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优秀17篇)
它是根据幼儿发展规律、课程目标和教学内容等因素综合考
虑后的一份指导性文档。希望这些大班教案范文能够让大家
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大班教学的方法和技巧，为幼儿的教育提
供更好的支持。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一

教学内容认识负数（教科书p1～3的例1和例2，完成练习一的
第1～6题。）9月4日教学总目标1、通过观察、分析讨论等活
动，让学生在现实情境中了解负数产生的背景，理解正负数
及零的意义，掌握正负数表达方法；能用正负数描述现实生
活中的现象，如温度、收支、海拔高度等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解决相关问题。2、通过分析、猜想等活动，感受负数的意义，
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提高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3、通过学习使学生联系实际体验数学与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并
能主动与他人合作交流并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教学重点难
点教学重点：使学生在现实情景中理解正负数及零的意义。
难点：能用正负数描述生活中的现象，解决相关问题。课前
准备课件；一张挂图、温度计。教学过程步骤子目标教师的
活动学生的活动反思情景引入联系生活引入课题，利用已有
知识尝试读数，初步体会正负数。1、电脑播放天气预报片断。
2、提出：老师收集了某天三个城市的最低温度资料，并用温
度计显示。你知道分别是多少温度吗？观看，了解。学生观
察图片上温度计。认识负数原本是初中学习的内容，现在提
前让学生学习，原本有点担心学生学习难度太大，探究新知
通过观察、分析讨论等活动，让学生在现实情境中了解负数
产生的背景，初步理解正负数及零的意义，掌握正负数表达
方法。继续让学生联系现实情境中能用正负数描述现实生活
中的现象，如海拔高度这些具有相反意义的量，尝试解决相
关问题。通过讨论分析，理解正负数及零的意义，进一步掌



握正负数表达方法；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
能力。1、教学例1：用正负数和0表示气温。（1）尝试说一
说温度。出示图片，提出：你能看出上海的温度是多少吗？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老师介绍温度计的看法。南京呢？和上
海比，南京的气温怎样？出示图片：北京和上海比，北京的
气温怎么样？同时出示上海、南京、北京三地的气温图片。
提出：上海和北京的气温一样吗？不一样在哪里？在数学上
怎样区分零上4摄氏度和零下4摄氏度的呢？（2）教学正负数
的读写方法。说明零上和零下温度规定。教学正数和负数的
读写法：“+4”读作正四，在写的时候，只要在4前面加一
个“+”——正号，“+4”也可以写成4。“-4”读作负四，
书写时，只要先写“-”——负号，再写4。（教师板书）提
问：现在这三个城市的最低气温又可以怎么说？2、即时练习：
（1）书本p2的“试一试”。（2）小小气象记录员一边听天
气预报，一边记录气温。（课件演示：赤道零上40摄氏度，
北极零下26摄氏度，南极零下40摄氏度。）3、感知生活中的
正数和负数。（1）认识海拔高度的表示方法。出示书例2，
介绍海拔高度的含义：海拔高度指与海平面比较，所得到的
相对高度。（2）提问：新疆吐鲁番是我国海拔高度最低的地
区，从图上你能看出它的海拔高度是多少吗？你从图中还能
看出什么？（3）你能用今天所学的知识来表示这两个地区的
海拔高度吗？明确：用正负数还可以区分海平面以上的高度
和海平面以下的高度。（4）练一练：指导完成“练习一”
第1，2题a用正数或者负数表示下面各地的海拔高度。（出示
海拔高度图）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的海拔高度高于
海平面3193千米。世界最低最咸的湖——死海低于海平面400
米。世界海拔高度最低的国家——马尔代夫比海平面高1米。b
说说下面的海拔高度是高于海平面还是低于海平面？里海是
世界上最大的湖，水面的海拔高度是-28米。太平洋的马里亚
纳海沟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最深处海拔-11034米4、描述正
数和负数的意义。（1）出
示：+3，-3，40，-12，-400，-155，+8848提出：你能将这
些数分分类吗？按什么分？分成几类？师：从温度计上观察，



0摄氏度以上的数都是正数，0摄氏度以下的数都是负数。海
平面以上的数都是正数，海平面以下的数都是负数。师：0是
正数和负数的分界线，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正数大于0，
负数小于0。（2）即时练习。书p3的“练一练”。说说温度
计上显示的温度，并说说是怎么看出来的。进一步了解方法。
说温度和观察温度计时的方法，明确是零上和零下区别。简
单交流已有认识。明确：规定零上4摄氏度记作+4摄氏度或4
摄氏度，规定零下4摄氏度记作-4摄氏度。认识正数和负数的
读写法。尝试读写其余温度。填一填，集体评定。听一听，
填一填，集体交流评定。看图认识海平面，认识海拔高度的
含义。尝试表示，集体评定。写一写，集体评定。说一说，
集体评定。观察，小组讨论。明确：象+3，40，+8848这样的
数都是正数，像-3，-12，-400，-155这样的数都是负数。认
识到0的特殊性。独立完成，集体评定。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二

1、在活动中将已学的“比的认识”进行梳理、分类、整合，
从而体会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2、进一步理解比的意义，能够正确熟练化简比、求比值，并
能合理地应用比的意义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向学生渗透对各类知识点的整合、梳理意识，培养学生科
学的学习方法。

