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总复习

第1课时 小数的乘除法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102页主题图、第1题,第104页练习二十七第1,

5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复习,梳理本册教材的主要内容;掌握小数乘、除法的计

算方法,进一步提高小数乘、除法的计算能力。

2.在系统复习的过程中,通过讨论与交流、反思与质疑,掌握复

习方法,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强学习的信心。

【教学重、难点】

小数乘除法的计算方法;除数是小数的除法。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实物展示平台。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梳理本册的主要内容,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

1.整理本册所学内容

教师:大家想一想,本册我们学习了哪些知识? 你打算怎样梳理

本学期学到的知识呢?
让学生先独立回忆片刻,再进行小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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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交流。
指名学生展示自己梳理的知识内容,并说一说自己为什么这样

梳理。接着教师出示本册知识网络图,引导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

回忆。
教师:你主要采用什么方法学到这些知识的? 你觉得自己在学

习过程中表现如何? 有什么成功的做法,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2.点明课题

教师:祝贺同学们已经基本掌握了本册的教学内容,但在某些知

识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从今天开始,我们分板块对本册内容进行

复习,希望同学们能有所提高。这节课我们复习第1个板块“小数的

乘除法”。(板书课题)
[点评:让学生先梳理本册所学内容,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同

化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去;再指明本节课复习的重点内容是小数乘、
除法。这样的设计体现了从整体入手,再深入到部分进行各个击破,
能提高学习效率。]

二、指导复习

1.独立计算并思考计算方法

  请学生独立完成教科书第102页第1题,计算完成后,想一想计

算方法。教师个别指导。(学生先完成在作业本上,再指定两名学生

板演)
请板演的学生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2.比较小数乘、除法与整数乘、除法在计算方法上的异同

提出问题:小数乘、除法与整数乘、除法在计算方法上有什么相

同点和不同点?
学生独立思考后,小组内交流自己的想法。
汇报交流后梳理:①小数乘法的计算,先按整数乘、除法的法则

进行计算,然后再确定积的小数点位置。②小数除法的计算,除数是

整数时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与整数除法相同,只是商的小数点要与

被除数的小数点对齐;除数是小数的除法时则要运用商不变性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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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数转为整数,再按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进行计算。
[点评:先让学生独立完成并思考计算方法,再组织学生汇报交

流,重点说清楚“怎样计算的”,接着比较小数乘、除法与整数乘、除法

在计算方法上的异同。这样能让学生从理性层面去理解小数乘、除
法的本质内涵,从而提高计算能力。]

三、指导练习

完成教科书第104页练习二十七第1题。
教师:请算得最快的同学说一说巧妙算法。
引导学生熟记“125×8=1000,25×4=100,50×2=100”等,再

处理小数点。
[点评:本环节引导学生对小数乘、除法规律性知识的复习,即25

×4、125×8等积的特殊性,让学生能更准确地掌握这些知识,并能

熟练地运用。]

四、独立作业

独立完成教科书第104页练习二十七第5题。完成后,让学生

说一说竖式计算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五、反思总结

教师:通过复习,有什么收获? 解决了什么问题?
(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 石言忠)

第2课时 小数乘、除法的积与商的近似值及四则混合运算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102~103页第2~4题,第104~105页练习二十七第

2,3,4,6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复习,在比较积与商取近似值方法的异同中深入理解求

近似值的方法;进一步掌握小数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和方法,熟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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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法和乘法的运算律、减法和除法的性质进行简便运算。

2.通过回忆、讨论与交流,将“数的运算”这一部分内容所学的

知识进行归纳、梳理,使之系统化、条理化。

【教学重、难点】

1.积与商近似值的取值方法;小数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与

方法。

2.应用运算律和性质进行简便计算。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实物展示平台。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教师:今天我们将复习小数乘除法中积与商的近似值及四则混

合运算。(板书课题)

