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04 课 有理数的加减法

1、学习掌握有理数的加减法法则及一般应用

2、掌握有理数的加减法的实际应用

3、掌握有理数的加减法运算律及应用

知识点 1  有理数的加法法则

（1）同号两数相加,取相同的符号,并把两数绝对值相加.

（2）绝对值不相等的异号两数相加,取绝对值大加数的符号,并用较大的绝对值减去较小的绝对值.

【注意】

①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相加得 0.

②一个数同 0 相加,仍得这个数. 

【特别提醒】

有理数加法法则运算的一般步骤

举例为：

步骤 3 ( 5)   3 ( 5)   3 0  2 ( 2)  

①判：判断加

法类型
同号相加 异号相加 与 0 相加 相反数相加

②定：确定和

的符号
和的符号为：“   ” 和的符号为：“+”

和的符号为：同

原数

③求：绝对值

加或减

(3 5) 



绝对值相加

(5 3) 



绝对值相减

得原数

④结：求出结

果
8 2 3

0



【口诀】

同号相加一边倒;

异号相加“大”减“小”,

符号跟着“大”的跑，

绝对值相等“零”正好;

数零相加变不了.

其中“大”“小”指两个数绝对值的大小.

知识点 2  有理数的加法运算律

有理数加法运算律主要包括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

运算律 文字语言 符号语言

加法交换律
有理数的加法中,两个数相加，

交换加数的位置,和不变
a+b=b+a

加法结合律

有理数的加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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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a+(b+c)

【特别提醒】

①交换加数的位置时,一定注意应连同符号一起交换,即带着“符号”搬家.

②每个数的符号是这个数左侧的符号，没有符号即为“+”；

【口诀】

多数相加要记住，

先看有无相反数，

正加正,负加负;

再看能否凑整数;

易通分的放一处，

两数结合添括号.

【提醒】

应用运算律计算五技巧

1.同号结合:同号的几个数先相加.

2.相反结合: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先相加.

3.凑整结合:能凑成整数、整十、整百的数先相加.

4.同形结合:同分母的分数先相加.

5.拆项结合:带分数相加时,先拆成整数和分数,再利用加法运算律相加.

知识点 3  有理数的减法法则



（1）语言叙述:减去一个数,等于加这个数的相反数.

（2）用字母表示: 

【注意】

在进行有理数减法运算时,减数与被减数不能互换,即减法没有交换律.

【有理数的减法运算步骤】 

第 1 步:把减号变为加号(改变运算符号);

第⒉步:把减数变为它的相反数(改变性质符号)﹔

第 3 步:按照有理数的加法法则进行计算.

【特别提醒】

注意转化有“两变”“一不变”:

两变:一是将运算符号“－”变成“+”,二是把减数符号改变,即减数变成它的相反数;

一不变:被减数和减数的位置不变.

知识点 4  省略括号和加号

{ {( 12) ( 8) ( 6) ( 5)

( 8) ( 5( ) ( 6) )12

      

 
    1、减法转化为加法

只有加法运算的和式

2、省略加号写法:

在和式里,通常把各个加数的括号和它前面的加号省略不写,写成省略加号的和的形式.例如：

( 13) ( 8) ( 6) ( 2)         13 8 6 2     

和式读法:对于算式“ ( 13) ( 8) ( 6) ( 2)       ”,有两种读法:

（1）把各个数前面的符号看作这个数的性质符号,按这个式子表示的意义来读,可读作

“负 13、负 8、负 6、正 2 的和”;

（2）把各个数前面的符号看作运算符号,按照算式的意义来读,可读作“负 13 减 8 减 6 加 2”.

【注意】

①加号可以省略,但必须保留性质符号



.省略加号的和式中的每一个数连同它的性质符号可以看成一项,都是和式中的一个加数.

②第一个加数的符号只能读作“正”或“负”,而不能读作“加”或“减”.

知识点 5  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

根据有理数的减法法则,把减法转化成加法,加减混合运算也就转化成了连加.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实质就是

有理数的加法运算.

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步骤

( 13) ( 5) ( 7) ( 6)       解题步骤 解题依据

( 13) ( 5) ( 7) ( 6)         统一写成加法 减法法则

13 5 7 6     省略括号和加号 符号法则

13 6 5 7     利用加法交换律 交换律

19 12   分别计算 结合律

7  求出结果 加法法则

【提醒】

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的步骤

1.把混合运算中的减法转化为加法(一般此步可省略).

2.省略算式中的加号、括号.

3.运用交换律、结合律.

4.按加法法则计算出最后结果.

