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巧取结构，培养意识，形成习惯，发展能力 

——四下《运算律“整理与练习”（第二课时）》教学设计与思考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单信 

 

【课前思考】 

运算律整理与练习（第二课时）是苏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最

后一课时，教材的整理与练习编排了两课时，包括对运算律探究过程的回顾，对

简算的复习，对除法的性质的探究，探索规律和解决实际问题，学生在本单元前

期学习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部分运算律的相关经验，磨课时多次前测中也发现，

学生具备基本的简算意识和能力，通过练习能提升什么，练习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是我们思考设计的着眼点。 

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布鲁纳认为，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学习一门学科的结构，结

构从何学来，从学科本身的特质中来，从新授，练习，复习的编排中来，这样一

种以结构为核心的设计理念体现了“学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力图在学生学习结

构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元认知水平，不仅学知识与技能，还重在过程与方法，通过

不同的变式不断点击运算律知识的结构和本质。所以在大单元整体架构的背景下，

微调了本单元练习课的两课时切割，第一课时梳理单元结构，探究除法的性质，

查漏补缺，辨析对比，发展数感，夯实运算基础，第二课时重在灵活运算和灵活

运用运算律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设计对比练习，突显简算的意识与能力，进一步

感受运算律的价值和规律的魅力，这样的微调让课堂脉络划分更为清晰，重在学

习结构。 

具体来看第二课时编排，把 6、7 题前移至第一课时解决，把 8 题拆分，部

分作为第一课时的综合作业，部分作为第二课时的前测，这样的设计与调整，可

使结构更为清晰，课时容量相对均衡，有对上节课教学内容的呼应与小结，课内

外融通，又通过变式激发学生探究热情，也为后续的难题探究做好铺垫（探索与

实践的 13题）。整节课分为三大版块，第一板块微调关于运算的练习设计，首先

从游戏导入，通过前测回顾和对比，课内外融通，突显简算的数据特点和符号特

点；接着编排变式练习，进一步培养学生数感和灵活简算的能力，最后突破难点，

探索规律并应用运算律来说明规律。以往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第 13 题需要多



次应用运算律来解释，很考验学生的简算意识和能力，把本题前移至第一板块的

最后一个环节，和简算的变式练习紧密结合，学生容易迁移寻找共同的乘数的经

验，有利于学生主动应用运算律完成探索和解释。第二板块微调关于应用题的练

习设计，首先丰富第 11 题的情境数据并前移至第一板块作例题教学，同一情境

下解决 3个层次的问题，对比求联中突显练习课对于学生简算意识和能力的提升，

不仅需要关注数量关系列式，还需要关注数据特点列出方便计算的算式；接下来

通过题组练习对比，聚焦典型错误，进一步巩固经验；最后解决第 12 题这个实

际问题，体现统计的抽样思想，感受巧算平均数来代表样本数据特征，并在整个

过程中发展学生综合复杂情境下灵活简算的意识与能力。第三板块回顾收获，内

化结构。 

练习课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让学生的认知愈发清晰和结构化，培养简算意识，

形成简算习惯，发展简算能力。这些关于单元练习课的构想，一方面有待实践检

验，另一方面需要纳入整个单元的整体编排逻辑中去，在逻辑框架一致的前提下

来谈具体内容的设计更有实际意义和可操作性。总体来看，本课的设计力图以学

为中心，尊重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和数学学科本身的结构特征，结构关联，版块明

确，逻辑线索清晰，同时暗藏需要仔细辨析的陷阱题，正反向经验的积累，有利

于学生更好的巩固和理解运算律相关知识，发展数学思维的同时积累数学活动经

验，从了解类型走向理解结构，从熟练掌握走向灵活运用。 

 

【教学目标】 

1.使学生在使用运算律进行简便计算的过程中，比较辨析，发展数感，灵活

应用，发现新知，积累探索规律的经验。 

2.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应用已经掌握的相关知识，把

握数量关系，合理优化计算，发展简算意识，培养简算习惯，提升简算能力。 

3.使学生在观察、猜测和验证等活动，主动参与，积极思考，感悟简便计算

的独特魅力，体会运算律的意义和价值。 

 

 

 



