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有理数的乘法教案 七
年级数学有理数的乘法教案及教学设

计(实用8篇)
高二教案是为适应高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发展特点而设计的
教学计划，它旨在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
的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我们需要准备一份高二教案来指导
学生的学习步骤和学习方法吧。以下是一些中班教案的实例，
希望对您的教学有所启发。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有理数的乘法教案篇一

1.内容

有理数乘法法则.

2.内容解析

有理数的乘法是继有理数的加减法之后的又一种基本运算.有
理数乘法既是有理数运算的深入，又是进一步学习有理数的
除法、乘方的基础，对后续代数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与有理数加法法则类似，有理数乘法法则也是一种规定，给
出这种规定要遵循的原则是“使原有的运算律保持不变”.本
节课要在小学已掌握的乘法运算的基础上，通过合情推理的
方式，得到“要使正数乘正数(或0)的规律在正数乘负数、负
数乘负数时仍然成立，那么运算结果应该是什么”的结论，
从而使学生体会乘法法则的合理性.与加法法则一样，正数乘
负数、负数乘负数的法则，也要从符号和绝对值来分析.由于
绝对值相乘就是非负数相乘，因此，这里关键是要规定好含
有负数的两数相乘之积的符号，这是有理数乘法的本质特征，
也是乘法法则的核心.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确定本课的教学重点是两个有理数相乘
的符号法则.

二、目标及其解析

1.目标

(1)理解有理数乘法法则，能利用有理数乘法法则计算两个数
的乘法.

(2)能说出有理数乘法的符号法则，能用例子说明法则的合理
性.

2.目标解析

达成目标(1)的标志是学生在进行两个有理数乘法运算时，能
按照乘法法则，先考虑两乘数的符号，再考虑两乘数的绝对
值，并得出正确的结果.

达成目标(2)的标志是学生能通过具体例子说明有理数乘法的
符号法则的归纳过程.

三、教学问题诊断分析

有理数的乘法与小学学习的乘法的区别在于负数参与了运算.
本课要以正数、0之间的运算为基础，构造一组有规律的算式，
先让学生从算式左右各数的符号和绝对值两个角度观察这些
算式的共同特点并得出规律，再以问题“要使这个规律在引
入负数后仍然成立，那么应有……”为引导，让学生思考在
这样的规律下，正数乘负数、负数乘正数、两个负数相乘各
应有什么运算结果，并从积的符号和绝对值两个角度总结出
规律，进而给出有理数乘法法则，在这个过程中体会规定的
合理性.上述过程中，学生对于为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什么叫
“观察下面的乘法算式”、从哪些角度概括算式的规律等，



都会出现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教师应该在“如何观察”
上加强指导，并明确提出“从符号和绝对值两个角度看规
律”的要求.

本课的教学难点是：如何观察给定的乘法算式;从哪些角度概
括算式的规律.

四、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引导学生从有理数分类的角度考虑，区分出有理数乘法
的情况有：正数乘正数、正数与0相乘、正数乘负数、负数乘
正数、负数乘负数.

设计意图：有理数分为正数、零、负数，由此引出两个有理
数相乘的几种情况，既复习有关知识，为下面的教学做好准
备，又渗透了分类讨论思想.

问题2下面从我们熟悉的乘法运算开始.观察下面的乘法算式，
你能发现什么规律吗?

3×3=9，

3×2=6，

3×1=3，

3×0=0.

追问1：你认为问题要我们“观察”什么?应该从哪几个角度
去观察、发现规律?

如果学生仍然有困难，教师给予提示：

(1)四个算式有什么共同点?——左边都有一个乘数3.



(2)其他两个数有什么变化规律?——随着后一个乘数逐次递
减1，积逐次递减3.

设计意图：构造这组有规律的算式，为通过合情推理，得到
正数乘负数的法则做准备.通过追问、提示，使学生知道“如
何观察”“如何发现规律”.

教师：要使这个规律在引入负数后仍然成立，那
么，3×(-1)=-3，这是因为后一乘数从0递减1就是-1，因此
积应该从0递减3而得-3.

追问2：根据这个规律，下面的两个积应该是什么?

3×(-2)=，

3×(-3)=.

练习：请你模仿上面的过程，自己构造出一组算式，并说出
它的变化规律.

设计意图：让学生自主构造算式，加深对运算规律的理解.

先让学生观察、叙述、补充，教师再总结：都是正数乘负数，
积都为负数，积的.绝对值等于各乘数绝对值的积.

设计意图：先得到一类情况的结果，降低归纳概括的难度，
同时也为后面的学习奠定基础.

问题3观察下列算式，类比上述过程，你又能发现什么规律?

3×3=9，

2×3=6，



1×3=3，

0×3=0.

鼓励学生模仿正数乘负数的过程，自己独立得出规律.

设计意图：为得到负数乘正数的结论做准备;培养学生的模仿、
概括的能力.

追问1：要使这个规律在引入负数后仍然成立，你认为下面的
空格应各填什么数?

(-1)×3=，

(-2)×3=，

(-3)×3=.

练习：请你模仿上面的过程，自己构造出一组算式，并说出
它的变化规律.

