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教案(汇总8篇)
中班教案包括各种教学活动的详细设计，能够帮助教师有条
不紊地进行教学。通过学习这些教案范文，教师可以提高教
学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教案篇一

在讲完不等式的性质后，我们根据学生情况安排三个课时学
习解一元一次不等式，我们的设想是：第一课时：在简单理
解不等式的基本性质的基础上，类比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
学习如何解一元一次不等式，注意其中的区别与联系（即类
比思想），学会用数轴直观的表示不等式的解集（数形结合
思想）；第二课时：熟练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第三课时：一
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通过简单的类比解方程，学生很快掌握
了解不等式的方法，而且对比起方程，不等式题目的形式较
简单，计算量不大，所以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动笔解答。

但是巡堂时发现出现以下问题：

一、由于没有结合不等式的性质，认真分析解方程与解不等
式的区别：在两边同时乘以或者除以负数时，不等号忘记改
变方向。

二、过去遗留的问题：

1去括号的问题

2去分母的问题

3系数化1的问题



三、未知数系数含字母，没有分类讨论

解决方案：1、在课堂巡堂时，检查每个学生的练习，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

2、发挥学生的力量，开展“生帮生”的活动

3、课余对还未掌握的学生进行课后个别辅导

4、安排“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小测，及时查缺补漏。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教案篇二

本节课我从复习旧知识，提问，动手操作，合作交流、形成
共识的基础上，让学生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概念及不等式
的解法步骤。在课堂活动中经历、感悟知识的生成、发展与
变化过程，重在学生参与完成。通过精心设计问题、课堂讨
论，中间贯穿鼓励性语言，并让学生自己理清思路、板书过
程，锻炼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书写能力，激发了学生学习积
极性，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合作意识，学生在各个环节中，
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进而达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使
学生真正参与到知识形成发展过程中来。

本节课较好的方面：

1、本节课能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明确学习目标，注意分层教
学的开展；

2、课程内容前后呼应，前面练习能够为后面的例题作准备。

3、设计学案对学生学习的知识进行检查。

不足方面：



引入部分练习所用时间太长，讲评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概念太
细致，导致了后段时间紧，部分内容不能完成。

我深感，只有当学生真正获得了课堂上属于自己学习的主权
时，他们个性的形成与个体的发展才有了可能。本课在现场
操作与反馈中，与教学设想仍有一定的差距，许多地方还停
留在表面形态，师生都还未能很习惯地进入角色。这说明，
一种新的教学理念要真正成为师生的教育行为，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我将和我的学生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不断努力前行，
总之，我们在课堂上还是要尝试着少说，给学生留些自由发
展的空间。但在课前，教师必须多做一些事，例如精心设计
适合学生的教学环节，多思考一些学生所想的，真正做好学
生前进道路上的领路人。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教案篇三

本节内容是第八章的难点也是重点，在章节中有承上启下的
作用，是一元一次不等式的简单变形的`应用，是一元一次不
等式组的基础。因而这节内容我更加费劲心思的思考该如何
教学，才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运用知识。

一、课堂教学结构反思

本节课教学设计上较合理，知识点循序渐进，符合初中生的
学习心理特点。本节课先让学生明白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变形，
再回顾一元一次方程的解的步骤，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一元一
次不等式的解的步骤。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例题加深，让
学生经历了回顾、动手操作、提出问题、判断、找方法、合
作交流等过程。另一方面，能够体现出用新教材的思想，体
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了新的教学理念。

在学习本节时，要与一元一次方程结合起来，用比较、类比
的转化的数学思想方法来学习，弄清其区别与联系。



(1)从概念上来说：两者化简后，都含有一个未知数，未知数
的次数是1，系数不等于零；但一元一次不等式表示的是不等
关系，一元一次方程表示的是相等关系。

(2)从解法上来看：两者经过变形，都把左边变成含未知
数(如x)的一次单项式，右边变成已知数，解法的五个步骤也
完全相同；但不等式两边都乘(或除)以同一个负数时，不等
号要变号，而方程两边都乘(或除)以同一个负数时，等号不
变。

