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  正数和负数 

 
 

 

1 ．了解正数和负数的产生过程以及数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2 ．理解正数和负数的意义，会判断一个数是正数还是负数； ( 重点 ) 

3 ．理解数 0 表示的量的意义； 

4 ．能用正数、负数表示生活中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 难点 ) 

                  

 

一、情境导入 

今年年初，一股北方的冷空气大规模地向南侵袭我国，造成大范围急剧降温，部分

地区降温幅度超过 10 ℃，南方有的地区的温度达到－ 1 ℃，北方有的地区甚至达

－ 25 ℃，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这里出现了一种新数 —— 负数，负数有什么特点？你知道它们表示的实际意义吗？ 

二、合作探究 

探究点一：正、负数的认识 

【类型一】   区分正数和负数 

  下列各数哪些是正数？哪些是负数？ 

－ 1 ， 2.5 ，＋ ， 0 ，－ 3.14 ， 120 ，－ 1.732 ，－ 中，正数是 ______________ ；

负数是 ______________ ． 

解析： 区分正数和负数要严格按照正、负数的概念 ， 注意 0 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

数． 



解： 在－ 1 ， 2.5 ，＋ ， 0 ，－ 3.14 ， 120 ，－ 1.732 ，－ 中，负数有：－ 1 ，

－ 3.14 ，－ 1.732 ，－ ，正数有： 2.5 ，＋ ， 120 ， 0 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

数．故答案为： 2.5 ，＋ ， 120 ；－ 1 ，－ 3.14 ，－ 1.732 ，－ . 

方法总结： 对于正数和负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带 “ ＋ ” 号的数是正数 ， 带 “ － ” 

号的数是负数 ， 要看其本质是正数还是负数 .0 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 后面会

学到＋ ( － 3) 不是正数 ， － ( － 2) 不是负数． 

【类型二】   对数 “ 0 ” 的理解 

  下列对 “0” 的说法正确的个数是 (    ) 

① 0 是正数和负数的分界点； ②0 只表示 “ 什么也没有 ” ； ③0 可以表示特定的

意义， 如 0 ℃； ④0 是正数； ⑤0 是自然数． 

A ． 3 B ． 4 C ． 5 D ． 0 

解析： 0 除了表示 “ 无 ” 的意义 ， 还表示其他的意义 ， 所以 ② 不正确； 0 既不

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 所以 ④ 不正确；其他的都正确．故选 A. 

方法总结： “ 0 ” 的意义不要单纯地认为表示 “ 没有 ” 的含义 ， 其实 “ 0 ” 表示的意

义非常广泛 ， 比如：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就是 0 ℃ ， 0 是正、负数的分界点等． 

探究点二：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类型一】   会用正、负数表示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如果温泉河的水位升高 0.8m 时水位变化记作＋ 0.8m ，那么水位下降 0.5m 时

水位变化记作 (    ) 

A ． 0m  B ． 0.5m  C ．－ 0.8m  D ．－ 0.5m 

解析： 由水位升高 0.8m 时水位变化记作＋ 0.8m ， 根据相反意义的量的含义 ， 

则水位下降 0.5m 时水位变化就记作－ 0.5m ， 故选 D. 

方法总结： 用正、负数表示相反意义的量时 ， 要抓住基准 ， 比基准量多多少记

为 “ ＋ ” 的多少 ， 少多少记为 “ － ” 的多少．另外 ， 通常把 “ 零上、上升、前进、

收入、运进、增产 ” 等规定为正 ， 与它们意义相反的量表示为负． 

【类型二】   用正、负数表示误差的范围 

  某饮料公司的一种瓶装饮料外包装上有 “500 ± 30(mL) ”字样，请问 “500 ± 

30(mL) ”是什么含义？质检局对该产品抽查 5 瓶，容量分别为 503mL ， 511mL ， 

489mL ， 473mL ， 527mL ，问抽查产品的容量是否合格？ 



解析： ＋ 30mL 表示比标准容量多 30mL ， － 30mL 表示比标准容量少 30mL. 则

合格范围是指容量在 470 ～ 530(mL) 之间． 

解： “500 ± 30(mL) ”是 500mL 为标准容量， 470 ～ 530(mL) 是合格范围， 

503mL ， 511mL ， 489mL ， 473mL ， 527mL ，抽查产品的容量是合格的． 

方法总结： 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是理解 “ 500 ± 30(mL) ” 的含义 ， 即 500 是标准 ， 

