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理数的加法教案及反思 七年级数学有
理数的加法教案(通用8篇)

教案应该明确学习目标，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接下来，我
们将分享一些优秀的初三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的教学有所
启发。

有理数的加法教案及反思篇一

1.理解有理数加法的实际意义;

2.会作简单的加法计算;

3.感受到原来用减法算的问题现在也可以用加法算.

【对话探索设计】

〖探索1〗

(4)把第(3)题的算式列为300+(-200),有道理吗?

(5)某仓库第一天运进a吨化肥,第二天又运进b吨化肥,两天一
共运进多少吨?

〖探索2〗

如果物体先向右运动,再向右运动,那么两次运动后总的结果
是什么?

假设原点为运动起点,用下面的数轴检验你的答案.

〖小游戏〗



〖练习〗

2.第一天营业赢利90元,第二天亏本80元,两天一共赢利多少
元?

〖补充作业〗

1.分别用加法和减法的算式表示下面每小题的结果(能求出得
数最好):

(1)温度由下降;(2)仓库原有化肥200t,又运进-120t;

(3)标准重量是,超过标准重量;(4)第一天盈利-300元,第二天
盈利100元.

2.借助数轴用加法计算:

(1)前进,又前进,那么两次运动后总的结果是什么?

(2)上午8时的气温是,下午5时的气温比上午8时下降,下午5时
的气温是多少?

3.某潜水员先潜入水下,他的位置记为.然后又上升,这时他处
在什么位置?

有理数的加法教案及反思篇二

1.1正数和负数(2)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深化对正负数概念的理解



教学难点：

正确理解和表示向指定方向变化的量

教学准备：彩色粉笔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学生思考并讨论.

(数0既不是正数又不是负数，是正数和负数的分界，是基准.

二、讲解新课

度，用负数表示低于海平面的某地的海拔高度。例如，珠穆
朗玛峰的海拔高度为8848.43米，吐鲁番盆地的海拔高度
为—155米。记账时，通常用正数表示收入款额，用负数表示
支出款额。

思考：教科书第4页(学生先思考，教师再讲解)

三、课堂练习课本p4练习1,2,3,4

四、课时小结

引入负数可以简明的表示相反意义的量，对于相反意义的量，
如果其中一种量用正数表示，那么另一种量可以用负数表示.
在表示具有相反意义的量时，把哪一种意义的量规定为正，
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要特别注意零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建立正负数概念后，当考虑一个数时，一定要考虑它的符号，
这与以前学过的数有很大的区别.

五、课外作业教科书p5：2、4



板书设计：

有理数的加法教案及反思篇三

1.会把有理数的加减法混合运算统一为加法运算；

2.会把省略加号和括号的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看成几个有理
数的加法运算；

3．进一步感悟“转化”的思想．

教学重点

把有理数的加减法混合运算统一为加法运算．

教学难点

省略负数前面的加号的有理数加法，运用运算律交换加数位
置时，符号不变．

教学过程

根据有理数的减法法则，有理数的加减速混合运算可以统一
为加法运算．

1.完成下列计算：

(1)3+7-12；(2)(-8）-（-10）+（-6）-（+4）.

归纳:根据有理数的减法法则，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可以统
一为运算；

省略负数前面的加号和（）后的形式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读作____________________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示交流

1.把下列运算统一成加法运算：

（4）14-（-12）+
（-25）-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将下列有理数加法运算中，加号省略：

（1）12+（-8）=________________；

(3)（-9）+（-5）+（+15）+（-2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将下列运算先统一成加法，再省略加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仿照本p37例6，完成下列计算：

盘点收获

个案补充

课堂反馈

1．计算：

迁移创新

课堂作业

本p39习题2.5第6题(1)、(3)、(5)，第7题.



有理数的加法教案及反思篇四

数学大纲的基础上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重点和难点。首
先来看一下本节课在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

1、有理数的加法在整个知识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很重要的。
初中阶段要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
能力以及让学生根据一些现实模型，把它转化成数学问题，
从而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增强学生对数学的理解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运算能力的培养主要是在初一阶段完成。有
理数的加法作为有理数的运算的一种,它是有理数运算的重要
基础之一,它是整个初中代数的一个基础,它直接关系到有理
数运算、实数运算、代数式运算、解方程、研究函数等内容
的学习。

