1题可以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想的。第
2 题，在求三位数的近似数的基础上，可以引导学生类推到求四位数的近似
数。

5.结合例题和练习引导学生总结求近似数的方法。要帮助学生弄清以下
两个问题：

（1）求一个数的近似数，要根据要求省略某一位后面的尾数。
（2）用四舍五入法省略某一位后面的尾数，要看省略的第一位上的数，

来决定“舍”还是“入”。如果省略的第一位上的数不满 5，（也就是 4或 3、
2、1、0）就把尾数都舍去；如果省略的第一位上的数满 5（也就是 5或 6、7、
8、9）把尾数略去后，要向它的前一位进 1。

6.估算问题，学生没有接触过。教师可按照课本说明其用处，激发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还可以补充一些实例，如每袋饼干 1元 8角，妈妈要买 5袋
饼干，带多少钱合适呢？只要大概估计一下，不必算出准确的钱数。“每袋
1元 8角，接近 2元，买 5袋带 10 元钱就够了。”像这样估计一下大数，不
必算出准确的零头数，就是估算。估算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很广，如工厂计
划总产量，学校计划招生人数等。上例中每袋饼干 1 元 8 角，接近 2 元，2
元就是每袋饼干价钱的近似数。在实际生活中，有一些事物，不需要说出或
算出它们的准确数，只要说出或算出它们的近似数就够了。

7.教学例 10 时，学生列出乘法算式后，提问学生：题目中要求“大约收
大枣多少千克”是什么意思？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指出，要预计枣园里收



获大枣的总量，一般情况下，不必求出准确的千克数，只要估算出大数目就
行了。怎样进行乘法的估算呢？引导学生回忆老师一开始举的生活实例，妈
妈在估算买 5袋饼干带多少钱时，先求出什么？从而得出先求被乘数小枣重
量的近似数。怎样求其近似数呢？提问学生：816 是 800 多一些，接近几百？
教师指出：多出的 16 不满 100 的一半（50），也就是十位上的数不满 5，把
百位后面的尾数舍去，816 的近似数是 800。为了不忘记，也可以把近似数写
在 816 的下面，写得小一点，然后算 800×3，口算得出 2400。2400 是大约
收大枣的千克数，因此用符号“≈”表示约等于，816×3≈2400（千克），
还要注意答题时，不要丢掉“大约”两字。

为了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估算的实际意义，可以用所给的准确数实际乘一
下，816×3=2448，看估算结果与实际乘得的结果是否接近，从而使学生体会
到估算的实用价值。

8.教学例 11 时，可以提问学生：从哪儿看出这道乘法题只要求估算？乘
法估算第一步做什么？295 接近几百？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进一步说明：
95 已超过 100 的一半（50）也就是十位上的数满 5，把百位后面的尾数略去
后，向百位进 1，295 的近似数是 300。295×9，可以这样估算 300×9，用乘
法口诀直接口算出得数 2700。为了使学生熟悉约等于符号的用法，教师可以
提问：295×9 与 2700 之间应用什么符号？为什么？然后再用所给的准确数
实际乘一下，295×9=2655，估算结果与实际算得的结果接近。

9.引导学生总结乘数是一位数的乘法估算方法，可启发学生回忆先干什
么，再干什么。使学生明确，在乘法估算中求近似数时，要求省略被乘数最
高位后面的尾数。如果这个数的最高位是百位，就要从十位起省略尾数；如
果这个数的最高位是千位，就从百位起省略尾数。求出被乘数的近似数后，
再和乘数相乘，横式中要写“≈”符号。

10.教科书第 22 页下面的“你知道吗？”，介绍了有关“四舍五入”法
的历史，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己阅读，为我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感到
自豪，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11.关于练习五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8题通过计算和观察，使学生初步获得一个因数不变，另一个因数扩

大若干倍，积也扩大相同倍数这一变化规律的感性认识。学生计算后，可引
导学生把第二栏的数与第一栏的数比较，看乘数是怎样变化的，积是怎样变
化的。但不必要求学生总结出完整的规律。

第 13*题第（1）题估算后的积是 2100，因此被乘数的近似数是 700，方
框里可以填 9、8、7、6、5。第（2）题估算后的积是 8000，因此被乘数的近
似数是 4000，方框里应填 0、1、2、3、4。

第 14*题先分别求出三天售米数的近似数，430≈400，380≈400，407≈
400。求大约售出的千克数，可以把这三个近似数相加，即 400+400+400=1200
（千克），或直接用乘法，400×3=1200（千克）。

练习五最后的思考题。第（1）题可先填被乘数个位上的数，因为已知乘
数个位是“6”，又知两数相乘积的末尾是 0，而乘数的十位数和被乘数的个
位数相乘，积的个位是“5”，因此被乘数个位上只能填“5”，从而推出第
一个部分积的十位上填“7”；由于第一个部分积千位上的数字是 1，因此被
乘数百位上只能填“2”。填第二个部分积时，乘数十位上什么数与 5相乘积
的末尾是 5 呢？可能性有好几种，但要兼顾到最后积的千位是 8，因此乘数



十位上只能填“3”。其他的方框里很容易算出来。教学时，让学生独立填，
填完以后，最好找学生试着分析推理，有困难的给予帮助。

第（2）题怎样选突破口呢？从第二个部分积着手分析。乘数十位上的数
是“9”，9与被乘数个位数相乘时，积的末尾数字是 4，可以确定被乘数个
位上应填“6”，9与被乘数十位数相乘时，积的最高位是 6，十位上应填“7”。
乘数的个位上应填几呢？有两种可能，即“3”或“8”，从第一个部分积的
百位上的数字 6，可以断定应填“8”。其他方框填什么数很容易看出来。



乘数是一位数乘法的估算*
  

教学内容：本册教材第 21 页例 10、例 11，练习五第 4至 8题。
教学目的：使学生初步了解估算的用处，初步掌握乘数是一位数乘法的

估算方法，培养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
教学过程：
1.简单说明估算的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计算只要大概估计一下它的得数是多少就够了，不

必算出准确数。比如妈妈要买 5袋饼干，带多少钱合适呢？妈妈想：每袋饼
干 1元 8角，将近 2元，买 5袋带 10 元就够了。”像这样不算出准确的数，
只计算出大约的数，就是估算。

2.教学例 10
读题，引导学生列出乘法算式。
说明“大约收苹果多少千克？”就是要我们估算出大枣重量的近似数。
联系买饼干的例子，说明要估算大枣重量的近似数，先要求出小枣重量

的近似数。
说明求 816 的近似数的方法：只保留整百的数，把百位后面的零头（也

叫尾数）“16”去掉，16 不满 100 的一半 50，也就是十位上的数不满 5，就
把百位后面的尾数直接舍去。

练习：826、837、849 的近似数各是多少？
估算 816×3 的结果：用近似数 800 乘以 3，口算出得数2400。为了避免

忘记，可以把 800 写在 816 的下面，写得小一些。
提问：2400 是收大枣重量的准确数吗？
说明横式的写法：2400 是估算得到的近似数，因此在横式中不能用等

号，只能用“≈”约等于符号，在答句中要注意不要丢掉“大约”两字。
验证估算的结果与实际求得的结果是否接近，指名计算 816×3=2448，

然后求 2448 的近似数。指出：2448 十位上的数不满 5，把百位数后面的尾数
略去，约等于 2400，与我们估算的结果一样，说明估算结果与实际计算的结
果是接近的。

3.教学例 11
读题后，由学生列出乘法算式。
提问：（1）从哪儿看出这道题只要求估算？

（2）根据例 10，让学生说一说乘法估算的第一步做什么，第二
步做什么。说明求 295 的近似数的方法；还是保留整百的数，把百位数后面
的尾数略去，但是尾数是 95，已超过 100 的一半（50），也就是十位上的数
满 5，把百位数后面的尾数略去后，向百位进 1，295 的近似数是 300。

引导学生估算 295×5 的结果：用近似数300 乘以 9，得 2700。强调2700
是近似数，横式里要写“≈”。

验证估算结果与实际计算结果是否接近。指名算出 295×9=2655，求出
2655 的近似数。2655 十位上的数满 5，略去尾数，向百位进1，约等于2700。

4.小结
引导学生总结一位数乘法的估算方法
乘数是一位数乘法的估算，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应注意什

么？



教师概括说明：乘数是一位数乘法的估算，只要把被乘数按照上面的方
法求出近似数，再和乘数相乘，注意横式中要写“≈”符号。

试算“做一做”中的习题，订正时重点提问估算的步骤。
5.课堂练习
练习五第 4题及第 5题。
教师行间巡视，注意学生是根据哪一位进行四舍五入的，横式上是否写

“≈”符号。
讨论第 5题（2），估算的结果比乘得的准确数大一些还是少一些，你是

怎样想的？
6.课外作业：练习五第 6、7、8题。



教材说明
这部分内容主要教学以下几种常见的数量关系：单价、数量和总价，单

产量、数量和总产量，速度、时间和路程，工效、时间和工作总量。在前几
册通过解答应用题，学生已接触到这些数量关系，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只是
还没有概括出规律，给出有关的术语。因此，关键是如何通过实际的例子使
学生理解和掌握以及能用术语表达这些数量关系，并能在解答应用题和实际
问题中加以应用。

教材中例 1通过学生熟悉的 3个具体例子，首先说明单价、数量和总价
等术语的含义，如每件商品的价钱，叫做单价，买多少商品，叫做数量，一
共用多少钱叫做总价；然后再概括出这三种量的关系。教材中着重总结出“单
价×数量=总价”这个基本的关系式。然后在练习题中通过改编应用题和自编
应用题来巩固所学的术语和数量关系。

例 2的编排和例 1相似，也是通过具体例子引导学生总结出单产量×数
量=总产量的数量关系。

“做一做”中注意联系实际，让学生举例说出日常生活中符合某种数量
关系的实际问题，使学生熟悉所学的数量关系的实际应用，提高学生对周围
环境中的数量关系的认识。

例 3通过学生熟悉的两个具体例子，首先说明速度、时间和路程等术语
的含义，然后再概括出这三种量的关系。教材中着重总结出“速度×时间=
路程”这个基本关系式。

例 4教学工效、时间和工作总量的数量关系。为了简便，把工作效率简
写为工效，即指单位时间的工作量。教材通过实例总结出“工效×时间=工作
总量”这一关系式。

为了使学生加深对所学的数量关系的理解，练习中还安排了两道没有具
体数量，但要求学生自己给出具体的数值，并计算出来的题目。如练习六的
第 12、13 题。由于这些题目要求学生离开具体数值而只分析应用题的数量关
系，所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和一定的数学思维方法。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 3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1、例 2，完成练习

六的第 1—4题。第二课时教学例 3、例 4，完成练习六的第 5—9题。第三课
时进行综合练习，完成练习六的第 10—14 题。

2.例 1 中的 3道题的解法学生已掌握，可以让学生独立做。老师指定学
生口述怎样解答，然后板书算式。接着边提出问题边引导学生观察这 3道题
所说的事情都是哪一方面的，再看题里的已知条件有什么共同点，要求的问
题有什么共同点？引导学生说出 3道题都是说购买商品的事，都知道每件商
品的价钱和买了多少，求一共用多少钱。教师进而告诉学生每件商品的价钱，
我们叫它单价，等等。教师还可以反问单价是什么意思，总价是什么意思。
在学生弄清楚三个量的名称之后，再根据 3道题的实际计算找出三种量之间
的关系。并总结出“单价×数量=总价”。然后让学生说说每道题里单价是多
少，数量是多少，总价是多少。

3.教学例 2，可以仿照例 1 的方法。第一个例子的图可以改画成 3 棵苹
果树。菜园的畦，学生不熟悉还可以画图。

通过例 1、例 2 的教学，注意培养学生分析归纳能力，把已学的具体事
例的关系概括为一般的数量关系，以便今后解应用题时迅速寻找解法。

4.教学例 3时，可以参考例 1的教法。
5.教学例 4时，可以适当解释工效的意思是工作效率，是在一个单位时

间里（如 1分或 1小时）做的工作量。一小时或一分做的工作多，就是工效
高。教学方法可以参考前面的例题。在这之后再试算“做一做”中的习题。

6.本单元所讲的数量关系学生不难理解，但是学生对这些术语比较生
疏，要达到能熟练运用的程度不是很容易。除了在本单元两个练习中注意练
习区分和使用这些术语外，以后还要经常复习和使用。首先教师要经常使用
这些术语。

7.关于练习六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做第 1、5题时，都要让学生说一说已知什么，求什么。
第 11 题，学生填条件之前，最好让学生用数学术语说出已知的是什么（如

时间、单价等），求的是什么，还缺少什么条件，然后再填。
第 13 题是两步应用题。订正时可以让学生每说一步算法同时说一说数量

关系，老师可以写在黑板上（“千克数”可改用“重量”），如，（1）每筐
重量×卖的筐数=卖出的总重量；（2）原有重量-卖出的重量=剩下的重量。
然后再让学生给出具体数量并计算出来。

第 16*题，学校到少年宫的距离是已经行的路程与还没有行的路程之和，
所以先求 8分已经走的路程：210×8=1680（米），然后 1680+140=1820（米）。

练习六后面的思考题。算出的结果是自己年龄的 10 倍。可以这样想：自
己的年龄加上 5以后，再乘以 9，就是自己的年龄乘以 9（也就是自己年龄的
9倍），5 也乘以 9（得 45）。这时等于自己年龄的 9 倍加上 45。再加自己
的年龄，就变成自己年龄的 10 倍加上 45。再减去 45，就剩下自己年龄的 10
倍。如果除以10，就得到自己的年龄。还可以让一个学生拿自己年龄或爸爸、
妈妈的年龄按书里的步骤计算，把最后的结果说出，别人很快就能猜出自己
的或爸爸、妈妈的年龄。为了不容易让人发现规律，也可以把“再加上你的
年龄”改为“再减去你的年龄”，这样最后计算的结果是自己年龄的 8倍。



教材说明
第一段讲用一位数除两位数的口算。学生在第四册学习除数是一位数的

除法时，已经学过下面两种口算：除数是一位，商是整十、整百、整千数的
口算（60÷3，1200÷3）；一位数除两位数的简单口算（被除数各位上的数
都能被除数整除的）。这里安排的口算除法是被除数每位上的数不能直接被
除数整除的，也就是求出商的最高位以后有余数的，要求不列竖式，直接口
算出得数。

教材先复习第五册学过的除法口算内容，再引导学生通过操作，理解 42
÷3=14 的道理，掌握口算的思维过程，然后推广到 420÷3 的口算。在每个
例题后面的“做一做”中，各安排了三道口算题，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的内容。

第二段讲用整十数除商一位数的口算。教材通过引导学生操作，先以 60
除以 10 为例，讲解用 10 除的道理，接着推广到 60 除以 20，使学生看到 60
里面有几个 20，就应该商几。然后再通过例 4的插图，进一步帮助学生掌握
用整十数除的口算方法。



教学建议
1.本节可用 3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1、例 2，完成例 1、例 2

后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八的第 1—5题。第二课时教学例 3、例 4，
完成例 3、例 4 后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八的第 6—10 题。第三课时
进行巩固练习，完成练习八的第 11—16 题。

2.复习除法口算时，可让学生说一说口算过程。如 36÷3 的口算过程是
30÷3=106÷3=210+2=12，为学习下面的例题打下基础。

3.教学例 1时，先让学生摆小棒，同时提问：42 根小棒（每 10 根一捆）
平均分成 3份，每份是多少根，怎样分？学生操作后，教师提问：先分哪部
分？为什么先分 3捆，而不把 4捆一起分呢？使学生体会到：把 3捆平均分
成 3份，每份得到 1整捆。剩下的 1捆平均分成 3份，不能得到整捆，要把
这一捆拆开和 2根合在一起，看每份分到几根。也就是把 42 根分两次来分，
先分 30 根，再分 12 根，30÷3=10，12÷3=4，10+4=14。“做一做”中的口
算题可以让学生先说怎样想，再说得数。

