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九 总复习

（一）单元教学目标

1．通过总复习，让学生全面巩固掌握已学过的知识，弥补新课学习时知识

掌握的某些缺陷，完成本册的教学目标。

2．沟通所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重点沟通 100以内数的认识与 100以内

数的加减法的联系；沟通不进位加法、不退位减法与进位加法、退位减法的联系；

沟通100以内数的认识与认识人民币的联系，使本册内容更加系统化。

3．在复习过程中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让学生养成对知识及时进行整

理、概括和总结的良好习惯。

4．在复习中帮助学生获得成功体验，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良好的情感

态度。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期末复习是小学数学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数学知识的掌

握和数学能力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教科书从总复习的性质和特点

出发，以本册教科书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关系为主干，构建了本册的复

习内容。

教材从“100以内数的认识与加减法”“认识钟表、人民币”“位置、认识图形”

“分类与整理”4个方面对知识进行梳理与复习。

100以内数的认识与加减法是本册最主要的学习内容。其中 100以内数的

认识既是学习100以内数加减法的认知基础，又是认识多位数的基础知识。教材

采用看图写数、填空、比大小等方式对数位名称、数位顺序、计数单位、进率等内

容进行了回顾和整理，在强化数位概念的基础上对数的组成、数的读法与写法、

数的排列顺序、数的大小比较方法等知识进行了全面复习。100以内数的加减计

算是本册最主要的内容，其中反映的一些数量关系和计算规律，是学生学习乘除

法和多位数计算的认知基础。教材从口算和竖式计算两个方面展开复习，就是

139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强调这两种计算方法在100以内数加减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通过第4题的复习

把口算范围界定在两位数加减整十数或一位数的范围内，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

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则用竖式计算。计算的复习不是简单地做题，而是要把重

点落在对计算方法的掌握和应用上，所以教材通过“计算时要注意些什么”的提

问加深学生对计算方法的理解，以提高学生对计算方法的掌握水平。教材还通

过把100以内数的认识与加减法编排到一起的方式沟通100以内数的认识与加

减法的联系，有利于学生对照计数单位来理解“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相加减”的

道理，同时数的组成也对加减法的学习有促进作用。这样沟通知识之间的联系，

能有效地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水平。

认识钟表、人民币都是数与代数中常见的量的学习内容，教材把这两部分内

容安排到一起复习。认识钟表主要从认识整时、几时半和大约几时三个方面展

开复习，在复习这些内容之前，学生要先认识钟面，时针和分针。所以教材用钟

面的形式出示复习题，就是让学生在直观地认识钟面的基础上，再认识整时、几

时半和大约几时。其中整时、几时半都是表示准确的时间，所以教材把它们安排

在一道复习题里，而大约几时是估计的时间，学生掌握起来相对比较困难，所以

专门安排一道题来复习。认识人民币主要从人民币单位和人民币的兑换两个方

面展开复习，和计数单位一样，人民币单位也是认识人民币的重要基础，只有理

解了人民币单位的作用，才能正确地进行人民币的兑换。当然兑换时还要涉及

人民币的进率，通过换算能提高学生对人民币进率的掌握水平。

位置、认识图形都是图形与几何的学习内容。位置选用学生熟悉的电视遥

控板作为复习素材，有利于学生积极地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复习前、后、左、右

的相关知识。认识图形是把数图形与认识图形结合起来，学生在数长方形等图

形时，首先要利用自己掌握的长方形特征去辨认哪些是长方形，从而加深了学生

对图形特征的认识。

分类与整理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物的数量进行分类和整理，这样有利

于学生对不同的分类标准会导致不同分类结果的理解。这里的“有盖、无盖”“有

把、无把”从两个角度不重复、不遗漏地涵盖了所有的水杯，通过对这些水杯的分

类，能提高学生对分类方法的掌握水平，为进一步学习统计奠定基础。

[单元教学重点] 100以内数的认识与加减法是本单元重点复习内容，不

仅这部分内容是本册教材主要的学习内容，而且是进一步学习数学的基础。要

重视对数位和加减法的计算方法的复习，可以联系20以内数的认识与加减法来

复习100以内数的认识与加减法，让学生理解这两部分知识的联系与区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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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位和计算方法的重要作用，通过复习让学生牢固地掌握好这些知识，为进一步

学习万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奠定基础。

[单元教学难点] 单元教学难点是通过对比沟通知识的联系，帮助学生

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水平。复习时要把有联系的知识

安排到一起复习，并且通过对比的方式引导学生找出这些知识的相同点和不同

点，从而形成整体认知结构。

（三）单元教学建议

1．抓知识结构主干，突出知识重点。

复习时不要平均使用力量，而要抓住全册知识结构的主干，突出知识重点，

以重点内容和核心概念为复习主线，用它来联结、带动其他知识的复习。例如

100以内数的认识就要抓住计数单位、数位等核心概念，用它来带动数位名称、数

的读写法、数位顺序和数的大小比较等知识的复习。在100以内数的加减法计算

中主要抓住口算和笔算方法的复习，从计算方法上解决学生算得准、算得快等一

系列问题。

2．正确处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按照“整体——部分——整体”的教学思路组织复习内容，使全册内容形成

