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有余数的除法

第1课时 除法竖式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70页例1、例2,第71页课堂活动第1,2题,第73页练

习十四第1题。

【教学目标】

1.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认识除法竖式,理解除法竖式每一步的

实际含义。

2.学会规范地书写除法竖式,理解用竖式求商的过程。

3.培养计算能力和观察能力。

【教学重、难点】

1.规范地书写除法竖式,理解除法竖式每一步的实际意义。

2.理解除法竖式每一步的实际意义和商的位置。

【教学具准备】

课件、每位学生一张白纸、一支水彩笔。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教师:孩子们喜欢看《喜羊羊和灰太狼》吗? 听说咱们班的孩子

口算能力非常棒,喜羊羊想考考大家,愿意接受挑战吗?
课件出示口算题(练习十四第1题口算题再加上2道乘法口算

题),学生齐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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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5×9=   56÷7=  3×8=  32÷4=
48÷8= 27÷9= 45÷9= 36÷6= 72÷8=
[设计意图:创设接受喜羊羊挑战的情境,并用这一情境贯穿本

课的始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口算的练习,唤起学生对乘法

口诀的回忆,利用乘法口诀求商,沟通知识之间的联系,为后面除法

竖式的计算作好铺垫。]

二、教学新课

1.学习例1,初步认识除法竖式

  (1)观察主题图,收集信息,提出数学问题并列式解答

教师:恭喜大家顺利地通过喜羊羊的挑战,为了奖励大家,喜羊

羊为大家送来了一束美丽的鲜花。出示例1情境图,学生观察,说说

你知道了什么数学信息?
学生自由提问,教师出示关键问题:12枝花,平均插在3个花瓶

中,每个花瓶插几枝?
教师:谁会列式解答?
抽学生说算式,教师板书:12÷3=4(枝)。
教师:你是怎样算出等于4的呢? (用乘法口诀三四十二算。)
引导回忆除法算式各部分的名称。
(2)认识除法竖式。

①揭示课题:我们知道加法、减法、乘法都可以用竖式计算,那除

法也能用竖式计算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除法竖式这个新朋

友吧!

②初步感知除法竖式各部分的意义。
教师:哪些孩子以前见过除法竖式,你知道横式中的除号在竖式

中是怎样写的吗?
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得出除号就是像“厂”的符号。

教师:对,这个“  ”在除法竖式里就是除号,它和横式中的除号

不一样吧! (板书“  ”。)
教师:那横式中的被除数、除数、商在竖式中又应该写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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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一一追问被除数、除数、商的位置,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基

础回答,教师小结并板书。被除数12要写在除号的里面(板书:被除

数。);除数3写在除号的左边(板书:除数。);商4就写在除号的上

面,对着个位写。(板书:商。)
板书:   4……商

除数……31 2 ……被除数

教师:刚才我们对着横式写出了除法竖式的一部分,除法竖式很

神奇了,它不仅反映出了分的结果,还反映出了分的过程。下面我们

一起来看看是怎样分的吧! (播放课件,边放边解说。)把12枝花平

均分在3个花瓶里,每瓶分4枝,那一共分掉了多少枝花? 你是怎样

算出来的? (3×4=12枝。)我们的除法竖式可神奇了,这分掉的

12枝花在我们的除法竖式里也要表示出来呢,也就是用3乘4得到

12,这个12就对齐被除数的12写。继续看:那一共有12枝花,分掉

了12枝,结果怎样呢? (刚好分完,没有剩余。)在竖式里就是12-12
=0,表示没有剩余。(教师边说边完善竖式的板书。)

      4……商

除数……31 2 ……被除数

1 2……3和4的积

0……没有剩余

教师: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除法竖式,也是我们今天认识的新朋

友,它和我们以前学过的竖式不相同,它不仅反映出了分的结果,还
反映出了分的过程。

③整体感知除法竖式写的步骤。
教师:刚才通过我们全班一起合作,弄清楚了除法竖式各部分的

名称和意义,下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除法竖式书写的过程。
课件演示竖式写的过程,师生共同回忆、叙述先写什么,再写什

么。(先写一个除号,再写被除数12,然后再写除数3。)那要商几呢?
(背乘法口诀三四十二,所以商4,再用3×4验证一共分掉了多少,最
后算12-12=0。)

