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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课时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４０~４１页例１、例２,第４１页课堂活动第１,２题,第
４２页练习十一第１~３题.

【教学目标】

１．使学生在经历比例概念和比例基本性质的形成过程后,理解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能运用比例的意义和比例的基本性质判断

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

２．培养学生的探索发现能力和归纳概括能力.

３．让学生感受比例与生活的联系,体验数学的价值,激发学生学

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
教学难点:应用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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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复习导入

用多媒体展示几幅大小不同的国旗画面,并配上情境图.(天安

门升国旗仪式、校园升国旗仪式、教室队会场景、签约仪式)
教师:这几幅图上都有什么呀?
教师:五星红旗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每当国旗冉冉升起的

时候,一种自豪感便油然而生.国家还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法»,同学们知道吗? 老师从“国旗法”中摘录了一些和数学有关

的内容,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出示数据)
国旗通用尺寸定为如下５种:
甲:长２８８cm,宽１９２cm.
乙:长２４０cm,宽１６０cm.
丙:长１９２cm,宽１２８cm.
丁:长１４４cm,宽９６cm.
戊:长９６cm,宽６４cm.
教师:看到这些数据,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有什么疑问吗?
教师:以前我们已经学习了比的知识,下面我们就从比的角度来

研究国旗长和宽的关系,可以吗?
[点评:本环节以学生熟悉的题材开始,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习

兴趣,自然引入本单元的学习主题.利用国旗的尺寸数据激发学生

学习新知的欲望,唤起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教学比例的意义做好

认知准备.]

二、合作探索,学习新知

１．构建比例的意义

(１)根据５面国旗长和宽的比,独立写出不同的比,并算出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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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小组内交流你的发现.
(３)全班反馈交流.
全班交流:这些比的比值都相等,化简后都是３∶２.
教师:大家从求比值和化简比这两个角度都有所发现,实际上你

们的发现都是对的.在“国旗法”中明文规定了每一面国旗的长和宽

的比必须是３∶２,也就是比值是１．５.既然这５个比都是相等的,那
同学们能不能任意选择两个比,组成一个等式呢?

学生在练习本上写,指名学生在黑板上板书.

２４０∶１６０＝１９２∶１２８(板书)
教师:观察这些等式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学生:都是等式,都是由两个相等的比组成的.
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什么是比例.
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得出:像这样的两个比相等的式子,

我们叫它比例.
教师:２∶９和３∶６能组成比例吗? 为什么?
指导学生说出“判断两个比能不能组成比例,要看它们的比值是

否相等”,再判断２∶５和８０∶２００能否组成比例? 并说明理由.
[点评:本环节放手让学生根据国旗长和宽的信息写出不同的

比,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中找出相等的比,从而认识比例

的共性,再由学生抽象地概括出比例的意义,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

作用,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２．认识比例的各部分

(１)让学生看书自学教科书第４０页例１的内容,然后在小组内

交流收获.
(２)全班交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汇报.

①比例的各部分名称.

②比例的分数写法.

③比例同除法、分数的关系.
(３)学生汇报时,教师相机板书或展示课件.
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并板书“内项”“外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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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请同学们分别找出３∶２＝９∶６和
６
２＝

９
３

的内项和外项.

学生找出后,根据学生的汇报教师板书:

要求学生找出刚才自己说的几个比例的内项和外项,然后引导

学生分析归纳出:在比例里,靠近等号的两个数是内项,剩下的两个

数是外项,也即两端的两项,叫作比例的外项,中间的两项叫作比例

的内项;如果写成分数形式,那么可以用交叉的方法找出比例的内项

和外项.

３．探究比例的基本性质

教师:前面我们已经探究发现了比例的一个秘密,就是组成比例

的两个比的比值相等.比例还有一个秘密,你们愿意去寻找吗?
小组合作学习要求:
(１)任意写一个比例,把它的内项和外项分别乘起来.在小组内

做好分工,哪个成员用哪种方法来计算.
(２)小组内交流:通过计算有什么发现?
(３)全班交流反馈.
学生初步发现两个内项的积等于两个外项的积后,教师提醒学

生:是不是每个比例都有这个规律,多找几个比例试一试.如果把这

个比例写成分数形式,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规律呢?
教师:同学们通过多个比例的探究,发现它们都有这个规律.你

能用自己的语言归纳这个规律吗?
指导学生归纳后,教师板书:在比例里,两个内项的积等于两个

外项的积.并且告诉学生,这就是比例的基本性质.
教师:利用比例的基本性质,也可以判断两个比能不能组成比例.

请同学们用比例的基本性质判断一下,０．４∶２５和１．２∶７５能否组成比

例?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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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讨论后回答:因为０．４×７５＝２５×１．２,所以０．４∶２５和１．２∶７５
能组成比例.

[点评:本环节教师大胆放手将学习内容“大板块”交给学生,让
学生自学、计算、观察.通过自主学习,学生可以经历比例基本性质

的探究过程,从个别推广到一般,学会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
并体验成功的快乐.]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１．说一说,比和比例有什么区别?

讨论后引导学生小结:比是表示两个数相除的关系,有２项;比
例是一个等式,表示两个比相等的关系,有４项.

２．填一填

在６∶５＝３０∶２５这个比例中,外项是(　 　)和(　 　),内项是

(　　)和(　　).根据比例的基本性质可以写成(　　)×(　　)＝
(　　)×(　　).

３．写一写

２,３,４和６这４个数可以组成比例吗? 把组成的比例写出来(能
组成几个就写几个).

４．游戏

完成教科书第４１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５．完成教科书第４１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再小组内交流.

６．完成教科书第４２页练习十一第１~３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交流订正.
[点评:练习的设计具有层次性,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正确组成比

例的思路和方法,使各种层次的学生思维都得到发展,从而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

四、回顾总结,反思提升

教师: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还有什么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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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课的教学充分体现了“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练为主

线”.整个教学过程主要由“探究”和“应用”两大环节组成.“探究”
是本节课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里,主要引导学生通过自己

的努力去发现比例的秘密,力求体现学生的自主探究、独立思考、合
作交流的学习过程,从而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设计中还特别

注意发展学生的个性,如要求学生根据国旗长和宽的信息写出不同

的比,用自己的语言归纳比的意义和比例的基本性质等.在“应用”
这个环节里,一是强调及时应用、及时反馈,如学习了比例的意义后

及时练习巩固,巩固反馈后再学习比例的基本性质;二是重视学生在

练习中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使练习的针对性更强,增强练习的效

果.总之,整个教学设计层次分明,科学合理,环环相扣,水到渠成.]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付秋平)

第２课时　解比例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４１页例３,第４２页练习十一第４~６题.

