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七 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会口算整百数、几百几十的数除以整十数的除法，能估算三位数除以两位

数的除法。

2. 理解并掌握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方法，能正确进行三位数除以两位

数的笔算，能用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3. 能借助计算器进行较复杂的除法运算，探索乘除法算式的简单规律。

4. 经历三位数除以两位数计算方法的探索过程，发展学生初步的归纳、类比

能力。

5. 体验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和应用价值，培养学生

的数学应用意识和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单元内容分析

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是在学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表内乘除法、三位数

除以一位数除法的基础上展开教学的。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计算方法是三位数

除以两位数的计算方法最直接的基础。但是应该注意到，除数由一位数发展为

两位数，运算要比三位数除以一位数复杂得多，特别是试商，有时要根据“商大

了”或者“商小了”的情况进行调商，要切实理解试商和调商的道理并掌握试商和

调商的方法，对于学生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这部分内容历来是笔算除法的

难点。为了突破教学难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算理并掌

握其计算方法，本单元在编写上突出了以下特点。

1. 注重题材的现实性，体现三位数除以两位数除法的应用价值。教科书注

意选取现实的、有意义的、与学生生活联系紧密的学习素材，通过这些素材让学

生感受到三位数除以两位数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从中体现三位数除以两

位数的应用价值。例如用参观野生动物园租车问题引入整百数除以整十数的除

法计算，在参观三峡大坝乘船的现实情景中学习估算，解决动物园中每只猴子的

活动面积问题时，引导学生学习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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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算、估算与笔算结合，让学生逐步掌握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在除法运算中，口算、估算与笔算联系十分紧密。具体讲，笔算试商时，要把被除

数、除数看作整十整百数，就是应用了估算的方法，并用口算的方法找到初商，也

就是说笔算除法的运算过程体现了3种计算方法的有机结合。所以本单元重视

口算、估算、笔算的结合，让学生全面掌握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计算方法。首先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采用了先安排口算和估算，用口算和估算的学习为笔算的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些基础上再安排笔算，这样的安排既体现了知识的逻

辑顺序，又体现了学生的认知过程。其次在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中，重视口

算、估算的应用，比如强调把除数看作整十数来估计商，让学生很快地口算出被

除数中包含多少个这样的整十数，用这样的方式，突出口算、估算在笔算中的重

要作用，有效地利用口算和估算来推动笔算的学习。

3. 让学生经历试商的过程，切实掌握试商的方法。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难

点是试商，为了突破这个教学难点，教科书在编写中突出试商的过程，让学生从

中掌握试商的方法。

（1）突出整百数、几百几十的数除以整十数在试商中的作用

由于试商的基础是整百、几百几十的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所以教科书在编

写时非常重视整百数、几百几十的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在试商中的基础作用。

一是除了单独编排整百数、几百几十的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外，还在笔算除法的

第1个例题中也编排了整百数、几百几十的数除以整十数的笔算，以突出其重要

性；二是让学生明白整百数、几百几十的数除以整十数的算理，是以乘法和除法

之间的关系为理论依据的，例如91÷20，因为4个20是80，而80最接近于91又小

于91，所以商只能是“4”。同时强调被除数中包含有多少个除数，比如200里有5
个40，这样的思考方式是试商中普遍应用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学

生掌握试商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

（2）帮助学生理解用“四舍五入”法把除数变成整十数试商的过程。由于三

位数除以两位数的试商是通过把除数变成整十数去进行的，实施这个过程的基

本途径用“四舍五入”法把除数变成和它最接近的整十数。

①估算时强化学生对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方法的应用。用“四舍五入”

法把除数变成为整十数来估计被除数中有多少个除数是估算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以教科书在编写中，紧密联系整百数、几百几十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让学生

思考怎样估算624÷23，联系前面学习的内容，学生很容易想到“把624看作600，
23看作 20”来估算，并由 600÷20=30估算出 624÷23≈30，由此强化用“四舍五入”

法求近似数的方法在估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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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分散教学难点，用“四舍五入”法把除数变成整十数的笔算过程分成“四舍

