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学参考书

五 四则混合运算

（一）单元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意义。

2.认识小括号，知道小括号的作用。

3.经历探索整数四则混合运算计算方法的过程，掌握两步计算的四则混合运

算的顺序，并能进行简单的整数四则混合运算（两步）。

4.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5.感受整数四则混合运算与现实生活问题的联系，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和良好的计算习惯。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教学内容是两步计算的四则混合运算（包括含小括号的两步计算的

四则混合运算），它是在学生掌握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基础上安排的，是学生第

一次正式学习混合运算，也是以后进一步学习整数、分数、小数四则混合运算的

基础。具体结构如下：

乘加、乘减不带括号的
两步混合运算（例1）

除加、除减不带括号的
两步混合运算（例2）

带括号的两步混合
运算（例3）

教科书充分利用学生已有数学活动经验，体现了四则运算对四则混合运算

的基础作用和综合应用，既有利于学生巩固四则运算方法，也有助于进一步发展

学生的运算能力。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教科书将四

则混合运算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用现实生活中购物的题材承载四则混合

运算的知识，有助于学生借助生活经验理解四则混合运算该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以及为什么这样算的道理，从而掌握四则混合运算顺序。同时，还有助于学生感

受四则混合运算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四则混合运算的价值，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

意识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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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教学重点] 理解并掌握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单元教学难点] 理解含有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与方法。

（三）单元教学建议

1. 以学生已有的数学活动经验为基础创设新的问题情境。学生已有的知识

是学习新知识的基础，学生已经学习了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能够用2个一步运

算解决相应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用1个两步运算解决问题，体现四则混合运

算学习的必要性。

2. 借助数量关系的分析构建四则混合运算的算式。建立数量关系是学习四

则混合运算基础，所有的运算都是建立在数量关系分析的基础上的，包括小括号

的来源。所以，教学中将数量关系的分析作为列出四则混合运算算式的基础，使

学生合理理解四则混合运算，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教学

形式上来说，应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数学思考。对于含有小括

号的四则混合运算，教学中一是用数量关系使学生明确为什么用小括号，二是揭

示小括号的作用。

3. 借助学生的生活经验理解四则混合运算顺序。对运算顺序的理解与掌

握，要注重四则混合运算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强调结合生活经验理解四则混

合运算顺序，并引导学生自主表达有小括号和没有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顺序，

避免学生对四则混合运算顺序的死记硬背。

4. 突出四则混合运算的实践价值，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四则混合运

算的教学，重点是探索并掌握运算顺序，但同时也应注意突出四则混合运算的实

践价值，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一是应通过现实问题情境让学生感受四则混

合运算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二是结合分析问题情境中的数量关系列出四则混合

运算算式的过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三是在练习中适当安排运用四则混

合运算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练习，感受四则混合运算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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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主要由单元主题图、3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组成，建议用4
个课时完成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第2课时教学例2；第3课时教学例3；第4课

时完成相应的练习。

★主题图是一个商场买东西的问题

情境，情境中有教师、家长和小朋友与营

业员对话，情境逼真，体现了2步运算来

源于现实生活，主题图安排的 3个场景

对应了教科书中3个例题。

教学时，一是利用主题图引出单元

学习的内容，激发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

为后面例题的教学打好基础。二是应利

用主题图的问题让学生感受到用一步运

算是不能解决的，需要两步运算完成，由

此产生学习两步运算的需要，感受学习

四则混合运算的必要性。三是该主题图

只是为了引出问题，不需要学生列出相

应的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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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学习不带括号的乘加、乘减两步计算的四则混合运算，问题情境来源于主题图

