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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在日常生活中平均分物時，結果會包含兩種情況：一種是恰好分完的情

況，沒有剩餘（即餘數為 0）；一種是平均分完後還有剩餘（即餘數不為 0）。

在除法的計算中，能夠整除的是少數，有餘數的除法是大量存在的並且這部分

內容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著重要的應用。 

       從學生的經歷來看，有餘數的除法是對除法意義的進一步理解，是表內除

法知識的延伸與拓展。同時，有餘數的除法是學習一位數除多位數等除法的重

要基礎，因為用一位數除商是一位數的有餘數的除法是除法試商的基礎。因

此，此部分知識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學好這部分知識對於學生繼續學習有著至

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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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有餘數的除法

的含義 

理解餘數及有餘數除法的

含義 
2017-04-24 1 

第二課節 
餘數與除數的

關係 
探索餘數與除數的關係 2017-04-25 1 

第三課節 

有餘數的除法

豎式和表內除

法的豎式 

掌握運用除法豎式的計算

方法和有餘數除法的求商

方法 

2017-04-26 1 

第四課節 解決問題 1 
運用有餘數的除法解決租

船等問題 
2017-04-27 1 

第五課節 解決問題 2 解決週期問題 2017-04-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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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理解餘數及有餘數的除法的含義，初步培養學生全面思考問題的意識。  

2. 經歷除法豎式（含表內除法的豎式）的書寫過程，理解豎式中每個數所表示

的意思，初步培養學生的觀察、分析能力以及恰當地進行數學表達的能力。  

3. 初步掌握試商的基本方法，並能較熟悉地進行有餘數的除法的口算和筆算，

培養學生的運算能力。  

4. 學會用有餘數的除法解決生活中的簡單問題，初步感受數學與生活的聯繫，

繼續掌握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 

 

二、主要內容 

本單元主要包括有餘數的除法的意義與計算和解决問題兩部分內容。教材

中一共安排了 6 個例題，旨在讓學生循序漸進地認識與理解餘數及有餘數的除

法的意義， 理解餘數和除數的關係， 以及除法竪式中各數的含義， 掌握除法

竪式的寫法及試商的方法，靈活運用有餘數除法解决實際問題。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注重操作， 促進學生對相關知識的理解 

二年級學生的思維以具體形象思維爲主， 要完成由形象思維向抽象邏輯思

維的轉變，就要借助動手操作， 讓學生親自實踐， 體驗知識的形成過程。本單

元既有餘數的産生、餘數比除數小等概念性知識， 也有試商、 調商等計算方面

的技能， 學生的認知一般經歷 “實物—表像—符號” 的過程，溝通各方法之

間的聯繫，構建完整的餘數概念 。 

 

（2）通過對比，幫助學生理解有餘數的除法的含義和計算。 

數學概念教學的根本任務就是正確揭示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對于 “有餘數

除法” 的概念， 不僅要準確地解釋它的內涵，而且要挖掘它的外延， 使學生

對概念的理解逐步完善。 “有餘數的除法” 不僅是表內除法知識的延伸和拓

展，也是今後繼續學習一位數除多位數等除法的重要基礎。這部分知識的學習

具有承上啓下的作用，因此教學時需要不斷將有餘數的除法與剛學習的表內除

法的兩種情况對比呈現， 使學生體會有餘數的除法與表內除法的關係。結合操

作的過程，學生在對比有餘數的除法和表內的橫式對比，理解有餘數除法的橫

式中各部分的名稱及每個數的含義。在有餘數的除法的橫式和有餘數的除法的

豎式的對比中，學生理解有餘數除法的豎式的書寫方法，理解豎式中每隔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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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義。有餘數的除法的豎式與表內除法的豎式的對比，幫助學生繼續理解除法

豎式的寫法，理解豎式中餘數位置上的“0”的含義。對比可以喚起學生已有的

只是經驗，加深學生對有餘數的除法的理解，還可以使學生感受到知識之間的

聯繫，為建構合理的知識結構網絡提供支撐點，同時，還能培養學生分析、比

較、歸納的能力。 

 

（3）注重解決問題策略的培養 

用有餘數的除法解決租船問題和週期問題，繼續通過“知道了什麼？”“怎樣

解答”“解答的正確嗎？”等提示，使學生經歷審讀題意、分析數量關係、尋

找策略解決問題、回顧與反思等全過程，並通過呈現不同思維水瓶、不同角度

思考角度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既尊重學生的發展顯示，允許學生用適合於自己

的方法解決問題，又可使學生了解解決問題方法的多樣性，有助於提升學生解

決問題的能力，促進學生思維能力的發展。 

四、教學重點 

第一課時：理解餘數及有餘數除法的含義。 

第二課時：探索并發現餘數與除數的關係。 

第三課時：掌握除法豎式的書寫方法以及理解除法豎式中每個數的含義，掌握

試商的方法，理解豎式計算的算理。 

第四課時：運用有餘數除法的知識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 

第五課時：運用有餘數除法的知識解決一類按規律排列的有關週期問 

題。 

 

五、教學難點 

第一課時：有餘數除法的算式中，各部分的含義。 

第二課時：理解餘數要比除數小的道理。 

第三課時：理解除法豎式中每個數的含義及理解試商的方法。 

第四課時：根據實際情況對“餘數”進行合理取捨。 

第五課時：理解餘數在解決問題中的作用。 

 

 

六、教學用具 

PPT 

小棒 

雪條棍 

紅花、黃花、藍花、綠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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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梨、桃（圖） 

 

七、教學課時 

5 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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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一、有餘數的除法的含義 

Lesson type 

課    型 

有餘數的除法的含義 Instructed 

by 

授課教師 

 

Class 

授課年級 

二年級 Setting 

授課日期 
2017年 4月

24日 

Teaching 

Material 

教    材 

人教版 二年級下冊 

第六單元 有餘數的除法 

Teaching 

Time 

教    時 

1 課時 

Prior Knowledge 

已有知識 

本課為第六單元《有餘數的除法》的第一課時。學生已經

認識了除法，能比較熟練地口算表內除法， 幷積累了比較

多的把一些物體進行平均分的活動經驗，知道要把一些物

體等分， 可以用除法計算。 

 

 

 

 

 