“ ＋ ” 表示比标准多 ， “ － ” 表示比标准少． 

【类型三】   和正、负有关的规律探究问题 

  观察下面依次排列的一列数，请接着写出后面的 3 个数，你能说出第 10 个数、

第 105 个数、第 2015 个数吗？ 

(1) 一列数： 1 ，－ 2 ， 3 ，－ 4 ， 5 ，－ 6 ， ______ ， ______ ， ______ ，…； 

(2) 一列数：－ 1 ， ，－ 3 ， ，－ 5 ， ， ____ ， ____ ， ____ ，… . 

解析： (1) 第 n 个数 ， 当 n 为奇数时 ， 此数为 n ；当 n 为偶数时 ， 此数为－ n ； 

(2) 第 n 个数 ， 当 n 为奇数时 ， 此数为－ n ；当 n 为偶数时 ， 此数为 . 

解： (1)7 ，－ 8 ， 9 ；第 10 个数为－ 10 ，第 105 个数是 105 ，第 2015 个数是 

2015 ； 

(2) － 7 ， ，－ 9 ；第 10 个数为 ，第 105 个数是－ 105 ，第 2015 个数是－ 
2015. 

方法总结： 解答探索规律的问题 ， 应全面分析所给的数据 ， 特别要注意观察符

号的变化规律 ， 发现数字排列的特征． 

三、板书设计 

正数和负数  

 

本节课通过学生身边熟悉的事物，让学生感受到负数的引入确实是实际生活的需

要．数学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经历讨论、探索、交流、合作等过程获得新知，

并能用所学的新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教学更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提

升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发展．使每个学生在数学上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收获． 



1 ． 2  有理数 

1 ． 2.1  有理数 

 
 

 

1 ．理解有理数的概念，掌握有理数的分类方法； ( 重点 ) 

2 ．会把所给的有理数填入相应的集合； ( 难点 ) 

3 ．经历对有理数进行分类探索的过程，初步感受分类讨论的数学思想． ( 重点 ) 

                    

 

一、情境导入 

某天毛毛看报纸，见到下面一段内容：冬季的一天，某地的最高气温为 6 ℃，最低

气温达到－ 10 ℃，平均气温是 0℃ ，而同一天北京的气温－ 3 ℃～ 7 ℃，这里出

现了哪些数？我们到目前为止学过了哪些数？你能试着将它们进行分类吗？今天我

们要把大家学过的数进行分类命名． 

二、合作探究 

探究点一：有理数的有关概念 

  下列各数：－ ， 1 ， 8.6 ，－ 7 ， 0 ， ，－ 4 ，＋ 101 ，－ 0.05 ，－ 9 

中， (    ) 

A ．只有 1 ，－ 7 ，＋ 101 ，－ 9 是整数 

B ．其中有三个数是正整数 

C ．非负数有 1 ， 8.6 ，＋ 101 ， 0 

D ．只有－ ，－ 4 ，－ 0.05 是负分数 

解析： 根据有理数的有关概念 ， 整数包括： 1 ， － 7 ， 0 ， ＋ 101 ， － 9 ， 故

选项 A 错误；正整数只有两个 ， 即 1 和＋ 101 ， 故选项 B 错误；非负数包括有 1 ， 

8.6 ， ＋ 101 ， 0 ， ， 故选项 C 错误；负分数包括－ ， － 4 ， － 0.05 ， 故选

项 D 正确．故选 D. 



