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认识分数反思 分数的初步认
识三年级数学教学反思(汇总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年级认识分数反思篇一

10月26号我执教了人教版数学三年级上“分数的初步认识”
第一课时“认识几分之一”；“分数的初步认识”是小学阶
段一堂必不可少的概念课，他为我们以后学习小数的认识、
性质及分数的意义等内容教学奠定基础。基于对教材的理解，
由于分数的概念比较抽象，学生若只根据字面的意思根本不
能很好地掌握，因而这堂课我以正方形，长方形，圆，三角
形纸片为道具，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动手操作中去发现数
学知识。在教学设计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我们知道数可以分成整数和分数。整数，孩子们一直都在接
触，所以都很熟悉。于是就从中秋分月饼导入，从4个平均分
成两份，到2个平均分成两份，再到把1个平均分成两份，结
果是半个。讨论半个该怎么表示，引起孩子知识结构的冲击；
让学生体会到分数来源于生活，而且是在“平均分”的情况
下才产生分数。从学生回答的半个月饼引入分数，认识和理
解的含义。

理解分数的含义是本节课的重点也是难点，通过同桌和小组
间的讨论和动手创造一个，让学生充分理解的含义。

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小组合作，动手与操作，创造一个几分
之一；并交流讨论分数的意义。



虽然这堂课完成了预设目标和知识点，教学过程较理想；但
是也存在不足之处，下面就反思一下我在教学过程中的不足
之处：

1、我在执教过程中可能过分看重时间的分配，学生虽然对只
是的理解都没问题，但是在对分数的含义表达上却不尽人意。
在理解的含义时时间太过着急，只是通过个别同学的回答，
就把描述含义的语句出示板书了。导致学生在理解几分之一
的含义时，语言表达非常不理想。

2、在学生动手操作中，疏忽了学生涂色的规范性，在展示作
品时局限性较大，应该正确和错误对比进行；不同折法对比
进行。

3、学生由于对分数的含义表达不到位，在练习中又缺少对含
义的解说，导致最后一个练习，学生存在较大困难。

不过这堂课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各位老师也给了很多宝
贵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三年级认识分数反思篇二

《土壤中有什么》这节课的内容很多，主要分五个部分：观
察新鲜的土壤、观察干燥的土壤、研究土壤的沉积实验、燃
烧土壤、了解土壤与生命的关系，内容相当多，所以进行简
单的引入后可以直奔主题了。

（1）燃烧土壤，让他们闻到一股臭味，引出“腐殖质”。

（2）燃烧浸泡土壤的液体，水烧干后他们看到勺中的白色斑
点，引出“盐分”。通过这样的内容安排，课堂上的主要内
容学生便可以充分掌握。

课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土壤与生命的关系”通过土壤的



横截面图，让学生了解生命和土壤间的关系，渗透热爱土壤
的思想。

我在课还有一些疑问：在分析教材后，产生了两个疑问：一
是借助放大镜真的.能比肉眼观察到更多的内容吗？通过学生
的实验记录我发现使用放大镜的效果不是很好，而且观察工
具越多学生注意力会分散。

三年级认识分数反思篇三

这节课作为独立的课时来上，未能从岩石风化形成土壤的层
面导入，而是从资源的角度考虑。整节课以土壤是一种有价
值的资源为主线，通过寻找土壤成分并判断出各成分的对生
物生长的作用，从而更加相信土壤的价值所在，首尾呼应。

通过一系列的方法，由易到难，由简单观察转为实验观察，
逐步发现土壤成分。利用加水实验，找到了土壤中存在空气。
学生看到的现象是，大块干燥土壤放进水里冒泡了，便直接
得出土壤中有空气，值得深究的是，这种气泡是土壤一放进
水里马上就有的还是土壤放进水里后在其表面冒出的气泡，
如果是前者，只能说明这气泡是水里的空气被土壤挤出来了，
如果是后者，才能证明土壤中的确存在空气。这块的观察应
更加仔细些！沉积实验中，学生能明显地看到液体底部的沙
子分层了，但具体是不是分为了四层，其实是有问题的，沙
会把小石子覆盖住的，在底部看不到一颗颗的石子的，基本
上能看到沙、粉砂及表层粘土的分层，完全像教科书那样典
型分层的效果做不出。

燃烧土壤实验，起初使用燃烧匙加热土壤，发现不仅耗时长，
且效果不明显，后采用镊子夹取土壤直接酒精灯加热，气味
散发显著。



三年级认识分数反思篇四

整节课总体而言，在设计上注意流畅性和操作性。第一环节
复习引入，直奔研究内容。第二个环节“寻找土壤成分”，
安排了几个实验：观察新鲜土壤、干燥土壤，土壤沉积实验，
燃烧新鲜土壤、几个实验一环扣一环，通过直接观察和间接
显现的方法，学生对土壤的成分有了更客观的认识。而后提
出的“土壤里有哪些生命？”引出了“土壤与生命”的思考，
有书本插图引路，学生畅所欲言。最后以高士其的《我们的
土壤妈妈》结束本课，起到了很好的拓展教材的作用。教学
环节自然流畅，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教学目标。

