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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混合运算

第1课时 小数混合运算(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70页例1及第72页练习十七第1~4题。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情境,理解小数混合运算与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联

系与区别,掌握小数混合运算顺序,能正确进行小数混合运算。

2.体会小数混合运算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价值,从中获得价值

体验,坚定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

【教学重、难点】

1.理解小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运算方法,能正确地进行小

数混合运算。

2.计算的准确性。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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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多媒体课件出示练习:
(1)说出下面3道题的运算顺序。

368+32×5-88  15×(107-35+18)

30÷[480÷(24-8)]
(2)篮球价格:35元/个,足球价格:63元/个。
张老师用200元买了3个篮球和1个足球,还剩多少钱?
学生独立思考后列式解答,鼓励学生尽量写综合算式。
引导学生汇报,学生可能列出以下2种综合算式(学生汇报时教

师板书):
学生1: 200-(35×3+63)

=200-(105+63)

=200-168
=32(元)

学生2: 200-35×3-63
=200-105-63
=95-63
=32(元)

教师:说一说你为什么这样列式呢。
学生1:要算还剩多少钱,就应先算出王老师一共用了多少钱,也

就是3个篮球的钱和1个足球的钱,再从200元里减去一共用去的钱。
学生2:我们也可以从200元里面依次减去买2种球各用去的

钱,也得到还剩多少钱。
教师:大家非常能干,一个数学问题能用多种方法去解决。咱们

来看看下面这个数学问题又该怎样解决。
教师:今天就用我们掌握的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知识来研究小

数混合运算。(板书课题)
[点评:通过复习旧知识,使学生意识到这节课学习的新知识与

·261·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案选




原来学习的哪些知识有联系,帮助学生有效地利用原有知识推动新

知识的学习。]

二、教学新课

1.教学例1

  课件出示例1情境图:用20元买了3本笔记本和1支笔,还剩

多少钱?
教师:我们又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学生讨论后汇报,学生可能会有以下几种解答:
学生1:我们先算出方方买3本笔记本一共用了多少钱,算式是

3.5×3=10.5(元),再算买2种文具一共用了多少钱,算式是10.5+
6.3=16.8(元),最后算出还剩多少钱,算式是20-16.8=3.2(元)。

(教师板书出3个算式)
学生2:我的是综合算式:20-3.5×3-6.3。
(教师板书:20-3.5×3-6.3)
教师:你们是怎么想的?
学生2:我们是从20元里依次减去方方买2种文具分别用的钱。
教师:那你们在计算的时候准备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学生2:先算乘法,再算减法。
学生3:我们也是列的综合算式:20-(3.5×3+6.3)。
[教师板书:20-(3.5×3+6.3)]
教师:你们又是怎么想的?
学生3:我们先算出方方一共应付的钱,再算出剩下多少钱。
教师:你们为什么要加这个括号呢?
引导学生回答出,因为在整数四则混合运算里,如果不加这个括

号,计算了乘法以后,就应该计算减法,要使这个运算顺序改变成先

加后减,就要加上括号。整数四则混合运算是这样规定的,我想小数

混合运算也应该这样。
教师:也就是说加上这个小括号是为了改变运算顺序。在计算

的时候,也应先算括号里面的。
学生2: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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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请你们选择一个综合算式,按照刚才讨论的运算顺序算出

结果,看看结果是不是与分步解答的结果一样。
学生算出结果后,与分步解答的结果进行比较,证实自己的计算

是正确的。
教师:现在请大家把这4个综合算式进行比较,看看有什么

发现。
(1)200-(35×3+63)      (2)200-35×3-63
=200-(105+63) =200-105-63
=200-168 =95-63
=32(元) =32(元)
(3)20-(3.5×3+6.3) (4)20-3.5×3-6.3
=20-(10.5+6.3) =20-10.5-6.3
=20-16.8 =9.5-6.3
=3.2(元) =3.2(元)
学生观察后交流汇报。
学生1:(1)和(2)两个算式是整数四则混合运算,而(3)和(4)是

