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不等式与不等式组 

9.1.1 不等式及其解集 

教学目标 1、感受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等关系，了解不等式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的

意义，通过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使学生自发地寻找不等式的解，会把不等式的解

集正确地表示到数轴上； 

2、经历由具体实例建立不等模型的过程，经历探究不等式解与解集的不同意义的

过程，渗透数形结合思想； 

3、通过对不等式、不等式解与解集的探究，引导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积极参

与对数学问题的讨论，培养他们的合作交流意识；让学生充分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

数学，并能将它们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教学重点 ：建立方程解决实际问题，会解“ax＋b=cx+d ” 类型的一元一次方程 

教学难点： 正确理解不等式、不等式解与解集的意义，把不等式的解集正确地表

示到数轴上。 

教学过程 

1、两个体重相同的孩子正在跷跷板上做游戏．现在换了一个小胖子上去，跷跷板

发生了倾斜，游戏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2、一辆匀速行驶的汽车在 11：20 时距离 A 地 50 千米。要在 12：00 以前驶过 A

地，车速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若设车速为每小时 x 千米，能用一个式子表示吗？ 

探究新知 

（一）不等式、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概念 

1、   在学生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基础上，师生共同归纳得出：用“＜”或“＞”表示大

小关系的式子叫做不等式；用“并”表示不等关系的式子也是不等式。 

2、下列式子中哪些是不等式？ 

（1）a＋b=b+a（2）－3＞－5（3 ） x≠l（4）x 十 3>6（5）2m<n（6 ） 2x-3 

上述不等式中，有些不含未知数，有些含有未知数．我们把那些类似于一元一次方

程，含有一个未知数且未知数的次数是 1 的不等式，叫做一元一次不等式． 

3、小组交流：说说生活中的不等关系． 

分组活动．先独立思考，然后小组内互相交流并做记录，最后各组选派代表发言，

在此基础上引出不等号“≥”和“≤”．补充说明：用“≥”和“≤”表示不等关系的式子也是

不等式． 



（二）不等式的解、不等式的解集 

问题 1.要使汽车在 12：00 以前驶过 A 地，你认为车速应该为多少呢？ 

问题 2.车速可以是每小时 85 千米吗？每小时 82 千米呢？每小时 75.1 千米呢？每

小时 74 千米呢？ 

问题 3.我们曾经学过“使方程两边相等的未知数的值就是方程的解”，我们也可以把

使不等式成立的未知数的值叫做不等式的解．刚才同学们所说的这些数，哪些是不

等式 >50 的解？ 

问题 4，数中哪些是不等式 >50 的解： 

76，73，79，80，74.9，75.1，90，60 

你能找出这个不等式其他的解吗？它到底有多少个解？你从中发现了什么规律？ 

一般地，一个含有未知数的不等式的所有的解，组成这个不等式的解集．求不 等

式的解集的过程叫做解不等式． 

1、   巩固新知下列哪些是不等式 x＋3>6 的解？哪些不是？ 

－4，－2.5，0，1，2.5，3，3.2，4.8，8，12 

2、直接想出不等式的解集，并在数轴上表示出来：（1）x＋3>6（2）2x<8（3 ） 

x－2>0 

拓广探索： 比较分析对于问题 1 还有不同的未知数的设法吗？ 

学生思考回答：若设去年购买计算机 x 台，得方程  

若设今年购买计算机 x 台，得方程   

解决问题某开山工程正在进行爆破作业．已知导火索燃烧的速度是每秒 0.8 厘米，

人跑开的速度是每秒 4 米．为了使放炮的工人在爆炸时能跑到 100 米以外的安全

地带，导火索的长度应超过多少厘米？ 

总结归纳： 1、不等式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概念； 

2、不等式的解与不等式的解集；3、不等式的解集在数轴上的表示． 

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 128 页习题 9.1 第 1、2 题 

教学后记： 



9.1.2 不等式的性质（一） 

教学目标 1、经历通过类比、猜测、验证发现不等式性质的探索过程，掌握不等式

的性质； 

2、初步体会不等式与等式的异同；3、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和实验探究活动，积极

引导学生参与数学活动，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增进学习数学的信心，体会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与他人交流合作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 理解并掌握不等式的性质。 