2、就第二章而言,有理数的加法是本章的一个重点。有理数
这一章分为两大部分----有理数的意义和有理数的运算，有
理数的意义是有理数运算的基础，有理数的混合运算是这一
章的难点,但混合运算是以各种基本运算为基础的。在有理数
范围内进行的各种运算:加、减法可以统一成为加法,乘法、
除法和乘方可以统一成乘法,因此加法和乘法的运算是本章的
关键,而加法又是学生接触的第一种有理数运算,学生能否接
受和形成在有理数范围内进行的各种运算的思考方式（确定
结果的符合和绝对值）,关键是这一节的学习。

从以上两点不难看出它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介绍本节课的教学目标、重点和难点。(结合微机显
示)

教学大纲是我们确定教学目标,重点和难点的依据。教学大钢
规定,在有理数的加法的第一节要使学生理解有理数加法的意
义,理解有理数的加法法则,并运用法则进行准确运算。因此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确定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1、知识目



标是:“（1）理解有理数加法的意义；(2)理解并掌握有理数
加法的法则；(3)应用有理数加法法则进行准确运算；(4)渗
透数形结合的思想。2、能力目标是:(1)培养学生准确运算的
能力；(2)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知识的能力；3、德育目标
是：(1)渗透由特殊到一般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2)培养学
生严谨的思维品质。有理数加法的意义与小学学习的在正有
理数和零的范围内进行的加法运算的意义相同,让学生理解即
可,有理数的加法法则的理解与运用是本节的重点内容。因此
本节课的重点是:有理数加法法则的理解与运用。由于本阶段
的学生很难把握住事物主要特征:如异号两数、绝对值不相等
的异号两数和互为相反数之间的关系,这就对法则的理解造成
困难。因此我确定本节课的难,是是;有理数加法法则的理解。

二、教材处理

有理数的加法教案及反思篇五

知识与能力：

1、使学生理解有理数的加减法法可以互相转化。2.使学生熟
练地进行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过程与方法：

1、体会有理数的加减法法可以互相转化的思想。2.培养学生
的运算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认真、仔细的良好学习态度。

重点准确迅速地进行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教材提示：



本节课是学习有理数减法的第二课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应该首先通过探究的方式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借助于已有知
识，体会有理数的加减法法可以互相转化的思想，如何省略
加号，并且还要正确掌握省略加号后它们表示的是哪些数的
和，强化混合运算的准确性。

教学过程

（二）、导学练习[活动1]：学生课前自主完成。1.减法法
则：，用字母表示为：

2、计算(1)1-5=(2)8-11=(3)6-9=

（4)9-(-9)=(5)(-）-（-）=

[活动2]：学生先课前自主，然后在课堂上一起和大家交流讨
论。

2、一20十3十（十5）十（一7）（读作，，，的和）3、计算：
（一20）十（十3）一（一5）一（十7）。注意：在进行有理
数混合运算时，应该先将减法按规则统一成加法后再计算；
第一个数前面的一常用括号括起来，但熟练后，第一个数带
负号时，通常可以不用括号手起来。4、计算在做有理数运算
时，易出符号错误。

计算：(1)（一5）一（一4）一（十1）=（一5）十（一4）十
（十1）

=（一9）十（十1）=一8

（2）（一7）一（十4）十（一8）十（一3）一（一8）=一7
十4一8一3一8=一22.以上两个小题均有错误，指出错在哪里，
并改正。[学法指导：有理数混合运算，只有将减法按规则统
一成加法后，才能省略加号，而减号不能省略。在有理数加



减混合运算中，当我们把减法转化为加法时，为了书写简便，
常常省略加号和括号。]5、分别指出下列两个式子的读法，
表示那些数的和，并计算：(1)8一7十4一6(2)（一8）一
（十4）十（一7）一（十9）。

（三）自学疑难摘要:

自主学习小组长检查等级等，组长签字

计算：1、-5+3-2+6+7-8-9;2、-0.5-（-3）+2.75-（+7）

3、4、

1、每个同学自主完成二中的练习后先在小组内交流讨论。2、
每个组根据分配的任务把自己组的结论板书到黑板上准备展
示。3、每个组在展示的过程中其他组的同学认真听作好补充
和提问。

有理数的加法教案及反思篇六

1、会把有理数的加减法混合运算统一为加法运算；

2、会把省略加号和括号的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看成几个有理
数的加法运算；

3．进一步感悟“转化”的思想．

把有理数的加减法混合运算统一为加法运算．

省略负数前面的加号的有理数加法，运用运算律交换加数位
置时，符号不变．

根据有理数的减法法则，有理数的加减速混合运算可以统一
为加法运算．



1、完成下列计算：

（1）3+7-12；(2)(-8）-（-10）+（-6）-（+4）。

归纳:根据有理数的减法法则，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可以统
一为运算；

省略负数前面的加号和（）后的形式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读作____________________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示交流