小数混合运算。
学生2:我发现(1)和(3)的运算顺序一样,都是先算括号里面的,

后算括号外面的。(2)和(4)的运算顺序一样,都是先算乘法,再算

减法。
学生3:我觉得小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

运算顺序是一样的。
教师:对,小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

顺序相同。(板书)
教师:请同学们说一说在下面的算式中应该先算哪一步,再算哪

一步,最后算哪一步。

38.4÷6+4.8×227.5-(6.2-2.1÷3)
学生说出运算顺序后,再请学生算出答案。
[点评:让学生先解决整数作条件的问题,再解决小数作条件的

问题,然后引导学生对所列出的整数算式和小数算式进行观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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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从而让学生深刻地体会到小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整数四则

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是一样的,较好地突破了本节课的重点。另外,
在问题解决过程中鼓励学生用多种方法解答同一个数学问题,培养

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教师:从刚才我们的研究中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我们发现小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整数四则混合运算

的运算顺序是一样的。
出示题目:0.36÷[(6.1-4.6)×0.8]
教师:这个算式的运算顺序和像这样的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运

算顺序是一样的吗?
学生:我想应该是一样的。
教师:那么请同学们根据你掌握的整数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

序,说说这个算式我们应先算什么,再算什么,最后算什么。
学生:这道题应先算小括号里的减法,再算中括号里的乘法,最

后算除法。
教师:那你们能把这道题计算出来吗?
学生:能!
教师提醒学生特别注意:为了便于检查和验算,在草稿本上应把

同一题的竖式写在一起。
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订正,订正时特别提醒学生注意每一步的

计算结果一定要正确。
[点评:由于有了例1的学习基础,在本教学环节中放手让学生

把例1抽象出的结论应用到“试一试”的学习中,较好地体现了学生

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计算习惯。]

三、课堂小结

教师:说说这节课大家有什么收获。
(学生回答略)

四、课堂作业

教科书第72页练习十七第1~4题。
(重庆市沙坪坝区南开小学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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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时 小数混合运算(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71页例2和课堂活动及第72页练习十七第5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掌握小数混合运算顺序,能在小数混合运算的过程中

灵活使用简便算法,熟练地进行小数混合运算。

2.进一步感受小数混合运算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体会小数混

合运算的应用价值,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1.小数混合运算中的简便运算方法。

2.简便方法的正确使用。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说出下面各题的运算顺序

  7.24+5.4×61   4.4÷(5.2+0.5×4)
学生说完运算顺序后让学生独立进行计算,再集体订正。

2.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各题

48×68+52×68  125×32×98  136-24-76
学生独立计算后集体订正,订正时让学生说说为什么这样计算

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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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这节课我们继续研究小数的四则混合运算。我们先到服

装厂去看看工人加工服装时遇到的数学问题。
[点评:通过复习旧知识,使学生意识到这节课学习的新知识与

原来的哪些知识有联系,帮助学生有效地利用原有知识推动新知识

的学习。]

二、进行新课

1.教学例2

  多媒体课件出示例2情境图。
教师:你从图中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
学生汇报图中的条件、问题。
教师:要求“需要用布多少米”,该怎样列式呢?
学生独立思考后组织汇报。
学生1:可以先算出衣服用布多少米,裤子用布多少米,再把衣服

用布的总米数和裤子用布的总米数加起来,就是一共需要的用布

米数。
学生2:我认为可以先算出一套制服用布多少米,再算出15套制

服共用布多少米。
教师板书:1.83×15+1.17×15,(1.83+1.17)×15。
讨论:计算的时候应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教师:下面请同学们把自己列出来的综合算式按照正确的运算

顺序计算出结果,看看两种方法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学生独立计算结果,然后展示:
方法(1)1.83×15+1.17×15  方法(2)(1.83+1.17)×15

=27.45+17.55 =3×15
=45(m) =45(m)

讨论:两种方法的最后结果都一样,说明这两种方法都是正确

的。下面请大家再仔细观察这两种算法,看看你能发现什么。
学生独立观察后小组交流,再组织汇报。
引导学生说出:第1种解法是两个小数分别和15相乘,再把两

次的积加起来;第2种解法是先把这两个小数加起来再和15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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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我们以前学过的整数的乘法分配律是一样的。
教师:说得好。那由此你还会想到什么?
学生:我想我们以前学过的所有运算律,比如加法交换律、结合