法”和“五入法”两种情况安排教学内容。教科书先集中安排除数个位上都是4
或者比4小的数，也就是在试商时都舍掉个位上的数取除数近似数的方法，让学

生在计算中明确这些题试商时容易出现商大的情况，理解商大了要把商调小的

道理；再安排除数个位上都是5或者比5大的数，也就是在试商时都要把个位上

的数看作1个十和前面十位上的数合起来估算，让学生在计算中理解这些题试商

时容易出现商小的情况，商小了要把商调大的道理。这样分开编排，既可以分散

教学难点，又有利于学生掌握这类计算试商和调商的规律。

（3）加强练习，提高学生试商水平。

在学生理解和掌握试商和调商方法的基础上，教科书安排了相应的练习，通

过练习巩固和强化试商的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试商水平。

4. 借助计算器探索规律，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在乘除法运算中隐含着一

些有趣的计算规律，对这些规律的探索，一方面能加深学生对乘除法关系的理

解，从中掌握一些乘除法的计算规律，有助于学生灵活地应用这些规律进行乘除

法的简便计算；另一方面通过规律的探索可以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提高学

生的分析能力和推理能力。为此本单元安排了借助计算器探索乘、除法算式中

的一些简单规律的内容，这里之所以要用计算器探索，一是由于探索规律时有的

计算难度大；二是让学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探索规律上，而不是放在计算上面。

需要说明的是，本单元探索的“商不变”的规律，是学生将来学习分数的基本性质

和比的基本性质等知识的重要基础，它的掌握水平直接影响着后续知识的学习，

教学中要高度重视。

5. 注重知识的整理，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完善。本单元安排的三位数除以

两位数的除法，是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学习整数除法。这里的整理与复习，不但有

助于学生对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知识更好地掌握，也有利于让学生沟通相关知识

的联系，形成更加充实、完善的数学知识结构。在本单元的“整理与复习”中，既

有对所学数学知识的梳理，又有对各种计算方法的系统复习，这些方式能促进数

学知识的系统化，有助于提高学生数学知识的掌握水平。

[单元教学重点] 掌握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计算方法，能正确进行三位

数除以两位数的计算。教科书围绕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计算方法安排学习内

容，在笔算除法中结合学生已经掌握的“四舍五入”法把除数变成整十数去试商，

这样学生就把掌握的口算、估算的方法应用到笔算上，通过经历笔算的过程加深

对笔算方法的理解，从而掌握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103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单元教学难点] 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试商和调商。为了突破这个难

点，教科书把试商内容分成“四舍”和“五入”两种方法试商，这样分类编排有利于

学生找到试商规律，加深对试商过程的理解，同时又能帮助学生突破试商难点。

（三）单元教学建议

1. 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已经掌握的旧知识学习本单元新知识。

由于本单元是学生最后一次学习除法，所以学生以前掌握的很多知识，在本

单元学习中都要用到。具体说来，表内乘除法，整百数、几百几十的数除以一位

数的口算，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估算、笔算等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都是学生学习

本单元知识的重要基础，这些知识的掌握水平直接影响到本单元知识的学习。

所以在本单元教学中，要认真复习这些知识，了解学生对这些知识的掌握情况，

如果有知识缺陷，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使学生切实掌握了这些基础知识后，再

来进行本单元的教学。同时学习这些知识的方法也能为本单元的学习提供借

鉴，比如“我们以前是怎样学习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笔算的？”“这些学习方法能

够应用到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学习中来吗？”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让学生充

分意识到以前掌握的相关知识和学习方法对新的学习的影响，由此促进学生利

用已经掌握的相关知识和学习方法来更好地学习新知识。

2. 重视口算和估算的教学，帮助学生切实掌握笔算试商方法。由于口算和

估算在试商中非常重要，所以要帮助学生切实掌握笔算试商方法，就要重视口算

和估算的教学。首先，要让学生明白口算的重点是看被除数中包含多少个除数，

并且判断得越快、越准确，试商的速度越快，所以口算不但要让学生明白算理，还

要通过一定数量的口算来使之达到比较熟练的程度。其次，教学中要关注两个

问题：一是为什么要把不是整百数除以整十数的除法看作整百数除以整十数来

算；二是怎样把不是整百数除以整十数的除法看作整百数除以整十数来算。前

一个问题是明白估算的道理，后一个问题是掌握估算的方法。这样可以有效地

揭示口算和估算的联系，让学生在口算的基础上学习好估算，学生的估算水平提

高了，就能在笔算除法中很快实现把除数不是整十数的除法变成除数是整十数

的除法进行试商。

3. 引导学生经历试商的过程，提高试商的准确性。教学中要积极引导学生

经历试商的过程，在计算过程中理解用“四舍法”试商时，初商往往偏大；用“五入

法”试商时，初商往往偏小，然后根据这样的试商规律进行试商。这样让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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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商过程理解商大或商小的原因，不但有利于提高试商的准确性，还培养了学生