二、指导复习

1.复习积与商的近似值

  学生独立完成教科书第102页第2题。(先完成在本子上,再指

名学生板演)
教师:说一说求积与商的近似值方法的异同。
小结:(1)相同点:都是先算出积或商,再取近似值。
(2)不同点:求积的近似值是先算出完整的积后,再根据要求取

近似值;而求商的近似值则不一定算出完整的商,可以先除到比需要

保留的小数位多一位,再按要求取值。
[点评:将求积与商的近似值融合在一起进行梳理与反思,找出

它们的相同点即都是先计算积或商,再根据实际情况或具体要求求

出近似值。让学生深刻理解积与商的近似值都是先有“积或商”再有

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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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习小数四则混合运算

出示教科书第103页第4题。
教师:请说一说这两道算式的运算顺序。
学生在作业本上独立完成,再指名板演,集体订正。
教师:小数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是怎样的呢?
学生讨论后回答。
小结:①没有括号的算式。只含有加、减法或乘、除法的算式,一

般从左往右依次计算;既含有加、减法,又含有乘、除法,应先算乘除,
再算加减。②有括号的算式。应先算小括号里的,再算中括号里的,
最后算括号外的。

教师:小数四则混合运算顺序与整数四则混合运算顺序相同吗?
为什么?

学生讨论后回答。
小结:小数四则混合运算顺序与整数四则混合运算顺序是相同

的。因为四则混合运算顺序是研究运算的顺序,与数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任何数都适合于这些运算顺序。

3.复习简便计算

教师:想一想我们已经学过了哪些运算律和性质?
指名回答,进行全班交流。
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整理并板书如下:
加法交换律:a+b=b+a
加法结合律:(a+b)+c=a+(b+c)
乘法交换律:a×b=b×a
乘法结合律:(a×b)×c=a×(b×c)
乘法分配律:(a+b)×c=a×c+b×c
减法性质:a-b-c=a-(b+c)
教师:连除还可以怎么简算? [a÷b÷c=a÷(b×c)]
引导学生完成教科书第103页第3题,指名板演,并让学生先说

一说运用的运算律和性质。

 0.125×500×0.2       32.2×4+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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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500×0.2) =(32.2+17.8)×4
=0.125×100 =50×4
=12.5 =200
(这是运用乘法结合律) (这是运用乘法分配律)

 18.75-0.43-4.57  10.1×87
=18.75-(0.43+4.57) =10×87+0.1×87
=18.75-5 =870+8.7
=13.75 =878.7
(这是根据减法性质进行简算) (把10.1看成“10+0.1”,

再根据乘法分配律进行简算)
教师:我们在进行简便计算时需要注意什么?
小结:运用加法、乘法的运算律,可以使计算简便,做题时:一要

观察数据特征;二要想运算律或性质的特征;三要根据运算律或性质

进行简算。
[点评:通过复习,重点引导学生形成结构化的知识体系。首先

让学生再次明白小数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进而深刻体会运算顺序

是研究运算的规律,与实际的数没有关系,因此,混合运算的顺序适

用于任何数的运算;其次让学生更熟练地掌握简便运算的知识,深入

理解计算时要先观察数据,再运用运算律或性质进行简算。]

三、指导练习

1.完成教科书第104页练习二十七第2题

  重点讨论第(2)(3)小题。
(1)反馈第(2)小题:
教师在巡视时发现第(2)小题有诸多的不同答案,收集后并展

示,请不同答案的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
预设1:最小的两位小数是1.29,最大的两位小数是1.30。
预设2:最小的两位小数是1.30,最大的两位小数是1.34。
预设3:最小的两位小数是1.25,最大的两位小数是1.29。
预设4:最小的两位小数是1.26,最大的两位小数是1.31。
预设5:最小的两位小数是1.25,最大的两位小数是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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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讨论达成共识:一个两位小数保留一位小数后是1.3,这样