4.在学生基本掌握一位数除两位数除法口算的基础上，教师提出 42÷
3=14，那么 420÷3 呢？学生根据已有的旧知识，会很快推想出只要在 14 后
面添一个 0，得 140。接着口算“做一做”中的题。

5.关于练习八第 1—5题的教学建议
学生做第 1题时，可以先引导学生说一说图解的意思，再在方框里填数。
第 2题做完以后，应引导学生观察，除数不变，被除数变了，商有什么

变化。
6.教学例 3时，可以先出示算式 60÷10，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小棒图贴

在黑板上（有贴绒板更好），再引导学生边看图边想：图上每捆小棒是 10
根，要算 60 除以 10，就要想几个 10 是 60，因为 6个 10 是 60，所以 60 除
以 10 得 6。接着，再出示算式60÷20，提问学生：要算60 除以 20 应该怎样
想？学生回答后，教师可以再强调指出，要算 60 除以 20，就要想几个 20 是
60，因为3个 20 是 60，所以应该商3。帮助学生初步理解用整十数除的口算
方法。

7.教学例 4时，可以先引导学生看书上的插图，边看边想：每盒 10 件，
每 50 件装一箱，要算 150 里面有几个 50，就要想几个 50 是 150，用乘法口
诀三五十五，也就是 3个 50 是 150，所以150 除以 50 得 3。“做一做”的第
1 题，可以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想的；第 2 题可以进一步帮助学生掌握用乘
法来计算除法。

8.关于练习八中第 6题～第 18 题的教学建议
第 6题可以从上到下要求学生一组一组地算，并说一说上、下两题之间

的关系，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用整十数除的口算方法。
第 17*题，这个整十数是 50，（450-50）÷50=8。
解答的思路是：根据题意，因为商是 8，所以这个整十数必然小于 60，

从 50 开始试算，看（450-50）÷50 是否等于 8，第一次试算便找到答案。
第 18*题，120÷□0＞3，先帮助学生弄懂题目的意思，即 120 除以几十

商大于 3，可以先想 120 除以几十商等于 3，120÷40=3；商要大于 3，除数
必然是小于 40 的整十数，即 30、20、10。用同样的方法推想出 420÷□＞60，
方框里填 6、5、4、3、2、1。□□0÷40＜8，可以先想如果等于 8，8个 40
是 320，比 8小的商有 7、6、5、4、3，它们分别与 40 相乘的积就是要填的



数，即： 。用同样的方法填写□□0÷3＜70，

即： 。

第 40 页上的思考题，先从最后一步着手，在乘法口诀中，积的末位数字
是 4的有二七一十四，三八二十四，四六二十四（八八六十四，六九五十四
此题用不上）进行试除，可以得出下面除式：34÷2，54÷2，74÷2，94÷2，
54÷3，84÷3，64÷4，84÷6，84÷7。



教材说明
这部分是用整十数除商一位数。这一内容在上一节中已经讲过怎样口

算，这里主要讲怎样用竖式进行笔算，为后面学习除数是任意两位数的除法
打下基础。

教材首先复习有关整十数除法的口算，及括号里最大的能填几的练习，
为新课作准备。用整十数除笔算的算理与口算基本相同。在用竖式计算时，
又分为看被除数的前两位或前三位两种情况。

例 1是看被除数前两位的，教材先引导学生复习一遍口算除法的思维过
程，在教学笔算时，着重让学生想一想商应该写在什么位置上。

例 2是被除数前两位比除数小，要看三位，教材采用“想”的形式，引
导学生思考：被除数的前两位比 30 小，说明什么？怎样想出商 6？横式的得
数该怎样写？

“做一做”中的第 题，安排四栏对照题，如 、 ，帮助学生2 4 8 40 80

进一步掌握用整十数除的方法。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 2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1、例 2，完成例1、

例 2后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九的第 1—4题。第二课时进行巩固练习，
完成练习九的第 5—10 题。

2.在讲新课之前，可以先复习有关整十数的乘除法口算，除教材中列举
的内容外，还可以采用下面形式，在一张卡片上，写出两个相联系的算式，

如 先让学生算上面的题，再算下面的题，并说明 2个 30 是 60，也

就是 60 里面有 2个 30，所以商 2。
还可以复习用一位数除多位数的计算法则，可采用由学生板演一道用一

位数除多位数的题，并结合具体题目，讲述计算过程，着重说明：“除数是
一位数，先看被除数前一位，一位不够看前两位，除到哪位商就写在那位，
每次除后要比较，余数要比除数小。”

3.教学例 1时，由学生列出算式后，可先让学生口算，说一说怎样想的。
先想几个 20 是 60，3 个 20 是 60，也就是 60 里面有 3个 20，所以商 3。接
着教师说明用整十数除还可以用笔算，对照学生板演的一位数除法竖式，介
绍用整十数除笔算演算格式，着重提问商应该写在什么位置上。引导学生结
合口算想：因为 60 里面有 3 个 20，所以 3 应该写在个位上，还可以结合除
法笔算法则，除到哪一位，商就写在那一位的上面。

4.教学例 2时，可以结合一位数笔算除法的法则，帮助学生类推：除数
是一位，先看被除数的前一位，除数是两位，就要先看被除数的前两位。被
除数的前两位比除数小，说明什么？（说明 20 个十除以 30 商不够 1个十，
也就是在十位上不够商 1）那就要看三位，然后引导学生想应该商几，并确
定商的位置。怎样想 200 里面有几个 30？就要想几乘 30 的积最接近 200 又
比 200 小，6乘 30 的积是 180，接近200，而且余数比除数小，所以应该商6。
商 6以后该怎样做？可以由学生说出每步计算过程和所表示的意思。

让学生试算“做一做”的第 1题前，先问学生商应该写在什么位置上？
为什么？试算后问一问学生：怎样想出商几。第 2题可以让学生说一说每组
上、下两题有什么关系，通过计算，得到什么启发。使学生体会到要想 80
里面有几个 40，只要想 8里面有几个 4。

5.在教学例 1和例 2以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上面两个例子，初步
说一说用整十数除，应该从哪里除起，要看被除数的前几位，商要写在什么
位置，教师再加以概述，使学生初步掌握用整十数除的方法。

6.第 2 页下面的“你知道吗？”，介绍了我国古代用算筹进行除法计算
的步骤。我国早在一千四、五百年以前的算学书中，对用算筹进行乘除法计
算就有详细记载。这在世界上是很早的，算法也是比较巧妙的。教学时，可
以向学生简单地介绍一下用算筹计算除法的步骤，同时还要注意通过介绍这
些知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此外，为了便于说明用算筹进行除法计算
的步骤，这里是以商是两位数的除法为例说明的，待学生学过商是两位数的
除法以后，还可以让学生用笔算检验此例。

7.关于练习九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4题这种练习形式可作为这一段教学中经常性的练习，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试商能力。
第 7题中的两个错例，都是由于没有正确确定商的位置造成的，教学时



要让学生说一说错的原因及怎样避免，使学生进一步掌握用整十数除的方
法。

第 11*题先引导学生看懂每道题的意思，如 ÷40=6⋯⋯28，什么数
里有 6 个 40 还余 28？那就要先想出 6 个 40 是 240，再加上 28，即 40×
6+28=268。500÷ =7⋯⋯10，如果从500 中减去 10 得 490，除以这个数，
正好商 7，那么这个数一定是 70，即（500-10）÷7=70。

第 12*题是一道有多余条件的两步应用题，教学时要让学生仔细审题，
独立完成。解答时可以先算出一共需要多少个筐，即 160÷20=8（个）。再
求原来有几个筐，即 8-2=6（个）。

第 44 页上面的思考题，有 7个长方形，2个正方形，5个三角形。



教材说明
在学生掌握用整十数除的基础上，教材接着安排了把除数个位上的数用

“四舍”法看作整十数来试商的两位数除法，因为它比试商时要“五入”的
容易一些。

教材首先安排了用一位数、用整十数除的复习，括号里最大能填几的练
习，以及两位数乘以一位数所得的积与一个数进行比较的练习，为学习试商
作必要的准备。

例 3是在试商过程中不需要调整商的。例 4是在试商过程中需要调整商
的。由于把除数个位上的数舍去，除数变小了，商容易偏大。商大了，要把
商改小。这里是第一次出现需要调整商的除法题，要着重教给学生调整商的
方法。

练习十习题的安排，第 1题要求正确掌握试商的方法，通过练习，逐步
达到熟练。先要求学生说一说把除数看作几十来试商，再算出来。第 8题则
进了一步，要求学生很快说出各题的商。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可用 2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3、例 4，完成例 3、例

4 后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十的第 1—5 题。第二课时进行巩固练习，
完成练习十的第 6—11 题。

2.先复习教材中安排的三方面内容，结合具体题目，着重提问用整十数

除怎样试商。由复习中的 引出例 。20 69 323 69

3.教学例 3 时，有的学生很可能直接口算出 69 里面有 3 个 23，这时教
师可以告诉学生，要想 69 里面有几个 23，既要看十位，又要看个位，如果
被除数、除数数目较大，不太方便，把除数看作和它接近的整十数来试商，
比较方便。即把 23 看作 20（如例 3右边虚线方框里的式子）。用 20 试除，
试商 3。因为除数是 23 并不是 20。因此，商是否合适，还要看商与除数相乘
的情况。可以在商的位置上，先轻轻地写上“3”，然后把 3与 23 相乘，看
是否等于或小于 69，并且余数小于 23，因为 3×23 正好等于 69 说明商 3合
适。这时，再将“3”写清楚，把这道题做完。然后让学生试算“做一做”中
的两道题。通过例题的教学和学生的练习，教师概括说明：当除数个位上的
数是 1、2、3、4时，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把除数的尾数舍去，把它看作整十
数来试商。试得的商，要和除数相乘，如果余数比除数小，说明试得的商是
合适的。

4.教学例 4时，通过提问，先确定商写在什么位置上。接着提问：试商
时把 62 看作几十？430 里面有几个 60？试商 7，用口算把 7 与 62 相乘，得
434，积比被除数大，说明商 7 大了，改商 6，6 与 62 相乘，积是 372，430
减去 372，余数是58，小于除数，说明商6合适。这里是第一次讲解调整商。
教学时，可以把调整商的过程写出来，（如例 4虚线方框里的武子）便于学
生掌握试商的方法。但要告诉学生在做练习时，没有必要这样写。要提倡利
用口算来试商。另外要强调①试商时，把除数看作整十数，相乘时，商要和
题目中的除数相乘。②如果试商的数与除数的乘积大于被除数，说明商大了，
应该把商调小再试，直至余数小于除数为止。

5.关于练习十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指导学生做练习时，先要求学生说出把除数看作几十，怎样试商？然后

独立试商，逐步要求很快说出商几。数目比较小，不需要调商的要求口算。
第 2题，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试商的情况，学会调整商。做第 1小题时可

以先让学生看清题目，然后再引导学生想：试商的 7与除数相乘是多少？147
比 144 大说明了什么？应该改商几？后面两个小题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

第 6题这种练习形式应作为这段教学中经常性的口算练习，这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试商能力。

第 12*题第（1）题可以联系练习九第 11*题进行思考，引导学生把题目
改写成 ÷32=7⋯⋯25，就和练习九第 11*题一样了。从而得出 32×
7+5=229。指导学生做第（2）题时，先把第（1）题改编为 229÷ =7⋯⋯

怎样算出除数是 32，余数是 5。只要把 229÷7=32⋯⋯5。同样道理，
推算出第（2）题的除数是 19，余数是 17。

练习十的最后是思考题，下面分别给出一种画法。





除数是两位数商是一位数的除法（二）
  

教学内容：教材第 45 页例 3、例 4，练习十的第 1—5题。
教学目的：使学生能够运用“四舍”的试商方法正确地计算除数是两位

数商是一位数的笔算除法。初步掌握调商的方法。
教学过程：
1.复习

教材第 页复习（ ）、（ ）、（ ）。把（ ）中的 、 放46 1 2 3 1 20 69 60 510

在最后复习。提问学生用整十数除试商的方法。
2.教学例 3

（ ）把复习题中的 改为 ，让学生试算，然后提问试商的方1 20 69 23 69

法。教师适时小结：要想求 69 里面有几个 23，既要看十位，又要看个位，
如果被除数、除数数目较大，把除数看作和它接近的整十数来试商，比较方
便。提问：

①除数 23 接近哪一个整十数？（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在 23 的上面用
虚线写出 20。）

②用 20 试商，商几？为什么？（用虚线写出商“3”。）
③怎样验证试商的“3”是不是正确？（学生回答后，教师将“3”写清

晰。）
（2）让学生试算“做一做”中的两题。试算之前指名提问把除数看作几

十试商，算完后让学生说一说计算过程。
（3）引导学生讨论。
①例 3和“做一做”中的两道题，除数个位分别是几？
②都是用什么方法试商的？
小结：当除数个位上的数是 1、2、3、4时，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四

舍”的方法，把除数看作整十数试商，试得的商要和原除数相乘，如果余数
比除数小，说明试得的商是合适的。

3.教学例  4430÷62=
（1）提问：
①除数是两位数，试商时应先看被除数的前几位？前两位比除数小怎么

办？
②把除数看作几十试商？商几？
③怎样检查商 7是不是正确？
④用 7乘 62 得 434，比被除数 430 大，说明什么？怎么办？
⑤改商多少合适？
结合讨论教师板书：

62
60 430

7

62
60 430

434

7
62 430

372

6

58
62

60
把 看作 说明商大 余数比除数
试商 了应改小 小 商合适,

小结：用“四舍”的方法试商时，除数被看小了，商可能偏大，因此试
得的商不合适时要把商改小。调商的过程不用写出来。



（2）让学生试算“做一做”中的两道题。做完后让学生说一说计算过程。
（3）组织学生讨论：
①今天学习的笔算除法，除数的个位数有什么特点？用什么方法试商？
②试商为什么可能偏大？怎样调商？
4.课堂练习
（1）练习十第 1题，先说一说把除数看作几十来试商，再计算。（酌情

指导差生算要“调商”的题。）
（2）练习十第 2题，第 1小题可以全班共同做，第 2、3小题让学生独

立完成。
（3）练习十第 3题，做完后针对全班出现的共同问题评讲。
5.课外作业
练习十第 4、5题。



教材说明
这部分内容在试商时，把除数个位上的数“五入”为整十数。这比把除

数个位上的数“四舍”为整十数来试商要难一些。因为这要用比除数十位上
的数多 1的数来试商，开始时学生往往不习惯。用这种方法试商，也分为不
需要调整商的和需要调整商的两种情况。教材在新课之前安排了复习，复习
的内容都是为试商做准备的。

例 5 和例 6 都是讲把除数个位上的数“五入”为整十数来试商的，例 5
讲在试商过程中不需要调整商的，例 6讲在试商过程中需要调整商的。把除
数“五入”后来试商，由于除数变大，商容易偏小，商小了，要把商改大。
调整商的方法与“四舍”不完全相同，这一点要使学生体会到。例 5还把按
照“五入”法试商和只看除数最高位试商作了比较，使学生体会到把除数看
作和它接近的整十数来试商比较简便。

教材还对试商方法进行了小结：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一般按照四舍五
入法，把除数看作和它接近的整十数来试商。

在练习的安排上，先要求学生说出把除数看作几十来试商，再算出来；
然后要求能够调整商；再要求独立试商；最后要求很快说出商几。还安排了
“四舍”与“五入”两种情况的混合练习（第 7、8题），帮助学生进一步掌
握试商的方法。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 2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5、例 6，完成例5、

例 6后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十一的第 1—4题。第二课时进行巩固练
刁，完成练习十一的第 5—10 题。

