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一元一次方程 

3 ． 1  从算式到方程 

3 ． 1.1  一元一次方程 ( 2 课时 ) 第 1 课时 方程的概念 

            

1 ． 初步学会寻找问题中的相等关系 ， 列出方程 ， 了解方程的概念． 

2 ． 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重点 

了解一元一次方程及相关概念． 

难点 

寻找问题中的相等关系 ， 列方程． 

            

活动 1 ：创设情境 ， 导入新课 

师：小学中我们已经学习过列方程解决问题 ， 什么是方程？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学生回答． 

活动 2 ：探究新知 

1 ． 定义方程 ， 回顾举例 

师：你知道什么叫方程吗？ 

生：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叫做方程． 

师：你能举出一些方程的例子吗？ 

由学生举例 ， 教师总结． 

练习： 

判断下列式子是不是方程 ， 正确的打 “√” ， 错误的打 “×” ． 

(1)1 ＋ 2 ＝ 3     (2)x ＋ 2 ＞ 1     (3)1 ＋ 2x ＝ 4 

(4)x ＋ y ＝ 2     (5)x 2 － 1      (6)x 2 ＝ x ＋ 2 

(7)x ＋ 3 － 5     (8)x ＝ 8 



2 ． 如何根据题意列方程 

师：利用多媒体展示图片 ， 出示教材本小节开头的问题： 

一辆客车和一辆卡车同时从 A 地出发沿同一公路同方向行驶 ， 客车的行驶速度是 

70  km / h ， 卡车的行驶速度是 60  km / h ， 客车比卡车早 1 小时经过 B 地 ， A ， 

B 两地间的路程是多少？ 

学生分组活动 ， 同桌两个同学讨论看能否用算术方法解 ， 然后考虑用方程如何解

决 ， 然后小组内同学交流 ， 教师可以参与到学生中去 ， 要关注学生解决问题的

思路 ， 在用算术法时 ， 是否遇到了麻烦 ， 用方程可以轻松解决吗？让学生感受

方程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优势． 

解：设 A ， B 两地间的路程是 x  km . 根据客车比卡车早 1 小时经过 B 地 ， 可得方

程 

－ ＝ 1. 

在这一过程的教学中 ， 教师不仅要使学生掌握本问题的解决方法 ， 更重要的是让

学生去体会列方程过程中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在这一过程中 ， 教师还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新能力 ， 可以让他们进

行小组间的交流 ， 也可以根据题意画一个表格讨论 ， 看一看各小组所列的方程是

否一致 ， 以开拓学生的思路 ， 从而掌握更多的解题方法． 

活动 3 ：归纳整理 

师：提出问题 ， 你能谈谈列方程过程中的思路和方法吗？你是怎样一步步列出方

程的？ 

学生讨论交流 ， 然后回答． 

算术法和方程法有什么不同？你能谈谈你的认识吗？ 

两种方法的比较： 

从形式上观察：算术方法与方程方法有什么不同的情况出现？ 

从思路上看：你刚才做题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 师根据学生的口述列成表 ， 便于比较 ) 

用方程解          用算术方法解        

1. 未知数用 x 表示 ， x 参加列式 1. 未知数不参加列式     

2. 根据题意找出数量间的相等  



关系 ， 列出含有未知数 x 的等式 2. 根据题里已知数和未知数间的 

关系 ， 确定解答步骤 ， 再列式计算  

  

  师指出：在两个方面的区别中 ， 未知数能不能参加列式决定了怎样分析 ， 并

且决定了列式的不同特点． 

学生讨论交流后回答． 

教师不必苛求学生的回答 ， 只要学生能谈出一两点体会 ， 教师都应当加以鼓励． 

练习：教材练习第 1 ， 2 题． 

学生独立完成 ， 然后交流． 

活动 4 ：小结与作业 

小结：谈谈你本节课的收获． 

作业：习题 3.1 第 1 ， 5 题． 

            

要上好一节课不仅要埋头钻研教材 ， 设计教学过程 ， 还必须善于与学生交流 ， 

要学会从学生的角度看问题 ， 也就是常说的要学会做学生 ， 应从学生能否理解的

角度来安排适当的教学程序 ， 用有趣的资料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 更应主动地去

了解学生对过去相应的知识的掌握程度 ， 这样才能把握住实施教的深浅及分寸 ， 

做到进行适当的引导 ，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 2 课时 一元一次方程 

            

1 ． 理解一元一次方程、方程的解的概念． 

2 ． 掌握检验某个值是不是方程的解的方法． 

            

重点 

寻找等量关系 ， 列出方程． 

难点 

对于复杂一点的方程 ， 用估算的方法寻求方程的解 ， 需要多次的尝试 ， 也需要

一定的估计能力． 



            

一、情境引入 

师出示问题：问题：小雨、小思的年龄和是 25 ， 小雨年龄的 2 倍比小思的年龄大 

8 岁 ， 小雨、小思的年龄各是几岁？ 

如果设小雨的年龄为 x 岁 ， 你能用不同的方法表示小思的年龄吗？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 ， 教师加以引导：小思的年龄可以用两个不同的式子 25 － x 

和 2x － 8 来表示 ， 这说明许多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可以用含字母的式子来表示． 

由于这两个不同的式子表示的是同一个量 ， 因此我们可以写成： 25 － x ＝ 2x － 

8.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方程． 

二、尝试探究 

师：让学生尝试解决例 1 ， 对于基础比较差的学生 ， 教师可以作如下提示： 

(1) 选择一个未知数 ， 设为 x. 

(2) 对于这三个问题 ， 分别考虑： 

用含 x 的式子分别表示正方形的周长； 

用含 x 的式子表示这台计算机 x 个月的使用时间； 

用含 x 的式子分别表示男生和女生的人数． 

(3) 找一个问题中的相等关系列出方程． 

学生讨论完成后交流． 

师：让学生观察并讨论所列方程等号两边式子的关系 ， 师生归纳： 

(1) 方程等号两边表示的是同一个量； 

(2) 左右两边表示的方法不同． 

简单地说：列方程就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表示同一个量． 

学生讨论交流：以上各题 ， 你还能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表示另一个量 ， 再列出方

程吗？ 

让学生在学习小组内讨论 ， 然后分组汇报交流： 

如 (2) 题中 ， 选 “ 已使用的时间 ” 可列方程： 2450 － 150x ＝ 1700. 

选 “ 还可使用的时间 ” 可列方程： 150x ＝ 2450 － 1700. 