教师:下面想想整个竖式的书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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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再一起来读读这个除法竖式。
(3)写答语。
教师:刚才我们认识了除法竖式这个新朋友,下面来亲自试一

试、填一填两个竖式吧,打开教科书第70页“试一试”,看看谁能填对

这两个竖式。
反馈:你是怎样填的? 24是怎样得到的?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共同参与,回忆见过的除法竖式,并通过一

步一步地追问,共同得出除法竖式各部分的名称和每一步的实际意

义,借助课件演示,将除法竖式的写法和平均分的过程紧紧联系,帮
助学生理解除法竖式的书写步骤。]

2.学习例2,理解商的位置

教师:小朋友们都能正确地书写除法竖式了,下面美羊羊遇到了

一个问题,你们愿意去帮助它吗? [观察主题图,提出数学问题并列

式解答45÷5=9(只)。]
教师:那用竖式怎样算呢? 在作业本上算一算吧。
教师:谁来当小老师到黑板上边写边介绍自己是怎样写的?
全班一起来评价学生板演的竖式,再次巩固除法竖式各部分的

意义。
引导思考:9应该写在十位还是个位上? 为什么?
小结:说得非常好,这里的9表示9个一,而不是9个十,所以只

能对着个位写。(板书:商写在个位。)
教师:桃分清楚了,一起来答吧!
[设计意图:放手让学生独立书写竖式,黑板上板演引出商的位

置的两种矛盾,通过全班一起讨论、辨析,理解商的正确书写位置,完
善学生对书写除法竖式的认识。]

三、巩固练习

1.判断正误

  教师:刚才我们用除法竖式帮美羊羊解决了分桃的问题,慢羊

羊、懒羊羊、暖羊羊它们对除法竖式也很感兴趣,各自写了一个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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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式,请小朋友看看它们写对了吗?
慢羊羊     懒羊羊      暖羊羊

8
54 0      

5
63 0 
3 0
0

     

9
87 2 
7 2
0

(1)判断。
(2)改错。
请每个孩子选择一个有错的竖式改写在你的作业本上,全班

反馈。
[设计意图:用慢羊羊、懒羊羊、暖羊羊书写竖式的情境呈现出学

生中书写除法竖式可能会出现的几种错误,让学生找错因,加深学生

对除法竖式的理解,更好地让学生掌握除法竖式的正确书写。]

2.课堂活动第1题,看横式写竖式

(1)全班一起参加活动。
教师:小裁判大家当得不错,下面沸羊羊想和孩子们做一个游

戏,由沸羊羊出示一个除法横式,你们要快速地写出它的竖式朋友

来,拿出课前老师给大家准备的纸和水彩笔,比一比谁写的竖式又规

范又漂亮。(课件出示横式,学生写竖式。)
在黑板上展评两个学生写的竖式,主要从书写的规范和漂亮上

评价。抽学生说说在写除法竖式时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2)同桌活动。
教师:还想继续玩吗? 同桌再来玩玩吧,一学生说除法横式,一

学生写对应竖式,检查后再交换。

3.课堂活动第2题

教师:刚才小朋友们玩得很棒,喜羊羊有36颗糖请你帮忙分一

分,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有什么要求? 按几种方法分? 请你各用一个

竖式表示出一种分法吧!
独立列式解答,小组内交流,比一比谁写的竖式既正确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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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课小结

教师:今天我们和喜羊羊们一起学习了除法竖式,你都有哪些

收获?
教师小结:同学们今天的收获真多,认识了除法竖式这个新朋

友,知道了它和其他竖式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老师要祝贺大家。

五、拓展

教师:马上就要和喜羊羊们说再见了,最后喜羊羊还想把糖果重

新分一下,你能帮助它吗?
出示:把36颗糖,每袋分7颗,可以怎样分? 请你用竖式算一

算,开动小脑筋想一想、试一试,也可以和同桌讨论讨论。这是我们

下一节课要学习的新知识。
[设计意图:充分利用教材资源,将课堂活动第2题进行拓展,引

出有余数的除法及竖式的书写,诱发认知疑惑,将有余数除法的问题

抛给学生,让学生带着问题离开课堂。]
(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 李玲)