系统的、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这一教学策略在本册教科书复习中的具体体现是：

（1）整体回顾全册知识内容。在复习的第1课时用一定时间组织学生简单地

回顾全册知识内容。通过学生个体回忆、小组讨论和全班交流等方式，让学生围

绕“这一学期我们学习了哪些知识”进行回忆整理，在学生回忆整理的基础上教

师进行适当的归纳概括，让学生初步形成对全册知识结构的整体印象。

（2）把整体分解为部分，让学生从整体与部分联系的基础上提高对各部分知

识的掌握水平。学生对全册书的知识能有一个整体印象，复习中一定要注意把

全册书的内容按知识的联系划分为 100以内数的认识，100以内数的加减法，认

识钟表、认识人民币，位置、认识图形，分类与整理这 5个方面来展开系统的复

习。复习时又要抓住每部分的重点内容，让学生在复习的过程中理解整体与部

分的关系。

（3）把部分综合成整体，系统概括出全册知识的结构。在复习过程中，还要

注意全面沟通知识的内在联系，使所学知识内容系统化。因此，在全面复习各部

分内容的基础上，可以专门安排一个教学环节去沟通知识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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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复习中不能只抓知识技能的目标，还要注重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的教学目标，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温故而知新。

3．每复习一部分知识，都要对这部分内容作一个小结。比如复习了计算的

内容以后，要引导学生小结100以内数的加减法的计算方法。用这样的总结来提

高复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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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复习建议 6课时完成。第 1课时复习 100以内数的认识第 1，2，3题，完成

练习十九第1，2，3，5题；第2课时复习100以内数的加减法第4，5题，完成练习十

九第 4，6题；第 3课时完成练习十九第 7，8，9题；第 4课时复习认识钟表、人民币

第 6~9题，完成练习十九第 10，11，12题；第 5课时复习位置、认识图形第 10，11
题，完成练习十九第13，14题；第6课时完成分类与整理第12题，完成练习十九第

15，16题。

组织学生对本册学习内容进行回忆

和整理。重点关注“学习了哪些数学知

识”“哪些知识与哪些知识有联系”“根据

知识的联系可以把本册知识分成几个大

块来复习”等问题，通过这样的讨论让学

生对复习内容心中有数，在教师的指导

下有计划地开展复习。

★第 1题看图写数，通过算珠图重

点强调“个位、十位、百位上的每一颗算

珠分别表示多少”，即同一颗算珠在不同

的数位上表示不同的大小，以此来强调

数位在计数中的重要作用。结合练习让

学生理解十位上的 4颗算珠表示 40,百
位上的1颗算珠表示100的道理。

★第 2题以第 1题为基础复习数的

组成，复习时先让学生说一说每一位上

的数表示多少，比如 73的十位上的 7表
示 7 个十，个位上的 3 表示 3 个一，再

填空。

★第3题要先回忆比较两个两位数

大小的方法是“十位上数大的那个数比

较大；十位上的数相同，个位上数大的那个数比较大”，再让学生应用方法，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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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第 4 题时要注意这样几个

问题。

（1）本册口算内容主要是整十数加

减整十数，两位数加减一位数和整十数

加减两位数。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进位

加法和退位减法要求用竖式计算。

（2）教学时一是要回忆口算方法，知

道要把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加减；二是

要强调一位数加一位数的计算很重要，

它的熟练程度直接影响到口算的效果；

三是口算时不但要关注计算的准确性，

还要关注口算的速度，因为生活中的口

算就是要求又对又快，因此要鼓励学生

算得越快越好。

★第5题先指导学生分析为什么这

些题要求用竖式计算，让学生理解凡是

比较复杂的、口算有困难的题要选择用

竖式计算；然后再回顾笔算方法，在学生

独立完成后要求学生说一说计算时要注

意些什么。

★第6题指导学生先指出钟面上的

时针、分针，然后观察时针和分针分别在

什么地方，再判断是几时。

★教学第7题时首先要求学生比较第7题与第6题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里要用“大约”