【教学目标】

１．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比例的基本性质,掌握解比例的方法,能正

确解比例.

２．使学生能运用解比例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学

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

３．让学生感受解比例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感受数学的

价值.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自主探索解比例的方法.
教学难点:建立解比例和解方程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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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１．用比例的基本性质判断下面哪一组中的两个比可以

组成比例

１８∶２０和７．２∶８　　　 　１００∶０．２和１０∶０．００２
学生独立完成后,抽取个别学生的答案在视频展示台上展示.

２．根据左边的等式填空

３．６∶９＝２．４∶６ (　　)×(　　)＝(　　)×(　　)

３．说出下面比例中缺少的项各是几

１４∶２１＝２∶(　　) １．２５∶(　　)＝２．５∶４
教师:在一个比例式中,共有４项,如果已知其中的任何３项,要

能很快求出这个比例中的另外一个未知项,就要用我们今天学的知

识———解比例.
板书课题:解比例.
[点评:本环节通过复习比例的意义和比例的基本性质,既巩固

了已学知识,又承上启下为学习新知解比例做了充分的准备.教师

通过让学生试做补充练习,设置悬念,激发学生学习新知的欲望.]

二、自主探索,建构新知

１．教学例３

教师:像这样知道比例中的任意３项,求另外一个未知项叫作解

比例.

教师:同学们能用以前学过的知识求出
３
４∶

１
２＝x∶

４
９

中x 的

值吗?
(１)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尝试练习.
(２)小组交流做法.
(３)各小组在全班交流汇报.
汇报中既要听取学生的意见,又要注意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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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方法.

学生１:我把比看作除法,那么
３
４∶

１
２＝x∶

４
９

就可以转化成

３
２＝x÷

４
９

,这样就可以运用解方程的有关知识来解,x＝
２
３

.

学生２:我应用比例的基本性质把它转化成
１
２x＝

３
４×

４
９

,再解

方程得x＝
２
３

.

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交流情况进行板书.

２．巩固练习

学生独立完成“试一试”:９
６＝

x
４

.

思考:这个比例和例３有什么不同? 解分数形式的比例时要注

意什么?
学生讨论并解答,完成后,请学生说说是怎样求出x 的值的.
引导学生说出解分数形式的比例时要注意用交叉法找出比例中

的两个内项和两个外项,教师指导学生进行验算,提醒学生注意书写

格式的规范性.

３．小结解比例的方法

教师:解比例就是根据比例的基本性质把比例转化为方程,再按

解方程的方法进行解答.
[点评:本环节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自己去经历解比例知识的发现

过程和方法的形成过程,使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全班交流等形式,从
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用不同的方法解比例.这样既营造了一个积

极探索新知的氛围,也体现了解决问题的多样性,让学生获得成功体

验,激发了学习兴趣.]

三、练习运用,巩固提高

１．完成教科书第４２页练习十一第４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再集体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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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完成教科书第４２页练习十一第５题

学生讨论完成.
(１)学生尝试独立写出比例式,并解比例.
(２)小组内交流比例式.
(３)指名学生在全班汇报,写出不同的比例式.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这道题需要逆用比例的基本性质.在比例

里,两个内项的积等于两个外项的积.如果我们把前面的两个数当

作比例的内项,那么后面两个数就应当作为比例的外项,这样就可以

写出比例式了.如果我们把前面的两个数当作比例的外项,那么后

面两个数就应当作为比例的内项,也可以写出比例式.
学生交流后用课件展示:
如果把４,０．８作为外项,有下面这些比例式:

４∶x＝５∶０．８　　　　４∶５＝x∶０．８
０．８∶x＝５∶４ ０．８∶５＝x∶４
如果把４,０．８作为内项,有下面这些比例式:

x∶４＝０．８∶５ x∶０．８＝４∶５
５∶４＝０．８∶x ５∶０．８＝４∶x
教师:写比例时,我们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写才能写出所有的比

例式,才不会遗漏.

３．完成教科书第４２页练习十一第６题

学生合作完成.
(１)学生读题、审题.
(２)同桌交流:照这样计算,说明什么相等? 根据什么是不变的

量列比例?
(３)学生尝试练习,独立完成.
(４)小组内交流,并在全班汇报.
教师引导总结时,提醒学生要解决“还要多少天才能加工完成”

这个问题,需要知道还要做多少个零件,再根据每时加工的零件数相

同就能列出比例.
[点评:本环节充分利用教科书上的练习,让学生感受到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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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的应用.第５题让学生按一定的顺序写比例式,既培养学

生有序思考的良好思维品质,也使学生巩固了解比例的方法.]

四、全课反思,总结强化

可引导学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
(１)什么叫解比例?
(２)用比例的基本性质解比例的一般方法.
根据比例的基本性质把比例改写成方程,再根据以前学过的解

方程的方法求解.
教师:这节课你运用了哪些学习方法? 还有哪些问题?
[点评:整节课充分利用学生的学情基础,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探究.教学时利用迁移规律,主要是把

解比例的新知识融入学生原有解方程的认知结构中,依靠学生已掌

握的知识自己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教师在设计本课时重点展

示如何将新知识(解比例)转化成学生原有知识(解方程)的过程,并
且这个转化过程完全建立在学生的自主探索上.教学时注重沟通新

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建立用原有知识推动新知识学习的策略,然后运

用“独立思考———相互交流———归纳总结”的学习方式,把学生引上

学习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帮助学生体验成功的

喜悦.]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付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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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比 例

第１课时　正比例的意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４３页例１,第４５页课堂活动第１题,第４６页练习十二

第１,２题.

【教学目标】

１．让学生结合具体情境认识成正比例的量,理解正比例关系,能
判断两种量是否成正比例关系.

２．让学生经历有关正比例关系知识的构建过程,培养学生的归

纳概括能力,感悟函数与对应思想.

３．让学生感受到事物是充满运动与变化的,渗透辩证唯物主义

思想.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认识成正比例的量,理解其意义,并能判断两种量是

否成正比例关系.
教学难点:理解正比例的意义并能准确判断两种量是否成正比

例关系.