思维的灵活性，有效地提高学生知识掌握的水平。

4. 突出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教学中要注意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

除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让学生感受到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应用价值，以此激

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心理需要。为此，除了例题从学生的现实生活出发引出三位

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计算外，还可以应用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作为教

学资源，比如“有336个学生，每28个学生分成一个兴趣小组，一共可以分成多少

个兴趣小组？”这些学生身边的数学问题能更好地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

感受到三位数除以两位数除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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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题图呈现的生活中三位数

除以两位数的数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但

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用以前的知识不能

解决当前的问题，产生学习的需要，同

时也为后面的学习提供了课程资源。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单元主题

图的教学。

（1）用课件展示主题图。

（2）观察主题图，说一说：主题图中

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事？从中获得哪

些信息？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3）教师明确告诉学生：这些问题

要用到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解决，

我们从这节课开始学习三位数除以两

位数的除法。

在主题图的教学中要注意的是，

提出的问题在这里不必要求学生解

答，只是起到引出课题、激发认知需求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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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三位数除以两位数”安排了6个例题，引导学生探讨并掌握三位数除

以两位数的口算、估算和笔算方法。建议用5课时完成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和

例2；第2课时教学例3；第3课时教学例4；第4课时教学例5；第5课时教学例6。

★例 1教学整百数、几百几十的数

除以整十数的口算。学生在学习了整

十数、整百数除以一位数的基础上展开

教学，可以按以下程序组织教学。

（1）复习 20÷4，让学生回忆这道题

是看20里包含多少个4，想4乘5得20，
所以20÷4=5。

（2）出示情景图，引导学生提出数

学问题，并列式为200÷40。
（3）引导学生结合 20÷4的解题过

程这样想：“因为 5 个 40 是 200，所以

200里面有5个40。”
（4）总结口算的基本方法是“想乘

法，算除法”。

（5）教学 840÷40时，要求学生直接

想到“21个40是840”是有一定困难的，

建议分两步想，一是 800÷40，二是 40÷
40。这样把几百几十的数除以整十数

拆分为整百数除以整十数和整十数除

以整十数来计算。

（6）把第1小题中的200人改成280
人，问一共要租多少辆车，用 280÷40的
计算，巩固几百几十数除以整十数的口

算方法。

★例2教学估算。在前面掌握口算方法的基础上，重点掌握用“四舍五入”法把不是整

百数除以整十数的计算看作整百数除以整十数来口算的估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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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导学生分析题意，提出数学问

题，列出算式624÷23。
（2）思考为什么是求“大约”时间（很

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客船的运行时间），确

定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估算。

（3）指导学生思考怎样估算。把被

除数624看成600或者620，把除数23看
成 20，然后利用整百数、几百几十数除

以整十数的口算算出得数。

（4）第（2）问除数48要看作50来算，

不同的是，第（1）问的除数用的是“四舍”

法，第2问用的是“五入”法。

（5）用“议一议”的方式，引导学生分

析两个问题都是用行驶的路程作被除

数，行驶的速度作除数，从而总结出“路

程÷速度=时间”的数量关系。

★课堂活动第1题重点让学生说一

说自己是怎样想的，比如“6个40是240，
所以240÷40=6”。

★第2题在分析题意的基础上指导

学生用“速度、时间、路程”之间的数量关

系列式，解题后相互交流自己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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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七第 2题，学生计算出结

果后再连线，连线后让学生说一说计算

的过程。

★第3题要先想1时=60分，然后用

180÷60算出结果，同时让学生知道血液

在人体中每分循环3周这一常识。

★第4题都是用“总价÷数量=单价”