律,乘法交换律、结合律在小数的运算中肯定都适用。
教师:说得非常好。的确,我们以前学过的运算律和性质在小数

运算中也同样适用。在小数运算中,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

择恰当的方法进行简便计算。
[点评:本教学环节先鼓励学生对同一个数学问题用不同的方法

来解决,然后对两种不同的解答算式进行观察、比较,引导学生直观

地发现这两种方法实际就是乘法分配律的具体运用,从而想到整数

的运算律在小数混合运算中同样适用,较好地体现了学生在学习活

动中的主体作用。]

2.巩固

(1)独立完成例2后面的“试一试”。

2.5×0.89×0.4    5.8×10.1
教师:请大家用简便方法完成这两道题的计算。
[点评:在指导本题的练习中,突出了“为什么这样简便计算”的

指导,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自觉养成进行简便计算的好

习惯。]
(2)教科书第72页练习十七第5题。
先让学生独立完成,再集体订正,订正时让学生说说为什么这

样填。

三、课堂小结

教师: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内容? 你都有什么收获?
(学生回答略)

四、课堂作业

教科书第71页课堂活动第1~2题。
(重庆市沙坪坝区南开小学 张鹏)

·861·

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教案选




第3课时 小数混合运算(三)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74页例3和第75页练习十八第1~2题。

【教学目标】

1.感受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能综合运用相关知识解决

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获得一些问题解决的经验和方法。

2.让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获得成功体验,坚定学生学好数

学的信心。

3.发展学生的合作意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难点】

1.学会从数学的角度分析问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解决

问题,重视学生的思维过程,鼓励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化。

2.能从多角度、多方位正确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让学生在本课学习的前一天回家了解爸爸、妈妈手机

付费的情况,或者到当地电信营业厅了解有关手机收费的信息。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交流反馈收集的资费信息。
教师:谁能说说有关手机收费的情况,你都了解到哪些信息?
结合具体情况,学生可能了解到:
学生1:电信营业厅的阿姨告诉我,手机付费的方式可以办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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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租的,不过每个月要支付一定的月租费。

教师:支付月租费是什么意思?
……

教师:看来手机付费的方式有很多种,人们在办理手机付费业务

时应该怎样选择呢? 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板书课题)
[点评:通过交流课前调查的有关手机收费标准,能使学生对手

机收费的方式有初步的了解,拥有一些生活经验,有效地帮助学生解

决由于对一些专业术语不熟悉而造成的学习障碍,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学习内容。]

二、合作交流,探索新知

1.教学例3

  出示例3中的手机收费标准。

再出示问题:如果李阿姨每个月的通话时间大约是120分,应该

选择哪类付费方式合算一些?

教师:你准备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学生先独立思考,然后在小组内说说自己的想法,最后汇报。

由于学生已经有解决类似问题的经验,估计学生能说出:只要先

算出两类标准各需要缴多少钱,再比较,哪种缴的钱少就选哪种。

教师: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算一算。

学生独立计算后组织全班交流。

如果选择第1类收费标准要缴20+0.18×120=41.6(元)。说

出每一步的意义。

如果选择第2类收费标准要缴0.3×120=36(元)。

教师随学生汇报板书:

第1类收费标准:20+0.18×120=41.6(元)

第2类收费标准:0.3×120=36(元)

教师:选择的收费标准不同,我们的计算方式也不同,这样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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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哪类收费标准比较合算?
学生:因为41.6>36,所以选择第2类收费标准合算些。
质疑:这两种资费方式在通话多少分时合算?
出示第2个问题:王阿姨每月的通话时间大约是350分,她又该

如何选择呢? 请大家用刚才的方法帮王阿姨算一算。
学生独立解决问题2,然后组织汇报。
如果选择第1类收费标准,她要缴的费用就应是月租费加上这

个月的通话费,20+0.18×350=83(元);如果选择第2类收费标准

就应缴:0.3×350=105(元)。
板书:第1类收费标准:20+0.18×350=83(元),第2类收费标

准:0.3×350=105(元)
同学们比较选择:第1类收费标准合算。
教师:为什么李阿姨和王阿姨选择合算的付费方式不一样呢?
学生讨论后组织汇报:
学生:因为李阿姨每月的通话时间比较少,选择有月租费的话,