知识点 1  有理数的加法法则

1．计算（﹣1）+（﹣4）的结果等于（　　）

A．5 B．3 C．﹣5 D．﹣8

2．计算﹣3+2 的值是（　　）

A．﹣1 B．1 C．﹣2 D．0

3．西岳华山，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已知华山山顶某日早晨的气温是﹣6℃，到中午上升了 15℃，则华

山山顶这天中午的气温是（　　）

A．﹣9℃ B．﹣3℃ C．9℃ D．27℃

4．计算： ＝　　．



5．计算：|﹣3+2|＝　　．

6．计算：

（1）15+（﹣22）；                       （2）（﹣13）+（﹣8）；

（3）（﹣0.9）+1.5；                      （4） ．

知识点 2  有理数的加法运算律

7．计算：（1）4.7+（﹣0.8）+5.3+（﹣8.2）；             （2）（﹣ ）+（+ ）+（﹣ ）．

8．阅读材料：对于（﹣5 ）+（﹣9 ）+17 +（﹣3 ），可以进行如下计算：

原式＝[（﹣5）+（﹣ ）]+[（﹣9）+（﹣ ）]+（17+ ）+[（﹣3）+（﹣ ）]

＝[（﹣5）+（﹣9）+17+（﹣3）]+[（﹣ ）+（﹣ ）+ +（﹣ ）]＝0+（﹣ ）＝﹣ ．

上面这种方法叫拆数法，仿照上面的方法，请你计算：

（﹣88 ）+（﹣77 ）+166 +（﹣1 ）．



知识点 3  有理数的减法法则

9．计算：3﹣5＝（　　）

A．2 B．﹣2 C．8 D．﹣8

10．计算（﹣7）﹣（﹣5）的结果是（　　）

A．﹣12 B．12 C．﹣2 D．2

11．3 月 26 日，我市的最高气温是 7℃，最低气温是﹣6℃，那么这一天的温差是（　　）

A．13℃ B．1℃ C．﹣13℃ D．﹣1℃

12．计算：﹣4﹣（﹣5）＝　　．

13．计算：

（1）0﹣（﹣6.1）；         （2）12﹣（﹣18）；          （3）﹣7﹣（﹣7）；

（4）﹣1 ﹣ ；           （5）（+5）﹣（﹣3）；       （6）﹣3﹣（+2）．

知识点 4  省略括号和加号

14．把（﹣3）﹣（+4）﹣（﹣6）+（﹣7）+（+2）写成省略加号的和的形式正确的是（　　）

A．﹣3﹣4﹣6﹣7+2 B．﹣3+4+6﹣7+2 C．﹣3﹣4+6﹣7+2 D．﹣3﹣4﹣6+7+2

15．把下列省略加号的和还原成加号和的形式：

（1）﹣ + ﹣ ＝　                                  ；

（2）﹣6.5﹣4.2+3.8﹣7.8＝　                           　．

16．把下列各式中的减法统一成加法，然后省略加号，再计算：

（1）（﹣0.9）+（﹣1.3）﹣（﹣2.1）﹣（+4.7）



（2）（﹣0.9）﹣（+ ）﹣（﹣8.1）﹣（+ ）

知识点 5  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

17．计算（﹣5）﹣3+6 的结果等于（　　）

A．2 B．8 C．﹣2 D．﹣8

18．北京某天早晨的气温是﹣5℃，中午上升了 10℃，半夜又下降了 8℃，则半夜的气温为（　　）

A．3℃ B．0℃ C．﹣1℃ D．﹣3℃

19．计算：﹣（﹣1）+2﹣（+5）＝　  　．

20．计算：（﹣7）+（﹣3）﹣5﹣（﹣20）．

21．计算：25﹣9+（﹣12）﹣（﹣7）．

1．计算：（﹣11）+3＝（　　）

A．﹣14 B．14 C．﹣9 D．﹣8

2．与﹣1﹣ 结果相同的是（　　）



A． B． C． D．

3．甲地的海拔高度是﹣3 米，乙地的海拔高度是 12 米，则甲地的海拔高度比乙地的海拔高度低（　　）

A．9 米 B．﹣9 米 C．15 米 D．﹣15 米

4．下列等式成立的是（　　）

A．5﹣（﹣6）+（﹣7）＝5﹣6+7 B．5+（﹣6）+（﹣7）＝5﹣6+7

C．5+（﹣6）﹣（﹣7）＝5﹣6+7 D．5+（﹣6）﹣（﹣7）＝5﹣6﹣7

5．某地冬季中的一天，中午 12 时的气温是﹣3℃，经过 2 小时上升了 2℃，再经过 4 小时气温又下降了

9℃，那么当天 18 时的气温是（　　）

A．10℃ B．﹣10℃ C．4℃ D．﹣4℃

6．计算 2﹣|﹣3|的结果为 　   　．

7．计算：﹣（﹣1）+2﹣（+5）＝　   　．

8．2023 年 1 月 14 日，南京市最高气温是 7℃，最低气温是零下 3℃，那么当天的最大温差是     　℃．

9．把 5+（﹣3）﹣（﹣7）﹣（+2）写成省略括号的形式是 　   　．

10．已知|a|＝3，|b|＝5 且 a＞b，那么 a+b 的值等于　     　．

11．计算：

（1）（﹣72）﹣（﹣37）﹣（﹣22）﹣17；

（2）（﹣2）﹣（+3）﹣（+4）+（﹣3）；

（3）1 +（﹣7 ）﹣（﹣3.25）﹣ ；

（4）20﹣（﹣6）﹣|﹣3|；



（5）13﹣（﹣12）+（﹣21）；