的数量关系列式，然后学生独立解题，抽

学生说一说自己是怎样算的。

★第 5题“9天能修完吗”这个问题

是对修渠天数的估计，所以要选择估算

的方法。

第（1）问这样想，由于 61非常接近

60，可以用60×9=540，而540＜570，估计

9天不能修完。

第（2）问中的 75看作 80，这样 570÷
80=7……10，就是看作每天修 80米 7天

不能完成，所以估计要8天才能修完。

★第 6题的“20×（ ）＜91”可以这

样想，4个 20是 80，5个 20是 100，所以

91中最多有 4个 20，也就是如果用 91÷
20，最大只能商4。

★第7题要想到5月份是31天，可以看作30天，再把627时看作630时来估算。

★第 8题要用“路程、速度、时间”之间的关系列式。第（1）问可以把 12时看作 10时，

730km看作700km来估算；第（2）问可以把556km看作560km，83千米/时看作80千米/时进行

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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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教学几百几十的数除以整十

数的笔算。

（1）用两个连续的问题让学生感受

商是一位数和商是两位数的除法之间的

联系，用商是一位数作铺垫降低直接教

学商是两位数的难度。

（2）第（1）个问题可以用口算的方法

解决，并为第2个问题学习试商作准备。

（3）第（2）个问题学习几百几十的数

除以整十数的笔算，重点用竖式呈现计

算过程。教学中要结合竖式计算过程让

学生掌握“除数是两位数，先看被除数前

两位”的计算方法，明白为什么商“2”要
写在十位上的道理。由于第二步 120÷
30与第（1）个问题的180÷30的算理是一

样的，教学中可以让学生直接用解决第

（1）个问题掌握的方法来计算120÷30。
（4）引导学生归纳几百几十数除以

整十数的笔算方法：①先用除数去除被

除数的前两位；②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

就在那一位上面写商；③每次除得的余

数要比除数小。

★课堂活动用讨论的方式突出笔算

除法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判断商是几

位数，也是就前两位够不够除的问题；二是第一次商在什么地方；三是要把第一次除后余下

的数和个位上的数合起来再除。学生讨论后，教师可以再出一些类似的题让学生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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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主要解决笔算时把除数“四

舍”的，找初商，初商大了改小的问题。

第（1）个问题：体会试商。

（1）教学时要把口算、估算结合，根

据估算的经验去想 840÷21 一般看成

800÷20，800的前两位80里面有4个20，
于是在十位上商4。

（2）但实际上除数不是20，而是21，
所以十位上的4商得对不对，还得用4去
乘21，乘出的积与被除数前两位84同样

多，所以商对了。

（3）因为商在十位上，个位上一个也

没有，所以个位上要写0占位。

第（2）个问题：理解调商的原因，掌

握调商的方法。

（1）和第（1）个问题一样，看作整百

数除以整十数试商。

（2）启发学生思考：商和除数相乘积

大于被除数说明什么？说明商大了。

（3）引导学生想：为什么会商大？让

学生明白把除数看小了，有可能商大的

道理。

（4）处理的方法是调商，即把商4改
商为3。

（5）第2次商的方式与第1次商的过

程相同，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为什么会商大以及怎样调商，掌握调商的方法。

★课堂活动重点交流调商的原因和调商的过程，进一步明白“把除数看小了，有可能商

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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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主要解决笔算时把除数“五

入”，找初商，初商小了改大的问题。

（1）看作几百几十数除以整十数试

商，即看作850÷20，商4。
（2）用商和除数相乘，被除数的前两

位85减68，余17。
（3）思考：余数和除数一样大，说明

什么？（说明商小了，被除数里还包括一

个除数。）

（4）引导学生想：为什么会商小？让

学生明白把除数看大了，有可能商小的

道理。

（5）处理的方法是调商，即把商4改
为商5。

（6）讨论商的个位上为什么要写0。
（7）引导学生和例4比一比，两个例

题都用到了调商，但为什么例4要调小，

例5要调大？

★课堂活动重点交流调商的原因和

调商的过程，进一步明白“把除数看大

了，有可能商小”的道理。

★练习十八第 1题学生独立完成

后，要求学生结合竖式说一说笔算的过

程。

★第2题要注意红薯生长的几个月不全是小月，把这几个月都按30天算，所以只能知道

180天大约是3个月，也就是说这个结果是估算出来的。这道题中还有很多不用的数据，学

生要善于从所有数据中找到有用的数据来列式解答。

★第3题计算后抽两道题让学生说一说计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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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题用“总价÷数量=单价”的数

