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小数除法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理解小数除法的算理，掌握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并能正确计算小数

除法。

2. 初步认识循环小数、有限小数和无限小数，能用循环小数表示除法的商，

并能正确区分有限小数和无限小数。

3. 掌握求商的近似值的方法，能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用“四舍五入”法、“去

尾法”“进一法”保留商的近似值。

4. 能综合应用小数除法等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在探究小数除法计算方法的过程中，感受转化的数学思想，在解决实际问

题的过程中获得成功体验，坚定学好数学的信心。

（二）单元内容分析

小数除法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除数是一位数和两位数的整数除法的基础上

学习的。小数除法无论从试商方法、除的步骤、书写格式等都与整数除法基本相

同，不同的只是小数点的处理问题。小数除法是整数除法的发展，也是学生全面

掌握除法计算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单元安排了除数是整数的除法、除数是小数的除法、商的近似值、循环小

数、问题解决、整理与复习共6个小节。

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是从整数除法向小数除法的过渡，它的计算方法与

整数除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要对齐被除数的小数点在商的上面点小数点。它

又是除数是小数除法的学习基础，因为在计算中要把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转化成

除数是整数的除法来做。

除数是小数的除法是紧接着除数是整数的除法编排的，它是除数是整数的

除法的发展，这样的编排遵循了知识发展的规律，重点突出怎样把除数是小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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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转化成除数是整数的除法的转化过程，把新知识同化在学生原有的认知结

构中，使学生全面掌握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

商的近似值和循环小数都涉及商的处理问题，是对小数除法的深层次研究，

通过对商的处理方法的研究，学生可以更灵活地处理小数除法的商，增强学生灵

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为学生用小数除法的相关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打下

坚实的基础。

问题解决是所学知识的综合应用，一方面可以强化前面所学知识，另一方面

也可以让学生从中获得价值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掌握一些问题解决

的基本策略。

[单元教学重点] 理解小数除法的算理，掌握计算方法，并能应用小数除

法的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单元教学难点] 正确计算小数除法。小数除法在整个计算教学中是最

难的，在计算中需要涉及试商，算乘法、减法，还要涉及小数点的对位等相关知

识，包含的知识点很多，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因此正确计算小数除法是本单元的

教学难点。

（三）单元教学建议

1. 通过现实情境理解小数除法的意义

教科书没有单独编写小数除法的意义，在教学中要通过生活中大量的小数

除法现象让学生去体会意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加深对意义的理解，不脱离具

体情境让学生说一说小数除法的意义。如例1对话框“这幢6层的教学楼高23.4
米，平均每层楼的高度是多少米？”这里的“ 23.4÷6”在这个情境中就表示“把23.4
平均分成6份，求每份是多少。”

2. 抓住新旧知识的连接点，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

由于小数除法与整数除法间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所以在本单元

的教学中，要以整数除法作为认知基础，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如把 23.4 m转

化成 234 dm，用 234÷6=39（dm），39 dm=3.9 m，就把不能解决的新问题转化成了

用整数除法能够解决的问题，同时这样的转化也能帮助学生对算理的理解。

又如，把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转化为除数是整数的除法等。教学时要抓住学生

已经掌握了整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加强整数除法和小数除法的比较，渗透转化

的数学思想，发现两种除法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而有效地利用原有知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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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的学习。

3. 重视算理的理解，帮助学生掌握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

小数除法的重点是突出小数点的处理问题，而商的小数点为什么要和被除

数的小数点对齐要涉及数概念的知识，比如在23.4÷6的计算过程中，在个位上商

3后被除数个位上还余5，与十分位上的4合起来是54个十分之一，因此商9应该

在十分位上，表示9个十分之一。在对算理的理解时先要联系数位和计数单位的

知识，让学生明白被除数中每个数字在数位上表示的意义，这样学生就能主动地

掌握小数除法的算理，从而掌握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

4. 强调计算方法的应用，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计算能力是在应用中不断形成并提高的。计算方法的应用除了简单的计算

练习外，还要联系生活实际问题，创设一些现实情境。如：结合学生的生活情境

来设计一些数学问题，把计算方法的探讨与解决问题结合起来，使学生的生活经

验作用于计算方法的探讨过程，帮助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另外，还可以通过一些

现实问题引发学生新的数学思考和探究欲望。如：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儿要

取商的近似值？循环小数在生活中是怎样产生的？怎样用循环小数来表示商？

通过这些计算方法的应用和与现实情境的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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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除数是整数的除法”共安排了 3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 1个练习。