2.教学新内容前，除复习教材中安排的内容外，还可以指名学生板演一
道用“四舍”法进行试商的除法题，并让学生说一说试商过程。一方面复习
把除数看作和它接近的整十数试商的方法，另一方面便于在对比中教学新内
容。

3.教学例 5时，学生列出算式后，可以提问学生：怎样试商？把 29 看作
几十？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发言把两种试商的过程都写在黑板上，然后让学
生进行比较。最后教师提出：如果把 29 看作 20 来试商，一次能确定商吗？
哪种方法简便？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把题目做完。

“做一做”中的两道题，可以先提问学生：把除数看作几十来试商比较
好？然后再进行练习，并要求学生说一说试商过程。

4.教学例 6 时可以提问学生：把 38 看作多少来试商？试商 6，6 与 38
相乘得 228，278 减去 228 得 50，余数比除数大，说明什么？使学生认识到
商小了，改商 7。再通过口算，7与 38 相乘得 266，278 减去 266 得 12，余
数比除数小，说明商 7合适，让学生把这道题作完。然后教师提出：如果把
38 看作 30 来试商，需要试商几次？比较一下，哪种方法简便些？从而使学
生体会到：把除数看作和它接近的整十数来试商时比较简便。在此基础上，
结合新课前的板演题和两个例题，教师引导学生概括出：除数是两位数的除
法，一般按照四舍五入法，把除数看作和它接近的整十数来试商。

5. 27 199在学生试算“做一做”的两道题时，可以进一步提问学生：

，把 27 看作 30 来试商，试商 6 以后，为什么要改商 7。使学生体会到：把
除数“五入”后来试商，由于除数变大，商容易偏小，出现余数比除数大的
情况，说明商小了，要把商改大。

6.关于练习十一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指导学生做练习时，也要按照教材的要求，先使学生掌握试商的方法，

再逐步要求学生很快说出商几。在进行综合练习时，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比
较：用“四舍”或“五入”把除数看作整十数进行试商时，在试商过程中有
什么不同。如第 7题，使学生体会到：“四舍”初商易大，“五入”初商易
小，有的题也可以先调后试，从而提高试商速度。

第 9题按照图里指定顺序和方法进行计算。然后还可以再出一道题，如

27 222，然后问：下面方框里的几句话怎样说？

第 12*题列式为：（242-18）÷28=8（个）。
练习十一的最后是思考题，如 12 和 12，12×12=144，12+12=24，144÷

24=6。又如 12 和 24，24×12÷（24+12）=8。



教材说明
前面讲了两位数除的试商方法，一般都可用四舍五入法；但是当除数十

位上的数较小，个位上的数又不接近整十数，如 14、15、16、24、25、26
之类，如果用四舍五入的方法把除数看作整十数来试商，调整商的次数一般
需要多一些，这就需要根据题里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试商的方法。如果学生
口算一位数乘两位数比较熟练，可以不用四舍五入法，直接用一位数乘两位
数的口算很快确定应该商几。这样既提高了计算速度，又可以减少计算上的
错误。

教材一开始就安排了一位数乘两位数（重点是个位数是 4、5、6）的口
算。提出了有些除法题，按照前面的方法，试商的次数比较多，可以根据不
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试商。然后通过例 7、例 8，各列举了三个同学的不
同想法进行比较，采用讨论的方式，使学生认识到怎样试商又对又快，哪种
方法简便。

例 ， 小芳和小勇用的是一般的试商方法，把 看作 ，调商7 14 70 14 10

次数较多，小明利用乘法口算，一次就确定应该商 5，方法最简便。例 8，240
÷26，小林按照一般的试商方法，小强和小青都用的乘法口算，可以看到：
小强的想法更简便。

练习十二第 3 题所列举的情况，是学生用四舍五入法试商时经常遇到
的。当发现商大或商小的时候，怎样根据试商的情况，很快找出恰当的商，
对于提高计算能力，有一定作用。练习中安排了一定数量的一位数乘两位数
的口算，这是用灵活的方法进行试商的基础。通过这样有步骤的训练，要求
学生在做第 8、13 题时，很快说出商几。教材还通过第 12 题，引导学生找出
商的一些规律。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可用 3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7、例 8，完成例 7、例

8后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十二的第 1—5题。第二课时进行巩固练习，
完成练习十二的第 6—10 题。第三课时进行综合练习，完成练习十二的第 11
—16 题。

2.第 53 页所安排的复习题，要求学生口算，有利于提高试商的正确性和
速度，可以经常进行这样的口算练习。

3.在学生基本掌握用四舍五入法试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出有些除
法题，按照前面的方法，试商的次数比较多，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
同的方法来试商。

4. 7 14 70教学例 ， 时，可以组织学生讨论该怎样试商。然后把各种

不同的方法进行比较，选出最简便的方法。再指导学生看课本，可提问：小
芳、小明、小勇是怎样想的？你认为哪种方法简便？除了小明的想法外，下
面这种想法也是值得提倡的。把 14 看作 15（一位数乘 15 比较容易），5个
15 是 75，试商 5。“做一做”中的两道题，可以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想的，
允许学生认为怎样简便就怎样算。然后让学生找一找例题和“做一做”中题
里的除数有什么特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灵活的试商方法。

5.教学例 8时，可仿照例 7的方法，组织学生讨论。由于有例7的基础，
同学们想出的方法可能会更多。小强和小青的想法也是值得提倡的，特别是
小强的想法更简便。“做一做”中的两道题，也可以引导学生把除数 24、26
看做 25 来试商，因为一位数乘 25 口算起来比较容易。可提倡学生根据具体
情况，采用多种渠道进行思考，商得又对又快。

6.关于练习十二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指导学生做练习十二时，教师可加强行间巡视，注意了解学生的试商方

法，并及时加以指导。使学生在掌握一般试商方法的基础上，试商和调商的
速度逐步得到提高。如第 3题，学生用一般方法试商后，怎样改商，可以引
导学生看多余的数或不足的数里面有几个除数，就把商添上或去掉几。第（1）
小题商 6后，余数是 41，41 里面有 2个 16，因此改商 8，这样就能很快找出
准确的商。

第 6题应作为经常性的口算练习，以便学生借助口算，很快找出准确的
商。

第 12 题的三道小题商都是 5，这些题的前两位数正好是除数的一半，学
生找到这一规律后，可让学生自己编一些这类题目。

还可以补充下面的题目，供学有余力的学生学习。
（1）下面各题的商是几？找一找有什么规律。

46 440 87 802 98 900

当被除数和除数的最高位相同，而第二位的差数不超过首位时，通常可
以商“9”。

（2）下面各题的商是几？找一找有什么规律。

46 410 18 152 38 325

当被除数和除数的最高位相同，而第二位的差数超过首位时，通常可以
商 8。

第 17*题要先引导学生看懂题目的意思，搞清要求 128 除以哪个两位数



商是一位数，只要求出 128 除以哪个一位数商是两位数就可以了。例如，如
果知道 128÷2=64，便可求出 128÷64=2。用此方法还可以求出：128÷32=4，
128÷16=8。

第 18*题第 1小题，先用 25×5 得 125，填在竖式第 2行的方框里，125+7
得 132，填在第一行的方框里。

第 2小题，由于被除数的个位数是 4，余数是2，因此竖式第二行方框中
的个位数一定是 2。只有6和 7相乘，积的个位数是 2，因此除数的个位数填
6。从而得出：

第 3小题，先从整体考虑，二百多除以二十几，商一定是比较大的一位
数，很可能是 9或 8，如果商 9，只有 2和 9相乘，积的个位数是 8，因而得
出：

如果商 8，只有 6和 8相乘，积的个位数是 8，因而得出：



除数是两位数商是一位数的除法（四）
  

教学内容：本册教材第 52 页例 7、第 53 页例 8，练习十二第 1—5题。
教学目的：在学生掌握用四舍五入法进行试商的基础上，使学生初步掌

握灵活的试商方法，对除数是 14、15、16、24、25、26 的除法题能较快地求
出一位商，并培养学生的分析、比较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教学过程：
1.复习
课本第 52 页复习（1）（2）（3）。
在订正第（2）题时，如 15×6+15，学生可能回答：15 乘以 6得 90，90

加 15 得 105。教师还可以问 15×6+15 也就是 15 乘以几？
提问：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怎样用四舍五入法进行试商？举例说明。
2.新课
（1）说明有些除法题，为减少调商次数，试商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

用不同的方法。
（2）教学例 7

出示例 ， 如果把 看做 试商，商 显然是太大了，需要调7 14 70 14 10 7

商好几次。想一想，用什么方法试商比较快呢？邻近两个同学先讨论一下。
教师巡视，了解同学中的不同想法，然后组织全班讨论，让学生说出不

同的试商方法，教师分别写出来，再引导学生进行比较，说明哪种方法简便。
组织学生阅读课本第 52 页，看看小芳、小明、小勇是怎样想的，你的想

法和谁的一样？你认为哪种方法最简便。
教师小结：遇到除数是十几的，像小明那样，利用口算一下想出一个一

位数和除数相乘的积同被除数接近，很快确定商几，这样试商最简便。如果
学生中有其他好的想法，也要给予表扬。

试算“做一做”中的练习题。

15 90 16 98

全班学生练习，然后集体订正。让学生说一说试商时是怎样想的。对不

同的试商方法加以比较。如果有的学生从 个 是 ，想到 应该商6 15 90 16 98

6，要给予表扬。

（ ）教学例3 8 26 240

提问：怎样能很快想出商几呢？全班独立做题，教师巡视。然后全班讨
论，先说出不同的试商方法，再比较，看哪种方法简便。

指导学生阅读课本第 53 页，提问：小林、小强、小青是怎样想的？你的
想法和谁的一样？哪种方法比较简便？

教师小结：有时用除数去除被除数的前三位，遇到除数比被除数的前两
位稍大，可以把除数乘以 10，看比被除数前三位多多少，再把商适当改小。
除数是 25 的，也可以先想 25 和哪个数相乘得整百，看乘得的整百数比被除
数多多少或少多少，再把商适当改小或改大。

如果有学生想出其他好的试商方法，也要给予表扬。

试算“做一做”：24 150 26 205



全班学生练习，然后集体订正。让学生说一说是怎样想的。对不同的试
商方法加以比较。如果有的学生把除数 24、26 看作 25 来试商，也要给予表
扬。

3.课堂练习
（1）练习十二第 1题，全班共同练习。指名说出每题的商，以及怎样想

的。
（2）练习十二第 2题，让每人在每题上面写出商，然后订正。指名说出

不同的想法。
（3）讨论第 3题。
引导学生说一说，根据各题的试商情况怎样调商。
4.课外作业。
练习十二第 4、5题。



教材说明
这部分教材包括商是二、三位数的除法和除法验算。由于这部分内容求

第一位商和试商的方法与商一位数的完全相同，只是商的位数多了，所以教
材是在商一位数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利用旧知识确定第一位商的位置和商
是几位数，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求出商的第二位数、第三位数。教学时困
难不大，所以教材中先出商是两位数的例题，再出商是三位数的例题，并在
商是三位数的例题中安排了除法的验算。

教材一开始先复习用一位数除商是两位数和三位数的笔算，并提出这两
题在计算时有什么不同，为学习新课做好准备。例 9是用两位数除三位数，
先用除数去试除被除数的前两位，够除，第一位商应该写在十位上，从而确
定商是两位数。为了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教材还在虚线方框里说明
了每一步计算的道理。

例 10 是用两位数除四位数，被除数的前两位比除数小，要用除数去试除
被除数的前三位，第一位商就要写在被除数第三位的上面，商是两位数。

为了把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与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建立起联系，教材注
意引导学生比较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由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法则，类推
出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法则，把法则的关键部分留给学生填写，以加深学生
对法则的认识。

例 11 是用两位数除四位数，商是三位数的。教材在此例中还安排了除法
的验算，进一步巩固用乘法验算除法的方法，还可以培养学生认真验算的习
惯。

在例 12 中，安排了“不做竖式计算，判断商是几位数”的题目，以帮助
学生提高试商的速度。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可用 3 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9、例 10，完成例 9、

例 10 后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十三的第 1—4题。第二课时教学例11、
例 12，完成例 11、例 12 后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十三的第 5—9题。
第三课时进行混合练习，完成练习十三的第 10—16 题。

2.复习中的两道小题是学习新课的基础，复习时，可以先让学生把这两
题计算完，然后再让学生说一说这两题在计算时有什么不同。其中第 1小题
被除数的前一位比除数大，可先用除数试除被除数的前一位；第 2小题被除
数的前一位比除数小，要用除数试除被除数的前两位。接着还可以让学生继
续说说除数是一位数除法的法则，为学习除数是两位数除法的法则做好准
备。

3.教学例 9时，为了帮助学生弄懂除的步骤和算理，并为后面总结法则
打下基础。教师可以结合竖式进行如下的提问：①除数是两位，先用除数试
除被除数的前几位？②76 比 32 大，32 除 76 个十，商几个十？“2”写在哪
一位的上面？商是几位数？教师边板演边叙述边提问：32 与 2 个十相乘得 64
个十，“64”要写在什么地方？余 12 个十（如虚线方框中所示）。32 除 128
商 4，“4”写在哪一位的上面？这道题的商是多少？

4.教学例 10 可以仿照例 9的教法，也可以由学生讲解怎样计算，教师作
适当的补充和概括。

5.试算第 57 页上“做一做”中的两道题时，可以让学生先说一说第一位
商写在什么地方，商是几位数，以突出重点，然后再算。

6.试算“做一做”的两道题后，教师要引导学生把除数是两位数除法与
除数是一位数除法进行比较，看看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都是从被除数的高位除起，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在那一位
上面写商，每次除后余下的数必须比除数小。不同的是：除数是一位数，先
用除数试除被除数的前一位数，如果它比除数小，再试除前两位数；除数是
两位数，先用除数试除被除数的前两位数，如果它比除数小，再试除前三位
数。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总结出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法则。

7.教学例 11 时，要让学生把已经总结的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法则，应用
到用两位数除商三位数的除法中去。开始时，先出示题目，再让学生想一想：
先用除数除被除数的前几位？被除数的百位上够不够商 1个百？第一次除得
的商应该写在哪里？商是几位数？接着再让学生把题目计算完。最后要求学
生用乘法进行验算。还要向学生强调指出：凡是题目里要求验算的，要写出
验算的竖式；没有要求验算的，也应该在草稿上进行验算，发现错误要及时
纠正。

8.教学例 12 时，可以先把3个除法算式写在黑板上，让学生判断商是几
位数，并且让学生说一说自己是怎样判断的。最后再引导学生想一想：除数
是两位数的除法，商的位数跟什么有关系？当被除数的前两位数比除数小，
商的位数比被除数少几位？当被除数的前两位数比除数大，商的位数比被除
数少几位？接着可以做例 12 后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并让学生说一说怎样
能很快判断出商是几位数。

9.关于练习十三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学生做练习时，要注意观察学生能不能正确地使用法则进行计算。发现

问题，要及时加以启发引导，帮助学生在练习中进一步掌握法则。



第 17*题第（1）题，方框中填5、6、7、8、9时，商是两位数；填 4、3、
2、1时，商是一位数。第（2）题方框中填 6、7、8、9时，商是两位数；填
5、4、3、2、1时，商是一位数。

第 18*题第（1）题，先填商的十位数，只有“2”和 3 相乘，积的末位
数是 6，商十位上填 2。再填商的个位数，只有“4”和 3相乘，积的末位数
是 2，商个位上填 4。经试除，除数十位上的数应填 4。从而得出：

第（2）题，这一题的除数是 3□，根据商十位上的数是 4，4与几相乘，
积的末位数是 2，有两种可能“8”或“3”，通过试除知道，除数的个位上
只能填“8”，从而得出：