量关系解题，计算后让学生说一说试商

的过程。重点思考都是用“四舍”法进行

初商，为什么有的一次就商准确了（如

713÷23），有的却需要调商呢（如 648÷
24）？通过这样一些追问和思考，提高学

生对试商和调商方法的掌握水平。

★第5题和第9题除了解题以外，还

要对学生进行环保方面的教育。

★第 6题都是用“五入”法进行初

商。在学生独立完成的基础上，议一议：

哪些情况下试商后不需要调商，哪些情

况下要调商？让学生逐步发现并掌握需

要调商的除法算式的一些规律。如被除

数前两位上的数与除数或除数的几倍数

比较接近，这样把除数看大后就很可能

出现商小的情况。例如在 575÷25中，

575的前两位数“57”本来就和 25的 2倍
比较接近，这时要把 25看作 30来试商，

就会出现 575 的前两位数中没有 2 个

30，因而试商大了，要把商改小。学生逐

步掌握了这些规律以后，可以让他们灵

活进行试商，从“57”中有 2个 25的分析

中，直接商2，缩短调商的过程。另外在这道题中还出现了有余数的除法，例如173÷17。

★第8题要用到估算，把145÷72看作140÷70来算，可以知道婴儿心脏每分跳动次数大

约是成人的2倍。

★第10题可以引导学生这样想：要知道从家到少年宫的时间要用路程除以速度，而要

知道速度又要由家到学校的路程除以时间得到。按这样的思路可以计算出从家到少年宫

600m要10分，还剩30m没有走，而2时20分到2时30分之间只有10分，所以小丹是不能在2
时30分时赶到少年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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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是三位数除以两位数，前两

位不够除，要看被除数的前三位。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教学。

（1）出示情景图，引导学生分析题中

的数量关系并列式，明白这道题是求

688kg中有多少个86kg。
（2）学生尝试计算，计算后追问学

生：计算时遇到了什么新的问题？

（3）思考：被除数前两位不够除，怎

样处理？重点思考为什么要在第3位上

去商，让学生明白因为 688前两位数小

于86，不够商1，所以要在第3位上商；用

688除以 86，因为 688里面有 8个 86，所
以8要商在个位上。

（4）计算出结果，并作答。

（5）至此，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

全部学完了，可引导学生总结归纳除法

的计算方法。教学时要特别注意，重点

是让学生切实掌握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

计算方法，而不是要求他们去记住运算

法则的文字表述。

★课堂活动第 1题引导学生讨论

280÷35的试商方法和过程，前两位比除

数小，所以要商在被除数的第3位上。

★第 2题可组成的算式有：367÷45，376÷45，476÷53，534÷67，543÷67，634÷75，643÷75
等，只要除数大于被除数的前两位就可以了。教学中只要求学生说其中一两个算式并找到

规律就行了，不要作过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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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九第 1题，学生不但要判

断商是几位数，还要说出自己判断的理

由，再通过计算来验证自己的判断是否

正确。

★第 2题，练习时对学生进行环保

教育。

★第 3题，学生如果对“度假村”不

熟悉，可以简单地给学生作介绍。题中

还暗藏10月份有31天这个条件，引导学

生先找出这个条件，再解题。

★第 4题中“每人只参加 1个组”这

个条件很重要，有了这个条件才能把这

些学生平均分到各个组。解题时要先求

出总人数，再求平均每组有多少人。

★第5题用“单价、数量、总价”之间

的数量关系解题。题中的数据比较大，

学生可以选择计算器计算，在后面的练

习中，凡是大数计算都可以选择用计算

器计算。

★第6题用“路程、速度、时间”的数

量关系解题。要注意的是江城到滨城的路程是江城到莲花峰和莲花峰到滨城的路程的和，

所以江城到滨城需要多少时应该用（504+360）÷72，当然如果学生分别计算出两段路各用多

少时，再把行两段路所用的时间加起来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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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节“探索规律”安排了 3个例题，引导学生探索乘除法的计算规律。建