先让学生观察、叙述、补充，教师再总结：都是负数乘正数，
积都为负数，积的绝对值等于各乘数绝对值的积.

追问3：正数乘负数、负数乘正数两种情况下的结论有什么共
性?你能把它概括出来吗?

设计意图：让学生模仿已有的讨论过程，自己得出负数乘正
数的结论，并进一步概括出“异号两数相乘，积的符号为负，
积的绝对值等于各乘数绝对值的积”.既使学生感受法则的合
理性，又培养他们的归纳思想和概括能力.

问题4利用上面归纳的结论计算下面的算式，你能发现其中的
规律吗?



(-3)×3=，

(-3)×2=，

(-3)×1=，

(-3)×0=.

追问1：按照上述规律填空，并说说其中有什么规律?

(-3)×(-1)=，

(-3)×(-2)=，

(-3)×(-3)=.

设计意图：由学生自主探究得出负数乘负数的结论.因为有前
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学生能独立完成.

问题5总结上面所有的情况，你能试着自己给出有理数乘法法
则吗?

学生独立思考后进行课堂交流，师生共同完成，得出结论后
再让学生看教科书.

学生独立思考、回答.如果有困难，可先让学生看课本第29页
有理数乘法法则后面的一段文字.

设计意图：让学生尝试归纳乘法法则，明确按法则计算的关
键步骤.

例1计算：

(1)



;(2)

;(3)

.

学生独立完成后，全班交流.

教师说明：在(3)中，我们得到了

=1.与以前学习过的倒数概念一样，我们说

与-2互为倒数.一般地，在有理数中仍然有：乘积是1的两个
数互为倒数.

追问：在(2)中，8和-8互为相反数.由此，你能说说如何得到
一个数的相反数吗?

设计意图：本例既作为巩固乘法法则，又引出了倒数的概
念(因为这个概念很容易理解)，同时说明了求一个数的相反
数与乘-1之间的关系(反过来有-8=8×(―1)).

设计意图：利用有理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体现数学的应用
价值.

小结、布置作业

请同学们带着下列问题回顾本节课的内容：

(1)你能说出有理数乘法法则吗?

(2)用有理数乘法法则进行两个有理数的乘法运算的基本步骤
是什么?



(3)举例说明如何从正数、0的乘法运算出发，归纳出正数乘
负数的法则.

(4)你能举例说明符号法则“负负得正”的合理性吗?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知识内容和学习过程两个方面进行小
结.

作业：教科书第30页，练习1，2，3;第37页，习题1.4第1题.

五、目标检测设计

1.判断下列运算结果的符号：

(1)5×(-3);

(2)(-3)×3;

(3)(-2)×(-7);

(4)(+0.5)×(+0.7).

设计意图：检测学生对有理数乘法的符号法则的理解.

2计算：

(1)6×(-9);(2)(-6)×0.25;(3)(-0.5)×(-8);

(4)

;(5)0×(-6);(6)8×

.



设计意图：检测学生对有理数乘法法则的理解情况.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有理数的乘法教案篇二

1.会根据有理数的乘法法则进行乘法运算，并运用相关运算
律进行简算;

2. 理解乘法与除法的逆运算关系，会进行有理数除法运算;

3. 巩固倒数的概念，能进行简单有理数的加、减、乘、除混
合运算;

4. 培养观察、分析、归纳及运算能力.

人教版七年级数学有理数的乘法教案篇三

知识技能

1.通过与温度计的类比，了解数轴的概念，会画数轴。

2.知道如何在数轴上表示有理数， 能说出数轴上表示有理数
的点所表示的数，知道任何一个有理数在数轴上都有唯一的
点与之对应。

过程方法

1.从直观认识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数轴概念。

2.通过数轴概念的学习，初步体会对应的思想、数形结合的
思想方法。

3.会利用数轴解决有关问题。

情感态度



通过对数轴的学习，体会到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进而初步
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性。

【教学重点】

1.数轴的概念。

2.能将已知数在 数轴上表示出来，说出数轴上已知点所表示
的数。

【教学难点】

从直观认识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数轴的概念。

【情景 引入】

1.小明感冒了，医生用体温计测量了他的体温，并
说：“37.8度。”

提疑：医生为什么通过体温计就可以读出任意一个人的体温?

(体温计上的刻度)

2.我们再一起去看看12月时祖国各地的自然风光和温度情
况(电脑分别显示黑龙江、焦作 、海南三个城市美丽的自然
风光，温度分别为-1 0°c，0°c，20°c)

提疑 ：那么要测量这种气温所需要的温度计的刻度应该如何
安排?需要用到哪些数?

(正数、零、负数)

3.请尝试画出你想像中的温度计，并和其他同学交流，注意
交流时要发表自己的见解。然后提问：请找出一支温度计从
外观上具有哪些不可缺少的特征?(组织学生讨论交流)学生可



能会从不同的角度回答，教师给予必要的引导，总 结出与数
轴相对应的特点，如形状是直的、0刻度、单位刻度。(电脑
动态演示,将温度计水平放置，抽象得出数轴图形表示有理
数-10，0，20的过程)从而引出课题------数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