第2课时 有余数的除法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71~72页例3、例4,第74页练习十四第3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具体操作活动,感受余数产生的过程,理解有余数除法的

意义。

2.掌握有余数除法的横、竖式写法,并能够正确进行有余数的除

法的计算。

3.通过观察、理解余数比除数小的道理,初步培养学生观察、概
括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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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

1.感受余数产生的过程,理解有余数除法的意义。

2.竖式计算有余数的除法,理解余数比除数小的道理。

【教学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作业本、20个圆片。

【教学过程】

一、课前游戏

  教师:小朋友们,喜欢玩游戏吗? 平时都玩什么游戏呢? 有没有

现在就能玩的游戏? 和同桌两个小朋友一起玩玩石头、剪子、布的

游戏。

二、导入新课

教师:从刚才与大家的交流中,老师发现大家很喜欢玩游戏。现

在我们就接着来玩一个“分一分”的数学游戏。
[设计意图:课前玩游戏,既缓解了学生的紧张情绪,又吸引了学

生的注意力。在学生游戏的基础上教师开门见山地提出接下来玩的

是“分一分”的数学游戏,为后面的教学作了铺垫和指引。]

三、教学新课

1.教学例3,认识余数

  (1)每人分6个。
(课件出示)18个圆片,每人分6个,可以分给(  )人。
教师:请大家拿出圆片动手分分,找找答案。
教师:学生动手分,同时抽一名学生在黑板上分。
教师:全班交流18个圆片分完没有? 有剩余吗?
教师:学生完整叙述分圆片的过程。
教师:能用一个算式来表示我们刚才分圆片的过程和结果吗?

为什么要用除法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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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18个圆片,每人分6个,看可以分给几人,就是想18里面

有几个6,像这样进行平均分的问题,我们可以用除法来计算。
教师:刚才我们通过分一分,找到了18÷6的商。前面我们学过

除法的竖式计算,你能用竖式来计算18÷6吗? 完成在作业本上。
学生独立完成,抽一学生板演。
教师:大家看看,他的竖式对吗? 谁能说说竖式中各部分表示什

么意思?
学生回答。(略)
[设计意图:本环节是没有余数的除法,是对前面旧知识的复习。

通过分圆片,复习除法意义、竖式计算及说各部分表示意义,全面唤

醒学生对除法知识的已有经验,为接下来的有余数除法作了准备。]
(2)每人分7个。
教师:看来,你们前面的知识掌握得不错。同学们,分一分的游

戏好玩吗? 那我们再来玩一次吧。
教师:18个圆片,每人分7个,结果会怎样呢?
(3)学生动手分,抽一名学生在黑板上分。
全班交流:请把你分的结果告诉大家。
学生:可以分给2人,还剩4个。
教师:嗯,你很有想法。大家看,我们的要求是“每人分7个”,

(圈7,并数1份、2份。)剩下的有几个? (4个。)每人分7个,这4个

能算1份吗? (这4个圆片不足7个,已经不能算1份,只能剩余在

那里。)所以这次我们分得的结果是什么? (分了2份,还剩4个。)
(4)完整叙述结果。
(5)列算式。
教师:这一次分得的结果在算式中又该怎样表示呢,18÷7的结

果是什么?
学生:可以分给2人,还剩4个。
教师:我们就先写2人,再用6个小圆点表示剩余,“4个”就写在

6个小圆点的后面。
板书:18÷7=2(人)……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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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算式的意义。
教师:看着算式,我们完整地说说,18÷7表示:18个圆片,每人

