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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分式的运算是有理式恒等变形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继续学习分式方程、函数和其他有关

知识的重要基础。本节内容主要通过复习分数乘除法运算，类比归纳出分式的乘除法运算

法则；并由乘方的意义和分式乘法的法则探索得出分式乘方的运算法则。分式的乘除法运

算，归根到底是乘法的运算，根据乘法法则，应先把分子、分母分别相乘，化成一个分式后进

行约分，但在实际演算时，这样做有时显得繁琐，因此可根据情况先约分再相乘，这样做有时

简便易行，又不易出错。

二、教学目标

１．经历分式的乘（方）除法运算法则的探索过程，理解其算理，并能结合具体情景说明

其合理性，发展学生合情推理能力。

２．会进行简单的分式乘（方）除法的运算。

三、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分式的乘（方）除法运算。

２．教学难点：分式的乘（方）除法运算中分子、分母是多项式的运算。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问题情景

（１）小学我们学过分数的乘除计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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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果是两个分式相乘除，如何计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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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观察、类比、归纳

问题与思考：

（１）你能说出以上两组算式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吗？

（２）你能用自己的语言总结第二组算式的运算法则吗？

交流与讨论（学生每４人一组讨论、交流、发言，老师对学生回答的问题加以评价，注意

多鼓励学生，归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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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表述，老师引导，可能会有直接进行约分，应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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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讨论、交流、比较、总结，老师引导）

现在，我们说两分式相乘或相除，你认为应如何进行？请同学们把类比总结出的分式的

乘、除法法则总结一下：

（１）分式的乘除法法则

① 两个分式相乘，用分子的积作为积的分子，用分母的积作为积的分母；

② 两个分式相除，将除式的分子、分母颠倒位置后与被除式相乘。

（２）实践运用：

课本第８１页例１　计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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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练习，教师对书写进行规范指导）

问：观察例１的结果，你有什么体会？

注意：分式的乘法的实质就是运用约分的手段化简算式，分式的除法首先转化为分式的

乘法，分式乘除运算结果应尽量约简。

（三）迁移、巩固

（１）课本第８３页练习第１题。

（２）例２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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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课本第８３页练习第２题。

（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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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能用语言叙述这个结论吗？（学生交流，试着表达，教师引导正确表达）。

练习

（１）
３犪犫
２狓（ ）狔

２

；　　　（２） －
狓（ ）狔

２

· 狔
２

（ ）狓
３

÷（狓狔）
４。

（五）总结

经过本节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学生小组交流总结，代表发言，教师整理）

（六）布置作业

教材第８８页习题９．２第１题（２）、（４），第２题（２）、（４），第３题（２）。

五、教学体会

本套教材在编写上，每一节都安排设置了由旧知向新知迁移的问题情景，这使得我们一

线教师在教学时抓住引导学生引入新知的切入点，教学时完全放手让学生去观察、类比、猜

想、探究、分析、归纳得出结论。

在七年级两个班的教学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教学开始，首先采用教材上的例子：分数

的乘除计算，这一同学们十分熟悉而易于解决的问题引入新课，学生参与情绪很高涨；随后

将分数的乘除计算换成分式的乘除计算问题，学生很容易解决该问题，并进而类比分数乘除

法法则通过归纳、总结分式的乘除法法则；接着尝试完成例、习题就不难了。学生在小学学

习分数计算时，能约分的就约分，再加上前面已经学习并掌握整式的四则运算、多项式的因

式分解，所以在本节分式乘除例、习题的计算中，总是先想到约分，使得计算过程更简便，易

于理解和操作。

本节教学，按照编者建议，由于成功应用类比迁移的方法实施教学，加上有目的地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交流、讨论、总结，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仅使学生掌握

了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还让学生切实体会并掌握了必要的数学思想方法，特别是激发了学生

敢于大胆求知、探索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自身的数学素养。

由于教学前的备课，我总是尽可能多地钻研教材特别是沪科版七年级数学培训手册和

教师教学用书，教学过程中时刻关注对学生学习过程方法的评价，关注学生在具体数学活动

中的投入和参与程度，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程度，也是本节课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

方面。



总之，本套教材的每一节的编写都渗透了编者的设计意图，只要教师认真地反复研究、

揣摩，一定可以成功地上好每一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