【教学过程】

一、情境激趣,引入新课

多媒体展示农村学校实施牛奶工程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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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牛奶供应情况

天数(天)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牛奶(盒) ４０ ８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２００ ２４０

　　(１)用这个表中的数据能写出哪些比? 哪些比能组成比例? 把

能组成的比例都写出来.
(２)在上面的表中,有哪两种量? (牛奶盒数和天数)
(３)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除了这两种量,我们还要遇到哪些数

量呢?
教师:这些数量之间藏着奇妙的秘密,想知道吗? 今天这节课我

们就来研究这些数量间的一些规律和特征.
[点评:通过创设农村学校实施牛奶工程的情境,吸引学生注意,

激发学习兴趣,引入本节课的学习主题.在激发学生兴趣、引入学习

主题的过程中,让学生写出不同的比例,复习生活中常见的数量关

系,唤起学生的回忆,从而引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体会学习的必要性

与价值.]

二、自主探索,学习新知

１．教学例１

多媒体课件展示:

住户 张家 赵家 李家 周家 刘家 吴家

用水量(m３) ６ ８ １４ １０ ９ ７

水费(元) ２１ ２８ ４９ ３５

　　教师:请同学们观察这张表,先独立思考后再讨论、交流.
(１)从这张表中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２)根据这种规律,请帮助张阿姨把表格填写完整.
(３)汇报交流,教师引导总结.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完善表格,并做必要的板书.
教师:同学们发现表格中的水费随着用水量的增加也在不断地

增加,像这样水费随着用水量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就说水费和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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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关联的量.(板书:相关联的量)
教师:你们还发现了哪些规律?
学生在这里主要体会水费除以用水量得到的每吨水的单价始终

是不变的,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出来,便于其他学生观察.
水费

用水量＝
２１
６＝

２８
８＝

４９
１４＝＝３．５

教师:水费除以用水量得到的单价相等,也可以说是水费与用水

量的比值相等,也就是一个固定的数.

板书:水费
用水量＝每吨水价(一定).

２．试一试

教师:我们再来研究一个问题(课件出示教科书第４３页的“试一

试”).
学生先独立完成.
教师:你能用刚才我们研究例１的方法,自己分析这个表格中的

数据吗?
汇报交流.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归纳如下:

①表中的路程和时间是相关联的量.

②路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时间扩大到原来的若干倍,路程

也扩大到相同的倍数;时间缩小为原来的几分之一,路程也缩小为原

来的几分之一.

③路程与时间的比值即速度是一定的,每时的速度是８０km.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成:路程
时间＝速度(一定).

３．议一议

教师:前面我们研究了生活中的两个问题,谁能发现它们之间的

共同点呢?
引导学生归纳:这两个问题中都有相关联的量,一种量扩大到原

来的若干倍或缩小为原来的几分之一,另一种量也随着扩大到原来

１２１

三、正比例和反比例





相同的倍数或缩小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所以它们的比值始终是一

定的.
教师:像上面这样的两种量,叫作成正比例的量,它们的关系叫

作成正比例关系.

４．完成教科书第４５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教师:请大家说一说生活中还有哪些成正比例的量.
学生独立思考,小组内交流,再全班汇报.
[点评:教师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出发,经过讨论、探索

和师生互动过程,让学生经历正比例关系的建构过程.在具体的问

题情境中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分析、归纳等数学活动,归纳数量之间

隐含的变化规律,正确理解了正比例的意义并能找出生活中成正比

例量的实例.]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１．完成教科书第４６页练习十二第１题

教师:请同学们运用所学知识判断一下,表中的两种量成正比例

关系吗? 为什么?
学生独立思考,先小组内交流再集体交流.

２．完成教科书第４６页练习十二第２题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集体交流订正.

３．出示开课时的问题,讨论其中有正比例关系吗?

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牛奶供应情况

天数(天)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牛奶(盒) ４０ ８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２００ ２４０

　　学生先小组内讨论,再集体交流.
[点评:通过教科书中的练习让学生巩固正比例的意义,判断相

关联的两个量之间是不是正比例关系,这既是对正比例学习的深化,
也拓展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了学生的应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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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课反思,总结巩固

教师:这节课你们学到了哪些知识? 用了哪些学习方法? 还有

哪些不懂的问题?
[点评:本节课的设计主要有以下特点:一、联系生活,从生活中

引入.开课时从农村学校实施的牛奶工程的相关信息中引入,关注

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兴趣,从学生初步感知相关联的两个量中

引入新课,使抽象的数学知识具有丰富的现实背景,为学生的数学学

习提供了生动活泼的材料与环境.二、在观察中思考.在本课教学

中,教师注意把思考贯穿教学的全过程,让学生通过观察两个相关联

的量,思考它们之间的特征,初步渗透正比例的概念.这样的教学,
让所有学生在观察中思考、在思考中探索、在探索中获得新知,提高

了学习效率.三、在合作中感悟.新的数学课程标准提倡:引导孩子

们以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方式理解数学,解决问题.在本课的设

计中,教师本着“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在引导学生初步认识了两个

相关联的量后,敢于放手让他们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自学,在小组里

进行合作探究,在合作互动中归纳出正比例的意义,并能准确判断正

比例关系.]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付秋平)

第２课时　正比例图像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４４页例２,第４５页课堂活动第２题,第４６~４７页练习

十二第４,５题.

【教学目标】

１．使学生初步认识正比例关系的图像,能根据给出的有正比例

关系的数据在方格纸上画出图像,并能根据其中一种量的值在图像

中找出或估计出另一种量的值.

２．通过探索正比例关系图像的活动,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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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例关系,渗透函数思想和数形结合思想.

３．使学生感受到事物中充满着运动、变化和相互联系的思想,受
到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的启蒙教育.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认识正比例关系图像,并初步体会正比例关系图像的

发展变化趋势,能根据其中一种量的值在图像中找出或估计出另一

种量的值.
教学难点:在理解正比例函数图像的基础上会根据一种量的值

在图像中找出或估计出另一种量的值.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作业本、数学书.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引入新课

１．填空

(１)两种相关联的量,一种量变化,另一种量也随着变化,如果这

两种量中相对应的两个数的比值(也就是商)一定,这两种量就叫作

(　　),它们的关系叫作(　　).
(２)一辆汽车匀速行驶,每时行６０km.