(3)从解的情况来看：

1、为加深对不等式解集的理解，应将不等式的解集在数轴上
直观地表示出来，它可以形象认识不等式解集的几何意义和
它的无限性．在数轴上表示不等式的解集是数形结合的具体
体现。

2、熟练掌握不等式的基本性质，特别是性质3。不等式的性
质是正确解不等式的基础。

二、有效的课堂提问反思

错误分析引入有效的提问，可以加深对本课知识的理解，又
能更好地巩固前面的内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提问过程
中可以达到师生间的相互交流。教学提问中，比如：解一元
一次方程的步骤是什么？学生在理解解一元一次方程步骤的
基础上，类比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步骤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同时，提出对“等号”与“不等号”的不同，不等式的解与
方程的解又有点差别，特别是对不等式的性质3的不同，加深
了学生对不等式的解的理解。由于学生的基础比较差，课堂
教学提问中，由易到难，深入浅出，尽可能让学生学会、会
学、会做。

三、有效的课堂参与反思



本节课我从复习旧知识，提问，动手操作，合作交流、形成
共识的基础上，让学生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概念及不等式
的解法步骤。在课堂活动中经历、感悟知识的生成、发展与
变化过程，重在学生参与完成。通过精心设计问题、课堂讨
论，中间贯穿鼓励性语言，并让学生自己理清思路、板书过
程，锻炼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书写能力，激发了学生学习积
极性，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合作意识，学生在各个环节中，
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进而达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使
学生真正参与到知识形成发展过程中来。

本节课较好的方面：

1、本节课能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明确学习目标，注意分层教
学的开展；

2、课程内容前后呼应，前面练习能够为后面的例题作准备。

3、设计学案对学生学习的知识进行检查。

不足方面：

引入部分练习所用时间太长，讲评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概念太
细致，导致了后段时间紧，部分内容不能完成。

我深感，只有当学生真正获得了课堂上属于自己学习的主权
时，他们个性的形成与个体的发展才有了可能。本课在现场
操作与反馈中，与教学设想仍有一定的差距，许多地方还停
留在表面形态，师生都还未能很习惯地进入角色。这说明，
一种新的教学理念要真正成为师生的教育行为，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我将和我的学生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不断努力前行，
总之，我们在课堂上还是要尝试着少说，给学生留些自由发
展的空间。但在课前，教师必须多做一些事，例如精心设计
适合学生的教学环节，多思考一些学生所想的，真正做好学
生前进道路上的领路人。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教案篇四

本章的重点是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难点是：不等式的解
集、不等式的性质及应用不等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别
是实际问题中的列不等式求解。

1、教学“不等式组的解集”时，用数形结合的方法，通过借
助数轴找出公共部分解出解集，这是最容易理解的方法，也
是最适用的.方法。至于有些课外书用“同大取大、同小取小、
大小小大取中间、大大小小解不了”求解不等式，我认为增
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不易于培养学生的数形结合能力。在教
学中我要求学生在解不等式（组）的时，一定要通过画数轴，
求出不等式的解集，建立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

2、加强对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数量关系的数学建模思想教学，
体现课程标准中：对重要的概念和数学思想呈螺旋上升的原
则。要注意对一元一次方程相关知识的复习，让学生进行比
较、归纳，理解它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的的联系与区别（特别
强调“不等式两边同时乘以或除以一个负数时，不等号方向
改变”），教学中，一方面加强训练，锻炼学生的自我解题
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纠错”题型的练习和学生的相互学
习、剖析逐步提高解题的正确性。

3、把握教学目标，防止在利用一元一次不等式(组)解决实际
问题时提出过高的要求，陷入旧教材“繁、难、偏、旧”的
模式，重点加强文字与符号的联系，利用题目中含有不等语
言的语句找出不等关系，列出一元一次不等式（组）解答问
题，注意与利用方程解实际问题的方法的区别（不等语言），
防止学生应用方程解答不等关系的实际问题。

