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常课，不平常的“味”
———对《有理数加减法混合运算》的教学分析与思考

常州市新北区教研室　 万荣庆

苏科版数学教科书七年级上册（２０１２版）第２章《有理数》２． ４节有理数的加法和减
法，该节内容结束后，安排了一课时的混合运算教学，具体内容有三部分：一是将有理数
加减混合运算统一转化为加法运算，二是省略加号的混合运算，三是有理数加、减混合
运算的相关应用。这节课大多数教师认为课本内容简单，从而在教学时补充大量较繁
琐的有理数加减的混合运算，并采用先讲解例题再学生训练单一的讲练教学方式。这
种过多地补充繁琐的计算及单一的教学方式，有背新课标对提高学生运算能力的要求。
某中学（该校是一所农村学校）Ｓ教师依据对２０１１版数学课标的理解，结合新版教材内
容精心设计，课上学生学习效果好。现对这节课的教学作简要分析，并引发对计算课的
教学两点思考。

　 　 一、课堂教学分析

１． “复习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环节的教学分析
问题呈现：
问题１：请同学们完成下列计算，并同伴说一说每步依据。
①（－ １３）＋ ２５　 　 　 ② （－ １１）＋ ８ ＋（－ １４）
问题２：请同学们完成下列计算，并同伴说一说每步依据。
①３ － ５　 　 　 　 　 ②（－ ３）－ ５　 　 　 　 　 ③（－ ３）－（－ ５）
师生活动：Ｓ教师分别呈现两组任务性问题，由学生独立完成后，让学生同伴相互查

一查，接着再由同伴说一说每步的算理。教师在过程中巡视并指导学生间的学习（发现
学生都能独立或在同伴指导下正确完成），然后Ｓ教师针对两组题分别选择一位学生口
述说明算理，最后教师归纳两组题各自的算理，强调加法的运算律以及减法转化为加法
的转化数学思想。

教学效果：当任务性问题下放给学生后，学生能先独立完成每组题组，之后又能积
极投入到同伴的互帮互纠活动中，Ｓ教师在巡视中也更大范围了解了学生学习状态与效
果，从课堂的观察中看到学生的计算正确率极高。

—９３４—



教学分析：在以往该课教学时，相当一部分教师在这一环节，选择的题组较多且形
式较为复杂，有含小数的，有含分数的，往往导致在这个环节上所花费时间较长，同时也
导致学生在学习新内容时兴趣下降。其实每节课的回顾环节承载两大功能：一是对知
识（包括技能）的回顾练习，二是对运算算理及方法的疏理。在回顾复习环节上如果过
多过繁地进行知识（技能）训练，它既不符合新课标要求，也不利于学生今后的学习。因
此在本课例的设计中，Ｓ教师选择的两组题型都非常简洁明了，特别舍去了含分数、小数
的加法、减法的计算，把重点倾向于运算的算理理解与数学思想的再悟。事实上，从学
生的学习投入状态与学生的学习效率来说，这种处理是恰当的。
２． “一般形式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环节的教学分析
问题呈现：
问题３：请同学们尝试完成下列计算：
①３ － ５ ＋（－ ８） ② － ３ －（－ ５）＋（－ ８）
师生活动：这里呈现的两个计算题是新授内容的第一部分，即一般形式的有理数加

减混合运算。Ｓ教师在这里并没有把它作为例题来讲解，而是采用让学生先尝试，再同
伴互帮，过程中教师仅对个别学生作适当指导。

教学效果：该内容虽然是新课内容，但由于学生有了有理数加法、减法运算的数学
基本经验，绝大部分学生都能独立完成，个别学生经过同伴互帮后亦能完成，教师仅在
交流点评环节上进行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的简要归纳。

