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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１．了解近似数、误差的定义。

２．理解什么是精确度，能根据精确度的要求取近似数。

二、重点难点

１．教学重点：如何按要求取近似数。

２．教学难点：能够正确地按要求取近似数。



三、教材分析

在日常生活和生产等一些实际问题中，经常使用近似数。前两个学段已经学过的四舍

五入法，把一个数精确到某一位得到的数都是近似数。

教材通过一些具体的生活情景和实际问题的引入和学习，让学生对什么是近似数、近似

数的取得、精确度的处理等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一方面为进一步学习有效数字服务，另一方

面在今后解决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中，能根据需要取近似值。

本节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正确地按要求取近似数。

四、教学过程

活动一　情景引入

师：请同学们数一数今天班上到了多少同学？再量一量数学课本的宽度是多少？

（学生经过观察、测量，很快得出答案）

生１：今天我们班到了６６位同学。

生２：我量得数学课本的宽度是１８．７ｃｍ。

生３：我量得数学课本的宽度是１８．７３ｃｍ。

……

（对于数学课本的宽度，同学们得出的答案不尽一致）

师：为什么同学们量得的数学课本的宽度不一致呢？

学生众说纷纭。（教师板书课题）

活动二　学习新知

１．引出定义

（１）大家都得出了今天我们班到了６６位同学，６６是通过计数方法得来的，是准确值。

（２）同学们用刻度尺量得的１８．７ｃｍ、１８．７３ｃｍ…是一个与实际数值很接近的数，称为

近似数（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ｖａｌｕｅ）。

近似值与它的准确值的差，叫做误差（ｅｒｒｏｒ），即

误差＝近似值－准确值。

２．关于精确度

（１）精确度表示的是近似数与准确数的接近程度，如１８．７是精确到十分位（或者说精

确到０．１）的近似数；１８．７３是精确到百分位（或者说精确到０．０１）的近似数。

（２）近似数一般由四舍五入法取得，四舍五入到某一位，就说这个近似数精确到那一位。

如π≈３（精确到个位）；

　π≈３．１（精确到０．１）；

　π≈３．１４（精确到０．０１）；

……

活动三　合作探究

１．问题的提出

问题１：据中国统计信息网公布的２０００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我国的人口

总数为１２９５３３００００人，请把这个数精确到亿位。



２．探究的结果

学生经过短暂的思考后，全班６６人得出了很多种结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写到

黑板上）：

（１）１．３×１０９；

（２）１３亿；

（３）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１３；

（５）１３×１０８；

（６）１．２×１０９；

……

显然，只有（１）、（２）是正确的，为了纠正学生在本题中出现的对精确度的错误认知，加深

学生对有关知识点的正确理解，不要急于直接评判学生的答案，可以按照有关的解决途径去

进行。

３．解决的途径

（１）分组合作，共同探讨

将全班同学按座位秩序分成前后两排４人一组，每个小组的同学在一起共同探讨每一

种结果的正确与否，并说出自己的理由，各抒己见。

（２）集中发言，交流看法

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各小组选派一名同学代表本组同学发言，交流自己的看法，争取

得到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生１：我们小组认为（１）、（２）两种结果是正确的，其余都是错误的。

生２：（３）的结果是精确到个位，而不是精确到亿位。

生３：１３不是原数１２９５３３００００的近似数。

生４：１３×１０８ 不符合科学记数法的形式。

生５：１．２×１０９ 是在取近似数时，没有四舍五入。

……

显然，学生通过充分讨论与交流，确实加深了对一些问题的理解。

（３）因势利导，总结经验

问题２：你觉得掌握精确度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经过一番思考，学生开始纷纷举手发言。

生１：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精确度，即近似数与准确数的接近程度。

生２：取近似数的时候要四舍五入。

生３：要正确地用科学记数法表示相应的数。

生４：一个近似数的精确度要看它的最末一位数字所在的数位。

……

４．变式训练

在学生加深了对近似数的理解，形成了一些具体的经验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

和拓展学生思维，可将问题１进行以下变式训练：

变式１：精确到千位。



变式２：精确到百万位。

……

活动四　巩固练习

１．例题

五一节期间，某商场准备对商品作打８折促销。一种原价为３４８元的微波炉，打折后，

如果要求精确到元，定价是多少？如果要求精确到１０元，定价又是多少？

微波炉打８折后的价格：３４８×８０％＝２７８．４（元）。

精确到元的定价为２７８元，精确到１０元的定价为２８０元。

２．练习（课本第４４～４５页练习）

３．课堂小结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生１：知道了什么是准确数与近似数。

生２：知道了什么是误差。

生３：学会了怎样按要求去求一个数的近似数。

……

４．课后作业：课本第４６页习题１．７第１题。

五、教学体会

本节课中，针对学生表现出来的对精确度的一些错误认知，主要尝试了用以下的模式去

解决：

实际问题 →
学生尝试

错误认知 →
合作探讨

正确认知 →
归纳提升

数学经验 →
学生实践

巩固提高

和以往的教学方法相比，在本案例的教学中，主要体现了以下几点：

（１）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教师应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向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

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

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应是数学学习的组

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

在本案例的教学中，改变了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教学模式，而是更多地让学

生探究、学生交流、学生实践，并通过“学生讲、师生听”等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与主动性得到充分体现，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２）学生的学习效果得到提高

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被动地接受，然后模仿，学生的学习能力得不到全面发

展。特别是对一些基础薄弱的学生，收效甚微。

在本案例的教学中，给每位学生探索和交流的机会，让他们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从符

合自己思维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去阐述、去理解，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虽然由于学生之间存

在个体差异，不同的人收效不同，但对每一个学生而言，即使是一点点发现和体会，却是真正

属于自己的。学生通过这样主动努力得出的经验与技能，比从课本或老师那里直接得出的



效果要好得多，而且印象深刻。

（３）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变革

变革学生的学习方式，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点之一。新课标没有否认模仿与记忆在

数学学习中的作用，但更强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也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

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进行观察、实验、猜测、验证、推理与交流等数学活动。现在我们

倡导的学习方式是：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

在本案例的教学中，对于学生的一些错误解答，没有直接去予以否定，而是首先让他

们合作探究，然后小组交流，最后形成共识。教学中，把学生解答结果的评判、知识经验

的总结、变式训练的巩固等活动都留给了学生自己去完成、自己去体验，注重了学生的学

习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