4、各种书籍出现的应用题里面文字有的自相矛盾，教学时教
师要合理利用和指导学生选取辅导书，如课本“以外”
与“至少”等。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教案篇五

问题3.兄弟俩赛跑，哥哥先让弟弟跑9m，然后自己才开始跑，
已知弟弟每秒跑3m，哥哥每秒跑4m，列出函数关系式，画出
函数图象，观察图象回答下列问题：

（1）何时哥哥分追上弟弟？

（2）何时弟弟跑在哥哥前面？

（3）何时哥哥跑在弟弟前面？

（4）谁先跑过20m？谁先跑过100m？

你是怎样求解的？与同伴交流。

问题4：已知y1=－x+3，y2=3x－4,当x取何值时，y1＞y2？你是
怎样做的？与同伴交流.

让学生体会数形结合的魅力所在。理解函数和不等式的联系。

精讲点拨

在共同探究的过程中加强理解，体会数学在生活中的重大应
用，进行能力提升。

提高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达标检测

展示检测内容

积极完成导学案上的检测内容，相互点评。



反馈学生学习效果

知识与收获

引导学生归纳探究内容

学生回顾总结学习收获，交流学习心得。

学会归纳与总结

布置作业

教材p51.习题2.6知识技能1；问题解决2,3.

板书设计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教案篇六

本节课的教学中我觉得自己：

6、还应更注重细节，讲究规范，强调反思；

7、在知识梳理环节有同学提出疑问：若出现两个一样的'不
等式它的公共部分怎么找？若有三个不等式组成的一元一次
不等式组它的解又是怎样的？能否直接就在数轴上画出它的
公共部分等问题时有些没能及时给学生以肯定，有些引导不
够到位。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教案篇七

本章的重点是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难点是：不等式的解
集、不等式的.性质及应用不等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别
是实际问题中的列不等式求解。



1、教学“不等式组的解集”时，用数形结合的方法，通过借
助数轴找出公共部分解出解集，这是最容易理解的方法，也
是最适用的方法。至于有些课外书用“同大取大、同小取小、
大小小大取中间、大大小小解不了”求解不等式，我认为增
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不易于培养学生的数形结合能力。在教
学中我要求学生在解不等式（组）的时，一定要通过画数轴，
求出不等式的解集，建立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

2、加强对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数量关系的数学建模思想教学，
体现课程标准中：对重要的概念和数学思想呈螺旋上升的原
则。要注意对一元一次方程相关知识的复习，让学生进行比
较、归纳，理解它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的的联系与区别（特别
强调“不等式两边同时乘以或除以一个负数时，不等号方向
改变”），教学中，一方面加强训练，锻炼学生的自我解题
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纠错”题型的练习和学生的相互学
习、剖析逐步提高解题的正确性。

3、把握教学目标,防止在利用一元一次不等式(组)解决实际
问题时提出过高的要求,陷入旧教材“繁、难、偏、旧”的模
式，重点加强文字与符号的联系，利用题目中含有不等语言
的语句找出不等关系，列出一元一次不等式（组）解答问题，
注意与利用方程解实际问题的方法的区别（不等语言），防
止学生应用方程解答不等关系的实际问题。

4、各种书籍出现的应用题里面文字有的自相矛盾，教学时教
师要合理利用和指导学生选取辅导书，如课本“以外”
与“至少”等。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教案篇八

1、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概念。

2、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集，能求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
解集。



3、会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过程与方法】

通过具体问题得到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从而了解一元一次不
等式组的概念，解出每个不等式，利用数轴求出各不等式解
集的公共部分，从而得到不等式组的解集，通过解几个有代
表性的.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总结出求不等式组解集的法则。

【情感态度】

运用数轴确定不等式组的解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数
形结合”的方法今后经常用到，锻炼同学们数形结合的能力，
提高学习兴趣。

【教学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