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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１．通过实际问题中数量关系的分析，体会到现实世界中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关系存在，

不等关系是其中的一种。

２．了解不等式及其概念；会用不等式表示数量之间的不等关系。

３．掌握不等式的基本性质１和２，并能利用不等式的基本性质对不等式进行变形。

４．培养学生从实际生活实例中抽象出数学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学生观察、思考、探

究、交流、比较、概括、归纳的能力，引导学生运用数学思想方法探求新知，感受数学知识间的

内在联系。

５．从学生的生活实际问题出发，让学生感受数学就在我们的身边。通过观察、思考、探

究、交流的学习过程，让学生体验数学发现的乐趣。

二、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不等式的概念和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２．教学难点：正确分析实际问题中的不等关系并用不等式表示。

三、教材分析

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有两种：相等关系和不等关系。以前通过一次方程（组）对相等

关系进行了探讨，从本节开始将研究不等关系。教材从生活实际出发，让学生通过观察、

思考、探究等活动，了解到现实世界中除了相等现象外，还存在着许多的不等关系，要想

合理地解释这些现象，就需要对不等关系进行讨论，而不等式的概念和不等式的基本性

质又是研究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学生已经掌握了研究相等关系的

方法，教材在研究不等式的基本性质时，通过与等式的基本性质类比的方式，利用知识的

正向迁移，引导学生归纳不等式的基本性质。其中，分析实际问题中的不等关系并用不

等式表示是学生认知理解上的难点，教学中采取学生讨论交流、教师分析的师生互动形

式帮助学生加深理解。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１．投影：显示跷跷板、倾斜天平图片后，提问：跷跷板两端的人或天平左右两边的砝码

质量相等吗？你能分别比较它们质量的大小吗？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熟知的实例，让学生发现数学，使学生感受到在现实生活中的数

量关系除了相等之外，还存在大量的不等关系。不等关系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实际当中，教

师再举出如下两个实际问题。

２．问题与思考：

（１）雷电的温度大约是２８０００℃，比太阳表面温度的４．５倍还要高。设太阳表面温度

为狋℃，那么狋应满足怎样的关系？

（２）一种药品每片为０．２５ｇ，说明书上写着：“每日用量０．７５～２．２５ｇ，分３次服用”。设

某人一次服用狓片，那么狓应满足怎样的关系式？

【设计意图】使学生懂得在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不等关系存在，而这些不等关系又不能

够用等式来加以解决，于是自然地引入不等关系的学习，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求知

欲，为学习新知识创设一个最佳的认知和心理环境。

（二）观察感知，归纳概念

１．请用适当的符号表示下列关系：

（１）π　　３．１４；（２）－３　　－２；（３）犿
２
　　０；（４）若狓≠狔，则２狓　　２狔。

【设计意图】从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出发，设置浅显易懂的问题，让学生通过填写不等

关系符号，既回顾了以前的知识内容，也为学生观察、归纳概念埋下伏笔，同时第（２）小题的

设置，又为本节课研究不等式的基本性质打下基础。

２．（１）观察：各小题中的式子，这些式子与以前学过的等式有什么不同？

（２）归纳概念：用不等号（＞、≥、＜、≤或≠）表示的式子叫做不等式。

（３）你能再举出一些不等式的例子吗？

３．用不等式表示下列关系：

（１）狓的５倍与１的和小于狓的３倍；　　（２）犪与２犫的差是正数；

（３）２狓与３的差不大于－６； （４）狔
２ 是非负数。

【设计意图】让学生经历不等式概念的形成过程，培养学生观察、比较、归纳、表述的能

力，加深对概念的了解，而用不等式表示不等关系习题的设置，旨在引起学生注意：列不等式

表示不等关系，常常体现在一些关键的词上。如：大于、小于、不大于、不小于、正数、负数、非

负数、至多、至少、不足、不超过等等。

（三）师生互动，探求新知

１．回顾：我们学习过利用等式的基本性质解方程，请同学们回顾等式有哪些基本性

质呢？



类似地，不等式的求解也要利用不等式的基本性质。不等式究竟具有哪些基本性质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讨论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２．观察。

