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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有故   言之有理
——比较分数大小教学之我见

方　芳

（贵州省贵阳市省府路小学，贵州 贵阳 550001）

比较分数的大小是小学阶段数的大小比较较困难的部分，如

何把握教学目标，如何突破重难点是教学的重中之重，而用什么

样的教学方法，采用什么样的教学形式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经历比较简单分数大小的过程，会比较简单分数的大小。培养观

察能力、表达能力以及抽象概况能力。通过游戏等活动进一步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一、符合年龄特征的开课，孩子们倾耳注目

《数学课程标准》中指出教师应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向

学生提供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一开课我便创设了邀请笑笑和淘

气来到课堂的情境。笑笑和淘气是伴随同学们一起成长的好伙伴，

邀请笑笑和淘气来到课堂上，自然受到学生的欢迎，学生的注意

力也抓住了，学习的兴趣也容易被激发出来。在随后的教学中我

又创设了笑笑淘气吃蛋糕的情境，吃蛋糕、分蛋糕在学生的日常

生活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事情，当我提出“你们建议淘气吃他的蛋

糕的几分之几”时，相信学生一定会表现出很高的兴趣。整个教

学过程我都创设了用小圆片代替蛋糕动手操纵来证明同学们的建

议是正确的情境。本课除了开课、课中创设吃蛋糕的情境，在最

后拓展练习中创设了一个情境：“方老师有个建议：我建议淘气

吃这个蛋糕的 3 ∕ 8，你们能不能用手中的材料来证明一下方老

师的建议是否正确？”这个情境的创设即呼应了本课的教学内容，

又在本课的教学内容上有所提升，并且也激发了学生帮助老师解

决问题的兴趣。

二、有趣的动手操作活动，老师润物细无声

在数学课程标准中指出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的依赖

模仿与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

重要方式。本课的教学重点：会比较简单分数的大小（分母相同

分子不同的两个分数大小比较；分子相同，分母小的分数大小比

较。）教学难点：理解和掌握比较简单分数的大小的方法。如何

让学生突破重、难点掌握教学目标呢？这就成了这节课的首要任

务。针对这种情况我安排 3 个操纵活动：

（一）通过活动复习旧知

一开课便由学生用手中的小圆片代替蛋糕表示出笑笑吃的一

部分，主要是复习分数的意义以及会表示简单的分数。通过复习

为新课打下基础。

（二）通过活动证明建议的正确性

当学生提出淘气吃蛋糕的建议后，教师引导“你能用手中同

样大小的圆片来折一折、分一分、涂一涂证明你的建议是正确的

吗？”学生通过动手操纵发现淘气吃蛋糕的 2/4、3/4、1/2…确实

比笑笑吃的 1/4 多一些，通过活动证明建议是正确的。这个活动

不仅可以调动全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通过活动使学生对知

识的重、难点的突破都有很大的帮助。

（三）通过活动提升认识，为今后学习打下基础

在本课结束的环节我设计了一个“方老师有个建议：我建议

淘气吃这个蛋糕的 3 ∕ 8，你们能不能用手中的材料来证明一下

方老师的建议是否正确？”这是一组分子、分母都不相同的分数

的比较大小，这里只要求学生用你们手中的材料折一折、分一分、

涂一涂来证明 3/8 ＞ 1/4，这里这样设计即复习了本课的知识又为

今后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

设计了这样３个层次的教学，对于本课的教学重点：会比较

简单分数的大小（分母相同分子不同的两个分数大小比较；分子

相同，分母小的分数大小比较。）教学难点：理解和掌握比较简

单分数的大小的方法，采用层层递进的方法后，相信学生一定会

突破这个学习的难点。

三、有效的师生互动学习，良师益友，口传心授

在整个教学设计中我发现师生互动学习对突破本课的重难点

起到很大的作用。学生可以通过 3 个操纵活动寻找到 2/4 ＞ 1/4、

3/4 ＞ 1/4、1/2 ＞ 1/4 的方法，但要说清楚为什么就有一些难度，

此时就采用师生互动学习。我多采用“让我们一起来的方式”；

在突破重、难点时，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和探索的过程中主动获

取新知识，并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在这种方式下，

教师不再作为知识权威，将预先组织好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

而充当指导者、合作者和助手的角色，与学生共同经历知识探究

的过程。如：学生已经用阴影部分表示出 2/4、3/4、1/2 师就进

行引导“你来比比看”学生就会通过比较发现 2/4 ＞ 1/4、3/4 ＞

1/4、1/2 ＞ 1/4，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就可以找到正确答案。我又

安排的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操纵，争取每位同学都来说说是怎么

来的，这样发挥学生主体性的活动，是让学生互相考，而且学生

的积极性会很高，活动面也会很广。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操作、互动，懂得了各种不同

的理解和思路。而且在此过程中，学生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学

会聆听、理解他人的想法，不断对自己和别人的看法进行反思和

判断。这个过程中，师生分享彼此的思考和见解，才有可能丰富

教学内容，求得新的发展，实现教学相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课

堂成了学生放飞心灵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