议用 3课时完成教学，第 1课时教学例 1、例 2；第 2课时教学例 3；第 3课时完成

练习。

★例 1探索乘法算式中的规律，由

于探索规律中计算的数据较大,所以本

单元可以借助计算器探索规律。

题中两个因数具有这样的特点，就

是从 1×1，11×11到 1111×1111，从上到

下因数的位数由1位到4位，因而乘积也

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如 1111×1111有 4
个 1，积就从 1排到 4，再接着排回来，组

成 1234321。教学中可以通过观察因数

的规律、积的规律，让学生发现因数的变

化是怎样引起积的变化的，再要求学生

运用这一规律直接写出11111×11111的
积是123454321。

★例2是用计算器探索除法算式的

规律。该题有这样一些规律：横着看，被

除数不变，除数乘几，商就除以几；竖着

看，除数不变，被除数乘几，商也乘几；斜

着看，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相同的倍

数，商不变。教学中指导学生从不同的

方向观察，从而发现不同的规律。

★课堂活动第1题的规律是一个因

数是 101，积就是另一个因数重复排列

两次，如101×35=3535，后面的题都可以

应用这个规律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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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题，由 9×7=63,99×97=9603,
999×997=996003,9999×9997=99960003
可知,两个因数都增加一个“9”，积就要

增加两位，并且这两位数字分别是“9”
和“0”，由 此 推 定 999999 × 999997=
999996000003。

★例3教学商不变的性质。

商不变的性质在数学学习中有着重

要的作用，因此是本节学习的重点内容，

例题分4个层次。

（1）用表格出示一组数据，让学生计

算出结果。

（2）指导学生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

进行比较，发现规律。

（3）提炼总结商不变的性质。

（4）应用商不变的性质直接写算式

结果。

教学中有几点要注意：一是要从

“变”（被除数和除数）和“不变”（商）两个

方面指导学生探索规律；二是要把被除

数和除数放到一起观察变化规律；三

是要多观察几组数据后总结商不变的

性质。

总结时通常用“同时乘或除以相同

的数（0除外）”来总结，而不用“同时扩大相同的倍数或者缩小为它的几分之几”，主要是四年

级学生对“同时缩小为它的几分之几”不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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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1题让学生说出与卡

片上36÷4得数相同的算式，学生用同时

乘或同除以一个相同的数（0除外）的方

式来找算式，用这种方法加深对商不变

性质的理解。

★第 2题是在竖式计算中，根据商

不变规律算出结果后，关注余数的变化

问题。学生要理解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

或除以一个非零的数，商虽然不变，但余

数原来作为被除数的一部分，也乘或除

以了这个数，要把余数乘或除以这个

数。比如题中被除数和除数同时除以

10，余数就要乘10，所以余数是60。

★练习二十第 1题是 11乘两位数，

这类题的计算规律是把两位数十位上的

数字写在百位上，个位上的数字写在个

位上，再把两个数字之和写在积的十位

上，如果十位上的数满十，向百位进1。

★第 2 题算式左边的第 1 个因数

12345679又叫缺 8数，这个数与 9相乘

的积是 111111111，该题就是让学生根

据本算式的特点，写出其他算式的积，这

些算式与12345679×9=111111111相比，只是另一个因数分别乘几，因此它们的积111111111
也要乘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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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题让学生先用计算器计算，

学生通过计算得出这4个算式的商分别

是 9，99，999，9999，再通过观察，学生就

能发现这些算式的被除数是在第1个算

式的被除数的基础上，依次在前面增加

1个9，2个9……在8和1间增加1个0，2
个0……除数分别增加1个9，2个9……

商与除数相同。具有这样规律的算式还

可以写出很多，如 9999800001÷99999=
99999等。

★第 4题的规律比较简单，每 11年
出现一次太阳黑子活跃期,这里主要是

让学生在探索规律的活动中，增加一些

天文常识。

★第 5题是应用例 2探索的除数或

被除数的变化规律来解题,因此这道题

在例2教学后练习最好。

★第6题利用商不变的性质就可以

再写出这样的几个算式。

★第7题计算出第1行算式的商，然

后用商不变的性质推断下面两行算式的

商和第1行的相同。

★第8题思考简算方法时要用到被除数和除数同时除一个不为0的数，比如6300÷300=
（6300÷100）÷（300÷100）；也要用到被除数和除数同时乘一个不为0的数，比如625÷25=（625×
4）÷（25×4）；还要用到学生原来掌握的一些简算方法，比如327-96-104=327-（96+104）。