解题书写过程 ( 略 ) ． 



三、探究概念 

学生讨论交流． 

在学生观察上述方程的基础上 ， 教师进行归纳：各方程都只含有一个未知数 ， 并

且未知数的指数都是 1 ， 这样的方程叫做一元一次方程式． 

“ 一元 ” ：一个未知数 ， “ 一次 ” ：未知数的次数是一次． 

引导学生归纳： 

从上面的分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 ， 用方程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 ， 一般要经历哪

几个步骤？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 ， 教师用方框表示： 

 

分析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 ， 利用其中的相等关系列出方程 ， 是用数学解决实际

问题的一种方法． 

列出方程后 ， 还必须解这个方程 ， 求出未知数的值 ， 对于简单的方程 ， 我们可

以采用估算的方法． 

① 问题：你认为该怎样进行估算？ 

可以采用 “ 尝试 — 发现 — 归纳 ” 的方法：让学生尝试后发现 ， 要求出答案必须用

一些具体的数值代入 ， 看方程是否成立 ， 最后教师进行归纳． 

可以用列表的方法进行尝试 ， 也可以像下面的示意图那样按程序进行尝试． 

② 在此基础上给出概念：能使方程左右两边相等的未知数的值 ， 叫做方程的解 ， 

求方程解的过程 ， 叫做解方程． 

一般地 ， 要检验某个值是不是方程的解 ， 可以用这个值代替未知数代入方程 ， 

看方程左右两边是否相等． 

          

四、练习与小结 

练习：教材练习第 3 题． 

小结： 



1 ． 谈谈你对一元一次方程的认识． 

2 ． 谈谈你对列方程的认识． 

3 ． 如何进行估算？ 

五、布置作业 

习题 3.1 第 6 ， 7 ， 8 题． 

            

  学生在小学已经对方程有初步认识 ， 但这个过程没有给 “ 一元一次方程 ” 这样准

确的理性的概念．本节课是基于学生在小学已经学习的基础上来进行的．继续对有

关方程的一些初步知识 ， 并能通过对多个熟悉的实际问题的分析 ， 由学生结合已

有知识 ， 得出一元一次方程 ， 并能给出一元一次方程的简单概念及一些相关概念． 

3 ． 1.2  等式的性质 ( 2 课时 ) 

第 1 课时 等式的性质 

            

1 ． 了解等式的两条性质． 

2 ． 会用等式的性质解简单的 ( 用等式的一条性质 ) 一元一次方程． 

3 ． 培养观察、分析、概括及逻辑思维能力． 

            

重点 

理解和应用等式的性质． 

难点 

应用等式的性质把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化成 “ x ＝ a ” 的形式． 

            

活动 1 ：创设情境 ， 导入新课 

师：哪位同学能谈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哪些内容？ 

学生思考回答． 

师：通过估算的方法 ， 我们可以求得方程的解 ， 可是我们也看到 ， 通过估算求

解 ， 需要通过多次尝试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 有没有相对简单的方法 ， 使我们

可以获得方程的解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来学习解方程． 



活动 2 ：探究等式的性质 

分组进行实验 ( 时间约 10 ～ 15 分钟 ) ；每小组准备天平一架 ， 砝码、等质量小

木块等若干．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以下操作． 

操作 (1) 

1 ． 先在托盘中放入一块小木块 ， 然后在另一个托盘中加入砝码 ， 使天平平衡． 

2 ． 然后在两个托盘中放入等质量的木块各一块 ， 观察此时天平是否平衡 ， 可以

重复此步骤． 

操作 (2) 

在两个托盘中放入等质量的木块各一块 ， 观察此时天平是否平衡． 

在两个托盘中放入等质量的木块各两块 ， 观察此时天平是否平衡． 

在两个托盘中放入等质量的木块各相等数量的块数 ， 观察此时天平是否平衡 ， 可

以重复此步骤． 

思考：这其中包含的数学道理是什么？ 

学生讨论后交流． 

然后师生共同归纳出等式的性质： 

如果 a ＝ b ， 那么 a±c ＝ b±c. 

等式性质 1 ：等式两边加 ( 或减 ) 同一个数或同一个式子 ， 结果仍相等． 

教师按类似的方法得出等式性质 2 ： 

如果 a ＝ b ， 那么 ac ＝ bc ； 

如果 a ＝ b ， 那么 ＝ (c ≠ 0) ． 

等式性质 2 ：等式两边乘同一个数 ， 或除以同一个不为 0 的数 ， 结果仍相等． 

活动 3 ：解决问题 

师出示教材 82 页例 2(1)(2) ． 

师生共同分析如何运用等式的性质解决这两个问题 ， 在分析过程中教师注意化归

思想的渗透 ， 应当告诉学生解方程就是使方程向 “ x ＝ a ” 的形式进行化归 ， 沿着

这个思路进行引导 ， 使学生感受化归思想 ， 能自觉地运用等式的性质解决问题． 

解：略 



练习：教材第 83 页练习 (1)(2) ． 

学生独立完成 ， 然后同学间交流． 

根据时间情况和学生的掌握情况 ， 教师可以随机再补充几个练习． 

活动 4 ：小结与作业 

小结：谈谈你对等式性质的认识． 

作业：习题 3.1 第 2 ， 3 题． 

            

  等式的性质 ( 关于乘除的 ) ， 是在学生掌握了等式的性质 ( 关于加减的 ) 的基础上

教学的．学生已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 ， 形成了一定的推理能力．因此 ， 本节课

教学中 ， 充分利用原有的知识 ， 探索、验证 ， 从而获得新知 ， 给每个学生提供

思考、表现、创造的机会 ， 使他成为知识的发现者、创造者 ， 培养学生自我探究

和实践能力． 

第 2 课时 用等式的性质解方程 

            

1 ． 通过解一元一次方程进一步理解等式的性质； 

2 ． 会用等式的性质解简单的 ( 两次运用等式的性质 ) 一元一次方程． 

            

重点 

用等式的性质解方程． 

难点 

需要两次运用等式的性质 ， 并且有一定的思维顺序． 

            

一、创设情境 ， 复习引入 

解下列方程： (1)x ＋ 7 ＝ 5 ； (2)2x ＝ 5. 

要求学生能说出： 

① 每一步的依据分别是什么？ 

② 求方程的解就是把方程化成什么形式？ 

师：这节课继续学习用等式的性质解一元一次方程． 



二、探究新知 

对于简单的方程 ， 我们通过观察就能选择用等式的哪一条性质来解 ， 下列方程你

也能马上做出选择吗？ 

例 1 ：利用等式的性质解方程： 

(1)0.6 － x ＝ 2.4      (2) － x － 5 ＝ 4 

先让学生对第 (1) 题进行尝试 ， 然后教师进行引导： 

① 要把方程 0.6 － x ＝ 2.4 转化为 x ＝ a 的形式 ， 必须去掉方程左边的 0.6 ， 怎

么去？ 

② 要把方程－ x ＝ 1.8 转化为 x ＝ a 的形式 ， 必须去掉 x 前面的 “ － ” ， 怎么去？ 

然后给出解答： 

解：两边减 0.6 ， 得 0.6 － x － 0.6 ＝ 2.4 － 0.6. 