分7个,可以分给2人,还剩4个。
(7)认识余数。
教师:我们知道在除法算式中,各部分都有自己的名字,它叫

……(复习被除数、除数、商。)那这个“4”叫什么名字? (余数。)我们

一起叫叫它的名字。
板书:18÷7=2(人)…… 4(个)。

︙
余数

(8)介绍读法:这个算式怎么读呢?18除以7等于2余4。
[设计意图:这是学生初识余数,通过把18个圆片,每7个分

1份,发现有剩余,而这剩余的部分不能算1份,而得出余数,再在算

式中认识余数,层层深入,让学生印象深刻。]
(9)试一试。

①19个圆片,每人分7个,可以分给几人? 还剩几个?
教师:同学们的操作能力可真强! 还想挑战吗? 请拿出19个圆

片,每人分7个,看看可以分给几人? 还剩几个? 请你先动手分一

分,然后用算式把分的过程和结果表示出来,写在作业本上。
学生独立完成,抽一名学生上台分。
全班交流:把你分的结果跟大家交流一下。
教师:同意吗? 那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算式。
学生读教师板书:19÷7=2(人)……5(个)。
教师:“5”叫什么名字? 余下的这5个能算1份吗? 为什么?
学生回答。(略)

②比较,并揭示课题。
教师:回忆一下,刚才我们玩的这3次分一分的游戏,有什么不

一样?
学生:第1次刚好分完,第2,3次有余数。
教师:你真会比较! 正如他所说,平时我们在对东西进行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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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有时是刚好分完,没有剩余;而有的时候不能刚好分完,余下

的部分已经不能算1份,出现了剩余。对应在我们的除法算式里,也
就是出现了“余数”。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新知识———有余数的除

法。(板书课题。)

③拿20个、21个、22个……分一分。
教师:这次我们要分多少个? 每人分几个?
学生:要分20个、21个、22个……但都是每人分7个。
教师:“……”是什么意思?
学生:表示还可以分23个、24个、25个、26个、27个……
教师:8个小组的同学,第1组选20个圆片,第2组选21个圆片

……第8组选27个圆片,动手分一分。分完后用算式表示出结果。
教师:全班交流,教师将这些除法算式有规律地排列。
观察,发现余数必须小于除数。
教师:仔细观察这些算式,你有什么发现?
学生:除数都是7。
教师:余数呢?
学生:余数是1,2,3,4,5,6。
教师:余数跟除数相比,你有什么发现?
学生:余数都比除数小。
教师:那如果剩下的是7,行不行? 为什么?
学生:不行,如果剩下的是7,就表示还能再分1份,商就应该增

加1,就没有余数了。
教师:也就是说,在有余数的除法里,余数必须小于除数。
板书:余数必须小于除数。
[设计意图:在试一试中,因为有了前面的动手操作,学生对有余

数的除法有了初步认识,再通过动手分圆片直接写出算式,当算式有

规律地呈现出来后要求学生仔细观察,有利于学生归纳、概括出余数

必须小于除数。]

2.教学例4

教师:在我们开开心心地玩分一分的游戏时,体育用品厂的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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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正在忙着分装羽毛球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课件出示例4情

境图。)
(1)学习例4。

①收集信息:你们从这幅图中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

②列算式。
要求可以装几筒,还剩几个,该怎样写算式呢? 板书:57÷9=。

③竖式计算。
教师:刚才我们借助操作圆片找到了这些除法算式的结果,现在

是57÷9,我们还用分一分的操作来寻找答案,行吗? (行。)那如果是

570个,甚至是5700个羽毛球来分,那你还用圆片来分吗? (太麻

烦了。)
教师:看来,分一分的方法很受局限。除了分一分,还有什么好

办法吗?
学生:计算。
教师:对,用计算的方法来解决。上节课我们学习了除法的竖式

计算,那你能不能用竖式来计算57÷9? 请完成在作业本上。
学生自己试着写竖式,完成的同学可以和同桌交流一下,教师巡

视,收集几份。
全班交流错误的竖式。
假设一:商5。
教师:首先,请看这个小朋友的,他的竖式计算对吗? 哪里不对?

为什么?
学生回答。(略)
教师:真会动脑筋,想到用看除数想口诀试商的方法。除了这种

方法,我们还可以观察余数来看竖式对不对。我们看,这个竖式的余

数是几? (12。)余数是12,装9筒,你有什么想说的?
学生:余数要比除数小。
教师:余数为什么不可以比除数大?
学生:余数是12,比除数大,说明每筒还能再装1个。
教师:同学们听明白了吗? 我看有的孩子还不太明白,结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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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一起来看看。
课件出示每筒装5个。
在操作过程中,教师相机提问:现在平均每筒装了几个? (5

