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 

 

课题： 正数和负数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生活中对正数，负数，零的运用，理解在实际问题中，正负数表

示的是具有相反意义的量，掌握正数和负数的定义，提升符号意识以及数学

观察、归纳和概括能力。 

2.能正确判断一个数是正数还是负数，学会对现学数域进行分类，加强数学

分类的思想，并会用符号表示正数和负数，明确零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3.学会区分并理解正数、负和 0 在实际问题中的不同意义，领会数学来源于

生活又服务于生活，进一步加强数学抽象思维。 

教学重点： 1.负数的定义以及现学数域的分类 

2.理解正负数是表示相反意义的两个量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 

教学难点： 理解正负数是表示相反意义的两个量及其意义 

内容分析 

正数和负数是人教版九年制义务教育七年级上册第一章第一节内容，是小升初以及初中

生学习有理数的第一节课。负数在小学其实就有过接触，但是并没有学习严格的定义，所以

本节课引入了负数的概念，把数系扩充到了有理数的范围，是学生之前学习自然数和分数（小

数）的延伸和拓展，也是自然数和分数到有理数的衔接和过渡，为后面学习数轴表示数和有

理数的运算法则做铺垫，是学生在整个初中阶段学习有理数的必要扩充知识以及学习数系知

识的基础。本节课的重点是理解负数的概念，掌握现学数域的分类以及正负数的相反意义。

在本节内容的设计中，通过生活实际中对相反意义量的运用，并联系加减法以及 0 的实际意

义，让学生将加减号与正负号建立初步联系，通过观察正负数的特征，从而自主建构正负数

地概念，加深理解。在学习数的分类以及理解相反意义的量的部分，通过例题，让学生自主

探索分类依据和解题思路，从而完成数的分类并掌握其相反意义。 

学情分析 

学生在小学已经学习了正数、负数和零，有当数不够用时而引入新数的经历以及有用数

学符号表示数的基础，但是学生并没有接触负数的严格定义，对负数的实际意义和认识还比

较模糊。刚刚步入七年级的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时的思维习惯还处于小学阶段，对于抽象的

数学问题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消化，因此对于从相反意义的量引入负数，用负数来表示实际问

题还是有点不习惯。在本节内容的设计中，从生活实际中天气以及海拔高度引入，让学生初

步感知引入负数的必要性，并通过天气与海拔高度的问题，增强学生的符号意识；在概念建

立之后，通过例题 1 增强学生的数学分类思想，通过例题 2、3、4、5 的讲解，从不同方面

强化正数负数的相反意义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以及零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通过探究与思考

题，进一步巩固零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的概念。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教学活动一:复习巩固 