化简 ， 得 

－ x ＝ 1.8 ， 

两边同乘－ 1 得 

x ＝－ 1.8. 

小结： (1) 这个方程的解答中两次运用了等式的性质； (2) 解方程的目标是把方程

最终化为 x ＝ a 的形式 ， 在运用性质进行变形时 ， 始终要朝着这个目标去转化． 

你能用这种方法解第 (2) 题吗？ 

在学生解答后点评． 

解：两边加 5 ， 得到 x － 5 ＋ 5 ＝ 4 ＋ 5 ， 

化简 ， 得－ x ＝ 9 ， 

两边同乘－ 3 ， 得 x ＝－ 27. 

解后反思： 

① 第 (2) 题能否先在方程的两边同乘 “ － 3 ” ？ 

② 比较这两种方法 ， 你认为哪一种方法更好？为什么？ 

允许学生在讨论后再回答． 



例 2 ： ( 补充 ) 服装厂用 355 米布做成人服装和儿童服装 ， 成人服装每套平均用

布 3.5 米 ， 儿童服装每套平均用布 1.5 米．现已做了 80 套成人服装 ， 用余下的布

还可以做几套儿童服装？ 

在学生弄清题意后 ， 教师再作分析：如果设余下的布可以做 x 套儿童服装 ， 那么

这 x 套服装就需要布 1.5x 米 ， 根据题意 ， 你能列出方程吗？ 

解：设余下的布可以做 x 套儿童服装 ， 那么这 x 套服装就需要布 1.5x 米 ， 根据题

意 ， 得 

80 × 3.5 ＋ 1.5x ＝ 355. 

化简 ， 得 

280 ＋ 1.5x ＝ 355 ， 

两边减 280 ， 得 

280 ＋ 1.5x － 280 ＝ 355 － 280 ， 

化简 ， 得 

1 ． 5x ＝ 75 ， 

两边同除以 1.5 ， 得 x ＝ 50. 

答：用余下的布还可以做 50 套儿童服装． 

解后反思：对于许多实际问题 ， 我们可以通过设未知数 ， 列方程 ， 解方程 ， 以

求出问题的解．也就是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 

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判别求出的答案 50 是否正确？ 

在学生代入验算后 ， 教师引导学生归纳出方法：检验一个数值是不是某个方程的

解 ， 可以把这个数值代入方程 ， 看方程左右两边是否相等 ， 例如：把 x ＝ 50 代

入方程 80 × 3.5 ＋ 1.5x ＝ 355 的左边 ， 得 80 × 3.5 ＋ 1.5 × 50 ＝ 280 ＋ 75 ＝ 355. 

方程的左右两边相等 ， 所以 x ＝ 50 是方程的解． 

你能检验一下 x ＝－ 27 是不是方程 x － 5 ＝ 4 的解吗？ 

三、课堂练习 

练习： 1. 课本 83 页练习 (3) ， (4) ． 

2 ． 补充练习：小刚带了 18 元钱到文具店买学习用品 ， 他买了 5 支单价为 1.2 元

的圆珠笔 ， 剩下的钱刚好可以买 8 本笔记本 ， 问笔记本的单价是多少？ ( 用列方

程的方法求解 ) 



解：设笔记本的单价为 x 元． 

根据圆珠笔和笔记本的钱的总和为 18 元 ， 得方程 

5 × 1.2 ＋ 8x ＝ 18. 

化简 ， 得 6 ＋ 8x ＝ 18. 

两边减 6 ， 得 6 ＋ 8x － 6 ＝ 18 － 6 ， 

化简 ， 得 8x ＝ 12. 

两边同除以 8 ， 得 x ＝ 1.5. 

答：笔记本的单价是每本 1.5 元． 

四、小结 

(1) 这节课学习的内容． 

(2) 我有哪些收获？ 

(3) 我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五、作业 

习题 3.1 第 4 ， 10 题． 

            

解方程是学生刚接触的新知识 ， 学生原有的知识储备与生活经验不足 ， 因此教学

中老师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的情况 ， 引导学生经历将现实生活问题加以数学化 ， 

引导学生通过操作、观察、分析和比较 ， 由具体的知识渗透到抽象的去理解等式

的性质 ， 并应用等式的性质来解方程． 

3 ． 2  解一元一次方程 ( 一 ) 

—— 合并同类项与移项 ( 4 课时 ) 

第 1 课时 合并同类项 

            

1 ． 经历运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 体会方程是刻画现实世界的有效数学模

型． 

2 ． 学会合并 ( 同类项 ) ， 会解 “ ax ＋ bx ＝ c ” 类型的一元一次方程． 

            

重点 



建立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 会解 “ ax ＋ bx ＝ c ” 类型的一元一次方程． 

难点 

分析实际问题中的已知量和未知量 ， 找出相等关系 ， 列出方程． 

            

一、创设情境 ， 导入新课 

师：背景资料投影展示：约公元 820 年 ， 中亚细亚数学家阿尔－花拉子米写了一

本代数书 ， 重点论述怎样解方程．这本书的拉丁文译本取名为《对消与还

原》． “ 对消 ” 与 “ 还原 ” 是什么意思呢？通过下面几节课的学习讨论 ， 相信同学

们一定能回答这个问题． 

二、探究分析 ， 解决问题 

师：出示教材问题 1. 

某校三年共购买计算机 140 台 ， 去年购买数量是前年的 2 倍 ， 今年购买的数量又

是去年的 2 倍 ， 前年这个学校购买了多少台计算机？ 

分析：引导学生回忆： 

 

问题：如何列方程？分哪些步骤？ 

师生共同讨论分析： 

① 设未知数：前年购买计算机 x 台． 

② 找相等关系： 

前年购买量＋去年购买量＋今年购买量＝ 140 台． 

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列出方程． 

③ x ＋ 2x ＋ 4x ＝ 140. 

进一步提出问题： 

怎样解这个方程？如何将方程向 x ＝ a 的形式进行转化？ 

学生观察 ， 讨论交流 ， 教师引导学生说出将方程左边合并同类项 ， 向 x ＝ a 的

形式转化． 

教师板演过程或用教材的框图表示过程． ( 过程略 ) 

思考：本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 合并同类项起到了什么作用？ 



学生讨论后回答． ( 让学生感受化归的思想 ) 

问题：对于本问题 ， 你还有其他的方法解决吗？ 

三、尝试运用 ， 巩固加深 

教师出示教材例 1. 

解下列方程： 

(1)2x － x ＝ 6 － 8 ； 

(2)7x － 2.5x ＋ 3x － 1.5x ＝－ 15 × 4 － 6 × 3. 

师生共同解决 ， 教师板书过程． 

四、练习与小结 

练习：课本第 88 页练习 1. 