时间(时) １ ２ ３ ４ ５ 

路程(km) ６０ １２０ １８０ ２４０ ３００ 

　　上表中,(　　)和(　　)是两种相关联的量,(　　)随着(　　)
的变化而变化,这两种量相对应的两个数的(　　)一定,所以这两种

量叫作成(　　)的量,它们的关系叫作(　　)关系.
(２)举例说明生活中还有哪些量是成正比例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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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揭示课题

教师:这些数量之间藏着不少的知识,昨天我们学习了正比例的

意义,知道了比值一定的两个量成正比例.那你们是否想过,如果把

成正比例关系的数据在方格纸上画出来,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今

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如何用图像表示成正比例关系的量.
板书课题:正比例图像.
[点评:通过复习上节课所学的知识,唤起学生的回忆,巩固正比

例的意义和正确判断两种相关联的量是不是成正比例关系,为正比

例图像的探究学习做好知识、方法和情感铺垫.]

二、自主探索,学习新知

１．教学例２

创设小麦磨面粉的情境图,用多媒体课件展示例２.

小麦质量(kg)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面粉质量(kg)  ７０ １４０ ２１０ ２８０ 

　　(１)小组合作,展示学习要求.

①仔细观察这个表,它有哪几种量?

②写出几组面粉质量与相对应的小麦质量的比,并比较比值的

大小,说一说这个比值表示什么.

③表中的面粉质量和小麦质量成正比例吗? 为什么?
(２)小组内交流.
(３)全班汇报,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７０
１００＝

１４０
２００＝

２１０
３００＝

２８０
４００＝０．７　

面粉质量
小麦质量×１００％＝出粉率(一定)

教师引导总结:面粉质量和小麦质量是两种相关联的量,它们的

比值(出粉率)一定,所以面粉质量和小麦质量成正比例关系.

２．用图像表示正比例关系

教师:面粉质量和小麦质量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图像来表示.
出示空白坐标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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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仔细观察这个图,谁能说一说这个图所表示的意思.
(２)引导学生认识图要明白两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是横着的这

根有箭头的轴即横轴,表示小麦质量,单位是kg;竖着的这根有箭头

的轴即竖轴,表示面粉质量,单位也是kg.第二层,横轴上的数从左

往右从０开始逐渐增加,竖轴上的数从下往上也是从０开始逐渐

增加.
(３)例题中的每一组数据,你能用一个点来表示吗?
在这里使学生明白,表中的每一组数据都可以用一个点来表示,

如面粉质量７０kg、小麦质量１００kg这对数据,就可以用(７０,１００)
表示.

教师通过课件同步演示在坐标系中描点(７０,１００).
(４)画图像.
请同学们翻开教科书第４４页,按照这样的描点方法,描出各点,

并把描好的点连起来,形成一条直线.
教师通过课件同步演示,同时告诉学生:这就是面粉质量和小麦

质量的正比例关系图像.
引导学生总结画正比例关系图像的步骤:①认识坐标系;②描

点;③连线.
[点评:学生在方格纸上画图,如何描点、连线画正比例图像是关

键,所以在这里组织学生对其进行充分的认识后,再放手让学生画正

比例关系的图像,对学生进行数形结合思想的渗透.]

３．认识正比例关系图像

(１)学生讨论,出示讨论提纲.

①小组内交流画好的成正比例关系的图像:你从图像中发现了

什么?

②王大爷家有５００kg小麦,如果全部加工,能磨出多少千克面粉?

③你能根据图像估计一下,要磨出３００kg面粉,需要多少千克

小麦?
(２)全班汇报、交流,教师引导总结.

①学生汇报第１个问题:我们发现正比例关系图像成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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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都是呈上升趋势的.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正比例关系的图像,可以直观地看到面粉质

量与小麦质量的变化情况:小麦质量增加,面粉质量也随着增加;小
麦质量减少,面粉质量也随着减少.

②学生汇报第２个问题:王大爷家有５００kg小麦,如果全部加

工,能磨出多少千克面粉?
学生１:我们组是根据出粉率一定,列出比例后计算解决的.
学生２:我们组是用正比例关系图像得出结果的.不用计算,可

以由一个量的值,直接找到对应的另一个量的值.如:知道小麦质量

是５００kg,可以从图像上找到小麦质量是５００kg的点,再找这个点

对应的竖轴上的数是３５０,即小麦质量是５００kg时,对应的面粉质量

是３５０kg.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用正比例关系的图像找一个量的值在图像

上对应的另一个量的值比较简便.

③引导学生解决第３个问题.引导学生直接在正比例关系图像

中找到面粉质量是３００kg的点,再通过找这个点对应横轴上的数的

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点评:在这一环节中,通过让学生观察、交流,探索正比例图像

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归纳出正比例图像的变化规律,感受事

物中充满着运动、变化、相互联系的思想.]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１．教科书第４５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１)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
(２)学生展示,全班交流.

①购买丝绸的长度和所需要的金额成正比例吗? 为什么?

②观察图像有什么特点?
使学生认识到:图像是一条直线.从这个图像可以直观看到购

买丝绸长度与所需金额的变化情况:购买丝绸长度增加,所需金额也

随着增加;购买丝绸长度减少,所需金额也随着减少.

③观察图像,提问:２８０元可购买多少米丝绸? 学生说方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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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引导总结.

④根据图像估算,买６．５m 丝绸需要多少元?
学生回答,教师可以通过课件同步展示.

２．教科书第４６页练习十二第４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再全班评议.
第(１)小题,通过图像可以判断行使路程和耗油量成正比例.
第(２)小题,通过图像可以判断成都到都江堰需要５L汽油.
第(３)小题,可以通过图像直接估计,先在图像中延长直线至横

轴８０km 处,再在竖轴上找到８０km 对应的数值.也可以通过计算

得到,如从图上可以得知１０km 需要１L汽油,那么８０km 就需要

１×８＝８(L)汽油.

３．教科书第４７页练习十二第５题

学生独立完成作业.
[点评:通过运用正比例知识解决现实情境中的问题,进一步加

深学生对正比例图像的理解和应用,提升学生灵活运用新知解决问

题的能力.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数形结合的思想,发
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四、全课反思,总结强化

教师:通过今天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 你有哪些收获? 你

感觉用正比例图像表示两个成正比例的量有什么优点?
学生自主反思交流.
[点评:本节课教学的正比例图像是画在方格纸上的,由于学生

没有直角坐标系方面的知识,所以教学时教师应先引导学生通过独

立思考、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方式,自主探索正比例图像的画法.
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感受正比例图像的变化规律,同时也感受数形

结合的思想以及事物中充满着运动、变化、相互联系的思想.并让学

生尝试利用正比例函数图像直接解决问题,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知识

(正比例图像)的价值.]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付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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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课时　正比例的应用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４４页例３,第４７页练习十二第６~１０题.

