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七、总复习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进一步巩固表内乘、除法、角的初步认识、测量长度等知识，加深对这些知

识的理解，提高这些知识的掌握水平。

2. 在整理复习中进一步提高表内乘、除法计算能力，发展初步的空间观念和

抽象概括能力。

3. 进一步学习运用表内乘、除法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培养解决问题

的能力。

4. 经历整理复习所学知识的过程，学习整理和复习的方法。

5. 初步感受整理复习的重要性，逐步养成自觉整理所学知识的意识和良好

学习习惯。

（二）单元内容分析

引导学生对所学数学知识进行系统地整理和复习，这是提高他们的数学知

识掌握水平、发展能力和掌握学习方法的重要途径。教科书从本册开始改变了

总复习内容的编排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全册知识的有序整理。教科书引导学生

在全面回忆的基础上对全册数学知识进行分类整理，将全学期学习过的知识概

括为表内乘法和除法、角的初步认识与观察物体和测量长度几个板块进行整理

与复习，并且各部分都通过一些提示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整理。用问题或习

题作提示引导学生整理，这是教科书编写上的一个特点，这样编排不仅更符合儿

童的年龄特征和学习水平，而且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中将整理和复习有机地结合

起来，促进两者的融合。整理开始，教科书安排了一幅学生互相提示、共同回忆

本学期所学数学知识内容的情境图，让学生在头脑里全面再现全册教科书知识

内容，以此从内容上为后面的分类整理作出必要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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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内乘法和除法。

表内乘法和表内除法是本册教科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乘法的初步认识、编乘

法口诀和用口诀求积、除法的初步认识、用乘法口诀求商、倍的认识和解决用表

内乘、除法计算的问题等内容。鉴于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识水平，教科书没有概

括出表内乘、除法的知识结构，而是按照教科书的逻辑顺序用问题和习题的形式

循序渐进地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和复习。

2. 角的初步认识。

在本册教科书中，角的内容比较少，只涉及角、锐角、直角和钝角的直观认识

及简单判断等内容。总复习中第9题已全面概括了这些内容，教科书用图形配合

问题，引导学生全面回忆和巩固有关角的内容。对于直角，教科书先让学生直观

判断图中有哪些角，并分别指出直角、锐角和钝角，这样安排有利于学生加深对

角的认识和判断方法的理解。

3. 观察物体。

结合总复习中第10题，从不同的方位观察物体并识别观察到的图像，培养学

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4. 测量长度。

测量长度部分的重点是认识米和厘米等长度单位，让学生在头脑里建立起

这些单位的实际长度观念。教科书采用教师提问题、学生小组集体回忆的方法

进行整理，整理的内容包括厘米、分米和米等长度单位名称，单位之间的进率，并

通过进率进一步沟通3个长度单位之间的联系等。其重点是厘米和米两个基本

的长度单位及厘米、分米、米之间的进率。有关用厘米和米作单位量长度的内

容，教科书在复习中没有写出来，留给教师引导学生复习长度单位时灵活处理。

5. 问题解决。

本册教科书的问题解决是全套教科书此类课题的一个起点，本单元的学习

重在帮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分析和理解问题，用合适的方式找出问题解决的办

法。同时体验问题解决的过程，初步形成问题解决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当然，这

些都是建立在综合运用本学期所学知识的基础上的。

[单元教学重点] 乘除法的意义、乘法口诀和用口诀求积、除法的初步认

识、用乘法口诀求商、倍的认识和解决用表内乘、除法计算的问题。复习中，注意

让学生理解乘、除法意义及倍的概念，并注意沟通三者之间的联系。

[单元教学难点] 综合运用表内乘、除法知识解决问题。教材结合具体

情境让学生理解乘、除法的意义，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运用相关知识解决问题，

形成问题解决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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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元教学建议

