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有几棵树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有几棵树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通过解决“有几棵树”这一问题，让学生学会“8加
几”的进位加法，进一步体会计算方法的多样化。

在教学中，我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动手操作能力，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如在导入时，我
先让学生观图，并说说这幅图的图意，再引导学生提出数学
问题，学生们经这思考，踊跃发言：如第一行比第二行多几
棵树？第二行比第一行少几棵？一共有几棵树？并列出相应
算式解决问题。在学习8＋6时，通过动手操作巩固上面学到
的算理，结合9＋几的计算方法，拿出小棒，摆一摆，算一算，
同桌讨论说说你是怎样想的，学生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

生1：用小棒一根一根地数。生2：用手指头数。

生3：把6分成2和4。8＋2＝10 10＋4＝14

生4：把8分成4和4。6＋4＝10 10＋4＝14

生5：因为9＋6＝15，所以8＋6＝14。在这节课中，学生们学
得生动活泼，大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想法，创新的火花在课
堂中自然而然地迸射出来，充分体现计算方法的多样化。

课后，在评课时，有的老师提出可以向学生讲明哪种方法最
好。强化“凑十法”的计算方法。我反思一下，算法多样化
是数学课程标准的一个重要思想。鼓励学生学习算法多样化



要尊重学生的独立思想。学生的表达多样化，学生的解题多
样化，但不是学哪种方法最好，学生喜欢的方法就是最好。
如果从过去的教学理念出发，的确可以向学生点明哪种方法
是最好的，既节约时间，又把科学的东西简单明了地教给了
学生。可新的课程标准，就不可轻易下结论。因为，新的课
程标准要求“三维”目标，除了过去我们一再强调的知识与
技能外，还有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者浑然一
体。怎样让每个相信自己的能力，建立学习的信心，热爱数
学课堂？这样的情感与态度，是应该从每一节课开始培养的。
一年级，这是一个刚刚燃起思维火花的年龄。这时候，教师
任何一个不恰当的眼神、手势，一句不经意的言语，都有可
能化作浇灭儿童思维火花的冰水。这几种算法，在我们看来，
有些确实不尽完美，但这毕竟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适合他
们的方法就是最好的。

虽然课堂学生很活跃，但我觉得有点乱，怎样才能使课堂做
到活而不乱？

有几棵树教学反思篇二

《有几棵树》这节课通过学会“8加几”的进位加法，进一步
感受计算方法的多样化，同时突出“凑十法”的优化计算方
法。我以“3月12日是植树节”的情境引入，从孩子们熟悉的
生活环境引入，培养孩子绿化环境的教育。

在教学中，我注重培养学生学会自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
动手操作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如，
在展示“有几棵树”，引导学生认真观察图，让学生提出数
学问题；在学习如何计算8+6时，让学生自主用小棒摆一摆，
并在小组说一说；在巩固练习，引导学生编数学故事，培养
孩子完整表达数学语言。在这节课上，孩子们在学中玩，玩
中学，课堂很活泼。学生们很大胆的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
的想法。



1）在规范算法之后，应该全班同学齐读算法，以帮助学困生
在头脑中建立计算模型。

有几棵树教学反思篇三

这节课总体来说达到了既定的教学目标，形式多样的练习题
使得课堂气氛较好。但同时也有很多遗憾之处。如在探究过
程中教师的参与性没有充分发挥，对学生的巡视走马观花，
而未深入地与学生进行交流共同参与到他们的`探究中。对于
进位加法的算理，未给与充足的时间给学生落实，讲透，使
得在时间控制上有些偏差。在游戏时我原本设计先给学生时
间进行小组分工，但教学时有所遗漏，使得学生在游戏过程
中，自己职责不明，未达到预期的竞争场面。

比赛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作为教师如何将先进的教学理念
带进课堂，让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得到发展，是我们需要不断
探究和努力的方向。“以学生发展为本”，“从学生实际出
发”，作为新世纪的教师，我将不断努力和探索，以取得更
大的进步。

有几棵树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通过解决“有几棵树”这一问题，让学生学会“8加
几”的进位加法，进一步体会计算方法的多样化。 在教学中，
我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动手操
作能力，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如在导入时，我先让学生观
图，并说说这幅图的图意，再引导学生提出数学问题，学生
们经这思考，并列出相应算式解决问题。在学习8＋6时，通
过动手操作巩固上面学到的算理，结合9＋几的计算方法，拿
出小棒，摆一摆，算一算，同桌讨论说说你是怎样想的，学
生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

1、从8数起，数上6个数是14.



2、把6分成2和4，8加2得10，10加4得14；

3、把8分成4和4，6加4得10，10加4得14；

4、9加6得15，8比9少1，15减1得14；

5、10加6得16，8比10少2，16减2得14；

6、请计数器帮忙

在这节课中，学生们学得生动活泼，大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想法，创新的火花在课堂中自然而然地迸射出来，充分体现
计算方法的多样化。

在评课时， 有的老师提出可以向学生讲明哪种方法最好。强化
“凑十法”的计算方法。我反思一下，算法多样化是数学课
程标准的一个重要思想。鼓励学生学习算法多样化要尊重学
生的独立思想。学生的表达多样化，学生的解题多样化，但
不是学哪种方法最好，学生喜欢的方法就是最好。如果从过
去的教学理念出发，的确可以向学生点明哪种方法是最好的，
既节约时间，又把科学的东西简单明了地教给了学生。可新
的课程标准，就不可轻易下结论。因为，新的课程标准要
求“三维”目标，除了过去我们一再强调的知识与技能外，
还有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者浑然一体。怎样
让每个相信自己的能力，建立学习的信心，热爱数学课堂？
这样的情感与态度，是应该从每一节课开始培养的。一年级，
这是一个刚刚燃起思维火花的年龄。这时候，教师任何一个
不恰当的眼神、手势，一句不经意的言语，都有可能化作浇
灭儿童思维火花的冰水。这几种算法，在我们看来，有些确
实不尽完美，但这毕竟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适合他们的方
法就是最好的。但是，也却实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孩子就用
手指一个一个地数，计算速度比其他孩子慢了许多，其他孩
子做了5题，他只能算1到2题，并且，总是依靠直观计算，难
过渡到抽象。 让我深思。



有几棵树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通过解决“有几棵树”这一问题，主要让学生用“迁
移”的方法，学会用“凑十法”计算“8加几”的进位加法，
进一步感受计算方法的多样法，同时突出“凑十法”的优化
计算方法。

在教学中，我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知识的“迁移”意
识，从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促进学
生的主动发展。

我先让学生复习“9加几”的进位加法和“凑十法”（“看大
数，分小数，先凑十，再相加”）。然后出示书上的.植树主
题图，并让学生说说这幅图的图意，再引导学生提出数学问
题。

在这节课中，学生们学得生动活泼，大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想法，创新的火花在课堂中自然而然地迸射出来。学生在轻
松的环境中学到了知识，学会了用“凑十法”的方法来计算
进位加法，我也相信学生能将这一方法比较顺利的迁移到“7
＋几”、“6＋几”上。把科学的东西简单明了地让学生去发
现并掌握，我认为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同时充分体现计算
方法的多样化，鼓励学生学习算法多样化就要尊重学生的独
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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