第 19*题，参加大扫除的人数是：36+36÷3+27=75（人）。
练习十三的最后是一道思考题。因为奶奶到达三楼，实际只上了两层楼

梯，按照小华上楼的速度是奶奶的 2倍，小华则应上了 4层楼梯，所以小华
应到达五楼。



教材说明
这部分是商中间、商末尾有 0的除法。由于在除的过程中遇到商中间或

末尾不够商 1该怎么办，学生在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中已经学过，这里只是
除数的位数不一样，道理完全相同。因此，教材从复习除数是一位数，商中
间、末尾有 0的除法引入，注意引导学生利用以前学过的知识来进行计算。
例如，在教学例 13 时，当求出商的百位数以后，引导学生想：被除数十位上
的 3 落下来以后，13 比除数小该怎么办？教学例 14 时，当求出商的十位数
以后，引导学生想：除到十位已经没有余数怎么办？并要求学生把这两道题
做完，引导学生把在用一位数除时，商中间有 0、商末尾有 0 的知识应用到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中去。然后再把被除数改成 7830，出现除到十位数还有
余数，并且个位上不够商 1，让学生想一想该怎么办，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商
末尾有 0并且有余数的除法计算。学生在计算这类题时，往往容易出错，练
习十四第 8题中的三个错例，是学生计算中常见的错误，教材中要求学生把
不对的改正过来，以加深学生的认识，避免发生类似的错误。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可用 3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13，完成例13 后面“做

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十四的第 1—5题。第二课时教学例 14，完成例14 后
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十四的第 6—10 题。第三课时进行混合练习，
完成练习十四的第 11—15 题。

2.复习除数是一位数商中间、末尾有 0的除法时，可以由学生板演复习
中的三道题，并说一说计算过程。特别强调，在求出商的最高位以后，除到
被除数的哪一位，不够商 1就对着那一位商 0。

3.教学例 13 时，求出商的最高位，把被除数十位上的 3落下来以后，可
让学生想一想：13 比除数小，该怎么办？引导学生联系学过的知识，想余下
13 个十，被 27 除不够商 1个十，要在被除数十位的上面写 0，然后把这道题
做完。再让学生试算“做一做”中的两道题，巩固所学的内容。

4.教学例 14 时，当把被除数个位上的 0落下来以后，让学生想一想：除
到被除数的十位已经没有余数，怎么办？由学生把商写完整。接着，把被除
数改为 7830，继续让学生想一想：除到被除数的十位还有余数，但个位上不
够商 1，怎么办？使学生体会到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和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
一样，也要注意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不够商 1就对着那一位商 0。

5.指导学生计算“做一做”中的题目时，要让学生先独立做，教师注意
巡视，把发现的问题写在黑板上，引导学生讨论并改正。

6.关于练习十四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学生做练习时，要注意观察学生能不能严格按照法则进行计算。发现错

误，要及时提出启发性问题，让学生自己纠正。
第 8题的三个错例，可以让学生找出错误的原因，并改正过来，也可以

选择本班学生中发生的典型错例，让学生判别并改正，使其更有针对性。为
了培养学生对计算结果及时检查，可以要求学生自觉地用乘法进行验算。这
样不但可以检查错误，而且乘、除法同时得到了练习。

第 16*题第（1）题，4490-10=4480，4480÷80=56，方框中应该填 5 6 。

第（2）题列成竖式比较容易想：由于商中间是 0，可以确定百位商 2。又由
于被除数个位是 4，只有“8”或“3”和 8相乘，积的个位数是 4，经试除只

能商 3，从而得出 9 7 4 4÷48= 2 0 3 。

第 17*题平均每天做的个数：（1820-350）÷42=35（个），还要做的天
数：350÷35=10（天）。

练习十四的最后是思考题，可以练习除数是两位数（包括整十数）的除
法。



教材说明
这部分内容属于选学内容。如不进行教学，可用 1课时选择练习十五中

其他的一些题目让学生练习。
这部分是一位数除多位数除法的估算，它与一位数乘多位数乘法的估算

方法有不同之处。乘法估算，先省略被乘数最高位后面的尾数，求出近似数，
再用乘数去乘这个近似数。一位数除多位数除法的估算，如果被除数最高位
上的数够除，就把最高位后面的尾数省略；如果被除数最高位上的数比除数
小，就把前两位后面的尾数省略，然后用除数去除这个近似数。这是由于在
乘法估算中，把一位数乘多位数，转化为两个一位数相乘时，积有时是一位
数，有时是两位数。当积是一位数时，其逆运算被除数的最高位上的数够除，
就要省略最高位后面的尾数。如 291×3=873，估算时，291 的近似数是 300，
300×3=900，所以 291×3≈900。反过来，进行除法估算时，873÷3，873
的近似数是 900，900 除以 3，商是 300，所以 873÷3≈300。当积是两位数
时，其逆运算被除数最高位上的数比除数小，就要省略被除数前两位后面的
尾数。如 392×3=1176，估算时，392 的近似数是 400，400×3=1200，所以
392×3≈1200。反过来，进行除法估算时，1176÷3，求被除数的近似数，如
果还是省略最高位后面的尾数，用 1000÷3，显然误差太大了。因此，当被
除数最高位上的数比除数小时，就要省略前两位后面的尾数，然后用除数去
除这个近似数。直接用乘法口诀求出近似商。这是和乘法估算不同的地方。
教材在讲新课之前所安排的三方面的复习，都是针对这种情况，为学习除法
估算做准备的。由于除法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一些题的估算学生比较难理解，
因此，教材中出现的除法估算题目只限于比较容易的。

例 15，是一位数除三位数，被除数最高位上的数够除的这种情况。估算
时，先用四舍五入法省略被除数最高位（百位）后面的尾数，再用除数去除
这个近似数。然后把估算出的结果同除得的准确商进行比较，是接近的。“做
一做”中的两道题，在用四舍五入法省略被除数最高位后面的尾数时，包括
了“四舍”和“五入”两种情况。

例 16，是一位数除四位数，被除数最高位上的数比除数小的。估算时，
要省略被除数前两位后面的尾数，然后用除数去除这个近似数。通过估算得
出的商，同准确商相比较，也是接近的。“做一做”中的两道题，也包括了
“四舍”和“五入”两种情况。

通过两道例题的教学，教材引导学生思考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怎样估
算，使学生掌握用一位数除的估算方法，能够根据不同情况估算出它们的近
似商。

教材接着在例 17 和例 18 中介绍了用估算方法来检查除法笔算商的最高
位有没有错误的方法，以加深学生对估算作用的认识。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 3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15、例 16，完成例

15、例 16 后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十五的第 1—4题。第二课时教学
例 17、例 18，完成练习十五的第 5—10 题。第三课时进行混合练习，完成练
习十五的第 11—16 题。

2.教学例 15 之前，要按照教材进行三方面的复习。在复习求近似数及乘
法估算时，可以让学生说一说怎样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及乘法估算的方
法，还可以复习除数和商都是一位数的有余数除法，如 17÷3，28÷5 等，为
教学除法估算作好准备。

3.教学例 15 时，学生列出算式后，可以先引导学生想：用除数去除被除
数的最高位（百位），够除，又看到被除数十位上的数是 3，那么小丽每星
期看的书大约有多少页？怎样进行估算？得出：可以省略被除数最高位后面
的尾数，求出这本书页数的近似数。432≈400，4 个 100 是 400，所以商大约
是 100，然后让学生按照所给的准确数实际算一下，算出准确商是 108，而
108 省略百位后面尾数是 100，由此可使学生看到估算的结果同实际除的结果
是接近的。

4.第 68 页例 16 之前“做一做”中的两道题，可以先提一些启发性问题：
这两道题怎样进行估算？求被除数的近似数时，省略哪一位后面的尾数？用
什么方法省略尾数？被除数省略尾数后的近似数各是多少？怎样看近似计算
结果是否与实际接近？想清楚了再做。做完以后，再让学生说一说估算过程。

5.教学例 16 时，可以先引导学生观察，被除数最高位（千位）上的数比
除数小，千位上不够商 1，就要看被除数的前两位。那么求被除数的近似数
时，应省略哪一位后面的尾数？可以引导学生这样想：3486≈3500，7 个 500
是 3500，商大约是 500。然后按照所给的准确数实际算一下，3486÷7=498，
看到估算的结果同实际除的结果接近。

6.例 16 下面“做一做”中的两道题，可以让学生说一说在求被除数的近
似数时，两道题有什么不同。这两道题在求被除数的近似数时，都要省略百
位后面的尾数，其中第一题是用四舍的方法；第二题是用“五入”的方法。
然后还可以同例 15 进行比较。最后再引导学生共同概括一下除数是一位数的
除法的估算方法。即：除数是一位数除法的估算，如果被除数的最高位上的
数够除，就把最高位后面的尾数省略；如果被除数最高位上的数比除数小，
就把前两位后面的尾数省略，然后用求得的近似数除以除数。

7.利用估算可以检查笔算除法商的最高位有没有错误。这种检查方法简
单易行，对于发现笔算中明显的错误和检查日常生活中的计算有没有大的错
误都很有用。教学时，可以先通过例 17 检查估算结果和实际结果是不是接
近，再通过例 18 检查商的最高位有没有错误，使学生看到估算的用处。

8.关于练习十五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练习十五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学生掌握估算方法，二是使学

生认识估算的用处，三是带着复习以前学过的内容。在组织和指导学生练习
时，要注意到这三个方面。例如：学生做第 1*、2*、3*题时，教师要注意观
察学生是否掌握了估算方法，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指导。学生在做第 4*、7*、
8*题时，教师可以通过启发性提问，加深学生对估算用处的认识。学生在做 5、
14、15、16 以前，要提醒学生这是复习以前学过的内容，不是估算，以后也
要根据题目的要求区分什么时候用估算，什么时候不能用估算。



第 13*题要求学生由乘法估算推想出加、减法的简单估算。乘法估算，
是先求被乘数的近似数，然后用所得的近似数进行乘法计算。加、减法的简
单估算，则先求两个加数或被减数、减数的近似数，然后进行加、减估算。
如 725+793，725≈700，793≈800，700+800=1500，所以725+793≈1500。又
如 913-587，913≈900，587≈600，900-600=300，所以 913-587≈300。

第 18*题的解法：980×4≈4000，4000÷5=800（千克）。
练习十五的最后是思考题。第（1）题，由于积的个位数是 4，“4”或

“9”与 6相乘积的个位数是 4，经试算，被乘数的个位上应填 4；乘数的十
位上应填 5，因为只有“5”和 4相乘积的个位数是 0，从而得出：

第（2）题，可以先填商十位上的数，“6”和 9相乘接近 55，填 6，根
据被除数十位上的数是 1，十位上的余数是 3，商的十位上的 6与除数相乘，
乘积的末位数只能是 8，进一步推算出除数个位上应填 3，从而得出：



除数是一位数除法的估算*

  
教学内容：教材第 67 页例 15、第 68 页例 16，练习十五第 1—4题。
教学目的：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估算的用处，初步掌握除数是一位数除法

的简易估算方法，培养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
教学过程：
1.复习教材第 67 页复习（1）（2）（3）。在复习完乘法估算后，让学

生说出乘法估算的方法，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用什么方法求出被
乘数的近似数。

2.教学例 15
读题后，根据题意列出算式。

432÷4
提问：（1）要求“小丽每星期大约看了多少页？”是求精确的商还是求

近似的商？
（2）被除数最高位 4够不够除？
教师指出：432 百位上的 4除以 4，够商 1，求 432 的近似数要省略百位

后面的尾数，约等于 400。
（3）400 除以 4得多少？这个商在算式中用什么符号表示？为什么？

板书：    432÷4≈100（页）
答：小丽每星期大约看了 100 页。

（4）如果把问题改为小丽平均每星期看了多少页？又应怎样算呢？
432÷4=108（页）

（5）比较估算结果和实际除得的结果，看是不是接近。
432÷4≈100（页）
432÷4≈108（页）

（6）试算“做一做”中的题目。
915÷3≈    792÷4≈

集体订正时，让学生说一说估算的过程，第一步求什么，怎样省略被除
数的尾数，第二步算什么。

3.教学例 16
（1）怎样看出题中只要求进行估算？
（2）列式    3486÷7≈
（3）被除数最高位不够除，应看前几位？
教师指出：被除数 3486 最高位上的数比除数小，不够除，用它的前两位

上的数除以 7，才够除。求 3486 的近似数要省略被除数百位后面的尾数，约
等于 3500。

（4）应把 3486 看作多少？（看作 3500）
3486÷7≈500（千克）

（5）引导学生看估算结果是不是和实际除的结果接近？
（6）试算“做一做”中的题目。

5632÷7≈    4780÷6≈
集体订正时，让学生说一说在求被除数的近似数时，两道题有什么不同。
4.小结
（1）让学生比较例15 和例 16 的估算方法有什么不同。引导学生归纳出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估算的方法。
（2）指导学生阅读教材第 69 页上的结语。
5.课堂练习
练习十五第 1、2题。教师行间巡视，观察学生是不是掌握了估算方法，

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指导。
6.课外作业
练习十五第 3、4题。



教材说明
这部分教材是“乘数是两位数的乘法”中所讲的常见的数量关系的继续。

教学内容主要有：总价÷数量=单价，总价÷单价=数量；路程÷速度=时间，
路程÷时间=速度；总产量÷数量=单产量，总产量÷单产量=数量；工作总量
÷工效=数量，工作总量÷数量=工效。

教材一开始先复习乘数是两位数的乘法中学过的常见的数量关系，为学
习新课做好准备。例题将单价、数量、总价之间的关系分别在 3道有关联的
应用题中出现，其中第（1）题是已经学过的已知单价和数量求总价的问题，
第（2）、第（3）题分别出已知总价和数量求单价，已知总价和单价求数量
的问题。教材在讲解第（2）、（3）小题时，都是先通过解答学生比较熟悉
的问题，推想出关系式。最后由教师带领学生一起总结出单价、数量、总价
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方面便于学生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学生记忆过多
的公式。

路程、速度、时间的关系，单产量、数量、总产量的关系，工效、数量、
工作总量的关系，这几种常见的数量关系分别安排在“做一做”和练习题中，
编排顺序与例题大致相同。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 2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题，完成例题后面

“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十六的第 1题。第二课时进行巩固练习，完成练
习十六的第 2—6题。

2.教学例题之前，要按照教材进行复习。也可以先把有关的应用题写在
黑板上，如：例题中的第（1）题、“做一做”中第 1题的第（1）题、练习
十九中第 1题的第（1）题。做每一题时，教师可以指定学生解答，并说一说：
题里已知什么？求什么？怎样求？关系式怎样写？使学生把前面学过的数量
关系复习一遍，同时也为教学新课做好准备。

3.教学例题时，其中第（1）题已在复习中出现过，这里可以从略。教学
第（2）题时，可以先让学生解答，然后再提问：这道题里哪个数是买鼓的总
价？哪个数是买鼓的数量？已知总价和数量求什么？怎样求？学生一一回答
后，教师把关系式“总价÷数量=单价”写在黑板上。第（3）题的教学方法
可以仿照第（2）题。最后教师再提问：单价、数量、总价之间有什么关系？
引导学生结合实例说出，知道单价和数量可以求出总价，用乘法；知道总价
和数量可以求出单价，用除法；知道总价和单价可以求出数量，用除法。也
就是单价、数量、总价这三个量，只要知道其中两个量，就可以求出第三个
量。教师再结合三个关系式指出：只要记住“单价×数量=总价”，就容易想
出“总价÷数量=单价”，“总价÷单价=数量”。

4.关于练习十六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1题中的第（2）、第（3）题，学生填问题之前，最好让学生用数学

术语说出已知的是什么（数量、总产量、单产量），求的是什么，然后再填。
第 4题给出了乘除法中两种常见的数量关系。第一个表可以带领学生一

起做，首先告诉学生这个表要横着看，第一行是已知时间和路程，求速度，
再让学生解答，并把得数填在表里。第二、三行先让学生说一说每一行已知
什么，求什么，怎样求，再把表填完全。第二个表让学生独立做。

