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数学的研究报告做(汇总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
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数学的研究报告做篇一

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我校开展的校本教研活动中动手操作
让师生获益匪浅，但在反思中也发现大家的课堂上在学生动
手操作中不同程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1）在课堂上没有真正让学生动手操作，只是为操作而操作，
动手操作不注重实效，动手操作有时流于形式，课堂效率低
下。

（2）指导力度不够，操作时出现五花八门的摆放现象。

（3）有的动手操作在热热闹闹中失去它真实点内涵。

（4）大部分学生喜欢动手操作，但课堂组织形式和学生学习
方式放开后，完成教学任务与课堂教学时间之间的矛盾更加
突出。

数学的研究报告做篇二

1、生理学家认为，在课堂教学中，让孩子动手操作，有利于
大脑功能系统协调活动。所谓“智慧的鲜花是开放在手指上
的。”

2、教育学家认为，让孩子通过数一数、摆一摆、画一画、量
一量、折一折、拼一拼等实践活动，能帮助孩子获得感性认
识，有利于培养孩子抽象思维能力和空间观念。



3、心理学家认为，在课堂教学中，让孩子动手操作，符合孩
子从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逐步过渡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儿童
心理学家、数学家皮亚杰曾说过“智慧自动作发端”，精辟
地论述了“心”与“手”、“智慧”与“动作”的密切关系。

4、《新数学课程标准》指出：“要通过直观教学和实际操作
来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
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
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

数学的研究报告做篇三

1、通过专家引领、全员参与、同伴互助、实践反思的校本研
修方式，达到提升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反思的目的。

2、通过“教师独立备课——一课三研、同课异构——说课辩
课、案例研讨——再设计再观摩——总结反思提升”为径，
走以研促教、科研兴校之路。

3、变封闭的校本教研为多元开放的新格局使校本教研专题化、
系统化提高教研活动的。实效性。

4、以实地教研为基础、网络教研为平台，让全体教师积极在
网校、博客之中发表评论、跟帖。

数学的研究报告做篇四

1、听课教师使用执教教师反思后的教学设计进上课。

2、组织听课教师围绕在操作中体验知识的生成这一展开辩论，
形成策略。

3、由执教教师认真反思小专题研究的问题是否解决，通过课
例研究把形成的策略进行概括、总结、提炼。



4、教师总结提升。课例研究结束后，由承担教师写出课例研
究报告。如果不及时的总结，这种收获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淡化。相反及时总结，或是一篇反思，或是一篇论文，
或是一篇研究报告，用文字的形式把自己的收获记录下来，
就会成为自己今后成长的一面镜子，提高教学的实效性，让
数学活动因操作而精彩。

5、主持人小结，明确专题研究成果。

数学的研究报告做篇五

1、现状分析：

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我校开展的校本教研活动中动手操作
让师生获益匪浅，但在反思中也发现大家的课堂上在学生动
手操作中不同程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1）在课堂上没有真正让学生动手操作，只是为操作而操作，
动手操作不注重实效，动手操作有时流于形式，课堂效率低
下。

（2）指导力度不够，操作时出现五花八门的摆放现象。

（3）有的动手操作在热热闹闹中失去它真实点内涵。

（4）大部分学生喜欢动手操作，但课堂组织形式和学生学习
方式放开后，完成教学任务与课堂教学时间之间的矛盾更加
突出。

2、结果分析

（1）教师缺乏在操作过程中对操作难度的调控的技巧，调控
能力有待加强。



（2）教师忽视了在操作过程中操作时间的调控。课堂上操作
时间过长而导致操作混乱，操作时间过短而流于形式的不良
倾向。

（3）教师不能全面有效的调控操作过程，致使学生操作没有
方向，思维没有目标，不能准确全面地认识和掌握新知。

（4）学生对操作的流程、方法生疏，操作水平和能力参差不
齐，造成在操作上的主次不分、目标不明、兴趣转移、手脑
不能并用等现象。

因此，我校数学教研组针对以上问题确定以“在操作中体验
知识的生成”为小专题的研究，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为
课例开展了同课异构小专题研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