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饮生活之水  纳历史之光  达思维之根
———有理数加减法混合运算

郝四柱  （南京大学金陵初级中学  ２１００００）

  作者简介 ：郝四柱 ，江苏盱眙人 ，１９８８年 ８月毕业于淮阴师专

（今淮安师范学院） ，并在江苏省盱眙县第三中学执教 ，后调至南大

金陵初中（原南京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至今 ．２０１４年被评为

江苏省数学特级教师 ，２０１９年被评为正高级教师 ．在《数学通报》上

发表 ５篇论文 ，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刊载 ３篇 ．在 ３０

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形成了“立足生活 ，寻求根源 ，形成体系”的最

低发展区教学理念 ；建立了以思维建构和优化来统领知识教学 、培

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策略 ；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出发 ，摸索出“提效

率 ，减作业 ，强思维”的减负增效方法 ；提炼出基于“最低发展区” 、

拓展“最近发展区” 、提升“最高发展力”的通透教育信念 ．

1  基本情况
（１）授课对象

学生来源于正常学区的平行班 ．

（２）教材分析

所用教材为苏科版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七

上） ，其中第二章为有理数的运算 ．有理数加减法混

合运算是进入初中后的第一次综合运算 ．这是初中

数学计算的开端 ，是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渡阶

段 ，需要透彻理解加减法公式的生活来源 ，准确灵活

地使用公式 ，发展学生简单的推理能力和运算能力 ．

（３）教学目标

１）经历加减法的单个知识的生活理解 ，体验 、

感悟古代数学有理数加减的方式方法 ；２）在相互交

流中进一步加深对加减法的生活理解 ，形成解题方

法策略 ；３）通过逆向思考 ，实现问题理解的可逆性 ，

加减法运算之间的统一性 ．

（４）教学重点

通过自主思考和合作讨论 ，反思对于加减法的

理解 ，积累和形成加减法的通透理解 ．

（５）教学难点

如何从生活角度进行数学思考和探究 ，降低思

维抽象性 ，实现数学思维可视化 ．

2  教学过程
2 ．1  情境设置
同学们 ，在中国古代 ，没有绝对值 、相反数 、数轴

等概念 ，那么人们如何理解有理数加减法呢 ？比如

一个商铺 ，由于当时人员流动比较小 ，店家对于来来

往往的顾客都熟悉 ．某些人由于经济条件和生活水

主题时 ，能够先采用脉络式阅读的方式 ，探寻理论和

方法的发展轨迹 ．比如研究的变迁 、研究与教学实践

之间的关系变化 、教育改革的不同时期 、理论流派的

变迁 、定性和定量方法的发展 、设计研究的演变等 ，

尝试着根据文中内容梳理出每一个主题的历史发展

和未来走向主线 ，然后再带着这条主线进入每一个

节点的阅读 ．

其次 ，虽然每章都有一个主题 ，但是有些主题是

有联系 、有交叉的 ．我们希望读者能在比较中阅读 ，

看到相关主题的联系和差别 ．比如最后三章的研究

方法 ，虽然分别以定性研究 、统计模型 、设计研究为

主题 ，但是如果能从比较的角度阅读 ，对于我们识别

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特征和了解它们的适用性都是有

帮助的 ．像文本分析 ，既可以用定性研究方法 ，也可

以用定量方法 ，那么采用哪一种方法往往和我们研

究的问题相关 ，需要根据研究问题和方法特性来选

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

最后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言 ，在研究者的职业生

涯中 ，从学生时期直至退休 ，一些问题会反复浮现 ：

让某人成为一个成功的或一般的研究者的因素是什

么 ？让一项研究得到认可 、引用或应用的东西是什

么 ？因此也建议读者时不时地读一读第一章 ，时不

时地做一些这样的思考 ，或许能指引我们深入想一

想可以提出什么样的研究问题 ，要回答该研究问题

应该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收集什么样的数据以及

做什么样的分析 ，进而带来一些研究的新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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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限制 ，往往会赊账 ，商铺就把这些账目记录下

