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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PBL教学模式的实数教学设计 
—以有理数加法为例 

刘陈三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集团），深圳市，广东省，中国 

摘要：本文应用E-PBL（Environment-Problem/Project/Play 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对七年级数学

“有理数加法”进行教学设计。通过创设贴近生活的情境，以问题为导向，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有理数加法的法则，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激发学生对数

学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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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Addi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Based on the E-PBL Teaching Model 
—The Addi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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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E-PBL (Environment-Problem/Project/Play-based Learning) teaching model to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Rational Number Addition" for seventh-grade mathematics. By creating real-life 
scenarios and using problems as a guide, combined with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udents are led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rules of rational number addition. This approach cultivates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ies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while stimulating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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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数内容的教学是初中数学中的重要内容，是计

算的基础所在，而对于此类内容的日常教学往往会不

太注重运算法则背后的逻辑与原理，多追求法则结果

导致课堂比较枯燥。本文选取 2024 版北师大新教材七

年级上册《有理数的加法·第 1 课时》为例，尝试运

用E-PBL 教学模式探讨课堂设计。它不仅要求学生掌

握基本的加法运算，还要求学生理解加法法则背后的

逻辑和原理。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往往使学生处于被动

接受的状态，缺乏主动探索和思考的机会。而 E-PBL
教学模式强调以问题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以项目

式教学[1]为中心，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创设丰富的

学习情境，鼓励学生自主探究，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我校数字教育生态支撑的创新教学体系（E-PBL）

框架如图 1 所示，是指在数字化的时代下，如何有效

运用技术手段，创设基于问题、项目和活动的学习模

式，并配套对应的课堂教学评价量规。其中 E
（Environment）表示融合技术、平台、空间、资源的

“互联网+教育”大环境；P 具有三种解释：Problem
（问题）是指以问题驱动学习，推动学习；Project（项

目）指以设计并完成项目的方式开展教学；Play（活动）

指以游戏、比赛、剧本等多种形式开展教学活动的方

式；B（based）基于，L（learning）以学习为中心。 
本教学流程设计采用以终为始的方式设计教学内

容，具体包含确定教学目标、匹配评价方案、组织学 



 
 

• 2 • 

第 1卷 第 1期 Volume 1, Issue 1 
2024年 10月 October, 2024 

图 1. 数字教育生态支撑的 E-PBL教学创新体系框架 

习任务及教学策略、基于 E-PBL 生成教学过程四个部

分。 

2 确定教学目标 

2.1 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北师大新版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二章

第二节第一课时，是在数域扩充到负数后衔接小学

阶段加法运算的第一次课。本节课前学习过相反数、

绝对值、数轴。有理数的加法是建立在学生已经学

习过有理数的相关概念之后进行的深入学习，也是

有理数计算的开始以及有理数混合运算的基础。 

2.2 学情分析 

思维特点：从智力与能力发展的年龄特征看，七

年级学生的思维正处于从以具体形象思维成分为主向

抽象思维成分为主的转折期，因此，在探究有理数的

加法法则时，创设的问题情境要注意具体性、形象性，

同时还要有适当的抽象、概括要求。 
认知水平：（1）学生在小学时已经有了深厚的计

算功底，学生已经具备了计算的相应水平和能力。而

在初中阶段则是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深入对有理数的

计算进行学习，充满了信心。（2）学生具备初步的观

察、分析和概括能力。有理数的运算是数式运算的基

础，而有理数的加法是进一步学习有理数减法、乘法

的基础，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对后续学习有积极的借

鉴和引导作用。（3）明德实验学校校园环境有海豚元

素及学生培养体系中有海豚银行体系，学生对此兴趣

浓厚。 

2.3 教学目标 

依据课程标准[2]和教材要求[3]及学生现状，

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如下。 

2.3.1 知识与技能 

理解有理数加法法则；能利用加法法则进行简

单的有理数加法运算。 
通过探索有理数加法法则的过程，培养学生的

数学抽象能力，使其能够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数学

规律和模型。 
通过运算实践，发展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使

其能够基于法则进行正确的数学推导和判断。 

2.3.2 过程与方法 

采用启发式和探究式学习方式[4]，经历探索有

理数加法法则的完整过程。 
培养观察、比较、猜想、归纳、反思等能力，

提升问题解决的能力。 
渗透分类、数形结合、类比、从特殊到一般的

数学思想方法，加深对数学本质的理解。 
发展学生的直观想象能力，使其能够利用图

形、图像等手段辅助理解和解决数学问题。 
强化数学运算能力，确保学生在掌握有理数加

法法则的基础上，能够熟练、准确地进行运算。 

2.3.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借助现实情境理解加法法则，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增强学习数学的内在动力[5]。 
培养学生关注生活中的数学问题，提高将实

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的能力，即数学建模能力。 
通过数据分析的过程，让学生体会到数学在

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价值，培养科学态度和探究精

神。 

2.4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有理数加法法则的理解和应用。 
教学难点：异号两数相加时符号的确定以及和的

绝对值的计算。 

3 匹配评价方案 

根据教学目标，设计相应的评价方案，包括过

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过程性评价主要关注学生

在探究过程中的表现，如参与度、合作能力、思维

能力等；结果性评价则通过课堂小测、作业等形式

检验学生对有理数加法法则的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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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学习任务及教学策略 