个。)已经装了多少个? (45个。)还剩几个? 这12个,装9筒,每筒还

可以再装吗? 为什么?
学生回答。(略)
课件出示继续装。
教师:现在平均每筒有几个? (6个。)还剩几个? 这3个还能再

装吗? 为什么?
学生回答。(略)
教师:所以,这3个是我们这次分得的余数。结合刚才的操作,

我们再来看这道题为什么不对?
投影出示:学生竖式。
教师:余数是12,为什么不对?
学生回答。(略)
教师:对,余数3比除数9小,所以3才是这一次的余数。由此

可见,在有余数的除法中里,当余数比除数小的时候,就不能再分了。
假设二:商6,但余数为0。
教师:我们再看这个小朋友的,他商的是6,这个竖式对吗? 哪里

不对?
学生:六九五十四,57-54=3,所以余数应该是3。
教师:你们看,他多细心呀! 看来,在有余数的除法中,商和除数

的积写在被除数的下面,商和除数的积和被除数不一定是一样的,所
以我们计算时一定要仔细。

教师:(出示学生正确的竖式)这个对吗? 我们一起在黑板上完

整地写一个竖式。
教师带着学生说出完整的计算过程。看除数9想,几九五十几,

比57小一点点,六九五十四,所以商6。6×9=54,表示分掉了

54个,57-54=3,还剩3个。
完善横式和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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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本环节旨在教会学生用竖式计算有余数的除法,这
也是本节课的教学难点。首先,让学生自主探究竖式的写法,充分发

挥了学生的自主性。而后,用课件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商6,并巩固

“余数必须小于除数”的认识,体现了数形结合的思想。这样,学生能

更好地理解竖式中各部分的含义。完整地叙述计算过程,能帮助学

生掌握试商的方法,理清竖式计算有余数除法的步骤是“商、乘、
减”。]

(2)比较竖式。
教师:我们刚才学习的除法竖式,和以前学的除法竖式有什么不

一样?
学生:以前学的刚好分完,没有剩余。今天学的有剩余。
教师:你真会比较! 你怎么知道原来的是刚好分完,没有剩余?

(0。)哦,0表示刚好分完,没有剩余。今天的竖式有剩余了,叫什么?
(余数。)那这道题的余数是几? (3。)

[设计意图:这里将有余数的除法竖式和没有余数的除法竖式进

行比较,能让学生更清晰地看到竖式中表示余数的地方,保证竖式计

算的正确性。]

四、巩固练习

1.竖式计算练习十四第3题的前两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反馈(展示学生作业)。
(3)小结:在写有余数的除法的横式时,一定要记住把余数写在

商的后面。

2.完成第3题的后6道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反馈。

3.课堂小结

教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有余数的除法。通过学习,我们

知道在有余数的除法里,余数必须小于除数。当然,今天我们只是初

步学习了有余数的除法,以后我们还会进一步学习有余数的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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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虽然本环节的练习只做了第3题,但这是8个小题,
将这8个小题分为两部分进行练习。首先练习的两道题,抽一题让

学生说计算过程,是对学生是否掌握竖式计算方法的检查。并且,很
多学生容易忘记在横式中写出余数,这里要作一个提醒。第二部分

的6道题的练习重在学生独立完成。这样分层次进行练习,既能让

学生在遇到困难时教师给予适当的点拨,体现其主体作用,又能让学

生在练习中独立思考,自主完成,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路小学 蒋莹)

(重庆市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吴平)

第3课时 有余数的除法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73页例5,第72页课堂活动,第73页课堂活动,练习

十四第2,4,5,6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掌握有余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并能正确地列竖式计算

有余数的除法。进一步掌握除数和余数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什么余

数必须小于除数。

2.在理解与表达算理、算法的过程中培养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

3.通过自主探讨、交流,能主动积极参与数学学习活动,激发求

知欲。

【教学重、难点】

进一步掌握有余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并能正确地列竖式计算有

余数的除法。

【教学具准备】

作业本、课件、圆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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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

  课件出示:74 3   94 8   86 5   85 1 
(1)学生独立完成在作业本上。
(2)全班反馈。
抽学生说说43÷7的计算过程。
教师:谁来说说你是怎样计算43÷7的?
学生:看除数7想,几七四十几比四十三小一点点,六七四十二,