★第9题是商不变性质在生活中的应用。

★思考题中被除数是1个三位数连续写两次，以354354为例，实际上是354×1000+354，
这样的数除以7，再除以11，再除以13（实际就是除以1001），结果就是被除数的后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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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问题解决”安排了2个例题，应用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计算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建议用2课时完成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第2课时教学例2。

★例1是求单一量的归一问题。例

题以农村花椒生产为题材，反映了对农

村的关注，学生根据问题选择需要的条

件来解答。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这样

想，256kg花椒是 2人 8天摘的，要求每

人每天摘多少千克就与这 3个条件有

关。可以引导学生用分析法作这样的

分析：

每人每天摘的千克数

每人8天摘的千克数÷8
256÷2

也可以这样想：

每人每天摘的千克数

2人每天摘的千克数÷2
256÷8

通过这样的分析，让学生感受解题

方法的多样化。

通过“试一试”引导学生应用其他条

件来解决新的问题，这是一个连乘的问

题。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连乘和连除的

对比，加深学生对解决问题过程的理解；

另一方面在运用除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适当放入一些乘法解决问题的题目，让学生经历分析问题的过程，促进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能力的发展。

★例2应用速度、时间、路程之间的数量关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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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用文字和地图呈现信息，凸现

问题的现实性，增加学生对道路交通信

息的了解，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算出汽车行驶

的速度。根据汽车3时行驶了180千米，

可以求出汽车行驶的速度。因此，这道

题的解题思路应为：

一共需要的时间

840÷速度

180÷3
这道题除了分步以外，还要求用综

合算式解答，综合算式要用到小括号，教

学中要求学生“说一说为什么要用小括

号”，加深学生对“先算速度，再求一共需

要多少时”的解题过程的理解。

★课堂活动第1题用连除的方法求

单一量的问题，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

法与例1完全相同。由于该题有多种解

法，所以要求学生说一说自己解决问题

的思考过程。

★第2题除了应用到本单元的知识

外，还要用到时间的相关知识。

★练习二十一第1题是用连除求单一量的问题，有多种解决的方法。一是用912÷2÷12，
表示先计算摘了多少千克棉花，再计算平均每天采摘多少千克；二是用912÷12÷2，表示先计

算每天采摘的棉花卖多少钱，再计算平均每天采摘多少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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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重点思考“剩下多少”，所

以要用 1000－250得到剩下的任务后，

再算平均每天植多少平方米。

★第 3题比较两车谁先到达 B城，

这道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非常具有现实性

和思考性。先计算出大客车的时间是

630÷70＝9（时），而在计算小轿车的行

驶时间时，就可以用估算的方法，把 78
看成 80，估算出小轿车行驶时间大约是

9时。这时可以引导学生这样想，估算

时把除数看大了的结果是 9时，说明小

轿车实际的行驶时间不止9时，因此，客

车先到达B城。当然也可以直接计算，

用720÷78=9（时）……18（km），也说明小

轿车所用的时间比大客车多。

★第 4题是求全程平均速度，所以

要把两段路程、时间分别加起来相除，还

要用到“路程÷时间＝速度”这一基本的

数量关系进行计算。

★第 5题要用连除的计算解决，与

例 1的数量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

以它是例1的拓展。

★第6题解题时注意理解“照这样计算”要先算900÷12，算出1箱产多少蜂蜜后，再算27
箱产多少千克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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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整理与复习”安排了3道题，系统整理本单元知识。建议用2课时完