建议用2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单元主题图，例1、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和

练习十一第1~4题，6题；第2课时，教学例3，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和练习十一第

5，7～11题和思考题。

★单元主题图是通过一幅校园情

境图，让学生感受小数除法在生活中的

广泛应用，激发学生学习小数除法的

兴趣。

（1）先出示主题图和对话框，让学

生仔细观察，并说说获得了哪些数学

信息。

（2）要解决这 3 个问题该怎样列

式？学生根据以前对除法意义的理解

列出除法算式，不同的是这里的被除数

或者除数涉及小数。

（3）通过主题图让学生感受到小数

除法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激发学生学

习本单元小数除法的兴趣。

（4）主题图中的问题是后面例题或

习题所要研究的问题，既为后面的学习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能在后面的学习

中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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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是被除数的小数末尾不需要

添0就能直接被除数除尽的小数除法。

（1）直接将主题图中的情境用来教

学例 1，为什么用除法计算呢？就是把

楼的高度 23.4 m平均分成 6份，求每份

是多少？让学生从中感受到除数是整

数的小数除法的意义与整数除法的意

义是相同的，初步体会小数除法的

意义。

（2）引导学生观察算式的特点，然

后引出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课题。

（3）探索“23.4÷6”的计算方法。引

导学生思考能不能转化成整数除法来

计算呢？利用转化的思想，借助“米”和

“分米”的联系，把小数除法转化成整数

除法来做，这种方法可以架设起新旧知

识的联系，同时也为第 2种方法的探讨

提供借鉴。

如果不转化成整数除法又该怎样

计算呢？这种方法是教学的重点。引

导学生理解竖式中的 54表示 54个十分

之一，54个十分之一除以 6，商就是 9个
十分之一，所以9应该商在十分位上，这

是为什么要在商9的前面打小数点的算

理，从而归纳出“商的小数点和被除数的小数点对齐”。

（4）利用第2种计算方法完成试一试，并让学生说一说商的小数点为什么要和被除数的

小数点对齐，通过练习巩固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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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是个位不够商 1要写 0，除到

小数末尾还不能除尽，需要添 0继续除

的小数除法。

（1）出示情境图，理解题意，进一步

理解为什么用除法计算，进一步理解除

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意义。

（2）让学生尝试“46.5÷62”怎样计

算。尝试完后，重点探究个位上不够商

1怎么办？除到被除数最后一位还没有

除尽怎么办？引导学生要从小数意义的

角度来理解整数部分一个也没有，要写

0；在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者去掉0，小数

的大小不变。

（3）计算结果是不是正确呢？引导

学生用乘法进行验算，通过验算证明计

算方法是正确的，从中获得成功体验。

通过验算加强对乘、除法关系的理解，培

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4）“议一议”怎样计算除数是整数

的小数除法？引导学生小结除数是整数

的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如按照整数

除法的法则去计算，商的小数点和被除

数的小数点对齐，个位不够商 1要写 0，
除不尽要添0继续除等。学生用自己的

语言表述计算方法，不必形成法则。

（5）“试一试”是巩固个位不够商1和添0继续除的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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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是整数相除，除到个位不能

除尽，需要在商的末尾点小数点后，在

被除数的末尾添0继续除的除法。

（1）出示情境图，理解题意，要求

“平均每天吃多少千克大米？”该怎样解

决？学生利用以前学习的有余数的除

法的知识，商1还剩6 kg。
（2）到底平均每天吃多少千克大米

呢？也就是要算出36÷30的准确商。引

导学生在被除数的末尾添 0继续除，这

里重点探讨为什么要在商的个位后面

点小数点？让学生理解在6的后面添上

0，就是把6变成了60个十分之一，60个
十分之一除以 30就得 2个十分之一，所

以要在商的个位点上小数点。

（3）“试一试”就是巩固整数相除商

是小数的除法计算方法。

★课堂活动第1题是比较整数除法

和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相同点和

不同点，沟通两种除法的联系与区别。

教学时让学生先计算，然后进行比较。

理解两种除法的计算方法基本相同，不

同的是小数除法要思考商的小数点确

定在什么位置。

★第2题是探索规律的活动。教学时不需要计算，直接引导学生观察算式和想计算的

过程，从而发现被除数比除数大商就大于1，被除数比除数小商就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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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一第 1题是被除数的小数