的两位小数应该在1.25~1.29,1.31~1.34之间,但题目要求取最

小值和最大值,所以最小值应该是1.25,最大值应该是1.34。
教师:观察一下,解答这类题有没有更巧妙的方法? (求最大值

时就在这个近似值末尾添上“4”,求最小值时将这个近似值的末位减

“1”后再在其后面添上“5”)
即时练习:如果一个三位小数保留两位小数后是2.35,这个小数

最小是(  ),最大是(  )。
(2)反馈第(3)小题:7.40606…是混循环小数(循环节是“06”,不

是从小数部分第一位就开始循环的),也可以写作7.406
  
,保留两位小

数约是7.41。
教师:我们怎样求一个循环小数的近似值? (如果是简写的循环

小数,要先把简写的循环小数改写成省略号的形式,让循环节多重复

几次,确保小数位数比需要保留的位数多一位,再根据“四舍五入”法
取近似值)

2.完成教科书第104页练习二十七第4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再小组交流。
预设1:小狐狸和小鹿说得对;小狗和小猪说错了。3.7676是有

限小数,它貌似循环小数。
预设2:小猪说任何数乘1个小数都会变小,这种说法不完全正

确。一个数(0除外)乘比1大的小数,积会变大,乘比1小的小数,积
会变小。

小结:判断结论是否成立时尽量举反例,只要能举出1个反例就

说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3.完成教科书第105页练习二十七第6题

提醒学生做题时,养成“一看”“二想”“三动笔”“四检验”的习惯。
(1)一看:即观察数据特征。
(2)二想:即想先算什么,再算什么,最后算什么,能否用简便方

法计算。
(3)三动笔:即是确定了运算的方法和顺序后,才动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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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检验:即计算完毕后,检验时采用还原的思路,也可以逐步

再复查一遍。
[点评:本环节引导学生对小数乘、除法中积与商的近似值、运算

律等规律性知识的复习,即是对一个近似值的准确数可能值的问题、
小数除法计算中商与被除数大小的关系、根据算式中数据特征和算

式结构灵活选择计算方法的问题等知识的复习,让学生在练习中更

加熟练地掌握小数乘、除法的相关知识,提高计算能力。]

四、独立作业

独立完成教科书第104页练习二十七第3题。汇报时说清楚自

己的思考策略与解题思路。

五、反思总结

教师:通过复习弄清了什么问题? 有什么收获?
(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 石言忠)

第3课时 图形的变换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103页第5题,第105~107页练习二十七第10,14,

15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复习进一步掌握图形的平移和旋转的方法,会辨别轴对

称图形,会画出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与根据轴对称图形的特征完善

图形。

2.通过移一移、画一画等活动,加深对图形平移、旋转、轴对称

的理解。

3.在观察、分析、操作、欣赏及抽象概括等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到

生活中处处有平移和旋转,激发对图形与几何这部分知识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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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

1.理解图形平移、旋转的意义和要素,掌握绘制平移和旋转图

形的方法,会判断轴对称图形、画轴对称图形的对称轴和根据轴对称

图形的特征完善图形。

2.平移、旋转位置的确定。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实物展示平台。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教师:今天我们复习“图形的变换”,这部分内容你觉得掌握得好

吗? 在哪方面你还有问题? 你认为这部分内容的重、难点是什么?

二、指导复习

1.完成教科书第103页第5题

  学生独立完成,然后与同桌交流自己的想法。
全班交流汇报。重点说清楚图形①要经过怎样的变换才能得到

图形③和图形④。
预设:图形①沿着点O 顺时针方向旋转90°,再向右平移4格,得

到图形③。图形①沿着点O 逆时针方向旋转90°,再向右平移7格得

到图形④。

2.平移和旋转的特征

教师:谁能说一说图形的平移与旋转有什么特征?
预设1:图形的平移不改变图形的大小和形状,图形上的每个点

都沿同一个方向移动了相同的距离。关键是找到观察点和对应点。
预设2:图形的旋转也不改变图形的大小与形状,旋转点、方向、

角度是图形旋转的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关键是找准观察边和对

应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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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复习中让学生用语言表述清楚图形平移和旋转的路径,
对学生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同时引导学生对“平移与旋转各有什