【教学目标】

１．通过应用正比例知识解决现实问题,加深学生对正比例关系、
解比例等知识的掌握.

２．使学生掌握运用正比例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方法,培
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感悟数学模型思想.

３．使学生感受到正比例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验数学的

价值.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运用正比例知识分析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灵活运用正比例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教学准备】

老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作业本、数学书.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引入新课

１．判断下面各题中的两种量是不是成正比例? 为什么?

①飞机飞行的速度一定,飞行的时间和航程.

②正方形的周长和边长.

③一个加数一定,和与另一个加数.

④如果y＝３x,y 和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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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中国少年报»的单价一定,总价和订阅的数量.

２．揭示课题

教师:我们已经学过有关正比例的一些知识,应用这些知识可以

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节课,我们就学习正比例的应用.
板书课题:正比例的应用.
[点评:通过复习有关正比例的知识,为本节课探究用正比例知

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合作交流,探索新知

创设真实情境,用多媒体课件展示例３.
(１)引导学生理解问题情境:说一说这幅图描述了什么事情,需

要解决什么问题.
(２)学生先独立思考.

①题中哪两种量是相关联的量?

②它们成什么比例关系?

③尝试解决问题.
(３)小组内合作交流.
(４)全班交流解答方法,教师适时引导.
学生１:我先求每份报纸的单价,再求８份报纸的总价,即１９５÷

５×８＝３１２(元),３１２元就是李老师应付给邮局的钱.
学生２:我先求５份报纸是８份报纸的几分之几,即１９５元占李

老师所付钱的几分之几,最后求出李老师所付钱数,即１９５÷(５÷
８)＝３１２(元).

学生３:我是先求出８份报纸是５份报纸的几倍,再把１９５元扩

大到相同的倍数后,所得结果就是李老师所付的钱,即１９５×(８÷
５)＝３１２(元).

学生４:我是从正比例的角度来思考的,想到题中的每份报纸单

价一定,因此所付总钱数和所订报纸份数成正比例关系.于是就去

寻找这两种量对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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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元 ? 元

５份 ８份

　　因此可把李老师应付的钱数设为x 元.

列出比例式:１９５
５ ＝

x
８

解比例得:x＝３１２
(５)教师对学生的多种解法进行比较,优化.
重点对用正比例知识进行解答的思路、书写格式进行引导总结,

可结合多媒体展示用正比例知识解答的解题思路及规范的书写

格式.
教师还可引导学生进行验算:把求出的３１２元代入等式,左式＝

１９５
５ ＝３９,右式＝

３１２
８ ＝３９,左式＝右式,也就是它们的比值相等,与题

意相符,所以所求的解是正确的.
[点评:本环节注重从学生已有经验出发,放手让学生独立思考,

选择多种解法,充分表达他们的想法,然后教师对这些解法进行优

化,最后引导学生总结出用正比例知识解决问题的思路,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１．多媒体展示练习

创设情境,多媒体展示把垃圾转化成有机肥的图片.

垃圾(kg)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有机肥(kg) ３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８００ 

　　(１)学生独立思考.

①题中有哪两种量? 它们成什么关系? 你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②阳光小区一个月产生垃圾２０吨,能转化成多少有机肥?
(２)学生根据比例关系列出比例式,独立思考并解答.
(３)全班汇报交流.
(４)教师引导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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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我们在用正比例知识解决上面两个问题的时候,步骤是怎

样的?
引导学生初步归纳,不要求学生强记,只要求理解.

①设所求问题为x;

②判断题中两个相关联的量是否成正比例关系;

③列出比例式;

④解比例,验算,写答语.
[点评:通过练习巩固运用正比例关系解决问题的过程,让学生

在合作交流中完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集体交流中提升解决问题的

策略,并初步总结出解决问题的步骤.]

２．教科书第４７页练习十二第６~１０题

学生独立完成.

四、全课反思,总结强化

教师: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知识? 你有什么收获?
学生自主反思交流,重点强化分析解决该类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点评:本节课教师充分利用学生的学情基础,以解方程、解比例

以及正比例的知识作为本节课的认知基础,立足于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自主性,让学生先

独立思考或独立尝试,在经历用比例知识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后,总
结出用正比例关系解决问题的步骤,使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也感受

到正比例在生活中的应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付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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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比例

第１课时　反比例的意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４８页例１,第４９页课堂活动第１,２题,第５０~５１页练

习十三第１~３题.

【教学目标】

１．使学生能够结合具体情境认识成反比例的量,理解反比例关

系,能判断两种量是否成反比例关系.

２．使学生经历反比例关系有关知识的构建过程,培养学生的归

纳概括能力,感悟函数与对应的思想.

３．让学生感受到事物充满了运动与变化,渗透辩证唯物主义

思想.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反比例的意义.
教学难点:正确判断两种量是否成反比例关系.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铺垫,情境引入

情境游戏:对口令.
(１)多媒体展示新芽小学六年级同学,一行６０人到科幻公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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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情境图.公园儿童票８０元一张.(出示表１)
表１

买票的数量(张) １ ２ ３ ４ ５ 

总价(元) ８０ 

　　思考:买票的总价与张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它们成什么比例?
为什么?

反馈:买票的总价与张数成正比例.因为它们是两种相关联的

量,票的张数扩大到原来的若干倍(或缩小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总价

也随着扩大到原来的相同倍数(或缩小为原来的几分之一),并且它

们的比值(票的单价)一定.
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成正比例的量所具有的３个特征.
板书:①两种相关联的量;②有一定的变化规律;③比值一定.
(２)对６０位小朋友进行分组.(对口令的同时用课件展示表２)

表２

组数(组) ２ ３ ４ ６ 

每组人数(人) ３０ 

　　教师:从这个表中,你有什么发现?
教师:小朋友的组数与每组小朋友的人数成正比例吗? 为什么?
教师:那么这两种量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

来学习新的知识.
[点评:课程开始时就以学生喜欢的对口令的游戏情境引入,让

学生分析一组组相关联的量是否成正比例,通过旧知的复习,让学生

感受生活中处处皆有数学知识.从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入手,引发认

知冲突,为学习新知找到有效的知识连接点.]

二、自主合作,探究新知

１．大胆猜测,孕伏新知

(１)请仔细观察上面表２中的数据,每组人数和组数可能成什么

比例? (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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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你认为成反比例的两种量有什么变化特点呢? 请大胆猜测

一下.
有的同学从两种量变化的角度进行猜测,有的同学从变化的结

果进行猜测.
[点评:猜测是学生学习数学的常用方法,利用判断成正比例的

量的方法顺势让学生猜测反比例的变化规律,让学生感觉猜测是有

根有据的.]

