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八 分类与整理

（一）单元教学目标

1.通过具体的情境，能根据给定的标准或自己选定的标准，对事物或数据进

行分类，感受分类与分类标准的关系。

2.经历分类整理数据的过程，并能呈现分类整理的结果，积累分类整理的活

动经验，培养初步的统计意识。

3.在参与分类整理的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逐步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单元内容分析

分类是一种数学思想，也是认识客观事物、描述生活现象、解决实际问题的

一种方法。让学生学习分类与整理，一方面是让学生掌握一些最基本的分类的

方法，另一方面让学生体会分类与整理的价值，使学生逐步形成从统计的角度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本单元是在学生已经积累了认数、计算以及能把一些物体

简单分类的基础上编排的。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为学生进一步学习统计与概

率知识打好基础。

本单元共安排了3部分内容。一是把图形或数据进行分类，并体会分类标准

与分类结果的关系；二是在分类与整理数据的基础上，把整理的结果呈现出来；

三是综合与实践——分一分。

1．在分类与整理中，确定分类的标准是关键。教材通过分图片、分数字卡

片、把学生分组等活动，分别给出了不同的分类标准，引导学生去经历分类的过

程。在练习中安排的分类活动，在“分一分”的综合与实践活动中，都会出现不同

的分类标准。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体会分类的方法与策略，为后续学习统计分

类做好准备。

2．因为分类的标准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分类结果。但不管按什么标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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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都要全部分完，做到不遗漏。这是统计分类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教材在例题

或课堂活动中，不但给出不同的分类标准，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让学

生体验标准不同结果也不同的事实，感受分类结果与分类标准的关系。

3．教材在单元末安排了综合与实践活动：分一分。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

解决实际生活中鸡、鸭分栏喂养的问题。这个活动分为按种类分、按大小分、按

种类和大小分、交流收获4个活动。每个活动都有分类的标准和要求。学生在整

个活动中感受分类与整理的应用价值，发展学生的统计观念。

［单元教学重点］ 经历分类整理的过程，获得收集整理数据的经验。教

材按照创设问题情境、探索分类的方法、呈现分类的结果、体验分类标准不同分

类结果也不同的顺序来安排学生的学习活动，让学生经历分类整理的全过程，积

累分类整理数据的经验，培养学生的统计意识。

［单元教学难点］ 自己选定标准，对事物或数据进行分类。教材在选材

上，注重选取有明显不同特征的事物，这样利于学生选定分类标准，能有效地突

破难点。

（三）单元教学建议

1.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单元是学生第一次学习统计知识，在教学时，创设出恰当的情境，激发学

生的兴趣，使学生积极地投入到分类整理的统计活动中去。

2.提出问题，唤起学生探究的欲望。

学生有了积极参与的兴趣，建议教师还要引导探究的方向，提出适当的问题

供学生思考。例1提出“你能把这些图形分为两类吗”，例2提出“你打算怎样把

这些卡片分类”激起学生的探究欲望。

3.充分放手，给足学生自主探究的空间。

为保证每个学生都能经历分类整理的过程，教学时应给每位学生提供研究

的材料。如例1，每人一套图形卡片。例2，每人都有数字卡片等。要给出充足的

时间，让学生按自己的标准分类，教师可巡视指导。

4.注重反馈，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学生分类完毕后，安排学生汇报。注意对学生语言的指导。当学生遇到困

难时，教师应给予帮助，或点拨，或讲解，以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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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建议教学3课时。第1课时教学例1，完成课堂活动和练习十八的第

1，2题；第2课时教学例2，完成练习十八的第3，4题；第3课时教学例3，完成课堂

活动和练习十八的第5～6题。

★例1是给定分类的标准将图形分

类，让学生经历分类、整理的过程。教学

时把握以下几点：

（1）在分类活动中，保证每个学生都

有图形卡片。

（2）可以先提出一个分类的标准：

“按颜色分，把颜色相同的放在一起”，让

学生按这个标准分，并展示。

（3）接下来，让学生自己选定一个标

准，把图形再次分一分，并展示。

（4）可安排学生对两次分类的结果

进行比较，有什么想法。让学生体会标

准不同，分类的结果也不同。

（5）在分类的过程中，学生可能还有

既按颜色、又按形状分，分为 4类，也是

很好的。

（6）最后总结：通常在分类之前，根

据需要先确定分类的标准。

（7）要即时评价学生，多给学生鼓

励，促进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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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是借助卡片，让学生对数据

分类整理。教学时除了要关注例 1教学

应注意的事项外，还应关注以下几点：

（1）重点感悟：分类的标准不同，分

类的结果也不同。

（2）本例分类的标准也可以选择教

材所列之外的，例如，

①按个位上有0或没有0分。

②按大于某一个数分。如大于 8的
为一类，等于8和小于8的为一类。

★课堂活动是用人民币做素材来分

类，让学生巩固对分类整理数据的理解。

（1）每个小组的学生应要准备与课

堂活动同样多的纸币和硬币。

（2）要求学生先选定一个分类的标

准，再分类。分类的标准可以有：

①按硬币、纸币分，分为两类；

②按元、角分类，也分为两类；

③按面值分，分为3类……

（3）本活动也可选用其他学具。如，

选用带橡皮的铅笔和不带橡皮的铅笔，

并且这些铅笔的颜色不同，也能达到同

样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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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是以学生喜爱的体育活动为

