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上册数学（沪科版）

1.4  有理数的加减

第1章  有理数

1  有理数的加法

第1 课时 有理数加法的运算律及应用



教学目标
1. 能叙述有理数加法的运算律.

2. 会运用加法交换律、结合律进行有理数加法简便运算.

3. 掌握加法交换律、结合律在实际运算中的运用.

重点：加法运算律的灵活运用，解决实际问题.

难点：运用加法运算律简化运算及加法在实际中的应用.



问题1   小学里我们学过的加法运算律有哪些？                                                                                                                    

加法交换律：两个加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和
                        不变.

加法结合律：三个数相加，先把前两个数相加，或
                        者先把后两个数相加，和不变.

加法的运算律是不是也可以扩充到有理数范围？



 

① ( -5) + 6 = ____ ，

      6 + ( -5) = ____； 

探究一  计算并观察：

-1

-1

 

(1) 比较以上各组两个算式的结果，它们有什么关系？

每组两个算式有什么特征？
(2) 请你再换几个加数试一试，所得的结果如何？

小学学过的加法交换律在有理数范围内还适用吗？

有理数加法的运算律及应用1

 
 



在有理数的加法中，

两个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___不变.和

加法交换律： a + b = b + 

a.

你能用精炼语言表述这一结论吗？



探究二  计算并观察：

 (1) [ ( -2) + ( -8) ] + (-7) =               ，

    ( -2) + [( -8) + (-7)] =               .  

 两次所得的和相同吗？换几个加数再试一试.

 

 

-17

-17

 

 



类比加法的交换律，用精炼语言表述这一结论.

有理数的加法中，

三个数相加，先把___两个数相加，或者先把___

两个数相加，和不变.

前 后

加法结合律： (a + b) + c = a + (b + c ).



解：原式 = [(－22) + 22] +   [(－5.5) + (－4.5)]

=  0 + (－10)  

互为相反数

= －10.

例1   计算：(1) (－22) + (－5.5) + 22 + (－4.5)；

相加为整数

典例精析



(2) 16 + (－25) + 24 + (－35)；

解：  16 + (－25) + 24 + (－35)

＝16 + 24 +［(－25) + (－35)］

＝ 40 +(－60)

＝－20.

符号相同



同分母

互为相反数

= -1.

(3) 



请思考我们在哪些情况下会考虑使用加法运算律？

考虑使用加
法运算律

互为相反数

符号相同

分母相同

相加得整数

先结合相加

归纳总结



练一练
1.计算：(1) 20 + (-17) + 15 + (-10)；

解：(1) 原式 = 20 + 15 + [(-17) + (-10)]

 =  35 + (-27) = 8

(2) (-1.8) + (-6.5) + (-4) + 6.5；

 (2) 原式 = [(-1.8) + (-4) ]+[(-6.5) + 6.5]

= -5.8 + 0 = -5.8

(3) (-12) + 34 + (-38) + 66；

 (3) 原式 = [(-12) + (-38)] + (34 + 66)

 = (-50) + 10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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