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北师大版四上数学买文具教学反
思(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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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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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今天的数学课在学生自学课本的基础上，重点引导学生看懂
书上的内容。学生对“找圆心”的问题能够用较准确的语言
叙述，并能积极思考其他“找圆心”的方法。在对已学过的
轴对称图形进行整理的时候，对于图形的名称及对称轴的条
数大部分学生能够准确的回答，做到了没有遗漏。练一练1的
填表，对多数学生来说没有难度，效果很好。

当然课堂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一：在说明圆是轴对称图形时，很多学生错误地认为直径
就是圆的对称轴。这里学生首先是被自己的眼睛骗了，因为
学生在折圆的过程中，他们看到的那个折痕就是直径。其次
学生忽略了对称轴的本质：对称轴是一条直线;而直径是一条
线段，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不能等同的。课堂上我及时引导学
生回忆轴对称图形的意义，使学生在对比对称轴和直径的过
程中，明白了直径所在的直线才是圆的对称轴这一难点。但
在后面的练习中仍有学生出现一些问题。这将成为今后练习
中的一个重点问题。

其二：在完成练一练2中的填一填时，大部分学生能够准确读



图，也能说明自己的想法，但在填写时很多学生忽略了单位
名称。这也是学生常常出现的问题，需要加强纠正。

其三，很多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兴趣较浓，回答时齐答的情
况较多，很多学生不愿意单独回答。这样不利于及时了解学
生，尤其是学困生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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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与位置的整理与复习是空间与图形部分的知识，通过复
习，使学生进一步掌握确定位置的多种方法。通过解决问题
体会不同方法的应用价值，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提
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针对上述教学目标，结合整理与复
习课的特点，在教学中力求突出一下几点：

1、让学生在现实情景中体验和理解数学，在解决问题中进行
整理复习。

一个现实情境不但激发了学生的复习兴趣，而且引导学生在
解决问题过程中主动回顾整理学过的知识，同时在整理复习
过程中进一步培养了数学应用意识和能力。

2、突出数学与生活紧密联系，在解决问题中优化知识结构。

除了让学生在现实情境、在解决问题中进行回忆与整理外，
在实践应用，整体提高环节，设计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练
习题。这些题目不但注重了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而且每
个问题的设计都注重了知识的综合应用，让学生在解决问题
过程中感受知识间的联系，进一步优化知识结构。同时，进
一步使学生感受到数学很有用，也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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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的认识是在学生直观认识圆和已经比较系统的认识了平面
上直线图形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在教学中充分联系生活实
际，让学生找出日常生活中圆形的物体，并通过观察、操作、
讨论使学生认识圆的形状，掌握圆的画法及圆各部分的名称，
特征。学生获取知识兴趣浓厚，积极主动。本节课的教学设
计主要突出了以下几点：

课的开始，我首先利用多媒体出示了一个用各种平面图形组
成的小机器人。让学生找出这个小机器人都是由哪些平面图
形组成的，接着让学生说说在这些平面图形中，哪个图形最
特殊，为什么？让学生总结出圆是平面上的一种曲线图形。
然后让学生举例生活中哪些地方见到过圆形的物体。教师事
先也准备一些图片让同学们了解在自然现象，建筑物，运动
领域都能找到圆的足迹。

在教学中，重视学生动手、动脑，主动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
无论是认识圆心、半径、直径，还是学习圆的画法，都安排
了学生充分参与的实践活动，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观察、操
作、猜测、讨论、交流的机会。

要解决数学知识抽象性与学生思维形象性之间的矛盾，关键
是引导学生动手操作。本节课在认识圆的各部分名称，理解
圆的特征，教学圆的画法时，安排了让学生折一折、画一画、
指一指、比一比、量一量等动手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用眼观
察，动脑思考，动口参与讨论，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培养初步的探索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从创设情景认识圆，到初步运用有关圆的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例如测量一个硬币的直径，找出圆形物体的圆
心，车轮为什么要做成圆形等都突出了这一思想。