教学难点： 正确运用不等式的性质。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提出问题：教师出示天平，并请学生仔细观察老师的操作过程，回答下列问题： 

1、天平被调整到什么状态？ 

2、给不平衡的天平两边同时加人相同质量的砝码，天平会有什么变化？ 

3、不平衡的天平两边同时拿掉相同质量的砝码，天平会有什么变化？ 

4、如果对不平衡的天平两边砝码的质量同时扩大相同的倍数，天平会平衡吗？缩

小相同的倍数呢？ 

探究新知 1、用“＞”或“＜”填空． 

（1）－1<3－1＋23＋2－1－33－3    (2)5>35＋a3+a5－a3－a 

(3)6>26×52×56×（－5）2×（－5 ） (4)－2<3（－2）×63×6 （－2）×（－6）3×

（一 6 ） 

（5）－4＞－6（－4）÷2（－6）÷2        （－4）十（－2）（－6）十（－2 ） 

2、从以上练习中，你发现了什么？请你再用几个例子试一试，还有类似的结论吗？

请把你的发现告诉同学们并与他们交流． 

3、让学生充分发表“发现”，师生共同归纳得出： 

不等式性质 1：不等式两边都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或式子），不等号的方向

不变． 

不等式性质 2：不等式两边都乘（或除以）同一个正数，不等号的方向不变． 

不等式性质 3：不等式两边都乘（或除以）同一个负数，不等号的方向改变． 

4、你能说出不等式性质与等式性质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吗？ 

探究新知 



1.下列哪些是不等式 x＋3>6 的解？哪些不是？ －4，－2.5，0，1，2.5，3，3.2，

4.8，8，12 

2、直接想出不等式的解集，并在数轴上表示出来：（1）x＋3>6（2）2x<8（3 ） 

x－2>0 

巩固新知 

1. 判断 

（1）∵a<b∴a－b<b－b（2）∵a<b∴ （3）∵a<b∴－2a<－2b（4）∵－

2a>0∴a>0（5）∵－a<0∴a<3 

2.填空：（1）∵2a>3a∴a 是   数（2）∵ ∴a 是    数（3）∵ax<a 且 x>1∴a 是   

数 

3.根据下列已知条件，说出 a 与 b 的不等关系，并说明是根据不等式哪一条性质。 

（1）a－3>b－3（2） （3）－4a>－4b 

总结归纳： 在学生自己总结的基础上，教师应强调两点： 

1、等式性质与不等式性质的不同之处；2、在运用“不等式性质 3"时应注意的问题． 

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 128 页习题 9.1 第 4、5 题 

9.1.2 不等式的性质（二） 

教学目标： 1、会根据“不等式性质 1"解简单的一元一次不等式，并能在数轴上表

示其解集； 

2、学会运用类比思想来解不等式，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归纳的能力； 

3、在积极参与数学活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大胆猜想、勇于发言与合作交流的意

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独立思考的习惯． 

教学重点： 根据“不等式性质 1”正确地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教学难点： 根据“不等式性质 1”正确地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提出问题：小希就读的学校上午第一节课上课时间是 8 点开始．小希家距学校有 2

千米，而他的步行速度为每小时 10 千米．那么，小希上午几点从家里出发才能保

证不迟到？ 



1、   若设小希上午 x 点从家里出发才能不迟到，则 x 应满足怎样的关系式？ 

2、   你会解这个不等式吗？请说说解的过程． 

你能把这个不等式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吗？ 

1、   探究新知分组探讨：对上述三个问题，你是如何考虑的？先独立思考然后组

内交流，作出记录，最后各组派代表发主。 

2、   在学生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师生共同归纳得出： 

（1）   x 应满足的关系是： ≤8 

（2）   根据“不等式性质 1”,在不等式的两边减去 ，得：x＋ － ≤8－ ，即

x≤  

（3）   这个不等式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如下： 

 

我们在表示 的点上画实心圆点，意思是取值范围包括这个数。 

3、   例题 

解下列不等式，并在数轴上表示解集：（1）3x<2x＋1（2）3－5x≥4－6x 

师生共同探讨后得出：上述求解过程相当于由 3x< 

2x+1，得 3x-2x<1；由 3－5x≥4－6x，得－5x+6x≥4-3.这类似于解方程中的“移

项”．可见，解不等式也可以“移项”，即把不等式一边的某项变号后移到另一边，

而不改变不等号的方向． 

最后由教师完整地板书解题过程． 

巩固新知 

1、解下列不等式，并在数轴上表示解集：（1）x＋5＞－1（2）4x<3x-5（3）8x-

2<7x＋3 

2、用不等式表示下列语句并写出解集：（1）x 与 3 的和不小于 6；（2）y 与 1

的差不大于 0. 