第 7*题，要让学生认真看题，明确题目要求后再做。要特别强调，题目
要求要根据给出的算式补充条件。



教学目的：使学生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知道大月、小月、平年、
闰年的知识，记住各月及平年、闰年的天数，能初步判断某一年是平年还是
闰年，帮助学生建立较长的时间观念。促进思维的发展。

教学过程：
1.复习
口答：2时=（    ）分 60 秒=（    ）分

60 分=（    ）时 1星期=（    ）天
4星期=（    ）天 3分=（    ）秒

2.新课：认识年、月、日。
提问引入：我们以前学过了一些时间单位，如小时、分、秒，谁知道还

有哪些时间单位？
引入年、月、日，并板书课题。
问：谁知道一年有几个月？
①认识年历。师生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年历。
教学生学会看年历，并且指导学生一边观察，一边思考，一边回答问题：
一年有几个月？
每个月的天数都一样吗？各有几天？
哪几个月是 31 天？哪几个月是 30 天？二月有多少天？
分别找出：儿童节、元旦、国庆节、教师节、劳动节、妇女节的月、日，

说出今年这些节日是星期几。
用铅笔在今年的年历上圈出自己生日是几月几日，说出那天是星期几。
②认识平年和闰年。
问：二月有多少天？一定是 28 天吗？（出示几张不同年份的年历。）
使学生明确：二月有 28 天的那一年叫平年，有 29 天的那一年叫闰年。
指导学生阅读课本第 82 页中间有关平年、闰年的那段文字，了解确定闰

年的方法。
③学会记大月和小月的方法。
习惯上把有 31 天的月份叫大月，有 30 天的月份叫小月。
问：有什么好办法能较快地记住各月有多少天？
介绍用拳头记忆大月、小月的方法：举起左手拳头，背向自己，数月份。

凸的是大月，凹的是小月。注意八月份要从数一月份的地方数起。
引导学生小结：大月（31 天）有：1、3、5、7、8、10、12 月，小月（30

天）有 4、6、9、11 月，二月平年 28 天，闰年 29 天。
让学生朗读记大月的歌诀。
④学会计算全年天数。
先让学生自己试着计算平年、闰年全年各有多少天，然后提问是怎么算

的，有没有比较简便的算法。
简便的算法有：
（一）31×7=217（7 个大月）

30×4=120（4 个小月）
平年 217+120+28=365（天）
闰年 217+120+29=366（天）

（二）平年：30×12+7-2=365（天）
闰年：30×12+7-1=366（天）



小结：平年 365 天，闰年 366 天。
⑤练习。完成第 83 页“做一做”题目。
第 2题做完后让学生看年历验证。（计算方法是：30÷7=4⋯⋯2。商是

星期个数。）
⑥完成练习十八第 1、2、3题。
3.小结。
4.课外作业：练习十八第 4、5题。
第 5题制作月历，提示学生注意了解明年一月一日是星期几，要从那一

天开始写。



教材说明
这部分教材先安排了比较直观的年历，并利用年历组织学生进行一系列

活动，有目的地观察年历，找出日期，回答问题。使学生初步学会看年历，
知道一年有多少个月，哪几个月是 31 天（习惯上称大月），哪几个月是 30
天（习惯上称小月），以及平年和闰年的二月各有多少天。同时，让学生借
助于平时对时间的直接经验和想象力，把抽象的时间和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
起。如从年历上找出儿童节是星期几、自己的生日是几月几日，用铅笔在年
历上圈出来。看着年历说出十月份有几个星期零几天。让学生通过对事件与
时间关系的体验，逐步建立较长的时间观念。

接着教材简略地介绍了平年、闰年的知识。通常每 4年里有一个闰年，
三个平年，公历年份是 4的倍数的通常是闰年（并在 83 页的“你知道吗？”
中介绍了为什么有平年、闰年）。为了避免学生对上面的叙述造成误解，教
材中专门加了底注，说明公历年份是整百数的，必须是 400 的倍数才是闰年。
由于学生年龄较小，知识有限，这些知识只宜作为常识给学生介绍一下。

为了便于学生记忆一年中每个月的天数（哪几个月是大月，哪几个月是
小月。），教材介绍了用左手的拳头数月份的方法和记大月的歌诀。生动活
泼，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初步掌握了各个月份的天数之后，教材引导学生了解一年的天数，并
让学生利用刚刚学到的知识自己计算出平年全年和闰年全年各自的天数。

最后，给学生归纳整理出所学过的时间单位表，让学生进一步复习、理
解、记忆所学过的所有时间单位、单位间的进率。

配合这部分教学的练习十八，习题形式较多。第 1—3题、第 7—8题都
是复习性口答题；第 4题需要灵活运用知识进行计算的习题；第 5题要求学
生自己动手制作日历，为了整齐、美观，学生还可以利用配套的学具卡片中
的空白年历片制作；第 6题是时间单位间的换算练习，目的在于复习所学习
过的时间单位、单位间的进率和换算；第 9、10 题则是运用新知识的应用题。
这部分需要记忆的内容较多，形式多样的练习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
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新知识。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分 2课时教学。第一课时教学课本中第 81—83 页年、月、

日的认识，完成第 83 页下面的“做一做”和练习十八中第 1—5题。第二课
时教学课本中第 84 页，进行巩固练习，完成第 84 页下面的“做一做”和练
习十八中其余的习题。

2.上新课之前可先复习已学过的时间单位小时、分、秒。然后引入年、
月、日。出示年历，让学生学着看年历，教师加以引导。提出问题让学生进
行有目的地观察，如“一年有几个月？”“每个月的天数一样吗？”“哪几
个月是 31 天？”“哪几个月是 30 天？”等等。让学生边观察、边思考，回
答教师的问题。在学生熟悉了年历之后，可利用年历组织学生进行一些有趣
的活动。如提问：“指出儿童节在哪里，看看这一天是星期几”。“你自己
的生日是几月几日，你能用铅笔把它圈出来吗？”等等。

3.讲二月的天数时，可准备 1988—1992 年各年的年历。提问：“二月是
不是每年都是 28 天？”然后说明：二月有28 天的那一年叫平年；有 29 天的
那一年叫闰年。再让学生了解确定闰年的方法。

4.提出怎样较快地记住各月有多少天的问题，引出用拳头记忆的方法。
让学生在左手拳头上从一月数到七月，再从八月数到十二月。数八月时，要
注意，告诉学生从数一月的地方数起。尽量让每个学生都学会数，并学会记
大月的歌诀。

5.在教学计算平年和闰年全年的天数时，可先让学生自己算，允许采用
不同的方法计算。然后再讨论哪种计算方法简便。

6.时间单位表在条件较好的班可以由教师引导学生自己总结出来。
7.关于练习十八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2题要让学生自己多想一想，实在想不出老师再给些提示。
第 5题可由教师告诉学生明年 1月 1日是星期几，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制

作月历。
第 6题是所学过的时间单位的换算练习。填完以后可让学生说一说是如

何想的。
第 9题和第 10 题要让学生先想想 5月份和 7、8、9月份各有多少天，再

计算。
第 11*题可以这样思考：9 月份有 30 天，是四个星期多两天。根据题中

条件，这一年 9月有 5个星期日，多的这两天中必有一天是星期日，而这两
天只能是 1 日或 2 日（这可以由做出一个月历来看出）。题中又说这一年 9
月 1日不是星期日，所以它一定是星期六。

第 12*题的思路是：①1993 年 6 月 1 日到 1994 年 6 月 1 日正好是一年。
1994 年是平年，所以正好隔 365 天。②每星期是7天，365÷7=52⋯⋯1即从
1993 年 6 月 1 日到 1994 年 6 月 1 日有 52 个星期多 1天。③因为 1993 年 6
月 1 日是星期二，所以 1994 年的 6月 1日是星期三。

练习十二后面方框中是思考题。解答的思路是：已知的条件有三个：①
这是二月的 1 天；②三批学生的人数都不相等，又都不等于 1；③三批人数
的乘积正好等于这一天的日期，即不大于 29。那么，2×3×4=24，2×3×
5=30。24<29，30>29。所以，这三批学生的人数是 2、3、4。



年、月、日
  

教学内容：本册教材第 81 页至 83 页，练习十八第 1题至第 5题。

教材说明
关于 24 时计时法，教材中首先介绍了在 1日的时间里，时针正好走两圈，

说明 1日有 24 小时。接着介绍了在邮电、交通、广播等部门采用的从 0时到
24 时的计时法，并举了两个例题，讲解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简单的经过时
间的计算方法。有关时间的计算，由于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学生缺乏这方面
的生活经验，计算方法学生不易掌握。这里只出时间在 1日以内（不超过 24
小时）的。计算方法可灵活掌握，不严格要求列式计算，主要是为了帮助学
生进一步熟悉 24 时计时法，认识时间与时刻的区别。如例1把时刻变为时间
是复名数，列式计算困难，所以只要求口答。例 2把时刻变为时间都是单名
数，可以直接列式计算。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分 2课时教学。第一课时教学 24 时记时法和例 1、例 2，

完成 88 页下面的“做一做”和练习十九中第 1—5题第二课时进行巩固练习，
完成练习十九中其余的习题。

2.在教学 24 时计时法时，首先用钟表作为直观教具，说明1日时针正好
走两圈，一共是 24 小时。邮电、交通、广播等部门采用的 24 时计时法，就
是从 0时到 24 时计时的方法。要着重说明，把下午几点或晚上几点用 24 时
计时法表示时，要给原来的时数加上 12，即把时针走第二圈时所指的时刻分
别加上 12。与课本配套的学生学具卡片（第五册）中备有一个 24 时计时法
的钟面模型。教学时可以让学生看着钟面模型来熟悉 24 时计时法。然后，试
算“做一做”中的第 1题。教师还可以出一些用 24 时计时法表示的时刻，让
学生用普通记时法表示出来。在表示时刻时，一般用几时表示，如上午 8时
准时上课，下午 3 时放学等。有时人们在口语中也说上午 8 点上课，下午 3
点放学，我们在书写和作业时一般要按照规定写“时”。

3.在教学时间计算题时，例 1，着重让学生观察钟面和线段图，初步理
解时间和时刻的意义。使学生明白 18 时 20 分、22 时 40 分都是时刻，一般
表示时刻用几时（或几点）几分。这列火车在 18 时 40 分以前还没有开出，
到 22 时 40 分就停止前进了。从 18 时 20 分到 22 时 40 分中间经过的时间就
是列车在路上行驶的时间，一般表示时间用几小时几分，这列火车行了 4小
时 20 分。接着按教材中“想”的方法来计算。由于这题出现的时刻都不是整
点，都含复名数，列式计算比较困难，所以只要求口算，不要求列式。例 2，
要先让学生弄清第一个牌子是什么计时法，然后说明算法，因为第一个牌子
用的是普通计时法，分上午时间和下午时间，所以就要分步计算。先算上午
营业时间（从早上 8时到中午 12 时）：12-8=4（时）。下午营业时间是从中
午 12 时到下午 7时的 7小时，再算出全天的营业时间：4+7=11（时）。接着
让学生弄清第二个牌子的写法是什么计时法，让学生说一说 19 时是下午几
时。然后，让学生自己计算出新牌子表示的营业时间。最后，通过比较，说
明用 24 时计时法的优点：简明，方便等。

4.关于练习十九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6题要求写出每次取信的时刻。要把每次取信的时间加上 3小时，得
到下一次取信的时刻。

第 7题是年、月、日知识的复习。可以先引导学生想出 7月 11 日这一天
已经放假，算在假期里，9月 1 日已经开学，不算在假期里。先算出 7 月放
假多少天，再和 8月的天数相加：21+31=52（天）。

第 9题的第（1）题的解法是：先分别算出第一、二天各睡了多少时间，
再求一共睡了多少时间。第一天晚上 9 时即 24 时计时法的 21 时，24-21=3
（时），第二天睡了 6 小时。所以，一共睡了 9 小时。第（2）题中的 14：
30 是活动开始的时刻，1小时 20 分是活动进行的时间。在开始的时刻上加上
1小时 20 分，就是活动结束的时刻，即 15 时 50 分。第（3）题的解题思路
是：6月份有 30 天，每 7天有一个星期日，30÷7=4⋯⋯2。所以，6月份至
少有 4个星期日。如果1、2两日中有一天是星期日，就有 5个星期日。因此，
6月份最多可以有 5个星期日。

第 11 题是联系实际的题目。火车时刻表，项目多，较难看懂，教师可以
给予一定的指导。

第 12*题的解法比较复杂。根据题意知道每两次发车时刻之间相隔的时
间是 30 分。从上午 6时到下午 4时一共是 10 小时：12-6=6（时），6+4=10
（时），可把 10 小时改写为 600 分。用 600 分除以 30 分等于 20，即这 10
小时中要发 20 次车，再加上第一次发车，一共可以发 21 次车，即从上午 6
时到下午 4时要发 21 辆车。

第 13*题是已知开始时刻和球赛经过的时间，求结束的时刻。先要把 155
分改写成 2 小时 35 分。再用 19 时 30 分加上 2 小时 35 分，等于 22 时零 5
分，即球赛结束的时刻是 22 时零 5分。



教材说明
这部分三步式题是在学生学过乘加（减）乘，除加（减）除的三步式题

以及带小括号的两步式题的基础上教学的。例 1中着重说明乘除法连在一起
的（100÷5×3）要先算，这与已学过的（如 81÷9×2）乘除两步混合式题
一样，仍然是从左到右进行，即先算 100÷5，再算 20×3。例 2则是有两个
小括号的题目。在第三册学过了带有一个小括号的两步式题。这里在一个算
式里出现两个小括号，要仿照第四册学过的乘加（减）乘的运算顺序，脱括
号要同时进行，即先算（440-280）和（300-260）。

在做一做中让学生先说出每道题的运算顺序，使学生进一步明确在混合
运算的式题中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要先算乘、除法；有小括号的要
先脱括号。

练习题里除了练习与例 1、2类型相同的三步式题以外，还适当扩展了一
些其他形式的三步式题。如 14+16×4-50，74+（96÷6-8）等，目的是使学
生在例题的基础上类推。例题和练习题里注意适当增加能够直接口算出得数
的题目，以便减少计算上的难度，突出混合运算的顺序。为了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和掌握运算顺序，还出现一些改错题（第 4题），另外还出现对比的
题目（第 7题），使学生看到，虽然数目都一样，由于运算顺序不同，得数
也不同。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 2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1、例 2，做练习二

十第 1—5题。第二课时进行巩固练习，做练习二十余下的题目。
2.复习时，除了可以做课本上的 4 道式题外，还可补充 6×（40-31）、

（23-18）×7等式题。注意重点复习运算顺序。可以提问学生每个题都包括
什么运算，应该先算什么，后算什么。

3.教学例 1 时，可以先引导学生观察 100÷5×3，提问学生这道题里包
括什么运算，应该怎么算，引导学生说出，在有乘除法混合起来的式题里，
应该从左到右进行计算。然后在 100÷5×3 前面添上“74+”，提出以下几个
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这道题里面有哪些运算？这道题应该先算什么，再算什
么，后算什么？然后教师说明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有加法或减法，又有乘除
法，还是先算乘、除法，并带着学生一起一步步进行计算。教师教学时，可
以如教材上那样用横线和箭头来说明脱式和运算的顺序，但不一定要求学生
在做题时也画横线和箭头。然后教师可以把“÷5×3”改成“×3÷5”，引
导学生想，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后算什么？学生回答后，教师强调乘除法
连在一起，还是从左到右按顺序计算，乘在前先算乘，除在前先算除。然后
把“+”改成“-”，问学生该怎样算，使学生明确也是最后算减。

