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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以建模为载体的审辩式思维课堂——探索审辩式
思维“有理数的乘法”课堂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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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文献法、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有理数乘法一课在国际上五个版本的教材进行对比研究。尝试以建模为载体进行教学，
并提出一个相对具有代表性的教学设计案例，更好地让学生理解“负负得正”这一教学难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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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分析

七年级学生在小学阶段对非负有理数范围内乘法运算已

经有了充分的理解与认识。课本对有理数的乘法的教学目标

之一就是回顾小学所学的数的乘法，经历法则发生的过程。

而在法则教学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学生容易理解“负

负得正”的实例，故如何让学生理解“负负得正”，既是学

生学习的难点也是对老师的考验，学生常常会产生质疑。著

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曾说：“我最喜欢外语、地理、化学，

最不喜欢数学，因为在学正负数的时候，我搞不清为什么负

负得正，就去问老师，老师说：‘你记住就是’。笔者由此

得出结论：数学不讲道理，于是不再理会，学数学兴趣一直

不大，成绩不好。”[�]袁隆平院士在课堂上提出了对“负负得正”

这一命题的质疑，但老师并没有遵循审辩式思维的方式对学

生进行引导，所以简单的死记硬背对学生数学的学习不但没

有正面的作用，还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带着这个问题，笔者

参阅新加坡数学教材，这个在历次的国际数学与科学评价项

�,06中，中学生表现一直位居前列的国家能否有更好的诠释。

笔者发现它对于“负负得正“的教学，采用了建模的思想，

于是在课堂中，尝试着以这样的方式让学生理解负负得正这

一法则。

2�教学目标

（�）回顾小学所学数的乘法，经历乘法法则发生的过程。

（�）掌握有理数的乘法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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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运用乘法法则求若干个有理数相乘的积。

（�）理解倒数的概念。

3�教学过程

本课教学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复习引入，初步探索，

再探新知，巩固提升以及小结。下面以流程图的形式呈现各

环节具体过程：

在复习引入环节，将分为以下四步，引导学生回忆研究

法则运算的方法。具体环节如下图：

第二环节中，将对正数乘负数的情况进行研究，在第三

环节研究负负得正时也使用这一流程，第一次探索时作为体

验，第二次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对审辩式思维的练习。�

4�片段解析

片段一：

（�）复习引入，回顾旧知

师：同学们，前面我研究了有理数的什么运算？

齐答：有理数的加减 .

师：说说你是怎么理解有理数加法的？

生：有理数的加法可以分为“正数 +正数，正数+�，负

数+�，负数+负数”.

生：有理数相加、要先确定结果的符号，再确定结果的

绝对值 .

师：他们是怎样确定的？

生：同号两数相加，取相同的符号，并把绝对值相加；

异号两数相加，取绝对值较大的加数的符号，再用较大数的

绝对值减较小数的绝对值 .

师：那减法呢？

生：转化为加法 .

师：我们研究了有理数的加减，按照小学里的经验，接

下来该研究什么？

齐答；有理数的乘除 .

师：今天这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有理数的乘法 .

师：类比有理数的加法，引人负数后，乘法运算会出现

哪些情况？

生：正数×正数，正数×负数，正数×�，负数×�.

生：还有负数×负数 .

片段二：

（�）初步探索

出示 ���

3×3＝���3×�＝����3×�＝����3×�＝�

师：上面的式子你会算吗？

继续出示 ���

3×（-�）＝����3×（-�）＝����3×（-3）＝�

你能猜想出计算结果吗？你是怎么想的？

学生基本有以下三种思路：

生 �：按照上面算式，因数减少 �，结果就减少 3，那

3×（-�）应该比 �小 3，应该是-3.

师：谁能解释一下吗？

生 �：我能解释这种规律 3×（-�）可以看做 3个-�加，

（-�）+（-�）+（-�）=-3.

生 3：我还发现因数变成相反数，结果也变成它的相反数 .

片段三：

（3）再探新知

提出质疑：师：最后我们再来研究下两个负数相乘的情况.

