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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的加法和减法》教学分析
蔡美芳���黄联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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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标指出数学知识的教学，要注重知识的“生长点”与“延伸点”；要让学生经历亲身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要让学生经历由
具体到抽象发展过程。整体教学设计从细节到整体，再由整体渗透到细节，使得教学关注面更广，更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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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背景分析

1.1�教材分析

《小数的加法和减法》是中国人教版数学四年级下册第

六单元的教学内容，在诸多问题的解决中，离不开小数加、

减法，它是数的运算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学生形成良好

的计算能力的必要条件 >��。

在此基础上，学生已经掌握了整数的四则运算、小数

的意义和性质以及在三年级下册学习了借助商品的价格进行

一位小数加减法的初步探究。《小数的加减法》这部分内容

是今后学生学习小数四则混合运算和小数乘法等知识的重要�

基础。

本单元由 �个主题图，�个做一做，�个练习及 �道例

题组成。分为小数加法、小数加减法、混合运算以及整数的

运算定律推广到小数�个教学内容。可以分为�个课时来完成。

教材的编排遵循了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重视原有知识、

经验对学习新知的迁移作用。教材前 �个例题依然采用商品

的价格作为素材引入教学来丰富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例 �

则脱离生活情境，在对小数加减计算结果的探究中得出结论；

在内容编排上，小数加减运算集中，使得知识间的联系更加

紧密。

1.2�教学目标

根据本学段的学生特点，以及对教学内容的分析，并

遵循“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的原则，制定了如下教学�

目标：

①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小数加、减法

的计算方法，目的是理解计算的算理，掌握一般算法，并使

学生能正确地进行加、减及混合运算。

②引导学生运用计算、比较、归纳、推理等方法，理解

整数运算定律对于小数运算也同样适用，并会使用运算定律

进行一些小数的简便计算，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数感，增加计

算的灵活性 >��。

③使学生体会小数加、减运算在生活、学习中的广泛应

用，进一步体验数学与生活的联系，了解学习数学的意义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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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教学重点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将本单元的教学重点定为：

①小数加、减法的笔算方法以及小数加减混合运算。

②能根据数据特点正确应用加法的运算定律进行小数的

简便运算。

1.4�教学难点

教学难点为：

①理解小数点对齐，即数位对齐的算理。

②灵活选用运算定律进行简便计算。

2�学情学法分析

四年级的孩子已经在三年级上册掌握了整数加减法的竖

式计算方法，又在三年级下册学习了一位小数的加减法。同时，

在本册的第一单元和第三单元又分别学习了整数的四则运算、

整数加法的运算定律、减法的性质及其应用，第四单元又进

一步学习了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大部分学生对整数及一位小

数加减法的笔算有一定基础，但是也有部分孩子也会形成思

维定势，认为笔算时一定要末位对齐，这样就给本单元不同

数位的小数加减法的笔算造成了负面迁移。因此，在学法上

应以学生为主，可以通过丰富有效的活动，引导学生充分利

用已有知识经验，进行知识迁移，通过思考、讨论、交流、

推理等学习活动尝试解决新问题 >��。

3�教学教法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将主要采取“创，导，探，放”因

势利导，由表及里的方法，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

及讨论归纳的活动过程中理解和掌握新知，达到突出重点、

化解难点的目的。

计算学习是枯燥的，学生的学习效率也会相对低下，因

此我们必须利用好评价手段，如评价主体更加多元化：教师、

学生、家长、多媒体手段，诸多评价主体相结合，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我们的评价对象也是多元化的，学生个体的课堂表现，

学生作业的质量差异，学习小组的活动速度、活动质量等。

与此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如老师语言上的激励及物质的奖励，

让学生在兴趣的驱使下快乐有效学习。

4�教学建议

为突破本单元的重难点，有以下设想。

4.1�利用迁移，理解算理

生活中最常见的小数就是价钱，所以笔者计划以购买活

动为导入引出小数，让学生从情境中提出数学问题并列出算

式。接着让学生独立思考如何计算，学生根据已有的整数加法、

一位小数加法的经验和对人民币的认识，学生可能会有以下

几种想法。

针对学生的思考，笔者将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哪些想法

是对的？为什么小数点要对齐？

通过思考和讨论，学生知道利用计数单位和借助人民币

单位来理解小数点对齐的道理，从而掌握小数加法的算理。

例 �出现了小数数位不同和连续退位减，笔者还是计划

引导学生利用计数单位和人民币的单位来理解小数点要对齐

的道理，并引导学生举出反例加以说明，体会只有小数点对齐，

才能保证相同计数单位的对齐。

4.2�经历推理，得出结论

影响学习的唯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

么，所以我计划从学生对整数加法运算定律入手，出示几组

小数加法算式，引导学生先猜猜每组算式的关系，再进行计

算验证，进而通过推理和联想：整数加法运算定律对于所有

小数加法都适用吗？接着让学生举例验证，由特殊到一般，

运用不完全归纳推理，发现加法运算定律对于小数加法仍然

适用。

4.3�学而时习之（练习设计）

练习不是课堂的延伸而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促进知识的掌握，形成技能技巧发展能力有重要作用。所

以，我将在新授之前设计铺垫练习，新授后又设计巩固练习，

为使每个孩子的能力得到发展再设计拓展练习。

5�结语

通过教材解读，探索册间、单元间、单元内的内容关联，

使知识成串、体系连网。体现教材知识体系的构建，遵循“从

低到高螺旋上升”的基本原则，让学生的学习的内容更富有

结构性。同时，能够唤起学生的旧知，铺垫学习新知，达到

真正的学习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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