方法总结： 当有理数只含有单个符号时 ， 带负号的数即为负数．然后再区分是整

数还是分数． 

探究点二：有理数的分类 

  把下列各数填入相应的集合内．－ 10 ， 8 ，－ 7 ， 3 ，－ 10% ， ， 2 ， 

0 ， 3.14 ，－ 67 ， ， 0.618 ，－ 1 ， 0.3080080008 … 

正数集合 {             …} ； 

负数集合 {             …} ； 

整数集合 {             …} ； 

分数集合 {             …} ． 

解析： 要将各数填入相应的集合里 ， 首先要弄清楚有理数的分类标准 ， 其次要

弄清楚每个数的特征．在填入相应的集合时 ，要注意每个有理数，身兼不同的身

份，所以解答时不要顾此失彼． 

解： 正数集合 {8 ， 3 ， ， 2 ， 3.14 ， ， 0.618 ， 0.3080080008 …  …} ； 

负数集合 { － 10 ，－ 7 ，－ 10% ，－ 67 ，－ 1   …} ； 

整数集合 { － 10 ， 8 ， 2 ， 0 ，－ 67 ，－ 1   …} ； 

分数集合 { － 7 ， 3 ，－ 10% ， ， 3.14 ， ， 0.618 ， 

0.3080080008 …  …} ． 

方法总结： 在填数时要注意以下两种方法： 

(1) 逐个考察给出的每一个数 ， 看它是什么数 ， 是否属于某一集合； (2) 逐个填

写相应集合 ， 从给出的数中找出属于这个集合的数 ， 避免出现漏数的现象． 

三、板书设计 

1 ．有理数的概念 

(1) 整数：正整数、零和负整数统称整数． 

(2) 有理数：正整数、 0 、负整数、正分数、负分数都可以写成分数的形式，这样

的数称为有理数． 

2 ．有理数的分类 



①按定义分类为：     ② 按性质分类为： 

有理数 有理数  

 

本节课是有理数分类的教学，要给学生较大的思维空间，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参加

学习活动，亲自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避免教师直接分类带来学习的枯燥性．要有

意识地突出 “ 分类讨论 ” 数学思想的渗透，明确分类标准不同，分类的结果也不相

同，且分类结果应是无遗漏、无重复的． 

1 ． 2.2  数 轴 

 
 

 

1 ．掌握数轴的概念，理解数轴上的点和有理数的对应关系； ( 重点 ) 

2 ．会正确地画出数轴，会用数轴上的点表示给定的有理数； ( 难点 ) 

3 ．会根据数轴上的点读出所表示的有理数； ( 难点 ) 

4 ．感受在特定的条件下数与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一、情境导入 

1 ．欣欣感冒了，医生用体温计测量了她的体温，并说： “37.8 度 ” ． 

提出问题：医生为什么通过体温计就可以读出任意一个人的体温？ 

2 ．我们再一起去看看中秋节祖国各地的自然风光和温度情况 ( 电脑分别显示嘉峪

关、长白山、颐和园三个旅游景点的自然风光，温度分别为－ 3 ℃， 0 ℃， 20 ℃ ) 

 



 嘉峪关－ 3 ℃   长白山 0℃   颐和园 20 ℃ 

提出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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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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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问题：请找出一支温度计从外观上具有哪些不可缺少的特征？ 

二、合作探究 

探究点一：数轴的概念 

  下列图形中是数轴的是 (    ) 

A.  B.  

C.  D.  

解析： A 中的没有单位长度 ， 错误； B 中没有正方向 ， 错误； C 中满足原点 ， 

正方向 ， 单位长度 ， 正确； D 中没有原点 ， 错误．故选 C. 

方法总结： 要判断一条直线是不是数轴 ， 要抓住它的三要素：原点、正方向和单

位长度 ， 三者缺一不可． 

探究点二：有理数与数轴的关系 

【类型一】   读出数轴上的点所表示的数 

  指出如图中所表示的数轴上的 A 、 B 、 C 、 D 、 E 、 F 各点所表示的数． 

 

解析： 要确定数轴上的点所表示的数可利用以下方法： (1) 确定符号 ， 在原点右

边为正数 ， 在原点左边为负数； (2) 确定数字 ， 即距离原点是几个单位长度． 

解： 由图可知， A 点表示：－ 4.5 ； B 点表示： 4 ； C 点表示：－ 2 ； D 点表示： 

5.5 ； E 点表示： 0.5 ； F 点表示 7. 

方法总结： 在确定数字时 ， 要认真观察已知点是在原点的左边还是右边 ， 对于 

A 、 D 这种情况 ， 要注意它们所表示的数是在哪两个数之间． 

【类型二】   在数轴上表示有理数 

  画出数轴，并用数轴上的点表示下列各数： 

－ 5 ， 2.5 ， 3 ，－ ， 0 ，－ 3 ， 3 . 