末尾不需要添0就能直接被除数除尽的

小数除法的练习。其中 44÷5学生可以

利用有余数的除法的相关知识来解决。

★第2，3题是被除数是小数的除法

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引导学生利用正

确的数量关系来解答，同时还要会识别

与解决问题无关的信息，如三峡大坝正

常水位为175 m、在向阳中学4×100 m接

力赛中、400 m等。

★第4题是通过“算一算”“连一连”

来巩固被除数是小数的除法的计算方

法。学生先计算出每个除法算式的得

数，再把得数相同的算式连起来。

★第 5题是计算并验算，巩固计算

方法和验算方法。其他题虽然没有明确

地提出验算的要求，但要鼓励学生验算，

从中养成验算的习惯。

★第6题是找出被除数是小数的除

法计算中的常见错误并改正。先让学

生认真观察竖式，从商没有打小数点、计算中忘记退位、商的小数点对错方面找出错误的原

因进行辨析并改正，从而使自己在计算中不犯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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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题是通过填空让学生练习除

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计算，同时从中

感受乘、除法之间的联系，提高学生对

乘、除法计算方法的掌握水平。

★第 8~11题是把计算和解决问题

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练习相关的计算。这样既可以让学生

从中体会所学知识的应用价值，又可以

让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加深对除法意义

的理解。

★第 9，11题都是需要两步才能解

答的问题。由于这里还没有学习小数

混合运算，只要求学生根据题中的条

件，分步解答就行了。当然，学生能列

出综合算式也应该肯定，但不能作为全

班的统一要求。

★第10题比较哪种笔记本最贵，这

要涉及多步计算，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是求出每本笔记本的价格后再比较。

★思考题是综合应用小数乘法、小

数除法和乘、除法之间的关系来解决的问题。教学时要让学生理解题意，通过把除数6看作

9，算出的商是 0.4，就可以算出正确的被除数是 9×0.4=3.6，那么正确的商就应该是 3.6÷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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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节“除数是小数的除法”共安排了 4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 1个练习。

建议用4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例2，课堂活动第1题，完成练习十二第1~
3题；第2课时，教学例3，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和练习十二第4~6题；第3课时，教

学例4，完成练习十二第11，13题；第4课时，练习课，完成练习十二第7~10题，12
题和思考题。

★例1是探讨小数除以小数的一般

计算方法。

（1）用买西瓜的生活情境引入除数

是小数的除法。为什么用除法计算

呢？实际就是看 12.8元里面有多少个

1.6元。让学生感受小数除法的意义与

整数除法的意义相同。

（2）探索 12.8÷1.6的计算方法。小

数除以小数能不能转化成除数是整数

的除法来计算呢？引导学生把“元”化

成“角”来做。还重点引导学生可以利

用“商不变的性质”把除数变成整数来

计算。

（3）“试一试”用李大爷买西瓜的情

境，进一步巩固利用转化的方法，把除

数变为整数。

（4）例1的教学不要涉及竖式计算，

重点放在转化的过程上。还可以用练

习十二第2题加深学生对这个转化过程

的理解，为例2的教学作好过渡和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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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是在竖式上研究小数除以小

数的计算方法。

（1）0.988÷0.38怎样把它转化成除

数是整数的除法呢？引导学生思考是

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到原数的100倍
还是 1000倍？使学生明白转化过程中

重点思考的是除数要扩大到原数的100
倍才能变成整数，即98.8÷38。

（2）教师示范用小斜线把除数的小

数点去掉，把被除数的小数点去掉并把

小数点移到两个8的中间。

（3）学生尝试计算，再进行讲评。

（4）“试一试”是进一步巩固小数除

以小数的竖式计算的方法。

★例3是研究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

大相同的倍数后，被除数的末尾需要添

0的竖式计算方法。

（1）出示情境图，列出算式，理解要

求可以喂多少天就是求114 kg里面有多

少个9.5 kg。
（2）114÷9.5怎样把它转化成除数是

整数的除法呢？重点引导学生讨论为

什么要在 114的末尾添一个 0？实际上

就是把114的小数点向右移动1位，是1140。
（3）学生尝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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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一议”是引导学生归纳除数是