３．类比与归纳：

（１）如果将倾斜的天平看成不等式，类比等式的基本性质，对于不等式犪＞犫，从图中你

能得出什么结论？

（２）你能尝试将结论进一步转化成符号语言表述吗？学生思考后相互交流，教师鼓励

学生尝试，其他同学补充，教师予以肯定，修正后板书：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１：不等式的两边都加上（或都减去）同一个数或同一个整式，不等号

的方向不变，即：如果犪＞犫，那么犪±犮＞犫±犮。

４．思考：对于倾斜的天平，如果两边砝码同时扩大相同的倍数或同时缩小为原来的几

分之一，那么天平的倾斜方向会改变吗？

５．归纳：学生讨论、交流并归纳结论，教师修正并板书：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２：不等式的两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正数，不等号的方向不变。

即如果犪＞犫，犮＞０，那么犪犮＞犫犮；
犪
犮
＞
犫
犮
。

【设计意图】在学生回顾等式基本性质的基础上，通过运用观察感知，类比发现的方法

让学生总结归纳出不等式的基本性质１和基本性质２，培养了学生观察发现、类比归纳的能

力，进一步发展了学生的符号感。

（四）例题解析，加深理解

例１　用“＞”“＜”“≥”或“≤”号填空：

（１）如果犪－２≤犫－２，那么犪　　犫；　　　（２）如果
５

２
犪＞
５

２
犫，那么犪　　犫；

（３）如果犿≥狀，那么３犿－２　　３狀－２； （４）如果２狓＋１＜２狔＋１，那么狓　　狔；

（５）如果２狓－１＜－狓＋５，则狓　　３。

例２　在前面观察天平填不等号的两小题中，有结论：“２犪＞２０”和“２犪＜犪＋２０”。你能

说出同一物体质量犪的范围吗？说明理由。

【设计意图】两个例题的设置，由浅入深，呈现梯度，既巩固了本节课学习的不等式基本

性质１和２这一新知，突出了重点，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实现

了不同的人在数学上有不同的发展。例１第（５）小题和例２的设置，既综合运用了不等式的

基本性质１和２，又为后面学习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及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集打下

基础。

（五）当堂练习，内化新知

让学生口答：课本第２４页练习第１题第（１）、（２）、（３）小题，第２题第（１）、（２）、（４）小题，

第３题第（１）、（３）小题，并让其他同学进行评价。

【设计意图】旨在帮助学生巩固本节课所学新知，教师也能及时获取学生掌握新知情况

的反馈。



（六）小结反思，促进发展

１．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谈谈你的收获与疑惑。

２．在本节课的学习过程中，用到了哪些数学思想方法？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畅谈本节课学习的感受，实现了心与心的交流，获得数学学习

的情感体验。由知识的小结提升到数学思想方法的回顾，从而对解决问题过程的反思获得

解决问题的经验，在培养学生自主发展，自主反馈意识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同时也必将得到

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等方面的提高和促进。

（七）分层作业，巩固提高

１．（必做题）课本第２４页习题７．１第１题，第２题第（１）、（２）小题，第３题第（１）、（２）、

（４）小题。

２．（选做题）将下列不等式化为“狓＞犪”或“狓＜犪”的形式：

（１）３狓－１＞５；　　（２）狓＋３＜－２狓＋７。

【设计意图】根据学生间的差异性，将作业设计成必做题和选做题两个层次，使不同层

次的学生得到不同的发展，体现了集体教育和因材施教的结合。

（八）板书设计

§７．１　不等式及其基本性质（１）

１．不等式的概念：　　　　　　　例１　　　　　　　　例２

２．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１）

（２）

五、教学体会

本节课选取学生熟悉的生活实际问题为素材，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出发，结合实验演示，

运用类比的方法让学生归纳不等式的基本性质１和２，学生轻松获取并掌握了知识，达到了

预期的教学效果。对于“药品服用”问题，学生在列不等式时，有一定难度。教学时，可采用

先让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教师将其板书在黑板上，让其他学生分析评价，教师点评的方式，

加深对该问题的理解。对于例２，只要学生说出犪的范围是“大于１０，小于２０”即可，而无需

用“１０＜犪＜２０”的形式表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