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 总复习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进一步加深对小数乘、除法和小数混合运算、图形的变换和面积计算、可

能性等内容的理解，提高对这些知识的掌握水平。

2. 通过总复习，沟通知识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结构。

3. 在复习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和思维能力，发展学生的空

间观念。

4. 经历复习的过程，引导学生掌握复习的方法，让学生养成对知识及时进行

整理、概括和总结的良好习惯，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良好的情感态度。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期末总复习是期末结束前安排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对全学期

所学内容进行重新梳理的活动，这个活动不仅是一个通过复习来进一步巩固所

学知识，而且它同时也是一个加深理解、扩大联系，进一步提高知识掌握水平的

活动。

教科书是从1幅讨论图开始组织复习的，通过学生相互启发，共同回忆本学

期所学的知识，让学生在头脑中再现全册学习内容，在进行整体回忆的基础上，

再用分类整理的方式进行复习。将全学期学习的内容概括为“小数的乘、除法和

四则混合运算”“图形的变换和面积计算、可能性”这样两个板块来进行复习，每

个板块都用问题或问题提示引导学生进行整理。这样的编排不仅符合学生的认

知水平，而且能更好地揭示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帮助学生形成整体认知结构，同

时也有利于教师组织教学。

小数的乘、除法和四则混合运算都属于数与代数中数的运算内容，教科书把

这些内容安排到一块复习，有利于沟通乘法和除法、一步计算和多步计算的内在

联系，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掌握本册计算内容中的一些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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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的变换和面积计算都属于图形与几何的内容，把这些内容结合到一起

安排，有利于沟通图形间的联系，帮助学生更好地形成空间观念。最后还安排了

可能性的复习，列出事件发生的所有可能。

[单元教学重点] 小数乘、除法和四则混合运算，图形的变换和面积的计

算是复习的重点。

[单元教学难点] 通过对比，沟通知识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

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水平。

（三）单元教学建议

1. 形成本册教科书完整的知识结构

在复习的时候，先要引导学生回忆全册知识，然后让学生自主去进行整理，

可以先做大的分类，然后在大类里进一步细分。教师再结合学生交流和整理的

情况形成本册完整的知识结构图。

2. 加强知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在复习小数乘、除法时，要引导学生对小数乘、除法之间，小数乘、除法和整

数乘、除法之间进行比较，使学生知道，小数乘、除法和整数乘、除法的运算法则

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小数乘、除法计算中要注意解决小数点的位置问题。又如

小数混合运算的复习也要和整数四则混合运算进行比较，让学生明白，它们的运

算顺序和简算方法都完全相同，这样把相应的知识纳入一个知识系统，可以有效

地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水平。

3. 抓主体，突出重点知识

不论是综合复习还是分部分复习都要注意抓住主体，突出重点内容进行复

习。分部分复习时可以先确定各部分知识的重点内容和核心概念，并以之作为

复习的主线进行复习。

4. 抓本班学生易错易混的问题，提高复习的针对性

可以根据本班学生的学情，灵活组织学习活动与复习内容。复习是学生查

漏补缺的学习机会，因此在组织复习时，要特别将自己平时在教学中发现学生易

错易混的问题融入其中，并引导学生特别关注，分析易错易混的原因，找出解决

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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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复习建议用5课时进行教学：第1课时，对全册的知识进行梳理，复习小数

乘法和小数除法，完成总复习第 1题，练习二十七第 1，5题；第 2课时，复习小数

乘、除法的积和商的近似值和四则混合运算，完成总复习第2～4题，练习二十七

第 2，3，4，6题；第 3课时，复习图形的变换，完成第 5题，练习二十七第 10，14，15
题；第4课时，复习图形的面积，完成第6题，练习二十七第11～13题；第5课时，

复习可能性，完成第7题和练习二十七第16，17题以及剩下的练习。

★单元主题图是对本册所学知识

的梳理，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

结构。

（1）先让学生回忆本学期学习了哪

些知识，也可以让学生翻书看看目录或

者浏览全书，然后对本册知识进行自主

整理。

（2）在学生自主整理的基础上，反

馈学生整理的知识，并对学生整理的知

识进行补充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师生

共同将所学知识按数与代数、图形与几

何、统计与概率三个领域进行整理，完

善知识结构。

（3）看着知识结构图，说一说有哪

些收获，还有哪些不足。

（4）在后面的复习中将弥补知识的

不足，进一步掌握这些知识。

★第 1题是复习小数乘、除法的计

算方法。先列竖式计算，再说说小数

乘、除法的计算方法和整数乘、除法的

相同点和不同点，沟通小数乘、除法和

整数乘、除法的联系。

★第2题是复习求积、商的近似值的方法。让学生先独立计算，然后说说求积的近似值

和求商的近似值的方法有什么不同，沟通两个知识点的联系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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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题是复习小数混合运算中的