教学分析：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这一新内容时，将问题３作为例题先讲解，然后再呈
现一些形式较为复杂的混合运算让学生训练。但我们知道，教学的出发点应是学生，学
生的已有经验是教学新内容的起点。由于学生在学习一般形式的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
时，对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有了一定的认知基础，而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又不涉及运算
“级”的高低，因此这里的任务性问题３，学生能够在已有的经验上独立完成。基于这样
的认识，Ｓ教师在教学时大胆放手让学生先去尝试，这种教学方式是恰当的。
３． “省略加号的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环节的教学分析
问题呈现：
问题４：请你尝试计算－ ３ － ５ ＋ ４ ，观察在你的算式中的第一步：
－ ３ － ５ ＋ ４ ＝ － ３ ＋（－ ５）＋ ４左右两边部分的特征，并读读左边部分，读读右边部

分。
问题５：请同学们先从不同方式读一读下列算式，再进行计算：
① － ２． ３ － ４． ２ ＋ １． ５ 　 　 　 ② － ２６ ＋ ４３ － ２４ ＋ １３　 　 　 ③ － １２ －

５
４ ＋

３
２ －

１
４

师生活动：针对问题４：学生先独立计算后，再同伴相互阅读左右两边部分，接着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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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 ３ － ５ ＋ ４ ＝ － ３ ＋（－ ５）＋ ４进行形式上的比较分析：得出－ ３ － ５ ＋ ４形式上可
转化为－ ３ ＋（－ ５）＋ ４ ，随后Ｓ教师遮住右边部分，让同学们想象左边部分可以看作怎
样的和的形式，这样的做法意在促进学生对－ ３ － ５ ＋ ４转换成－ ３ ＋（－ ５）＋ ４形式的心
智认识。

针对问题５，Ｓ教师再次让学生独立去读一读式子，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进行省略
加号后的有理数混合运算。期间，教师仅作巡视，指导学生同伴互帮，或个别指导。

教学效果：对于问题４，学生计算并没问题，亦能对式子的两边用不同的读法（个别
学生在同伴或教师的帮助下也能完成）。在反馈归纳时，Ｓ教师在对左右两边比较分析
的基础上，用遮挡右边部分的方式，让学生从心智去认识－ ３ － ５ ＋ ４的含义，教学效果非
常明显，从学生对问题５计算的观察看到，学生均能采用省略加号的有理数混合运算的
心智方式进行运算，而在以往的课堂中，我们发现均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仍先呈现转化成
加法，再进行加法计算。

教学分析：该板块内容是本节课的重点，也是难点。在以往的教学中，很多教师直
接告诉学生，－ ３ － ５ ＋ ４可看做－ ３、－ ５、４的代数和。由于缺乏对－ ３ － ５ ＋ ４ ＝ － ３ ＋
（－ ５）＋ ４的比较分析的认知过程，学生难以达到心智的认识，使得学生要么按原方法
运算，要么在运算过程中出现差错，影响了运算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本案例中，Ｓ教师加
强对－ ３ － ５ ＋ ４ ＝ － ３ ＋（－ ５）＋ ４算式的比较分析，关注认知过程的形成，特别是用心
智让学生认识－ ３ － ５ ＋ ４，促进了学生对有理数混合运算的认识。
４． “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运用”环节的教学分析
问题呈现：
问题６：巡视员沿一条东西向的铁路进行巡视维护，他从住地出发，先向东走了

７ｋｍ，休息后又向东走了３ｋｍ，然后折返向西走１１． ５ｋｍ。①此时他在住地什么方向？与
住地的距离是多少？②请你说说该情境中－ ３ － ５ ＋ ２表示怎样的含义，结果又表示何
意？

师生活动：由于在有理数加法、减法教学时，已涉及类似的应用性题，因此这里采用
先让学生阅读分析，再独立完成①。Ｓ教师在巡视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学生缺乏借助
图形来进行列式计算，因此在反馈归纳时，Ｓ教师重点分析了如何借助直线来帮助学生
建立几何直观。对于②则由同学们先独立想一想，再同伴互相比划，互相说一说。

教学效果：对于问题６中①，学生虽然有一定经验，但对于应用题，仍有一部分学生
计算列式有一定困难，其困难不在于混合计算，而在于需要借助数轴来解决，缺乏一定
的几何直观意识，但在同伴及Ｓ教师的适当引导下，学生能逐步建立起几何直观意识。
对于②学生基本上能清晰地表达其含义及其结果的意义。