比四十三小一点点,所以商是6,对齐个位写6。43-42=1,对齐个

位写1。所以43÷7=6……1。

2.第72页课堂活动

教师:看来,小朋友们对有余数的除法的竖式计算掌握得比较好

了,那如果要请你根据图直接写出有余数的除法算式,你会写吗?
课件出示:第72页课堂活动。
教师:图中画的是什么?
学生:画的是糖葫芦。
教师:糖葫芦的总数是多少?
学生:10串。
教师:这10串,每人分几串?
学生:可以每人分2串,也可以每人分3串,也可以每人分4串,

还可以每人分6串。
教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学生:从下面这4道题的文字中知道的。
教师:你 真 善 于 发 现! 也 就 是 说 每 人 分2串,分 的 总 数 是?

(10串)每人分3串呢? 4串? 6串? 这4道小题分的总数都是10
串。现在能自己根据分法的不同,填出算式吗?

学生独立完成。
·371·

五、有余数的除法




反馈。
学生1:每人分2串,可以分给5人。算式是10÷2=5(人)。
学生2:每人分3串,可以分给3人,还剩1串。算式是10÷3=

3(人)……1(串)。
学生3:每人分4串,可以分给2人,还剩2串。算式是10÷4=

2(人)……2(串)。
学生4:每人分6串,可以分给1人,还剩4串。算式是10÷6=

1(人)……4(串)。
教师:仔细观察这4次分的情况,你有什么发现?
学生:分的总数都是10。
教师:你观察到了它们的相同点,那有什么不同呢?
学生:由于每份数不相同,分的结果也不相同,有的能正好全部

分完,有的不能全部分完,剩余一些不能继续分。
教师:剩余的叫什么?
学生:余数。

3.揭示课题,板书课题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有余数的除法。
[设计意图:本环节的复习分两层,一是对上一节课竖式计算有

余数的除法的复习,二是用除法算式的横式表示4次分的结果,进一

步熟悉有余数除法的横式的书写。]

二、教学新课

1.教学例5

  出示例5的两个竖式。
教师:这是两个小朋友分别计算的50÷6,谁对呢? 为什么?
教师:同桌讨论,把你的想法说给同桌听。
全班交流。
学生1:第1个的错,第2个的对。我是通过试商来判断的。看

除数6想,六几最接近50,六八四十八,最接近50,所以商应该是8。
学生2:第1个的错,第2个的对。我是通过看余数来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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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余数必须小于除数,如果商7,余数就是8,8比6大,就还能再分

1份,那么商7就错了,应该商8。
教师:说得很有道理! 两个小朋友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判断的,都

对! 由此可见,在有余数的除法里,余数比除数大的时候,表示还能

再分。只有余数比除数小的时候,才不能再分。所以,余数必须小于

除数。

2.完成试一试

(1)学生独立完成。
(2)反馈,并抽一名学生说27÷4的计算过程。
教师:谁来说说你是怎样计算27÷4的?
学生:看除数4想,四几二十几,四六二十四,比二十七小一点

点,所以商是6。27-24=3,所以27÷4=6……3。
[设计意图:例5通过对比错误和正确的竖式加深了学生对“余

数必须小于除数”的理解。整个辨析的过程,是通过学生独立思考、
同桌讨论、全班交流的形式开展的,充分发展了学生自主合作交流的

能力。]

三、课堂练习

1.完成第73页课堂活动

  (1)学生独立思考,这4道竖式计算错在哪里,再改正。
(2)小组交流。
(3)全班交流:从商的大小、余数的大小、商的位置等方面说出

理由。

2.完成练习十四第2题

(1)读题,理解题意:在卡片上填的数要是最大的。
(2)出示:( )×6<57。
教师:想想括号里最大能填几?
学生:最大能填9。
教师:你是怎样想的?
教师引导学生说出:看已知数6想,六几五十几,比57小一点

·571·

五、有余数的除法




点,因为六九五十四,比57小一点点,所以括号里最大能填9。
(3)学生独立完成,然后反馈。

3.完成练习十四第4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反馈。
教师:我发现有的小朋友算得很快,谁来说说25÷8是怎样