解决问题 



1、某容器呈长方体形状，长 5cm，宽 3cm，高 10cm.容器内原有水的高度为 3cm。

现准备继续向它注水．用 Vcm,示新注入水的体积，写出 V 的取值范围。 

2、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差与第三边有着怎样的大小关系？ 

总结归纳 ：师生共同归纳本节课所学内容：通过学习，我们学会了简单的一元一

次不等式的解法。还明白了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都是可以用不等式的知识去解决

的。 

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 128 页习题 9.1 第 6 题 

9.1.2 不等式的性质（3）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熟练掌握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初步认识一元一次不等式的

应用价值； 

2、对比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与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让学生感知不等式和方程

的不同作用与内在联系，体会其中渗透的类比思想； 

3、让学生在分组活动和班级交流的过程中，积累数学活动的经验并感受成功的喜

悦，从而增强学习数学的自信心。 

教学重点： 熟练并准确地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教学难点： 熟练并准确地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提出问题:某地庆典活动需燃放某种礼花弹．为确保人身安全，要求燃放者在点燃

导火索后于燃放前转移到 10 米以外的地方．已知导火索的燃烧速度为 0.02m/s,人

离开的速度是 4m/s，导火索的长 x(m)应满足怎样的关系式？你会运用已学知识解

这个不等式吗？请你说说解这个不等式的过程． 

探究新知 

1、在学生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师生共同归纳出这个不等式的解法．教师规范

地板书解的过程． 

2、例题． 

解下列不等式，并在数轴上表示解集： 

（1） x≤50 (2)-4x<3 (3)7－3x≤10（4）2x-3<3x＋1 

分组活动．先独立思考，然后请 4 名学生上来板演，其余同学组内相互交流，作

出记录，最后各组选派代表发言，点评板演情况．教师作总结讲评并示范解题格式． 

3、教师提问：从以上的求解过程中，你比较出它与解方程有什么异同？ 



让学生展开充分讨论，体会不等式和方程的内在联系与不同之处。 

巩固新知 1、解下列不等式，并在数轴上表示解集：（1） （2）－8x<10 

2、用不等式表示下列语句并写出解集：（1）x 的 3 倍大于或等于 1；（2）y 的 

的差不大于－2. 

解决问题测量一棵树的树围（树干的周长）可以计算它的树龄一般规定以树干离地

面 1.5m 的地方作为测量部位．某树栽种时的树围为 5cm,以后树围每年增加约

3cm.这棵树至少生一长多少年，其树围才能超过 2.4m? 

总结归纳 ：围绕以下几个问题： 

1、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2、通过学习，我取得了哪些收获？3、还有哪些问

题需要注意？ 

让学生自己归纳，教师仅做必要的补充和点拨． 

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 128~129 页 习题 9.1 第 6 题（3）（4）第 10 题。 

教学后记： 

9.2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不等式（一） 

教学目标 1、会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数学模型，会用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决实际问题； 

2、通过观察、实践、讨论等活动，经历从实际中抽象出数学模型的过程，积累利

用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渗透分类讨论思想，感知方程与不等式的

内在联系； 

3、在积极参与数学学习活动的过程中，初步认识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应用价值，形

成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教学重点： 寻找实际问题中的不等关系，建立数学模型。 

教学难点： 弄清列不等式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方法，用去括号法解一元一次不等

式。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提出问题某学校计划购实若干台电脑，现从两家商店了解到同一型号的电脑每台报