Teaching aims 

教學目標 

1．初步理解有餘數的除法

的含義，認識餘數，理解

有餘數除法橫式中每一個

數所表示的意義。 

2. 感悟直觀研究問題的意

識和方法，積累觀察、操

作、討論、合作交流、抽

象和概括等數學活動經

驗，發展抽象思維。 

3. 在自主探究解決問題的

過程中，感受數學與生活

的聯繫，體驗成功的喜

悅。 

教學目標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

(BAA)﹕ 

A-1-12 理解整除、不能整除

及其商與餘數的概念； 

F-1-1 樂於參與數學學習活

動，表現積 

     極的態度； 

F-1-3 能在數學活動中與他人

進行交 

     流，學會傾聽和尊重別

人的觀 

點。 

 

Difficulties 

重難點 

重點：理解餘數及有餘數除法的含義 

難點：有餘數除法的算式中，各部分的含義 

Teaching aids 

教學輔助 

1. 小棒 

Procedures 

教學過程 

Teacher's 

教師活動 

Purpose 

教學目的 

一、導入新課 

 

談話引入，感知剩餘 

同學們，我們班有 32 個同學，分成 7 個

組，每組的人數一樣嗎？ 

 

每組的人數不一樣，不是(平均分)； 

 

如果要平均分，會怎麽樣?(有剩餘) 

引導學生在

生活情境中

解決數學問

題，激發學

生已有的知

識經驗和生

活感悟，為



2016/2017 

P056 

 5 

今天就來研究和“平均分”“剩餘”有關的

數學問題 

新課的學習

做好鋪墊。 

二、探究新知 

 

操作感悟，探究新知 

(一)瞭解餘數的含義 

1. 用小棒搭正方形。 

4 根小棒搭一個正方形，8 根小棒能搭幾個

這樣單獨的正方形? 

可以怎樣列出除法算式? 

板書：8÷4=2(個) 

師：用你手中的小棒搭這樣單獨的正方形，

能搭幾個，會出現什麽樣的結果? 

(學生獨立操作，教師把學生搭的八種情况

全部展示在黑板上) 

（二）初步形成餘數的表象。 

觀察比較，搭的結果有什麽不同? 

預設： 

①小棒正好搭完，沒有剩餘； 

②小棒的數量少了，不够再搭了；③小棒还

有剩余。 

按沒有剩餘和有剩餘來調整展示的八種情

况。 

 
小結：沒有剩餘的，我們前面已經研究過，

今天我們專門來研究有剩餘的情况。 

3. 認識餘數。 

根據搭的結果，小組內說說剩餘情況，有哪

幾種? 

(回饋：剩餘的情況有 3 種：剩餘 l 根，剩餘

2 根，剩餘 3 根) 

(追問)還剩餘 1 根、2 根、3 根，為什麼不繼

續搭了? 

我們能不能給剩餘的數起個名字? 

(學生嘗試，教師揭示：餘數。板書：餘數) 

質疑：這裡的 1 根，既然是多餘的，那就拿

掉吧!(教師假裝拿走，又放了回去) 

小結：雖然餘數是一個“多餘”的數，但也

是一個很重要的數!今天就來學習有餘數的

採用數形結

合的辦法，

突破對有餘

數除法的意

義的理解。 

首先我讓學

生分別畫出 8 

根、11 根、

13 根小棒可

以擺幾個正

方形？畫完

後，再讓學

生觀察比較

有什麼不

同，學生很

自然的就得

出結論：把

小棒平均分

後有兩種不

同的結果，

一種正好分

完，一種是

有剩餘的。

這樣教學，

一方面從數

學知識內在

的邏輯關係

出發，讓學

生根據原有

的除法意義

動手操作，

促進除法意

義的遷移，

建構完整地

認知結構；

另一方面從

學生認知心

理出發，不

能正好分完

和以前的認

知經驗產生

了衝突，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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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板書課題：有餘數的除法) 

(二)認識有餘數的除法 

 
1.有餘數除法的讀和寫。 

會用除法算式表示 9 根小棒搭正方形的結果

嗎? 

學生嘗試列式，教師根據回答板書。 

可能出現： 

9÷4=2 餘 1 

9÷4=2……1  

9÷4=2(個)……1(根) 

指導正確的列式方法和讀法。 

2. 有餘數除法各部分的名稱。 

9÷4=2(個)……1(根) 

這裡的“9”是被除數，表示一共有 9 根小

棒，“4”是除數，表示搭一個正方形要用

4 根小棒，“2”是商，表示搭成 2 個正方

形，“1”是餘數，表示還剩餘 1 根。 

（教師用箭頭將算式中的數字與圖形作連

結） 

 

發了學生的

求知欲望。

這一過程中

學生的動手

操作，是在

為告訴確實

有不能正好

分完的事實

而進行的實

踐驗證。這

種在問題驅

動下的動手

操作，學生

積極主動，

思維集中，

體驗真實，

有助於有餘

數除法含義

的建構。 

三、鞏固練習 

 

一、圈一圈，畫一畫： 

（1）9 支鉛筆，每人分 2 支，可以分給

（   ）人，還剩（  ）枝。 

9 ÷ 2= □（人）…… □（枝） 

 

（2）9 支鉛筆，平均分給 4 人，分一分，

把分的結果畫出來。每人分得（ ）支，還

剩（ ）枝。 

9 ÷ 2= □（人）…… □（枝） 

 

做完後請學生自己上來講一講：對應著圖說

一說算式中每個數表示的意義。 

該練習是多種

表徵形式相互

映襯，幫助學

生理解餘數及

有餘數的除法

的含義，並學

會確定商和餘

數的名數。且

此題涵蓋了平

均分的兩種情

況（包含和等

分），除繼續

鞏固相關知識

外，可使學生

進一步體會在

有餘數的除法

中，商和餘數

的名數什麼時

候相同（等

分），什麼時

候不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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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四、鞏固拓展 

 

有 21 個麵包，選一種裝法圈一圈，填一

填。 

 

 

 

我選的是第（   ）種裝法。按照這種裝法，

這些麵包可以裝（   ）袋，還剩（  ）個。 

 

21 ÷ □  =  □（     ）…… □（    ） 

有三種裝法，

具有開放性，

讓學生進一步

理解餘數及有

餘數的除法的

含義，並學會

確定商和餘數

的名數。 

五、總結 

 

今天這節課我們學習了甚麼？有甚麼收穫？

還有甚麼問題嗎? 