小数的除法的计算法则。教科书用文字

的形式呈现法则，以突出这个法则的重

要性。

★例4是连除的问题。

（1）通过每辆汽车每天运货多少吨

的情境来帮助学生理解连除的意义。引

导学生思考94.5÷3÷3.5每步的结果表示

的意义；还可以列式94.5÷3.5÷3，思考每

步表示的意义。

（2）连除的运算顺序是怎样呢？让

学生带着这样的问题自己尝试用递等式

计算。

（3）反馈时重点放在运算顺序和计

算结果上。

★课堂活动第1题是以对口令的形

式来巩固把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转化为除

数是整数的除法。

★第2题是探索商比被除数大或小

的除法算式的规律。教学时，先让学生

计算，然后找一找商比被除数大（小）的

算式有什么特征，从而发现当除数比 1大，商就比被除数小；当除数比 1小，商就比被除数

大。还可以随意写一些除法算式，让学生判断商是否大于（或小于）被除数，以检验学生是否

掌握规律。这个规律可以直观地判断商的范围，为除法算式的结果作一个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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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二第 1题是通过上下题

的对比，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商不变的性

质，下面的小数除法都是转化成上面的

整数除法来计算的。

★第2题是用填空的方式把除数是

小数的除法转化成除数是整数的除法

的单项练习，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小

数除法的计算方法。

★第3题是除数是小数的除法的竖

式计算，主要是结合例 1和例 2安排的

相关计算。

★第5题主要是运用商不变的性质

把除数变成整数，进一步巩固被除数和

除数同时扩大相同的倍数后，被除数的

末尾需要添0的情况。

★第 6题是除数是小数的除法练

习。学生先计算出每个算式的结果，再

根据得数来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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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题是用竖式计算除数是小数

的除法，包含了3个例题形式的习题。

★第8题是辨析除数是小数的除法

竖式计算中的常见错误并改正。

教学时先让学生独立观察竖式，说

说错误的原因，再进行改正。

★第9，10，12题是利用除数是小数

的除法解决生活中的简单实际问题。要

引导学生说出为什么用除法计算，进一

步加深学生对小数除法的意义的理解。

★第 13题是用连除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

★思考题是综合应用乘、除法关系

解决的问题。根据“商×除数=被除数”，

引导学生思考“被除数＋被除数=被除

数×2”，所以这个算式的被除数是 18.8÷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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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商的近似值”共安排了3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建议用2
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和练习十三第1～3题；

第2课时，教学例3，完成练习十三第4～9题和思考题。

★例1是感知求商的近似值是生活

的需要，初步掌握求商的近似值的

方法。

（1）出示情境图，理解题意。学生

列出算式，并用竖式计算出商。

（2）感受求商的近似值是生活的需

要，这是教学的重点。

首先，2.97÷8的商有5位小数，计算

非常麻烦。

然后，小数部分第1位表示分米，第

2位表示厘米，厘米以下的长度单位非

常短，在表示步长中没有多大意义。

最后，生活中每步的长度不是非常

平均的，有时迈得长一些，有时短一些，

所以只需要近似值就行了。

（3）用“四舍五入”法把求出的商保

留两位小数，并用“≈”连接。

（4）引导学生思考，在刚才的计算

中，哪些步骤可以省略。从而使学生明

白在竖式计算中只需要除到小数部分

第3位就可以了，不必除尽。

★例 2是掌握求商的近似值的方

法，就是除到比保留的小数位数多一

位，再四舍五入。

（1）出示情境图，理解题意。这里重点理解“得数保留一位小数”的意思，即要求商的近

似值，得数保留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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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尝试计算，并保留一位

小数。

（3）结合学生的计算情况，重点交流

需不需要除尽，除到哪一位就可以讨论

商的近似值。

（4）小结求商的近似值的方法，即除

到保留的小数位数多一位，再四舍五入。

★例3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商的保

留位数。

（1）出示情境图，理解题意。引导学

生理解要比较谁节油多，就要对 3个师

傅每天的节油量进行比较。

（2）得数应该保留几位小数就能比

较呢？引导学生思考，看小数位数的哪

一位能比较出大小就除到哪一位？

（3）学生用竖式计算两个除法算式，

把得数和 3.16进行比较，34÷11只需除

到一位小数就可以了，22.3÷7只需除到

两位小数就可以了。

（4）通过比较，得出“节油标兵”是

王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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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是说一说生活中哪些

