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七 负数的初步认识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了解负数的意义，会读、写负数。

2. 会用负数表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量，体验数学的应用价值。

3. 在认识负数和应用负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二）单元内容分析

认识负数是小学阶段数范围的一次扩展。前面已经历了“20以内数的认

识→100以内数的认识→万以内数的认识→多位数的认识→小数的认识→分

数的认识”这样一个较长过程，这些都是在 0和正数范围内认识的，现在开始拓

宽到负数范围来认识数，不过要求是很低的，仅仅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了解

负数。

本单元教科书由4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及练习二十二组成。单元末编写了

一个数学文化。具体的教学内容可以分成两部分，负数的产生和意义，以及认识

具有相反意义的量及其简单应用。

［单元教学重点］ 感受负数产生的必要，理解负数的意义；会正确地读、

写负数，感受负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理解负数的意义。

［单元教学难点］ 理解负数的意义，并会对生活中的一些负数的实际意

义做出解释。

（三）单元教学建议

本单元教学，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概念，理解负数的意义，同时要

帮助学生理解生活中出现的负数，并对其实际意义做出解释。教学时应特别注

意以下几点。

118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1.借助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正确建构负数概念。

数学源于生活，抽象于生活。教学中，知识的建构要建立在学生比较熟悉的

生活场景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比如教科书在例 1、例 2的基础上给出了正数、负数的描述性定义，以及正

数、负数的读写方法。教科书未列举正分数、负分数，教师可出示正分数和负分

数，让学生判定它们是正数还是负数。

2. 灵活运用知识，加深对知识本质的理解。

我们不仅要注重数学知识的学习，还要注重知识的应用，并在实际的应用中

再次加深对数学知识本质的理解。比如在对负数的讨论中，对0的认识更进了一

步，它不再仅仅表示“没有”，而是与正数、负数一样是表示有的，如0℃不是没有

温度；海拔高度0m不是没有高度。0是一个非正、非负的中性数，它小于一切正

数，大于一切负数，是正负数的分界点。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教科书用向东走规定为正，相反方向即向西走就为负；减少记为负，增加就

记为正等素材巩固负数与正数的意义。由此归纳出：“正数和负数可用来表示相

反意义的量。”

3. 在变化和辩证中辨析和巩固知识。

教科书中把小朋友体重的平均值规定为0，那么就有大于平均体重的量和小

于平均体重的量。从这一点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某些数量是否具有相反意义不是

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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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数的初步认识”包括4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练习二十二。建议用2课

时教学。第 1课时教学例 1、例 2，完成第 88页课堂活动和练习二十二 1～4 题；

第2课时教学例3、例4，完成第90页课堂活动和练习二十二第5～8题。

★例 1用情境图呈现了一家人观

看天气预报的场景。教学中可分 3个

层次展开，一是负数的产生，二是负数

产生的必要性，三是负数的应用。

（1）负数的产生。教师可将情境图

的内容制成课件。让学生观看天气预

报，收集北方城市的天气预报，并记录

播音员说的话和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文

字、符号等；课堂上，学生交流各自收集

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怎样表

示气温。

（2）负数产生的必要性。让学生在

学习中去讨论，如哈尔滨的气温是零下

6℃，西安的气温是 6℃，你准备怎样去

表示？（学生可能用文字、符号）通过比

较，从而理解用“-”的优越性。

（3）负数的应用、巩固。借助教科

书中例1后面的3支温度计显示的数让

学生读一读、填一填，对所学知识进一

步认识和应用。

★例2结合地理知识进行安排。

（1）出示例 2的教学挂图或指导学

生观察教科书上的情境图，首先认识海

平面，然后讨论海平面以上的高度与海

平面以下的高度怎样标记。

（2）认识珠穆朗玛峰和吐鲁番盆地的高度。在学生认识了这两个高度之后，提问“海平

面的高度为0m，是不是没有高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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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充分讨论后认识到海平面

是有高度的，只不过规定记为0，在这以

上的高度记为正，以下的高度记为负。

（4）教科书上描述性地说明怎样的

数是正数、负数。教学中可以先让学生

从自己认识的角度来说明什么是正数

和负数。

（5）为了避免学生进入学习误区，

教师可补充分数和小数形式的例子，也

可让学生识别 35 ，- 35 分别是什么数，

让学生进一步认识正、负数。

★第88页课堂活动第1题，通过呈

现气温播报图，让学生读一读、议一议，

进一步认识负数的意义，了解负数在生

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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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是综合题，学生要正确地