4.教学例 2时，可以提问学生：这道题先算什么，要先算两个小括号里
的减法，该怎么写？引导学生联系复习题中的 9×3+2×3 是怎样写的，加以
类推。然后教师着重指出：两个小括号里的要同时计算，在第二行写出两个
差。然后让学生把这道题做完。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运算顺序，还可以
把例 2中的第一个“-”改成“+”，“×”改成“÷”问学生该怎样算。

5.让学生试算“做一做”中的题目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总结混合运算
的计算步骤，使学生明确：计算混合运算题也同解应用题一样，要先审题。
看看题目中含有哪些运算，有无括号，决定要先算什么，再算什么。然后再
进行计算。计算之后，要进行检查。以培养学生注意审题、认真检查的良好
习惯。

让学生先说出每道题的运算顺序，然后再做题。这样能使学生在进行混
合运算时先在脑子里有这道题运算过程的框架，能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计
算。并且能为学习用综合算式解答两步文字题作准备。

6.关于练习二十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学生做完第 1、2、5等题后，遇有例题中没学过的三步式题，可以进一

步提问学生是怎样算的，为什么那么算。对于括号里还有两步的式题，也要
明确先算什么，后算什么。

第 4题是改错题，要求学生说出运算错误的原因，再改正过来。
第 7题做完后，可以把每组题目进行对比，并提问题：
（1）每组题目的数字与运算符号是否相同？
（2）有哪一点不同？
（3）为什么计算结果不同？
使学生进一步认识括号的作用，了解到小括号会改变式子的运算顺序，

所以计算结果不同了。
第 9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法。学生只会一种，可加以启发，让学生再

想想还有没有不同的解法，启发学生从倍的方面去思考，但不必作为共同要
求。



第 12*题的答案如下：
2+4+1=2×4-112-6-2-12÷6+2
2+8+3=2×8-31×3+2×4=1+3×2+4



教材说明
这部分内容先使学生学会用综合算式解答两步计算的文字题，在这基础

上再教学用综合算式解答已学的两步应用题。
教材中教学列综合算式解答两步计算的文字题，是在复习一步文字题的

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复习使学生熟悉和、差、积、商等术语。这在两步计算
的文字题中经常要用到。例 3先是教学生如何应用先乘除后加减的运算顺序
列综合算式。着重说明两步计算的文字题如何进行分析，确定先算什么，后
算什么，在综合算式中哪一步写在前面，哪一步写在后面。如例 3中最后求
的是两个数的差，被减数已直接给出，减数没有直接给出，而要用 80 乘以 3
计算出来。所以被减数就是 350，写在前面，80×3 是减数，要写在后面。然
后把原题改换了条件，提出“如果把上题改成‘350 减去 80，再乘以 3，积
是多少？’该怎样列式呢？”，教学生如何应用小括号。也着重说明如何根
据题意进行分析，确定先算什么，后算什么。但这道题最后求的是积，要先
确定被乘数和乘数。而被乘数没有直接给出，要用“350-80”作被乘数。要
先算减法，求出被乘数再乘以 3，因而必须加上小括号。除了在例3下面“做
一做”中安排相应的练习外，在练习二十一中还安排了较多的练习。而且注
意变化练习的形式。如第 2题给出运算顺序的图解，要求学生计算后列综合
算式；第 3题给出分步列式，要求学生合并为一个综合算式。通过这些练习
不仅培养学生列综合算式解文字题的能力，而且发展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
这部分只要求学生按照文字叙述进行列式，不要求学生把一般式题按照文字
题来读。按照文字叙述题来读式题，对今后的学习没什么帮助，而且学生掌
握起来很困难。

例 4教学列综合算式解答已学的两步应用题。这些应用题学生都会分步
列式解答，所以就不再进行分析，而着重在分步列式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列出
综合算式。在讲列综合算式时，仍采用例 2、例 3 的分析方法，这样做，就
使学生在已学的基础上比较容易地掌握列综合算式解应用题。在练习时为了
减少困难，开始的两步应用题要求先分步列式再列综合算式解答，以后就要
求学生直接列综合算式解答。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 3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列综合算式解答两步

计算的文字题，做练习二十一第 1—4题。第二课时教学列综合算式解答两步
计算的应用题，做练习二十一第 6、7、8、12 题。第三课时进行巩固练习，
做余下的题目。

2.做第 94 页复习题时可以提问学生谁是被减数，谁是减数，谁是被乘
数，谁是乘数，为后面学习做准备。还可以复习求和求商的问题。

3.教学例 3，可以在复习题一步计算的文字题的基础上进行。如先出文
字题：350 减去 240，差是多少？学生计算以后，再把“240”改成“80 乘以
3 的积”。让学生读题后，提问学生：这道题最后是求什么？（差）能一步
算出来吗？必须先算什么？被减数是谁？减数是谁？题里都直接给出了没
有？那么必须先算什么？接着提问学生要把它们合起来，列成一个式子时，
要把谁写在前面？为什么？把谁写在后面？为什么？让学生边说，老师边板
书。列出算式后教师明确指出，最后要求的是差，要把被减数 350 写在前面，
把“80×3”作为减数写在后面。还可以进一步检查一下是否符合题意，这样



列式是否能表示出“80×3”要先算，要不要加小括号。使学生明确，在一个
算式里有减法和乘法，必须先算乘法，不需要再加小括号。然后，照课本上
那样把题目加以改变，再引导学生进行同样的分析，列出综合算式。然后可
以让学生观察比较一下上面两题的不同。使学生明确，由于两题的含义不同，
第一题是：从 350 里减去的是 80 乘以 3 的积，所求的是差；第二题是：从
350 里减去 80 后再乘以 3，所求的是积。因而两题的运算顺序不同，所以算
出的结果也不同。进而使学生弄清楚要先算“350-80”就要加上小括号的道
理。

在学生做“做一做”中的题时，要提醒学生按照例题的分析方法进行分
析，弄清楚最后求的是什么，哪部分是直接告诉的，哪部分是要先算的，列
式时哪一部分写在前面，哪一部分写在后面。订正时还可以让学生说一说。

4.教学例 4时，先让学生独立分步列式解答。接着，让学生把分步解答
的顺序说一说，然后可以提问学生：第一步算式的计算结果到第二步算式中
做了什么数？（被除数）那么列综合算式时可以用以式代数的方法，如
300-180=120，120÷3=40。第一式的结果是第二式的被除数，把第二式中的
120 换作算式 300-180，即把 300-180 的差平均分成 3份。然后，再问学生：
怎样表示要先算“300-180”呢？学生回答加上小括号后，就可让学生自己计
算。

学生独立试算“做一做”中的练习题时，也要提醒按照例题的分析方法
进行分析。订正时也让学生说一说。

5.关于练习二十一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2题，给出运算顺序的图解，变化了练习形式，要求学生计算后列综

合算式。可能会有个别学生一时不会列式，应注意个别辅导。
练习第 3题，对于学习列综合算式解应用题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解应用

题时，学生往往要按分步解答的顺序来想列综合算式的方法。做练习时，可
以提醒学生弄清第一步算式所求得的结果，在第二步算式中是什么数。如（1）
17+18=35。在第二步算式中作被乘数，也就是 17+18 得出的和再乘以 7，所
以 17+18 要写在算式前面，而加得的和必须加上小括号，再乘以 7。学生做
题时，往往由于分不清第一步计算要表示先算的要不要括号，如（1）可能有
的同学会列成 17+18×7=245。第（3）题有的学生可能会列成 990÷270÷
6=22。因此要强调列出综合算式要检查一下，看是否符合原来的计算顺序，
计算结果是否与原来的相同。

第 9题，一般学生是在计算出结果后在○里填上＞、＜或=。个别聪明的
学生可能不计算出得数就能填上＞或＜，这是允许的。教师应要求他说明理
由。如果学生基本上能说明其思考过程，教师应予以表扬。

第三节课的练习题 12—15 题，可以有一题先分步列式，再列综合算式，
其余的可以直接列综合算式。

第 14 题可以启发学生想为什么第二辆比第一辆多运 75 千克，因为第二
辆比第一辆多运了 3筐（38-35），所以 75 千克就是这 3筐苹果的重量。根
据这个条件可以求出每筐有苹果多少千克。

练习二十一后面思考题的参考答案如下：
（1）（3+3）÷（3+3）=1
（2）（3×3-3）÷3=2
（3）3×3-（3+3）=3



（4）（3×3+3）÷3=4



教材说明
连乘应用题要求学生用一种方法解答，比较容易，要求学生用两种方法

解答，就困难一些。教材引导学生分析，在这道题里，要求一共可以卖多少
元？需要知道的两个条件有以下两种方法：

按照第一种分析思路，知道 5箱热水瓶，要求一共可以卖多少元？就要
先算每箱热水瓶多少元？按照第二种分析思路，知道每个热水瓶 11 元，要求
一共可以卖多少元？就要先算 5箱一共有多少个热水瓶。因此分析这种问题
的关键是使学生弄清要算出题中要求的钱数，先选哪个作为已知条件，哪个
条件是未知的，需要先算出来。这里只要求分步列式，但学生要知道每步算
的是什么。为了使学生掌握这种问题的解法，练习二十二安排了较多的题目，
而且注意适当变比。如第 4题，先补充条件，再解答；第 9题，有一个条件
没有明显地给出数目。另外还适当复习已学的应用题。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可用 2 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1，做练习二十二第 1

—4 题。第二课时进行巩固练习，做余下的题目。不一定全部做完，可以留
部分题目留作以后复习时用。

2.教学例 1前，可先进行一些补充条件或补充问题的练习。如：
（1）______，5 箱热水瓶多少元？
（2）一个商店运进 5箱热水瓶，每箱 12 个，______？
（3）一个热水瓶卖 11 元，______，一共卖了多少元？
3.教学例 1时，先让学生认真读题，从条件出发分析，明确有几个已知

条件，要求的是什么。可以用线段图表示，如：

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分析。着重提问：要求一共可以卖多少元，需要知道
哪两个条件？让每个学生都想。学生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让学生说出来，教
师写在黑板上。

一共可以卖多少元？一共可以卖多少元？

每箱多少元？5箱每个 11 元一共多少个？
也可以画两个线段图，分别说明每种解法，第一种解法的线段图是：



第二种解法的线段图是：

先讨论第一种解法，明确先算什么，后算什么，然后让学生列式解答。
再讨论第二种。如果开始学生只想出一种解法，让学生列式解答后，再启发
学生想出另一种。

也可以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进行分析，讨论出两种解法。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试算“做一做”中的应用题。要求学生试着用两种

方法解答，然后看两种解法结果是不是相同，以加深理解两种解法的不同思
路。

4.关于练习二十二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1—3题，都是连乘应用题，明确题意后，让学生独立解答。
指导学生做第 4题时，可启发学生“要想求两车水泥一共多少千克，已

知每袋 50 千克，还必须知道什么条件呢？”
指导学生做第 5题时，可提问：“根据前两个条件，可以求出什么？”

“知道钢笔的支数，又知道铅笔是钢笔的 6倍，又可以求出什么？”
第 9题，可提问学生“三、四、五年级各有 3个班”是什么意思，弄懂

题意后再独立解答。
第 12*题，由学生独立补充一个条件和问题。同学们补充的条件和问题

会有所不同，成为不同的应用题。可以互相比较和交流，再解答出来。
第 13*题，要求学生补充有关蝴蝶的条件，这个条件要与蜻蜓有关，例

如蝴蝶比蜻蜓多（少）×只，蝴蝶的只数是蜻蜓的×倍等。如果补充的条件
与蜻蜓无关（如捉到蝴蝶 8只），那末，这道题就成为一步应用题，就不符
合题目的要求了。

第 14*题的答案是：（57+24）÷3=27（人）（参加音乐小组的人数）。
27+57=84（人）（两个小组共有人数）。

练习二十二后面的思考题，根据第二个条件，知道黄鸡比白鸡少 18 只，
也就是白鸡比黄鸡多 18 只，又知道白鸡的只数是黄鸡的 2倍，也就是比黄鸡
多 1 倍。因此推出黄鸡就是 18 只，白鸡是 36 只，黑鸡是 5 只，一共有 59
只。



教材说明
这部分教材是在学生掌握了两位数除法和连乘应用题以后，来教学连除

应用题的，要求学生用两种方法解答。这样安排，既有助于学生理解连除应
用题的数量关系，又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解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和
解题能力。

第一种解答方法，教材通过线段图，帮助学生理解已知每队平均分成 3
组，要求每组多少人，需要先算出每队多少人。第二种解答方法，引导学生
自己来想，已知平均分成 2队，每队有 3组，要求每组有多少人，可以先算
一共分了多少组。每种解法分步解答后，再让学生列出综合算式。然后进一
步介绍应用题的检验方法，即把已经算出的结果作为已知条件，进行逆运算，
如果最后算出的结果与题中的已知条件相同，说明解答正确。

练习二十三不仅安排了要求用两种方法解答的题目，还安排了把有的应
用题改变条件或问题，或补充条件和问题，使它成为与原题不同的两步应用
题。这些练习形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数量关系，提高解题能力。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可以用 2 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2，做练习二十三 1

—4 题。第二课时进行巩固练习。在余下的题目中挑选部分题目做，其余可
以留作今后复习用。如果用 2课时完成教学有困难，可增加 1课时。

2.连除应用题可以从连乘应用题引出。复习时可以要求用两种方法解
答，也可以画出线段图，如：

便于引出连除应用题。
3.把复习中的连乘应用题改变一个条件和问题，使它成为例 2，同时把

线段图中的问题改为已知条件 90 人，把已知条件中每组 15 人改为问题。利
用线段图，让学生说说：怎样求出每组多少人，怎样想？根据学生的回答，
教师综合概述：把 90 人平均分成 2队，可以求出每队多少人；再把每队分成
3组，可以求出每组多少人。

再让学生列出综合算式，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题里的数量关系。
然后引导学生想：还有没有别的解答方法？当有的学生说出第二种解法

后，教师还可以用线段图帮助全体同学理解。要求平均每组多少人，应该知
道什么条件？已知一共 90 人，知不知道一共分成多少组？可以根据题中哪两
个条件求出一共有多少组？引导学生想出：三年级学生平均分成 2队，每队
3组，一共分成 2×3=6（组）。6组是 90 人，可以求出平均每组多少人。

4.应用题检验的方法这里只要让学生有所了解。在教师的引导下能把已
经算出的每组 15 人作为已知条件，利用“每队平均分成 3组”算出每队的人
数，再利用“平均分成 2个队”算出这两个队一共有多少人。如果算出的结



果是 90 人，跟原题的已知条件相同，说明解答是正确的。通过具体的检验过
程让学生知道检验的方法，不必提过高的要求。

5.在试算“做一做”中的应用题时，学生用两种方法解答后，可让他们
说一说每步表示什么意思。如果有的学生把算式列成 336÷12÷7，应引导学
生分析已知数之间的关系，使学生认识到 336 元与 7 箱有关系，与每箱 12
个没有直接关系。

6.关于练习二十三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学生做练习时，有些题目虽然没有提出用两种方法解答，但要启发学生

用不同的方法解题，并从比较中辨别较简便的方法，提高解题能力。
第 3题解答后，可以引导学生找出两题之间的关系。如两题的事理相同，

数量关系相近，问题和一个已知条件不同，解题的方法不同。
第 16*题，要求学生先补充一个条件和一个问题，成为一道两步应用题；

再补充另一个条件和一个问题，成为跟前面不同的一道两步应用题。
第 17*题，可以先求出大小两辆卡车一次运多少袋，40+20=60（袋）；

再求几次可以运完，300÷60=5（次）；两辆卡车各运多少袋学生容易解答。
练习二十三后面思考题的答案：三条线段最多能把三角形分成 7部分，

四条线段最多能把线段分成 11 部分。图如下：



教材说明
归一问题实际上是数量间成正比例关系的问题。这种问题通常用算术方

法解答比较简单。学生掌握了算术解法，可以巩固前面学过的常见数量关系，
又为以后学习比例、函数打下初步基础，也为以后学习较复杂的归一问题做
了准备。归一问题是在除法简单应用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键是先用除
法求出“单位数量”是多少，然后把它作为固定不变的数量（题里一般都说
明“照这样计算”），进行推算。