學生通過總

結本節課的

內容，培養

概括能力，

重溫本節課

學習的重

點。 

 

 

 

 

二、餘數與除數的關係 

Lesson type 

課    型 

有餘數的除法的含義 Instructed by 

授課教師 

 

Class 

授課年級 

二年級 Setting 

授課日期 
2017年

4月 24

日 

Teaching 

Material 

教    材 

人教版 二年級下冊 

第六單元 有餘數的除法 

Teaching Time 

教    時 
1 課時 

Prior 

Knowledge 

已有知識 

本課為第六單元《有餘數的除法》的第二課時。學生已有“分

不完有剩餘”的分物經驗，初步理解餘數及有餘數除法的含

義，理解有餘數的除法的橫式中各部分的名稱及每個數的含

義。 

 

 

 

 

 

Teaching 

aims 

1、通過操作、觀察、對比等

活動來探索餘數和除數的關

係，理解餘數比除數小的道

理。 

2、初步培養學生的觀察、分

析能力以及恰當地進行數學表

達的能力。 

教學目標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

(BAA)﹕ 

A-1-12 理解整除、不能整除及

其商與餘數的概念； 

F-1-1 樂於參與數學學習活動，

表現積 

     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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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3、積累操作和尋找規律的活

動經驗，激發學習的熱情。 

F-1-3 能在數學活動中與他人進

行交 

     流，學會傾聽和尊重別人

的觀 

點。 

Difficultie

s 

重難點 

重點：探索并發現餘數與除數的關係。 

難點：理解餘數要比除數小的道理。 

Teaching 

aids 

教學輔助 

1.PPT 

2.雪條棍 

Procedures 

教學過程 

Teacher's 

教師活動 

Purpos

e 

教學目

的 

一、導入新

課 

 

創設情境 

1. 交代情境 
我們來到了“有餘數除法”城市，遇見了在思考的小

豬，究竟他遇到了什麼難題呢？我們來幫幫他。 

小豬說，媽媽送給我 8 根雪條，每 3 根放一盒，可以

放滿 2 盒，還剩 2 根。 

2. 利用舊知幫助解決問題 

（1）列算式 

（2）每部分的名稱 

通過感

興趣的

情境來

鞏固有

餘數除

法的含

義和橫

式中各

部分的

名稱，

引發學

生的學

習興

趣，為

下面活

動的開

展作準

備。 

二、探究新

知 

 

探索、發現餘數和除數的關係 

1. 用雪條棍擺正方形□（操作） 

（1）操作前準備 

每 4 根雪條棍能擺成一個□ 

將 8 根雪條棍擺成了 2 個□，正好擺完。 

（2）按要求操作 

老師給你們準備了不同數量（9、10、11、12、13、

14、15、16）的小棒，請你們用手中的小棒一個一個

地擺出像這樣的正方形，并將算式寫在草稿本上。 

2.組織學生進行全班交流。 

（1）你是怎樣擺的？ 

學生在

活動中

積累基

本數學

活動經

驗，經

歷動手

操作、

觀察、

思考的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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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算式 

教師板書： 

 
3.通過對比發現餘數與除數的關係 

看看這些圖，再仔細觀察算式，說說你發現了什麼？ 

首先是各部分數字的變化特點，并引導學生說出原

因。 

（說得很好，其他同學還有什麼發現？觀察得很仔

細，說得很準確） 

（1）除數都是 4             ——每 4 根雪條棍擺成一個

正方形 

（2）被除數依次增加 1        

（3）餘數可能是 1、2、3      

     追問：請大家想一想，餘數可能是 4 嗎？為什麼？ 

     ——如果餘數是 4，還可以擺一個正方形，就正好

分 

完。 

     追問：請大家再想一想，餘數可能是 5 嗎？為什

麼？ 

     ——如果餘數是 5，還可以擺一個正方形，只餘下
1 

根。 

     追問：既然不能是 4，也不能是 5，那餘數可能是
6 

嗎？為什麼？ 

     ——如果餘數是 5，還可以擺一個正方形，只餘下

2 

根。 

（4）餘數可能是 1,2,3，不能是 4，不能是 5，也不能

是 

6。 

發現在

有餘數

的除法

中“餘

數要比

除數

小”的

道理，

並對此

進行驗

證。採

用數形

結合的

辦法突

破難

點，滲

透數形

結合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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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展示：       被除數÷4=商……1 

                           被除數÷4=商……2 

                           被除數÷4=商……3 

餘數跟誰有關係？      ——除數            

（教師板書：餘數    除數） 

有什麼關係？你是怎樣想的？  ——當除數是 4 的時

候，餘數可能是 1,2,3，所以餘數比除數小。 

（教師板書：餘數＜除數） 

4.驗證 
你能再舉出幾個這樣的例子嗎？同學們想象一下，如

果我們繼續出算式，記錄結果，會怎樣呢？ 

你在生活中分其他的東西呢？ 

教師舉生活實例驗證：日曆 

 

教師小結：所以在有餘數的除法中，餘數小於除數。 

三、鞏固練

習 

 

深化理解關係 

1. 判斷算式正誤 

（1）   48 ÷ 5 = 9 …… 3 

（2）   17 ÷ 4 = 3 …… 5 

（3）   64 ÷ 8 = 7 …… 8 

通過判

斷正誤

來更深

入理解

“餘數

要比除

數

小”，

不能

“大

於”，

也不能

“等

於”。 

四、鞏固拓

展 

 

用一堆小棍擺三角形。如果有剩餘，可能會剩幾根小

棒？ 

 

學生把

關注的

重點放

在除數

上，進

一步理

解餘數

和除數

的關

係。 

五、總結 

 

我們今天一起遊歷“有餘數除法”城市，幫忙了小豬

回答問題，跟河馬一起擺雪條棍，幫粗心的小兔子檢

查功課。你學會了什麼？還有其他問題嗎？ 

學生通

過總結

本節課

的內

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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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概括

能力，

重溫本

節課學

習的重

點。 

 

 

 

 

 

 

 

 

 

 

 

 

 

 

 

 

三、有餘數的除法豎式、表內除法的豎式和試商 

Lesson type 

課    型 

有餘數的除法豎式及試商 Instructed by 

授課教師 

 

Class 

授課年級 

二年級 Setting 

授課日期 

2017 年

4 月 24

日 

Teaching 

Material 

教    材 

人教版 二年級下冊 

第六單元 有餘數的除法 

Teaching Time 

教    時 

1 課時 

Prior 

Knowledge 

已有知識 

本課為第六單元《有餘數的除法》第三課時的內容。學生已掌握

了有餘數除法的意義的基礎，了解橫式中每個數字的意義。學生

已學習過加法、減法的豎式的書寫方法。 

 

 

 

 

 

1．通過操作、觀察、對比等活

動，掌握有餘數除法豎式的書

寫方法，知道除法豎式中每個

數的名稱，並理解除法豎式中

每個數的含義。 

教學目標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

(BAA)﹕ 

A-1-12 理解整除、不能整除及

其商與餘數的概念； 

F-1-1 樂於參與數學學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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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ims 