两个字，让学生意识到第7题是对时间的估计以后，再让学生填空。

★第9题是元、角、分的换算问题。由于学生在这个阶段学习了100以内数的加减法，因

此换算难度有所提高，出现了“3元2角=（ ）角”这样的换算题目。教学中要指导学生这

样想“3元=30角，30角+2角=32角，所以3元2角=32角”，也就是让学生意识到这里的知识是

人民币换算与加减法知识的综合，指导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来完成换算。

144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 教学第10题要注意两个问题。

（1）要给学生讲清楚遥控板的摆放

与方向词有关，像图上这样竖直摆放，

就要用上、下、左、右来描述各个按键的

相对位置；如果是水平摆放，就要用前、

后、左、右来描述各个按键的相对位

置。这样经过对比分析，让学生能用上

下、前后、左右对物体的相对位置进行

正确的描述。

（2）由于书上的遥控板比较小，教

学时可以用多媒体课件或视频展台把

图片放大，有利于学生观察。

★第11题要注意两个问题。

（1）该题不是简单的数数，在数长

方形前，首先要问学生图中哪些是长方

形、正方形、三角形、圆，你是怎样区分

这些图形的。通过这些提问加深学生

对图形特征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再数各

种图形各有多少个。

（2）还可以让学生像题中那样用学

习的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形来画

画，看谁用图形组合的图画最漂亮，最有

创意。然后再数这幅图中各种图形各有

多少个。

★第12题可以找一些这样的杯子作教具和学具，引导学生思考可以怎样将这些杯子分

类，使学生意识到可以按有盖和无盖来分，也可以按有把和无把来分，确定分类标准以后，再

按标准分类。分类后让学生观察两个记录表，想一想同样是这些茶杯，分类的结果为什么不

同呢。让学生体会分类标准在分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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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九第 1题左边的题要引导

学生先找一找每列数的排列规律，然后

再按规律填数。右边的题是对 94连续

分解。用这种分解形式，强化学生对100
以内数的组成的理解。解答时，要把该

题分解为50和哪个数能组成94，30和哪

个数能组成50，20和哪个数能组成44来
解答。

★第 2题首先要关注题中是连续小

括号，其用意是要求把上面的数从小到

大排列。因此学生要先对数进行大小比

较，首先一位数比两位数小，然后比十位

上的数，如果十位上相同，再比个位上的

数。经过这样 3个方面的比较，就能把

这些数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第 3题既涉及学生对“多一些”

“少得多”的理解，还涉及可能性方面的

知识。学生要从“宁宁可能有多少元”

中，理解宁宁可能有 28元，但不一定就

是 28元，还有 26元、27元、29元这些可

能，明明的钱也是如此。通过这样的理

解，让学生知道“多一些”和“少一些”只

能估计到一个范围中的数，为今后进一

步学习估算做准备。

★第4题要求学生口算，还要用最短时间算出结果，也就是要有速度方面的要求。

除了第4题的练习外，教学中还可以根据本班的实际情况，加强口算方面的练习，比如

用口算卡片进行视算、听算等，通过不同方式提高学生的口算水平。但参与口算的数不宜过

大，要限制在本册口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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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题要求学生选择用竖式计

算。灵活选择计算方法是计算能力的

一个重要体现，因此教学时要关注“为

什么要选择竖式计算”这个问题。学生

独立完成后，选几道题要求学生说一说

计算过程，还要选一些错误的计算来分

析，提高学生的计算水平。

★第7题一般情况下是算出的结果

再和另一个数比大小，但有些题要灵活

处理，比如 27+16与 63比较，可以这样

想，把 27放大为 30，16放大为 20，两个

数的和才是 50，都比 63小，所以 27+16
肯定比63小。也就是说，既要学生掌握

解答这类题的一般方法，还要注意解题

的灵活性。

从第 8题到第 11题都是看图列式

计算。这类题根据所给出的情境列式计

算并口答。

★第 8题要抓住“卖出电视机与运

来电视机的台数”的这个关系，引导学生

列出算式，并按计算方法正确地算出

结果。

★第9题与第8题相似，不同的是数据是用表格呈现的，而且呈现的数据比较多，学生可

以从多个方面来提不同的数学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147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第 10题只提供情境，要求学生自

己提出数学问题，有一定难度。教学中

可以让学生随意地提，也可以附加一些

条件让学生提问题。比如要求学生提

“用加法计算的问题”或者“用减法计算

的问题”，这样难度更大一些。不管是什

么样的提问，都要把问题控制在本册书

能计算的范围内。

★第11题都是用78元买东西，因此

都要用到“78元-用去的钱=剩下的钱”

的数量关系。不同的是“用去的钱”在变

化，因此学生可以在列式计算的过程中，

体会用去的钱越多，剩下的钱越少。

★第12题学生首先要观察“样子”，

通过对“样子”的观察，发现要先看钟面

写出时间，再用一般计时的方式把这个

时间写出来。

★完成第13题前，先要求学生指出

前、后、左、右几个相对位置，然后再按题

中的要求画出小朋友行走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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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题先让学生找一找题中哪

些是正方形、哪些是长方形，要特别注

意右图中两个小长方形组成了一个大

长方形。然后说一说你是怎样知道

左的。

★第 15题是分类。先要求学生关

注“按颜色分”和“按形状分”的不同分

类标准，再关注有几种颜色和几种形

状，然后再按要求分类。分类后可要求

学生谈体会。

★第 16题安排的是分类游戏。通

过游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分类

方法。在扑克牌分类时，花色既可以按

单因素的标准分，如把黑桃、红桃、梅花

和方块分别放置到一起；又可以按双因

素的标准分，如把黑桃中有图案的放到

一起，黑桃中没图案的放到一起。该题

主要按单因素的标准分，如果学生有这

方面的能力，也可以尝试双因素的分类

标准，但这可不作要求。

★思考题只要过长方形两条对角线

相交的中心点的直线，就能平分这个长方形。这里只要求学生直观地分出完全一样的两部

分就可以了，不要作过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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