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一次方程（组）解决问题
安徽省淮北市第二中学　邱广东

一、教学目标

１．方程是刻画现实世界的有效数学，列方程解应用题是一个数学化过程。通过教学，

让学生进一步掌握运用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一般方法。

２．使学生亲自经历和体验运用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进一步提高学生抽象概

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针对一系列生动有趣且富有挑战的故事问题，鼓励学生经过自主探索、互相交流，尝

试列出一次方程（组）并求解。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增强学习信心、感受数学价值、渗透方程

数学思想。

二、教材分析

新课标要求学生：能根据具体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列出方程（组）解决应用题，体会方程

是刻画现实世界的有效数学模型，在学习中体会数学的思想价值。所以列出方程（组）解决

应用题是数学联系实际的重要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是中学数

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教师通过对教材资源的进一步挖掘开发，向学生提供具有趣味性、挑战

性的、丰富多彩的实际问题情景，领会数学建模的思想方法和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基本过程，

培养应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合理设置未知数，建立等量关系，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２．教学难点：如何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问题情景，引出新课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方程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数学模型，与我们的生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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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关，在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其实除此之外，在古今中外一些故事中也有一些富有思考

性与趣味性的问题，可以利用方程来解决。

问题１（投影）“诗仙壶中酒几斗？”

师：诗仙何许人也？说一说他有什么爱好？（同学们热烈讨论，不难回答出）

师：李白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有“诗仙”的美誉。传说，李白许多传世佳作都是在醉酒

后即兴作出的，故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佳话。同学们能吟颂几首李白的“酒诗”吗？（同学

们兴趣盎然，热情高涨）

生１：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生２：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生３：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师：古人借李白饮酒的典故，流传下来一道有趣的数学问题。

（投影问题１）

　　诗仙壶中酒几斗？

无事街上走，提壶去买酒，

遇店加一倍，见花喝一斗。

三遇店和花，喝光壶中酒。

试问李太白，原有酒几斗？

思考分析（１）学生读题，弄懂题意。

（２）题目中的已知条件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学生活动，相互交流自己的想法。）

解：设李白壶中原有狓斗酒，根据题意，得

２［２（２狓－１）－１］－１＝０，

解得　　狓＝
７

８
。

答：李白壶中原有７
８
斗酒。

［评点：由于“李白”“古诗”问题情景的创设具有趣味性，激起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积

极参与解决问题的活动，主动探索、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符合新课标要求我们应

从学生身边熟悉的事例入手，在“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

应用过程，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方面得到进步和发展”的理念］

（二）精选讲例，交流探究

问题２

师：在三国时期，有位智勇双全的青年将军，他曾火烧赤壁大败曹军。猜一猜他是谁？

生：东吴大将军周瑜。

师：非常好，但可惜的是周瑜英年早逝，让人痛惜。谁能告诉我，周瑜死时，活了多大？

生：（大部分学生都摇头…… 有学生猜三十多，也有猜二十多……）

师：同学们，我以一个非常有趣的诗歌形式告诉你们答案，有没有兴趣？

生：有！（学生的情绪高涨）

（投影问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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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之年督东吴，

早逝英年两位数；

十比个位正小三，

个位六倍与寿符；

哪位同学算得快，

多少年寿属周瑜？

（说明：“寿”即为年龄）

（学生分小组活动）分析题目意义，交流解决问题的想法，合作解决问题。由两位代表上

黑板板演解法。

解法一　设周瑜年龄的两位数上十位数为狓，个位上的数为狔，根据题意，得

狓＋３＝狔，

６狔＝１０狓＋狔｛ ，
　解得　

狓＝３，

狔＝６｛ 。

答：周瑜的年龄为３６岁。

解法二　设周瑜年龄的两位数上十位数为狓，则个位上的数为（狓＋３），根据题意，得

６（狓＋３）＝１０狓＋（狓＋３），

解得　狓＝３，狓＋３＝６。

答：周瑜的年龄为３６岁。

师：运用一次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要注意分析审题，寻找等量关系的一般步骤。对两

种方法进行比较评价。

（三）解决问题，综合运用

问题３

师：民间流传许多有趣的诗歌算题，它一扫纯数学题的枯燥乏味，令人耳目一新，回味

无穷。

（投影问题３）

武大卖饼转满街，甜咸炊饼卖得快；

甜三咸二两厘一，咸四甜二两厘二；

各买一只甜咸饼，武大饼价该怎卖？

说明：（１）“武大”即为武大郎，“甜三咸二两厘一”意思是三只甜饼的价格与两只咸饼的

价格和为二厘一钱。

（２）该题由学生动手独立解决，分小组汇报解法，教师对不同思路予以评价。重点是帮

助学生认真分析题目的等量关系，建立方程组，掌握列一次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方法。