教學目標 

2．通過溝通平均分小棒、語言

描述、列除法橫式、書寫除法

豎式之間的關係，使學生感受

有餘數除法的多種表徵方式，

體會事物間的普遍聯繫。 

3．在學習的過程中，培養學生

初步的觀察、分析和概括能

力，學會與人合作，並能與他

人交流思考的過程和結果。 

動，表現積 

     極的態度； 

F-1-3 能在數學活動中與他人

進行交 

     流，學會傾聽和尊重別

人的觀 

點。 
 

 

 

 

Difficultie

s 

重難點 

重點：掌握除法豎式的書寫方法以及理解除法豎式中每個數的含

義，掌握試商的方法，理解豎式計算的算理。 

難點：理解除法豎式中每個數的含義及理解試商的方法。 

Teaching 

aids 

教學輔助 

1. PPT 

2. 每個學生準備 13 根小棒 

Procedures 

教學過程 

Teacher's 

教師活動 

Purpos

e 

教學目

的 

一、導入新

課 

 

操作交流，溝通聯繫 

（一）出示題目，明確題意。 

1．出示：13 根小棒，每 4 根分一組，結果怎樣？ 

2．交流：13 根小棒指的是什麼？每 4 根分一組是什麼

意思？ 

3．嘗試解決。 

 

(二)交流方法，體會意義。 

1．平均分小棒。 

 
（1）指定一名學生在視頻投影儀上擺，其餘學生仔細

觀察。 

（2）引導學生瞭解分小棒的過程。 

①一共擺多少根小棒？（13 根） 

②按幾根圈一個圈？（4 根圈一個圈） 

③圈了幾個圈？是多少根小棒？還剩幾根？ 

（3）學生完整地說一說分小棒的過程。 

2．列橫式計算。 

（1）根據學生彙報教師板書：13÷4=3（組）……1

（根） 

（2）引導學生說出 13、4、3、1 各表示什麼意思？ 

（3）13÷4=3（組）……1（根）這個算式表示什麼意

溝通圖

形表

徵、語

言表

徵、符

號表徵

三者之

間的關

係，體

會有餘

數除法

的多種

表徵方

式，運

用直觀

和對比

幫助學

生更好

地理解

有餘數

除法的

意義，

為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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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三）比較發現，溝通聯繫。 

比較分小棒的過程和列橫式計算的過程，它們有什麼

相同點和不同點？都分別表示什麼意思？ 

步理解

除法豎

式的寫

法提供

有力的

支撐。 

二、探究新

知 

 

探究演算法，明確含義 

（一）整體感知豎式的寫法。 

1．13 根小棒，每 4 根分一組，它的結果除了用擺、

畫、列橫式表示，我們還可以寫成除法的豎式。 

2．出示除法豎式，引導學生觀察。 

 
3．思考後討論。 

（1）這個除法豎式中的每個數都有名字，你知道它們

叫什麼嗎？ 

學生可能會知道 13 叫被除數，4 叫除數，3 叫商，

1 叫餘數。 

（2）重點引導學生理解：12 是 4 和 3 的積，也就是除

數和商的積。 

 

（二）借助直觀理解豎式每個數的含義。 

1．  建立圖形表徵、語言表徵、符號表徵三者之間的聯

繫 

師生共同對照平均分小棒的過程，一邊分，一邊口

述，同時寫出除法豎式。 

2．溝通平均分小棒與豎式計算之間的關係 

（1）教師板書：“ ”這個符號表示除號。 

（2）繼續板書 ：“ ”，被除數 13 表示有

13 根小棒，除數 4 表示每 4 根一組。“ ”表

示什麼意思？ 

（3）請學生按要求把 13 根小棒，每 4 根分一組，再重

新分一分。 

（4）結合分小棒師生交流，完成豎式的書寫。 

①結果是可以分成 3 組，3 寫在哪裡？為什麼寫在

個 

位？ 

②要分 13 根小棒，現在已經分掉了多少根？你是

從哪 

借助分

小棒的

操作活

動，溝

通平均

分小棒

的操作

過程與

書寫除

法豎式

過程之

間的關

係，讓

學生直

觀感知

書寫除

法豎式

的方

法，深

入理解

除法豎

式中每

一個數

的含

義，為

其今後

學習除

法試商

奠定了

基礎。

在學生

動手操

作之後

多讓學

生說一

說，有

利於培

養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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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知道已經分掉了 12 根的？ 

這個“12”寫在哪裡？表示什麼意思？它是怎樣

算出 

來的？ 

③我們在“12”的下方畫一條橫線表示按要求分了

一 

次。要平均分 13 根小棒，已經分了 12 根，還剩

幾 

根？ 

④這個“1”寫在哪裡？表示什麼意思？它是怎樣

算出 

來的？ 

3．在比較中理解除法豎式的書寫。 

（1）小組內回憶分小棒的過程，說一說寫除法豎式的

步驟以及每一個數的含義。 

（2）對比有餘數除法的橫式與豎式的異同點，說一說

除法豎式的優點。 

（3）揭示課題，板書課題。 

 

（三）遷移類推學習表內除法的豎式。 

1．如果有 16 根小棒，每 4 根分一組，結果怎樣？學生

分一分，並列出橫式，教師板書 16÷4=4（組）  

2．  學生自主嘗試，列豎式計算。（指定學生板演） 

3．比較交流。 

（1）豎式中的兩個 16 表示的意思相同嗎？各表示什

麼？ 

（2）這道題和剛才的題目有什麼相同點和不同點？ 

（3）分完後沒有剩餘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表示？ 

學語言

來描述

思維過

程的能

力。 

三、鞏固練

習 

 

鞏固練習，深化理解 

1．完成教材第 62～63 頁“做一做”。 

彙報交流時引導學生對上下兩題進行比較，說一說有

什麼相同點和不同點。 

通過練

習有助

於學生

理解除

法豎式

的算

理，掌

握演算

法，正

確的書

寫除法

豎式。 

四、探究發

展 

 

試商 

（一）探究試商的方法 

1．出示題目：43÷7=□……□ 

2．引導學生組內討論：算式的商是幾？你是怎麼想

試商的

本質是

依據除

法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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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彙報交流。 

預設 1：商是 6，六七四十二，42 比 43 小，且很接近

43， 

餘數是 1。 

預設 2：如果商是 7，七七四十九，49 大於 43，說明商

大 

了，要減小 1，商是 6。 

預設 3：如果商是 5，五七三十五，餘數還剩下 8，大

於除 

數 7，說明商小了，要改成 6。 

4．師生小結：在找商的時候，要使這個數和 7 相乘最

接近 

43，且小於 43，最後得到的餘數比除數小。 

 