２．分组研究,交流汇报

教师:你们的猜测是否正确呢?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验证.
(１)出示验证要求.

①仔细观察上面表２中的数据,看看你能发现每组人数和组数

有什么变化规律.

②用喜欢的方式把你发现的规律表示出来.

③完成后与同组的同学交流.比一比,看谁的发现有价值?
学生自主探究、小组交流,教师参与小组交流.
(２)全班交流.
(３)教师引导学生总结.

①每组人数和组数是两种相关联的量.

②每组人数和组数有一定的变化规律,每组人数扩大,组数反而

缩小;每组人数缩小,组数反而扩大.

③每组人数和组数的乘积不变,也就是总人数不变,也可以说成

乘积是一定的.
教师:生活中像这样的两种量还有很多,是不是所有成反比例的

两种量都具有这样的变化规律呢?
请看“试一试”:(在游戏的时候,老师需要换２元的零钞).

表３

张数(张) ２ 

每张面额(角) １ ２ ５ 

　　学生填表并用反比例的意义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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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教师在这一环节大胆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小组交流,
探索成反比例的量的变化规律,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教师

在组织学生自主发现、交流时做到悄然无痕,充分体现教师是学习的

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

３．寻找相同点,归纳反比例的意义

①独立思考:刚才我们研究的这两组量,它们的变化规律有什么

相同的地方?

②小组内交流发现的规律.

③全班汇报,教师引导总结.
两个相关联的量,一种量变化会引起另一种量也变化:一种量扩

大到原来的几倍,另一种量反而缩小到原来的几分之一;反之,一种

量缩小到原来的几分之一,另一种量反而扩大到原来的几倍,且两种

量相对应的两个数的乘积一定.
教师:具有这样变化规律的两种量,我们把它们叫作成反比例的

量,它们的关系叫作反比例关系.
教师:这样的两种量,生活中有吗? 请举例说明.

４．出示题１

学生先阅读教科书第４８页内容,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完成例１,并
勾画出重要部分,再全班交流.

５．小结

引导学生小结,并举例说明生活中成反比例关系的实例.
[点评:学生有了前面两个实例的探究,对反比例的意义已经有

了呼之欲出之感.此时,在比较中通过不完全归纳法概括反比例的

意义,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三、直观操作,加深理解

１．完成教科书第４９页课堂活动第１题

(１)看清题目,听清活动要求.先在头脑里拼一拼,如果有困难,
可以借助老师提供的正方形学具,边拼边想:什么在变,什么不变?
最后判断成何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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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生操作后汇报.
(３)教师引导总结.

２．完成教科书第４９页课堂活动第２题

(１)２人为一合作小组,一人围,一人填表格.如果你们发现了

规律,也可以不围直接填.
(２)填完后,仔细观察数据有什么变化,什么没有变化? 最后判

断成何比例.
(３)小组内交流发现的规律.
(４)教师引导总结.

３．对比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教师:刚才我们都在研究长方形的长、宽和面积３个量,为什么

第１题中的两种量成反比例,第２题中的两种量又成正比例呢?
学生寻找判断两种量成正、反比例的方法,在思考和争辩中明确

概念.
教师:要判断两种量成何比例关系,只要抓住什么特征就可以判

断了?
学生:两种量比值一定时成正比例;两种量乘积一定时成反

比例.
[点评:通过实物操作,让学生在活动中建构反比例意义的抽象

概念,通过对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对比,让学生在思考和争辩中进一步

理解和掌握反比例意义,这样更易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从而突破教

学难点.]

四、巩固练习,强化概念

教师:同学们能根据提供的数据信息很快判断出两种相关联的

量能否成比例以及成什么比例,但如果去掉数据的“外衣”,你还能很

快判断出来吗?

１．判断下面各题中的两种量是否成比例? 如果成比例,
成什么比例?

(１)报纸的单价一定,订阅的份数与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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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一筐桃平均分给猴子,猴子的只数和每只猴子分得的个数.
(３)小红从学校到家,已行的路程和剩下的路程.
(４)互为倒数的两个数a 和b.

２．完成教科书第５０页练习十三第１,３题

学生独立完成.

五、课堂总结,拓展延伸

１．引导总结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或者体会吗?

２．文化延伸

教师:同学们刚才经历的研究过程只有几十分钟,这一过程早在

几千年前我们的古人就研究过.(多媒体展示古人对反比例研究的

资料)
[点评:本节课由学生喜欢的对口令游戏情境引入新课,从学生

已有的成正比例的量的判断方法顺势让学生猜测反比例的变化规

律,再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分类整理、自主探究、合作交流,验证得出反

比例的意义,发展了学生的数学思维,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此外在教学中的情境设置和几个表格的设计中,都注重从现实题材

出发,让学生感受到反比例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激发学生的数

学学习兴趣.]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付秋平)

第２课时　反比例的应用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４９页例２,第５１页练习十三第４~９题.

【教学目标】

１．能运用反比例知识和多种策略解决生活中简单的实际问题,
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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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使学生经历探索反比例应用的学习过程,体会反比例知识与

生活的联系.

３．在学习中体会具有反比例关系的两种量之间的联系,向学生

渗透事物具有普遍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启蒙教育.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运用反比例的意义解决有关反比例的问题.
教学难点:理解反比例应用题的解题思路.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好复习题和增加的练习题.

【教学过程】

一、复习铺垫,引入新课

出示练习题.
运一堆煤,车的载重量与车的辆数如下表所示.

车的载重量(吨) ２吨 ３吨 a吨 ６吨

辆数(辆) １２辆 ８辆 ６辆 y 辆

　　教师:根据表格中的内容,你能写出多少个等量关系式?
教师:当速度一定,路程和时间成什么比例? 为什么? 当时间一

定,路程和速度成什么比例? 为什么? 当路程一定,速度和时间成什

么比例? 为什么?
教师:运用反比例和以前学过的知识,我们可以解决生活中的一

些问题.
揭示课题,并板书课题:反比例的应用.
[点评:通过复习反比例的意义,巩固反比例是乘积一定的数量

关系的知识点,为后面反比例应用的学习埋下伏笔,做好铺垫.]

二、合作学习,探索新知

创设情境,多媒体课件出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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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时小娟一家开车到成都自驾游,去时每时行８０km,４．５时

到达目的地.回来时小娟的爸爸因为有急事,需要４时赶回重庆,他
们平均每时需要行多少千米?