每分平均月租费就比较高;而王阿姨每月的通话时间比较长,每分的

平均月租费就比较低。
教师:看来每月通话时间的长短对选择不同的收费标准起着重

要作用。通过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应注意些

什么?
引导学生说出:要注意分析问题解决的条件和问题,如果有多种

解决问题的策略,让我们选择最佳策略时,我们要对这些策略进行比

较,找到最佳策略。最佳策略并不是对每种情况都适用,也会随着情

况的改变而改变。
[点评:本例题的教学关注学生对问题解决过程的经历,首先让

学生思考解决这类问题的基本策略,再通过计算来得到结果,这样,
学生不但能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学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

方法,使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有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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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堂小结

教师:这节课学习了什么内容? 你有哪些收获和体会?
(学生回答略)

四、课堂作业

完成教科书第75页练习十八第1~2题。其中第1题要引导学

生理解什么是“制版费”。
(重庆市沙坪坝区南开小学 张鹏)

第4课时 小数混合运算(四)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74页例4以及相关练习。

【教学目标】

1.感受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能综合运用相关知识

解决一些简单实际问题,从中获得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方法。

2.发展学生的合作意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3.让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获得价值体验,坚定学生学好数

学的信心。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多媒体课件展示练习。
教师:请大家估算出这个图形的面积。
学生完成后指名学生汇报,要求学生说出估算的过程。
教师:这是我们在前面学过的有关估算方面的知识,今天这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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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新问题。(板书课题)

二、合作交流,探索新知

1.教学例4

  (1)图中提供的信息能估算出张老师家的总面积吗? 先在小组

内交流自己的想法。
学生在小组内讨论后汇报。
学生1:从张老师新居的结构图来看,张老师的新居是个长方形,

这个长方形的长是由5.2m和4.8m两个部分组成的,所以这个长

方形的长是5.2+4.8=10(m),宽是由3.8m和4.8m两个部分组

成,所以3.8+4.8≈9(m),知道长和宽以后,就可以根据长方形的面

积公式估算出张老师新居的总面积大约是10×9=90(m2)。
教师将其思路和解答过程板书为:

5.2+4.8=10(m)

3.8+4.8≈9(m)

10×9=90(m2)
教师:你是把张老师的新居看作一个完整的长方形来进行估算

的。还有其他的估算方法吗?
学生2:我是把张老师的新居看成3部分来进行估算的。一部分

是卧室,一部分是书房,把客厅、厨房和卫生间看作一部分。(多媒体

课件随学生回答闪现这3个部分)我先估算出卧室的面积是5.2×
4.8≈25(m2),书房的面积是4.8×4.8≈25(m2),客厅、厨房和卫生

间的总面积是(5.2+4.8)×3.8≈40(m2),最后把这3部分的面积加

起来,就得到张老师新居的总面积25+25+40=90(m2)。
教师将其思路和解答过程板书为:

5.2×4.8≈25(m2)

4.8×4.8≈25(m2)
(5.2+4.8)×3.8≈40(m2)

25+25+40=90(m2)
只要学生的想法合理都给予肯定,并且估算结果也不要求完全

一样,只要结果相近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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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刚才我们估算出了张老师新居的总面积。既然是新居,那
肯定要装修,张老师在装修时准备在卧室和书房铺上木地板,按每平

方米180元的费用计算,张老师要花多少钱呢? 你准备怎样计算?
学生独立思考后指名汇报。
主要引导学生回答:先算出卧室和书房的总面积,再算出需要

的钱。
引导学生层层分析出如下图的解题思路:

5.2×4.8≈25(m2)

4.8×4.8≈25(m2)
25+25=50(m2)

50×180≈9000(元)
教师:还有其他的解题方法吗? (学生回答略)
只要学生的想法合理都给予肯定。
教师:从刚才你们提出的解题方法中,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方法来

解决这个问题。
学生独立完成后订正。
教师:根据图中的这些信息,你还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尽量鼓励学生提问题,学生提出的问题,可以让其他学生解答或

说出解题思路。
[点评:本例题的教学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已经掌握的数学知识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首先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估算房屋总面

积,体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促进学生

个性的发展。在解决装修费用问题时,让学生从整体入手,通过层层

分析让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

三、课堂小结

教师:这节课学习了什么内容? 你有哪些收获和体会?
(学生回答略)

四、课堂作业

教科书第76页练习十八第3~4题。
(重庆市沙坪坝区南开小学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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