（二）深入理解餘數與除數的關係 

1．學生自主列豎式計算 43÷7。 

2．交流回饋： 

（1）6 與 7 的積寫在哪裡？ 

（2）餘數 1 是怎麼來的？ 

（3）檢驗餘數是否比除數小呢？如果發現餘數大於除

數說 

明什麼問題？如果餘數等於除數呢？ 

 

（三）嘗試應用，內化方法 

 1．完成教材第 63 頁“做一做”第 1 題。 

（1）讓學生用剛學到的試商方法獨立計算，先用豎式

計 

算，再在橫式上寫出商和餘數。 

（2）交流回饋時，說一說計算的方法及豎式裡每一個

數表 

示的意義，重點交流如何試商。 

（3）檢驗餘數是否比除數小。 

的意

義，著

眼乘除

法的關

係進行

的一種

較為抽

象的思

考。初

步理解

並掌握

試商的

方法，

不僅是

為了達

成本節

課的教

學目

標，也

為今後

繼續學

習除法

計算奠

定了基

礎。在

計算過

程中，

要有意

識地培

養學生

利用餘

數與除

數的關

係判定

所找的

商是否

正確的

習慣。 

五、總結 

 

對比反思，全課總結 

（一）本節課中，你有什麼收穫？ 

（二）除法豎式和除法橫式的寫法有什麼相同點和不

同點？ 

有餘數的除法豎式和沒有餘數的除法豎式呢？ 

（三）試商時，你有什麼好的方法？ 

通過問

題串引

發學生

思考，

對比異

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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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好豎式，你是怎樣檢驗的？ 顧本課

學習重

點，提

高學生

總結歸

納能

力。 

 

 

 

 

 

 

 

 

 

 

 

 

 

 

四、解決問題 1 

Lesson type 

課    型 

解決問題 1 

（租船問題） 

Instructed 

by 

授課教師 

 

Class 

授課年級 

二年級 Setting 

授課日期 

2017 年 4 月 24 日 

Teaching 

Material 

教    材 

人教版 二年級下冊 

第六單元 有餘數的除法 

Teaching 

Time 

教    時 

1 課時 

Prior Knowledge 

已有知識 
本課為第六單元《有餘數的除法》的第四課時。學生理解有

餘數的除法的含義。在一年級的解決問題中，用遞減法、圈

一圈的方法，明白“最多能裝滿”的含義。 

 

 

 

 

 

Teaching aims 

教學目標 

1．進一步理解有餘數除法

的意義，並能運用有餘數

除法的知識解決簡單的實

際問題。  

2．經歷解決問題的全過

程，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

教學目標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

(BAA)﹕ 

A-1-12 理解整除、不能整除及

其商與餘數的概念； 

F-1-1 樂於參與數學學習活

動，表現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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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能力，養成認真審

題的良好習慣。 

3．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感知餘數在生活中的靈活

應用，獲得運用知識解決

問題的成功體驗，感受數

學與生活的密切聯繫。 

     極的態度； 

F-1-3 能在數學活動中與他人

進行交 

     流，學會傾聽和尊重別

人的觀 

點。 
 

Difficulties 

重難點 

重點：運用有餘數除法的知識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 

難點：根據實際情況對“餘數”進行合理取捨。 

Teaching aids 

教學輔助 

1.PPT 

Procedures 

教學過程 

Teacher's 

教師活動 

Purpose 

教學目的 

一、導入新課 

 

回顧舊知，導入新課 

（一）交流：用“最多”和“至少”說

一句話。 

 

（二）複習導入 

1．複習有餘數的除法。 

口算 20 題。 

 

“最多”和“至少”

是本課要解決問題中

的關鍵字，正確理解

關鍵字的含義至關重

要，因此課始設計了

造句環節，讓學生在

不同語境中理解“最

多”“至少”的含

義，為新課埋下伏

筆。同時，有餘數的

除法計算是本課解決

問題的基礎，因而複

習必不可少，不僅鞏

固有餘數除法的計

算，又為新課鋪墊，

一石二鳥。 

二、探究新知 

 
劃船方案 

（一）提出問題，理解題意。 

1．交代情景： 

22 個學生去划船，每條船最多坐 4 人。

他們至少要租多少條船？ 

2．審題交流： 

（1）你知道了什麼？ 

（2）“每條船最多坐 4 人”什麼意思？ 

（3）“至少要租多少條船”什麼意思？ 

   

（二）自主探究，解決問題 

1．學生嘗試解題，教師巡視指導。 

2．多種方式感受“進一法”。 

（1）畫圖表示： 

 

 

本環節設計遵循

“提出問題——

解決問題——檢

驗結果”的思

路，使學生在提

出問題後學會抓

“最多”和“至

少”等關鍵字理

解題意；在自主

探究中通過多種

不同表徵方式理

解“進一”的道

理，在比較辨析

中進一步理解

“進一法”；在

回顧反思中滲透

思考問題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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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 6（條） 

（2）數字表示：4,4,4,4,4,2，要租

“5+1=6（條）”船。 

（3）列式表示：22÷4=5（條）……2

（人） 

還多出的 2 人，應該再租一條船，共要

租“5+1=6（條）”船。 

3．比較辨析，理解“進一法”。 

（1）討論辨析，明確“進一法”。 

①有些同學認為租 5 條船就夠了，你怎

麼想？ 

②餘下來的 2 人怎麼安排？ 

（2）比較優化，掌握“列式標記法”。 

 

（三）檢驗結果，梳理強化。 

1．回顧反思：他們至少需要 6 條船，解

答正確嗎？ 

2．乘法驗證：5 條船最多只能坐 20

人，所以要坐 22 人至少要 6 條船。 

方法。使學生在

知識的發展過程

中主動獲取知

識，掌握知識。 

三、鞏固練習 

 

我是小秘書——租車方案（後續） 

學生分組合作，完成計畫，教師輔助。 

 

 

 

 

 