解析： (1) 画数轴必须具备 “ 三要素 ” ， 三者缺一不可；单位长度必须一致 ， 不

能长短不一；正方向向右； (2) 用数轴上的点表示数时 ， 注意数的符号和该数到

原点的距离． 

解： 如图： 

 

方法总结： 用数轴上的点表示数时 ， 首先由数的性质符号确定该数应在原点的左

边还是右边 ， 然后再根据该数到原点的距离 ， 确定位置． 

【类型三】   数轴上两点间的距离问题 

  数轴上的点 A 表示的数是＋ 2 ，那么与点 A 相距 5 个单位长度的点表示的数

是 (    ) 

A ． 5 B ．± 5 

C ． 7 D ． 7 或－ 3 

解析： 与点 A 相距 5 个单位长度的点表示的数有 2 个 ， 分别是 7 或－ 3 ， 故选 D. 

方法总结： 解答此类问题要注意考虑两种情况 ， 即要求的点在已知点的左侧或右

侧．另外 ， 点在数轴上移动时也要分向左、向右两种情况． 

三、板书设计 

1 ．数轴 

(1) 原点 

(2) 正方向 

(3) 单位长度 

2 ．数轴上的点与有理数间的关系 

(1) 原点表示零 

(2) 原点右边的点表示正数 

(3) 原点左边的点表示负数 

 

数轴是数形转化、结合的重要桥梁，教学时的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发现生活中的数学．让学生通过观察、思考和自己动手操作、经历和体验数轴的形



成过程，加深对数轴概念的理解，同时培养学生的抽象和概括能力，学习过程中也

体现出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抽象概括的认识规律． 

1 ． 2.3  相反数 

 
 

 

1 ．借助数轴理解相反数的概念，并能求给定数的相反数； ( 重点 ) 

2 ．了解一对相反数在数轴上的位置关系； ( 重点 ) 

3 ．掌握双重符号的化简； ( 难点 ) 

4 ．通过从数和形两个方面理解相反数，初步体会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 

                  

 

一、情境导入 

1 ．让两个学生在讲台前背靠背站好 ( 分左右 ) ，规定向右为正 ( 正号可以省略 ) ，

向右走 2 步，向左走 2 步各记作什么？ 

2 ．规定两个同学未走时的点为原点，用上一节课学的数轴将上述问题情境中的 2 

和－ 2 表示出来． 

3 ．从数轴上观察，这两位同学各走的距离都是 2 步，但方向相反，可用 2 和－ 2 

表示，这两个数具有什么特点？ 

 

二、合作探究 

探究点一：相反数的意义 

【类型一】   相反数的代数意义 

  写出下列各数的相反数： 16 ，－ 3 ， 0 ，－ ， m ，－ n . 

解析： 只需将各数前面的正、负号换一下即可 ， 但要注意 0 的相反数是 0. 



解： － 16 ， 3 ， 0 ， ，－ m ， n . 

方法总结： 求一个数的相反数 ， 只需改变它前面的符号 ， 符号后面的数不变； 0 

的相反数是 0. 

【类型二】   相反数的几何意义 

 (1) 数轴上离原点 3 个单位长度的点所表示的数是 ________ ，它们的关系为 

____________ ． 

(2) 在数轴上，若点 A 和点 B 分别表示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点 A 在点 B 的左侧，

并且这两个数的距离是 12.8 ，则 A ＝ ______ ， B ＝ ______ ． 

解析： (1) 左边距离原点 3 个单位长度的点是－ 3 ；右边距离原点 3 个单位长度的

点是 3 ，∴ 距离原点 3 个单位长度的点所表示的数是 3 或－ 3. 它们互为相反数； 

(2) ∵点 A 和点 B 分别表示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 ，∴ 原点到点 A 与点 B 的距离相等 ，

∵ A 、 B 两点间的距离是 12.8 ，∴ 原点到点 A 和点 B 的距离都等于 6.4. ∵点 A 在点 

B 的左侧 ，∴ 这两点所表示的数分别是 － 6.4 ， 6.4. 

方法总结： 本题考查了相反数的几何意义 ， 解题时应从相反数的意义入手 ， 明

确互为相反数的两数到原点距离相等 ， 这种 “ 利用概念解题 ， 回到定义中去 ” 是

一种常用的解题技巧． 

【类型三】   相反数与数轴相结合的问题 

  如图，图中数轴 ( 缺原点 ) 的单位长度为 1 ，点 A 、 B 表示的两数互为相反数，

则点 C 所表示的数为 (    ) 

 

A ． 2 B ．－ 4 C ．－ 1 D ． 0 

解析： 由题意如图 ， 

        

数轴向右为正方向 ， 数轴 ( 缺原点 ) 的单位长度为 1 ，∴ 点 C 所表示的数为－ 1 ， 

故应选 C. 