1、串联信息，整合单元复习内容。

2、沟通联系，自主搭建知识网络。

3、聚焦对比，分析说理易混知识。

4、数形结合，提炼方法优化思路。



厦门市群惠小学六（4）班学生善于思考，思维活跃，勇于表
达自己的观点。为了更好地以学定教，我通过前测，对学生
平时学习中的薄弱知识进行查缺：求比值和化简比混淆了；
比的应用中，没有掌握解答的关键与诀窍。针对学生学情和
复习目标，本课设计融入四元素：激趣+梳理+补缺+挑战，并
利用电子白板的优势，引导学生自主复习，掌握知识，培养
能力。

教学重点：对本单元的知识进行梳理，使之系统化、条理化，
学生能够熟练的运用比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经历知识的整理过程，建构知识网络图；能够熟
练比的化简以及应用比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三

苏教版国标本五年级上册《认识负数》第一课时

1、在具体情境中认识负数，感受负数的实际意义；会正确读
写正、负数；初步感知正、负数可以表示两种相反的关系；
知道负数都小于零，正数都大于零。

2、体验生活与数学的联系，会用正负数的知识解释生活现象。

一、创设情境，激趣引入

(多媒体出示沈阳大雪时的一幅照片)

师：这是沈阳大雪时的一幅照片。猜猜看，这时的气温可能
是多少度？(指名口答)

（评：以温度引入负数，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猜温度”
既能服务于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又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



二、借助经验，自主探究

1、认识温度计

评：温度计上有两种计量单位：一种是摄氏度，一种是华氏
度。我国统一使用摄氏度。

师：[多媒体出示标有沈阳温度读数（零下20℃）的温度计]
谁能读出图中沈阳的温度？说一说你是怎样看出来的？（指
名口答）

2、教学例1。

(1)教学正、负数读写法

谈话：同学们，咱们幅员辽阔，南方和北方在气温上有很大
差异。当沈阳还是千里冰封的世界时，南京和海口的气温又
是多少呢？咱们一一下。（多媒体出示三幅温度计图：沈阳
零下20℃；南京0℃；海口零上20℃）

师：从这几幅图中，你能看出南京和海口的气温吗？你能说
说怎样看出来的吗？你还能得到哪些重要的数学信息？（小
组讨论、指名汇报交流。）

师：沈阳和海口的气温一样吗？为什么？

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这两个不同的温度吗？（学生记
录后，展示、交流。）

师：数学语言需要交流，交流就要符号统一。（展示并板
书-20℃、+20℃）这是科学家规定的记录方法。

讲解：“-”是负号，“+”是正号，要写得小一点。-20℃读
作负二十摄氏度；+20℃读作正二十摄氏度。+20℃也可以简
单记作20℃。



（2）练一练。

（多媒体出示标有吐鲁番盆地某一天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的
温度计图：零下9℃、零上27℃）

师：你能用刚才的方法把它们记录下来吗？[指名反馈，教师
揭示

（板书）：-9℃、27℃]

3、教学例2。

（1）出示例2。

师：吐鲁番盆地的早晚温差非常大。人们常这样来形
容：“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这与它的地理
特征有很大关系。（出示例2：珠穆朗玛峰比海平面高8844米；
吐鲁番盆地比海平面低155米。）

（2）教师讲解“海拔”的含义。

（3）你能用以上的方法表示出这两个海拔高度吗？（学生独
立完成后，指名口答。板书：8844米、-155米）

（4）练一练。

（多媒体出示：读一读下面的海拔高度，说一说分别是高于
海平面还是低于海平面？

黑海海拔高度是-28米。

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海拔是-11034米。

(评：两道例题两个层次，例1通过让学生观察、讨论、交流
等数学活动，初步感知负数，并掌握负数的表示方法；例2教



师则完全放手，让学生根据例1中温度的表示方法，类推出海
拔的表示方法。教学方法一详一略，一扶一放。)

三、抽象概括，沟通联系。

1、揭示概念。

师：像-20、-9、-155这样的数都是负数。你还能说出几个负
数吗？能说得完吗？

像+20、27、8844这样的数都是正数。你还能说出几个正数吗？
能说得完吗？

揭示课题（板书）。

2、介绍负数产生的历史。

（多媒体出示教科书第九页“你知道吗？”）

3、认识0与正、负数的关系。

师：你认为0是正数还是负数呢？理由是什么？（小组讨论、
指名汇报结果）

0与负数比、0与正数比，大小有什么关系？（指名回答）

四、巩固练习，应用拓展。

1、选择合适的温度连一连。（多媒体出示教科书练习一第四
题）

2、你知道这些温度吗？读一读。（教科书练习一第五题）

3、你能在温度计上表示出这些温度吗？（多媒体出示地图，
闪烁温度：石家庄﹣5℃、长春﹣10℃、杭州5℃、桂林10℃）



（让学生在练习纸上完成后，比一比这几个城市温度的高低。
）

4、小明的一则。

7月18日晴

今天天气很热，大约有10℃。好多爱美的女士为了避暑都打
上了遮阳伞。

我跟着爸爸来到他上班的冷食加工厂，一进加工车间，感到
凉飕飕的，估计温度大概有-15℃。爸爸打开冷柜，马上有一
股寒气袭来，我猜冰柜里的温度大约有8~9℃吧。

回来的路上，碰到了同学，我们就聊开了。洪军说：前几天，
他们全家到泰山旅游，爬上了海拔﹣1545米的山顶；晓玲说：
他们全家去了连云港，听说连云港海的最低处是海拔34米呢！