小结：谈谈你对这节课的收获． 

五、作业 

习题 3.2 第 1 ， 4 ， 5 题． 

            

本节课研究的内容是 “ 合并同类项 ” ， “ 合并同类项 ” 是化简解方程的重要方

法．通过合并同类项可以使方程向 x ＝ a 的形式转化．这节课与前面所学的知识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合并同类项的法则是建立在数的运算的基础上 ， 在合并同类项

的过程中 ， 要不断运用数的运算 ， 可以说合并同类项是有理数加减运算的延伸和

拓广． 

第 2 课时 合并同类项的应用 

            

学会探索数列中的规律 ， 建立等量关系． 

能正确地求解一元一次方程． 

            

重点 

建立一元一次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难点 



探索并发现实际问题中的等量关系 ， 并列出方程． 

            

活动 1 ：创设情境 ， 导入新课 

师：练习解方程： 

(1) － 4x ＋ 0.5x ＝ 6 ； 

(2)7x － 4.5x ＝ 7.5 － 5 ； 

(3) － x ＋ x ＝－ 3. 

学生独立完成 ， 然后同学交流． 

活动 2 ：探究新知 

教师出示教材例 2. 

有一列数 ， 按一定规律排列成 1 ， － 3 ， 9 ， － 27 ， 81 ， － 243 ， … ， 其中

某三个相邻数的和是－ 1701 ， 这三个数各是多少？ 

引导学生探究规律： 

第一个数 1  

第二个数 － 3  

第三个数 9  

第四个数 － 27  

第五个数 81  

第六个数 － 243  

   

教师可利用表格上下对比 ， 便于学生观察、发现规律 ， 可引导学生从符号和绝对

值两方面进行观察． 

师生共同完成解答过程 ， 教师注意要规范地书写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 老师要关注学生能否准确地发现规律 ， 能否列出方程 ， 本问题

的难点在于它有多个未知数 ， 要引导学生找到相邻的数的关系 ， 然后设出未知

数 ， 再用含未知数的式子表示相邻的数． 



解：设这三个相邻数中的第 1 个数为 x ， 则第 2 个数为－ 3x ， 第 3 个数为－ 3 × 

( － 3x) ＝ 9x. 

根据这三个数的和是－ 1701. 得 

x － 3x － 9x ＝－ 1701 ， 

合并 ， 得 x ＝－ 243 ， 

所以－ 3x ＝ 729 ， 

9x ＝－ 2187. 

答：这三个数是－ 243 ， 729 ， － 2187. 

思考：有一列数 ， 按一定规律排列成 1 ， － 3 ， 9 ， － 27 ， 81 ， － 243 ， … ， 

你能说出它的第 n 个数是多少吗？ ( 用含 n 的式子表示 ) 

可作为课下思考题 ， 本问题与本课时的关系不大 ， 但作为对本例题的一个拓展 ， 

却有让学生重新思考的价值． 

活动 3 ：综合运用 

教师出示例题． ( 或投影展示 ) 

补例：一批商界人士在露天茶座聚会 ， 他们先是两人一桌 ， 服务员给每桌送上一

瓶果汁 ， 后来他们又改为三人一桌 ， 服务员又给每桌送上一瓶葡萄酒 ， 不久他

们改坐成四人一桌 ， 服务员再给每桌一瓶矿泉水．此外他们每人都要了一瓶可口

可乐．聚会结束时服务员共收拾了 50 个空瓶．如果没人带走瓶子 ， 那么聚会有几

人参加？ 

分析：要求聚会有几人参加 ， 就要先设出未知数 ， 再根据题意列出等量关系 ， 

设共有 x 人参加 ， 由题意得 ， 一共要了 瓶果汁 ， 瓶葡萄酒 ， 瓶矿泉水 ， x 

瓶可口可乐 ， 即：空瓶子数为各类饮料瓶子数之和 ， 由这个等量关系 ， 列出方

程求解． 

解：设这次聚会共有 x 人参加 ， 

由题意得： x ＋ ＋ ＋ ＝ 50 ， 

解得： x ＝ 24. 

答：这次聚会共有 24 人参加． 

学生讨论交流 ， 师生共同解决． 

活动 4 ：小结 



小结：谈谈你这节课的收获． 

活动 5 ：作业 

习题 3.2 第 5 ， 12 ， 13 题． 

            

实施开放式教学 ， 倡导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从熟悉的生活实

例出发 ， 探索获得同类项概念 ， 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 ， 体会观察、分析、归纳

等解决问题的技能与方法．教师只是整个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 ， 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现代教学理念． 

第 3 课时 移项 

            

1 ． 通过分析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 ， 建立方程解决问题 ， 进一步认识方程模型

的重要性． 

2 ． 掌握移项方法 ， 学会解 “ ax ＋ b ＝ cx ＋ d ” 类型的一元一次方程 ， 理解解方

程的目标 ， 体会解法中蕴涵的化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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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点 

分析实际问题中的相等关系 ， 列出方程． 

            

一、创设情境 ， 导入新课 

出示教材问题 2 ：把一些图书分给某班学生阅读 ， 如果每人分 3 本 ， 则剩余 20 

本；如果每人分 4 本 ， 则还缺 25 本 ， 这个班有多少学生？ 

二、探究新知 

引导学生回顾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思路． 

学生讨论、分析： 

1 ． 设未知数：设这个班有 x 名学生． 

2 ． 找相等关系： 

这批书的总数是一个定值 ， 表示它的两个等式相等． 



3 ． 列方程： 3x ＋ 20 ＝ 4x － 25. 

问题 1 ：怎样解这个方程？它与上节课遇到的方程有何不同？ 

学生讨论后发现：方程的两边都有含 x 的项 (3x 与 4x) 和不含字母的常数项 (20 与

－ 25) ． 

问题 2 ：怎样才能使它向 x ＝ a   的形式转化呢？ 

学生思考、探索：为使方程的右边没有含 x 的项 ， 等号两边同减去 4x ， 为使方

程的左边没有常数项 ， 等号两边同减去 20. 

3x － 4x ＝－ 25 － 20. 

问题 3 ：以上变形依据是什么？ 

等式的性质 1. 

          

归纳：像上面那样把等式一边的某项变号后移到另一边 ， 叫做移项． 

师生共同完成解答过程 ， 或用框图表示． 

问题 4 ：以上解方程中 “ 移项 ” 起了什么作用？ 

学生讨论、回答 ， 师生共同整理： 

通过移项 ， 含未知数的项与常数项分别位于方程左右两边 ， 使方程更接近于 x ＝ 

a 的形式． 

师：解方程时 ， 要合并同类项和移项．前面提到的古老的代数书中的 “ 对消 ” 与 

“ 还原 ” ， 指的就是 “ 合并同类项 ” 和 “ 移项 ” ． 

三、尝试运用 ， 加深巩固 

师出示教材例 3. 

解下列方程： (1)3x ＋ 7 ＝ 32 － 2x ； (2)x － 3 ＝ x ＋ 1. 