教学圆的认识时，注重给学生创设思维的空间，注意引导学



生积极体验，自己产生问题意识，自己去探究、尝试，总结，
从而主动获取知识。

节省教学时间的功能充分得到发挥，展现了知识发生、发展
过程，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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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数学与生活相结合，通过生活中
的三个情境引导学生理解反比例，让学生容易掌握也容易判
断两个变量是否成反比例。

第三：注意首尾呼应，在学生掌握了反比例的特点之后，让
学生切实去判断两种量是否成反比例，做到理论用于实际，
然后再回顾课前所呈现的两个表，和是12的加法表和积是12
的乘法表，让学生去判断这两个表中的量是否成反比例，让
学生有一个首尾呼应的感觉，使课堂条理清晰一气呵成。

不足之处有：

1、在教学中，我觉得让学生动脑思考的时间还是不够，没有
给足时间让学生自己去想，自己做，自己探索，一直都是跟
着老师走，感觉没有完全放开。

2、在提问方面，过多照顾了学习较好的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而对学困生知识的拓展训练太少，要更多的关注全班学生。

在今后的学习中，力求让学生自己来设计问题，让学生互相
提问题，编问题，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提问，自己去
发现，这样的教学才是更深层次的教学，更专业的境界。所
以，在现在的教学思路上，教学模式上，再来一些革新，更
加放手让学生去做，去想，效果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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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赏识的教育唤醒孩子的自信心。

有了兴趣，没有信心也不能在学习上有大的突破。一些孩子
之所以成绩差，因为其在学习上没有成功的信心。因为很多
老师课堂的目光多停留在优生身上，提问时不注意，好不容
易给个机会学困生生，可能是道难题，只会让其丢脸，没有
成功怎会开心?我提问会根据难度来，简单的让学困生回答，
正确率自然高，赞美的语言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常常喝一
肚子蜜，精神爽，信心自然上去，他不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脑子不如人。即使答错了，也要找个理由夸一夸。我就是让
学生感觉到，老师眼里，大家都一样，只是态度不同造成成
绩的差异。态度改变，成绩一定进步。

二、夯实基础知识，抓实基本技能。

教学质量是学校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夯实基础，学
生的语文成绩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已经是六年级的学
生了，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依旧不能忽视。这个学期，
我要求学生从把字写认真、清楚开始做起，明确了学生学习
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平时加强了生字和新词的听写，从
源头上堵住了出错的概率。其次，分阶段、分内容注重了对
语文基础的回顾和复习，如：结构相同找词语，修辞手法、
改病句、缩句的操练，名言警句的积累、重点句的理解、把
握课内外阅读、加强了写日记和即席作文等。此外，对于语
文的作业，要求上课专心，不懂多问，力求掌握于课内。在
充分了解、分析学生的基础上，因材施教，精讲精练不断提
高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抓好各单元的过关，从字词、
段落到篇章，要求学生逐个过关。

三、重视学法指导，注重积累，提高学习效率。

语文学科尤其重视知识的积累，我曾多次告诉学生，语文课



上，老师讲了再多的方法，如果自己不去记忆，课外不去大
量阅读，积累好词佳句，是无法写出的好的文章来的。优生
为什么经常有玩的时间，可成绩却不错，这是为什么呢?我想：
学习最重要的莫过于是学习方法了。俗话说：”磨刀不误砍
柴功“。老师重视了学法指导，学习效率将会大面积提高。
首先，我要求优生小结一下自己的学习方法，在班队课中介
绍给大家，其次，学生要做好课前预习，专心听课，及时作
业，认真复习，平时要学会思考找规律学习。最后临睡前好
好回顾当天所学，到双休日再重新温固知识。要求背诵的课
文，诗词，名言警句，日积月累的成语，都必须熟练背诵，
当然，如果不愿意背诵，还可以选择反复地抄写。背诵或抄
写，可以自己选择，目的只有一个，牢记于心。数学老师常
说举一反三，语文一科中有些题同样如此，同一知识的测试，
有很多种方式，老师平时加以训练，学困生才不会再考试中
束手无策。如把转述的话变成引用的话，那么又怎么把引用
的话变成转述的话呢?人称代词怎么变化，意思才不会变化，
练习多了，学生自然就有感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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