生 �：负负得正（生迫不及待喊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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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为什么负负就得正啊？

合作探究：师：太好了，你已经学会质疑了！那我们就

一起来研究一下吧 . 请观察下面的式子，你能猜想出计算结果

吗？你是怎样想的？

���呈现

3×3＝ �

3×2＝ �

3×1＝ 3

3×0＝ �����������（-3）×0＝

3×（��）＝ -3����（-3）×（��）＝�

3×（��）＝ ������（-3）×（��）＝

3×（-3）＝ ������（-3）×（-3）＝

小组合作

思考要求：

（�）请猜想出计算结果 .

（�）你是怎样得到猜想的？可以解释吗？

（3）小组整理思路准备汇报 .

小组 �：我们组是这样想的：由前两组算式的规律发现：

前面的因数是 3的时候，第二个因数减少 �，积就减少 3. 所

以当前面的因数是-3的时候，第二个因数由 �减少为（-�）

时，积就相反的增加 3，即（-3）×（-�）=�-3＝ -3；同

法可以得出其他几个算式的结果 .

（学生展示图 �）

小组 �：我们组可以解释，我知道在一个数的前面添上

一个“负”号，就表示那个数的相反数，因此，由前面的发

现可知（-3）×�=-��，若把因数中的 �替换成它的相反数-�，

那它的积也应该变成原来积的相反数，也就是

（-3）×（-�）=-(-��)=��，其他类推 .

（学生展示图 �）

师：同学们认为这一组的解释是否合理？

生：对呀，结果一样啊！合理……

师：老师也认为是合理的，它利用了相反数的意义作出

了解释，说明这位同学敢于破常规，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

很值得我们学习 .

归纳结论：现在你能归纳出刚才我们研究的正数乘以负

数，负数乘以负数的计算规则吗？

生：正数乘以负数得负数，负数乘以负数得正数 .

师：老师有个问题，请你回答：根据你的描述我写一个

式子；（-�）×3=-�行吗？一个有理数有几部分组成？

生：噢，刚才只说了符号，还需要一部分，这一部分就

是小学的运算 .

师：小学学的数不带符号，其实就是“非负数”，非负

数是容易想到什么的？该如何表述？

生：明白了，正数乘以负数得负数，并且得数的符号后

面的数就是两个因数的绝对值相乘得到的；同样，负数乘以

负数得正，得数符号后面的数等于两个因数绝对值的积 .

师：根据你对有理数乘法的思考，总结填空：

���呈现

根据你对有理数乘法的思考，总结填空：

正数乘正数积为�����数；负数乘正数积为������数；

正数乘负数积为�����数；负数乘负数积为������数；

乘积的绝对值等于各乘数绝对值的��������

正数乘以 �得������；负数乘以 �得������；

�乘以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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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片段及审辩思维设计说明

教学片段
审辩式思维设计说明
（设计意图）

教学效果分析

片段一：��复
习之前所学的
有理数的运算
的知识及学
法。

基于学生的 “已有认知 ”，引导学生观
察、发现算式的规律。目的在复习回
顾旧知的同时，也为新知的获取做好
准备，利用已知的学习经验来解决现
有的问题。���这一环节是为后续研究
“负负得正 ”这一命题的准备阶段。再
复习知识的同时，也复习研究计算法

则的一般方法。

学生能较好地回
顾前两课所学的
知识，并且在后
续的环节中能看
出本环节的设计
能很好地复习计
算法则的一般方

法。

片段二：��通
过研究同号两
数相乘猜想异
号两数相乘的
规律。通过已
学知识的经验
尝试寻找验证
的方法，最
后讨论得到证

明。

此处让学生通过建模解决问题的过程，
学生体验审辩式思维的过程。小学中
经常会把找到的规律直接当成结果来
运用，这种处理只是让学生的思维停
留较低的层级。并且会误以为所见即
所得，不求思辩。这是不科学也是不
利于学生思维发展的，只有经历了质
疑验证到推广，才能在思维上得到更
高的提升，并且学会用数学的方式来