么特征”进行讨论,让学生更准确地理解图形平移和旋转的要素与关

键点,掌握绘制的方法。]

三、指导练习

1.完成教科书第105页练习二十七第10题

  先独立思考,再与同桌交流,说清楚如何将图形①通过平移和旋

转得到图形②和③的位置。
学生汇报:
学生1:图形①绕点O 顺时针旋转90°,再向右平移6格得到图

形②。
学生2:图形①绕点O 顺时针(逆时针)旋转180°,再向右平移17

格得图形③。
教师:还有不同的平移和旋转吗? (让学生大胆尝试、集体评定)

2.完成教科书第107页练习二十七第14~15题

教师:大家还记得轴对称图形吗? 它有什么特征?
学生:轴对称图形沿着一条直线对折后,两部分能完全重合,折

痕所在的直线叫作它的对称轴。
教师:一个轴对称图形是不是只有1条对称轴? 你学过的哪些

图形是轴对称图形? 各有几条对称轴?
学生:一个轴对称图形有的只有1条对称轴,有的不止1条。

如:长方形有2条;正方形有4条;正三角形3条;等腰三角形和等腰

梯形都只有1条;圆有无数条等。
独立完成第14题。学生独立完成后,提问:怎样画图形的对称

轴? (关键是找出能通过对折后使图形左右两边完全重合的直线)
独立完成第15题。学生独立完成后,提问:怎样画图形的另一

半,使它成为轴对称图形? (画图形的另一半,使它成为轴对称图形

的关键是找图形的对应点)
[点评:本环节重点引导学生在练习中巩固图形的平移与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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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对称图形的相关知识,关于图形的平移与旋转采用让学生表述的

方式进行,而轴对称图形的知识则让学生在操作中进行。在复习中

深入理解图形的变换仅是位置关系的变化,而图形的形状大小

没变。]

四、反思总结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复习你有什么新的收获? 和大家分享一下。
(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 石言忠)

第4课时 多边形面积的计算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103页第6题,第106页练习二十七第11~13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复习,进一步理解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等面积的计

算公式推导过程,能熟练运用公式进行有关的面积计算和解决实际

问题。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增加学好数学

的自信心。

【教学重、难点】

1.掌握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等面积的计算公式,并运用公

式求图形面积。

2.关于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公式中“除以2”的理解。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实物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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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知识梳理

  教师:我们今天将一起复习多边形面积的计算。
教师: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学过哪些平面图形?
预设: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梯形,不规则图形、圆。
教师: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哪些? 如果计算大的面积,常用单位是

哪些?
学生:常用的面积单位有平方米(m2)、平方分米(dm2)、平方厘

米(cm2),大的面积单位有公顷(hm2)、平方千米(km2)。

二、指导复习

1.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和梯形面积公式推导过程

  学生回忆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和梯形面积是怎样推导的,然后出

示多媒体课件,学生边讲,教师边演示,最后归纳成下图。

提问:我们在推导这些面积公式时,运用了非常重要的数学思想

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转化思想,是为了将未知的转化为已

知的,从而解决问题)

2.指导学生完成教科书第103第6题

预设1:第2个图形求三角形的面积可能出现2种结果。

①S=ah÷2     ②S=ah
·262·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案选




=4×7÷2 =4×7
=14 =28
预设2:第3个图形求梯形的面积也可能出现2种结果。

①S=(a+b)h÷2 ②S=(a+b)h
=(2+5)×3÷2 =(2+5)×3
=10.5 =21
提问:让学生想一想,为什么会产生第②种解答? 为什么要“除

以2”?
小结:在求三角形、梯形的面积计算中,“除以2”很容易弄错,计

算时要特别注意。
引导学生想一想:你学会了哪些图形面积计算的知识? 与同桌

交流一下。
[点评:本环节引导学生回顾多边形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从中

理解数学思想———转化,在适时练习中通过2种方法的对比分析,再
次深入理解了三角形、梯形面积公式中“除以2”的意义。]

