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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在教学中，让学生亲身体验知识是如何形成的，教师要着重注意思想方法的引导，让学生知道二元

一次方程组如何向一元一次方程转化。本文的教学流程是“分析–概括–归纳–总结”，注重在学生已

经具有的知识能力上，设置一些小的问题串，有助于学生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最后通过反思，

使我对整个教学环节有了进一步深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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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aching, teachers let students experience how knowledge is formed. Teachers should pay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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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ion to the guidance of thinking methods, so that students know how to convert binary linear 
equations to single linear equations.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is paper is “Analysis-Summary” 
“Induction-Summary”, focusing on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that students already have, setting 
up some small problem strings, which will help students find ideas and methods to solve prob-
lems. Finally, through reflection, I have a furthe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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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分析 

“代入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是数学教材七年级下册中第八章的内容，在中小学数学教学中归

属于“数与代数”范畴，是初中代数的主要内容。在学习了用各种方法解一元一次方程，其中蕴含去括

号，去分母，合并同类项，移项等等式的性质解一元一次方程，这使得初中生掌握了怎样解一元一次方

程。第八章第一节的内容中，在上节课中学习了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定义和其解得表示方法，也学习了用

一种具有局限性的表格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这些内容为本节课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本节课为后

面学习加减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和解三元一次方程组以及有关函数的参数求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基于以上的分析，本节课的重点是学生会用代入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2]。 

2. 学情分析 

学生在学习本节课内容之前，学习了用各种方法解一元一次方程，其中蕴含去括号，去分母，合并

同类项，移项等等式的性质解一元一次方程，这使得初中生掌握了怎样解一元一次方程，在上节课中学

习了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定义和其解得表示方法，也学习了用一种具有局限性的表格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在以前的学习中，学生接触并具备一定的转化思想，会用一个式子表示另外一个式子。本节课的学习中，

学生在用二元一次方程组处理实际问题上比较艰难，学生在两次代入后的计算会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未

知数的系数不为 1 时或者未知数前的系数为负号时学生就有可能出现计算问题。基于以上的分析，本节

课的难点是体会用代入消元法把二元一次方程组向一元一次方程转化的消元思想，以及能够解决有关二

元一次方程组的实际问题[3]。 

3. 教学目标 

让学生掌握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实质就是将其转化成一元一次方程再求解，理解代入消元法中蕴含

的消元思想，并知道消元法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从而获得从陌生的知识向已知的知识转变的化归思想，

培养学生观察与运算的能力[4]。通过正反例对比与共同探究的方式，正面的例子巩固了学生对本节课知

识，反面的例子警示学生以防存在同样的问题，从而让学生爱上学习数学，便于与伙伴交流。 

4. 教学过程分析 

教学过程分析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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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nalysis of teaching process 
表 1. 教学过程分析 

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 设计意图 

(一) 
复习旧知 
引入新课 

判断以下哪个是二元一次方程组
7

3 5
X Y
X Y
+ =

 − =
的解？ 

① 3X = 或 4Y =  ② 3, 4X Y= =  ③ 
3
4

X
Y

=
 =

 

教师让部分学生回答，并提示学生要能辨别出哪种解是二元一次

方程组的解。 
2. 已知 2 3 15X Y− = ，用含 X 的式子表示 Y。 
问题一： 
教师给上节课的问题： 
篮球联赛中，每场比赛都要分出胜负，每队胜 1 场得 2 分，负 1
场得 1 分，某队 10 场比赛中得到 16 分，那么这个队胜场数和负

场数分别是多少？ 
教师提问：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是如何求得胜场与负场次数

的？ 
预案：设胜场为 X，负场为 ( )10 X− ，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再求

解。 
追问 1：上节课我们是用什么方法去求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预案：大部分学生可以根据题目列出二元一次方程组，用表格法

求出其解，因此得到了胜场与负场的次数。 
追问 2：你认为用表格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有没有局限性？ 
预案：大部分学生认为不方便。 
教师总结：数据比较多，数值比较大的时候用表格法就不太方便。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探究一种新的方法求解。 

通过复习辨别对解的认识，可

以轻松引入本课内容，让新课

开展的更加顺利。 
 
 
 
 
 
 
 
 
 
 
 
 
 
 
 
 
 
 