……

这则中有些数据不符合实际情况，你能找出来吗？你知道怎
么改吗？

[评：以的形式展示数学内容，既贴近生活、新颖有趣，又有
利于联系实际、培养数感。]

五、全课。

师：这节课我们一起认识了负数。你有哪些收获，分享，好
吗？

六、拓展延伸。

让学生课外注意观察身边的事物，搜集一些可以用负数表示



的数量。

总评：

课程标准提出：

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本节课体
现了如下特点：

简约。

紧紧围绕教学目标来确定教学主线。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认
识负数，感受负数的实际意义；在引导学生创造的基础上，
教学正、负数的表示方法；让学生联系生活感知正数和负数
意义相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人感到简洁、明快。

贴切。

数学知识源于生活经验。老师注意寻找贴近学生生活的数学
素材，设计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数学活动。使得学生乐学、
深思，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课始。

老师让学生猜测沈阳大雪时的温度；接着自然地将温度计引
出，并让学生自主交流温度计的有关知识；……既可以消除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陌生感，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
得学生积极参与数学活动。使人感到真切、自然。

充实。

数学重在思考。认识负数时，借助温度计和海拔，引导学生
通过看一看、猜一猜、说一说、议一议等数学活动，从不同
的角度感受负数、理解负数，并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从而让学生经历了“感知——探索——建构——应



用”的认知过程，有利于增强认识，落实目标。使人感到实
在、高效。

和谐。

关注学生学习过程。老师注意给学生广阔的思维空间，鼓励
学生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想法。例如：“你了解温度计
吗？把你了解的情况和大家交流一下，好吗？”、“你能说
说是怎样看出来的吗？”、“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
吗？”、“你有哪些收获，分享，好吗？”……有利于学生
自主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从而形成平等、自由、和谐的学
习氛围。使人感到轻松、流畅。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四

认识负数（一）

苏教版五年级数学下册第一单元p1—3练习一1—5题

1、在现实情境中了解负数产生的背景，理解正负数及零的意
义，掌握正负数表达方法。

2、能用正负数描述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如温度、收支、海拔
高度等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3、体验数学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

在现实情景中理解正负数及零的意义。

用正负数描述生活中的现象。

一、教学例1

1、情境引入。



电脑播放天气预报片头

师：老师收集了某天四个城市的最低温度资料，并用温度计
显示。

2、教学用正负数和0表示几个城市某一天的最低气温。

出示图片：香港19摄氏度

师：那一天香港的最低气温是多少度？

师：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老师介绍温度计的看法。

出示图片：上海3摄氏度

师：上海的气温是多少摄氏度？

出示图片：南京0摄氏度

师：南京呢？和上海比，南京的气温怎样？

出示图片：北京零下3摄氏度

师：和上海比，北京的气温怎么样？

同时出示上海、南京、北京三地的气温图片。

师：上海和北京的气温一样吗？

师：在数学上怎样区分零上3摄氏度和零下3摄氏度的呢？

3、介绍正负数的读写法。



师：规定零上3摄氏度记作+3摄氏度或3摄氏度，规定零下3摄
氏度记作-3摄氏度。

教学正数和负数的读写法

师：“+3”读作正三，再写的时候，只要在3前面加一
个“+”——正号，“+3”也可以写成3。“-3”读作负三，
书写时，只要先写“-”——负号，再写3。（教师板书）

师：现在，我们可以说那一天上海的气温是+3℃，北京的气
温是-3℃

4、练一练

（1）选择合适的数表示各地的气温

（2）小小气象记录员

二、感知生活中的正数和负数。

1、认识海拔高度的表示方法

师：从上面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地区有温差，在我国
同一地区同一天也有很大的温差。

出示教科书上的“你知道吗”

2、练一练

三、描述正数和负数的意义

出示：+3，-3，40，-12，-400，-155，+8848

师：你能将这些数分分类吗？按什么分？分成几类？小组讨
论。



师：象+3，40，+8848这样的数都是正数，像-3，-12，-400，
-155这样的数都是负数。

师：从温度计上观察，0摄氏度以上的数都是正数，0摄氏度
以下的数都是负数。海平面以上的数都是正数，海平面以下
的数都是负数。

师：0是正数和负数的分界线，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正
数大于0，负数小于0。

练一练

1、先读一读，再把数填入适当的框内。

-5，+26，9，-40，-120，+203

正数负数

2、每人写出5个正数和5个负数。

读出所写的数，并判断写的是否正确。

3、出示“你知道吗？——中国是最早使用负数的国家”

小结：今天这节课，你有哪些收获？

四、寻找生活中的正数和负数。

师：在生活中，在哪里见到过负数？

学生说出存折，电梯面板等等，并要求说明这些负数的意思

练习一4

选择合适的温度连一连



冰箱中的鱼水中的鱼烧好的鱼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五

1．做整理和复习第1题。

请一名学生读题。另请两名学生加以回答，教师补充完整。

提问：同学们准备用自己的存款做些什么事情呢？让学生自
由讨论，教师及时表扬那些准备用自己存款做些有意义的事
情的学生，适时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

2．做整理和复习第2题。

请一名学生读题。

提问：什么叫本金、利息、利率？利息的意义是什么？

利息是怎样计算的？

3．做整理和复习第4题。

请一名学生读题：另请两名学生分别对两个问题加以回答。

4．做练习三的第3、4题。

把全体学生分或两组．一组做第3题，另一组做第4题，答案
直接写在课堂练习

本上：教师巡视．及时纠正学生中间出现的错误。最后进行
集体订正。

1．做整理和复习第3题：

请一名学生读题。



提问：要求利息，必须知道哪些数据？(引导学生在题中找出
本金、利率、时间各是多少。)