（1）如果都坐小汽車，可坐滿幾輛？還

剩幾人？ 

（2）如果都坐麵包車，至少應租幾輛？ 

（3）還可以怎麼安排？ 

設計租車方案是

本節課用有餘數

出發解决問題的

綜合運用，充分

體現了數學知識

與生活密切聯

繫，也是本節課

的升華。此環

節，教師采用了

小組合作的形

式，教師引 

導學生帶著獨立

思考參與小組合

作，使小組合作

學習落到實處。 

四、總結 

 
師生總結：這節課你有收穫嗎？ 

餘數在生活中真是太調皮了，有時候需

要加“1”，有時候需要舍掉，一不小心

就會出錯。在今後的學習中、生活中，

我們會經常遇到有餘數的問題，只要同

學們認真審題，靜心思考，根據實際情

通過歸納總結、

談收穫讓學生重

溫本課內容的同

時，也讓學生享

受到學習成功的

快樂，感受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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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對餘數進行合理的取捨，就能成為餘

數的好朋友。 

與生活的密切聯

繫，體會數學

美。 

 

 

 

 

 

 

 

 

 

 

 

 

 

 

 

五、解決問題 2 

Lesson type 

課    型 

解決問題 

（週期問題） 

Instructed by 

授課教師 

 

Class 

授課年級 

二年級 Setting 

授課日期 

2017 年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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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Teaching 

Material 

教    材 

人教版 二年級下冊 

第六單元 有餘數的除法 

Teaching Time 

教    時 

1 課時 

Prior 

Knowledge 

已有知識 

本課為第六單元《有餘數的除法》的第五課時。學生已瞭解物體

排列的簡單規律和有餘數除法的基礎。學生在上一課時已有用有

餘數除法解決問題的經驗。 

 

 

 

 

 

Teaching 

aims 

教學目標 

１．鞏固與拓寬有餘數除法計算

法則，能正確、迅速地計算有餘

數除法。 

2．進一步認識餘數的特徵，以

及在週期計算中餘數的妙用。 

3．通過動手、動腦、動口，培

養和提高學生的觀察能力、形象

思維和抽象思維能力。 

教學目標對應的基本學力要

求(BAA)﹕ 

A-1-12 理解整除、不能整除

及其商與餘數的概

念； 

F-1-1 樂於參與數學學習活

動，表現積 

     極的態度； 

F-1-3 能在數學活動中與他人

進行交 

     流，學會傾聽和尊重別

人的觀 

點。 

Difficultie

s 

重難點 

重點：運用有餘數除法的知識解決一類按規律排列的有關週期問

題。 

難點：理解餘數在解決問題中的作用。 

Teaching 

aids 

教學輔助 

1 黃、藍、綠的花若干 

2 蘋果、梨、桃圖片各 3 張 

Procedures 

教學過程 

Teacher's 

教師活動 

Purpos

e 

教學目

的 

一、導入新

課 

 

設疑激趣，遊戲導入 

（一）遊戲：猜手指 

1．遊戲規則：伸出右手，從大拇指開始數，1 是大拇

指，2 是食指，3 是中指，4 是無名指，5 是小拇指，

數完後又回到大拇指接著數 6、7、8……這樣依次往下

數，不要給老師看到，當你數到某個數時，讓老師猜

出這個數在哪個手指上。 

2．學生數，老師猜。 

（二）設疑導入 

1．老師猜得都對嗎？你想知道這其中的奧秘嗎？ 

2．“其實我根本不會什麼法術，我就是得到了它——

餘數的幫助。這節課我們就來學這個本領，大家高興

嗎? 

板書課題：餘數的妙用 

 “猜

手指”

的遊戲

一方面

讓學生

對老師

能快速

正確地

說出數

字所在

的手指

感到驚

奇，激

發學生



2016/2017 

P056 

 21 

的好奇

心和求

知欲；

另一方

面又巧

妙地照

應了本

課的教

學內

容，為

新課鋪

墊，輕

鬆自

然，直

奔主

題。 

二、探究新

知 

 

操作觀察，探究新知 

（一）回顧規律，提出問題。 

1．動手操作，擺小旗。 

 
2．發現規律，說小旗。 

這些小旗的排列有什麼規律？說一說，接下來再擺第

10 

面是什麼顏色？第 11 面呢？第 12 面呢？ 

3．提出問題，猜小旗。 

按照這樣的規律擺下去，第 16 面小旗應該是什麼顏

色？ 

 

（二）自主探究，解決問題 

1．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可以在紙上畫一畫、寫一寫，

把自 

己的方法表達清楚，再與同桌交流自己的方法。 

2．彙報交流，組織研討。 

（1）預設一：畫圖法 

 

 

 

第 16 面小旗應該是黃色的。 

（2）預設二：符號法 

黃紅紅    黃紅紅    黃紅紅   黃紅紅    黃紅紅    黃 

3                6                9             12             15 

本環節

設計遵

循“提

出問

題——

解決問

題——

建立模

型”的

思路，

結合教

材中

“知道

了什

麼？”

“怎樣

解答”

“解答

正確

嗎？”

三個環

節展開

教學。

在學生

回顧規

律後提

出問

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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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面小旗應該是黃色的。 

（3）預設三：列式法 

16÷3=5(組)……1（面） 

第 16 面小旗應該是黃色的。 

3．回顧整合，檢驗結果。 

（1）結合圖示理解。 

（2）檢驗解答的結果。 

（三）變化資料，建立模型。 

1．如果求第 20 面小旗的顏色，你準備怎樣解決問

題？ 

2．第 27 面呢？第 49 面呢？你有什麼發現? 

3．小結：最後一面旗子的顏色由餘數決定，與商沒有

關係。餘數是幾，答案就是一組中的第幾個，如果

沒有餘數，說明正好分完，就是每組中的最後一

個。 

自主探

究、合

作交流

中解決

問題，

通過多

種不同

表徵方

式理解

列除法

算式應

看餘數

來解決

此類問

題的道

理，感

受數學

統一

美，進

一步理

解用有

餘數的

除法知

識解決

與規律

有關的

實際問

題的方

法；最

後，變

化資

料，在

解決多

個類似

問題的

過程中

完善對

“餘

數”的

認識，

建立解

決與規

律有關

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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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模

型。 

三、鞏固練

習 

 

猜花 

師：我將一大堆花按紅、黃、綠、藍、紅、黃、綠、

藍……的規律排成一大串，請你們看一看，幾種花為

一組?它們的排列有什麼規律?第 10 朵、25 朵、28 朵各

是什麼顏色的花?並說出你是怎么想的? 

(注：本題的排列規律為紅花、黃花、綠花、藍花 4 種

花為一組，猜對什麼顏色的花就獎給什麼顏色的花，

學生積極參與。) 

採用靈

活多

樣，富

有趣味

性的活

動形

式，使

學生在

活動過

程中感

受“餘

數的妙

用”，

鞏固相

關知

識。 

四、鞏固拓

展 

 

分水果 

師：同學們辛苦了，下面將分一些水果慰勞同學們，

我將蘋果、梨、桃、蘋果、梨、桃……三種水果，按

上圖的排 

列順序並按你們的學號依次分給各人，請你們想想算

算，你應分到什麼水果?想好後同桌兩個互相說說你應

分到什么水果? 