教师引导学生按照框图所展示的过程 ， 共同完成本例． 

练习：课本第 90 页练习 1. 

四、小结 



谈谈本节课你的收获． 

五、作业 

习题 3.2 第 2 ， 3 题． 

            

  这节课要学习的方程类型是两边都有 x 和常数项 ， 通过移项的方法化到合并同类

项 的方程类型．教学重点是用移项解一元一次方程 ， 难点是移项法则的探究．在

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学生 ， 移项的时候要注意变号． 

第 4 课时 方程的应用 

            

1 ． 进一步培养学生列方程解应用题的能力． 

2 ． 通过探究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的关系 ， 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 ， 提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点 

建立一元一次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难点 

探究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的关系． 

            

活动 1 ：创设情境 ， 引入新课 

师：展示投影：练习解方程： 

(1)   x ＋ 4x ＝ 9      (2) － 4x ＝－ 2x ＋ 6 

(3)5x ＋ 4 ＝ 4x － 3 (4)0.6x ＝ 50 ＋ 0.4x 

学生独立完成 ， 然后师生交流答案 ， 看谁做得又对又快． 

活动 2 ：探究新知 

教师展示教材例 4. 

某制药厂制造一批药品 ， 如用旧工艺 ， 则废水排量要比环保限制的最大量还多 

200  t ；如用新工艺 ， 则废水排量比环保限制的最大量少 100  t ．新旧工艺的废水

排量之比为 2 ： 5 ， 两种工艺的废水排量各是多少？ 



学生讨论交流． 

教师可提示学生分析： 

1 ． 本题可否用小学学习的算术法来求解？ 

2 ． 题目中两种工艺的废水排量都是与环保最大值相关的 ， 根据小学学过的比例

式 ， 如果设环保设计的最大量为 x  t ， 你能否列出一个关于 x 的比例式？ 

3 ． 根据新旧工艺的废水排量之比为 2 ： 5 ， 如果设新、旧工艺的废水排量分别

为 2x  t 和 5x  t ， 你能列出方程吗？ 

解：设新、旧工艺的废水排量分别为 2x  t 和 5x  t . 

根据废水排量与环保限制最大量之间的关系 ， 得 

5x － 200 ＝ 2x ＋ 100. 

移项 ， 得 

5x － 2x ＝ 100 ＋ 200. 

合并同类项 ， 得 

3x ＝ 300 ， 

系数化为 1 ， 得 

x ＝ 100 ， 

所以 2x ＝ 200 ， 

5x ＝ 500. 

答：新、旧工艺产生的废水排量分别为 200  t 和 500  t . 

师：通过解答过程 ， 你能说一下这种设法的好处吗？ 

活动 3 ：综合运用 

补例：一个黑白足球的表面一共有 32 个皮块 ， 其中有若干块黑色五边形和白色六

边形 ， 黑、白皮块的数目之比为 3 ： 5 ， 问黑色皮块有多少？ 

学生思考、讨论出多种解法 ， 师生共同讲评． 

本问题是一个与上一问题相似的问题 ， 关键是让学生认真分析出各个量之间的关

系 ， 让学生学会类比、用上一问题的方法模式去解决本问题。 

活动 4 ：小结与作业 

小结：谈谈你本节课的收获． 



作业：习题 3.2 第 6 ， 7 ， 10 题． 

            

这节课的学习 ， 主要采用了体验探究的教学方式 ， 为学生提供了亲自操作的机

会 ， 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经验、知识、方法去探索与发现新知 ， 使学生直接参与教

学活动 ， 学生在动手操作中对抽象的数学定理获取感性的认识 ， 进而通过教师的

引导加工上升为理性认识 ， 从而获得新知 ， 使学生的学习变为一个再创造的过

程 ， 同时让学生学到获取知识的思想和方法 ， 体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与他人合

作的重要性 ， 为学生今后获取知识以及探索和发现打下基础． 

3 ． 3  解一元一次方程 ( 二 ) 

—— 去括号与去分母 ( 2 课时 ) 

第 1 课时 去括号 

            

掌握去括号的方法步骤． 

进一步学习列方程解应用题 ， 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点 

1 ． 去括号解方程． 

2 ． 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方程 ， 列方程解应用题． 

难点 

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方程的过程中 ， 如何找等量关系． 

            

活动 1 ：复习引入 

练习：解下列方程． 

(1)3x ＋ 5 ＝ 4x ＋ 1 ； (2)9 － 3y ＝ 5y ＋ 5 ； 

(3)   x － 6 ＝ x ； (4)2x － 25 ＝ 20 － 4x. 

学生完成以后 ， 与同学交流复习学过的知识． 

活动 2 ：探究新知 

例 1  解下列方程： 



(1)2x － (x ＋ 10) ＝ 5x ＋ 2(x － 1) ； 

(2)3x － 7(x － 1) ＝ 3 － 2(x ＋ 3) ． 

师：这两个方程与上面几个方程有什么不同 ， 怎样解这两个方程？ 

生：进行观察、讨论、交流． 

师：引导学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 将这个方程化成上面几个方程的形式 ， 然后

再向 x ＝ a 形式的方程化归 ， 也就是先去括号 ， 然后师生共同回忆去括号的方法 ， 

教师板书解答过程． 

解： (1) 去括号 ， 得 

2x － x － 10 ＝ 5x ＋ 2x － 2 ， 

移项 ， 得 

2x － x － 5x － 2x ＝－ 2 ＋ 10 ， ( 移项要变号 ) 

合并同类项 ， 得 

－ 6x ＝ 8 ， ( 将同类项的系数相加 ) 

系数化为 1 ， 得 

x ＝－ .( 两边同除以未知项的系数 ) 

师生共同完成第 (1) 小题 ， 学生独立完成第 (2) 小题． 

活动 3 ：巩固练习 

教材第 95 页练习． 

教师可安排学生板演 ， 小组交流、抽样阅卷等多种形式以发现学生的问题 ， 及时

反馈 ， 及时纠正． 

活动 4 ：拓展应用 

教师投影出示教材第 93 页的问题 1 并提出问题 ， 你能用方程解决这个问题吗？ 

教师可点拨：列方程解应用题的关键是找等量关系 ， 这个问题中有哪些等量关系？

若设上半年平均每月用电 x  kW · h ， 你能列出方程吗？ 

① 上半年月均用电量一下半年月均用电量＝ 2 000 ， 

② 上半年总用电量＋下半年总用电量＝ 150 000. 

学生讨论后独立列出方程并解答．然后小组交流 ， 看一看所列的方程是否相同 ， 

并说一说你是如何借助上边的等量关系列方程的 ， 你是否还有其他的列法． 



活动 5 ：学习例题 

教师出示教材例 2. 

