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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整式加减是全章的重点，本节内容是建立在小学对数的加减运算基础上，运用了单项式、多

项式、整式的知识，又是学生今后学习方程、方程组及分式等知识的基础，因此要求学生掌握整式

加减的一般步骤，能熟练地进行整式加减运算。

１．教学重点：同类项的概念，合并同类项。

２．教学难点：合并同类项。

３．教学关键：掌握好同类项的概念，正确运用合并同类项的法则。

二、教学目标

（１）了解同类项的概念，合并同类项法则。

（２）理解整式加减的实质。

（３）掌握合并同类项法则进行合并同类项。

（４）运用合并同类项正确进行整式加减。

三、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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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理解单项式、多项式、整式的含义

注：狓＋狔
３
＝
狓
３
＋
狔
３
是多项式的含义

　（２）弄清单项式的系数和次数，多项式

的项数和次数的含义

　巩固已有知识，为学

习新知识做准备
　提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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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

设

情

景

幻

灯

片

２

幻

灯

片

３

　（１）俗话说“物以类聚”，意思是说：同一

类型的东西可以聚集在一起，当然，不同类

型的东西，就不能随意聚集

　举例说明：在动物园里老虎和熊猫不能

放在同一个笼子里

　（２）问题１：小明有３个苹果，７个香蕉，２

个橘子；小芳有４个苹果，６个橘子，他们

共有多少水果

　（３）问题２：课本第 页问题提供了一

个墙壁安装窗花的生活情景，目的是使学

生了解代数式的实际背景，认识代数式的

作用（体会用符号表示的意义）

　学生得出“物以类

聚”的结论

　在进行加减运算时，

要注意“同类”这个物

点，由启发可知在进行

代数式运算时，也要建

立“同类项”这个模型

　要求学生列出式子，

发现规律、特点

　

　

　多媒体动画

演示

　情景教学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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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新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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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分析同类项

　在２犪犫＋犪犫中，项２犪犫与犪犫都含字母犪

和犫，并且犪都是１次，犫都是１次，在π狉２

＋π狉
２中项π狉

２ 与π狉
２ 都含字母狉，并且狉

都是２次

　由上面问题２，先算

出两长方形墙面的面

积之和２犪犫＋犪犫，再减

去两个圆面积之和

π狉
２＋π狉

２

　演示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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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给出同类项的定义

　① 所含字母相同，并且相同字母的次数

也分别相同。即“两个相同”

　② 不要忘记几个常数项也是同类项。

　例１　（１）３犪２犫与３犪犫２；（２）狓狔与－狓狔；

（３）４犪犫犮与４犪犮；（４）－３与
１

３

注：系数的不同或字母次序不同对是否是

同类项没有影响

　（３）例２

　求４狓
２＋２狓－１－３狓２＋３狓＋２

注：① 在合并同类项的过程中，利用了加

法交换律、结合律、乘法的分配律

② 不要丢掉每一项的符号。

　引出合并同类项概念，合并同类项法则

注：① 是同类项才能合并也必须合并

② 合并同类项时系数相加，字母和字

母的指数不变。即“一变两不变”

练习：

　２
２，犪２，０２，０，犪２犫２

中哪些是同类项π狉
３，

π
２狉２，π狉２，３狉２，２π狉２

中哪些是同类项

　形如：△□＋○□＝

（△＋○）□

　其中△，○表示两个

同类项的不同系数

　实质：利用乘法的分

配律

　想一想

（２犪犫＋犪犫）－（π狉２＋

π狉
２）＝

　引导观察法

　探索交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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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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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同类项概念（课本第６８页练习第１

题）

　巩固合并同类项概念（课本第６８页练习

第２、３题）

　运用所学新知求解
　组织学生小

组合作

（五）

变

式

训

练

幻
灯
片
９

　求２（犪＋犫）２－３（犪＋犫）２－０．２（犪＋犫）２－

０．２５（犪＋犫）２

　讲解：把（犪＋犫）２ 看作一个整体，于是可

以利用合并同类项法则将上式化简

原式

＝（２－３－０．２－０．２５）

（犪＋犫）２

＝－１．４５（犪＋犫）２

　反馈法

（六）

小

结

幻
灯
片

▼〝

　判断同类项：“两个相同”

　合并同类项：“一变两不变”
　记忆概念与法则

　个体总结集

体补充

四、布置作业

１．习题２．３第１、２题。

２．阅读本节课内容。

３．预习下节课内容。

４．课后的一点思考：整式加减的结果有哪些特点？

整式的和或差仍是整式，和式或差式的次数都不会大于参加运算的整式的次数中较大

的那一个；项数不会大于参加运算的整式的项数之和；减去一个整式，等于把这个整式乘以

－１后加到被减式上去，因此减法是加法的特例，加法和减法可以统一成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