（注：當學生回答過程中出現了兩種思路時，如 17

號：一種是 17÷3＝5·…2 是梨，另一種為 17÷6=2……5

也是梨，這時教師有針對性的講評，指出第一種思路

簡便。） 

本題每

個週期

排列為

3 種水

果，而

不是

6，教

師有意

按規律

擺 6 個

水果，

其目的

是對學

生思路

的一次

衝擊，

提高學

生觀察

力和思

維能

力。 

五、總結 

 

揭秘遊戲，課堂總結 

1．揭秘遊戲，首尾呼應。 

現在，同學們一定知道老師“猜手指”的秘密了吧，

現在反過來，老師數，你們猜。 

2．師生總結，拓展延伸。 

通過揭

秘“猜

手指”

的遊戲

既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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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餘數問題還有很多，請同學們到生活中去找

一找，你會有更多有趣的發現。 

首尾呼

應，又

讓學生

在輕鬆

愉快的

氛圍中

鞏固了

新知，

進一步

理解餘

數在解

決實際

問題中

的作

用。最

後，暢

談收

穫，歸

納總

結，將

所學的

知識由

課內向

課外延

伸，感

受數學

與生活

的密切

聯繫，

進一步

體會數

學的應

用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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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第一課時 

試教評估： 

本課採用數形結合的辦法，突破對有餘數除法的意義的理解。但在學習的

過程中，仍會發現學生遇到不少的困難：學生對於有餘數除法各部分名稱在具

體的情境中表示的含義不瞭解，尤其是對商與餘數的含義不甚理解。如把 16 個

蘋果放在盤子裡，每個盤子放 5 個，可以放幾盤？餘幾個？列出算式： 

16÷5＝3……1，而對於 3 與 1 後面分別帶什麼單位，表示什麼含義，學生難以

區分清楚。 

二年級學生由於理解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都有限，用規範的數學語言正

確、完整、流暢地描述有餘數的除法各部分的意義存在困難。 

 

建議： 

在學生動手操作後，就應讓學生充分的說，多讓學生說，從學生描述的過

程中註重學生的動手操作過程，重視學生的思考過程，讓學生用自我的語言來

描述自我的想法及動手操作的流程，培養學生用數學語言來描述。同時，教師

應多用規範的語言正確、完整、流暢地描述有餘數的除法各部份的意義，作好

示範作用。 

在利用數形結合來理解有餘數除法各部分意義時，需強調“要知道單位是

什麼，必須要先知道數字背後的意思”，要注意把結合的動作交給學生來完

成，把自主權交給學生，教師擔任指導的角色。除法有“等分除”和“包含

除”，在理解的基礎上強調商與餘數的名數在等分的情況下相同，在包含的情

況下不同。這部份內容可以在之後的課時裡面進行重溫。 

 

第二課時 

試教評估： 

在本課中，我讓學生動手操作，建立表像。在教學中，我選用例題讓學生

動手平均分小棒，讓學生在分的過程中逐漸發現規律，——分到不能再分時，

剩下的數量總是比分得的每份數量少，也就是餘數比除數小的原理，加深了認

識。透過動手操作後，再引導學生自主探索餘數和除數關係，經過學生的觀

察、猜測、推理等活動，讓學生自己找到規律，在有餘數的除法裡，餘數比除

數少，使學生對兩者關係有本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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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板書的時候也特意採用直觀對比的方式，使學生容易發現規律。但是

用雪條棍逐個逐個拼在黑板上，所花的時間太多，重心會出現有偏差，以致後

面歸納規律的時間相對不足。在另一個班教學的時候，我已經用畫代替擺，可

是時間還是不足，畫的時候也不好對齊，導致視覺上效果不夠好。而且在小組

拼的時候，各組的雪條棍的數目未必一樣，造成分享小組成果的時候，其他同

學的參與度不高。 

 

建議： 

        抓住本節課的重點，研究餘數跟除數關係的時候，上節課的內容儘量簡單

直接地溫習，控制好時間。 

        針對課堂上出現的問題，教師應用 PPT 展示的方式代替直接拼或者畫，省

時且視覺效果佳，提高教學效率。在小組活動時，儘可能地同時用相同的根數

拼，讓被除數逐漸變大，除數不變，學生感受剩下的雪條棍的數目也越多，但

不會超過 4，0、1、2、3 形成一個循環。 

我覺得可以在學習有餘數的除法求商方法后，可以創設一個辯論的情境，

通過爭辯，明白餘數要比除數小的道理。因為“平均分”是學生理解有餘數除

法的直觀支撐，所以可以從“平均分”引入學生辯論的。如情境一：把 18 隻桃

子，平均分成 3 份。大猴子分的結果是每份 5 隻，還剩 3 隻，算式是 18÷3=5

（只）……3（只）；老猴子分的結果是每份 4 隻，還剩 6 隻，算式是 18÷3=4

（只）……6（只）；小猴子分的結果是每份 6 隻，算式是 18÷3=6（只）。三

隻猴都說自己分得對，你認為誰分得對呢？接着教師組織各小組討論交流，並

讓每一個學生通過實際動手操作去分一分，發現當餘數是 3 或者是 6 的時候，

還可以繼續分。所以餘數不可能等於或者大於除數，餘數一定比除數小。通過

辯論、動手分一分，再發現“餘數比除數小”的教學效果一定會比僅僅通過觀

察、比較、分析要好，因為這更符合低年級兒童的認知特點。 

 

第三課時 

試教評估： 

 

在講解和教授學生的豎式計算時，我的語言不夠規範，只說明“靠近被除

數”卻沒有點明不能比被除數大，所以學生在單獨計算時，容易犯“餘數比除

數大的”錯誤。學生常見錯誤的錯誤，要注意：1 數位要對齊；2 要寫整除下面

的 0（代表沒有餘數）；3 餘數要比除數小。 

         注意關鍵問題：為什麼寫在個位？現在已經分掉了多少根？下方畫一條線

表示按要求分了一次。學生愛問很多細節上的問題，教師最好對每一步的表示

方式進行解釋，根據學生的思考過程，解答學生的疑問。書寫除法豎式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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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順序，被除數和除數的位置比較容易混淆，學生可以邊說邊寫，辨清除法各