成教学，第1课时整理复习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除法的计算；第2课复习探索规

律和问题解决。

通过一幅情境图引导学生对本单元

学习的知识进行梳理。一方面反映了梳

理本单元知识的一种方法——知识结构

图（当然也可用其他的表现形式）。另一

方面通过学生的讨论和交流对三位数除

以两位数的计算方法进行回忆，促进学

生更好地掌握这些计算方法。

★第 1题主要复习整百数、几百几

十数除以整十数的口算，计算后要求学

生说一说口算方法，并用一些估算的题

目来让学生感受口算与估算的联系。比

如 800÷40，要求学生估算 798÷39或者

803÷41，让学生感受到这些算式都可以

看作800÷40算，从中沟通两部分知识的

联系。

★第2题主要复习笔算除法。学生

独立完成后，一是要求学生说一说笔算

的计算方法；二是让学生具体说一说是

怎样试商的。通过做一做、说一说的方

式提高学生对笔算方法的掌握水平。

★第3题是用商不变的性质来判断

哪些算式的商是相等的，在这里用商不

变的性质来复习，是因为商不变的性质在后面的学习中作用比较大。

★练习二十二第1题，学生计算后说一说计算的过程。要求用计算器验算，一是养成学

生验算的好习惯；二是三位数除以两位数在笔算中属于最难的计算，所以选择用计算器来

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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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是用计算器计算，探索规

律，该题结果是9504÷99＝ 96，995004÷
999＝ 996，99950004 ÷ 9999＝ 9996，

9999500004÷99999＝ 99996。 照这样

的规律，最后一个算式的结果应该是

999995000004÷999999＝999996。

★第 3题是看 4000g中包含多少个

80g，这道题被除数是四位数，但是要鼓

励学生把4000÷80看作400÷8，并且用口

算来完成。

★第 4题要先求出剩下路程，再用

剩下路程除以速度得到还需要的时间。

★第5题要求用计算器计算。上海

港的月吞吐量用计算器算出是 264.5万
吨，由于学生还没有学习用“四舍五入”

法来保留商的近似值，所以可以用估算

的方法解决。

★第 6题第（1）问用口算；第（2）问

要引导学生这样想：要求飞船每天绕地

球飞行多少周，就要看每天的时间中包

含多少个 90分，因此列式为 24×60÷90=
16（周）。

★第7题两个问题都是要用到收电子邮件的总数量除以月数或者天数，才能算出每月

或者每天收多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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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与实践“节约1粒米”是本单元学习的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知识的综合

应用活动，活动中不但要应用到除法的知识，还可能应用到其他方面的知识，综

合性强。同时体现了活动的趣味性、开放性、自主性，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建议1课时完成教学任务。

（1）活动前引导学生了解一下我国

的人口数、我国的粮食产量等数据，了解

全球性的粮食短缺现象，为活动的开展

作好准备。

（2）讨论：在全球粮食危机的大背景

下，节约粮食应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

题。

（3）指导学生用数一数、称一称、想

一想、算一算的方式，了解如果每人节约

1粒米，全国人民可以节约多少粒米。

（4）再计算这些大米够多少人吃 1
年。

（5）说一说：通过以上的活动，你知

道了什么？让学生知道节约粮食的重要

性。

（6）讨论：怎样节约粮食？

（7）回家后，一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

爸爸、妈妈；二是按讨论的方法节约每一

粒米，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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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节约1粒米的相关资料

每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

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粮食安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76年，联合国

粮农组织（FAO）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向全球敲响警钟，首次提出了“食

物安全”问题。

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粮食安全”概念，并得

到FAO、世界粮食理事会、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广

泛赞同和支持。然而目前全球粮食安全依然没有解除危机，甚至某些指标还在

恶化。

第一，粮食供给处于紧平衡。据FAO的数据显示，全球粮食储备在 2008年

只有4.05亿吨，降至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够全球人口食用8～12周。 而根

据 2009年的情况分析，美国农业部的报告认为，2009年世界谷物产量可达到

22.16亿吨，而在需求量可能达到21.76亿吨的情况下，供大于求只有4000万吨。

第二，粮食价格滞留于高位。借助于需求增加和大宗资源价格上升的力量，

国际市场粮价最近几年一路扶摇直上。虽然金融危机的爆发让粮食价格下跌，

但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 FAO联合发布的

《2009-2018年农业展望》报告，粮价总体水平目前远高于1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

一些粮食的价格比1998年~2008年的水平高出了1倍。

第三，饥饿人口有增无减。据联合国公布的最新数据，2009年全球每天忍受

饥饿的人数已达到10.2亿人，扭转了过去40年中饥饿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而且

这一数字将继续增加。

而在中国，耕地仅占世界10%，人口却占世界的22%，十几亿人的粮食问题始

终是头等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996年10月发表的《中国

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明确表示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

是政府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方针。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建立稳定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

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既是政府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方

针，也是实现粮食安全的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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