简便计算。学生先用简便方法计算，然

后说一说简算的依据。

★第4题是复习小数混合运算。可

先让学生说一说运算顺序是什么，再进

行计算。

★第5题是复习图形的变换。以这

道题为线索，可先引导学生思考“学习

了图形的哪些变换？”并对图形的平移、

旋转和轴对称进行复习。然后再完成

第5题。

★第 6题是复习图形面积的计算。

可让学生说一说学会了哪些图形的面

积计算，这些面积公式是怎样推导出来

的。然后再完成第6题。

★第 7题是复习可能性。此题有 6
种可能，分别是 1和 2，1和 3，1和 4，2和
3，2和 4，3和 4，要引导学生进行有序地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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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二十七第 1 题是复习小数

乘、除法的口算。

★第2题是对循环小数和小数的近

似数的相关知识进行复习，可先让学生

填空，然后说出这样填的理由。

★第3题是将梯形的面积与小数乘

法解决问题进行综合应用。

★第 4题是对循环小数、商的近似

值等相关概念进行辨析。教学时先让学

生独立判断谁说错了，并说说错的原因，

再进行改正。

★第 5题是列竖式计算小数乘、除

法，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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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题是小数混合运算的练习。

教学时要引导学生观察数据的特点，能

简算的要运用运算律进行简算。

★第 7，8，9题是应用小数乘、除法

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感受数学与生

活的联系。

★第9题，要注意“每两月购进散装

酒 27 kg”这个条件，那么去年就进了

27×6=162 kg，再算出卖出的散装酒后，

进行比较。

★第 10题是图形的旋转和平移的

相关练习。

图①如何变化到图②的位置：图①
先向右平移 6格，再绕点O沿顺时针方

向旋转 90°到图形②的位置；或者是图

①先绕点O沿顺时针方向旋转90°，再向

右平移 6格到图②的位置；或者是图①
先向右平移11格，再绕点O沿逆时针方

向旋转 90°到图②的位置；或者是图①
先绕点O沿逆时针方向旋转90°，再向右

平移 11格到图②的位置。同理到图形

③的位置也有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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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题是多边形面积的相关练

习。教学时要先计算出图形的面积，然

后再连线。

★第 12题是灵活应用多边形面积

的相关知识解决问题，此题的关键是要

找到最大图形的相关条件。

第（1）题中最大的三角形的底是

12 m，高是5 m。

第（2）题最大的平行四边形的底是

8.2 m，高是5 m。

★第 13题是对推导三角形面积计

算公式的复习。教学时，要加强 2个完

全一样的三角形与所拼成的平行四边形

间的联系。

第（1）题的两种画法就是分别沿着

对角线进行连线。

第（2）题不管是 2个锐角三角形还

是 2个钝角三角形拼成的平行四边形，

每个三角形的面积都是 3.6×2.4÷2=4.32
（cm2）。

144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第 14题是画图形的对称轴。教

学时要注意第2个图形和第3个图形的

对称轴都有 4条，还要注意画对称轴时

要画虚线。

★第 15题要注意根据已知的图形

在对称轴的另一边要先找到对应的几

个关键点，然后连线。

★第 16题是可能性的相关练习。

小丽可能把沙包扔进 1～9的任一格子

中，即有9种可能。

★第 17题有 6条路可走，即①③，

①④，①⑤，②③，②④，②⑤。教学时

要引导学生有序地排列。

★思考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可以引导学生这样想：第 1
个因数千位上 a×9的结果是一位数，说

明 a=1；又由于积的个位 a=1，判断 s=9；
又由千位上 1×9=9，判断百位上的乘积

不能进位，并且不能为1，所以 b=0；再由

积的十位上 b=0，并知道积的个位上向

十位进8，可以推出 c=8。所以，这个竖式是：1089×9=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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