部份所在的位置。 

        本課時的時間比較緊湊，未能有機會讓學生多列豎式，多在黑板上演示用

除法豎式計算的過程，這是比較遺憾的地方。 

        學生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關於豎式中的除號為什麼這樣寫？ 我為學生

積極思考，敢於提出問題感到高興。 

 

建議： 

        針對學生在計算時會出現“餘數比除數大”的情況，教師可以安排相關的

練習進行鋪墊，建立學生的概念。例如： 

手勢遊戲：（  ）裡最大能填幾？讓學生用手勢表示出括弧裡應填的數，並說明

理由。 

2 ×（        ）< 13                （        ）× 5 < 49                7  × （        ）< 48       

9  ×（        ）< 29          （        ）× 6 < 41                8 ×（         ）< 52      

4  ×（        ）< 25                （        ）× 3 < 17 

        本課還可作一個嘗試，把課堂交給學生，成為學生主導的一節課。為了調

動每個學生的積極性，突出教學的重點，可以改變過去直接教學豎式的方法，

放手讓學生大膽想像，自己嘗試寫出除法的豎式，由於受先前學習經驗的影

響，學生可能仿照加、減法和乘法的豎式的書寫格式來寫 。教師注意適時點

撥，讓學生互相提問、互相評價，從而不斷地調整算式的寫法，逐步地達到規

範 。 

        由於除法豎式的特殊性，除法豎式的教學成為教學重點與教學難點。在教

學時或之後的練習中，應對此加以重點處理，可以根據實際教學的需要增加課

時，使學生有更充分的時間掌握除法豎式的寫法，真正地理解除法豎式中各數

的含義。也可補充一些除法豎式形式演變的史料，以促進學生理解。 

 

第四課時 

試教評估： 

           我對一些活動的教學順序進行了適度調整，對教材的例題和習題進行加

工處理，以週日出遊為主線。創設了“划船方案一 租車方案”等一系列活動，

讓學生經歷“構建基本的數學模型——結合實際靈活處理——解決問題的策略

多樣化”的過程，充分體現了數學教學解決問題的特點。用數學去計劃一個出

遊方案，還能讓學生感受數學離我們不遠，常常能應用於我們的生活。 

        學生嘗試用不同表徵方式理解“進一”的道理，用圖、用符號、用豎式都

很好。“租船問題”涉及關鍵字“至少”，還要跟“最多”的情況區分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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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容易見到“至少”就“進一”，見到“最多”就不“進一”。學生能做對

題，但不代表真正理解了此類解決問題的解決方法。 

 

建議： 

        學生認真理解題目中的關鍵詞，教師在教學中可以借助大量的生活實例，

幫助學生理解不同語境中“最多”“至少”的含義。如“教室裡最多有 5 個

人”是什麼意思？“教室裡至少有 5 個人”是什麼意思？“10 個人，4 個人一

組，至少要分幾組？”等，循序漸進。而且教師應該在學生回答的過程中，多

聽聽學生的想法，講講“為什麼”，從而得知學生對“租船問題”的掌握程

度，適度進行點撥，學生理解其真正含義，避免“題海戰術。 

 

第五課時 

試教評估： 

        教學時通過動手操作、觀察，讓學生在發現規律，運用多種策略解決問

題，感受多種方法內在的聯繫，理解並掌握運用有餘數除法的知識解決與按規

律排列有關的問題。學生能體會解決問題方法的多樣性，感受知識之間的普遍

聯繫，體會數學的統一美 。 

課堂開始時的引入遊戲吸引了學生的注意力，學生玩得很入迷，很想知道教

師的“秘訣”，且遊戲的形式新穎，學生可以動動手，整個課堂的氣氛活躍起

來，而且在課堂的最後，首尾呼應，滿足了學生在課堂開始時的好奇心，整節

課用學生的好奇心來串聯，特別有意思。但這個遊戲存在限制性，因為我們每

隻手有 5 根手指，學生在猜“秘訣”的時候，會得出“當個位數字是 5 或 0

時，就是指著小指。”這樣的不完全結論。 

在多種方法解決問題時，妙用餘數來預測是比較方便的方法，但二年級除法

的被除數範圍多在 100 以內，或者特殊的整百、整千數，在數值比較時，有學

生還是會認為在腦子裡一個一個地接著數下去會容易一點，但這樣的方法有偏

離本課的教學目標。還有些學生以“每組幾個”這樣循環著一直指著數下去，

這樣表示這學生還停留在直觀的階段，沒能將解決“週期問題”的“秘訣”抽

象出來。 

 

建議： 

          教師注意借助不同的表徵方式理解餘數與旗子顏色的關係。在學生用除法

計算出結果後，應結合直觀圖讓學生理解：餘數是 1 時，對應著一組小旗中的

第一面旗，根據排列規律，這面小旗應是黃色的；餘數是 2 時，對應著一組小

旗中的第二面旗，根據排列規律，這面小旗應是紅色的；餘數位置上是 0 時，

對應著一組小旗中的第 3 面旗，根據排列規律這面旗是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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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除法算式求餘數，利用餘數來解決問題中，被除數顯而易見，第幾個

就是被除數幾，但除數往往都是需要學生自己去發現的，這就牽涉到一個重要

的引領思考的問題──“幾個為一組”， 教師在引導學生思考“週期問題”

時，要思考的問題是“按規律排列嗎？”、“幾個為一組？” 

教師應對學生歸納的不完全規則進行引導，表明這只能應用在“5 個為一

組”的“週期問題”中，并在後面例題中應用後發現，這不能應用於所有情況

中。教師也可用一些較大的特殊數字（如 101、306、999）來讓學生感悟“列

算式求餘數”，妙用餘數來解決是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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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教學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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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和教具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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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 

小棒（飲筒） 

優點：體積較大，有利於低年級學生操作； 

            就地取材，簡單易得； 

            可循環使用。 

注意事項：注意尖端部分，教育學生注意安全； 

                   儘量選用同一顏色。 

雪條棍 

優點：適合拼多個正方形； 

            粘上磁條後可於黑板上展示； 

            可循環使用。 

注意事項：拼正方形的時候會出現兩種情況，1 是

以外側的邊為邊長，2 是以內側的邊為

邊長。拼正方形時需要先統一。 

蘋果、梨、桃 

優點：可愛； 

可作為獎勵機制的手段； 

過塑後可循環使用。 

注意事項：（無） 



2016/2017 

P056 

 36 

 
紅花、藍花、黃花、綠花 

優點：可愛； 

可作為獎勵機制的手段； 

過塑後可循環使用。 

注意事項：（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