方法总结： 先在数轴上找到原点 ， 从而确定点 C 所表示的数 ， 同时牢记互为相

反数的两个点到原点的距离相等． 

探究点二：化简多重符号 

  化简下列各数． 

(1) － ( － 8) ＝ ________ ； 



(2) － ( ＋ 15 ) ＝ ________ ； 

(3) － [ － ( ＋ 6)] ＝ ________ ； 

(4) ＋ ( ＋ ) ＝ ________ ． 

解： (1) － ( － 8) ＝ 8 ； 

(2) － ( ＋ 15 ) ＝－ 15 ； 

(3) － [ － ( ＋ 6)] ＝－ ( － 6) ＝ 6 ； 

(4) ＋ ( ＋ ) ＝ . 

方法总结： 化简多重符号时 ， 只需数一下数字前面有多少个负号 ， 若有偶数个 ， 

则结果为正；若有奇数个 ， 则结果为负． 

三、板书设计 

1 ．相反数 

(1) 只有符号不同的两个数． 

(2) a 的相反数是－ a ， 0 的相反数是 0. 

(3) 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和为 0. 

2 ．多重符号的化简 

(1) 偶数个 “ － ” 号，结果为正数． 

(2) 奇数个 “ － ” 号，结果为负数． 

 

从具体的场景出发，利用数轴引导学生感受相反数的意义．通过教师的层层设问，

充分展示学生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学会 “ 理性 ” 思考，从而归纳出互为相反数的意

义．让学生意识到数学 “ 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 ；在认识相反数的意义的过程中，

通过数形结合，将数 学文化灵活应用于教学中，旨在让学生领会归纳相反数意义

的多样性、概括性． 



1 ． 2.4  绝对值 

第 1 课时 绝对值 

 
 

 

1 ．理解绝对值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通过从数、形两个方面理解绝对值的意义，

初步了解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 ( 重点 ) 

2 ．会求一个数的绝对值，知道一个数的绝对值，会求这个数； ( 难点 ) 

3 ．通过应用绝对值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 

                    

 

一、情境导入 

从一栋房子里，跑出有两只狗 ( 一灰一黄 ) ，有人在房子的西边 3 米处以及房子的

东边 3 米处各放了一根骨头，两狗发现后，灰狗跑向西 3 米处，黄狗跑向东 3 米处

分别衔起了骨头． 

问题： 1. 在数轴上表示这一情景． 

2 ．两只小狗它们所跑的路线相同吗？ 

3 ．两只小狗它们所跑的路程一样吗？ 

在实际生活中，有时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问题我们只需要考虑数的大小而不考虑

方向．在我们的数学中，就是不需要考虑数的正负性，比如：在计算小狗所跑的路

程时，与狗跑的方向无关，这时所走的路程只需要用正数来表示，这样就必需引进

一个新的概念 —— 绝对值． 

二、合作探究 

探究点一：绝对值的意义及求法 

【类型一】   求一个数的绝对值 

  － 3 的绝对值是 (    ) 

A ． 3  B ．－ 3  C ．－  D.    



解析： 根据一个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 ， 所以－ 3 的绝对值是 3. 故选 A. 

方法总结： 一个正数的绝对值是它本身；一个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 0 的

绝对值是 0. 

【类型二】   利用绝对值求有理数 

  如果一个数的绝对值等于 ，则这个数是 __________ ． 

解析： ∵ 或－ 的绝对值都等于 ，∴ 绝对值等于 的数是 或－ . 

方法总结： 解答此类问题容易漏解、考虑问题不全面 ， 所以一定要记住：绝对值

等于某 一个数的值有两个 ， 它们互为相反数 ， 0 除外． 

【类型三】   化简绝对值 

  化简： | － | ＝ ______ ；－ | － 1.5| ＝ ______ ； | － ( － 2)| ＝ ______ ． 

解析： | － | ＝ ；－ | － 1.5| ＝－ 1.5 ； | － ( － 2)| ＝ |2| ＝ 2. 