价均为 6000 元，并且多买都有一定的优惠．甲商场的优惠条件是：第一台按原报

价收款，其余每台优惠 25％；乙商场的优惠条件是：每台优惠 20％．如果你是校

长，你该怎么考虑，如何选择？ 



探究新知 1、分组活动．先独立思考，理解题意．再组内交流，发表自己的观 

点．最后小组汇报，派代表论述理由． 

2、在学生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师生共同归纳出以下三种采购方案： 

(1)什么情况下，到甲商场购买更优惠？ 

(2)什么情况下，到乙商场购买更优惠？ 

(3)什么情况下，两个商场收费相同？ 

3、我们先来考虑方案： 

设购买 x 台电脑，如果到甲商场购买更优惠． 

问题 1：如何列不等式？ 

问题 2：如何解这个不等式？ 

在学生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归纳并板书如下：解：设购买 x 台电脑，如果到

甲商场购买更优惠，则 6000＋6000（1－25％）（x－1）＜6000（1－20％）x 

去括号，得 

去括号，得：6000＋4500x－45004＜4800x 

移项且合并，得：－300x＜1500 

不等式两边同除以－300，得：x<5 

答：购买 5 台以上电脑时，甲商场更优惠． 

4、让学生自己完成方案(2)与方案(3)，并汇报完成情况． 

教师最后作适当点评． 

解决问题甲、乙两个商场以同样的价格出售同样的商品，同时又各自推出不同的优

惠措施．甲商场的优惠措施是：累计购买 100 元商品后，再买的商品按原价的 90％

收费；乙商场则是：累计购买 50 元商品后，再买的商品按原价的 95％收费．顾

客选择哪个商店购物能获得更多的优惠？ 

问题 1：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你该从何入手考虑它呢？ 

问题 2：由于甲商场优惠措施的起点为购物 100 元，乙商场优惠措施的起点为购

物 50 元，起点数额不同，因此必须分别考虑．你认为应分哪几种情况考虑？ 

分组活动．先独立思考，再组内交流，然后各组汇报讨论结果． 

最后教师总结分析： 



1、如果累计购物不超过 50 元，则在两家商场购物花费是一样的； 

2、如果累计购物超过 50 元但不超过 100 元，则在乙商场购物花费小。 

3、如果累计购物超过 100 元，又有三种情况： 

(1)什么情况下，在甲商场购物花费小？ 

(2)什么情况下，在乙商场购物花费小？ 

(3)什么情况下，在两家商场购物花费相同？ 

上述问题，在讨论、交流的基础上，由学生自己解决，教师可适当点评。 

总结归纳： 通过体验买电脑、选商场购物，感受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不等关系，用

不等式来表示这样的关系可为解决问题带来方便．由实际问题中的不等关系列出不

等式，就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再通过解不等式可得到实际问题的答案． 

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 134 页习题 9.2 第 1 题（1）（2）第 3 题 1、2。 

教学后记： 

9.2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不等式（2） 

教学目标 1、会根据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建立数学模型，学会用去分母的方法解

一元一次不等式； 

2、通过去分母的方法解一元一次不等式，让学生了解数学中的化归思想，感知不

等式与方程的内在联系； 

3、结合实际，创设活泼有趣的情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在活动中获得

成功的体验，激发起求知的欲望，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教学重点： 列不等式解决问题中如何建立不等式关系，并根据不等关系列出不等

式。 

教学难点： 在实际问题中如何建立不等关系，并根据不等关系列出不等式。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复习巩固解下列不等式： 

①5x+54＜x-1 ②2（1 一 3x ） >3x＋20 ③2（一 3＋x）＜3（x＋2）④(x＋

5)<3(x－5)－6 

先让学生板演、练习，然后师生共同点评、订正，指出解题中应注意的地方，复习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 



提出问题 2002 年北京空气质量良好（二级以上）的天数与全年天数之比达到

55％．若到 2008 年这样的比值要超过 70％，那么,2008 年北京空气质量良好（二

级以上）的天数至少要增加多少天？ 

解决问题：1、2002 年北京空气质量良好的天数是多少？ 

2、用 x 表示 2008 年增加的空气质量良好的天数，则 2008 年北京空气质量良好

的天数是多少？ 

3、2008 年共有多少天？与 x 有关的哪个式子的值应超过 70％？这个式子表示什

么？ 

4、怎样解不等式 在学生讨论后，教师做解题过程示范． 

5、比较解这个不等式与解方程 的步骤，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在学生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师生共同归纳得出：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与解一元一次方程类似，只是不等式两边同乘以（或除以）一个

