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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单元-分数的加法和减法 

一、	

Ø 知识点： 

1、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法则	

同分母分数相加、减，分母不变，只把分子相加减（计算结果，能约分的要约成最简分数）。	

2、异分母分数的加、减法	

异分母分数相加、减，先通分（将分母化成一样），然后按照同分母分数加、减法进行计算。 

3、带分数的加、减法	

整数部分和整数部分相加减，分数部分和分数部分相加减，分数部分若不够减，向整数部分借 1 

注意： 

单位"1" 一个计量单位 

许多物体组成的一个整体 

分数加减法的验算方法与整数加减法的验算方法相同。 

 

4、分数加减混合运算 

分数加减混合运算与整数加减法的混合运算相同，从左往右算即可，整数的交换律和结合律对分数同样适

用，利用运算定律有时可以使分数计算变得更简便。 

5、剩余问题  

对于喝牛奶类的问题，即是求剩余牛奶的剩余部分。 

二、	

1、同分母的加、减法计算方法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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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分数的意义，分数是把单位“1”平均分成了几份，表示取其中的几份的数是分数，其中其中

的一份是这个分数的分数单位。分母相同的两个分数相加，意味着它们的分数单位一样，在图形中表示一

份的大小一样，那么就可以直接把表示份数的分子相加在一起即可，每份的大小即分数单位没变，那么分

母不变。	

结论：在同分母的加减法中，分母相同，单位“1”分成的份数相同，分数单位相同（即每一份的大小相

同），那我们可以保持分母不变，直接把分子相加、减即可。	

知识点：同分母分数相加、减，分母不变，只把分子相加减。	

注意：计算结果，最后结果能约分的要约成最简分数，最后结果是假分数要化成带分数。	

如：	

	
	

2、异分母的加、减法计算方法	

	

结论：分数加、减法中，分母不同，意味着份数单位不同（每份的大小不同），这个过程就需要利用到通份，

把份数单位化成一样（保证每份大小相同），再把分子表示的份数加起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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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异分母分数相加、减，先通分（将分母化成一样），然后按照同分母分数加、减法进行计算。 

3、带分母的加、减法计算方法	

带分数可看成是整数部分和份数部分相加，例：	

	

那对于带分数的加减法我们可把带分数看成两部分进行加减。例：	

	

结论：带分数加、减法中，带分数可看成整数部分与分数部分的加法，则可拆成两部分分别计算。 

知识点：整数部分和整数部分加减，分数部分和分数部分加减；减法中，分数部分不够减，向整数部分借 1。 

注意：带分数的减法中，后面的带分数是一个整体，减去的是后面个带分数的整数部分和分数部分，如：	

	
4、分数的加减混合计算	

分数加减混合运算与整数加减法的混合运算相同，从左往右算即可。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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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结论：分数加、减法中，整数的运算法则对分数同样使用。 

注：分数与小数的加减法，先把小数化成分数，再进行计算。 

5、剩余问题  

一杯纯牛奶，喝了半杯，加满水，再喝半杯最后剩下的纯牛奶是几分之几杯？ 

示意图如下 

 

结论：对于喝牛奶问题，我们只需要计算每一步剩下的那部分牛奶即可。 

Ø 易错点： 

1、异分母的加减法计算忘记同分。 

2、带分数的的减法计算，不够减时不会向整数部分借 1。 

3、分数的最后计算结果忘记约分或者是把假分数化成带分数。 

 

第八单元-打电话 

一、 

Ø 知识点 

题目：一个合唱队共有 33 名学生，收到紧急通知，老师需要通知每一位队员。打电话的方式，每分钟通

知一人，设计打电话的方案。	

1、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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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案：老师独自通知每一名队员，这种方式的话，人员的利用率太低，时间最长	

第二种方案：学生分程多个小组，老师需要通知每个小组组长，每个组长再通知相应队员，人员利用率高一

些。	

第三种方案：老师通知学生，收到通知的学生立即通知其他未收到通知的学生，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

利用率最高。该传播方式也称为链式反应。	

链式反应需要的时间最短，一开始只有一个人（老师）知道通知，第一分钟有 2 个人（包括老师）知道，第

二分钟有 4 个人知道，第三分钟就 8 个人知道，第四分钟就 16 个人知道，第五分钟就 32 人知道，第 6 分

钟就 33 人知道了（包括老师）。 

结论：对于打电话问题我们要想时间最少，需要采用链式反应方案。 

 

 

 

 

Ø 练习题 

【习题 1】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是(                            )；异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

法则是(                                   )。 

判断题： 

（1）分数减法的意义与整数减法的意义不同。                                （  ） 

（2）分数单位相同的分数才能相加减。                                      （  ） 

（3）分数加减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整数加减法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相同。    （  ） 

（4）整数加法的交换律、结合律对分数加法不适用                            （  ） 

（5）1－
2

5
 ＋

3

5
 ＝1－1＝0                                                  （  ） 

（6）一根电线用去
5

6
 ，还剩下

1

6
 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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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2】
8
3

8
1
+ 表示（	 	 	 	 ）个

8
1
加上（	 	 	 	 	 ）个

8
1
，和是（	 	 	 	 	 	 ）。计算	

7
2

3
1
+ ，要先把

3
1
化成（	 	 	 	 	 ），

把
7
2
化成（	 	 	 	 	 	 ），也就是要计算（	 	 	 	 ）+（	 	 	 	 	 ），和是（	 	 	 	 	 	 	 ）。	 	

	

【习题 3】分数加减法，计算的结果，能(       )要(            )；是(        )，要化成(        )。 

	

【习题 4】看图填空	

	
	

	

	
	

【习题 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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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6】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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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8】应用题	

1、一根铁丝，第一次用去它的
1

5
 ，第二次用去它的

5
3
，还剩下全长的几分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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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上学生做实验用
1

5
 小时，老师讲解用

3

10
 小时，其余的时间学生独立做作业。已知每堂课是

2

3
 小

时，学生做作业用了多少时间？ 

 

 

3、李明 4 小时走完 20 千米，3 小时的路程是全程的几分之几？平均每小时走多少千米？平均每千米用多

少时间？	

	

	

	

4、
5

6
 与

7

18
 的差比

1

2
 与

4

9
 的差多多少？ 

 

 

 

 

5、一杯纯牛奶，喝了六分之二，加满水，又喝了一半，剩下几分之几杯的牛奶？ 

 

 

 

6、拓展题型，有四个班级，一堆苹果，分了
4
1
给一班，分了

5
1
给二班，剩下的分给三班和四班，三班和

四班一共分了几分之几？如果三班和四班分到的苹果数量一样多，各自分了几分之几? 

 

 

 

 

【习题 9】某个班级一共有 63 个学生，老师收到某项通知，需要通知每个学生。打电话通知每分钟一人，

那至少需要多少分钟才能通知完全部人？（写出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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