计算利息的公式是什么？(引导学生看黑板上的公式。)。

让一名学生到黑板前做，其余学生做在练习本上。教师一边
巡视，一边及时纠正学生中出现的错误。最后集体订正。

2．做练习三的第1题。

请一名学生读题。教师无需用任何提示，直接让学生计算利
息。教师行间巡视，然后集体订正：

小结：我们国家还有许多贫困地区的儿童因为家庭困难而失
学，许多小朋友都像小英一样把零用钱节省下来存入银行，
既支援了国家建设，又可以把利息捐献给希望工程。我们也
应该向他们学习，平时勤俭节约，不乱花钱，为贫困地区的
儿童献一份爱心。

3．做练习三的第2题。

请一名学生读题。

教师说明：购买建设债券是支援国家建设的另一种方式，和
储蓄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债券的利率一般高于定期储蓄。

抽取两名学生到黑板前做，其余学生做在课堂练习本上。教
师巡视，等全体学生做完以后，集体订正。尤其要提醒学生
注意题目要求的是到期时一共能取出多少元？所以在求出利
息以后，不要忘记把本金加上。

4．做整理和复习第5题。

请一名学生读题。



提问：一成五是多少？

这道题里单位1是谁？

可以用什么方法计算？哪种方法更简便？(方程解法和算术解
法)

分别请两名学生回答这两个问题。

请两名学生到黑板前做，分别用方程解法和算术解法进行解
答，其余学生做在课堂练习本上。教师边巡视，边纠正学生
出现的错误。最后进行集体订正。

5．做练习三的第5题。

请一名学生到黑板前做，其余学生做在课堂练习本上。教师
巡视，集体订正．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六

《数学思考3》教案

教学目标：

1、借助列表整理信息，并对生活中某些现象按一定的方法进
行推理，培养发展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2、有条理地表达自己思考的过程，与同伴进行交流，培养合
作意识。

3、渗透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利用表格进行生活中的推理。



教学难点：仔细分析，寻找突破口，有条理地表达的自己的'
推理过程。

课前准备：表格、图片等

教学过程：

(一)、复习。

a、b、c分别是六年级3个班的班长。

现在知道：

a不是一班的班长。

b是二班的班长。

请问：a、b、c分别是哪个班的班长?

(二)、教学例7。

1、(课件展示)出示例7：六年级有三个班，每班有2个班长。
开班长会时，

师：读完题目，你有什么感觉?

生：(自由说)

师：你有办法吗?(导出可用列表法)

2、理解题意。

默读题目，能读懂吗?小组内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3、汇报：你得到了哪些信息?



(板书：化繁为简，列表分析)出示表格。

4、小结：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还有不同的推理方
法吗?你来跟大家分享你的想法?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最后
的结论是什么?(是相同的)

巩固练习，解决问题。

1、王老师、张老师、刘老师三位老师共同承担了

六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和体

育六门学科的教学，每人教两门学科。

现在知道：

(1)王老师喜欢和体育老师、音乐老师交谈。

(2)张老师不懂英语，但他常去听音乐老师的课。

(3)数学、英语老师常和王老师一起去图书馆。

3、a，b，c，d分别是中国、日本、美国和法国人。

已知：

(1)a和中国人是医生；

(2)b和法国人是教师；

(3)c和日本人职业不同；

(4)d不会看病。



问：a，b，c，d各是哪国人?

课堂小结，回顾引申。

通过今天的学习活动，你有哪些收获与大家分享?

板书设计：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七

教学内容：

负数的初步认识，教科书第2～4页例1、例2。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使学生在现实情境中初步认识负数，了解负数的作用，感受
运用负数的需要和方便。

2、能力目标

使学生知道正数和负数的读法和写法，知道0既不是正数，又
不是负数。正数都大于0，负数都小于0。

3、感目标

使学生体验数学和生活的密切联系，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

教学重点：

初步认识正数和负数以及读法和写法。



教学难点：

理解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温度计、练习纸、卡片等

教学过程：

一、承前启后

1、出示主题图。教材第2页主题图。

二、学习引领

1、教学例1。

（1）教师板书关键数据：0℃。

（2）教师讲解0℃的意思：0℃表示淡水开始结冰的温度。

比0℃低的温度叫零下温度，通常在数字前加-（负号）：
如-2℃表示零下2摄氏度，读作：负三摄氏度。

比0℃高的温度叫零上温度，在数字前加+（正号），一般情
况下可省略不写：如+2℃表示零上2摄氏度，读作：正三摄氏
度，也可以写成2℃，读作：三摄氏度。

（2）我们来看一下课本上的图，你知道北京的气温吗？最高
气温和最低气温都是多少呢？随机点同学回答。

2、学生讨论合作，交流反馈。

（1）请同学们把图上其它各地的温度都写出来，并读一读。



（2）教师展示学生不同的表示方法。

（2）小结：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用+和-就能准确地表示零
上温度和零下温度。

3、教学例2。

（1）教师出示存折明细示意图。（教材第2页的主题图）教
师：同学们能说说支出（-）或（+）这一栏的数各表示什么
意义吗？组织学生分组讨论、交流，然后指名汇报。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八