地方要用到商的近似值，让学生感受商

的近似值的应用价值。在学生说的基

础上，教师还可补充一些实例，以拓展

学生的视野。

★练习十三第1题是求商的近似值

的练习。学生独立完成，在练习过程中

巩固得数保留一位小数的知识，就要除

到小数部分第二位，然后再四舍五入。

★第2题是商的近似值在生活中的

实际应用。“平均每分大约打多少个

字？”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用近似值表

示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3题是用小数除法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巩固除数是小数的除法的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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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题是用“四舍五入”法把商的

近似值按要求填入表中，从而理解商保

留不同的位数会得到不同的近似值。教

学时先让学生独立填空，再说说同样的

除法为什么近似值会不同。

★第 5题是用计算器计算，然后保

留两位小数。由于题中的数据位数较

多，直接利用计算器计算比较方便。

★第6题是商的近似值在生活中的

实际应用。“飞机平均每时大约飞行多少

千米？”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用近似值

表示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7题是结合现实生活中人民币

的单位，将商的近似值保留两位小数。

★第9题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商的

保留位数。可让学生先独立练习，然后

反馈除到哪一位就可以比较大小了。

★思考题是综合运用一个数的近

似数和除法各部分的关系解决的实际

问题，该题思维难度大，具有很大的开放性，答案不唯一。可以引导学生这样思考：近似商

1.4是怎么得到的？是把商的小数部分第2位上的数四舍五入后才得到1.4；那么商如果是两

位小数就可能是1.35，1.36，1.37，…，1.44，然后用这些两位小数乘0.6，把积保留两位小数就

得到这些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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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循环小数”共安排了2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建议用2课

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和练习十四第1～5题。第2课

时，教学例2，完成练习十四第6～9题和思考题。

★例1是通过除法计算商的小数部

分的循环现象，认识循环小数和相关

概念。

（1）创设情境，可从生活现象中引

出循环问题，如一年四季的周而复始，

白天黑夜重复出现等。计算中也有一

些重复现象，从而引出课题。

（2）计算 2÷6有什么发现？重点引

导学生发现“余数不断地重复出现‘2’”
“商的小数部分重复出现‘3’”“总是除

不尽”这 3个规律。还可以引导学生思

考为什么商的小数部分会重复出现 3？
最后用0.333…表示商，理解省略号表示

的意思，注意这里的省略号都打3个点，

不打6个点。

（3）7.3÷2.2的商的循环节是 2个数

字，并且是一个混循环小数。教学时先

让学生独立计算，重点引导学生观察余

数是 4和 18依次不断地重复出现，商是

18重复出现；还可以在第 2次出现余数

4时，猜想继续除下去商会怎样。

（4）“试一试”是通过 2个除法计算

进一步感受除法计算的循环现象，并会

用省略号表示商。其中第1小题是3个数字在循环，第2小题是从小数部分第2位开始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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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描述性的语言揭示什么是循

环小数。然后重点引导学生讨论循环小

数有什么特点，加深对循环小数的理解，

最后揭示循环节的概念。

（6）循环小数的简便写法。即只需

要写出一个循环节，并在循环节的上面

打点，如果循环节是3个或者更多数字，

就在首末数字上打点。

关于循环小数的读法。如3.318··
，读

作：“三点三一八（停顿），一八循环”。

（7）结合对循环小数的理解，揭示无

限小数和有限小数的概念。

★例2是循环小数在现实生活中的

应用。

（1）学生尝试独立解答。

（2）重点讨论商是循环小数时该如

何表示？引导学生用循环小数的简便写

法来表示准确的商，并用等号连接。

（3）怎样把这个循环小数保留 2位

小数？用学过的“四舍五入”法进行保

留，并用约等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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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是对两个整数相除如

果不能得到整数商时的小数位数的进

一步探究，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如果

能除尽，商就是有限小数；如果不能除

尽，商一定是循环小数。如除以7，余数

就有1，2，3，…，6这6种可能，假设前几

次的余数都不一样，当第 7次的余数一

定会出现前面的某一种可能，这样商就

是循环小数了。

★练习十四第1题是让学生判断循

环小数。

★第2题的送信游戏实质是一个分

类活动。把卡片上的算式分为有限小

数和无限小数，加深对两个概念的理

解。还可以对无限小数作进一步分类，

无限小数包含了循环小数和无限不循

环小数。

★第 3题是进一步巩固小数除法，

并在计算的过程中发现有的计算能除

尽，而有的计算不能除尽，需要用循环

小数来表示。

★第4题是把循环小数按要求改写成近似数，加深学生对循环小数的理解，同时也沟通

了循环小数和近似数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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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题是通过计算探索商的循环

