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小学数学六年级负数教学设计
(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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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数是学生在认识了自然数、分数和小数的基础上，结合学
生熟悉的生活情景初步进行认识。在教学中，我注意从以下
几个方面强化学生的认识：

第一、选取学生熟悉的生活素材，加深理解。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体会正数和负数可以表示两种相
反意思的量，注意结合学生熟悉的生活环境，选取他们感兴
趣的素材，唤起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使学生在具体的情境
中认识负数。例如：用负数表示温度，存折上现金的存入和
支取，水位高度的上升和下降，海拔高度的高于海平面和低
于海平面，等等。这些学生都比较熟悉。另外，在练习中还
安排了用正数和负数表示一些数据的练习。等等。

第二、初步建立数轴的模型，渗透数形结合的思想。

在学生初步认识了负数后，教材中安排了活动情境，在直线
上表示从一点向两个相反方向运动后的情形，也就是在直线
上表示正数、负数和0的内容。通过这个学习，学生初步体会
数轴上数的顺序，完成对数的结构的初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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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题生活化。

《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数学教学，要紧紧联系学生
的生活实际，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出发，使学生
初步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在教学中教师灵活处理
教材，联系生活实际，吸收并引进于自身、生活、科技等密
切相关的具有时代性、地方性的数学信息资料，充实到课堂
中去。同时引导学生从生活实际中发现数学问题、理解数学
问题和感受数学问题。

2、知识回归生活。

荷兰数学教育家汉斯、弗赖登塔尔认为：“数学来源于现实，
存在于现实，并且应用于现实，教学过程应该是帮助学生把
现实转化成数学问题的过程”。在“太空人的生活”的具体
情境中让学生说出情境中负数所表示的意义，引导学生经历
了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我认为学生只有亲身经历了知识的
运用，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数学知识，体验到数学的应用价值。
激发乐学情绪。

3、倡导主动建构。

建构主义教学论把“通过学生自己的经验主动建构”看成是
教学的“灵魂”，对学生来说，小学数学知识并不都是“新
知识”，不少内容是“旧知识”。他们在生活中已经有许多
数学知识的体验，学校的数学学习是他们生活中有关数学经
验的总结与升华。每一个学生都能从自身的数学经验出发，
与教材内容发生交互作用，建构他们自己的数学知识。鉴于
学生并不是一张“白纸”，教学时，我充分利用他们已有的
学习、生活经验促使其主动建构。

如在一组学生身高数据的素材下，教师引导学生在观察和比



较中，感受到抵消在计算中的优越性，同样又通过两组数据
大小的比较，发现绝对值大的负数反而比较小。通过数轴上
的整数联想数轴上小数、分数、百分数的位置，帮助学生形
成完整的认知结构，从而培养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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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事例，进一步
熟悉正、负数的意义，会用正、负数来表述日常生活中的事
物，《正负数》教学反思。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培养学生
的自学能力，指导学生对正、负数的概念、读写法等内容进
行自学。在自学过程中，学生进行了讨论交流，不仅学会了
查找资料的方法，还体验了尝试探究，合作学，教学反思
《正负数》教学反思》。

正、负数是两个相反的定义，在教学的时候，我着重让学生
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能使学生更好地明晰正、
负数的意义。正、负数与零的关系是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并
且认清零在正、负数之间所处的位置是学生正确认识正、负
数的关键。在教学时，我从学生比较熟悉的温度计量入手，
先让学生对温度进行分类，零上温度分为一类，零下温度分
为一类，分类的依据是它们分别高于零度和低于零度。这样，
学生在学习正、负数的概念之前就已经对正、负数与零的关
系有了感性的认识，从而顺理成章地引出负数0正数，并且为
后面学习零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做好了铺垫。在认识正、
负数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时，我首先是让学生通过课本上的
图例和练习明确正、负数表示两个正好相反的意义，在学生
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正数可以表示增多、高于、
正方向等意义，负数可以表示减少、低于、反方向的意义。

让学生表述日常生活中用正、负数表示的事物时，一开始学
生不知道从何入手，我给学生举了两个例子“妈妈买来的苹
果用正数表示，吃掉的苹果用负数表示；朝杯里倒牛奶用正
数表示，喝掉的牛奶用负数表示”，引导学生从身边的事例



中寻找正、负数。在这一课的教学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最
大的问题在于放手不够，引导太多，给予学生的思考空间不
够，很多可以由学生自行探究、归纳的知识点都没有让学生
自由发挥。由此也造成了前半节课节奏紧张，速度太快，学
生适应时间不够，而后半节课富余时间又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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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负数这节课，我是以“负数的产生——感知生活中
的正、负数——认识正、负数——寻找生活中的正负数”这
四个环节来开展教与学的活动的'。我首先考虑到让学生感知
负数产生的必要性，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以温度为切入点。
通过让学生自主观察、交流、比较、回报等知识建构的过程，
来感知富庶的产生。通过几个生活中用正、负数表示的例子，
让学生理解生活中的正、负数的意义，从中掌握了正、负数
的记法、读法。

不足：

1、没有让学生体会到富庶的产生是为了表示更方便。

2、没有为以后学习数轴进行有效的渗透。

改进：

1、在让学生体会负数的产生及温度计中的负数时，还可以让
学生更进一步体会到负数的产生是为了更方便于表示，人为
产生的一种数。

2、在观察温度计时，不仅可以让学生发现负数、0、正数的
关系，还可以让学有余力的学生感受到负数的大小，体会当
温度越来越往下时，温度就越来越冷，离0越远，负数就越来
越小；反之，温度越来越高，正数就越来越大，为认识数轴
提前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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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负数这节课，我是以“负数的产生——感知生活中
的正、负数——认识正、负数——寻找生活中的正负数”这
四个环节来开展教与学的活动的。我首先考虑到让学生感知
负数产生的必要性，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以温度为切入点。
通过让学生自主观察、交流、比较、回报等知识建构的过程，
来感知富庶的产生。通过几个生活中用正、负数表示的例子，
让学生理解生活中的正、负数的意义，从中掌握了正、负数
的记法、读法。

不足：

1、没有让学生体会到富庶的产生是为了表示更方便。

2、没有为以后学习数轴进行有效的渗透。

改进：

1、在让学生体会负数的产生及温度计中的负数时，还可以让
学生更进一步体会到负数的产生是为了更方便于表示，人为
产生的一种数。

2、在观察温度计时，不仅可以让学生发现负数、0、正数的
关系，还可以让学有余力的学生感受到负数的大小，体会当
温度越来越往下时，温度就越来越冷，离0越远，负数就越来
越小;反之，温度越来越高，正数就越来越大，为认识数轴提
前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