教材通过例 3和例 4教学归一的两种题目。例 3是求出单位数量是多少
后，再求几个这样的单位数量是多少；例 4是求出单位数量是多少后，再求
有几个这样的单位。在教学这种应用题时，小标题只要求学生口述，不必写
出来。通过例题，使学生弄清怎样利用线段图把已知条件和问题表示出来。
在第五册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利用线段图分析数量关系，这里开始教学生独立
画线段图，为今后借助线段图这种直观手段进一步学习更复杂的应用题打下
基础。根据归一题的特点，用两条线段表示较清楚。如例 3，第一条线段先
表示出 3个书架一共用 75 元。第二条线段再表示 5个书架用多少元。两条线
段中，要用同样长的线段表示每个书架的单价。教材中突出引导学生想，要
求 5个书架用多少元要先算什么，弄清解答归一题的关键是先求出单位数量
（在这里具体地说是单价）。例 3先分步列式解答，然后再列综合算式解答。
这是为了能跟线段图配合，便于学生分析数量关系。以后应使学生既会用分
步列式解答，又会用综合算式解答。但学生做题时除了有指定要求的以外，
不限制学生必须用哪一种方法解答。

例 4仍是买书架的问题，以便于同例 3的数量关系和解法进行比较。通
过线段图可以清楚地看出前两个条件完全相同，只是第三个条件和问题不
同。因此解答这种应用题的关键也是先求出单位数量（单价）。这样就可以
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这种题的数量关系和解答方法。在例 4之后，引导学生对
两个例题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点，使学生弄清它们的前两个条件相同，
明确解题的关键都是先求出单位数量。

在“做一做”里，让学生仿照例题的解答方法独立完成，使学生熟悉这
种应用题的数量关系。

练习二十四的习题，为了突出解答两种归一题的第一步都要先算出“单
位数量”，教材的编排注意把两种题对比出现（如第 1、2、5 题）。第 12
题通过表格形式渗透函数思想，使学生通过解答初步体会到路程是随着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的。另外，还注意带着复习已学的两步应用题、口算以及混合
运算等内容。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以用 3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3、例 4，进行初

步练习，做练习二十四第 1、2题和第 4题。第二课时进一步巩固，做第 5—
8题和第 10 题。第三课时进行一些混合练习，做余下的题目。

2.做复习题时，要注意复习数量关系。例如可提问学生：这道题的数量
关系是已知什么求什么？怎么求？引导学生说出已知单价和数量求总价，就
用单价乘以数量。

3.教学例 3 时，可以直接出原题，也可以把复习题改成例 3。在学生读
完题后，要说明“照这样计算”的意思是每个书架按照同样价钱计算。然后



引导学生画出线段图。由于学生已经有一些基础，可以边提问边指导学生画。
例如，可以先提问学生：已知条件“学校买 3个书架”，怎么用线段图表示
出来？在学生回答画一条线段平均分成 3小段表示 3个书架以后，教师在黑
板上画出这样的图： 。然后让学生在自己的本上照样画出每个书架

用 1厘米长的线段表示的图。再问：“一共用 75 元”怎么标在线段图上？学

生回答后画出： 。接着再提出问题：怎样用另一条线段表示出“买

5 个书架用多少元？”先想想“照这样计算”的意思是什么？表示每个书架
的线段长度与上面的有什么关系？5 个该怎样表示？学生回答后，让学生画
出 5 小段与上面每小段同样长的线段，并注明“5 个书架”。再问：求的是
什么，该怎样表示？学生在线段上面注明要求的总价是多少元。然后引导学
生看着线段图进行分析：求“买 5个书架用多少元”就是求什么？（总价）
求总价需要知道什么？（单价、数量）题里哪个条件直接给出了？哪个条件
没直接给出？引导学生说出要先算出每个书架多少元。然后教师可在两条线
段中间对着最左端的一段写“每个？元”。再提问：根据题里的已知条件能
求出来吗？根据哪两个已知条件可以求出来？学生回答后，老师列式计算第
一步。第二步求什么，可以让学生自己想出或在本上写出，再列式计算。随
后再把分步算式改成综合算式。最后还可以让学生把这道题从头到尾简明地
分析一遍，并对计算结果进行检验，以熟悉检验方法。

4.教学例 4时，在让学生读题后，可先指导学生画线段图。可让学生利
用例 3的线段图来改画。其中，第一条不变，擦去第二条上的分段点；将“5
个书架”的“5”用“？”替换，“？元”的“？”用 200 替换。然后引导学
生想，200 元买的书架要多些，所以第二条线段要加长一些，成为：

让学生在自己的本上画线段图的同时，可指定学生在黑板上画出。接着引导
学生看图分析先算什么，后算什么。同时把第一步要求的在线段图中标出来。
分析清楚以后，让学生分步列式解答。然后再列综合算式。

5.教学例 3、例 4 以后，可以让学生进行比较。先看两道题有什么相同
点，不同点，然后再看分析思路上有什么相同点，不同点。使学生明确这两
道题前两个已知条件完全相同，第三个条件和问题不同。要求 5个书架多少
元和 200 元可以买多少个书架，第一步都要先求出每个书架多少元，也就是
书架的单价。

6.在试算“做一做”时，可以让学生画线段图，教师注意巡视，必要时
给以帮助。以后的练习题不必要求题题都画线段图。有些数量关系比较清楚，
学生可以直接列式解答出来的题目，就不一定都画线段图。

7.这部分内容和下部分归总应用题中有关教学生画线段图表示应用题数
量关系的内容只作为一种教学手段，不作为教学要求和考试内容。

8.关于练习二十四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1、2题是两种题对比出现，这样能突出两种归一题的第一步都要先算

出“单位数量”，只是第二步要算的量不同。这样编排是为了使学生能更好



地了解这种题的联系和差别。
第 4题是要求改编成另一种归一题。
第 12 题填写表中的空格，要求根据宇宙飞船 3秒航行 36 千米这两个条

件来填。实际是例 3、例 4 的综合练习。填路程属于第一种，填时间属于第
二种。通过这种表格还渗透了函数思想，使学生直观地体会到一个量变化，
另一个量也跟着变化。学生填完后可问一问是根据什么填空的，再看一看它
们的变化有什么规律。

第 15*题的第一种解法可以用归一应用题的解答方法来解，第二种解法
的思路是：28 本是 7本书的 4倍，所以28 本书摞起来的高也应该是 42 毫米
的 4倍。

第 16*题是一道有多余条件的两步应用题。
第 17*题，要求改编成两种归一应用题。如果学生改编成两道其他的两

步应用题，也不能算错。
练习二十四后面的思考题，解答思路是：因为一共是 16 根小棍，要求移

动后摆成 4个正方形，每个正方形正好用 4根小棍，而没有两个正方形共用
一根小棍作边的。所以要设法把有公用边的正方形中的一些小棍移开就能得
出答案。参考答案如下：



教材说明
归总应用题和归一应用题是相互联系的一组题目。它在两步应用题中也

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多较复杂的三步以及多步题都是在这类应用题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所以它是解稍复杂的应用题的重要基础。

归总应用题实际上是数量间成反比例关系的问题。这类题是在“总量”
一定的条件下“单位数量”和“数量”之间成反比例的关系。而“总量”在
题目中没有直接给出，需要先利用两个已知条件算出来。教材通过例 5来讲
解这种问题的数量关系和解答方法。开始也用线段图表示已知条件和问题，
使学生通过线段图熟悉题里的数量关系，明确根据前两个条件画出线段图，
全长表示修的路，也就是总工作量。根据第三个条件和问题画线段图，要确
定在所修的路长不变的情况下，每天修 15 米，求几天修完。然后着重说明分
析思路，要求几天修完，必须先算出这条路的长度。在分步解答以后，改变
原题的第三个条件和问题，即改成“如果要求 6天修完，每天应修多少米”，
让学生在已学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解答。然后也让学生把两题加以比较，
找出它们的共同点，明确两题都要先算出这条路有多长，也就是总工作量是
多少。

为了使学生掌握这种应用题的数量关系和解答方法，练习题中也注意加
强联系、对比。此外，在已知条件的叙述方面还适当有一些变化。如“做一
做”中第 2题出现小华和小刚两个小朋友，看的是同一本书。练习二十五第
6、7题通过同样的事实内容把归总应用题和归一应用题联系起来，使学生初
步体会到两种应用题的联系和区别。第 8题也渗透了函数思想，通过在表里
填写每行人数或行数，使学生初步体会到当解放军人数一定时，每行人数增
加则行数就会减少，而行数增多则每行的人数也会相应减少。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以用 2 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5，做练习二十

五第 1—4题。第二课时进行巩固练习，做 5—10 题。
2.教学例 5前可以出一道简单应用题：工人们修一条长 120 米的路，每

天修 15 米，几天修完？让学生口头解答。接着出例 5 或把复习题改成例 5。
引导学生弄清题意，并想出怎样画线段图表示题目的已知条件和问题。指导
学生画图时要着重向学生说明，为了容易看清楚数量关系，还是画两条线段，
但要一样长，表示同一条路，也就是总工作量没有变化。然后引导学生看着
线段图进行分析。使学生明确每天修 15 米要求几天可以修完，必须先算出这
条路有多长。在分析后要在线段图上标出全路长。再让学生自己分步列式解
答。还可以列成综合算式。订正以后，把原题的第三个条件和问题改成书上
的“如果⋯⋯”，让学生想线段图怎么改。使学生弄清第二个线段图中每天
修多少米是未知的，但需要 6天修完是已知的。所以要把这条线段平均分成
6 份，并在左端第一小段上面标出“？米”。然后让学生自己分析解答。在
这之后可以参照例 3、例 4 的方法比较这两道题的共同点，使学生明确地认
识到这两道题的第一步都要先求出全路长，也就是总工作量是多少。

学生练习时可以选定一些题要求学生画出线段图，另外有些题要求列综
合算式解答。

3.关于练习二十五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学生做完第 1题可指名进行分析、比较，让学生口头分析数量关系和解

答方法。
第 6、7题反映的事情相同，但第 6题是归一题，第 7题是归总题。学生

做完后，可比较一下两道题的异同，使学生明确两道题都是单价、数量和总
价关系的两步题。第 6题要求总价，必须先求单价，而第 7题要求单价必须
先求总价。还可以把每题的第三个条件和问题互换，让学生解答。

第 8题填完表以后，也要让学生观察一下，看能发现什么规律。
第 10 题要求学生将它改编成为一道归点应用题。
练习二十五后面的思考题，解答过程为：要求运来苹果和梨各多少筐，

必须知道每筐苹果和梨各多少千克。已知每筐苹果重 20 千克，还不知道每筐
梨的重量，可以根据已知条件求得：20×5÷4=25（千克）。再根据第一个条
件就能求出运来苹果和梨的筐数分别是 50 筐和 40 筐。



归总应用题
  

教学内容：教材第 112 页例 5，练习二十五第 1—4题。
教学目的：使学生初步了解归总应用题的基本结构和数量关系，并能正

确地解答。进一步提高学生解题能力。
教学过程：
1.复习
（1）解答下面各题，并说出题中的数量关系。
①张师傅做一批零件，平均每天做 25 个，8天完成，这批零件有多少个？
②张师傅要做 200 个零件，平均每天做 40 个，多少天可以做完？
（2）补充问题或条件，再解答。
①工人叔叔修一条公路，每天修 12 米，10 天修完，⋯⋯？
②⋯⋯⋯⋯每天修 12 米，几天修完？
教师引导学生小结后，引入新课。
2.教学例 5
读题后，弄清条件与问题。引导学生讨论怎样画线段图表示题目的条件

和问题。
每天修 12 米，10 天修完，用线段图表示就是：

每天修 15 米，几天修完，要用另外一条同样长的线段表示：

引导学生看着线段图进行分析。提问：
①要求几天修完，要知道哪两个条件？（路有多长，每天修多少米。）
②已知每天修 15 米，所以先要求什么？（路长）
③怎样求出路长？
讨论后让学生在自己画的第一条线段图上标出问题。

分步列式计算出路长后，让学生在自己画的第二条线段图上标出路长。

再分步列式计算出几天修完这条路。
学生列出综合算式后，提出下列问题：（1）如果把例 5改为“6天修完

每天应修多少米？”该怎样解答？线段图怎么改？（酌情指导差生完成解
答。）

④比较例 5与改后的题的异同点。
相同点：都要先求出路长；



不同点：一道题是求几天修完，另一道题是求每天修多少米。
做一做：
（1）请学生按要求解答“做一做”中的第 1、2题；
（2）引导学生说出这两道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小结：这类应用题都是根据已知条件先求出“总数”，再根据另一个已

知条件求解。
3.课堂练习
练习二十五第 1、2题。（酌情指导差生。）
4.课外作业
练习二十五第 3、4题。



教材说明
这部分教材有两个内容，先使学生理解面积的含义，认识常用的计量面

积的单位；然后是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的比较。
教材从实际观察引入，先让学生观察自己的数学课本的封面和铅笔盒盖

的面，再比较它们的大小。这样每个学生都有实物做学具，就便于观察、触
摸和比较，从而对每个面的大小获得直接的感性认识。进一步让学生观察和
比较长方形和正方形纸的大小，以加深这种认识。在这基础上概括出面积的
含义。在讲面积的含义时，强调围成的平面的大小，因为有的平面图形，如
角，不是封闭的图形，就没有计算面积的问题。在这之后讲计量面积的单位
以及用面积单位直接测量的方法。从上面的观察、比较中，学生已经发现，
只凭眼睛观察往往不容易判断哪个图形的面积大。接着提出测量和计算面积
要用面积单位。教材中从小到大依次介绍了常用的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平
方分米和平方米。介绍面积单位时，除了让学生实际观察每个面积单位的大
小外，还用厚纸做的面积单位去实际量，并在“做一做”中让学生举出周围
物体的表面的大小分别接近哪个面积单位。这样既加深理解面积的含义，又
加深每个面积单位实际大小的表象。让学生用面积单位直接测量图形或物体
表面的面积，还使学生初步知道直接计量面积的方法，并为进一步学习间接
计量面积的方法（如先测量长方形、正方形的边长再进行计算）做一些准备。

为了使学生清楚地认识面积单位，通过让学生实际观察和比较长度单位
和面积单位的不同，使学生初步明确：1 厘米、1 分米、1 米都是长度单位，
都可以用来度量物体的长度。1平方厘米、1平方分米、1平方米都是面积单
位，都可以用来度量物体的面积。教材在“做一做”中还通过让学生指出课
桌面的边长、面积；根据具体的测量要求，判断是用长度单位还是用面积单
位来计量；以及练习二十七中相应的练习，使学生来区分面积单位和长度单
位，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和周长。

教学建议
1.这部分内容可用 2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面积的含义和面积单

位，完成“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二十七的第 1—3题。第二课时教学长度
单位和面积单位的比较，完成“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二十七的第 4—7
题。

2.教学面积的含义时，可以先让学生指出自己的数学课本的封面和铅笔
盒盖的面，要使学生明确是四边所围成的全部，再观察和比较两个面的大小。
还可以举教室中一些物体的表面，如黑板面、课桌面，比较它们的大小。然
后让学生观察和比较长方形和正方形纸的大小。怎样比较呢？可以把两张纸
划分成许多同样大小的方格，用数方格的办法加以比较。在这之后引出面积
的概念，说明物体的表面或围成的平面的大小，叫做它们的面积。然后再针
对学生只凭眼睛观察比较两个图形面积的大小不容易正确判断，说明要准确
地知道它们的大小，必须要学会测量和计算面积。