通过温习以前学习的用表格法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方法，让

学生体会到了表格法的不便，

因此有必要探究一种心得方法

求解，从而导入新课。 

(二) 
师生合作 
探究新知 

教师分析引导思路：关于二元一次方程组我们感到有些生疏，对

于生疏的知识咱们应该转化到熟习的知识上，那你以前会解哪个

类型的方程？ 
预案：大部分学生认为是一元一次方程。 
教师：请同学们列出这个问题有关的一元一次方程，(形成了左右

对比板) 
胜 X 场 负 Y 场          胜 X 场 负 ( )10 X− 场 

10
2 16
X Y

X Y
+ =

 + =
           ( )2 10 16X X+ − =  

探究一： 
左边的方程与右边的方程，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6] (小
组讨论) 
预案：相同 1：二元一次方程组中的 X 与一元一次方程中 X 的意

义相同都代表胜场的次数。相同 2：二元一次方程组中的

2 16X Y+ = 与一元一次方程中的 2X 的意义相同都代表胜场的得

分。相同 3：二元一次方程组中 2 16X Y+ = 与一元一次方程中的

16 都表示所得总积分。不同：二元一次方程组中 Y 用表示负场次

数，一元一次方程用 ( )10 X− 表示负场的次数。 

追问 1：如何将二元一次方程组转变为一元一次方程？你有什么

方法吗？ 
预案：将 Y 换成10 X− ，把 10Y X= − 代入到二元一次方程组的

第二个方程中。 
追问 2： 10Y X= − 是怎么得到的？ 

通过形成左右对比板让学生初

步发现了本节课内容与以前学

习的知识之间的联系，此种将

新知识朝向旧知识取向的思想

就叫做转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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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二) 
师生合作 
探究新知 

预案：是由二元一次方程组中第一个方程转变得到的。 
教师分析：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发现，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实质

是转化成我们了解的一元一次方程，从而求得此方程的解。 
追问 3：你能写出完整的求解过程吗？ 
预案： 10Y X= − 代入到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第二个方程后得

( )2 10 16X X+ − = 。 

探究二： 
同学们在解 ( )2 10 16X X+ − = 这个方程时，可以得出解为 6X = ，

那么在解 Y 值是有哪几种代入方法？哪种更简单？ 
预案：方法 1：将 6X = 代入 10X Y+ = 中，得到 4Y = 。方法 2：
将 6X = 代入 2 16X Y+ = 中，得到 4Y = 。大多数学生认为第一

种方法更简单。 
教师引导：方程组中计算出其中一个未知数的值时，应该首先选

择得出未知数值的系数最小的方程进行代入，这样能够有效减小

学生计算的错误率。 

设置问题串，循序渐进，由观

察到小结，指导学生寻找新知

与旧知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将

旧知应用到新知上，进而达到

深度学习的目的[5]。 

(三) 
典例分析 
熟练技巧 

例 1：用代入消元法解方程组 
3

3 8 14
X Y
X Y
− =

 − =

①

②
 

教师引导：在方程①中 X 的系数为 1，用含 Y 的式子表示 X，相

比较简便，不容易出现计算错误。 
教师给出提示：在方程①中的系数为 1，用含的式子表示，相比

较简便，不容易出现计算错误。 
由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解此二元一次方程组，老师点评，同时

对其中做出针对性的点评。 
教师追问 1：有学生在解此二元一次方程组时，并没有计算出未

知数的值，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有些学生将③代入了

①，这样可以吗？ 
预案：大部分学生认为③是由①变形得到的，不能再将③代入到

①中去，而是应该将③代入到②中。 
老师引导得出答案：③是由①变形得到的，把③代入①是不可行

的。把 1Y = − 代入①或者②是可行的，然而①中的 Y 前的系数是

−1，把 1Y = − 代入①会造成计算困难，②中 Y 前面的系数是 8，
把 1Y = − 代入②会造成计算困难。因此将 1Y = − 代入③是最合适

的。 
教师追问 2：在解此二元一次方程组时，有几次代入？每一次代

入是为了什么? 
预案：大部分学生认为波及了两次代入，第一次代入是将二元一

次方程组化为了一元一次方程，从而解出一元一次方程中未知数

的值。第二次代入是将上一步得到的未知数的值代入到二元一次

方程组中任意一个方程中从而得到另外一个未知数的值。 
上述解方程组的过程可以用以下的流程图来表示： 

 