来 ，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水账 ．

（１）某商铺的一个记账本上面有一些流水账

（欠商铺的钱记为负 ，给商铺钱记为正 ，单位 ：元） ：钱

某 ，－ ４ ＋ ４ － ５ ＋ ５ － ３ ＋ ３ － ７ ＋ ５ ．请你说说这里每一

笔帐的含义 ．

（２）继续说出下列账面的含义 ：－ （＋ ２）＋ （－ ２） －

（－ ２） ．

·片段 １

教师在第（１）问生活理解的基础上 ，追问 ：

师 ：＋ （－ ２）是什么意思 ？

生 １ ：给了 － ２元 ．

师 ：给 ２元好理解 ，给 － ２元是什么意思 ？

生 １ ：给 － ２元就是欠 ２元 ．

师 ：那结果就是 ？

生 １ ：＋ （－ ２） ＝ － ２ ．

师 ：很好 ！用相反意义来理解 ．那么 － （－ ２）又

是什么意思 ？

生 ２ ：欠了 － ２元 ．

师 ：欠了 ２元好理解 ，欠了 － ２元 ？

生 ２ ：欠了 － ２元就是给商店 ２元 ．

师 ：那 － （－ ２）结果就是 ———

生 ２ ：－ （－ ２） ＝ ２ ．

师 ：嗯 ，那么对 － （－ ２） ＝ ＋ ２还可以从什么角度

去理解 ？大家讨论看看 ．

生 ３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有些争议声）

生 ４ ：双重否定就是肯定 ．

师 ：你能举个例子吗 ？

生 ４ ：你作业不是不会做 ，意思是应该会做 ．

师 ：不错 ．

2 ．2  问题解决

例 1
题号 记账单 合计 理解的方法

１  小王 ：－ ３ － ２ 铑同号说明

意义相同

２  小赵 ：＋ ３ ＋ ２ 铑
３  小张 ：－ ３ ＋ ２ 铑异号说明

意义相反

４  小李 ：＋ ３ － ２ 铑
５  小郑 ：－ ２ ＋ ３ 铑
６  小刘 ： － （４ ＋ １）

７  小陈 ： － （４ － １）

８  小周 ： ＋ （４ － １ － ３ ＋ ５）

９  小朱 ： － （４ － １ － ３ ＋ ５）

１０ 6－ a － b
１１ 6－ （a － b）
１２ 6b － a

  ·片段 ２

教师在第（１）问生活理解的基础上追问 ．

师 ：题 １中 ，－ ３ － ２是什么意思 ？如何计算 ？

生 ５ ：欠了 ３元 ，又欠了 ２元 ，一共欠 ５元 ，就是

－ ５ ．

师 ：这两次账目是累加还是抵消 ？

生 ５ ：累加 ．

生 ６ ：一个人第一次欠 ３元 ，就是该给商店 ３元 ，

第二次欠 ２元 ，就是该给商店 ２元 ，两次该给商店 ５

元 ．而现在欠着 ，就是 － ５ ．

师 ：题 ３中 ，－ ３ ＋ ２是什么意思 ？如何计算 ？

生 ７ ：欠了 ３元 ，又还了 ２元 ，还欠 １元 ．

师 ：这两次账目是累加还是抵消 ？

生 ７ ：抵消 ．

师 ：是欠的多还是给的多 ？

生 ７ ：欠的多 ，所以结果为负 ，－ ３ ＋ ２ ＝ － １ ．

·片段 ３

师 ：题 ６中 ，结账时出现 － （４ ＋ １） ，说明之前账

目是什么情况 ？

生 ８ ：说明第一次欠 ４元 ，第二次欠 １元 ，两次是

累加关系 ．

师 ：题 ７中 ，结账时出现 － （４ － １） ，说明之前账

目是什么情况 ？

生 ９ ：说明第一次欠 ４元 ，第二次想少欠 １元 ，于

是给商店 １元 ．两次是抵消关系 ．

师 ：－ （４ － １） ＝ － ４ ＋ １ ．

生 １０ ：括号外是负的 ，里面的意思就应该是反

的 ．里面 ４得到 － ４ ，里面 － １得到 ＋ １ ．

师 ：题 １０中 ，如果商铺主人记不住顾客的账目 ，

只是记着 － a － b ，累计的结果为 ———

生 １１ ：－ （a ＋ b） ．

师 ：题 １１中 ，合计的结果是 － （a － b） ，说明之前

的含义是 ———

生 １２ ：先欠 a元 ，后来给了 b元 ．

师 ：题 １２中 ，b － a合计多少 ？

生 １３ ：＋ （b － a） ．

师 ：但是不知道欠的多还是给的多呀 ．请大家讨

论一下 ．

生 １４ ：还有可能是 － （a － b） ．

师 ：因此 b － a ＝ ＋ （b － a） ＝ － （a － b） ．

例 2  张某经常在该商铺买东西 ，记账单上显

示 ：－ ２ － ３ － ４ ＋ ６ ＋ ７ － ３ ．如果你是商铺老板 ，那么

你能把这个账单合计一下算出结果吗 ？

（学生用凑 ０ 法 、同号结合法等方法很快给解

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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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你能说出该商铺合计时出现的式子 － １ －