解决数学问题。

学生能根据预设
的情境合理的猜
想出计算的结果，
并提出质疑。通
过讨论尝试得到
验证的方法。

教学片段
审辩式思维设计说明
（设计意图）

教学效果分析

片段三：3.利
用上一题的方
法尝试猜想异
号两数相乘的
结果，并自己
尝试验证结
果。

在前面对异号两数相乘的研究上，学
生在引导下已经初步体验了建模解决
问题的过程，在 “负负得正 ”这个问
题的解决上就显得相对轻松。此环节
作为审辩式思维的渗透练习。学生在
自主合作的环节中再次经历猜想、质

疑、归纳、验证的过程。

学生能用找规律
的方法进行猜想，
进而尝试着用相
反数的模型来进
行解释，最后在
表格的引导下，
将自己的思考转
化为一种推广，
无形中让他们对
建模解决问题有
了再一次的认识
和体验。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尤其是对负负得正的教学中，笔者

花了较多的时间在寻找好的解决方案。笔者对比了五个版本

的教材，其中国内三版，国外两版，具体内容如下表：

国内教材多从实际情境出发，通过归纳模型或是相反数

模型来得到结果，其中浙教版还结合数轴进行解释，体现了

数形结合的思想。

那国外教材又是如何诠释的呢？笔者翻阅两本教材进行

分析，具体方式如下表：

教材版本 使用的模型

新加坡版、美国加州 3 归纳模型、相反数模型

新加坡版先用归纳模型得到猜想，再用相反数模型进行

验证，而美国加州 3版本先用相反数模型得到猜想，再用归

纳模型进行验证。

笔者反思，在负负得正的教学中能否尝试使用建模的方

式，从猜想，质疑，归纳，到验证，使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

的过程中经历得到完整的体验，也让学生的思维从低层次的

思维逐步上升到高阶思维，从而在思维上得到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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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3×3=9,3×2＝ 6,3×1＝ 3,3×0＝ �，）
发现规律：随着后一乘数逐次递减 �，积逐次递减

3，得到 3×（��）=-3,3×（��）=-6,3×（-3） �
（�）观察：3×3=9,2×3＝ 6,1×3＝ 3,0×3等于 ��
发现规律：随着前一乘数逐次递减 ��积逐次递减 3,
得到（��）×3=-3,（��）×3＝ ���（-3）×3＝ ���
（3）观察上述算式，根据规律得到，（-3）×（��）

=3，（-3）×（��） �，（-3）×（-3）＝ ��

（�）甲水库的水位每天升高 3cm,乙水库的水
位每天下降 3cm.4天后甲、乙水库水位总变化

量各是多少 �
如果用正号表示水位上升，用负号表示水位
下降，那么 �天后甲水库的水位变化量为

3+3+3+3=3x4=12，乙水库的水位变化量为（-3）
+(-3)+（-3）+(-3)=(-3)×4=-12.

（�）观察：（-3）×4=-12,（-3)×3=-9，
（-3）×2=-6,(-3)×l=-3,(-3)×0=0，发现规律：
一个因数减小 O时，积增加 3,得到（-3）×

（-1)=3,(-3)�×(-2)=6,(-3)×(-3)=9,
(-3)×（-4)=12.��

图中显示的是位于三峡白鹤梁的用做水位测量标
志的线刻石鱼。假设水位按每小时 3厘米的速度下

降 �经 �小时后水位下降多少厘米 �
由小学里学过的乘法的意义，有 3×2=3+3=6用数

轴表示为

相应地 �（-3）×2=（-3）＋（-3） ���用数轴表
示为

我们发现，当我们改变相乘两数中一个数的符号
时 �其积就变为原来的相反数 �例如，（-3）×2=-

(3×2）�
同样 ,3×（��）的积也应是 3×2的积的相反数，即

3×（��） �（3×2)=-6，用数轴表示如图

DOI:�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1.3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