算的?
学生:看除数8想,几八最接近二十五,又比二十五小一点。三

八二十四,所以商是3。25-24=1,所以25÷8=3……1。
(3)观察,发现。
教师:仔细观察这些除法算式,比比每个算式中的除数和余数,

看看你有什么发现?
学生:余数必须小于除数。

4.完成练习十四第5题

(1)看图,收集数学信息。
(2)学生独立完成,然后反馈。
(3)观察,发现。
教师:比较两道题,你有什么发现?
学生:第(1)题没有余数,第(2)题有余数。
教师:看看第(2)题,余数是几? 表示什么?
学生:余数是3,表示还剩3人。
教师:谁再来说说商和余数的单位各是什么?
学生:商的单位是只,余数的单位是人。

5.完成练习十四第6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反馈:注意带上单位后的横式的读法。
(3)说出算式中每一个数表示什么? 为什么商是“2”?
[设计意图:本环节的练习首先是对有余数的除法和表内除法的

计算练习,在练习中巩固所学知识,使学生能熟练计算有余数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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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练习十四中的第5题、第6题是用有余数的除法知识解决问

题,也是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应用。]

四、课堂小结

教师:这一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学生1:我对有余数的除法的计算更熟练了。
学生2:我能解决有余数的除法问题了。
学生3:我知道在试商的时候应该看除数并想跟除数有关的乘法

口诀中,哪一句更接近被除数。
学生4:我知道余数必须小于被除数。
……
教师:相信大家已经会计算有余数的除法了。下一节课,我们就

运用计算方法来解决问题。
[设计意图:通过回顾本节课所学知识,进一步聚焦与强化本节

课的学习主题,同时让学生获得成功体验,并提出新要求,运用所学

的计算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路小学 蒋莹)

第4课时 有余数的除法的练习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74,75页,练习十四第7~10题及思考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多样化的练习,加强对余数的意义的理解,提高计算正

确率。

2.会用余数的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3.在应用有余数的除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感受数学与

生活的联系,培养收集、整理、筛选数学信息的能力,试用列举法解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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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

会用余数的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具准备】

作业本、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直接写出商和余数

  33÷4=   66÷7=   29÷3=
77÷9=   42÷5=   18÷4=
(1)学生独立完成。
(2)全班交流。
抽生说33÷4,77÷9的计算过程。
教师:谁能说说你是怎样计算33÷4的?
学生:看除数4想,四几三十几,比三十三小一点点。四八三十

二,所以商是8。33-32=1,所以33÷4=8……1。
教师:谁能说说你是怎样计算77÷9的?
学生:看除数9想,几九七十几,比七十七小一点点。八九七十

二,所以商是8。77-72=5,所以77÷9=8……5。
反馈其他的题。

2.用竖式计算下面各题

53 2   64 4   97 3   32 3 
(1)学生独立完成在作业本上。
(2)全班交流。
抽学生说32÷5的计算过程。
教师:谁来说说你是怎样竖式计算32÷5的?
学生:看除数5想,五几最接近三十二且比三十二小一点,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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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商6,对齐个位写6。5×6=30,32-30=2,对齐个位写2。所

以32÷5=6……2。
反馈其他题。

3.揭示课题,板书课题

教师:看来,大家已经会计算有余数的除法了。这节课我们将运

用有余数的除法的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设计意图:本节课以复习导入,对学生已掌握的有余数的除法

的计算方法是一个检验,而直接提出用其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则是开门见山地为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作了提示。]

二、基本练习(练习十四第7题)

1.读题,理解题意

  教师:从图和文字中,你知道这道题要我们干什么?
学生:把这些算式中余数是1的连到左边的邮筒,余数是2的连

到右边的邮筒。
教师:也就是说这道题关键是要看余数。

2.讨论连线方法

教师: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来连线呢?
学生:先要计算出每个算式的得数,再根据余数来连线。
教师:说得好,我们在做题时就要善于总结一些解题的方法。

3.学生独立完成

4.反馈

教师:说说你是怎样连线的?
学生:36÷7=5……1,所以应该跟左边的邮筒连起来。

44÷6=7……2,所以应该跟右边的邮筒连起来。
……
[设计意图:本环节是基础练习,但练习题不是做完或能做对就

完了,还应该让学生总结一下自己的解题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概括、
归纳能力,也是提醒学生做题后要去总结方法。学生介绍连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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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有困难的学生作基本方法的提示,先要计算出每个算式的得数,
再根据余数来连线。]