中，学生对问题情境比较熟悉。该问题先通过一步计算到两步计算，体现了让学生利用已有

知识推动两步计算的四则混合运算的学习，感受两步计算的四则混合运算与一步计算的四

则运算的联系与区别。

教学时可以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呈现问题情境让学生观察，获取

情境中的信息，可以让学生自主提出

问题。

（2）让学生自主计算解决问题，特别

应让学生列出用2个一步运算的算式解

决该问题，激活原有认知基础。在此基

础上，提出能否用一个算式表示，即将2
个一步运算的算式合并为1个两步运算

的算式，并引导学生列出综合算式，即

7×6+55。
（3）重点引导学生结合情境理解7×

6+55的运算顺序，明确为什么先算7×6，
再算42+55的道理。初步让学生感受到

在一个算式中有乘法和加法应先算

乘法。

（4）在例 1 后面安排了两个“试一

试”，目的是让学生全面了解乘加、乘减

的四则混合运算顺序。教学时，应先让

学生说出运算顺序，再计算，如果学生说

四则混合运算算理有困难的时候，可以

让学生通过举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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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学习不带括号的除加、除减

的两步计算的四则混合运算，该例题直

接列出综合式，体现了在例 1基础上的

知识的迁移发展。

教学时注意以下几点：

（1）可以像例 1那样先呈现问题情

境让学生观察，获取情境中的信息，让学

生自主提出问题。

（2）注意引导学生理解问题情境，分

析数量关系列出算式，特别注意对45－
70÷2每步含义的理解。重点结合情境

引导学生理解45－70÷2的运算顺序，克

服学生头脑中形成的从左到右计算的思

维定式。

（3）针对“说一说”栏目，要求学生结

合例1、例2的算式，说一说运算顺序，先

引导学生观察这一类算式的特点，即同

时含有加减中的一种，乘除中的一种，应

先算乘除，再算加减。

（4）完成“试一试”栏目，进一步强化

除加、除减的运算顺序。

（5）让学生在独立思考基础上交流，

概括没有括号的两步计算的四则混合运

算的运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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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对应例 1，其目的在于

引导学生掌握两步运算和一步运算的关

系。教学时，采用同桌之间或者小组内

的形式活动，一个写两步运算，另一个写

成一步运算的游戏方式。

★例 3主要是认识小括号，学习带

小括号的两步运算的四则混合运算，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教学时注意

以下几点：

（1）可以先呈现问题情境让学生观

察，获取情境中的信息，让学生自主提出

问题。

（2）结合数量关系分析，让学生理解

要先算 1件儿童衣服多少元，必须先算

出3件儿童衣服的总价。这时可以先让

学生独立列式，学生可能列出 207－
120÷3，这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步列

式计算检验或分析运算顺序判断列式是

否正确，引出小括号的必要性，并列出算

式（207－120）÷3。
（3）借助情境理解运算顺序，感受为

什么要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减法再算除

法，从而感受小括号的作用。最后让学

生独立计算并交流反思，在交流时突出两点：一是要明确在算式中为什么加小括号；二是突

出有小括号和没有小括号运算过程的比较。

（4）要针对含有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顺序进行讨论，概括算式里有小括号的四则混合

运算的运算顺序。完成“试一试”的练习，进一步强化对含有小括号的四则混合运算顺序的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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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有2个题，第1题采用同

桌之间的合作或者小组内的合作，一个

同学写算式，另一个同学说运算顺序。

第2题主要是对含有小括号运算顺序正

误的判断，教学时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

较为合适。

练习十五有8道练习题，其中第1~4
题对应例1和例2，第5~8题对应例3。

★第1题是巩固不含小括号的四则

混合运算，练习时，可以先由学生独立完

成，然后相互交流计算结果。

★第 2题是改错题，引导学生先判

断，再说明错的原因，并改正过来。

★第3，4题是应用四则混合运算解

决简单的问题，进一步巩固四则混合运

算，同时感受四则混合运算与现实生活

的联系，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和应用意

识。练习时，先引导学生理解题意，然后

列出算式，计算出结果，重点关注学生列

式及计算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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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题是通过对比练习进一步巩

固各种情形的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

序，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教学时，一是

要引导学生按照竖排为一组独立计算；

二是要引导学生在计算的过程中思考一

个竖行算式之间的特点，突出算式之间

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更加牢固地掌握其

运算顺序。

★第6题是含有小括号的四则混合

运算。

★第7，8题是应用四则混合运算解

决问题，其中第 8题应用带小括号的四

则混合运算解决问题。练习时，注重学

生数量关系的分析，并按照数量关系列

出综合算式，完成相应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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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元教学资源