收集信息和分析处理信息，并进行推

理。由“第 4题的题目是……”表明正

在进行第 4题的竞赛，说明前面只抢答

了3道题；由“答对一题得10分，答错一

题扣 10分”这一规则知道如何记分；然

后根据各班的竞赛得分做出答题情况

的正确判断。让学生用正、负数来表示

“答对一题得 10分，答错一题扣 10分”

是这道题的数学价值。经过分析，通

过得分：0，+20，-10判断一班没有抢

答到，二班抢答两题全正确，三班抢答

1题，但是答错了。

★例 3是让学生认识具有相反意

义的量的表示方法，可分以下步骤

进行。

（1）感知具有相反意义的量。让学

生回顾、反思例 1、例 2 中的气温、海

拔高度，它们都表明是以数 0为界，向

两个相反方向发展的量。即正数位

于 0的一端，负数则位于与正数相反的

另一端，它们具有相反的意义。

（2）认识具有相反意义的量。除了

温度、海拔高度以外，有些量没有习惯

性约定，但它们也具有相反意义。比如：从

同一地方出发，向东走200m记为+200m，那
么向西走200m记为-200m。

（3）让学生列举具有相反意义的量，如收入、支出；买进、卖出；存入、支取；上升、下降等。

（4）准确地表示具有相反意义的量。利用“试一试”，学生根据已知的事实进行约定，“正

数和负数可用来表示相反意义的量”。

★例4结合正负数在生活中的应用来安排。教科书采用文字叙述、对话、统计方式呈现

内容。

（1）先从意义方面认识，正数表示盈利，负数表示亏损。

（2）从数量方面认识，+6500元表示盈利6500元，-2700元表示亏损2700元。

（3）从整体上认识，半年中有3个月盈利，2个月亏损。

（4）从特殊数上认识：9月份的盈亏情况记为0，表示这个月没有盈利，但也不亏损。

（5）还有其他值得探究的问题，例如，这个商场半年来总体上是盈利还是亏损？盈利（或

亏损）多少？盈利最多是哪一个月，亏损最多是哪一个月？亏损和未盈利分别是哪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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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中第 1题是应用正负

数表示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第 2题可在学生自己读题分析

后，用合作交流的方式，把表中正负数

的意义表示出来。

★第 3题是一个综合题，要求分几

个层次来完成。

（1）求平均体重。

（2）根据平均体重比较个体体重

情况。

（3）根据约定用正负数表示个体的

体重。

（4）注意让学生明白用正负数表示

出来的体重数量不是学生的实际体重，

而是比平均体重重或轻的数量。本题

中涉及的个体的体重，本不具有相反意

义，但在一定条件下，选择一个约定，规

定某一个量为 0，就有可能存在大于 0
和小于 0的数，这样就构成了具有相反

意义的量。有了相反的意义，使用正负

数，才能简明准确地表示这些量的意义

和数量。

★练习二十二第1题是让学生把列举的数进行分类，根据正负数的特征把数放到相应

的集合中，完成这道题应注意特殊数0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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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题都是用正负数表示具

有相反意义的量。比如第 2题要遵循

把“长江水面高度记作 0”的约定，再根

据约定表示相关数量。

★第 3题是根据约定来说明正负

数的实际意义。如海拔高度 4000m
和-11034m的实际意义。

★第 5题根据调查，用零上或零下

温度的记法填空。

★第 6题是按约定的标准，表示具

有相反意义的量。

★第7题是负数在生活中的应用。

（1）首先要让学生理解“以每箱重

30kg为标准”的意思，就是假设每箱梨

都有30kg。
（2）再理解“+3”“-2”“+4”“-1”所

表示的意义，就是比 30kg 多或少的

数量。

（3）在解答第（1）题时，可以先算出

每箱梨实际重多少千克，再算出 4箱梨

共重 33+28+34+29=124（kg），再根据求

出的总重算出平均重124÷4=31（kg）。
（4）第（2）题把平均每箱重与标准重30kg比较，结果用+1表示，再引导学生理解这个数

的实际意义。

★第8题是一个社会调查类题目。这样的题目设计符合新课程改革的具体要求。学生

完成好了，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1）通过社会调查的实际过程来认识正负数的存在意义和应用价值。

（2）教师必要时应给学生设计出一些活动内容安排，提出细致的活动要求。

（3）要求学生提供相关记录材料，并要明确检查验收的项目及要求，活动结束后还可在

全班或组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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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最早使用负数的国

家”仍然采取连环画的形式呈现，根据

学生的年龄特点，加大了文字描述的

比重。

（1）文中介绍了负数的产生和

发展。

（2）通过阅读材料，学生了解了我

国是“最早使用负数的国家”，不仅拓展

了学生的知识面，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

爱国主义热情。

（3）文后的链接活动对课外阅读提

出指引，旨在促使学生在课后延伸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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