小数的规律。教学时要重在规律的探

索，如通过1÷3=0.333…，4÷3=1.333…这

个规律直接写出7÷3的商。

★第6题是进一步巩固小数除法和

商的近似值。

★第8题是要结合人民币面值的最

小单位是“分”的实际情况，将算出的循

环小数保留两位小数，感受所学知识的

应用价值，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第9题是感受小数除法的意义和

商的近似值在生活中的实际价值。“联合

国旗帜大约重多少克”就是看 216dm2里

面包含有多少个0.65dm2，同时以联合国

旗帜为素材，拓展学生的视野。

★思考题是循环小数的规律的应

用。可先引导学生观察这个循环小数

的循环节是“432”，就是每3个数字循环

一次；然后用 100÷3＝33……1，也就是

这3个数字重复出现了33次后又重复第1个数字，所以这个商的小数点后第100位数上的数

字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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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问题解决”共安排了3个例题、1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建议用3课

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和练习十五第1～3题；第2课时，教学例2和练习十五

第4～7题；第3课时，教学例3，课堂活动和练习十五第8～10题。

★例1是根据实际需要用“进一法”

求商的近似值。

（1）出示情境图，根据除法的意义

列出算式。

（2）由于被除数和除数的数据比较

大，可用计算器算出结果，降低计算

难度。

（3）结合汽车辆数应是整辆数的现

实情况，引导学生理解用“进一法”取商

的近似值，感受“进一法”的使用是解决

现实问题的需要。

（4）把“四舍五入”法和“进一法”进

行对比，找出两种方法的相同点和不同

点。相同点：都是求近似值的方法。不

同点：“四舍五入”法是根据保留位数的

后一位满 5就入，不满 5就舍，是求近似

值的一般方法；“进一法”是根据保留位

数的后一位都进一。

★例2是平均问题。

（1）出示情境图，引导学生根据条

件和问题，找出“铺设管道的总米数÷铺
设的总天数=平均每天铺设的米数”的

数量关系。

（2）然后根据这个数量关系，分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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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是同一商品两种售价的比较

问题。

（1）出示情境图，理解题意。要引导

学生理解“两种卖法”“如果两人的蘑菇

质量是一样的”“合算”的含义。

（2）学生尝试解答。大多数学生会

用“每千克蘑菇的价格进行比较”的思路

进行解答。要让学生理解52÷12的商为

什么只保留一位小数。

（3）通过议一议“还可以怎样想”，突

出解题策略的多样化。还可以用6 kg蘑
菇的价格或12 kg蘑菇的价格进行比较。

（4）引导学生比较3种比较方法，虽

然具体思路不同，但都是在数量相同的

情况下比较价格，从而形成解决此类问

题的基本策略。

★课堂活动是比较几种类似的报纸

的价格和质量后，对订阅报纸提出建议，

是结合例3教学完后安排的活动。由于

每个学校订阅的报纸都不一样，这就增

强了这个活动的现实性，有利于学生通

过活动获得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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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五第1题和第2题都是用

“进一法”保留到整数，巩固根据实际情

况用“进一法”求近似数的方法，感受到

这类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性。

★第 3 题是用“去尾法”保留到

整数。

（1）结合现实情况，引导学生理解

由于装订的练习本要规格统一，不足48
页就不能装成一本，所以无论小数部分

第一位是多少都要舍，这种方法就是

“去尾法”。

（2）还可以引导学生想一想生活中

还有哪些地方用到“去尾法”，如：做衣

服，做烟筒等。

（3）把“四舍五入”法“进一法”“去

尾法”进行比较，形成完整的求近似值

的方法。

★第 5题用表格的形式呈现条件，

并用前 5个月和后 7个月描述 1年的 12
个月，要引导学生看懂表格和理解

题意。

★第7题不仅要求学生算出平均上调的工资，还要考虑得数保留几位小数，具有一定的

综合性。

★第8题可以用每秒的路程比，也可以用8秒或16秒的路程比。

★第10题首先要理解“缩短为”“提高到”的含义，即现在的里程和速度，然后再进行解

答，并通过这个现实题材，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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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节“整理与复习”共安排了主题图、2道题和 1个练习。建议用 2课时教