一艘船从甲码头到乙码头顺流而行 ， 用了 2  h ；从乙码头返回甲码头逆流而行 ， 

用了 2.5  h ， 已知水流的速度是 3  km / h ， 求船在静水中的平均速度． 

学生讨论交流解决 ， 然后学生口述 ， 教师板书． 

由于上边已经对本问题的难点做了分解突破 ， 所以这里采用学生完成的方式 ， 过

程中教师巡视指导 ， 根据情况也可适当点拨． 

教师归纳点评：行程问题中最基本的关系式是路程＝速度 × 时间 ， 具体的问题中

注意分析等量关系 ， 尤其是一些隐含的等量关系．另外这样的问题中还应当关注

具体的各个量之间的关系．类似的还有风速问题等． 

活动 6 ：小结与作业 

小结：谈谈你这节课的收获． 

作业：教材习题 3.3 第 6 ， 7 ， 10 ， 11 题． 

            

本节课的教学安排是学习用去括号解一元一次方程 ， 并初步根据实际问题列方

程．复习巩固去括号法则有的放矢 ， 恰到好处 ， 能降低本节课的难度；经历方程

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 体会方程是现实世界的有效数学模型． 

第 2 课时 去分母 

            

1 ． 会把实际问题建成数学模型 ， 会用去分母的方法解一元一次方程． 

2 ． 培养数学建模能力 ，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点 

会用去分母的方法解一元一次方程． 

难点 

实际问题中如何建立等量关系 ， 并根据等量关系列出方程 ， 解方程． 

            

一、创设情境 ， 导入新课 



通过创设问题情境 ， 列方程解决该问题 ， 发展学生用方程解决问题的能力 ， 感

受方程是刻画客观世界量与量之间关系的主要模型之一 ，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 

关注对学生数学文化素养的培养． 

教师投影展示 ， 然后出示教材的问题 2. 

分析：如果设这个数为 x ， 你能列出方程吗？ 

学生思考后回答： 

x ＋ x ＋ x ＋ x ＝ 33. 

二、探究新知 

师：你能解这个方程吗？ 

学生可以先尝试解决 ， 一般学生会先将左边合并 ， 然后解决问题 ， 可以让学生

试一试这个过程 ， 以便与后边的方法相比较． 

教师提出另外的解决方案 ， 先左右两边乘 42 ， 再解方程试一试． 

比较两种方法的优劣． 

学生讨论交流后归纳． 

可以发现两边乘 42 以后 ， 去掉了分母 ， 使计算过程得到简化． 

思考：为什么要乘 42 呢？ 

学生思考讨论 ， 师生共同归纳： 

两边同时乘各分母的最小公倍数． 

教师出示教材例 3. 

例 3  解下列方程： 

(1) － 1 ＝ 2 ＋ ； (2)3x ＋ ＝ 3 － . 

解： (1) 去分母 ( 方程两边乘 4) ， 得 

2(x ＋ 1) － 4 ＝ 8 ＋ (2 － x) ． 

去括号 ， 得 

2x ＋ 2 － 4 ＝ 8 ＋ 2 － x. 

移项 ， 得 



2x ＋ x ＝ 8 ＋ 2 － 2 ＋ 4. 

合并同类项 ， 得 

3x ＝ 12. 

系数化为 1 ， 得 

x ＝ 4. 

(2) 去分母 ( 方程两边乘 6) ， 得 

18x ＋ 3(x － 1) ＝ 18 － 2(2x － 1) ． 

去括号 ， 得 

18x ＋ 3x － 3 ＝ 18 － 4x ＋ 2. 

移项 ， 得 

18x ＋ 3x ＋ 4x ＝ 18 ＋ 2 ＋ 3. 

合并同类项 ， 得 

25x ＝ 23. 

系数化为 1. 得 x ＝ . 

三、练习巩固 ， 综合运用 

练习： 1. 教材第 98 页练习； ( 必做 ) 

2 ． 补充练习． ( 选做 ) 

( 童话数学 100 雁问题 ) 碧空万里 ， 一群大雁在飞翔 ， 迎面又飞来一只小灰雁 ， 

它对群雁说： “ 你们好 ， 百只雁！你们百雁齐飞 ， 好气派！可怜我是孤雁独

飞 ， ” 群雁中一只领头的老雁说： “ 不对！小朋友 ， 我们远远不足 100. 将我们这

一群加倍 ， 再上半群 ， 又加上四分之一群 ， 最后还得请你也凑上 ， 那才一共是 

100 只呢． ” 请问这群大雁有多少只？ 

学生完成后交流 ， 也可以安排学生板演 ， 或小组竞赛等形式 ， 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四、小结与作业 

小结：谈谈你对一元一次方程解法的认识． 

作业：习题 3.3 第 3 ， 8 题． 

            



在解方程中去分母时 ， 容易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① 不会找各分母的最小公倍

数 ， 这点要适当指导； ② 用各分母的最小公倍数乘以方程两边的项时 ， 漏乘不

含分母的项； ③ 当减式中分子是多项式且分母恰好为各分母的最小公倍数时 ， 

去分母后 ， 分子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加上括号 ， 容易错符号。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着

重加以引导． 

3 ． 4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 ( 4 课时 ) 

第 1 课时 解决实际问题 ( 1 ) 

            

1 ． 会根据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列方程解决问题． 

2 ． 培养学生数学建模能力 ，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点 

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方程 ， 列方程解应用题． 

难点 

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方程的过程中 ， 如何找等量关系． 

            

一、创设情境 ， 导入新课 

投影展示． 

练习：解方程： 

(1)6(x － 3) ＝－ 2(x － 4) ＋ 1. 

(2) － 2(10 － 0.5y) ＝ 4(1.5y ＋ 2) ． 

(3) － ＝ 1. 

(4)x － ＝ － . 

学生独立完成 ， 然后同学间交流． 

二、推进新课 

投影展示课本例 1. 



例 1  某车间有 22 名工人 ， 每人每天可以生产 1200 个螺钉或 2000 个螺母 .1 个

螺钉需要配 2 个螺母 ， 为使每天生产的螺丝和螺母刚好配套 ， 应安排生产螺钉和

螺母的工人各多少名？ 

教师提示学生思考以下问题： 

1 ． “ 1 个螺钉配 2 个螺母 ”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 包含着什么等量关系？ 

2 ． 本问题中有哪些等量关系？ 

学生讨论后 ， 独立尝试列方程．在本问题中 “ 1 个螺钉配 2 个螺母 ” 中包含的等量

关系较隐蔽 ， 是本问题的难点 ， 要让学生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教师巡视检查学

生完成的情况．然后让学生打开教材 ， 把自己的解法和教材上的相比较 ， 看一看

过程中有什么不足之处 ， 修改以后思考下面的问题． 

你的解法与教材上是否相同？如果相同 ， 你是否能换一种设未知数的方法解决这

个问题？如果不同 ， 请与其他同学交流讨论比较两种方法间的异同点． 

投影展示课本例 2. 