(１)引导学生理解问题情境:说一说这幅图蕴含了什么信息,需
要解决什么问题.

(２)学生独立思考.

①题中哪两种量是相关联的量?

②它们成什么比例关系?

③尝试解决问题.
(３)小组内合作交流.

①把思路和解答方法说给自己小组的成员听,把同组同学认为

正确的解答方法,由小组长板书在黑板上.

②如果一个小组的解决方法与其他小组相同,且对方组长已经

写在黑板上了,另一组就不再板书同样的解答方法.

③如果你的解答方法,同组的同学不能准确判断对错,或者引起

了争议,可以自己上来把它板书在黑板上.
学生活动,教师巡视指导.(把黑板分成３大块,供学生板书解

答方法)
(４)全班交流解答方法.

①教师引导学生用表格梳理条件和问题.
速度和时间是两种相关联的量.形成板书:(表格如下)

速度(千米∕时) ８０

时间(时) ４．５ ４

　　②集体订正,结合黑板上的板书,师生共同理解解法.
方法１:８０×４．５÷４＝９０(km)
指名学生说出,算式８０×４．５表示什么意思.
方法２:解:设他们每时至少行xkm.

　　　　　　４x＝８０×４．５
x＝３６０÷４
x＝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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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这样列式的根据是什么?
反馈:根据速度和时间成反比例,它们的路程相等列出的等量

关系.
方法３:解:设他们每时至少行xkm.

４．５∶x＝４∶８０或x∶４．５＝８０∶４
这种列式的方法有时会在学生中出现,应该由写这种解答方法

的同学来说说他的想法.(主要还得根据课堂上学生出现的各种解

法来引导他们理解解题思路)
(５)教师对学生的多种解法进行比较.
教师重点对用反比例知识进行解答的思路、书写格式进行引导

总结.
(６)学生根据新学知识,独立完成例２后,集体订正.
[点评:例题的教学体现以学生为本,让学生先思考、练习、解决问

题,在所有学生都经历独立思考与探究的基础上,教师适时介入指导,引
导学生总结出用反比例知识解答的思路,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１．完成教科书第５０页课堂活动第３题

学生独立完成,小组交流后再集体评议.

２．完成教科书第５１页练习十三第４~９题

教师引导解题思路:题中有哪两种相关联的量? 哪种量是一定

的? 根据一定的量找出它们的等量关系,再解答.

３．说一说

教师:生活中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用反比例来解答?

四、全课反思,强化巩固

教师:今天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说给大家听听.
[点评:整节课充分利用学生的学情基础,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探究.教师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学生已

有知识对新知识的迁移作用,为例题教学做了深厚的知识铺垫,使学

生运用反比例的知识来解决问题的策略进一步明确化,为新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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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难度;同时,在教学中,教师准确把握并灵活使用教科书,积极为

学生创设主动学习的环境,让学生主动去寻找多种解决问题的

策略.]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　付秋平)







 
整理与复习

第１课时　整理复习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５２页内容,第５２~５３页练习十四第１~９题.

【教学目标】

１．通过整理与复习,促进学生进一步掌握有关比例、正比例、反
比例的知识,沟通有关知识的联系,完善认知结构.

２．能灵活运用比例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进一步培养学生的

数学应用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

３．培养学生自主归纳、整理知识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整理本单元知识,沟通知识间的联系.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视频展示台.
学生准备:课前先整理本单元知识,做好交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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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揭示课题

教师:我们已学完了本单元的知识,今天来进行整理与复习.
板书课题:整理与复习.
[点评:课程开始简明扼要,直接揭示课题,唤起学生对本单元学

习的主动回忆,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整理与复习的热情.]

二、合作学习,自主整理

１．方法回顾

(１)以前我们是怎样整理单元知识的?
(２)小组四人合作自主整理.

２．学生汇报交流

学生可以呈现不同的整理方式.
(１)指名２位学生汇报整理结果(投影展示).
(２)根据学生的整理,大家提出建议并进行修改.
(３)展示教师整理的结果,并说出整理思路(展示).

比例

意义

基本性质

解比例

ì

î

í

ïï

ïï

正比例

意义(判断:比值一定)
图像

应用

ì

î

í

ïï

ïï

反比例
意义(判断:乘积一定)
应用{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教师:根据上面对本单元知识的梳理,我们一并对这些知识进行

复习.

３．整理小结

教师根据交流情况,小结整理知识的情况.
[点评:本环节先引导学生回顾单元知识整理的方法,再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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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组中交流独自整理的单元知识,然后在全班展示中引导学生进

一步理清思路,建构合理的单元知识网络结构.同时,让学生学会完

整有序地归纳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归纳整理能力,为以后的单元整

理复习做好准备.]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高

１．教科书第５２页练习十四第１题

(１)学生独立完成.
(２)同桌交流.
(３)全班汇报.
教师引导学生说说什么叫作比,什么叫作比例,比和比例有什么

区别.通过交流,使学生明白比表示两个数,有２项;比例表示两个

比相等,有４项.

２．教科书第５２页练习十四第２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再集体评议.

３．教科书第５２页练习十四第３题

教师:什么叫作解比例?
学生在练习本上练习,指名板演,学生练习后教师讲评.

４．正、反比例关系的判断

(１)判断下面各题中两种量是否成比例.如果成比例,成什么

比例?

①正方形的边长与周长.

②行驶一段路程,车轮的直径与车轮转过的转数.

③y＝５x,y 和x.

④yx＝２４,y 和x.
(２)说出下列各组中的３种量在什么条件下能组成什么比例

关系.

①速度、时间、路程.

②汽车每次运货吨数、运货的次数和运货的总吨数.

③三角形的底、高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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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说一说什么叫正比例关系,什么叫反比例关系,它们之间有

什么联系和区别.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梳理判断两种量是否成正(反)比例的思考

步骤.

①先找出两种相关联的量和一个定值.

②根据两种相关联的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列出关系式.

③根据正、反比例的意义,判断比例关系.

５．教科书第５３页练习十四第６题

用比例知识解决下面的问题.
(１)学校举行方阵团体操表演,排成５列需要９０人;排成２４列,

需要多少人?
(２)学校举行方阵团体操表演,如果每列１６人,要排２７列;如果

每列１８人,要排多少列?
教师先引导学生说一说,用比例知识解答应用题的关键是什么,

解题的步骤有哪些,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教师再梳理总结.

①设所求问题为x.

②判断题中的两种相关联的量是否成比例关系及成什么比例

关系.