【教师活动】 

 提问学生在小学中学过哪些数，请学生举手回答问题。 

【学生活动】 

 思考两分钟，举手回答问题。 

【生成预设】 

     生 1：只说了特例，没有回答出数的总称。 

     生 2：没有说完全，比如只回答了分数、小数，没有回答出自然数。 



【回应策略】 

     对生 1：一方面鼓励生 1的回答，并在生 1回答的基础上提问全班学生，从而帮助生 1

回答问题。比如当他说出“例如 0、1、2等的数”，教师提问全班“像 0、1、2这样的数我

们统称什么呀？”，等所有都回答完毕就对此进行总结。 

     对生 2：表扬生 2，并像生 2提出问题“我们除了学习了分数，小数，还有没有其他的

呢？例如 0、1、2这样的数我们将它们统称什么？”，随后等待生 2回答，若生 2回答不了，

就请求别的同学，然后对此进行总结。 

【技术使用】 

   黑板板书 

教学活动二：问题情境 

【教师活动】 

  提问：在我们的生活中，仅用自然数、分数和小数就够了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三个

个实际问题。 

问题 1：扬州某一天的最高温度是零上 5℃，最低气温是零下 5℃，要用数来表示这

两个温度，都记作 5℃行么？如果不能，那该怎么表示呢？ 

问题 2：众说周知，珠穆朗玛峰高于海平面 8844.43 米，而吐鲁番盆地低于海平面

154.31米，这里我们记海平面为 0m，那么珠穆朗玛峰的海拔可记作 8844.43m，问吐鲁番盆

地的海拔该用多少表示呢？（提示：可参考问题 1的回答） 

【学生活动】 

  共同思考，先回答问题 1的内容，再回答问题 2。 

【生成预设】 

      生 1：根据生活实际中温度的记录，零下 5℃我们记为-5℃。 

生 2：问题 2回答吐鲁番盆地的海拔为 154.31m。 

【回应策略】 

      对生 1的回答给予表扬。 

      对生 2：带领学生再次回到题目中，若将吐鲁番盆地的海拔记为 154.31m，它是大于

0的，那么参考珠穆朗玛峰的海拔，吐鲁番盆地的海拔也应该是高于海平面的，很显然，这

不正确。我们回到问题 1，参考问题 1中零下 5℃的表达，我们可以将吐鲁番盆地的海拔记

为多少呢？（-154.31m） 

【技术使用】 

      PPT 

教学活动三：问题情境（延伸） 

【教师活动】 

 提问：在生活实际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符号呢？ 

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 。这里就先考虑问题 1，问题 1中扬州某天最高气温是

零上 5℃，根据“零上 5℃”，我们就可以列出算式“0+5”，在生活实际中，0表示没有，故

我们可将式子中的 0省去，留下了“+5”，我们都知道，“0+5”后所得的应该是一个结果，

而不是一个式子，所以这里的加号的意义就变成了一个符号，这里我们将此定义为“正号”，

通常正号可省略不写，这样，“+5”就可直接写成“5”。同样地，“零下 5℃”，我们可列出

“0-5”这样的式子，0表示没有，故省去 0，留下“-5”，当然，这里的“-5”也是一个结

果，所以这里的减号就被定义成了“负号”，而负号是不能够省略的，若省略，“-5”变成“5”，

无法区分了。 

根据老师对问题 1 中的符号的讲解，有同学能够类比地回答问题 2中的数么？ 

【学生活动】 



  共同思考，在教师讲解过程中回应教师的问题，并根据教师对问题 1的讲解啊，对比

着解决问题 2。 

【生成预设】 

      生 1：可能会忘记被定义的符号名称。 

      生 2：不会详细地叙述。  

【回应策略】 

      对生 1：教师可以将“正号+”、“负号-”写在黑板板书上，在学生遗忘时，提醒学生，

也能加深学生地印象。 

      对生 2：在生 2的回答过程中，教师可随时帮生 2进行补充，帮助生 2回答问题。 

【技术使用】 

      PPT 

二、概念构建 

教学活动一: 正数概念 

【教师活动】 

提问：像“5、+8844.43、 、1.1818……”这样的数我们能怎么命名呢？请同学们仔

细观察这些数，来找找这些数的共同规律。 

【学生活动】 

 观察数据，举手回答问题。 

【生成预设】 

     生 1：“5、+8844.43、 、1.1818……”既有自然数，也有分数、小数。 

     生 2：这些数都是大于 0的数。 

     生 3：这些数都是带有正号的。 

【回应策略】 

     对生 1：先鼓励他说的没有错，但是我们这里需要的是像“5、+8844.43、、1.1818……”

这样的数的一个总称，还有同学发现了别的特征么？ 

     对生 2、生 3：表扬他们回答得非常好。并根据他们的回答得出正数的概念，像“5、

+8844.43、 、1.1818……”这样大于 0的数，我们称之为正数。注意：正数前的符号是正

号，记作“+”，通常我们习惯忽略不写。 

【技术使用】 

 PPT 

教学活动二：负数的定义构建  

【教师活动】 

请问前面带“-”的新数我们应该怎么命名它呢？这样的数又与正数又什么关系呢？

大家先来思考后面一个问题，我们将目光聚焦到问题情景中的“零上 5℃和零下 4摄氏度”