（6）﹣0.8﹣5.2+11.6﹣5.6．

12．计算：0.125+2 ．

13．计算： +（﹣9）﹣（﹣ ）+1．

14．在计算：“10﹣3 ﹣ ”时，甲同学的做法如下：

10﹣3 ﹣

＝10﹣ ﹣ ①

＝10+（﹣3）②

＝7③

（1）在上面的甲同学的计算过程中，开始出错的步骤是 　①　．（写出错误所在行的序号）这一步依

据的运算法则应当：同号两数相加，　取与加数相同的符号，并把绝对值相加　．

（2）请写出正确的计算过程．





第 04 课 有理数的加减法

1、学习掌握有理数的加减法法则及一般应用

2、掌握有理数的加减法的实际应用

3、掌握有理数的加减法运算律及应用

知识点 1  有理数的加法法则

（1）同号两数相加,取相同的符号,并把两数绝对值相加.

（2）绝对值不相等的异号两数相加,取绝对值大加数的符号,并用较大的绝对值减去较小的绝对值.

【注意】

①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相加得 0.

②一个数同 0 相加,仍得这个数. 

【特别提醒】

有理数加法法则运算的一般步骤

举例为：

步骤 3 ( 5)   3 ( 5)   3 0  2 ( 2)  

①判：判断加

法类型
同号相加 异号相加 与 0 相加 相反数相加

②定：确定和

的符号
和的符号为：“   ” 和的符号为：“+”

和的符号为：同

原数

③求：绝对值

加或减

(3 5) 



绝对值相加

(5 3) 



绝对值相减

得原数

8 2 3

0



④结：求出结

果

【口诀】

同号相加一边倒;

异号相加“大”减“小”,

符号跟着“大”的跑，

绝对值相等“零”正好;

数零相加变不了.

其中“大”“小”指两个数绝对值的大小.

知识点 2  有理数的加法运算律

有理数加法运算律主要包括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

运算律 文字语言 符号语言

加法交换律
有理数的加法中,两个数相加，

交换加数的位置,和不变
a+b=b+a

加法结合律

有理数的加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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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a+(b+c)

【特别提醒】

①交换加数的位置时,一定注意应连同符号一起交换,即带着“符号”搬家.

②每个数的符号是这个数左侧的符号，没有符号即为“+”；

【口诀】

多数相加要记住，

先看有无相反数，

正加正,负加负;

再看能否凑整数;

易通分的放一处，

两数结合添括号.

【提醒】

应用运算律计算五技巧

1.同号结合:同号的几个数先相加.

2.相反结合: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先相加.

3.凑整结合:能凑成整数、整十、整百的数先相加.

4.同形结合:同分母的分数先相加.



5.拆项结合:带分数相加时,先拆成整数和分数,再利用加法运算律相加.



知识点 3  有理数的减法法则

（1）语言叙述:减去一个数,等于加这个数的相反数.

（2）用字母表示: 

【注意】

在进行有理数减法运算时,减数与被减数不能互换,即减法没有交换律.

【有理数的减法运算步骤】 

第 1 步:把减号变为加号(改变运算符号);

第⒉步:把减数变为它的相反数(改变性质符号)﹔

第 3 步:按照有理数的加法法则进行计算.

【特别提醒】

注意转化有“两变”“一不变”:

两变:一是将运算符号“－”变成“+”,二是把减数符号改变,即减数变成它的相反数;

一不变:被减数和减数的位置不变.

知识点 4  省略括号和加号

{ {( 12) ( 8) ( 6) ( 5)

( 8) ( 5( ) ( 6) )12

      

 
    1、减法转化为加法

只有加法运算的和式

2、省略加号写法:

在和式里,通常把各个加数的括号和它前面的加号省略不写,写成省略加号的和的形式.例如：

( 13) ( 8) ( 6) ( 2)         13 8 6 2     

和式读法:对于算式“ ( 13) ( 8) ( 6) ( 2)       ”,有两种读法:

（1）把各个数前面的符号看作这个数的性质符号,按这个式子表示的意义来读,可读作

“负 13、负 8、负 6、正 2 的和”;

（2）把各个数前面的符号看作运算符号,按照算式的意义来读,可读作“负 13 减 8 减 6 加 2”.

【注意】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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