教学内容：

教材第1-2页的例1、例2，以及练一练，练习一第1-4题。

教学目标：

1．在现实情境中初步认识负数，知道正数和负数的读、写方
法；知道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2．初步学会用正数和负数表示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现象，如温
度、海拔高度等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3．体验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学习数学的乐趣。

教学重点：

在现实情景中理解正负数及零的意义。

教学难点：

用正负数描述生活中的相反现象。



学习指导：

一、自主准备

1．找一只温度计，仔细观察，并将观察内容与家长交流；或
上网搜索，了解有关温度计知识。

2．学会使用温度计测量温度。

二、自主探究

1．阅读课本第1页的例1。从图中你能知道些什么？（大声地
读一读，并在下面写一写）

2．阅读课本第2页的例2。思考：怎样表示珠穆朗玛峰和吐鲁
番盆地的海拔高度？

三、自主质疑

你对正数和负数有了哪些了解？还有什么疑问？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明确目标

二、交流提升

1．认识温度计

知道测量气温要用什么吗？（出示温度计）谁能把温度计向
大家介绍一下？（温度计的结构、计量单位、类型、表示温



度的方法等）

2．交流例1

（1）出示例1，全班交流：从图中你知道些什么？

（3）全班交流。（以0摄氏度为标准，0摄氏度以上用正数表
示，0摄氏度以下用负数表示。写正数时，正号可写出，也可
省略不写，写出正号的，一定要读出正字，省略正号的，正
字也省略不读，我们以前认识的数都是正数。而写负数时，
一定要写出负号，读时也一定要读出负字。）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九

教材第1-2页的例1、例2，以及练一练，练习一第1-4题。

1．在现实情境中初步认识负数，知道正数和负数的读、写方
法；知道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2．初步学会用正数和负数表示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现象，如温
度、海拔高度等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3．体验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学习数学的乐趣。

在现实情景中理解正负数及零的意义。

用正负数描述生活中的相反现象。

1．找一只温度计，仔细观察，并将观察内容与家长交流；或
上网搜索，了解有关温度计知识。

2．学会使用温度计测量温度。

1．阅读课本第1页的例1。从图中你能知道些什么？（大声地



读一读，并在下面写一写）

2．阅读课本第2页的例2。思考：怎样表示珠穆朗玛峰和吐鲁
番盆地的海拔高度？

你对正数和负数有了哪些了解？还有什么疑问？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明确目标

二、交流提升

1．认识温度计

知道测量气温要用什么吗？（出示温度计）谁能把温度计向
大家介绍一下？（温度计的结构、计量单位、类型、表示温
度的方法等）

2．交流例1

（1）出示例1，全班交流：

从图中你知道些什么？

（2）小组交流：

（3）全班交流。

（以0摄氏度为标准，0摄氏度以上用正数表示，0摄氏度以下
用负数表示。写正数时，正号可写出，也可省略不写，写出



正号的，一定要读出正字，省略正号的，正字也省略不读，
我们以前认识的数都是正数。而写负数时，一定要写出负号，
读时也一定要读出负字。）（板书：+20（20）、-20、0）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十

教学目标1、使学生在盈与亏、收与支、升与降、增与减以及
朝两个相反方向运动等现实的情境中应用负数，进一步理解
负数的意义。

2、体验数学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用正数和负数表示日常生活中具有相反意义的数
量。

教学难点：体会两种具有相反意义的数量。

教学过程设计

一、复习导入

1、读一读，分一分。

2、练习一6

二、教学新课

（一）教学例3

1、情境引入。

老师收集了新光服装店今年上半年每月的盈亏情况，如下表。

月份一二三四五六



2、教学用正数与负数表示盈亏情况的具体意义。

通常情况下，盈利用正数表示，亏损用负数表示。

（1）表中哪几个月盈利？哪几个月亏损？

（2）从表中你还能知道些什么？

在小组里互相说一说，再汇报。

3、试一试

（1）根据题中数据独立完成。注意正确读写正、负数的指导。

（2）完成后介绍一下服装店七至十二月份盈亏情况。

（二）教学例4

1、出示情境图。

从平面图上你能知道些什么？

2、教学用正数和负数区别表示相反方向运动的路程。

（1）小华从学校出发，沿东西方向的大街走了2100米，可能
会到什么地方？

小华如果向东走2100米，到达邮局；

小华如果向西走2100米，到达公园。

（2）如果把向东走2100米记作+2100米，那么向西走2100米
可以记作什么？

（3）可以把向西走2100米记作+2100米吗？那么向东走2100



米记作什么？

3、表示南北方向运动的路程

如果从学校出发，沿南北方向的大街走1240米可以走到哪里？
根据行走的方向和路程，

分别写出一个正数和一个负数。

在小组里说说你的想法，分组汇报。

4、试一试：

分步出示数轴：

（1）画出直线后，标出表示0的地方；

（2）向右等距离标出1、2等点，向左等距离地标出－1、－2
等点；

（3）学生填出空格中的数；

（4）从0开始，分别向右、向左按顺序读一读各数；

（5）-2接近2，还是接近0？

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

（6）正数和负数在数轴上的排列方向是怎样的？

5、练一练

1、练一练第1题。

正数和负数分别表示什么？



你能说一说小明家各项收入和支出的情况吗？

学生回答及说出想法。

2、练一练第2题。

学生独立完成第2题，再说说自己是怎么想的？

四、巩固练习。

1、练习一第7题。

独立完成填空，再说说想法。

你还能举出生活中用到正数、负数的例子吗？

2、练习一第8题。

从存折这一页的记录中你获得了哪些信息？

你能说说存折中红线框处的数各表示什么吗？

学生独立完成填空，完成后汇报，集体讲评。

3、练习一第10题。

在这张表中的正数表示什么？负数表示什么？

再说说每站的上下车人数。

这里的0表示什么？

4、阅读：你知道吗？

五、全课总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获得了哪些知识？

六、布置作业

练习一第9题。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十一

教学目标：

1、经历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的活动，体会统计在实际生活中
的应用。

2、 收集统计在生活中应用的例子，整理收集数据的方法。

3、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整理所学习的统计图，和统计量，
能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过各种统计图的特点，掌握整理收集数
据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课前预习，出示预习提纲：