在教学的过程中，因为考虑时间的关系，燃烧新鲜土壤、土
壤溶液，采取教师演示，生观察，其他三个实验学生自己操
作。学生在实验中是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结论，但是需要借
助教师的帮助来总结。但在溶解土壤实验时，起初因为无机
盐的实验现象不明显，我想在制取土壤浸出液时用食盐水代
替，以便让实验现象明显。确实在课堂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对于学生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土壤可能是一个误导，.总结
时，觉得自己总结不够到位。在沉积实验过程中，对分层的
表示，因直接画在黑板上，用课件出示慢了一拍，使一部分
学生出现归纳错误。总体课堂上觉得稍稍有些紧张，拉的有
点匆忙，再让生多思考，多观察。

科学课堂首先就应该实事求是。

三年级认识分数反思篇五

本课在《土壤有什么》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学习。首先我出
示各种土壤的`图片（各种颜色），然后问:土壤可以怎样进
行分类呢？这个时候，学生很自然的根据颜色进行分类。然
后我和学生一起复习了土壤的成分，又问：土壤还可以根据
什么进行分类。这个时候学生的思维比刚才就有一些的难度
了。通过这个提问：学生可以更加含水的多少将土壤分为干



土和湿土，还可以根据土壤喊腐殖质的多少分为肥沃的土，
和贫瘠的土。这样学生根据土壤的成分又将土壤进行分类。
最后根据含沙量的多少进行分类：沙土和含沙少的土。这个
时候，可以将通过引导可以将土分为：沙土，壤土、粘质土。
这样学生就会较为容易的将土壤进行分类了。

后面就是各种类土壤：沙质土，壤土、黏质土的渗水性的实
验的设计。

这个我我想应怎样进行提问呢?我是否问：这三种土壤含水量
是否一样呢？或者一样对于三种土壤进行浇水，那么土壤中
水的含量是否一样呢？我想后面的一个提问会更好的。以后
教学中，我这里还是需要进行操作的。

然后就是设计实验的阶段了。为了更好的教学和后面的教学
活动的需要，我将原来需要漏斗进行的实验改成了，用饮料
瓶进行。只需要把饮料瓶从中间剪开就是一个好的漏斗了。
这个活动还增加了学生的动手能力的训练。在课堂上我是直
接指导学生进行操作实验的，那在以后的教学中还是需要指
导学生进行实验的设计。这就需要学生在进行制作完成之后，
然后利用自己的工具进行设计实验。给出实验的材料，我想
学生设计应该不是很难得。

还有就是实验用的土壤难找啊。黏质土，沙土比较的难找。
我是用沙子，壤土进行配置的。效果虽好，但是是模拟的，
实际的情况可能大有不同的。

三年级《认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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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认识分数反思篇六

通过执教这节课，我觉得主要体现以下两点：

1创设情境，帮助学生积累数学活动经验。

数学课程不仅要考虑数学自身的特点，更应遵循学生学习数
学的心理规律，强调从学生的已有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
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的过程。
数学基于生活，数学的知识本来就来源于生活。在这一理念
的指导下，刚上课，我创设了一个十分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
教学情境去肯德基吃饭。在分比萨饼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
分数产生的必要性，经历分数产生的.过程，强调平均分是分
数的本质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为的灌输，学生的分
比萨饼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要学习一个新的数的需要，
产生了积极探究的情感，积累了学生的数学活动经验。

2在做中学，积累学生数学活动经验。

我将动手操作贯穿始终，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经历学习的过
程，加强了对知识的认同和理解，形成健康、积极的学习态
度，培养了学生的探索精神、合作意识、实践能力。课堂上，
教师讲得再好，教学环节设计的再恰当，如果没有调动学生
的参与热情，那也只是一厢情愿，没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
不能实现让不同的学生得到不同的发展。我在学生认识了1/2
时，先让学生折一折，让学生全体参与体会，分数是在平均
分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后再认识几分之几时，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分数用图形
折出来或者自己把一个图形折一折创造出一个分数，并互相
说说创造出来的分数表示什么意思。这些环节的设计，让学
生通过折一折，涂一涂，写一写、说一说等一系列活动，让
学生个个动手操作，积极动脑探索，从而初步理解分数所表
示的意义。

在大家的帮助下，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我认为个别教
学环节设计还不够细致，驾于课堂能力仍需提高，在以后的
教学中我还要更加努力，力求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