方法总结： 根据绝对值的意义解答．即若 a ＞ 0 ， 则 | a | ＝ a ；若 a ＝ 0 ， 则 | a 

| ＝ 0 ；若 a ＜ 0 ， 则 | a | ＝－ a . 

探究点二：绝对值的性质及应用 

【类型一】   绝对值的非负性及应用 

  若 | a － 3| ＋ | b － 2015| ＝ 0 ，求 a ， b 的值． 

解析： 由绝对值的性质可知 | a － 3| ≥ 0 ， | b － 2015| ≥ 0 ， 则有 | a － 3| ＝ | b 

－ 2015| ＝ 0. 

解： 由绝对值的性质得 | a － 3| ≥ 0 ， | b － 2015| ≥ 0 ，又因为 | a － 3| ＋ | b － 

2015| ＝ 0 ，所以 | a － 3| ＝ 0 ， | b － 2015| ＝ 0 ，所以 a ＝ 3 ， b ＝ 2015. 

方法总结： 如果几个非负数的和为 0 ， 那么这几个非负数都等于 0. 

【类型二】   绝对值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第 53 届世乒赛于 2015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3 日在苏州举办，此次比赛中用球

的质量有严格的规定，下表是 6 个乒乓球质量检测的结果 ( 单位：克，超过标准质

量的克数记为正数，不足标准重量的克数记为负数 ). 

一号球 二号球 三号球 四号球 五号球 六号球 



－ 0.5 0.1 0.2 0 － 0.08 － 0.15 

      

(1) 请找出三个误差相对较小一些的乒乓球，并用绝对值的知识说明． 

(2) 若规定与标准质量误差不超过 0.1g 的为优等品，超过 0.1g 但不超过 0.3g 的为

合格品，在这六个乒乓球中，优等品、合格品和不合格品分别是哪几个乒乓球？请

说明理由． 

解析： 由绝对值的几何定义可知 ，一个数的绝对值越小，离原点越近，将实际问

题转化为距离标准质量越小，即绝对值越小，就越接近标准质量． 

解： (1) 四号球， |0| ＝ 0 正好等于标准的质量，五号球， | － 0.08| ＝ 0.08 ，比

标准球轻 0.08 克，二号球， | ＋ 0.1| ＝ 0.1 ，比标准球重 0.1 克． 

(2) 一号球 | － 0.5| ＝ 0.5 ，不合格，二号球 | ＋ 0.1| ＝ 0.1 ，优等品，三号球 |0.2| 

＝ 0.2 ，合格品，四号球 |0| ＝ 0 ，优等品，五号球 | － 0.08| ＝ 0.08 ，优等品，

六号球 

| － 0.15| ＝ 0.15 ，合格品． 

方法总结： 判断质量、零件尺寸等是否合格 ， 关键是看偏差的绝对值的大小 ， 

而与正、负数无关． 

三、板书设计 

1 ．绝对值的几何定义：一般地，数轴上表示数 a 的点与原点的距离叫作数 a 的绝

对值，记作 | a |. 

2 ．绝对值的代数定义：一个正数的绝对值是它本身；一个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

反数； 0 的绝对值是 0. 用符号表示为： | a | ＝ 或 | a | ＝  

 

绝对值这个名词既陌生，又是一个不易理解的数学术语，是本章的重点内容，同时

也是一个难点内容．教材从几何的角度给出绝对值的概念，也就是从数轴上表示数

的点的位置出发，得出定义的．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教给学生探索方法、使学生了解知识的形成过程，

并掌握更多的数学思想、方法；教学过程中做到形数兼备、数形结合． 



第 2 课时 有理数大小的比较 

 
 

 

1 ．掌握有理数大小的比较法则； ( 重点 ) 

2 ．会比较有理数的大小，并能正确地使用 “>” 或 “<” 号连接； ( 重点 ) 

3 ．能初步进行有理数大小比较的推理和书写． ( 难点 ) 

                  

 

一、情境导入 

某一天我国 5 个城市的最低气温如图所示： 

 

(1) 从刚才的图片中你获得了哪些信息？ 

(2) 比较这一天下列两个城市间最低气温的高低 ( 填 “ 高于 ” 或 “ 低于 ”) ． 

广州 ______ 上海；北京 ______ 上海；北京 ______ 哈尔滨；武汉 ______ 哈尔滨；武汉 

______ 广州． 

二、合作探究 

探究点一：借助数轴比较有理数的大小 

【类型一】   借助数轴直接比较数的大小 

  画出数轴，在数轴上表示下列各数，并用 “ ＜ ” 连接：＋ 5 ，－ 3.5 ， ，－ 1 

， 4 ， 0. 

