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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是苏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第

一课时，教材安排了例 1、试一试、练一练两道题。 

教学目标：  

1、学生能联系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数量关系，理解、掌握不含括号的三步计

算式题的运算顺序，并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2、学生能在按顺序计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四则混合运算

顺序规定的合理性，增强解决问题的策略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数学

思考。  

3、学生能在参与数学活动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数学的价值，培养认真、严

谨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掌握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正确熟练地进行不含括号的三步

混合运算 

教学难点： 

运用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过程：  

1、 激趣导入  

师;喜欢玩吗？  

课件动感出示 2、4、10 三张扑克牌  

师：看老师今天带了什么？  生：带来了扑克牌   

师：3 张扑克牌代表着有 3 个数字，猜猜我们要玩什么？ 

预设：24 点  

师：没错就是 24 点，谁有答案了？  

待学生列出：2 × 10 + 4 和 4 + 2 × 10 后，指明孩子口头检验（计算过程）。 

课件出示 4、4、7 三张扑克牌。  

师：谁来？  



预设： 4 × 7 - 4 师：孩子们一起口头检验。 课件再次呈现 2、6、8 三张

扑克牌 预设：6÷2×8     6×8÷2    ..  

师：运用我们已有的经验，很快就能算出 24 点，这就是我们以前学习过的

不含括号的两步混合运算。谁能总结一下这些两步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吗？  

预设：先乘除，后加减  

师引导小结并课件出示：没有括号的算式中，只有加减法或乘除法：从左至

右依次计算。既有加减法，又有乘除法：先乘除，再加减。 

师：运算顺序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有关。我们一起到

商店看一看吧。  

【设计意图】：从感兴趣的游戏入手，让学生回顾两步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目的是激活学生已有的关于混合运算的知识储备，为后面沟通新旧知识之间的联

系提供认知与心理准备。 

2、 探究新知  

（1）尝试例 1  

谈话：喜欢下棋吗？（出示例 1 情境图）从图中，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 

师：听了顾客的需要，此时的老板会干嘛呢？ 预设：装顾客需要的东西...

算一共要收多少钱。  

师：太有生活经验啦！要求一共付多少元？那看了题目，先独立思考一下你

有什么想法？把你的想法算式写下来。写完想法后和组内同学互相介绍一下自己

的算式代表什么意思，其他组员评价一下他的想法行不行。 

组内互相交流分享 

请学生上台展示自己的想法： 

①12×3=36（元） 15×4=60（元） 36+60=96（元）  

②12×3+15×4           ③12×3+15×4  

 =36+15×4                =36+60 

=36+60                    =96（元） 

=96（元） 

师：我们来比较一下②和③这两种写法，这两种都是你们认可的，你有什

么想说的吗？ 



预设：第二种简便些。 引导学生结合题目回答。  

师：要求一共多少钱，必须先知道围棋、象棋分别花了多少钱。所以算式中

先算乘法后算加法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算式都有它的算理。  

师：根据已有的条件，你还可以提出什么问题？ 预设：4 副围棋比 3 副中

国象棋多多少元？ 学生独立完成后再交流。  

师：除了两边是乘，中间是加或减的这种综合算式可以两边同时计算外，还

有什么情况可以两边同时算？  

让学生把所有符合的草稿纸上记录下来。（只简写运算符号）  

师：原来像这类两边只要是乘或除的，中间是加或减的综合算式，可以两边

同时计算。 

【设计意图】：呈现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引导他们利用已有知识和经验找

到数量关系，并根据数量关系自主列式解答，不强制学生用分步或综合算式进行

解答。交流时，对于分步算式一带而过，重点展示和引导比较综合算式本质相同，

而形式稍有差别的两种计算过程，既突出了计算顺序的规定性，又体现了计算过

程的灵活性；让学生联系实际问题的数量关系解释运算顺序的合理性，对学生理

解和掌握不含括号的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接下来的两边

同时乘中间减法是进一步巩固学生对混合运算的算理，同时明白像这一类混合运

算可以简便运算，最后的自己创作，想发散学生的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更深层次

理解先算乘除，再算加减。 

（2）“试一试” 出示：150＋120÷6×5  

谈话：说说这题有哪些运算？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启发：算式中的 150

怎么办？ 

学生计算，教师巡视，学生交流汇报。  

师：暂不计算的运算符号和数据，都要照抄下来。  

【设计意图】：在这题中，第一步 150 的处理是学生的易错点，所以在分析

时，通过提问，让学生讨论 150 该怎么办，唤起原有知识经验，不参与计算的要

照抄下来，从而避开了这个易错点。  

（3）新授小结  

谈话：回顾刚才的学习，这节课我们研究的是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完



整课题）。谁来总结一下它们的运算顺序是什么？ 同桌交流后，再指名说一说。  

小结：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有乘除法和加减法，先算乘除，再算加减；当

加减在中间，乘除在两边，也可以同时计算，简化过程。 

 

3、 体验发现 （1） 我会选  

以游戏的形式呈现下面各题（游戏规则：挑出最后一步求和的算式）  

15+12÷6×5     5×20×3÷4     9+20×5-2    22÷2+16÷4 

44+20÷5-8      25×3+55×2     84÷4-40÷8   5×30÷6×2 

51+36÷3-2      24÷6-2×17     5×2-28÷4    80÷2+76÷4 

（2）我会判  

400－200÷5×8                           110－20×5+25 

=400－200÷40                           =90×30 

 =440－5                                =2700 

 =435   

（4）解决问题 

【设计意图】：通过练习促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不含括号的混合运算的

运算顺序和计算方法，在用与算的过程中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提高解决问题的

能力。  

5、回顾总结  

谈话：今天这节课，我们在两步混合运算的基础上自主探索出不含括号的三

步混合运算的计算方法。最后老师送你们四个字：看、想、算、查。数学是门严

谨的学科，容不了半点差错，希望孩子们牢记这四个字，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