数时，要注意不等号的方向．解一元一次方程，要根据等式的性质，将方程逐步化

为 x－a 的形式；而解一元一次不等式，则要根据不等式的性质，将不等式逐步化

为 x>a 或 x<a)的形式． 

1、   巩固新知解下列不等式，并在数轴上表示解集： 

（1） （2）  

2、．当 x 或 y 满足什么条件时，下列关系成立？ 

（1）2(x+1）大于或等于 1；        （2 ） 4x 与 7 的和不小于 6； 

（3）y 与 1 的差不大于 2y 与 3 的差；    （4）3y 与 7 的和的 小于－2. 

总结归纳： 师生共同归纳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一般步骤，并与解一元一次方程再

次进行比较。 

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 134 页习题 9.2 第 1 题（3）~（6）、第 3 题（3）、（4）。 

教学后记： 

9.2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不等式（三） 

教学目标 1、会根据实际向题中的数量关系列不等式解决问题，熟练掌握一元一次

不等式的解法； 



2、初步感知实际问题对不等式解集的影响，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和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通过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挑战自我意识，激发学习兴趣． 

教学重点： 根据题意，分析各类问题中的数量关系，会熟练列不等式解应用问题。 

教学难点 ：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引入新课前面我们结合实际问题，讨论了如何根据数量关系列不等式以及如何解不

等式．在本节课上，我们将进一步探究如何用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

际问题． 

提出问题某次知识竞赛共有 20 道题．每道题答对加 10 分，答错或不答均扣 5 分：

小跃要想得分超过 90 分，他至少要答对多少道题？ 

探究新知 1、与题目数量有什么关系？ 

2、跃答对了 x 道题，则如何用含有 x 的式子表示得分？ 

3、不等式应用题的解法． 

教师在学生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板书解题过程，并指出：用不等式解应用问题时，必

须注意对未知数的限制条件． 

解决问题某班为了从甲、乙两同学中选出班长，进行了一次演讲答辩与民主测评活

动．聘请 A,B,C,D,E 五位老师为评委，对演讲答辩进行评分；全班 50 位同学参与

了民主测评．  

规定：演讲答辩得分按“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再算平均分”的方法确定；

民主测评得分一“好”票数×2 分十“较好”票数×l 分＋“一般”票数×．综合得分一演讲

答辩得分×(1－a)＋民主测评得分×a(0≤a≤0.8 

(1)当 a=0.6 时，甲的综合得分是多少？ 

(2)a 在什么范围时，甲的综合得分高？a 在什么范围时，乙的综合得分高？ 

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 134--135 页习题 9.2 第 2、7、8 题 

教学后记： 

9.3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一） 

教学目标 1.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概念，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集的意义，

掌握求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集的常规方法； 

2.经历知识的拓展过程，感受学习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必要性； 



3.逐步熟悉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感受类比与化归的思想。 

教学重点：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集和解法。 

教学难点：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解集的理解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创设情境： 提出问题小宝和爸爸、妈妈三人在操场上玩跷跷板，爸爸体重为 72 千

克，体重只有妈妈一半的小宝和妈妈一同坐在跷跷板的另一端，这时爸爸的一端仍

然着地。后来，小宝借来一副质量为 66 千克的哑铃，加在他和妈妈坐的一端，结

果爸爸被跷起离地．猜猜小宝的体重约是多少？在这个问题中，如果设小宝的体重

为 x 千克， 

（1）从跷跷板的状况你可以概括出怎样的不等关系？ 

（2）你认为怎样求 x 的范围，可以尽可能地接近小宝的体重？ 

在讨论或议论中，列出不等式： 

2x 十 x<72 

2x 十 x＋6＞72 

其中 x 同时满足以上两个不等式． 

在议论的基础上，老师揭示： 

一个量需要同时满足几个不等式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 

类比探索引出新知问题 2(教科书第 137 页） 

现有两根木条 a 和 b，a 长 10cm，b 长 3cm.如果再找一根木条。，用这三根木条

钉成一个三角形木框，那么对木条的长度有什么要求？ 

等式的性质 1。 

如果设木条长 xcm，那么 x 仅有小于两边之和还不够，仅有大于两边之差也不行，

必须同时满足 x<10+3 和 x>10-3. 