学生整数四则混合运算中的问题及对策

整数四则混合运算是在学习了整数的口算、笔算方法之后进行的，它是解决

复合文字题、复合应用题的基础，它的方法还将迁移到分数、小数领域。所以，这

一内容在小学数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教科书在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安排上给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混合运算

的初级阶段，时段为一、二年级，内容主要有100以内的加减法组成的两步计算，

以及由表内乘法、表内除法参与的乘加、乘减、除加、除减运算。第二层次是混合

运算的发展阶段，时段为三年级，主要进行四种运算混合的两步计算，给出了四

则混合运算的顺序。其中包括三位数的加减、一位数乘以三位数、三位数除以一

位数的运算，并且在式题中可以有小括号的参与。第三层次是混合运算的拔高

层次，时段为四年级，主要进行三步的混合运算，在式题中包含有两位数乘以两

位数、三位数除以两位数的运算，式题中还可以有小括号和中括号，难度较之于

第二阶段更高。

学生在整数四则混合运算中经常出现以下错误：

（1）运算顺序错误

328-76+24=328-100=228
600÷25×4=600÷100=6
在简便运算中，学生常用到“凑整”的方法，而这种经验带来了思维上的负迁

移。学生只关心算式中具有“特殊关系”的某些数，他们将“凑整”作为计算的首

要任务，而忽略了“运算顺序辨别”在计算中的基础性。

（2）将第一步运算结果写在最前面

120-27×14=108-120
学生的思维和动作还处于“简单同步”的状态。①学生错误地认为，计算的先

后顺序与结果序列的空间位置是一一对应的，先算的就要排在最前面。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四则混合运算：

（1）现实原型支撑

我国传统数学教学过分重视数学内容的形式化、符号化、严密性，忽视了学

生形象、直觉思维能力的培养。其实，人的思维并不是线性发展的，抽象思维并

不比形象思维更具有优势，它们是相互支撑、共同作用的。具象化的现实原型有

助于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如下的案例就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乘除和加减运算的先

①沈重予.第五讲遵循规律灵活运算-整数四则混合运算和简便运算教学[J].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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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顺序：6条小狗和4只公鸡有多少条腿？（如图1）。再例如，电影票每张10元，但

对于学生每张优惠 2元，15名学生看电影需要多少钱？学生借助于这个现实原

型就能够很容易理解小括号的作用。

图1 现实原型

（2）式题与文字题互化

式题是利用运算符号表示数量关系，文字题是用文字叙述表示数量关系。

例如，100-25×3改写成文字题为“100减去 25乘以 3的积，差是多少？”学生用不

同形式表示同一数量关系，进而能够在两种形式间灵活转化是掌握运算顺序的

重要方法。在将式题化成文字题后，还可以对其“压缩理解”，即仅保留文字叙述

的主干。如将 100-25×3缩题为“减去积，求差”，这样就清晰的揭示了计算的先

后顺序。②

（3）定序列式和变序比较

定序列式是一种逆向思维，就是通过小括号的恰当增添达到给定的运算序

列。例如：152-216÷3×2。如果给定的运算序列是“减—除—乘”，则应这样增添

括号：（152-216）÷3×2。还可以这样安排运算序列：

乘—除—减

减—乘—除

变序比较是将有着相同数字、相同运算符号，而括号位置不同的算式进行对

比，叙述其运算顺序有何不同，分析顺序不同的原因。例如：12+16÷4×7和（12+
16）÷4×7。定序列式和变序比较都体现了“变式教学”的思想，是在比较分析中理

解运算顺序的影响因素。③

（4）并题训练

并题训练就是将分步式改写成综合算式的形式。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将综

合算式拆分成分步式。例如：

分步式：13×5=65 98÷7=14 65-14=41
改写成综合式为：（13×5）-（98÷7）

②袁妙婵.小学数学四则混合运算教学改革小议[J].69.
③曾郁基.浅谈四则混合运算的思维训练[J].小学教材学参考，199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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