以及“高于海平面 8844.43 米和低于海平面 154.31米”，仔细观察“零上，零下”、“高于海

平面，低于海平面”这些字词，回答老师的问题。 



【学生活动】 

 学生思考一分钟，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 

【生成预设】 

     生 1：这样的新数比零小； 

     生 2：正数和新数位于相反的两面。 

【回应策略】 

     对生 1：肯定生 1的回答，并表示比零小，那么也同样比正数小。 

     对生 2：赞扬生 2的回答，并根据他的回答换个说法：正数和新数是相反意义的量。 

【技术使用】 

     PPT、黑板板书 

教学活动三：负数定义形成  

【教师活动】 

①那像“-4、-154.31、- 、-1.1818……”这样的数又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②我们应该怎么命名它们呢？ 

③有同学可以来说说负数的定义么？抓住负数的特征。 

④负数与 0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若上个教学活动中无人回答新数比零小，则可向

学生提出这个问题） 

【学生活动】 

 学生举手回答问题①，抢答问题②，举手回答问题③和④。 

【生成预设】 

     问题①中： 

生 1：可能直接回答了都是小于 0的数； 

生 2：可能回答这些数是就在正数前加了一个负号。 

     问题②中： 

生 1：大部分学生凭“带有正号的数称为正数，那么带有负号的数可称为负数”

共同回答“负数”。 

生 2：回答是减数。 

     问题③中： 

生 1：比 0小的数是负数。 

生 2：与正数相反的数是负数。 

          生 3：带有负号的数称作负数。 

          生 4：比 0小且与正数相反的数是负数。 

问题④可能会有学生回答不知道。 

【回应策略】 

     对问题①中: 

生 1:你已经直接回答了第三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对生 2：肯定他的回答并给予表扬。  

对问题②中: 

生 1 肯定学生们的回答并表示赞扬； 

生 2：与减法运算中的减数与被减数名称冲突了，提醒他这样的数是带有负号的。 

对问题③中： 

生 1：表扬并肯定生 1的回答，这里突出了负数和 0的大小，但没有突出负数与



正数之间具有相反表示量的关系，由此请别的学生回答这个问题。 

生 2、3：赞扬生 2、3的回答，并表示说的不完全，比如生 2中的相反体现在哪

里，生 3中带有负号的数有歧义，比如“-（-3）”不是负数。 

生 4：表扬他的回答，但是说的太过累赘，抓住最主要的特征。 

待所有学生说完后，由教师总结负数的定义：像“-4、-154.31、- 、-1.1818……”

这样在正数前加个负号的数称作负数。 

     对于问题④，可带领学生参考问题情境中的“零上 5℃和零下 4摄氏度”以及“高于

海平面 8844.43米和低于海平面 154.31米”，在与正数的概念做对比，可得负数是小于 0

的数。 

【技术使用】 

     PPT、黑板板书 

教学活动四:零 

【教师活动】 

提问：那么数字“0”是正数还是负数？它前面的符号是正号还是负号？同学们思考完

后与前后左右桌共同讨论，然后请同学举手回答。 

在小学中我们所学的 0表示的是没有，空的。那么生活实际中零还是表示的是没有，

空的么？请同学们举一些不表示没有的例子。 

【学生活动】 

 思考完后互相讨论两分钟，举手回答问题 

【生成预设】 

   问题 1：  

生 1：0是正数，符号是正号； 

     生 2：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它前面的符号不清楚。 

   问题 2： 

     生 1：温度中的 0℃，海平面的高度等 

【回应策略】 

   对问题 1：请具有不同回答的学生回答问题，对于每个学生的回答都给予鼓励，根据正

数与负数的定义，最后再给出最终答案：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由此可见，0前面添加