③列出比例式.

④解比例,验算,写答语.
教师:用比例知识解答应用题的关键是正确判断题中两种相关

联的量成什么比例关系,所以解题时要认真审题,做出正确判断.

６．教科书第５３页练习十四第７~９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教师巡视,再集体评议.
[点评:本节课立足于基本练习对正比例和反比例的意义进行巩

固运用,深化学生的理解,再通过适当的变式练习,提升学生灵活运

用正比例、反比例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力.]

四、反思总结,交流强化

教师:今天我们一起进行了正、反比例这一单元知识的整理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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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你有什么收获? 还有哪些疑惑?
[点评:这节复习课由于容量较大,所以教师将“整理”部分内容

先安排学生回家完成,放手让学生先独立整理与复习,再合作交流,
在集体展评中进一步完善,帮助学生建构单元知识网络结构,既进一

步提升了学生的知识水平,也发展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学中立足

于对学生自主复习整理能力的培养和建构单元完整知识认知体系的

学习,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自主学习和自主讨论的方式,培
养学生的类比推理能力和归纳能力.]

(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小学　陈思怡)

第２课时　问题解决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５４页练习十四第１０~１４题及补充题.

【教学目标】

１．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让学生进一步掌握正、反
比例的有关知识.

２．能够应用正、反比例的有关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高

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让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面对较复杂的实际问题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问题.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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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教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将要复习应用所学的正比例、反比例知

识解决问题.
板书课题:问题解决.
[点评:开门见山地引入学习主题,迅速集中学生注意力,开展单

元综合复习练习过程.]

二、基本练习

１．填空

(１)比的前项是１．８,比值是５,比的后项是(　　).
(２)已知A×B＝C(C 不为０),B 一定时,C 和A 成(　　)比

例;C 一定时,A 和B 成(　　)比例.
(３)把０．８∶２．６化成最简整数比是(　　),比值是(　　).
学生读题,先独立完成,再集体交流.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回答,适时梳理和强化化简比、求比值的区别

和方法,再次沟通成正比例关系和成反比例关系之间的联系.

２．判断下面各题中两种量是否成比例.如果成比例,成

什么比例?
(１)圆的面积和它的直径.
(２)如果y＝８x,y 和x.
(３)修一段路,已经修的米数和未修的米数.
(４)订阅某种报纸的总价和数量.
学生先独立判断,再交流.

３．出示教科书第５４页练习十四第１０题

(１)从题中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
(２)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巡视,指名２名学生上台板演.
(３)集体交流评议.
交流时教师引导学生审题:要求汽车几时才能从甲地到达乙地,

７４１

三、正比例和反比例





需要知道哪些条件?
引导学生分析:汽车的时速已经告诉,而从甲地到乙地的路程却

不知道,所以要先求甲地到乙地的路程.
教师:你有哪些方法求出甲地到乙地的路程?
学生各抒己见:

①可以根据它们成正比例关系(比例尺＝图上距离∶实际距离)
列出比例式,然后解比例得到实际距离.

②可以直接将３６cm 扩大２００００００倍,再换算成千米就可以得

到了.

４．完成教科书第５４页练习十四第１２,１３题

(１)学生独立思考、解答.
(２)小组内讨论交流.
(３)集体评议.
教师根据第１２题和第１３题,再次引导学生梳理用比例解决问

题的方法和步骤.

①在这个问题中有哪些量? 这两种量成比例吗? 成什么比例?
你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②根据我们刚才判断的比例关系,你能列出等式吗?

③这道题中可以设什么为x?

④列式解答.
[点评:基本练习帮助学生梳理基础知识,立足于比例、解比例以

及正、反比例的意义的简单应用,深化学生的理解,提升学生灵活运

用比例知识的能力,为后续拓展练习打好基础.]

三、拓展练习

１．教科书第５４页练习十四第１１题

教师指导学生完成,引导审题:“完全重合”是什么意思? 要做到

“完全重合”必须满足什么条件?
引导学生分析:“完全重合”意味着长、宽要一样,面积和形状也

要一样.大长方形要想经过一定的缩小,与小长方形重合,长、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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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必须是一定的,不能发生改变.
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和回答相机板书:

９∶６＝６∶４＝１．５(比值一定)
所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可以将大长方形缩小与小长方形完全

重合.

２．教科书第５４页练习十四第１４题

(１)学生先独立完成第(１)(２)小题,教师巡视,再集体评议.
教师:航程和相对应的飞行时间的比值是多少? 表示什么? 这

两种量成比例吗? 成什么比例?
引导学生分析:航程和相对应的飞行时间是两种相关联的量,随

着时间的增加,航程也在不断地增加,它们的比值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数,表示飞机的时速,所以航程和相对应的飞行时间成正比例关系.
(２)学生独立完成第(３)小题,教师巡视,关注学生所作的图是否

规范.
教师:在画图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引导学生小结:在画正比例图像时要用直尺、铅笔.先描点,后

连线,注意要从原点开始连线.
(３)观察图像有什么特点?
引导学生观察:图像是一条经过原点的直线.从这个图像中可

以直观地看到航程和相对应的飞行时间的变化情况.航程增加,所
需的飞行时间也随着增加,航程减少,所需的飞行时间也随着减少.

教师:怎样观察图像才能较准确地估计出飞行２０００km 需要多

少时间?
引导学生阐述方法:首先在表示路程的纵轴上找到“２０００”这个

点,过这点作一条垂线,垂线和图像有一个交点,再过这个交点向表

示时间的横轴作一条垂线,垂足那一点就是我们要找的数据.
教师:根据这个图像,估计７时大约飞行多少千米? 说说你是怎

样得到的.
学生反馈:先在表示时间的横轴上找到“７”这个点,过这点作一

条垂线,垂线和图像有一个交点,再过这个交点向纵轴作一条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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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足那一点就是我们要找的路程数.
[点评:拓展练习重点加深正比例关系及图像和反比例关系在生

活中的运用,深化学生对正比例、反比例应用的理解的同时,提升学

生灵活运用正比例、反比例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反思总结

教师: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复习,你有什么新的收获?
[点评:本节课在教学设计上有如下特点:一是练习的层次性强.

练习难度遵循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原则,既注重夯实基础,也注重

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正比例、反比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在练

习中为学生提供了富有启发性、思考性、现实性的问题情境,使学生

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中能积极主动地运用所学的正比例、反比例的

知识解决问题,为培养学生分析、应用能力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源.]
(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小学　陈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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