4.1 学习任务 

依据前面评价方案，由易至难，制定梯度性的

三个学习任务。 
任务 1：观察生活中的加减法现象，理解有理

数加法的实际意义； 
任务 2：通过小组合作，探究有理数加法的法

则； 
任务 3：利用有理数加法法则解决实际问题。 

4.2 教学策略 

情境导入：通过创设海豚商店中秋节活动的情

境，引出有理数加法的实际问题； 
问题探究：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如“如何计算

海豚商店的总进货量和出货量？”等，并通过小组

合作进行探究； 
信息技术辅助：利用希沃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展示数轴、动态演示等，帮助学生直观理解

有理数加法的法则； 
反馈与调整：根据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的表现，

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教学目标的达成。 

5 基于 E-PBL 生成教学流程 

5.1 设计思路 

本次教学以 E-PBL 教学模式为指导，结合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创设贴近生活的情境，引导学生通

过问题探究的方式学习有理数加法法则。具体设计

思路如下： 
Step 1：情境导入（5 分钟） 
通过海豚商店中秋节活动的情境，引出有理数

加法的实际问题。 
Step 2：问题探究（20 分钟） 
学生分组提出问题，并尝试利用数轴等工具进

行探究； 
教师巡回指导，鼓励学生交流讨论。 
Step 3：法则总结（10 分钟） 
学生代表分享探究成果，教师总结有理数加法

的法则；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展示动态演示，加深学生理

解。 
Step 4：应用练习（10 分钟） 
学生利用有理数加法法则解决实际问题； 
教师及时反馈，纠正错误。 

Step 5：课堂小结（5 分钟） 
回顾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强调有理数加法法则

的重要性； 
布置课后作业，巩固所学知识。 

5.2 具体教学环节 

【环节一】引入，探究同号相加 
【导语】教师口述，中秋节前夕，小海豚向海

豚银行贷款 320 元海豚币进货月饼开设海豚商店。

下面（如图 2）是小海豚中秋节前这几天的部分进

出货数量。 
 

图 2. 引入情境 

请问：①9 月 16,17 日共进货数量可以怎样列

式？ 
②9 月 16,17 日共出货数量可以怎样列式？  
预设生成算式：（+5）+（+4）和（-2）+（-6） 
以此铺垫进入环节一探究新知（一）（如图

3）：结合小学加法的知识储备借助数轴建立模型

理解（+5）+（+4）=+9，从而让学生类比探究理

解：（-2）+（-6）=-8。 
 

图 3. 探究新知一 

引导学生观察两个等式，进而提出问题③：观察两

式的符号和绝对值，你能发现什么？ 
从而由学生生成同号相加的运算法则。 
【指导性练习】教师利用一道例题引导规范书

写，强化确定符号意识和绝对值相加的意识。由学

生练习 2-3 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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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二】探究异号相加 
提问④：小学阶段学习过哪些两项式加法类

型？ 
提问⑤：学习负数后，又会产生哪些两项式

加法类型？ 
小组合作：请根据海豚商店账单组内提问并列

式（列式须区别于前述两式），从而生成：0+（-1），

（+5）+（-2），（+4）+（-6）等类型的算式，结

合已有的（+5）+（+4）= -9，（-2）+（-6）= -8
丰富完善了加法的运算类型。 

提问⑥：上述加法算式可以如何归类？ 
进而选取异号相加的两个算式设计探究活动

二（如图 4）：小组合作：同桌两人分别选取其中

一个式子利用数轴计算，并向同桌分享。 
图 4. 探究新知二 

在经历小组活动后，引到学生观察由学生生成

的两个等式，并提问⑦：观察两式的符号和绝对值，

你能发现什么？从而生成异号相加的法则。 
为了突破本节课难点，此处围绕异号相加设计

希沃白板的小游戏（图 5），小组竞争的形式上台

互动。突出符号判定以及绝对值的相加或相减运

算。 

 
图 5. 游戏互动 

【环节三】结合前面已经历过的运算，优化海

豚账单后继续提问：根据图示（图 6）海豚商店账

本，你还可以进行哪些提问和列式？ 
生成 0+（+9），0+（-1），（+9）+（-9）等

算式，从而生成 0+一个数的情形和互为相反数相加

的情形的运算法则。此类型学生容易理解，可以结

合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对利用数轴理解法则环节取

舍。 

 
图 6. 环节三 

【环节四】课堂限时训练。设置 6 道左右训练

题，巩固学生对相应运算类型的运算法则的理解。 
【师生总结】：有理数加法运算形式有哪些？

相应运算类型的法则是什么？你还有什么困惑？ 

5.7 分层作业布置 

必做：B 本第二章第二节第 1 课时 P12-13 
选做：学案第 7 题，B 本 P13 面素养提升创新

练第 15 题。 

6 总结 

本设计以 E-PBL 教学模式为指导，通过创设贴

近生活的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有理数加法的法

则，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同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使教学过程更加生

动有趣，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未来的教学中，

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完善 E-PBL 教学模式的应用，为

学生的学习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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