［评点：数学教学是师生共同参与、相互作用、创造性完成教学目标的过程，是自主的、

开放的。由诗歌形式出现的应用题，形式新颖活泼，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品味学

习的喜悦，教学目标在学生愉快的交流活动中一步一步地实现］

（四）延伸拓展，深化理解

问题４

师：在以上问题中，有些可以运用算术方法来解决，但是当已知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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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比较复杂时，用算术方法就不那么简便了。下面我们看一个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墓志

铭的故事，体会一下两种方法的异同与代数方法的优越性。

（投影问题４）

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墓碑上的问题

过路人！这座墓下安息着丢番图，下面的数字可以告诉您他的年龄：他在六分之一的生

活中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又过了生涯的十二分之一，颊上长起了细细的胡须，又过了七分之

一，他结了婚；五年后生了个头胎儿子，可是命运给这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光辉灿烂的生活

只有他父亲的一半；打从儿子死了以后，这个老头儿在深深的悲痛中活了四年，也结束了尘

世的生涯。请您计算一下，这位数学家丢番图活了多少岁才和死神相见。（读题后简单介绍

丢番图生平）

该题较以上几个问题难度大，引导学生认真审题，理解题意，仔细分析后，再征求意见。

让愿用算术方法与愿用方程方法的同学分成两组，分别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充

分分析讨论的基础上，学生上黑板板演。

解法一　（算术方法）　（５＋４）÷ １－
１

６
＋
１

１２
＋
１

７
＋（ ）［ ］１

２
＝９÷

９

８４
＝８４。

答：丢番图去世时，年龄是８４岁。

解法二　（代数方法）　设丢番图活了狓岁，根据题意，得

狓＝
狓
６
＋
狓
１２
＋
狓
７
＋５＋

狓
２
＋４，

解得　狓＝８４。

答：丢番图去世时，年龄是８４岁。

教师结合学生板演，让学生讨论两种解法的异同。课堂上学生各抒己见。主张代数方

法优越的认为：方程方法思考方法简单。而主张算术方法优越的认为：算术方法算法简单。

讨论十分热烈，但主张代数方法优越的显然占大多数。

教师择机评价具体说明。

最后教师归纳总结：算术方法的分析过程比较复杂，而方程问题中的已知数未知数置于

同等地位，根据他们之间的关系，列出等式简洁直接，十分方便。

（五）归纳总结，升华提高

师：这节课我们利用故事的形式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同学们利用方程这个重要的数学

模型给一一解决了。同学们谈一谈这节课有什么收获？（学生积极发言）

生１：我们学习了运用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方法。

生２：列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在找到一个或一组等量关系。

生３：数学真好玩！（大家笑）

生４：从故事中我感受到做人不能像周瑜那样心胸狭窄，对身体不好，应宽宏大量。（学

生鼓掌！）

［评点：全课学生在故事、古诗情景中学习，精心雕饰而无痕。学生在笑声与掌声中结束

了这堂课，留下的不仅仅是愉悦，还有对数学价值的感受。“数学真好玩！”“做人不能像周瑜

那样心胸狭窄，对身体不好，应宽宏大量”等真情感受，正是学生在接受数学知识时，不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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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能力得到提高，感受到数学就在身边，而且思想也得到升华的具体体现，达到了教育的很

高境界］

（六）作业略

五、教学体会

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新教材的基本要求之一。新课标要求我们应从学生身边

熟悉的事例入手，创设问题情景，在“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

释与应用过程”中，掌握数学知识，形成数学能力，感受数学的思想与价值。这节课始终围绕

以上理念展开，有如下特点：

首先，大胆挖掘素材，取材新颖别致。新课标要求教师不能只作为课程的接受者，更要

作为积极的课程资源开发者。这节课既源于对学生认知特点的认真分析，又基于对新课标

的深刻理解，在学生已初步掌握列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方法基础上，我对教材进行了挖掘

开发，巧妙地利用诗歌、故事中的数学素材，并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了融知识性趣味性

为一体一堂课。从而使学生在进一步提高运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同时，强化了数学

建模思想。

其次，课堂情景创设，符合学生年龄特点。整堂课诗歌与故事中的历史人物李白、周瑜、

武大郎、丢番图……与数学问题交相辉映，使学生自始至终在浓厚的兴趣下学习，感悟、体

验、尝试知识的生成过程，品尝成功带来的乐趣，增强了勇于探索、敢于实践的信心与勇气。

这也正体现新课标使学生多方面得到发展的理念。

再次，这节课问题设计由浅入深，延伸拓展，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在学生已掌握列方

程（组）解决实际问题方法基础上，适时拓展，用《丢番图墓志铭》问题，对比算术方法与代数

方法的优越性，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的出现，激活了学生思维，锻炼了思维能力。使学生

在探究中思维得到发展，培养了他们自觉运用方程知识解决问题的自觉性，使得学习过程充

满活力、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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