类似于方程组，引出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概念和记法．（教科书 137 页） 

类比方程组的解，引出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集的概念．（教科书 138 页） 

利用数轴，师生一起将问题 1、问题 2 的解集求出来． 

解法探讨出示教科书例 1，解下列不等式组： 



（1） （2）  

小组讨论：根据不等式组的解集的意义，你觉得解决例 1 需要哪些步骤？在这些

步骤中，哪个是我们原有的知识，哪个是我们今天获得的新方法？ 

在讨论的基础上，师生一起归纳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步骤：(1)求出各个不等式

的解集；(2)找出各个不等式的解集的公共部分（利用数轴）． 

师生一起完成例 1． 

巩固练习：学生练习：教科书第 140 页练习 1 

教师巡视、指导，师生共同评讲 

小结与作业 

1.课堂小结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有哪些感受？ 

2.教师归纳：学习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是数学知识拓展的需要，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

学习不等式组时，我们可以类比方程组、方程组的解来理解不等式组、不等式组的

解集的概念；求不等式组的解集时，利用数轴很直观，也很快捷，这是一种数与形

结合的思想方法，不仅现在有用，今后我们还会有更深的体验． 

作业 ：课本第 141 页习题 9.3 第 1、2、3 题 

教学后记： 

9.3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二） 

教学目标 1、熟练掌握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法，会用一元一次不等式组解决有关

的实际问题； 

2、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应用题的一般解题步骤，逐步形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3、体验数学学习的乐趣，感受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价值。 

教学重点 ：建立不等式组解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 

教学难点 ：正确分析实际问题中的不等关系，列出不等式组。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一、复习归纳 

在习题 9.3 第 1 题中，我们知道以下不等式组与解集的对应关系 



             

（1）   做出答案，请问你从中发现了什么？ 

（2）   如果 a、b 都是常数，且 a<b，你能不画数轴（但头脑中可以想数轴）很快

地写出它们的解集吗？ 

             

老师推荐一个口诀帮助大家记忆： 

小小取小；大大取大；大小小大取中间；大大小小取无聊。 

探究实际问题出示教科书第 139 页例 2(略） 

问：（1)你是怎样理解“不能完成任务”的数量含义的？ 

(2)你是怎样理解“提前完成任务”的数量含义的？ 

(3)解决这个问题，你打算怎样设未知数？列出怎样的不等式？ 

师生一起讨论解决例 2. 

归纳小结 1、教科书 140 页“归纳” 

2、你觉得列一元一次不等式组解应用题与列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应用题的步骤一样

吗？ 

在讨论或议论的基础上老师揭示： 

步法一致（设、列、解、答）；本质有区别．（见下表）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应用题与二元一次方程组应用题解题步骤异同表 

设列解（结果）答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一个未知数找不等关系一个范围根据题意写出答案 

二元一次不等式组两个未知数找等量关系一对数 

教师揭示：列不等式解应用题时，（1)不等号方向要符合实际的数量关系，不能颠

倒；(2)未知数所代表的量要确切，不能含含糊糊． 

练习： 教科书 140 页练习第 2 题。 



某校在一次参观活动中，把学生编为 8 个组，若每组比预定人数多 1 人，则参观

人数超过 200 人，若每组比预定人数少 2 人，则参观人数不大于 184 人，试求预

定每组学生的人数． 

教师巡视、指导、调控。 

布置作业： 教科书 141 页习题 9.3 第 4、5、6 题． 

教学后记： 

阅读与思考：利用不等关系分析比赛 

教学目标 1、了解部分体育比赛项目判定胜负的规则，复习并巩固不等式的相关知

识； 

2、以体育比赛问题为载体，探究实际问题中的不等关系，进一步体会利用不等式

解决问题的基本过程； 

3、在利用不等关系分析比赛结果的过程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

展逻辑思维能力和有条理表达思维过程的能力； 

4、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培养用数学眼光看世界的意识，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