1、我们学习了哪几种统计图?

2、这几种统计图各有什么特点?

3、概率的知识有哪些?

二、 展示与交流

(一)提出问题

1、(出示问题情境)我们班要和希望小学的六(1)班建立手拉
手班级，怎么样向他们介绍我们班的一些情况呢?(指名回答)



2、师：先独立列出几个你想调查的问题。(写在练习本上)

3、四人小组交流，整理出你们小组都比较感兴趣的，又能实
施的3个问题。(小组汇报、交流、整理)

4、接着全班汇报交流(师罗列在黑板上)

师：大家想调查这么多的问题，现在我们班选择其中有价值
又能实施的问题进行调查。(师根据生的回答进行归纳、整
理)

(二)收集数据和整理数据

1、师：调查这几个问题，你需要收集哪些数据?怎么样收集
这些数据?与同伴交流收集数据的方法。

2、师：开展实际调查的话，如何进行调查比较有效?在调查
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什么?

(三)开展调查

1、针对学生提出的某个问题，先组织小组有效的开展收集和
整理数据的活动，然后把数据记录下来，并进行整理。

2、师：谁来说一说你们小组是怎么样分工，怎么样调查和记
录数据的?(指名汇报)

3、全班汇总、整理、归纳各小组数据。(板书)

4、师：分析上面的数据，你能得到哪些信息?

5、师：根据整理的数据，想一想绘制什么统计图比较好呢?

6、师：根据这些信息，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



(四)回顾统计活动

1、师：在刚才的统计活动，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你能按顺序
说一说吗?

师板书：提出问题——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
据——作出决策。

2、收集在生活中应用统计的例子，并说说这些例子中的数据
告诉人们哪些信息。(全班交流)

指名同学汇报，其他同学注意听，并指出这个同学举的例子
中你可以获得什么信息?

3、 结合生活中的例子说说收集数据有哪些方法?

(1)先让学生在小组内交流，引导学生结合例子(充分利用第2
题中收集来

的实例)来说说自己的方法。

(2)师归纳：常用的收集数据的方法有：查阅资料、询问他人、
调查实验等。

师生一边回忆补充，一边归纳完善如下知识结构表

(2)师：我们要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统计图。

(3)师：怎么样整理六(1)班家庭成员人数的调查结果?

(4)师：用折线统计图表示月平均气温变化有什么好处?

(5)师：假如小芳买课外书用了20元钱，那么小芳的零花钱共
有多少元?



(6)师：你能举例说明这几种统计图的特点吗?

5、结合实例，说说自己对平均数的理解，平均数有什么特点，
并收集生活中应用平均数的例子。

师：什么叫中位数、众数?

三、 反馈与检测：

1、出示统计图，问：这是个什么统计图民要呈现的是什么内
容?你图中你看懂了什么?

2、让学生独立思考书中4个问题，再全班反馈、交流。

(1)从统计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平均体重有什么
变化?

(2)从统计图中可以看出，女生在哪个年龄段平均体重增加最
快?

(3)平城市均体重的增加与年龄增长成正比例吗?试举例说明
理由。

(4)从上图中，你还能得到哪些信息?

3、出示某日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日报统计图，

(1)先引导学生读图，从图中你获得哪些信息?

(2)通过看图你能提出什么问题?得出哪些结论?并对学生进行
环境保护的教育。

4、学校气象小组测得上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室外空气气温，
并求出平均值。



主要是对平均数进行练习，先让学生独立审题，再解答，然
后全班反馈交流，说说自己的算法。

5、出示李明家五月份支出及储蓄情况统计图;

(1)先让学生通过读图获取信息，独立解决问题。

(2)师：你是怎么样算出李明家的支出及储蓄决共的钱数。

(3)独立填写表格，全班交流订正。

6、在一次实验活动中，小青记录了一壶水的加热过程水温变
化的情况，数据如下：

(1)让学生独立绘制折线统计图，4个小组交流、检查、订正。

(2)根据图表，独立回答下面问题，然后全班汇报、交流。

7、某小组8名同学的体重如下表。

读懂表格，分别求出这些数据的平均数，中位数，众数。

教学反思：

在实际教学中一方面要尽量创设情境，采用案例教学的基本
方式展开教学，通过大量的具体案例来帮助学生理解;另一方
面要设计一些活动，让学生经历统计的全过程，在学生合作
学过程中，学生既要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又要在解决实际
问题中与别人合作、交流。例如：在教学《确定事件与不确
定事件》中，让学生通过一系列的案例理解概念。太阳从东
边升起，抛起的篮球会下降等等一定会发生的事件就是可能
事件，太阳从西边升起，公鸡下蛋等一定不会发生的事件就
是不可能事件。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体验概念。理解概念。

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分析现实社会，去解决日常生活



中和其他学科学习中的问题是我们新课改的一个目标。我们
在教学中注意观察学生是否有学好数学的自信心，能够不回
避遇到的困难去解决问题的思想意识。在“统计与概率”教
学中注意学生小组合作，是否能用建构的方式建立“统计与
概率”和运用比、分数、百分数和小数的联系，建构有意义
的认知结构，从而使学生更深入、更灵活的学习。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十二

1.使学生理解正、反比例的意义，能够初步判断两种相关联
的量是否成比例，成什么比例.