3.教学面积单位时，要先说明测量必须使用一定的单位，测量长度要用
长度单位，测量面积要用面积单位。然后依次认识 1 平方厘米、1 平方分米
和 1平方米。认识平方厘米时，可以让学生拿出课前准备好的 1平方厘米的
正方形（最少 6个），让学生量量它的边长，然后向学生说明边长 1厘米的
正方形面积是 1平方厘米。要让学生观察 1平方厘米的大小，还可以让学生



拿自己的指甲比一比，看哪个指甲的面积和 1平方厘米相近，并且记住。随
后可以让学生拿出课前准备好的长 3厘米、宽 2厘米的长方形纸（中间不画
虚线），再用 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去量，看这张长方形纸可以放几个 1个方
厘米的正方形，就知道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几平方厘米。认识平方分米时，
可以让学生拿出事先从学具卡片上剪下的 1平方分米的正方形，让学生量量
它的边长。为了加深学生对 1平方分米的感性认识，还可让学生用手势比划
一下 1 平方分米的大小，再用 1 平方分米的正方形测量课桌的面积。对于 1
平方米的教学，教师可仿照上面的方法进行。

4.119 页上“做一做”中的第 1 题，用数方格的方法比较长方形、正方
形面积的大小时，可以向学生说明用 1个方格（或小正方形）作为测量长方
形、正方形面积的单位，数出每个图形有多少个方格（或小正方形），就能
比较它们的面积的大小。

5.教学面积单位和长度单位的比较时，可以先让学生画出 1厘米长的线
段，再拿出 1平方厘米的正方形和它比较。指着 1厘米的线段提问学生：这
是什么单位？用它可以度量物体的什么？再以同样的方法提问 1平方厘米。
接着引导学生比较 1 分米和 1 平方分米、1米和 1 平方米的不同。使学生通
过这种对照和比较，清楚地认识到：1厘米、1分米、1米都是长度单位，都
可以用来度量物体的长度。1平方厘米、1平方分米、1平方米都是面积单位，
都可以用来度量物体的面积。

6.关于练习二十七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1、2题，可以用从学具卡片上剪下的 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来摆放。
第 3题，仍用剪下的 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来拼。还可以让学生想出不

同的拼法。
第 4题，填写适当的单位名称，要引导学生联系实际来确定在每件物品

的后面应填的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
做第 5题时，要让学生指明哪是长方形、正方形的周长，哪是长方形、

正方形的面积。在分别计量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周长以后，可以提问：
“它们的面积相同吗？”“它们的周长呢？”“哪个图形的周长大？”

第 6题，可以给学生指定一个周长（例如 16 厘米），让学生围成不同的
图形。如：

长方形  长 7 厘米、  宽 1 厘米  面积 7平方厘米
长方形  长 6 厘米、  宽 2 厘米  面积 12 平方厘米
长方形  长 5 厘米、  宽 3 厘米  面积 15 平方厘米
正方形边长 4厘米              面积 16 平方厘米
然后加以比较，看出其中正方形的面积最大。
第 7题左图，可以先引导学生看粗的线段所围成的图形里面有几个整方

格，有几个半个方格；半个方格该怎样用分数表示，两个半个方格是多少（
1

2

1

2
+ 得 个方格），合起来一共是多少个方格，就是几平方厘米。右图可1

以让学生自己去判断。
第 8*题，由于涂色部分的面积不能直接计算，可以先计算出没涂色部分

的面积，然后用正方形的面积减去没涂色部分的面积就是涂色部分的面积。
经计算正方形的面积是 16 平方厘米，没涂色部分的面积是 8平方厘米，所以
涂色部分的面积就是 8平方厘米。



本节思考题的图形，从上到下每排的方格分别是 1、3、5、7个，一共是
16 个，就是 16 平方厘米。沿上面第一排的正方形的右边往下剪，剪掉的部
分包括第二排右面 1个，第三排右面 2个，第四排右面 3个。再把这部分补
在另一部分的左边，就拼成一个正方形。



教材说明
这部分教材是在学生知道面积的含义，初步认识面积单位和学会用面积

单位直接量面积的基础上教学的。学生在用面积单位直接量时，体验到这样
做很麻烦。因此教材开始提出能不能找到其他比较简便的方法，以引起学生
思考。

教材采取引导学生自己试验、探索的方法来学习长方形面积的计算公
式。让学生先用 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量长 5厘米、宽 3厘米长方形纸，在
量的过程中找出长方形的面积与它边长有什么关系，从而找出长方形面积的
计算公式。这样不仅有助于理解面积的含义，面积计算公式的来源，而且有
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正方形的面积计算，则在掌握长方形面积计算的基础上完全让学生
自己去推想。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迁移、类推的能力。

在练习题中，注意安排让学生实际计量的问题（如练习二十八第 3、4
题），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动手操作和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
力。练习还出现少数计算组合图形的面积的题目（如第 12*题和思考题），
但不作为共同要求，也不作为考试内容。

教学建议
1.这一小节可用 2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长方形面积的计算，完

成“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二十八的第 1—5题。第二课时教学例题中正方
形面积的计算，完成 124 页下面“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二十八的第 6—
11 题。

2.教学长方形面积之前，可以给每个学生准备好一张长 5厘米、宽 3厘
米的长方形纸，20 个 1 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先让学生用摆小正方形的方法，
求出这个长方形的面积。启发学生同时想下面的问题：怎样能较快地确定可
以摆多少个 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这个长方形所含的平方厘米数与它的边
长有什么关系？长方形的面积该怎样计算？然后让学生在自己操作和思考的
基础上对三个问题逐一进行讨论。最后教师参照课本说明：长 5厘米，沿着
长边一排可以摆 5个 1平方厘米，是 5平方厘米；宽 3厘米，沿着宽边可以
摆 3排，一共是 15 平方厘米。（边说边演示），可以看出，长方形包含的平
方厘米数，正好等于长和宽所含厘米数的积。所以要算长方形的面积只要把
长边的厘米数和宽边的厘米数乘起来。写算式时要强调正确写出面积单位平
方厘米。

3.教学例题中正方形面积的计算，可以让学生联系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方
法推想出来。遇到学生中有不同的算法，如少数算成 5×4=20（平方分米），
可以引导学生讨论，这样计算对不对，为什么不对。结合正方形图使学生明
确正方形每边长 5分米，就想到一排摆 5个 1平方分米的小正方形，要摆这
样 5排，所以要算 5×5。

4.关于练习二十八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做第 3题时，要实际量出黑板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分米。如果遇到黑板的

长和宽不是整分米，可以向学生说明量到最后不够 1分米的，按四舍五入法
省略。就是满 5 厘米的，分米数加 1，不满 5 厘米的舍去。确定长、宽的分
米数以后，再计算黑板的面积是多少。

第 11 题，要让学生明确这道题求的是什么，根据题目的已知条件能否直



接求出？要先算哪一步？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完成。
本节的思考题，实际是求组合图形的面积。需要先分析出涂色部分与两

个正方形的面积有什么关系。涂色部分可以分成左上和右下两个相同的图
形，而每个图形的面积等于一个大正方形的面积减去一个小正方形的面积。
每个大正方形的边长是4厘米，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从图上可以算出是4-2=2
（厘米）。由此可以求出大正方形和小正方形的面积分别是 16 平方厘米和 4
平方厘米。从而算出左上部和右下部的面积各是 16-4=12（平方厘米），阴
影部分的面积应是 12×2=24（平方厘米）。



长方形面积的计算
  

教学内容：教材第 123 至 124 页，练习二十八第 1—5题。
教学目的：使学生初步理解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会运用公式正确地

计算长方形的面积，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学具：1 平方厘米的正方形 10 个，（2×4）平方厘米的长方形纸板一块。
教学过程：
1.复习
①让学生说一说面积的含义。
②让学生说一说学过的面积单位。
③让学生自己度量长方形纸板的面积。
2.教学长方形面积的计算
教师在黑板上画出长 5分米、宽 3分米的长方形。引导学生讨论：
①不用面积单位度量，怎样能较快地确定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有多少平方

分米？
②这个长方形所含的平方分米数与它的边长有什么关系？
③这个长方形的长是几分米？沿着长边一排摆几个 1平方分米的面积单

位？（长 5分米，一排摆 5个 1平方分米的面积单位。）
①这个长方形的宽是几分米？沿着宽边正好摆几排 1平方分米的面积单

位？（宽 3分米，正好摆 3排。）
⑤这个长方形可以摆几个 1平方分米的正方形？也就是几平方分米？能

不能直接计算出来？（3个 5平方分米是 15 平方分米，这个长方形所含的平
方分米数正好等于长和宽所含分米数的乘积，即 5×3=15（平方分米）。所
以，长方形的面积=长×宽。）

教师要求学生一边讨论，一边摆一摆学具，并想一想，讨论的问题跟摆
学具过程是不是一样？讨论结束后，请一位学生到前面去演示一遍（纠正出
现的错误）。

接着，教师引导学生总结出计算长方形面积的公式。
最后，教师让学生试做“做一做”中的题目。
3.课堂练习
练习二十八第 1、2题。
4.课外作业
练习二十八第 3—5题。



教材说明
学生在学习长方形、正方形面积计算的时候，往往容易与周长的计算混

淆。为此教材中专门安排一节进行比较和区分。教材通过例题给出长方形的
长和宽，让学生算出它的面积和周长。先引导学生从三方面去区分：首先从
概念上分清哪是长方形的周长，哪是长方形的面积；其次是从计算方法上分
清各该怎样算；最后从计量单位上分清各该用什么单位。然后再列式计算。
在“做一做”中还让学生分别指出手帕、桌面的周长和面积，分别计算长方
形、正方形的周长和面积，进一步分清周长和面积的概念以及计算方法。此
外，在练习中还加强对比练习，并适当出一些联系实际的问题，巩固所学的
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学建议
1.这小节可用 2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本节的例题，完成“做一

做”中的题目和练习二十九的第 1—5题。第二课时进行综合练习，完成练习
二十九的第 6—10 题。

2.教学例题之前，可以先复习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的计算方法。
然后再教学例题，出示长方形的图，提出计算的要求后，可以启发学生

思考课本中的三个问题，逐一进行讨论。要引导学生先分清长方形的周长是
指四条边的长度和，而它的面积是指四条边所围成的面的大小。再分清长方
形周长和面积的计算方法。关于长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在第四册里为了便
于学生理解周长的含义，没有要求统一采用哪种计算方法。这里仍允许学生
选用不同的方法，但是教学时可以着重说明用比较简便的方法，即（长+宽）
×2。最后要使学生分清求周长计算出结果要用长度单位，求面积计算出的结
果要用面积单位。分清以后再让学生列式计算。

3.关于练习二十九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4*题，要估算长方形的周长和面积，需要先估量出长和宽大约是多少

厘米。可以让学生自己分别估量长和宽，再分别算出周长和面积大约是多少。
并提醒学生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列式时应写“≈”。

第 5题，是联系实际的面积问题，这与 127 页第 8题给 1张方桌配上同
样大小的玻璃类似。因此，这题可以先让学生自己去完成，如有困难可以启
发学生想：地板革的大小与房间地面的大小有什么关系？计算房间地面的面
积需要知道哪些条件？

第 12*题，可以让学生在钉子板上围成周长是 16 厘米的长方形，找出每
种长方形的长和宽，填在表里，然后分别计算出每种长方形的面积。没有钉
子板可以用铁丝围，课前要准备好 16 厘米长的铁丝。无论采用哪种教具，都
要注意引导学生想怎样找出长和宽。因为周长包括 2个长和 2个宽的和，求
长和宽的和就要算 16÷2=8（厘米）；再引导学生想几和几相加得 8，那么就
知道长和宽可能是几厘米。实际用铁丝围长方形的时候，将长和宽的可能范
围确定以后，可以利用尺子量出一个定长的一段（作为长边），折一下，再
量出定长的一段（作为宽边），再折一下⋯⋯直到围成一个长方形为止。把
表填完后，可以让学生观察，这些长方形的周长是不是一样，它们的面积是
不是一样，哪一个面积最小，哪一个面积最大。

本节的思考题，画出以下几种摆法，供参考。不必要求学生把各种摆法
都想出来，有的学生愿意再想其他摆法，也要给予鼓励。





教材说明
这部分内容是在学生初步认识面积单位和学会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

算的基础上教学的。通过这部分内容的教学使学生进一步熟悉面积单位的大
小，知道面积单位间的进率，能够进行面积单位间的简单换算。

教材从复习长度单位间的进率开始，以便于学生区分长度单位间的进率
和面积单位间的进率的不同。接着例 1讲平方分米与平方厘米间的进率，例
2讲平方米与平方分米间的进率。然后通过例 3、例 4分别讲解把高级单位的
名数换算成低级单位的名数，把低级单位的名数换算成高级单位的名数。由
于实际应用面积单位时，一般趋向写成单名数的形式，所以教材中着重讲单
名数的换算。在进行换算时一般都用口算。

教学建议
1.这小节可用 3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教学例 1—例 3，完成这些例题

后面的“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三十的第 1—4题。第二课时教学例 4，完
成“做一做”中的题目和练习三十的第 5—10 题。第三课时进行混合练习，
完成练习三十的第 11—15 题。

2.教学例 1时，可以让学生拿出边长 1分米的正方形，先用分米作单位
量一量边长，说出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分米。然后再想用厘米作单位，边长
是多少厘米，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从而得出 1平方分米=100 平方厘米。
还可以让学生用左手拿起 1平方分米，右手拿起 1平方厘米，看看两个单位
的实际大小，想想 1平方分米里含有多少个（10×10）平方厘米，以便于牢
固地记住两个单位间的进率是 100。用同样的方法教学例 2。最后加以总结，
每相邻两个面积单位间的进率是 100。在这之后，可以再让学生回忆每相邻
两个长度单位间的进率是 10，进一步区分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的不同，使学
生更明确长度单位的大小可用线段来表示，如 1 分米的线段平均分成 10 小
段，1小段就是 1厘米；而面积单位的大小可用正方形的面来表示，1平方分
米的正方形里平均分成 100 个小正方形，1 个小正方形是 1 平方厘米。所以
相邻两个长度单位间的进率是 10，相邻两个面积单位间的进率是 100。

3.教学例 3、例 4 面积单位名数的换算时，首先必须弄清两个面积单位
哪个大，才能正确地进行换算，其次要使学生掌握推想的过程，由于学生还
没学过用 100 除，只要引导学生口头推想。如教学例 3时，要引导学生想，
平方分米和平方厘米哪个面积单位大。因为平方分米大，1 平方分米里面有
100 个平方厘米，24 个平方分米就是 25 个 100 平方厘米，也就是 2500 平方
厘米。通过试算“做一做”中的练习题可以让学生学会这样推想。教学例 4
时，要引导学生想，算出的 6600 平方厘米，要换算成平方分米，因为每 100
平方厘米是 1平方分米，6600 里面有 66 个 100，就是 66 平方分米。

4.关于练习三十中一些习题的教学建议
第 7题是混合练习，还要提醒学生分清哪个单位大，是把较小的单位名

数换算成较大的单位名数。
第 12 题，长度单位间的换算与面积单位间的换算对比出现，要提醒学生

分清哪些是长度单位，哪些是面积单位。

第 17*题，要想求每一块地的面积，必须知道每一块长方形地的长和宽。
（1）每块地的长：（37-1）÷2=18（米）
（2）每块地的宽：（25-1）÷2=12（米）



（3）每块地的面积：18×12=216（平方米）
还可以这样想：去掉 1米宽的路，4个长方形可以拼成一个大长方形。
（1）大长方形的长：37-1=36（米）
（2）大长方形的宽：25-1=24（米）
（3）每块地的面积：36×24÷4=216（平方米）

本节思考题的答案是：有 4个三角形，3个平行四边形，1个长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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