三、综合练习

1.练习十四第8题

  (1)收集数学信息。
教师:从图和文字中,你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
学生:一件上衣上有6颗扣子,22颗扣子,能钉多少件上衣? 还

剩几颗?
教师:你是怎么知道一件上衣有6颗扣子的?
学生:从图中数的。
教师:看来,我们在收集信息时,除了看文字,图也很重要。
(2)用横式和竖式两种方式计算,独立完成。
(3)反馈。

2.练习十四第9题

(1)学生独立完成。
(2)反馈。

3.练习十四第10题

(1)收集数学信息。
教师:从第10题中,你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
学生:有62盏日光灯。如果每间教室装7盏,可以装几间教室?

还剩几盏? 如果装9间教室,每间教室可以装几盏? 还剩几盏?
(2)根据问题,选择信息,独立解答。
教师:你的观察很全面,信息找得很完整。第10题一共有几个

问题?
学生:2个。
教师:请你根据这两个问题,选择相应的数学信息,并完成。
(3)反馈。

①解决第1个问题。
教师:你选择的数学信息是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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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有62盏日光灯。如果每间教室装7盏,可以装几间教室?
还剩几盏? 算式:62÷7=8(间)……6(盏)。

教师:这个算式中的“8”和“6”各表示什么意思?
学生:“8”表示可以装8间教室,“6”表示还剩6盏灯。

②解决第2个问题。
教师:这一次你选择的数学信息又是哪些?
学生:有62盏日光灯。如果装9间教室,每间教室可以装几盏?

还剩几盏? 算式:62÷9=6(盏)……8(盏)。
教师:这个算式中的“8”和“6”与第1个算式中的“8”和“6”表示

的意思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那又表示什么意思?
学生:这个算式中的“8”和“6”与第1个算式中的“8”和“6”表示

的意思不一样。这个算式中的“6”表示每间教室可以装6盏,“8”表
示还剩8盏灯。

(4)比较。
教师:这两个算式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学生1:日光灯的总数都是62盏。
学生2:计算都有余数。
教师:第1个算式中剩下的这6盏还能再装1间教室吗? 为

什么?
学生:剩下的这6盏不能再装1间教室。因为要求每间教室装7

盏,6比7小,不足7,所以不能再装1间教室。
教师:那第2个算式中剩下的8盏还能让每间教室再装1盏吗?

为什么?
学生:剩下的8盏不能让每间教室再装1盏。因为要求是装9间

教室,8比9小,不足9,所以不能让这9间教室每间再装1盏。
教师:看来,无论是剩下的不够分1份,还是剩下的不够每份分

1个,都是不能继续分了,就出现了余数。
[设计意图:本环节不仅是用有余数除法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还

培养了学生收集、整理、筛选数学信息的能力。第10题通过对比两

种情境的有余数除法,让学生明白不论是按每份数分后剩下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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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份数分后剩下的,剩下的都不够再分一份,从而理解余数的意义。]

四、拓展应用,反思总结

1.练习十四思考题

  (1)读题,理解题意。
教师:问题中“可能”是什么意思?
学生:“可能”表示答案不唯一,可以有很多种情况。
(2)学生独立思考,写出可能答案。
(3)全班交流。
教师用列举法引导学生理解:2个2个地分,剩下1个的数有3,

5,7,9,11……3个3个地分,剩1个的数有4,7,10,13,16……它们

相同的数是7,13,19,25……所以,这堆苹果可能有7个、13个、19
个、25个……由于题目是问可能有多少个,这里面就渗透了可能性

的思想。因此,答案就不应该是唯一的,学生答7个、13个、19个、25
个……都是正确的。

2.课堂小结

教师:通过这一节课的练习,你有什么收获?
[设计意图:思考题在学生独立思考后,由教师引导学生用“列举

法”的方法思考解答问题,这是对学生思维的训练。而课堂小结中让

学生谈收获,是对学生表达、概括能力的训练。]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路小学 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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