【教学过程】 

游戏导入 

第一板块：题组对比中灵活计算，发展简算能力 

（一）回顾前测 

对比连减题组 138－37－63、 138－38－63，明确根据数据特点，关注符号

特点，正确使用运算律。 

对比 35×16 的不同拆分方法，明显根据数据特点，灵活选择运算律，在不

同的简便计算方法中选择更优的。 

（二）变式拓展 

 237 ＋ 56 ＋ □ 

46 × 29 ＋ □ × □ 

 49 × 99 ＋ □ 

 对比不同填补数据，明确各自思路，优化凑整。 

（三）探索并解释规律 

 经历规律的探索过程，并借助运算律拆分转化，完成对规律的解释，明确多

次使用运算律，可以帮助我们化繁为简，找到规律，发展综合简算的意识与能力。 

[设计意图]（要建立完整的思维，不能只给孩子正向的例子，那样培养出的里面

有很多模仿者，而不是理解者。对比题组突显简算特征，变式练习发展简算能力，

观察数据和符号特点，发展“创造共同乘数”的意识、习惯与能力，能增进对运算

律的理解，有利于突破 13 题的教学难点。） 

 

 



 

 

第二板块：解决实际问题中进一步培养简算意识，形成简算习惯 

（一）例题 

呈现：和平小学各年级学生参加社团活动人数如下： 

 

 

 

（1）一、二年级一共有多少人？ 

（2）三、四年级一共有多少人？ 

（3）你还能提出什么问题？ 

采用对比资源分层交流，对比数据特点，选择更优的列式方法，对比数量关系，

灵活优化列式，体现运算律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价值。 

（二）跟进练习 

（1）李师傅和赵师傅合作加工零件，李师傅每分钟可加工 125 个，赵师傅每分

钟可加工 90个，他们一起工作了 8分钟，一共加工了多少个？ 

（2）李师傅和赵师傅同时从家出发去工厂，李师傅的速度是 6米/秒，赵师傅的

速度是 4 米/秒，345 秒后两人同时到达，从李师傅家经过工厂到赵师傅家的路

程是多少米？ 

（3）工厂打算在这块长方形空地里存放零件，每平方米可以放 12个，一共需要

多少个才能排满这块空地？ 

聚焦典型错误，分析数量关系，只要列出正确的综合式，接下来可以借助运算律

让计算过程简便，不能为了简便列出错误的算式。 

（三）综合运用 

1.呈现情境：王大伯家今年栽了 47 垄大白菜，要知道今年一共可以收大白菜多

少千克，怎么办？ 

明确抽样方法。 

2.提供数据：他收获了 5 垄，每垄的产量分别是：103 千克、111 千克、100 千

克、97千克和 99千克。你认为接下来可以怎么办？ 

年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社团数 11 9 10 8 8 16 

每个社团人数 15 15 15 15 16 12 



明确平均数作为数据代表。 

3.交流不同方法，明确简算要点，表扬采用移多补少的灵活简算策略，介绍估算

在生活实际中的意义和价值。 

[设计意图]（统整了教材中的实际问题，采用教材中的 11 题情境作为例题，稍

加改编让资源更为丰富，在多个层次的对比中，明确根据数据特点和数量关系灵

活简算解决问题，且安排了一个吃苍蝇的数据，再次点击解决问题必须符合数量

关系的核心；后续编排了题组练习巩固刚刚习得经验，复习不同类型问题的数量

关系；最后借助王大伯的综合情境，沟通统计的方法和意义，发展以小推大的思

想和根据问题导选择简算或估算的灵活性，体现了数学知识的应用性。） 

 

第三板块：全课小结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设计意图]（及时回顾与反思，能够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形成完整的认知结构，

从了解类型走向理解结构，从熟练掌握走向灵活运用。） 

 

 

【作业设计】 

你也能借鉴今天学到的本领，自己编一道用运算律解决的题吗？ 

 

【板书设计】 

运算律“整理与练习”（第二课时） 

数据特点              

 符号特点  灵活简算 

     数量关系              

 

 

加法交换律 

加法结合律 

乘法交换律 

乘法结合律 

乘法分配律 

 

减法的性质 

除法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