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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百分数百分数的意义

学 校 授课教师 课 时

授课班

级
授课地点 教 具

教学内

容

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西师大版（2024）第一单元“百分数”的第一课时，主题为“百
分数的意义”。本节课主要内容包括：

1. 百分数的定义：介绍百分数的概念，即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

。

2. 百分数的符号：学习百分数的表示方法，了解百分号“%”的含义。

3. 百分数与分数的关系：探讨百分数与分数之间的联系，理解百分数是分数的一

种特殊形式。

4. 百分数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通过实例让学生感受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如折扣、利率等。

核心素

养目标

分析

本节课旨在培养学生以下核心素养：

1. 数学抽象：通过理解百分数的定义和符号，学生能够抽象出百分数的概念，并

将其与实际情境相结合。

2. 逻辑推理：学生通过比较百分数与分数的关系，发展逻辑推理能力，能够理解

百分数是分数的一种表达形式。

3. 数学应用：通过生活中的实例，学生能够将百分数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提高数学应用能力。

4. 数据分析：学生在理解百分数的过程中，培养数据分析观念，能够对数据信息

进行有效解读和处理。 

学习者

分析

1. 学生已经掌握了哪些相关知识：

- 学生已经学习了分数和小数的概念及其相互转换。

- 学生能够理解比例和比例尺的基本应用。

- 学生对基础的百分比计算（如百分比的计算和转换）有初步的认识。

2. 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

- 学生对生活中的百分比现象（如折扣、利率）表现出一定的兴趣。

- 学生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

- 学生可能偏好通过实例和操作活动来理解新概念，喜欢互动式和探究式的学习方

式。

3. 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 学生可能在理解百分数与分数的区别和联系时遇到困难。

-



 在实际应用中，学生可能难以将百分数的计算与具体情境相结合。

- 学生在解决复杂百分数问题时，可能会在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上遇到挑战。

教学资

源

- 教科书：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西师大版（2024）
- 教学 PPT：包含百分数定义、符号、分数与百分数关系等内容的电子幻灯片

- 实物教具：百分数模型、分数与百分数转换工具

- 信息化资源：数学学习软件（如在线百分数计算器、互动学习平台）

- 教学手段：小组讨论、案例分析、互动问答、实践活动

教学实

施过程

1. 课前自主探索

教师活动：

- 发布预习任务：通过在线平台发布预习资料，包括本节课相关的概念介绍、例题

解析等，并要求学生预习时关注百分数的定义和符号。

- 设计预习问题：设计问题如“百分数与分数有何不同？”，“百分号的意义是什么？

”等，引导学生思考。

- 监控预习进度：通过在线平台检查学生预习情况的提交，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完成

预习任务。

学生活动：

- 自主阅读预习资料：学生根据要求阅读资料，初步理解百分数的概念。

- 思考预习问题：学生针对问题进行思考，尝试用自己的语言解释百分数。

- 提交预习成果：学生将预习笔记和问题答案提交至在线平台。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自主学习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提升自学能力。

- 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在线平台，方便学生预习和教师监控。

作用与目的：

- 为学生提供新课的初步认识，降低课堂学习难度。

-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对百分数概念的兴趣。

2. 课中强化技能

教师活动：

- 导入新课：通过生活中的实例，如购物折扣，引出百分数的概念。

- 讲解知识点：详细讲解百分数的定义、符号及其与分数的关系。

- 组织课堂活动：设计小组讨论，让学生探讨百分数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 解答疑问：对学生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学生活动：

- 听讲并思考：学生认真听讲，思考百分数在实际中的应用。

- 参与课堂活动：学生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分享自己的理解和实例。

- 提问与讨论：学生提出自己在学习中的疑问，并参与讨论。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讲授法：讲解百分数的定义和性质。

- 实践活动法：通过实例让学生动手计算百分数。

- 合作学习法：小组讨论，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

作用与目的：

- 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百分数的概念和性质。

- 培养学生运用百分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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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后拓展应用