例 2  整理一批图书 ， 由一个人做要 40  h 完成．现计划由一部分人先做 4  h ， 

然后增加 2 人与他们一起做 8  h ， 完成这项工作．假设这些人的工作效率相同 ， 

具体应先安排多少人工作？ 

学生先自主探究讨论 ， 教师可以点拨以下问题． 

分析：在工程问题中 ， 通常把全部的工作量看作单位 1. 根据题意完成下列各空． 

1 ． 人均效率为 ________ ． ( 指一个人 1 小时的工作量 ) 

2 ． 若设先由 x 人做 4 小时 ， 完成的工作量是 ________ ．再增加 2 人和前一部分人

一起做 8 小时 ， 两段完成的工作量之和是 ________ ． 

师生共同完成本题的解答过程 ， 教师要书写规范完整的答案． 

教师点评：工作量＝人均效率 × 人数 × 工作时间 ， 这是在此问题中常用的数量关

系． 

三、综合应用 

师出示练习： 

1 ． 木器加工厂安排 22 名工人为某学校制作课桌椅 ， 一名工人每天可加工双人课

桌 18 张或单人坐椅 30 把 ， 为了使每天的产品刚好配套 ， 应该分配多少名工人加

工课桌 ， 多少名工人加工坐椅？ 

2 ． 为庆祝国庆节的到来 ， 七年级 (1) 班学生接受了制作校旗的任务 ， 原计划一

半同学参加制作 ， 每天制作 40 面．而实际上 ， 在完成了三分之一以后 ， 全班同



学一起参加 ， 结果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半完成任务 ， 假设每人的制作效率相同 ， 

问共制作小旗多少面？ 

学生交流讨论 ， 教师巡视指导． 

四、小结与作业 

小结：谈一谈本节课的两个例题 ， 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作业：习题 3.4 第 2 ， 3 ， 4 ， 5 题． 

            

用生活中常见的配套组合引出本节课的内容 ， 学生便于理解但学生会对某些实际

情况中的具体配套关系不太清楚 ， 以至于理不清等量关系得出方程．在课堂教学

中应着重训练这方面的内容． 

第 2 课时 解决实际问题 ( 2 ) 

            

1 ． 理解商品销售中所涉及进价、原价、售价、利润、打折、利润率这些基本量之

间的关系． 

2 ． 能利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决商品销售中的实际问题． 

            

重点 

把握盈亏问题中的等量关系 ， 培养学生运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难点 

根据问题背景 ， 分析数量关系 ， 找出可以作为列方程依据的相等关系 ， 正确列

方程． 

            

活动 1 ：创设情境 ， 导入新课 

教师投影展示： 

1 ． 回顾列方程解应用题的一般步骤． 

2 ． 填空： ① 安踏运动鞋打八折后是 220 元 ， 则原价是 ________ ． 

② 进价为 90 元的篮球 ， 卖了 120 元 ， 利润是 ________ 元 ， 利润率是 ________ ． 

③ 某商品原标价为 165 元 ， 降价 10% 后 ， 售价为 ________ 元 ， 若成本为 110 

元 ， 则利润为 ________ 元． 



3 ． 学生分析归纳并记忆： 

售价＝标价 × ________ ；利润＝售价－ ________ ； 

利润率＝ ________ ；售价＝进价 × (1 ＋利润率 ) ． 

活动 2 ：探究创新 

教师出示教材探究 1 

分析： 

问题 1. 两件衣服共卖了 120 元 ， 如何判断商家的盈亏情况？你能否估算一下商家

的盈亏情况？ 

2 ． 若设其中盈利的那件衣服进价为 x 元 ， 该衣服售价为 60 元 ， 它盈利多少 ， 

你能列出方程吗？ 

3 ． 若设其中亏损的那件衣服进价为 y 元 ， 该衣服售价为 60 元 ， 它亏损多少 ， 

你能列出方程吗？ 

学生交流讨论 ， 然后师生共同完成解答过程． 

活动 3 ：活学活用 

老师出示补充练习 

1 ． 下面四个关系中 ， 错误的是 (    ) 

A ． 商品利润率＝ × 100% 

B ． 商品利润率＝ × 100% 

C ． 商品售价＝商品进价 × (1 ＋利润率 ) 

D ． 商品利润＝商品利润率 × 商品进价 

2 ． 某种商品零售价为每件 900 元 ， 为了适应市场竞争 ， 商店按零售价的 9 折降

价 ， 并让利 40 元销售 ， 仍可获利 10%( 相对进价 ) ， 则这种商品进货每件多少

元？ 

3 ． 甲种商品每件的进价是 400 元 ， 现按标价 560 的 8 折出售 ， 乙种商品每件

的进价是 600 元 ， 现按标价 1100 元的 6 折出售 ， 相比较哪种商品的利润率高一

些？ 

学生独立完成 ， 然后同学间交流 ， 师生共同解答． 

活动 4 ：小结与作业 



小结：谈谈你这节课的收获． 

作业：习题 3.4 第 6 ， 11 题． 

            

数学源于生活 ， 生活中蕴含着数学．如 “ 打折销售 ” 这一司空见惯的经济现象 ， 

它能够把数学和生活联系起来．通过教学 ， 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数学 ， 让数学走

进生活．教师要首先给出关于销售中一些常识 ， 再引导学生找其中的等量关系进

而得出方程． 

第 3 课时 解决实际问题 ( 3 ) 

            

1 ． 学会解决信息图表问题的方法． 

2 ． 会根据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列方程解决问题 ， 掌握用方程来解决一些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的技巧． 

3 ． 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 ， 掌握用方程计算球赛积分一类问题的方法． 

            

重点 

引导学生弄清题意 ， 设计出各类问题的答案． 

难点 

如何根据题意从图表中获取有用的信息并列方程解决问题． 

            