素材，让学生对呈现的信息进行分类整

理，并用表格表达整理的结果。

（1）用表格表达整理的结果对学生

来说还是第一次，可给出示范，再让学

生填表。

（2）如果学生想不到分类的标准，

可以让学生看书，说一说书上是怎样分

类的。

（3）展示学生的记录表。

（4）“还可以怎样分”是本例的延

伸，不强求每个学生都达到这个要求。

可以按是否戴帽子分，也可以按是否扎

辫子分，还可以按是否穿裙子分等等。

★课堂活动是把学生本人所在的

小组的同学进行分类，这样选材更贴近

学生生活实际。分类的思路可以和例

题相同，也可以不同。但更要放手些，让

学生手、脑并用，自己填表格。通过交

流、展示自己的成果，使课堂活动与例题

教学成为有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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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八第 1题是给定分类的标

准，直接让学生分类。如果学生对某些

图形辨认有困难，教师应给予说明。

★第 2题没有给出分类的标准。目

的是让学生自己先选定分类的标准，再

分类。本题重在“说一说”，学生的表达

可能“不清楚”，教师应给予帮助。分类

的标准可以有：按会“飞”和不会“飞”的

分，或按身上有羽毛的和没有羽毛的分

……

★第3题是让学生自己选定分类标

准。教学时让学生观察画面，然后思考，

可以怎样分，重在交流。分类的标准可

以按大小分，也可以按颜色分，还可以按

奔跑和站立分等。

★第4题（1）分橡皮，可以让学生直

接在书上圈，把同类的圈在一起；也可以

把此题改为操作题，用两种颜色并且长

度不同的小棒代替橡皮，让学生动手操

作，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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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题（2）呈现的信息有些复杂，

让学生仔细观察，必要时，教师可给予

提示。分类的标准有：按科目分，或按

年级分，也可以既按年级又按科目分。

★第 5题，统计每种月饼各有多少

个，学生可能采取直接数的方法，这样

容易出现遗漏，从而造成统计结果的错

误。建议本题仿照例 3进行，先对 16个
月饼编号，然后按3类来分类整理，最后

合计每种月饼各有多少个。对于本题，

可先放手，学生遇到困难时，教师应给

予必要的帮助。

★第6题是2人合作的操作活动。

（1）在活动中，因为抽到哪张卡片

是随机的，所以本题渗透了随机思想，

让学生一张一张的抽，不能简单地把

1～8这8个数字按大小直接填入表内。

（2）活动顺序是，一人抽卡片，一人

填表。每次抽一张，将抽出的数填入表

后，再抽第2张，再填表，再抽……

（3）最少抽5张，就是最少抽5次（因

为每次抽 1张）。如果小于 5次，例如只

抽4次，可能会抽到 5 6 7 8 ，出现不需分类的情况，这样就达不到本题要求。

（4）本题要求做8张卡片，其实多于8张也是可以的。

（5）因为本题的活动性较强，建议本题作为例3的课堂活动，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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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分”是本册安排的第3个综合与实践活动，旨在让学生运用分类整理的

知识解决鸡、鸭分栏喂养的问题，积累分类与整理的经验，感受分类与整理的应

用价值，培养初步的统计意识。

活动之前，有条件的学校可安排学

生到农村养殖户或养殖园看一看，鸡、鸭

是怎样喂养的，为本活动的开展奠定

基础。

活动时，教师应先安排学生把 102
页的鸡、鸭图剪下来，为分类活动做好

准备。

为能激发学生参与分类活动的欲

望，最好是把本活动的大图呈现出来。

有条件的学校可用多媒体。提出问题：

“这些家禽怎样分类呢”学生会在问题的

引导下，积极地投入到分类的活动中去。

★按种类分。要求学生把剪下的

鸡、鸭图片进行分类，然后数一数各有多

少，再填表。不提倡直接数课本上的鸡、

鸭图，因为这样数容易混淆，从而数漏、

数重，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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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按大小分的活动，也要求学

生把剪下的鸡、鸭图片分类，然后统计

填表。

★同时按种类和大小分类稍复杂，

要求学生动脑筋，看仔细。可让学生画

4个圈，分别表示小鸡园、小鸭园、大鸡

园、大鸭园，把图片按要求分别放入圈

内，再分别数一数，填入表格。最后计

算，解决问题。

★交流收获是谈活动的感想，也是

分类整理的拓展应用。书上列举了生活

中分类的两个例子，旨在抛砖引玉，引导

学生进行联想。例如“超市里货架上的

货物分类摆放，这样方便顾客挑选”“衣

橱里夏装和冬装分类摆放，这样方便取

用”等。最后让学生说一说对这个问题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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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1．分类。

按照种类、等级或性质进行分组，可称为分类。它包括分类的标准、分类的

方法及分类的基本步骤等。分类应属于整理范畴。

（1）分类的几种解释。

①把整理对象按照种类、等级或性质分别归类。

②把无规律的事物按照不同的特点分类，使其更有规律。

③建立生物类别的分级系统，来推测生物间存在着一些自然规律。

（2）用法。

①图书馆的书是按科目分类的。

②一切生物均可按等级分类。

③按事物的性质划分类别。

2．数据整理。

数据整理是对调查、观察、实验等研究活动中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检验、归

类编码和数字编码的过程，它是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

（1）数据整理概述。

在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为了揭示一些隐含数据性质、趋势和模式，很多

商家开始探讨把传统的统计和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应用到大型数据库的可行性问

题，这些探讨最终发展成为基于统计分析技术的正规数据整理工具。

（2）数据整理的方法。

①归纳法: 可应用直方图、分组法、层别法及统计解析法。

②演绎法: 可应用要因分析图、散布图及相关回归分析。

③预防法: 通称管制图法。

（3）数据整理的步骤。

①原始数据的审核。②分类项目的确定。③施行归类整理。④列表。⑤

绘图。

（4）注意事项。

①现场收集整理的数据，以求整理真实且具有代表性。

②数据整理时，前、后条件要一致，这样所作的数据整理和比较才有意义。

③发生异常时要采取措施，一定要以整理后的数据为研究依据。

④使用经别人发表的次级数据应注意来源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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