教师活动：

- 布置作业：布置与百分数应用相关的练习题，巩固学生对百分数的理解。

- 提供拓展资源：提供在线百分数应用的视频和练习，供学生进一步学习。

- 反馈作业情况：及时批改作业，给予学生个性化的反馈。

学生活动：

- 完成作业：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巩固课堂学习内容。

- 拓展学习：学生利用拓展资源，加深对百分数的理解。

- 反思总结：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总结学习心得。

教学方法/手段/资源：

- 自主学习法：鼓励学生自主完成作业和拓展学习。

- 反思总结法：引导学生总结学习过程中的收获和不足。

作用与目的：

- 巩固学生对百分数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 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资

源拓展

1. 拓展资源：

- 《生活中的数学》：提供一系列关于百分数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案例，如经济、

科学、体育等领域。

- 《数学思维训练》：包含百分数相关的逻辑思维题目，帮助学生提升数学逻辑推

理能力。

- 《数学历史故事》：介绍百分数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

- 《百分数应用题库》：收集了大量的百分数应用题目，用于巩固和拓展学生的百

分数应用能力。

- 《数学实验手册》：提供百分数相关的实验方案，如测量物体长度、计算面积等

，通过实验加深对百分数的理解。

2. 拓展建议：

- 阅读拓展书籍：鼓励学生阅读《生活中的数学》和《数学历史故事》，了解百分

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数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完成思维训练题目：学生可以尝试解决《数学思维训练》中的百分数逻辑题目，

提高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

- 参与数学实验：学生可以按照《数学实验手册》中的方案进行实验，通过实际操

作加深对百分数的理解。

- 解决应用题库题目：学生可以定期完成《百分数应用题库》中的题目，巩固所学

知识，并尝试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 **百分数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案例**：
- 经济领域：如折扣计算、股票涨幅、利息计算等。

- 科学领域：如浓度计算、概率统计等。

- 体育领域：如运动员成绩比较、比赛得分率等。

- **百分数逻辑思维题目**：
- 设计一些需要运用百分数进行推理的题目，如“某商店原价 100 元的商品打八折

，现价是多少？如果再打九折，现价又是多少？”
-



 通过解决这类题目，学生可以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百分数的实际应用能力

。

- **数学历史故事**：
- 讲述百分数的起源，如古埃及人如何使用百分数进行土地测量，或者欧洲中世纪

商人是如何使用百分数进行交易计算的。

- 通过历史故事，学生可以了解到百分数的发展过程，增加对数学历史的兴趣。

- **百分数应用题库**：
- 收集不同难度的百分数应用题目，包括简单的百分比计算、复杂的实际问题解决

等。

-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能力选择合适的题目进行练习。

- **数学实验手册**：
- 提供一些简单的实验方案，如测量物体长度时如何使用百分数进行误差分析，计

算面积时如何利用百分数进行比例计算。

- 学生可以在家中或学校实验室进行实验，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对百分数的理解。

作业布

置与反

馈

作业布置：

1. 基础练习题：设计一系列基础百分数计算题，包括百分数的识别、转换、简单

计算等，旨在巩固学生对百分数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 例如：“将以下分数转换为百分数：1/2, 3/4, 5/8。”
- “计算：30% 的 200 是多少？”
2. 应用题：设计一些与生活实际相关的百分数应用题，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

- 例如：“一家商店将商品价格提高了 10%，如果原价为 200 元，提价后的价格是

多少？”
- “某班级有 40 名学生，其中有 20%的学生参加了数学竞赛，请问有多少学生参加

了竞赛？”
3. 思考题：设计一些开放性的思考题，鼓励学生进行深度思考和探索，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 例如：“设计一个调查活动，收集同学们最喜欢的学科的百分比数据，并分析这

些数据。”
- “探索百分数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举例说明。”
作业反馈：

1. 批改作业：教师应及时批改学生的作业，确保每位学生的作业都能得到及时反

馈。

- 对学生的计算过程和答案进行仔细检查，确保无误。

2. 反馈建议：在作业批改完成后，教师应针对每个学生的作业给出具体的反馈和

建议。

- 对于正确率高的学生，教师可以鼓励他们尝试更难的应用题或思考题。

- 对于存在错误的学生，教师应指出错误所在，并给出具体的改进建议。

- 例如：“你在计算百分数时忽略了单位的转换，下次请注意这一点。”
- “你的思考题答案非常有创意，但可以进一步考虑数据的可靠性和调查方法的科

学性。”
3. 作业讲评：在适当的时候，教师可以组织作业讲评，对常见的错误进行讲解，

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正确的解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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