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理数的大小
安徽省桐城市吕亭中心学校　苏明强

一、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从学生熟悉的天气预报中的温度入手，结合数轴的相关知识，用数轴上的点表

示出各旅游区当天的最高温度，通过观察、类比、归纳，得出在数轴上有理数大小的比较法

则：“在数轴上不同的两个点表示的数，右边的数总比左边的数大，所以有正数大于零，负数

小于零，正数大于负数。”然后进一步通过实例按正、负分类得出两个负数的大小比较方法。

二、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两个有理数的大小比较。

２．教学难点：比较两个负数大小的法则。

三、教学目标

１．借助数轴，理解有理数大小关系，会比较两个有理数的大小。

２．通过对有理数大小比较的方法的探索，让学生经历利用数轴和绝对值的知识进行观

察、归纳、推理的数学活动的过程，渗透数形结合、分类和化归的数学思想。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发现、交流（幻灯片１）

问题１：下表是５个旅游区某天的天气预报：

城　　市
０３月２３日白天 ０３月２３日夜间

天气状况 风向风力 最高温度 天气状况 风向风力 最高温度

泰山 多云 南 ３ 晴 西南 －４

黄山 小雨 东 ５ 小雨 东 ０

桂林 小雨 南 １１ 小雨 东 ９

张家界 小雨 东 ９ 小雨 西南 ５

延吉 雨夹雪 东南 ９ 小雪 西北 －５



认真观察上表，回答下列问题：

（１）把白天各旅游区最高温度的数在数轴上表示出来，并按照温度从低到高的顺序进

行排列：

（２）把夜间各旅游区最高温度的数在数轴上表示出来，并按照温度从低到高的顺序进

行排列：

（３）这些数的大小顺序与表示它们的点的位置有什么关系？

【师生活动】

引导学生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展开讨论：

这天白天：各旅游区哪个地方的温度最高，哪个地方的温度最低？

这天夜晚：各旅游区哪个地方的温度最高，哪个地方的温度最低？

从数轴来看，“９”在“５”的右边，“０”在“－４”的右边，而“９”比“５”大，“０”比“－４”大，“９”比

“－４”大。可以发现点所在的位置与点所表示的数有下列关系：点越靠右边，点所表示的数

就越大。即：正数大于零，负数小于零，正数大于负数。

（二）主动探究，获取新知

问题２（幻灯片２）：

例１　（１）比较下列各对数的大小：

① －１与－１．５；　　② －
２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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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③ －１．４１２与－１．４１１。

（２）两个负数的大小与它们的绝对值有什么关系？

【师生活动】

（１）先分别在数轴上找出它们的位置，并比较它们的大小：

（引导学生完成。根据学生情况，适当复习两个正分数的大小比较方法。）

（２）求出各组数的绝对值，并比较它们的大小：

（引导学生完成。根据学生情况，适当复习绝对值的求法及两个正数的大小比较方法。）

（３）概括总结，得出新知：“两个负数，绝对值大的反而小。”

（三）新知应用，加深理解，学会说理

问题３（幻灯片３）：

例２　比较下列各对数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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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活动】

解：（１）这是两个负数的大小比较 （明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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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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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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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
８

１２
（分别求出两数的绝对值，并通分）…………

且９
１２
＞
８

１２
（比较绝对值大小）………………………………………………………………

所以－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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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比较两个负数的大小）…………………………………………………

注意：

（１）由教师示范讲解，强调每一步推理的方法和依据，让学生学会解题的步骤和

格式。

（２）（３）（４）由学生根据法则自主完成，推选学生代表板演，教师分析板演结果。强调出

现绝对值或括号时应先化简；对于两个分母不同的分数，为便于比较大小，应先通分。

（四）跟踪练习

１．课本第１５页练习第１题。

【师生活动】

学生自主探索，小组交流后推选学生代表发言。

２．课本第１５页练习第２题、第３题。

【师生活动】

学生自主探索，推选代表板演，教师巡视指导，注意强调方法，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五）延伸拓展

问题４（幻灯片４）：

（１）将－６，　１，　－２，　－０．５，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２）比较－
２

２　００５
与－

３

２　００６
的大小。

【师生活动】

学生自主探索，相互交流，推选代表板演。教师巡视指导，注意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评析板演结果，对题（２）应引导学生求出两数的绝对值，并把分子化为６，比较分母。

（六）课堂小结

问题５（幻灯片５）：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有何收获？

【师生活动】（主要由学生自主总结，教师补充）

１．两个负数的大小比较的法则：　　　　　　　　　　　　　　　　　　　　　　。

２．有理数大小的比较方法：　　　　　　　　　　　　　　　　　　　　　　　　。

（七）作业设置

课本第１５～１６页习题１．３第１～３题。



五、教学体会

１．创设情景，激发学生探究性学习的动力

本节课设计了四个不同的情景：问题１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将数的大小与数在数

轴上对应点的位置联系起来，初步体会到点越靠右边，点所表示的数就越大。由于提供的时

间充分，多数学生都能发现数的大小与表示数的点在数轴上的位置顺序之间的关系，为后面

的学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例１设置了一组简单的问题，目的是让学生进一步利用数轴学

会比较两个数的大小（包括两个负数的大小）体验成功的乐趣。例２的一组问题，是让学生

在例１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两个负数大小的比较方法，并学会比较不同情景下两个数的大

小。第①题由老师讲解后要求学生自主完成后面的题目，从学生完成情况看，学生会比较大

小，但对简单推理的格式不能掌握，出现了问题，这说明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还要进一步培

养。问题４一方面是巩固本节课所学内容，另一方面则是促使学生发现问题，引起学生探求

知识的强烈愿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的小结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

自己进行小结、反思，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效果良好。

２．恰当引导，做学习的促进者

本节课将问题直接呈现在学生的面前，引导学生通过相互讨论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尽管花去了很多时间，但这样做是值得的。长期坚持，就可以帮助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中走

出来，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３．激励先进，提倡创新

现实生活的问题往往存在于比较复杂的，信息不完备的现实情景之中，它的解决不

仅需要学生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且需要学生具有发散性思维和创新的能

力。问题４的第（２）问，有不少学生利用“分子相同，分母大的反而小”来比较，方法有了

创新，理所当然地得到老师的由衷称赞，也进一步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

的创新意识。

“教者有心，学者得益。”尽管这节课在设计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但通过教学，基本实现了

设计思路，让学生体验了数学来自生活、服务于生活的现代数学观，较好地体现了学生主动

探究、交流、学会学习的有效学习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