学：第1课时，教学“整理与复习”主题图，第1题，练习十六第1～5题；第2课时，

教学“整理与复习”第2题，练习十六第6～10题和思考题。

★本小节先安排了整理知识的情

境图。

（1）先让学生回忆本单元学了哪些

知识，也可以让学生翻书看一看学了哪

些知识。

（2）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教师和

学生共同把本单元的知识梳理成结构

图。如：除数是整数的除法、除数是小

数的除法、商的近似值、循环小数、问题

解决等。促进学生对单元知识的整体

把握。

（3）在这些知识的学习中要注意哪

些问题（或者你有哪些好的建议要提醒

同学注意的）？进一步引导学生对方法

的掌握。

★第1题是复习小数除法的计算方

法。学生先计算，再说是怎样算的，加

深对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的掌握。

★第2题主要是复习商和积的近似

值和问题解决。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

欧元兑换成人民币，既全面呈现了货币

兑换的方法，也把商的近似值和积的近

似值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感受到这两部分知识的联系与区别，体会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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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六第1题是用夺红旗的形

式复习小数乘、除法的口算。

★第2题数学医院是对循环小数和

商的近似值的相关知识进行辨析。教

学时先让学生独立判断，再说出对或错

的原因，最后把错的改正过来。

★第 3题不要求学生计算，直接根

据817÷ 43=19写出其他算式的商，沟通

小数除法与整数除法的联系与区别，理

解在小数除法中关键的问题是确定商

的小数点位置。

★第 4题是复习小数乘、除法的计

算方法。学生用竖式进行计算。

★第5题是小数除法在生活中的实

际应用。要结合除法的意义理解河沙

的质量是水泥的多少倍，就是看39吨里

面包含有多少个1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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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题是除了应用计算方法进行

计算外，还通过同一个数除以不同的除

数得到不同的商，反映小数除法中的一

些规律，如除数小于 1，商则大于被除

数；除数大于 1，商则小于被除数。第 2
组题目还反映了乘、除法的关系。

★第 8题是用计算器计算小数乘、

除法，并把取近似值的相应知识结合在

一起，让学生明白当数据比较大时用计

算器计算比较方便。

★第9题是“去尾法”在现实生活中

的应用。引导学生理解当剩下的绳子不

足 1.8 m时就不能做 1根跳绳，所以要

舍去。

★第 10 题是电视机对角线的问

题。既要用到小数乘、除法的相关知识，

还能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感受到所学

知识的应用价值。还可以把这个方法

在课外进行延伸，算一算家里的电视机

是多少英寸或者多少厘米。

★思考题是乘车买票的问题，需要综合应用假设的方法和小数除法的相关知识来解决

问题，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实用性。可引导学生这样想：由于学生票价是成人票价的一半，

那么设成人票价为“1”，爸爸、妈妈和小方票价的总和就是成人票价的 2.5倍，由（100-40）÷
2.5=24（元），24÷2=12（元），可知学生票是12元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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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综合与实践“关注‘惠农’政策”是综合运用小数乘、除法和解决问题的相关

知识开展的活动，是一个农村题材的内容。不但要应用所学的知识，还要在活动

中体现对资料的收集分析，对政策的了解，感受国家的惠农政策给农民、农业、农

村带来的发展等。建议用1课时教学。

★课前布置学生通过在网上查询、

向父母咨询、报刊杂志或电视媒体等方

式查一查，国家出台了哪些“惠农”政

策，并做好记录，以便在课堂上交流。

★在课堂上交流课前收集的“惠

农”政策。同时教师也要广泛收集，对

学生没有说到的要进行补充和完善，还

要对学生收集到的信息作适当的点评。

★通过“算一算”，看自己家或者张

伯伯家1年能获得多少政府补贴。

★结合课前的调查、课中的交流以

及算一算，说说自己的感受。要引导学

生了解国家对三农的重视和优惠，通过

哪些方式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

村进步等。

★活动拓展，了解这些“惠农”政策

实施以后，农民有哪些反响和感受？对

农业发展有什么促进作用等？将课内

知识延伸到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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