1. 全册知识内容的回忆与整理。

教学时可引导学生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进行整理，先由教师提出“本学

期学习了哪些数学知识”的问题，学生分组回忆、思考，在头脑里全面再现本期所

学习的数学知识，并在组内进行交流。教学时可引导学生先做大的分类，然后在

大类里面进一步细分，教师可结合学生的回忆和交流在屏幕上出示各部分知识

内容，然后将这些内容概括成如下知识结构（结构图只作引导学生概括之用，不

必要求学生掌握）。

整理时不必要求学生按上述知识结构的顺序表述，可让他们任意表述，然后

教师再引导学生适当概括整理，以加深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

2. 表内乘法和表内除法的整理与复习。

表内乘法和表内除法是本册教科书的主要内容，因此也是整理和复习的重

点。整理复习时注意突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进一步深入理解乘法和除法的

含义，乘法的重点是让学生进一步获得相同加数的加法用乘法计算比较简便的

感受，除法的重点是加深对“平均分”等概念的理解；二是乘法口诀的理解和记

忆，重点突出每一句乘法口诀所表示的意思、相邻两句乘法口诀之间的联系、所

有乘法口诀的熟记等内容；三是用乘法口诀求积和求商的计算。

3. 角的初步认识的整理与复习。

教学总复习第9题时，先复习角的概念，让学生对照图形说出一个角有一个顶

点和两条边的特征，然后说出第9题图中一共有几个角，其中哪些角是直角。对于

直角的判断，既可以让学生先直观地判断图中哪些角是直角，然后再说出判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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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是不是直角的方法，并用三角板上的直角实际比一比看判断得对不对；也可

以先让学生说一说判断一个角是不是直角的方法，然后用三角板上的直角比一比

看哪些角是直角。不论采用哪种方法判断，都要注意让学生用三角板上的直角实

际比一比，以此为学生提供判断的客观依据，并增强判断过程的实际感受。

4. 测量长度的整理与复习。

教学时，教师先提示学生回忆在本册教科书中学习了哪些长度单位，让学生

在头脑里全面再现厘米、分米和米等长度单位，然后让他们实际比划一下或指着

具体的实物说一说1cm、1dm和1m有多长，以此增强学生对1cm、1dm和1m等长

度的实际感受。整理复习时要注意突出长度单位之间的进率，复习进率时最好

对照米尺进行，加深学生对 1m=10dm，1dm=10cm和 1m=100cm的理解，特别是

1m=100cm，可能仍有部分学生理解起来会有一定的困难，复习时要关注学生对

其进率的理解。

复习时要注意引导学生用厘米和米作单位实际测量一些物体的长度，让他

们在测量中切实经历测量长度的过程，掌握其测量方法，并加深对厘米、分米和

米等长度单位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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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复习包括全册知识的整理和练习二十三中的习题。教学时可把整理和复

习有机地结合起来，按照教科书安排的顺序引导学生边整理边完成练习中的习

题。建议用3课时复习表内乘、除法及问题解决，以及与之配套的练习二十三第

1~9题；用 3课时复习角的初步认识、测量长度和观察物体，以及练习二十三第

10~12题。

★总复习的情境图是用提问的方式

帮助学生回忆本单元的学习内容，如：乘

法口诀、除法的意义、解决问题的简单方

法等。

★第1题通过用加法和乘法计算花

的朵数来整理和复习乘法的意义，让学

生进一步理解乘法与加法的联系，并在

此基础上全面巩固乘法算式的读法和各

部分的名称等内容。教学时先让学生观

察插图，然后让他们分别用加法和乘法

计算花的朵数，再引导学生对比分析加

法算式“ 6+6+6”和乘法算式“ 6×3”两者

之间的联系，让他们进一步感受“相同加

数的加法可以用乘法计算”，以此加深学

生对乘法意义的理解。

★第2题是乘法算式和除法算式的

读法和各部分的名称，只要学生对照算

式会读和能说出各部分名称即可。

★第3题主要是提示学生整理复习

全部乘法口诀，由于教科书已在表内乘

法教学中对乘法口诀作了有序的排列，

所以这里就没有再安排乘法口诀表，而是提示学生通过背诵口诀的方式去实现对口诀的整

理和复习。一定要让学生熟记乘法口诀，但不一定要求学生按照某种固定的顺序去背诵，允

许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记忆乘法口诀，也可让学生结合教科书乘法口诀表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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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主要是复习除法的意义，