解析： 画出数轴 ， 在数轴上标出表示各数的点 ， 然后根据右边的数总比左边的

数大进行比较． 

解： 如图所示： 

 



因为在数轴上右边的数大于左边的数，所以－ 3.5 ＜－ 1 ＜ 0 ＜ ＜ 4 ＜＋ 5. 

方法总结： 此类问题是考查有理数的意义以及数轴的有关知识 ， 正确地画出数轴

是解决本题的关键． 

【类型二】   借助数轴间接比较数的大小 

  已知有理数 a 、 b 在数轴上的位置如图所示．比较 a 、 b 、－ a 、－ b 的大小，

正确 的是 (    ) 

 

A ． a ＜ b ＜－ a ＜－ b  B ． b ＜－ a ＜－ b ＜ a 

C ．－ a ＜ a ＜ b ＜－ b  D ．－ b ＜ a ＜－ a ＜ b 

解析： 由图可得 a ＜ 0 ＜ b ， 且 | a | ＜ | b | ， 则有：－ b ＜ a ＜－ a ＜ b . 故选 D. 

方法总结： 解答本题的关键是结合数轴和绝对值的相关知识 ， 从数轴上获取信息 ， 

判断数的大小． 

探究点二：运用法则比较有理数的大小 

【类型一】   直接比较大小 

  比较下列各对数的大小： 

(1)3 和－ 5 ； 

(2) － 3 和－ 5 ； 

(3) － 2.5 和－ | － 2.25| ； 

(4) － 和－ . 

解析： (1) 根据正数大于负数； (2) 、 (3) 、 (4) 根据两个负数比较大小 ， 绝对值

大的数反而小． 

解： (1) 因为正数大于负数，所以 3 ＞－ 5 ； 

(2) 因为 | － 3| ＝ 3 ， | － 5| ＝ 5 ， 3 ＜ 5 ，所以－ 3 ＞－ 5 ； 

(3) 因为 | － 2.5| ＝ 2.5 ，－ | － 2.25| ＝－ 2.25 ， | － 2.25| ＝ 2.25 ， 2.5 ＞ 2.25 ，

所以－ 2.5 ＜－ | － 2.25| ； 

(4) 因为 | － | ＝ ， | － | ＝ ， ＜ ，所以－ < － . 



方法总结： 在比较有理数的大小时 ， 应先化简各数的符号 ， 再利用法则比较数

的大小． 

【类型二】   有理数的最值问题 

  设 a 是绝对值最小的数， b 是最大的负整数， c 是最小的正整数，则 a 、 b 、 

c 三数分别为 (    ) 

A ． 0 ，－ 1 ， 1 B ． 1 ， 0 ，－ 1 

C ． 1 ，－ 1 ， 0 D ． 0 ， 1 ，－ 1 

解析： 因为 a 是绝对值最小的数 ， 所以 a ＝ 0 ， 因为 b 是最大的负整数 ， 所以 b 

＝－ 1 ， 因为 c 是最小的正整数 ， 所以 c ＝ 1 ， 综上所述 ， a 、 b 、 c 分别为 0 、

－ 1 、 1. 故选 A. 

方法总结： 要理解并记住以下数值：绝对值最小的有理数是 0 ；最大的负整数是

－ 1 ；最小的正整数是 1. 

三、板书设计 

1 ．借助数轴比较有理数的大小： 

在数轴上右边的数总比左边的数大 

2 ．运用法则比较有理数的大小： 

正数与 0 的大小比较 

负数与 0 的大小比较 

正数与负数的大小比较 

负数与负数的大小比较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比较有理数大小的两种方法，教学设计主要是从基

础出发，从简单到复杂，层层递进，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掌握有理数大小比较

的方法．通过本节的教学，大部分学生能够理解法则的内容，但真正掌握有理数的

大小比较的方法还需要一定量的练习进行巩固．同时在教学中还要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意识，让学生逐步解决所设计的问题，并能举一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