2.通过观察、比较、归纳，提高学生综合概括推理的能力.

3.渗透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运用变化观点的启蒙教育.

教学重难点

理解正反比例的意义，掌握正反比例的变化的规律.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一)昨天老师买了一些苹果，吃了一部分，你能想到什么?

(二)教师提问

1.你为什么马上能想到还剩多少呢?

2.是不是因为吃了的和剩下的是两种相关联的量?

教师板书：两种相关联的量

(三)教师谈话



在实际生活中两种相关的量是很多的，例如总价和单价是两
种相关联的量，总价和

数量也是两种相关联的量.你还能举出一些例子吗?

二、新授教学

(一)成正比例的量

例1.一列火车行驶的时间和所行的路程如下表：

时间(时)：路程(千米)

1 ：90

2 ：180

3 ：270

4 ：360

5 ：450

6 ：540

7 ：630

8 ：720

1.写出路程和时间的比并计算比值.

(1) 2表示什么?180呢?比值呢?

(2) 这个比值表示什么意义?



(3) 360比5可以吗?为什么?

2.思考

(1)180千米对应的时间是多少?4小时对应的路程又是多少?

(2)在这一组题中上边的一列数表示什么?下边一列数表示什
么?所求出的比值呢?

教师板书：时间、路程、速度

(3)速度是怎样得到的?

教师板书：

(4)路程比时间得到了速度，速度也就是比值，比值相当于除
法中的什么?

(5)在这组题中谁与谁是两种相关联的量?它们是如何相关联
的?举例说明变化规律.

3.小结：有什么规律?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十三

我们已经学会了制作条形统计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
用统计图来表示数量之间的关系。

二、探究新知

1、初步感知条形统计图

(1)出示我校~人数统计图。

(2)观察这张条形统计图你认为在制作时应注意哪些方面?



统计图要标明统计图的名称、制作时间、统计项目等。统计
图的两条互相垂直的射线。与水平射线垂直的射线的每一小
段长度都相等。

2、制作全校各年级人数统计图。

三、巩固练习

将课前调查的全班同学体重的情况制成条形统计图。

四、小结

1、今天学习了什么知识?

2、你已经知道了关于条形统计图的哪些知识?还想知道什么?

五、课内作业

1、练习题。

2、创意、作业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十四

【学材简析】

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八单元总复习第2课时《百分数的整理与
复习》。“百分数”这一单元主要包括百分数的意义和写法，
百分数和分数、小数的互化以及用百分数解决问题等内容，
是在学生学习了整数，小数，特别是分数概念和用分数解决
实际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同分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
总复习时，应将复习重点放在百分数的应用方面，同时要注
重与分数乘除法问题的对比，分析百分数问题与分数乘除法
解决问题在解题思路上的一致性，加强知识间的联系，深化



学生对知识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解，促进学生原有认知结构的
优化。通过总复习，既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
也可借助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

【设计理念】

百分数在实际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发芽率、合格率等。
所以同学们必须熟练掌握本单元的基础知识，才能轻松地运
用这些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让学生亲身体验自主探索、
合作交流基础上，经历体验问题的形成和解决过程，引发学
生对百分数问题的结构特征，解题策略和规律的深层次思考，
克服学生消极接受的惰性，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意识和能力，促进学生主动构建自身知识体系。

【教学策略】

本节课通过获取信息，提出数学问题，解决问题，集体交流，
小结方法等环节，引导学生自己对百分数应用题进行整理和
复习，深化了学生对知识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解，促进了学生
原有认知结构的优化。数学教学不应局限于知识的传授，应
重视培养学生从生活中收集数据、获取数学信息，并从中选
取有用的信息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生活
化”、“数学化”得到和谐统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通过对百分数单元知识的归纳和整理，巩固所学的知识，
加深对百分数意义的理解，感受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应用，并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百分数问题。

2、在百分数知识的迁移与综合运用中使学生经历一个整理信
息、利用信息的过程，培养学生分析、综合、比较、抽象、



概括等初步逻辑思维能力。使学生体会到数学的价值。

3、在百分数单元复习的过程提升数学思考。发展学生思维，
激发起进一步学习的兴趣。

4、使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情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过
程与方法：

经历百分数的回顾和应用过程，体验归纳整理、构建知识体
系的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体验数学知识间的相互联系，感受数学知识在生产、生活中
的应用价值，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及乐学的情感。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1、掌握百分数的意义，以及与分数、小数之间的联系。

2、理解百分数应用题的解题思路，找准量和率之间的对应关
系是教学中的重点。

难点：税后利息的计算。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百分数的意义。

教师谈话：我们上段时间学习的哪些知识?这节课，我们就一
起来复习百分数的相关知识。(板书：百分数的整理与复习)1、



复习百分数的意义。

(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叫做百分数，百分
数也叫百分比或百分率。)2、判断：“4/5=80%，4/5米=80%
米。请同学们说明理由。(分数既可以表示一个数，也可以表
示两个数的比;百分数只能表示两个数的比，后面不能带单位
名称。)3、复习分数、小数、百分数之间的互相转化的方法
以及注意事项。