特别是平均分的意义。练习时重点突出

“平均分”，计算后可让学生说一说怎样

分才是平均分。

★第 5题主要是复习根据乘法口诀

写乘法算式和除法算式，以此进一步强

化乘、除法之间的联系。然后结合算式

让学生说一说除法算式各部分的名称，

并读出除法算式。

★第6题和第5题可结合起来练习，

先让学生思考：一句乘法口诀可以写出

几个乘法算式和几个除法算式，是不是

所有的乘法口诀都可以写出两个乘法算

式和两个除法算式，哪些口诀只能写出

一个乘法算式和一个除法算式等问题，

再让学生根据乘法口诀“八九七十二”写

出两个乘法算式和两个除法算式，最后

说出只能写一个乘法算式和一个除法算

式的所有口诀，并说明其理由，以此加深

学生对这些特殊口诀的理解。

★第 7 题是一个有关倍的数学问

题，其内容包括倍的概念和用乘、除法解决实际生活中有关倍的问题，教科书安排了买鞋的

情境图，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去解决问题，并体会数学在生活中的价值。教学时注意联系乘

法的意义、倍的意义理解数量关系，同时注意题中三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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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题是一个有关平均分的数学

问题，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除法在生活

中的应用，学习用除法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

★第 9题主要是巩固角的初步认

识，包括角和直角的判断等。

★第10题是让学生从前、后、左、右

四个方位观察物体，并判断看到的物体

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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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测量长度的复习，教科书仍然

用对话框提示：学习了哪些长度单位，各

单位之间有什么样的换算关系等。

★练习二十三第 1题要求根据情境

图写出加法算式和乘法算式，进一步沟

通加法和乘法之间的联系。

★第 2题要重点突出乘法的意义。

第一个空，学生可能填“5×4”，也可能填

“4×5”，不管填哪一个乘法算式，都要注

意让学生联系连加算式说一说乘法算式

所表示的意义。第二个空学生填出“6+
6+6+6+6”后，可让他们说一说乘法算式

“6×5”表示的意义。

★第3题是有关概念的填空。

★第4题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一句乘

法口诀可以写出相应的乘法算式和除法

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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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题，数感较好的学生能直接

完成，其他学生可用尝试法解答。

★第 6题，先让学生按口诀给算式

分类，再按计算方法分类。分类后可引

导学生对两种分类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并思考为什么两种分类的结果不相同，

让学生进一步体会不同标准下分类方

法和结果的多样性，同时进一步感受

乘、除法之间的联系。

★第 7题主要检查学生口算能力，

由教师掌握时间，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计算结果填写统计表，并让他们根据

统计表进行自我评价，评价时应重点关

注计算的正确率，对计算速度不作过高

的要求。

★第 8题，先让学生仔细观察气球

图，数清楚3束气球各有多少个，然后启

发学生思考“怎样算”。当学生用乘加

的方法算出气球的个数以后，让他们说

一说自己的计算思路，再启发他们还可

以怎样算，由学生自己去发现乘减的计

算方法。用两种方法计算以后，可让学生将两种算法进行对比，一方面加深对两种算法的理

解，另一方面让学生切实感受解决问题方法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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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题，巩固学生基本的运算能

力，题目最后安排了几道乘加和乘减的

习题。

★第 10题主要是巩固长度单位厘

米、分米和米的认识，其内容包括厘米、

分米、米的互化，根据实际情况填写长度

单位以及长度的大小比较等。第（1）题，

先让学生搞清楚厘米和分米、分米和米

之间的进率。第（2）题提醒学生联系生

活经验仔细思考。

★第11题是角的判断。

★第 12题，主要让学生想象，在不

同方位观察物体，看到的图像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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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题一定要让每个学生认真

操作，再用三角板比一比，数一数。

★第 14题，通过操作，用三角板比

一比，发现两条虚线组成的 4个角都是

直角。

★第 15题用情境图提供了解决问

题的条件，让学生从图上去寻找有用的

信息解决问题，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先让

学生仔细观察图，并从图上去寻找解决

问题所需要的条件，再列式解答。解答

后可让学生说一说自己思考的过程和

所选解法的理由。

★第16题，借助情境图帮助学生理

解题意，综合运用乘法、除法知识解决

问题。

★思考题，可先由学生独立完成，

然后交流，交流时着重让学生说出自己

所写乘加算式的理由。如乘加算式 5×
3+3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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