（２ ＋ ３）是什么含义吗 ？请你把帐算清 ．

例 4  你能说出该商铺合计时出现的式子 － １ －

（３ － ２）是什么含义吗 ？请你把帐结清 ．

例 5  你能说出该商铺合计时出现的式子
＋ （＋ ３） ＋ （－ ４） － （＋ ２） － （－ ５）是什么含义吗 ？请

你把帐结清 ．

（以上例题 ２ ～ ５ ，学生通过正负数的含义都能

很快解决 ．）

·片段 ４

例 6  计算 ：（２ × ２ ＋ ３ × ３ ＋ ４ × ４ ＋ ⋯ ＋ ５０ ×

５０） － （３ × ２ ＋ ４ × ３ ＋ ５ × ４ ＋ ⋯ ＋ ５０ × ４９） ．

师 ：例 ６怎么解 ？括号内的计算看上去很麻烦 ．

生 １５ ：先去括号 ，然后用加法交换律 、结合律 ．

（教师根据学生思路板书）

原式 ＝ ２ × ２ ＋ ３ × ３ ＋ ４ × ４ ＋ ⋯ ＋ ５０ × ５０ － ３ ×

２ － ４ × ３ － ５ × ４ － ⋯ － ５０ × ４９

＝ ２ × ２ ＋ （３ × ３ － ３ × ２）＋ （４ × ４ － ４ × ３）＋ （５ ×

５ － ５ × ４） ＋ ⋯ ＋ （５０ × ５０ － ５０ × ４９）

＝ ４ ＋ ３ ＋ ４ ＋ ５ ＋ ⋯ ＋ ５０

＝ ４ ＋
４８ × （３ ＋ ５０）

２

＝ １ ２７６ ．

2 ．3  总结

今天同学们理解得非常好 ，这种相抵与累加的

算法是我们老祖宗很久以前就掌握的 ．对于历史文

化遗产 ，我们要好好地珍惜 、好好地挖掘 ．大家不仅

学会了有理数加减法混合运算 ，而且顺利地解决了

去括号 、添括号的问题 ，同学们太棒了 ！

3  总结与反思
（１）案例设计的灵感来源

在教学中 ，有不少学生根本不用有理数加减法

法则就能够算出结果 ，而有的基础薄弱的学生用了

课本加减法法则绕了一大圈之后还一头雾水 ，以至

于出现 － １ － １ ＝ ０或 １或 ２这类奇怪的结果 ．教师给

他们纠错的时候说 ：这个式子就是问“比 － １少 １的

数是多少 ？ ”他们能够得出 － ２ ；或者问“欠 １块钱 ，

然后又欠 １块钱 ，一共是多少 ？ ” 学生立刻能够理

解 ．这些问题的纠错让我们知道 ，法则的应用不是唯

一的途径 ，这些在生活中比比皆是的例子 ，具有问题

直接 、转化简洁 、解法快捷的特点 ，我们可以也应该

从容易的角度入手 ，让更多的学生跨进数学大门 ．这

就是我们提出的“最低发展区”思想 ．

（２）什么是“最低发展区”

“最低发展区”不仅包含数学的最基本知识 、方

法 ，还包括数学教学时采用的是动手操作以及讨论 、

讲授等方式 ，更为关键的还有学生的生活背景和基

本能力 ，年龄段特有的兴趣 、心理等 ．教学过程中让

数学在生活逻辑 、历史渊源 、创新思考等情境下展

开 ，进行知识的逻辑生长 ，从而改变课本原有的知识

结构体系 ，减轻抽象的思维跨度 ，连接实实在在的生

活逻辑 ，从而加固课本知识的逻辑韧带 ，增加相关知

识链接的角度 、方法 ，让数学内涵和底蕴更加厚实 ，

让数学更加好玩 ．

（３）教学“最低发展区”的可能性

数学的发展源远流长 ，其中许多内容背后都有

着一定的故事 ，而故事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认知的

原始出发点 ，那么这个出发点就是思考这一类问题

的根 ．

对于正负数加减运算 ，民间老百姓都能很好地

理解 ，说明这具有强大的生活基础 ．中国古代数学名

著《九章算术》 里的“正负术” 就有这类具体描述 ：

“正负术曰 ：同名相益（意思为累加） ，异名相除（意思

为抵消） ．” 这正是本文中数学加减法的一种本源

方法 ．

总之 ，初中数学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来源于生活

经验和历史积淀 ．同样的 ，学生的数学知识和思维方

法 、路径总是有最基本的生活背景为依托 ，因此学生

的学习总是存在着一种近乎源头的那个出发点 ．这

就为数学教学时提炼和建构“最低发展区”提供了

可能 ．

（４）“最低发展区”的必要性

初中学生正处于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不断提

升的过程 ，学习的发展必须打好基础 ．当然这个基础

不仅仅是知识 ，更在于知识产生的土壤 、学生知识发

展的逻辑能力 、学生的兴趣爱好 、认知的通透程度

等 ．学生对于数学的认知尽可能地变得纯粹并变成

喜好 ，才能让数学真正变成学生自己的数学 ，而不是

老师的数学 ．“最低发展区”认知需要我们的深刻反

思 ：学生的发展根基越广泛 、越牢固 、越基本 ，那么其

后续的发展就越有动力 、能力和认知力 ，这就是基于

“最低发展区” 、拓展“最近发展区” 、提升“最高发展

力”的通透教育信念 ．那种在基础不足情况下的高

度提升 ，会导致数学学习的大厦随时出现危机 ，甚至

倒塌 ．让我们的数学教学下接地气 ，上达天庭 ，上下

通透 ，蕴含灵气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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