小数化成百分数：先把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同时添上百分
号。

百分数化成小数：先把百分号去掉，同时把小数点向左移动
两位。

分数化成百分数：先把分数化成小数，再化成百分数。

百分数化成分数：先把百分数写成分母是100的分数，再化简。

(二)根据信息，请同学们提出相关的百分数问题。

(小组讨论、交流)老师今年36岁，丁俊同学今年12岁。

(三)复习稍复杂的百分数应用。

我校男生人数比女生少10%。

(四)复习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应用：折扣、纳税、利息。

1、商店有时降价出售商品，叫做打折扣销售，通称“打折”。
几折就表示十分之几，也就是百分之几。

问：什么等于折扣? 2、缴纳的税款叫做应纳税额。应纳税额
与各种收入的比率叫做税率。



问：应纳税额等于什么? 3、存入银行的钱叫做本金;取款时
银行多支付的钱叫做利息;利息与本金之间的比值叫做利率。

(五)综合练习：

(六)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复习了什么内容?你有哪些收获? 我们今后要用99%
的努力+1%的灵感去创造100%的成功。

【板书设计】

百分数的整理与复习

意义 互化 应用 找准单位“1”

单位“1”是已知(用乘法计算)

单位“1”是未知(用除法或方程计算)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十五

1、以前所学的所有数（0除外）都是正数，也就是说正数前
面的“+”是可以省略不写的！

2、负数的定义：在正数前面加上“-”就是负数。

3、负数前面必定有“-”如果前面不是“-”（可能没有符号
或者是“+”）都是正数（0除外）。

4、0既不属于正数，也不属于负数，它是正数和负数的分界。

二、负数的作用

1、负数是在人为规定正方向的前提下出现的。



2、负数常用来表示和正数意义相反的量。

3、在选择用正数还是负数表示时，首先看是否规定了正方向。

4、一般含有褒义的量用正数表示，含有贬义的量则用负数表
示。

例：零上5°用+5℃表示；零下5°用-5℃表示。收入2000元
用+2000元表示；支出500元用-500元表示。

三、常见负数的意义

（1）地图上的负数：

（2）收入与支出

收入：2600元，（)教育支出：300元（）x支出：500元(）。

（3）电梯间的负数

-3层是什么意思？是以谁为标准的？

以学校为起点，往东走为正，往西走位负，小明从学校走
了+50，又走了-100，这时小明离学校的距离是()。

食品包装上常注明：“净重500±5g，”表示食品的标准质量是
（)，实际没袋最多不多于（），最少不少于(）。

四、负数的读法和写法

1、读法：在所读数的前面加上“负”

2、写法：在所写数的前面加上“-”

五、认识数轴



1、数轴的要素：正方向（箭头表示）、原点（0刻度）、单
位长度（刻度）。

正方向：根据题意要求确定正方向，一般以向上或向右为正
方向。

原点：也就是数字0所在的位置，一般根据表示数字的分布情
况来确定，如果需要表示的正负数差不多相等时原点在数轴
中间；如果正数比负数多得多原点偏左；如果负数比正数多
得多原点偏右。

单位长度：由所要表示多的大小来决定刻度之间距离的大小，
如果数字偏大刻度距离可以适当小一些，如果数字偏小刻度
距离可以适当大一些。单位长度不一定每个刻度只能表示1。

2、用数轴表示数

在已给数轴上表示数：根据数字在对应的刻度上描点表示。

对于非整数的表示：将刻度进一步细分如，需要将0—1之间
线段分为3等分则2等分处为该数。

对于负数的表示：负数都在0的左面，正数都在0的右面。例：
+3.5在3和4中间，而-3.5在-3和-4中间。

3、根据数轴比较数的大小

所有的正数都大于负数；所有的负数都小于正数

0左边的数都是负数，0右边的数都是正数；

在数轴上越靠右边的数越大，越靠左边的数越小；

负数比较大小，不考虑负号，数字部分大的数反而小；



0大于所有的负数，小于所有的正数。负数0正数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十六

1、在实际情境中，体会化简比的必要性，进一步体会比的意
义。

2、会运用商不变的性质或分数的基本性质化简比，并能解决
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3、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
并使学生认识事物之间都是存在内在联系的。

教学重难点：掌握化简比的方法，会把一个比化成最简单的
整数比。

小学级数学负数教案篇十七

一个数乘以分数及其应用题。

在学生初步理解一个数乘以分数的意义的基础上，通过类比
的推理方法，形成一个数乘以分数就是求这个数的几分之几
是多少的概念。并掌握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就是用这
个数乘以分数的计算方法。

一、只列式不计算

1）两地相距4千米，小明行了4/5千米，还剩多少千米？

2）大豆每千克含油4/25千克，照这样计算，20千克大豆含油
多少千克？

二、发展练习



（1）六（5）班有45位学生，其中男生占3/5，男生有多少人？

（2）商店有18辆儿童单车，上午卖出了4/9，上午卖出了多
少辆？

（3）重量是足球的49，一个足球重1/4千克，一个排球重几
千克？

（4）每小时骑车行11千米，这4小时一共行多少千米？

五、作业：练习四第11—15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