符号是没有意义的，这里的符号是性质符号，在运算中添加运算符号当然还是可以的。 

   对问题 2：肯定学生们的回答，根据学生的回答可得零不仅有没有，空的的意义，在生

活实际中，根据不同的生活实际的需求有各种各样的意思，在解题过程中要注意问题的需要。 

【技术使用】 

    PPT、黑板板书 

三、概念巩固 

教学活动一:数域的分类  

【教师活动】 

 我们已经学习了正数、负数和零的定义、意义和互相联系，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几道例

题来巩固一下。 

 例 1：读下列各数，并指出哪些数是正数，那些数是负数。 

     -1、2.5、 、0、-3.14、120、-1.732……、  



【学生活动】 

 思考一分钟后举手回答问题。 

【生成预设】 

     可能会有学生将数分错类 

【回应策略】 

     带领学生重读并理解正数、负数、零的定义，根据定义区分它们的不同。 

【技术使用】 

  PPT、黑板板书 

教学活动二： 正数、负数、零的意义 

【教师活动】 

 上个活动我们巩固了正数、负数、零的概念，接下来来看看它们在生活实例中的意义，

由此加深学生对正数与负数时具有相反意义的量的印象。 

例 2：如果 80m表示向东走 80米，那么-60m表示         ？ 

例 3：如果水位升高 3m时水位变化记作+3m，那么水位下降 3m时水位变化记作   m,水

位不升不降时水位的变化记作   m。 

例 4：月球表面的白天平均温度零上 126℃，记作    ℃，夜间平均温度零下 150℃，

记作    ℃。 

例 5：某蓄水池的标准水位记为 0m，如果用正数表示水面高于标准水位高度，那么 

（1）0.08m和-0.2m各表示什么？ 

（2）水面低于标准水位 0.1m和高于标准水位 0.23m 各怎样表示？ 

【学生活动】 

 思考问题，举手回答。 

【生成预设】 

     生 1：不认识方位； 

生 2：可能会有学生还未理解正数和负数表示的是相反意义的两个量； 

生 3：理解正数和负数表示的是相反意义的两个量，但不会用语言描述，例如例 5的

第一问。 

【回应策略】 

     对生 1：直接补充方位的知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对生 2：带着学生读题，比如第一题：向东表示正向，“-”表示相反量，那么与东相

反的方向是西，因此“-60m”表示的是向西走 60m。 

对生 3：带着生 3 重读问题，在问题中寻找这类问题的解题思路，比如例 5已经告诉

学生正数表示水面高于标准水位高度，那么负数表示水面低于标准水位高度。 

【技术使用】 

     PPT 

教学活动三: 探究与思考 

【教师活动】 

 学生思考：不是正数的数一定是负数，不是负数的数一定是正数。这句话是否正确？ 

【学生活动】 

 思考并举手回答 

【生成预设】 

     可能会有学生回答这句话是正确的 

【回应策略】 

     回顾本节课的学习内容，本节课将数（还未提有理数）分成了正数、负数和零，零既



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因此不是正数的数可能是零，不一定是负数，同样的，不是负数的数

也不一定是正数，也可能是零。 

【技术使用】 

     PPT 

四、新课小结 

教学活动一:课堂小结  

【教师活动】 

 带领学生共同回顾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1．什么是正数？正号可省略么？ 

2．什么是负数？负号可省略么？ 

3．正数和负数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4．零是什么数？ 

【学生活动】 

 思考并与老师共同回忆。 

【生成预设】 

     可能会有学生回忆不上来 

【回应策略】 

     教师与其他学生一同帮助，共同回忆。 

【技术使用】 

 黑板板书  

教学活动二：作业布置  

【教师活动】布置作业：补充习题 P1~2 

板书设计     1.1 正数和负数 

1.比 0 大的数称之为正数，“+”表示正号，  例题及其他草稿 

符号可省略。 

2.在正数前加个负号的数称作负数, 

“-”表示负号，符号不可省略。 

3.正数和负数是表示相反意义的两个量。 

4.零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