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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演绎推理初步联系，依据乘法分配律进行相对严
格的说明，明晰去括号法则的数学本质具体说明为

a+(-b+c) =a+(+1)(-b+c) = 
a+(+1)(-b) +(+1)(+c) =a-b+c, 
a-(-b+c) =a+(-1)(-b+c) = 
a + (-I) (-b) + (-1) (+ c) = a + b -c. 

最后总结归纳探究所获得的结果，形成去括号
法则．

（五）应用巩固
问题5 先去括号，再合并同类项：
1)5a -(2 a -4b);

2 )2x2 +3(2兀 一 句；
3)5m -[ 2 mn -3(m -mn) ]. 

设计意图 运用去括号法则完成整式的加减运
算在教学中，引导学生首先判断去括号的类型，其次
明确去掉了什么、括号内各项是否改变等，做到每一
步计算有理有据．在第2)小题教学时，引导学生体会
化归的思想方法，根据乘法分配律把因数 ” 3“ 先 乘人
到括号内，转化为"+( ）” 的形式，以适应法则的
“ 原型 ” ，再根据法则完成计算当然，也鼓励学生直接
使用乘法分配律完成计算，以实现计算方法的多样性、
灵活性第3)小题意在引导学生体验双重括号的计算
问题，探究完成计算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去括号能力．

（六）小结作业（略）
四、教学思考
（一）做好探究准备
做好充分的探究准备是顺利实施探究学习的前

提 ．所谓的探究准备包括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分
析这3个方面，且分析教材、理解教材是设计教学的
前提教师在使用教材时，不能生搬硬套教材的结构
线索，应从知识的形成过程去分析教材、理解教材、挖
掘教材、读懂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在教学中诠释
教材承载的课标精神 (3] ．学情分析是设计 教学的基
础，课堂教学的核心问题是学生如何学的问题 (4)．教
学为谁设计？教学设计的主体是学生，正确分析学生
的心理特征与认知水平，准确把握学情，也就把握住了
教学设计的核心．在理解教材的基础上，以学生的原有
认知经验为教学起点，设计符合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数
学活动，引导学生共同探究自我提出的数学问题，提高
探究活动的实效去括号法则的教学起点是数的去括
号，基于学生对数的去括号的经验唤醒，由数到式进行
自然过渡的设计，使知识的生成自然、和谐、合理，这样
的探究才是真实、科学且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

（二）明晰探究对象
探究学习源千问题情境，在创设情境环节要处理

好为什么学、学什么的问题．从探究内容维度来看，数
学教材上的公式、法则、定理等内容作为探究问题，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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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形成性探究．在法则教学设计中，设置的情境应具
备问题性、真实性、指向性，创设的数学问题情境要为
学生提供知识生长的 ＂ 肥沃土壤 "[5] ，使 提出的问题
与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产生认知冲突，以此激发学生
探究新知识、新方法的动力，明确探究的对象和方向，
体会探究的必要性．比如在提出问题环节，因计算需
要形成认知冲突，直接指明探究对象（整式的去括
号），教师通过问题唤醒学生 “ 数 ” 的去括号经验，进
行合理归纳、猜想，再完成推理验证，使学生经历完整
的形成性探究过程

（三）掌握探究策略
在法则的探究学习中学生经历了类似于科学发

现的过程，通过提出问题、概括对象、猜想探究、验证
推理等高阶思维活动，发现规律，形成法则．整个过程
学生的关注点由具体的数到一般的式，探究的侧重点
聚焦于数学知识的生成和生长，在问题的驱动下，学
生经历自主的、合作的探究活动，体验法则的发现与创
造过程，解决情境创设中提出的问题．从理解教学的视
角来看，通过探究活动获得去括号法则并用其解决简
单的整式运算，属于较低层次的教学效能，而通过探究
活动使学生经历提出问题、自主建构、合理猜想、验证
推理等过程，掌握数学探究学习的一般策略，发展学生
的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才是较高层次的教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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