活动 1 ：观看球赛片段 

教师：操作课件 ， 播放篮球片段． 

学生：欣赏球赛． 

活动 2 ：认识球赛积分表提出问题 

展示教材探究 2 中某次篮球联赛积分榜 ， 提出问题： 

(1) 列式表示总积分与胜负场数之间的数量关系； 

(2) 某队的胜场总积分能等于它的负场总积分吗？ 

教师：说明积分规则． 

学生：观察表格． 



教师在学生自由观察表格并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观察表格中横、纵所隐藏着

的信息 ， 并建立数学模型 ， 教师重点关注学生能否得出以下关系： 

(1) 胜场积分＋负场积分＝总积分． 

(2) 解决问题的关键：胜一场积几分 ， 负一场积几分． 

活动 3 ：对问题进行分解 

学生继续观察表格 ， 教师提出问题： 

你选择表格中哪一行能说明负一场积几分呢？ 

学生探究交流得： 

从最后一行数据可以发现：负一场积 1 分． 

教师继续提问： 

胜一场积几分呢？ 

学生探究交流． 

学生可能会用算术法得出胜一场积 2 分 ， 这时教师应关注： 

1 ． 引导学生通过列一元一次方程 ， 用解方程的方法得到 ， 为最后问题的拓展奠

定基础． 

2 ． 负一场积 1 分 ， 胜一场积 2 分． 

活动 4 ：解决问题 

(1) 用式子表示总积分与胜、负场数之间的数量关系． 

(2) 某队的胜场总积分能等于它的负场总积分吗？ 

教师：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1) 胜一场积 2 分、负一场积 1 分． 

学生分组讨论交流解决问题 (1) ． 

教师应关注： 

① 负场数＝比赛场数－胜场数． 

② 总积分＝胜场积分＋负场积分． 

③ 问题变式：列式表示积分与负场数之间的数量关系． 

学生分组讨论交流解决问题 (2) ． 



解：设一个队胜了 x 场 ， 则负了 (14 － x ) 场 ， 如果这个队的胜场总积分等于负

场总积分 ， 则利用问题 (1) 的结论 ， 可得： 

2 x ＝ 14 － x ， 解得 x ＝ . 

这个结果可以吗？为什么？ 

教师应关注： 

(1) 列一元一次方程解决问题． 

(2) 方程的解与实际问题的关系． 

活动 5 ：问题深入化 

教师提出问题． 

如果删去积分榜的最后一行 ， 你还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吗？ 

教师应关注：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求出胜一场积几分 ， 负一场积几分 ， 并引导

学生思考：删去了最后一行 ， 不能直接得到负一场积 1 分 ， 又如何来求胜一场积

几分 ， 负一场积几分呢？ 

教师提示：可利用各队胜一场积分相等或利用各队负一场积分相等 ， 任选两个胜、

负场数不相同的队即可列方程解决． 

学生课后思考完成． 

活动 6 ：小结与作业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 你有哪些收获？ 

作业：教材第 106 页练习 3 ， 习题 3.4 第 8 题 

            

这节课主要讲了关于足球比赛实际应用题 ， 用熟悉的材料作背景 ， 学生学习兴趣

很高．内容上难度不大 ， 并且采用活动 — 探索 — 合作 — 交流的形式 ， 使学生

在轻松熟悉的环境中完成了学习任务． 

第 4 课时 解决实际问题 ( 4 ) 

            

1 ． 进一步培养学生列方程解应用题的能力． 

2 ． 通过探究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的关系 ， 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 ， 提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点 

引导学生弄清题意 ， 设计出各类问题的答案． 

难点 

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 

            

一、创设情境 ， 导入新课 

师出示教材的探究 3 。 

下表中有两种移动电话计费方式： 

 月使用     

费 / 元 主叫限定     

时间 / 分 主叫超时费 /     

( 元 / 分 ) 被叫     

方式一 58 150 0.25 免费  

方式二 88 350 0.19 免费  

      

考虑下列问题： 

(1) 设一个月内用移动电话主叫为 t 分 ( t 是正整数 ) ．根据上表 ， 列表说明：当 t 

在不同时间范围内取值时 ， 按方式一和方式二如何计费． 

(2) 观察你的列表 ， 你能从中发现如何根据主叫时间选择省钱的计费方式吗？通过

计算验证你的看法． 

教师提出问题： 

1 ． 从表格中的数据 ， 你能把主叫时间分为几部分？ 

2 ． 你能分别把主叫时间不同的话费情况用含 t 的代数式表示出来吗？ 

3 ． (1) 在两种收费方式下 ， 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间 ， 打不同样多时间的电话 ， 

却收费相同呢？ 



(2) 如果有这一时间 ， 那么如何分别表示收费表达式呢？ ( “ 收费相等 ” 是本题列

方程的等量关系 ) 

4 ． 你能根据表格判断两种收费方式哪种更合算吗？ 

二、解决问题 

理解问题的本身是列方程的基础 ， 本例通过表格形式给出已知数据 ， 让学生根据

问题展开讨论 ， 帮助理解 ， 培养学生的读题能力和收集信息的能力． 

(1) 学生充分交流讨论后完成表格： 

主叫时间 ( t /min) 方式一 ( 计费 / 元 ) 方式二 ( 计费 / 元 )  

t ＜ 150 58 88  

t ＝ 150 58 88  

150 ＜ t ＜ 350 58 ＋ 0.25( t － 150) 88  

t ＝ 350 58 ＋ 0.25(350 － 150) ＝ 108 88  

t ＞ 350 58 ＋ 0.25( t － 150) 88 ＋ 0.19( t － 350)  

    

   (2) 观察上表 ， 可以看出 ， 主叫时间超出限定时间越长 ， 计费越多 ， 并且

随着主叫时间的变化 ， 按哪种方式的计费少也会变化． 

① 从表格中 ， 可以看出当 t ≤ 150 时 ， 按方式一的计费少． 

② 当 t 从 150 增加到 350 时 ， 按方式一的计费由 58 元增加到 108 元 ， 而方式二

一直是 88 元 ， 所以方式一在变化过程中 ， 可能某一主叫时间 ， 两种方式的计费

相等． 

列方程 58 ＋ 0.25( t － 150) ＝ 88 ， 

解得 t ＝ 270. 

故当 t ＝ 270 时 ， 两种计费方式相同 ， 都是 88 元 ， 当 150 ＜ t ＜ 270 时 ， 按

方式一计费少于按方式二计费；当 270 ＜ t ＜ 350 时 ， 按方式一计费多于按方式

二计费． 

③ 当 t ＝ 350 时 ， 按方式二计费少． 

④ 当 t ＞ 350 时 ， 可以看出 ， 按方式一的计费为 108 元加上超出 350 min 的部

分超时费 0.25( t － 350) ， 按方式二的计费为 88 元加上超时费 0.19( t － 350) ， 

故按方式二的计费少． 



根据以上的分析 ， 可以发现 

当 t ＜ 270 min 时 ， 选择方案一省钱；当 t ＞ 270 min 时 ， 选择方案二省钱． 

三、巩固练习 ， 综合运用 

练习：教材第 106 页练习 2. 

四、小结与作业 

小结：谈谈你本节课的收获． 

作业： 

一个周末 ， 王老师等 3 名教师带着若干名学生外出考察旅游 ( 旅费统一支付 ) ， 

联系了标价相同的两家旅游公司 ， 经洽谈 ， 甲公司给出的优惠条件是：教师全部

付费 ， 学生按七五折付费；乙公司给的优惠条件是：全部师生按八折付费 ， 请你

参谋参谋 ， 选择哪家公司较省钱？ 

            

创设问题情境 ， 联系生活实际 ， 激发学习动机 ， 将学生置于问题情境中．鼓励

学生动手动口 ， 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 而且让学生从数学的角度去分析和总

结生活中的问题 ， 学会能在不同的角度去探求生活经验从而让学生掌握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