选择适当变形形式，使运算简

便，其目标是让学生复习巩固。 
 
 
 
 
 
 
 
 
 

通过正反例，形成对比，在反

例中让学生了解可能会出现的

错误，预防学生在遇到此类问

题再犯错误。 
 
 
 
 
 
 
 

教师询问用代入消元法解题时

有几次代入，分别有什么作用。

从而推出了其中存在着转化与

消元思想。 
 
 
 
 

使用流程图，让学生更加直观

的观察到代入消元法是如何求

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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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四) 
归纳小结 
布置作业 

教师揭示：咱们是怎么去消元的？带领学生自主去发现。 
教师追问 1：请你归纳总结用代入消元法解方程组的方法。 
预案：大部分学生总结出了用代入消元法解方程组的方法： 
1) 转化：变形 y ax b= + (或 x ay b= + ) 
2) 代入：代入消元 y(或 x) 
3) 求解：解一元一次方程得 x(或 y) 
4) 回代：把 x(或 y)代入 y ax b= + (或 x ay b= + )求解 
5) 写解：写出答案 
教师追问 2：用代入消元法解方程组其中存在着哪些数学思想？ 
预案：大部分学生认为存在了转化思想，消元思想，等量思想。 
布置作业：P93 1. 2. 3. 4 题 

教师让学生归纳总结代入消元

法解方程组的方法，梳理本节

课知识点，这使得学生更加深

刻。 
 
 
 
 
 
 
 
 
 

科学合理布置课外作业，这有

助于学生掌握此节课的知识。 

5. 板书设计 

板书设计如下表 2。 
 
Table 2. Blackboard writing design 
表 2. 板书设计 

主板 副板 1 

8. 2 代入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用“代入消元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步骤： 
1) 转化：变形 y ax b= + (或 x ay b= + ) 
2) 代入：代入消元 y(或 x) 
3) 求解：解一元一次方程得 x(或 y)学生练习板演

过程 
4) 回代：把 x(或 y)代入 y ax b= + (或 x ay b= + )
求解 
5) 写解：写出答案 

(左右对比板) 
胜 X 场 负 Y 场      胜 X 场 负 ( )10 X− 场 

10
2 16
X Y

X Y
+ =

 + =
         ( )2 10 16X X+ − =  

副板 2 

 

6. 反思总结 

第一个环节是复习旧知，导入新课。在这个环节中我对学生的学情了解的不够充分，我没有考虑到

学生无法辨别方程组的解的形式，也没有考虑到学生在用表示时变号问题或者转化为分式代入方程时的

计算错误，以上这些问题我没有考虑到这会造成学生在学习本节课知识中的困难，是我对自己知识的储

备不够充分。在这个环节中我对教材的分析不够充分，我只关注了本节课的内容，这样和上节课的内容

没有衔接上会让学生觉得有些突兀。第二个环节中是设置了一个探究活动，通过探索思考让学生找到二

元一次方程组是如何向一元一次方程转变的[7]。我对学生的情况把握不够精确，我的预设与学生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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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有些出入。第三个环节是练习，让学生对知识有一个深化的巩固。在这个环节中我对本节课的重点

把握的不够准确，我没有考虑到学生会将用 X 表示 Y 的式子(或用 Y 表示 X 的式子)又代回了原式中这样

的错误。第四个环节是归纳小结，布置作业。在这个环节中，我对教材的分析不够准确，没有让学生巩

固如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和解的过程中两次代入是为了什么[8]。 
复习旧知引入新课的环节中，让学生发现了用表格法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从而引入了代入消元法，

从而使得本节课可以顺利的进行。在用探究新知的环节中运用左右板对比法让学生清晰的发现二元一次

方程组与一元一次方程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9]。在巩固新知的环节中，我运用了框图法让学生掌握解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方法，这样既可以更加直观又可以对新知识进行又一次的巩固。在归纳小结的环节中，

我询问了学生在本节课中渗透的思想，这样有助于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联想数学各种思想并运用到新知

识中。在课堂中，我重视倾听学生的评释，细心察看学生的各种学校动态，及时调控教学情况，致力让

每个学生取得胜利体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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