注社会． 

教学重点： 利用不等关系分析预测比赛结果。 

教学难点： 在开放的问题情境中促使学生的思维从无序走向有序；在分析、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用数学眼光看世界的主动性 

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创设情境 ：引出话题多媒体展示有关雅典奥运会射击比赛的场景，进而引出问题

1：某射击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前 6 次射击共中 52 环，如果他要打破 89 环（10

次射击）的纪录，第 7 次射击不能少于多少环？ 

牛刀小试 

初享成功引出话题后，由于问题本身并不复杂，在同学解决此问题后，教师适当予

以表扬后应及时将问题变维发散，在探究中将思维引向深人． 

（1）如果第 7 次射击成绩为 8 环，最后三次射击中要有几次命中 10 环才能破纪

录？ 

（2）如果第 7 次射击成绩为 10 坏，最后三次射击中是否必须至少有一次命中 10

环才能破纪录？ 

扩大视野 



乘胜追击媒体展示多种场景，除了射击比赛，在竞技场上还有许许多多扣人心弦、

精彩纷呈的比赛，同学们有兴趣对他们也进行一些分析吗？ 

问题 2：有 A，B，C，D，E 五个队分同一小组进行单循环赛足球比赛，争夺出线

权．比赛规则规定：胜一场得 3 分，平一场得 1 分，负一场得 0 分，小组中名次

在前的两个队出线， 

小组赛结束后，A 队的积分为 9 分．你认为 A 队能出线吗？请说明理由． 

学生充分发表意见，在辩论中发现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考虑其他队的情况，

于是形成问题假设： 

(1)如果小组中有一个队的战绩为全胜，A 队能否出线？ 

(2)如果小组中有一个队的积分为 10 分，A 队能否出线？ 

(3)如果小组中积分最高的队积 9 分，A 队能否出线？ 

在讨论交流中形成问题、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自然涉及足球比赛的相关规则． 

总结: 1.归纳总结在上述利用不等关系分析比赛的问题解决中，我们是怎样进行思

考的？ 

2.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感受或体会。 

布置作业: P149 页复习题 9 第 11 题． 

第二课时 

复习引入在上节课中，我们曾利用不等关系对一些体育比赛的结果进行分析，初步

感触了分析解决此类问题的思想方法。 

研究的继续 

提出问题：某次篮球联赛中，火炬队与月亮队要争出线权．火炬队目前的战绩是

17 胜 13 负（其中有一场以 4 分之差负于月亮队），后面还要比赛 6 场（其中包

括再与月亮队比赛 1 场）；月亮队目前的战绩是 15 胜 16 负，后面还要比赛 5

场．为确保出线，火炬队在后面的比赛中至少要胜多少场？ 

在分析解决前述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会引发一些争论，提出一些问题假设，如： 

(1）如果火炬队在后面对月亮队 1 场比赛中至少胜月亮队 5 分，那么它在后面的

其他比赛中至少胜几场就一定能出线？ 

(2)如果月亮队在后面的比赛中 3 胜（包括胜火炬队 1 场)2 负，那么火炬队在后面

的比赛中至少要胜几场才能确保出线？ 

(3)如果火炬队在后面的比赛中 2 胜 4 负，未能出线，那么月亮队在后面的比赛中

战绩如何几 



(4)如果火炬队在后面的比赛中胜 3 场，那么什么情况下它一定出线？ 

以上问题由学生讨论交流最终得以解决，对于教学过程中生成的其他假设性问题可

视情况处理，或当堂继续或提议学生课外合作完成． 

初步应用:在 2003^2004 乒超联赛中，广东全球通与山东鲁能是最有实力赢得冠军

的两支队伍，广东全球通目前的战绩是 16 胜 1 负积 33 分，山东鲁能目前的战绩

是 13 胜 4 负积 30 分． 

在已经进行的两队之间的上一次比赛中，山东鲁能曾以 3：1 胜广东全球通，目前

两队后面都还有 5 场比赛（包括两队之间的另一场比赛）． 

根据背景资料，你能提出哪些问题与假设？你能运用学过的知识解决它吗？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你需要哪些知识上的帮助？ 

反思小结:教师以问题促反思的形式让学生进行回顾总结，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以

及如何用数学的方法以去分析解决问题。 

教学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