1、把下列运算统一成加法运算：

（4）14-（-12）+
（-25）-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将下列有理数加法运算中，加号省略：

（1）12+（-8）=________________；

（3）（-9）+（-5）+（+15）+
（-2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将下列运算先统一成加法，再省略加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仿照本p37例6，完成下列计算：

盘点收获



个案补充

1．计算：

本p39习题2。5第6题(1)、(3)、(5)，第7题。

有理数的加法教案及反思篇七

1、经历探索有理数减法法则的过程。

2、理解并初步掌握有理数减法法则，会做有理数减法运算。

3、能根据具体问题，培养抽象概括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运用有理数减法法则做有理数减法运算。

有理数减法法则的得出。

多媒体、教材、计算器

研讨法、讲练结合

师：下面列出的是连续四周的最高和最低气温：

第1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

最高气温+6℃0℃+4℃-2℃

最低气温+2℃-5℃-2℃-5℃

周温差

求每周的温差时，应运用哪一种运算？你认为计算结果应是
什么？请列出算式，并写出计算结果。



生：温差分别是4℃、5℃、6℃、3℃，应使用减法运算。

列式为；

（+6）-（+2）=4

0-(-5)=5

（+4）-(-2)=6

(-2)-(-5)=3

教学过程

师：1、根据上面的计算和计算结果，让我们以求四周的温差
为例子研究一下，是否可以用加法的知识类做减法的运算。

2、是否能直接把减法转化为加法来求差？猜想一下，完成这
个转化的法则是什么？

3、自己设计一些有理数的减法，用计算器检验一下你归纳的
减法法则是否正确。

举例：（-5)+(）=-2

得出(-5)+（+3）=-2

所以得到(-2)-(-5)=+3

而(-2)+（+5）=+3

有理数减法法则：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

例1：先做笔算，再用计数器检验。



（1）(-34)-（+56）-(-28)；

（2）（+25）-(-293)-（+472）

解：（1）原式=-34+(-56)+（+28）

=-90+（+28）

=-62

（2）原式=+25+（+293）+(-472)

=+25+(-836)

=676

注意：强调计算过程不能跳步，体现有理数减法法则的运用。

检测题

书p411、2、3

师：巡视个别指导，订正答案。

有理数减法法则：

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

作业书p50、515、6（作业本上）

板书

25有理数的减法(一)



有理数减法法则：

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

这个数的相反数。例1：先做笔算，再用计数器检验。

（1）(-34)-（+56）-(-28)；

（2）（+25）-(-293)-（+472）

有理数的加法教案及反思篇八

1、通过学习，能感受到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又可应用于实际
生活，激发学习的兴趣。

2．通过探索，能归纳总结出有理数加法法则，理解有理数加
法的意义渗透分类思想。

3．掌握有理数加法法则，并能准确地进行有理数加法运算。

重点：了解有理数加法的意义，会根据有理数加法法则进行
有理数加法计算；

难点：异号两数如何相加的法则。

一、预习自学：

1、蛋糕店上半年挣5万，下半年挣3万，请问一年共挣多少钱？

2、蛋糕店上半年赔5万，下半年赔3万，请问一年共挣多少钱？

3、蛋糕店上半年挣5万，下半年赔3万，请问一年共挣多少钱？

4、蛋糕店上半年赔5万，下半年挣3万，请问一年共挣多少钱？



5、蛋糕店上半年挣5万，下半年赔5万，请问一年共挣多少钱？

6、蛋糕店上半年赔5万，下半年挣0万，请问一年共挣多少钱？

请你列式计算，并引导学生对前面的七个加法运算进行合理
的分类探讨：和的符号怎样确定？和的绝对值怎样确定？
（小组讨论展示）

二、教师点拨

知识点一：引导学生对前面的七个加法运算进行合理的分类

同号两数相加：（+5）+（+3）=______．(-5)+(-3)=______

三．例题精讲；例1（学生自学，教师示范。注意解题步骤）

四、课堂练习；36页随堂练习与习题（小组展示交流）

五、当堂检测；

1．用生活中的事例说明下列算是的意义，并计算出结果：

（-2）+（-3）；（-3）+2

2．有理数加法法则：

绝对值不相等的两数相加，取绝对值的加数的符号，并用较
大的绝对值较小的绝对值。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相加得。

3．计算：（+15）+（-7）；（-39）+（-21）；

（-37）+2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