教学分析：本板块的问题６，是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的实际应用，它是有理数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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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法实际应用的延续。在这里运算是一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一步渗透初
步的几何直观意识，同时通过问题６中的②，来进一步提升学生对省略加号的有理数加
减混合运算的认识，以及对实际含义的理解。教学时还可适度增加有关类似的问题，
如：股市周一至周五的涨跌情况，数轴上跳蚤跳左跳右等情境问题，让学生进一步感悟
实际生活中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二、引发两点思考

１． 关于运算能力的思考
在文［１］中指出：运算能力是典型的数学能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的变化十分

明显。《标准》（２０１１版）对运算能力的描述是：运算能力主要是指能够根据法则和运算
律正确地进行运算的能力，即运算能力仅指“正确地从事运算”而不涉及运算的速度和
巧妙程度。数学运算已经成为一种“机械思维活动”，可以借助机器，按照既定的程序反
复操作而获得结果，人类的思维将不再集中于此。同时，《课标》（２０１１版）也说明，培养
学生运算能力有助于学生理解运算的算理，这表明，理解算理是发展运算能力的一个重
要方面。本课例中，Ｓ教师无论从回顾复习环节所列举的算式，还是新授内容中所选择
的算式，都抛弃了较为复杂的形式，仅以简洁而明了的算式形式呈现，整课的重点放在
有理数加、减的算理明晰中，同时在学习有理数混合运算的教学环节，更是让学生明晰
“省略加号中的运算算理”，通过比较分析，突出了基本算理作为提升运算能力的重要内
容。

另外，文［１］还对《课标》中“寻求合理简洁的运算途径”，作了明晰的解读：这里的
“合理简洁的运算途径”更多的是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所选择的“恰当运算方式”是指
精确计算还是估算，借助工具计算还是手算等，而不是“简便算法”。本课例中，Ｓ教师
并没有在混合运算中去选择一些应用简便算法进行计算的混合运算，符合新课标理念。
２． 关于计算课学习方式的思考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计算课教学中，教师往往采用先例题讲解，然后呈现大量的练习

让学生模仿训练。虽然这种方式有一定效果，但绝不是较好的学习方式。在文［１］中强
调，对于学生学习过程，《标准》指出：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
流等都是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学生应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验、猜测、计
算、推理、验证等活动过程。即使是作为一个以学习“间接性经验”为主动学习活动，学
生的数学学习方式也不能以“接受”、“模仿”、“记忆”、“练习”等被动方式为主，而应当
以观察、独立思考、合作交流、猜想验证、反思质疑等主动方式为主。在本课例中，Ｓ教师
针对七年级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心理特征，采用让学生积极思考和同伴交流等主动学习
方式，在第一环节回顾复习中，由学生思考后再同伴互帮互查，再互相说说算理，把学习
主动权完全交给学生，教师只是在学生如何投入学习提供帮助，教学效果非常明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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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四三个新授内容的教学环节上，Ｓ教师不是采用先讲例题再让学生练习巩固的
传统计算课教学方式，而是让学生对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自主尝试，并给充分的时间与
空间让学生交流尝试后的体会，特别是对于省略加号形式的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Ｓ教
师更是让学生去观察去猜想去反思质疑学习过程，有力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

　 　 三、结束语

很多教师普遍认为本节课是一节很平常的课，不值得研究。但Ｓ教师并没有这么
认为，而是在充分理解课标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让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中。教学的根本就是要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去自
主尝试，平常的课中我们更要提供多样的教学方式。同时，学生运算能力的提升并不是
靠量与繁来进行的，而是要在弄清算理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本节课中，Ｓ教
师所呈现的算式显然都简洁明了，但在教学中Ｓ教师充分让学生感悟算式背后的算理，
数学思想方法，充分提升学生的真正运算能力。一节平常的课上出了不平常的“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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