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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渗透转化思想提升核心素养 
——《一个数除以小数》说课 

◆王  晶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关注学生学习的起点、过程、效果，是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

的必经之路。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人教版实验教材五年
级上册第 3 单元例 4《一个数除以小数》一课进行解读。 

一、把握数学内容的整体性 
小数除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前一

课时）；另一种是除数是小数的除法（本节课）。一个数除以小数
是在四年级上册学习了商不变的性质和四年级下册小数点的移
动，以及前一课时学习了除数是整数的除法的基础上进行教学
的，它是小数除法教学的重点，也是今后学习小数四则混合运算
的重要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我制定出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如
下（PPT） 

1.使学生理解除数是小数的除法可以转化成除数是整数的
小数除法进行计算的算理，归纳出除数是小数的除法的计算法
则，并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2.在探究一个数除以小数计算方法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分
析、转化和归纳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3、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及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辩证唯物主
义观点，从中获得积极的价值体验。 

教学重点：利用商不变性质，把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转化成除
数是整数的除法。 

教学难点：以除数作为转化的标准，正确的移动除数和被除
数的小数点，并确定商的小数点的位置。 

二、体现数学学科的思想性 
华罗庚说：善于退，足够地退，退到 原始又不失重要性的

地方去研究，是学好数学的一个诀窍。这就是转化的思想：把复
杂问题不断地拆，不断的化，直到化成一些直观无疑的小问题。 

从小学到中学，数学知识呈现一个由易到难，从简到繁的过
程，学生在学习数学、理解和掌握数学的过程中，多次运用转化
的方法，把陌生的知识转化成熟悉的知识，把繁难的知识转化为
简单的知识，(时间轴)例如：在二年级的教材里：“1000 以内数
的认识”化抽象为直观图形，在五年级的教材里:“小数乘法”、
“小数除法”、“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六年级“圆的认识”“圆锥
的体积”等内容中，都要用到转化思想，学生就是在这样一个学
习过程中逐步学会解决各种复杂的数学问题。 

本节课，学生正是利用转化思想，把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转化
成除数是整数的除法来计算，因此转化方法的习得和转化思想的
渗透无疑成为本课教学的重要目标。 

三、注重数学教学的过程性 
1、为什么转化 
开课让学生体会’’把除数转化成整数的必要性”，让学生的

学习更有的放矢。 
①复习旧知，找准起点: 
要想把学生引领到你需要的地方，你得先知道学生在哪里。

因此，我们的《预习生成单》从学生已有知识经验出发，设计了
这样的三道题，第一题：接龙游戏。复习了“小数点的移动引起
小数大小的变化”。第二题：填表格。复习了“商不变的性质”。
第三题、笔算竖式，复习了“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的计算方
法。激活学生的知识储备，唤醒学生的转化意识。 

②化繁为简，渗透思想： 
在“预习生成单”的第二个板块中，将教材例题中的数据

“7.65 米”和“0.85 米”用“1.2 米”和“0.4 米”替换，列出算
式后，通过让学生观察并比较“这个算式和上节课学习的除法算
式有什么不同？”、“面对没学过的除法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引发
学生的思考。 

视频 1： 
学生 1：“如果除数是整数就好了” 
师：那我们就把除数转化成整数吧！” 
（学生书写的镜头） 
学生 1：我们可以单位转化：1.2 米=12 分米，0.4 米=4 分米，

12 分米÷4 分米=3 
学生 2：我们还可以利用商不变的性质：将被除数和除数都

扩大 10 倍，商不变。算 1.2÷0.4 实际就是算 12÷4=3 
师：对，遇到除数是小数的除法时，我们可以尝试把除数转

化成整数再计算。 
开课之初，引导学生体会“将除数转化成整数”的必要性。

小小的“预习生成单”成了学习新知的一根拐杖，为新课学习打
开一扇门！ 

2、怎么转化？ 
在回答了“为什么转化”之后，我们就要解决“怎么转化”？

紧接着出示主题图，列出除法算式后提出思考：”你还能口算
吗？”由于数据比较复杂，不能直接口算出结果，从而引出竖式
计算。（板书竖式） 

师：在这个除法竖式中，除数是小数，应该怎么计算呢？ 
在同学们开始分组讨论之前，我设计了这样一个”学路建

议”。（ppt） 
<学路建议> 
1、写一写：怎么算？ 
2、说一说：为什么这样算！ 
3、议一议：这样算对吗？ 
由于有“预习生成单”中转化成功的经验，学生能想到，这

里也可以尝试将除数转化成整数来计算。基于每个学生对于除数
是小数的计算方法理解不同，会导致竖式计算的过程有所不同，
所以我重点规范学生的竖式书写。 

有了这样一个《学路建议》的引领，学生的研究方向更明确，
过程更有实效。我在学生探讨完毕后，及时抓住学生真实素材，
层层递进式的追问，引导学生对比归纳，经历规范竖式的全过程。
使学生理清算理，掌握算法。 

3、转化时要注意什么？ 
有效的课堂练习是实施数学高效课堂的保证。学生在研究完

“怎么转化”后，我合理挖掘教材中有价值的练习（PPT），引
发学生对于转化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转化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呢？” 

课后的“做一做”前两题被除数与除数小数部分位数相同，
不利于学生深化理解要以除数的小数部分位数为标准进行转化。
所以我重点强调了 0.544÷0.16 这个被除数与除数小数位数不同
的例子。我让学生尝试计算，出现了 3 种情况。（图片）并依次
进行处理：①除数与被除数都转化成整数，但是除数与被除数的
小数点没有移动相同的位数，所以商变了。②以被除数小数位数
部分为标准：除数与被除数小数点都向右移动了 3 位，商不变。

后让学生关注到方案③以除数的小数位数为标准，移动小数
点，同样商不变。到底哪一种更简洁？显然第 3 种更容易试商。
由此，让学生深刻的认识以除数的小数位数为标准的转化，具有
一般性和必要性。 

在完成“做一做”的练习之后，我们还设计了一组拓展练习。
目的在强化学生的算理，内化学生的算法。（ppt） 

通过对这一系列练习的处理，让学生再一次经历该怎样算，
为什么这样算，还可以怎样算，怎样算更好这一研究过程，从而
突破教学难点。 

四、课堂感悟。   
回顾整个教学过程，我在这节课里通过让学生经历了“为什

么转化”“怎么转化”“转化中要注意什么？”。让我们看到学生
对转化思想的理解从感性提升到理性，打通了新旧知识点之间的
联系，提升了学生的数学核心素（运能能力，推理能力、模型思
想）。让我们一起让我们来听听学生们有什么收获吧。 

2、学生评教：（视频 2） 
师：同学们，你们有什么收获？ 
生 1：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会计算一个数除以小数了。 
生 2:除数是小数可以转化成除数是整数再计算。 
生 3:将除数和被除数的小数点同时向右移动相同的位数再

计算，很简单。 
生 4：遇到不会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将它转化成能解决的

问题来解决。 
小课堂大舞台，我和孩子们共同成长！希望各位专家多提宝

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