三、指导练习

1.完成教科书第106页练习二十七第12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然后同桌交流。
全班汇报。第(1)问:12×5÷2=30(m2);第(2)问:8.2×5

=41(m2)。
质疑:你是怎么想的? (要使梯形中三角形的面积最大,必须以

梯形较长的那条底作为三角形的底;要使梯形中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最大,必须以梯形较短的那条底作为平行四边形的底)
质疑:三角形、平行四边形与梯形有什么关系呢? (当梯形的上

底为0时就变成了三角形;当梯形的上底等于下底时就变成了平行

四边形)

2.完成教科书第106页练习二十七第13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同桌交流,最后全班汇报。
(1)平行四边形可能是由2个锐角三角形拼成的,也可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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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钝角三角形拼成的。即:

(2)每个三角形的面积都是:3.6×2.4÷2=4.32(cm2)
(钝角三角形的图形外的高,教师作图介绍,让学生了解就行了)

3.补充练习

组织学生讨论:下面梯形中的甲、乙两个三角形,哪个面积大一

些? 为什么?

启发学生从下面两个方面思考:
(1)等底等高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有什么关系? (相等)
(2)从等量替换考虑。
面积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减去同一个三角形,剩下的三角形的面

积相等,所以甲、乙两个三角形面积一样大。
[点评:3个练习题层次清晰,目标指向明确:第1个练习让学生

感受三角形、平行四边形与梯形的变化关系;第2个练习让学生感受

平行四边形与三角形的关系,巩固三角形面积公式推导过程;补充练

习让学生理解将梯形分成4个三角形后,两腰上的三角形面积总是

相等的。通过练习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了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

之间的关系。]

四、独立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106页练习二十七第11题。独立完成后,集体

订正。
(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 石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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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课时 可能性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103页第7题,第105~107页练习二十七第7~9题

和第16~17题,思考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复习进一步理解事件发生的不确定现象和不确定事件

所有可能的结果。

2.在复习中引导学生自主复习、主动思考,培养学习数学的

信心。

【教学重、难点】

找准不确定事件所有可能的结果。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实物展示平台。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教师:生活中有的事件是确定的,称之为确定事件;有些事件是

不确定的,称之为不确定事件或不确定现象。不确定现象就涉及可

能性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复习可能性。(板书课题)

二、指导复习

出示教科书第103页第7题。学生独立完成,然后同桌交流自

己的想法。
全班汇报交流。(有6种可能的结果:1和2,1和3,1和4,2和

3,2和4,3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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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怎样快速地判断出几种可能的结果? (先把所有的情况有

序地写出来,不能重复,然后再看有几种可能的结果)
[点评:放手让学生尝试练习,得出相应的结论后进行交流,并总

结出有序寻找的方法。这样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并提高了

学习效率。]

三、指导练习

1.完成教科书第107页练习二十七第16题

  (1)学生独立完成后,与同桌交流。
(2)全班交流。(她可能把沙包扔进1~9的任何一个格子里)

2.完成教科书第107页练习二十七第17题

(1)学生独立完成后,与同桌交流。
(2)全班交流。(从 A地经过B地到C地,有6条不同的路可

走)
质疑:你是怎样想的? (从A地到B地有两条不同的路,从B地

到C地有3条不同的路,所以从A地经过B地到C地有2×3=6条

不同的路可走)
[点评:在练习中感受随机事件所有可能的结果,并将感性的认

识提升到理性的计算上来。]

四、反思总结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复习你有什么新的收获? 和大家分享一下。

五、独立练习

完成教科书第105页练习二十七第7~9题和思考题。
关于思考题,引导学生找准突破口,即1个四位数乘9的积是四

位数,从而先确定四位数的最高位只能是1,即a=1;再确定四位数

的个位只能是9,即s=9;最后依次推出b=0,c=8。
(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 石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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