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下简便计算教学反思(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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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简便计算教学反思篇一

成功之处：

1、将理解运算顺序与解决问题相结合

教学中充分运用了学生感兴趣的生活情境，放手让学生独立
思考，自主体验，并在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形成解决问题的步
骤和方法，每一步算什么？求的是什么问题？将解题的步骤
与运算的顺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正确与错误算式的对比中，
引导学生发现如果不带小括号就出现了“下午游人数减去上
午保洁员数”的错误结果，认识到了引入小括号的必要性，
感受括号的实用价值。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对比由学生自己
归纳出带小括号的四则运算的运算顺序，印象更加深刻。

2、注重培养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步骤和策略。

解决问题的步骤和策略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第二种
解题方法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首先，引导学生认真解读
题意，重点解读“如果每30位游人需要一名保洁员”，为学
生分析数量关系，寻求解题思路作好铺垫。其次，让学生交
流解题思路，并借助线段图帮助学生进行理解，实际效果比
较好。第三，重视两种不同解决方法的对比，使学生体会到
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计算的步数也不一
样，实现对解题方法的优化，切实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



3、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强化小括号的作用。

在例5的教学中引导学生从有无括号、括号的位置、括号的多
少等不同角度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比较，让学生自己说
说“有什么感受”，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括号的认识。同时
也培养了学生认真书写的习惯。

不足之处：

1、还存在操之过急的现象。学生在用第二种方法解决问题的
时候。有的学生出现了没用小括号计算。这个时候应该让学
生结合题来说一说，可以不可以，为什么。那么在课堂中是
由我来告诉学生的。

2、对于学情分析还不够透彻。在例5的教学中，我认为学生
对这样的问题经过前面的学习应该不存在障碍。可以是实际
解决的过程中，学生的问题比较多，体现在不参与计算的数
怎么办，运算顺序不清晰等等。那么在教学过程中，虽然针
对学生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及时的讲解，但也一直在反思学生
出现这种无从下手的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感觉还是学生对于
前面学习的知识掌握得不够扎实，另外我认为在教学中也应
该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四下简便计算教学反思篇二

反思《小数加减混合运算》这节课，本以为这是一节很平常
的计算课，应该很顺利地教学，但是却给我不小的启发。

一、努力之处

1.体现学生不同的解题思路。

学生的潜力是无限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给了学生足够大的
平台。例题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思维，不同的思路展示得比较



充分，一个是用全程减去第一和第二赛段的和，第二种是后
三段的赛程相加，在教学中交流学生不同的方法，让学生体
会一道题有不同解决办法，让学生说的时候重点说思路，学
生说完各自的解题思路后，再比较这三种方法的思路的不同。
我觉得这点做得比较成功。

2.练习目标明确，方法指导到位。

学生已经掌握小数加减混合运算，在巩固练习环节安排了基
本练习、变式练习和提高、拓展练习，在练习的过程中，我
适时引导学生提炼和总结了基本方法。在提高练习效率的同
时，又促进学生的.思考。练习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单纯地授之以
“鱼”，而是为了更好的授学生以“渔”。

二、改进之处

1.备课既要备教材，更要备学生。

反思这节课，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教师在备课时，既要备教材，
更要备学生。备课时教师应该首先备学生，应该明白学生哪
里不会，要了解学生对已学过的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新知
识的学习哪里是他们不会的地方，上课时及时调整讲课的重
难点。

在备这堂课时，我觉得重点是让学生明白小数加减法的运算
顺序是同级运算按从左向右的顺序进行计算，但当开始引入
课的时候问你知道小数加减混合运算的顺序是怎样的呢？学
生很轻松地回答出了和整数的运算顺序一样，这时我就认为
看来小数加减的运算顺序不是他们的难点，但是在教学中仍
按照原来的设计抓住运算顺序不放了，其实在习题的处理时
应不要再让学生说说每道题运算顺序了，不如让学生亲自算
一下，踏踏实实的做两道题，亲自体验，练习比说说更有效。

2.个别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个别学生叙述思考的过程不够清楚，心里明白但不能组织准
确的数学语言表达，这需要在平时的教学中，多给学生机会
来表达。

3.计算正确率和熟练程度有待于提高，应通过不同的方式加
强训练。

有人说：“给孩子多大的舞台，他就能跳出多美的舞蹈。”
在教学中学会教师注重引导，学会放手，学生才会有更大的
发展。

四下简便计算教学反思篇三

困惑：本单元教材始终没有出现四则运算的读法。如27/3*7
是读作27除以3再乘7还是27除以3的商乘7，积是多少？似乎
同级计算依次读也可以吧？（本册以前教学都是依次读出的）
但是不同级的一定不能只依次读书来。同时练习中发现学生
对在读法教学中发现部分学生对四则运算各部分名称不是很
熟练，建议简单复习加减乘除法个部分名称。

可补充的练习：

1、在425、108、528、3、5，中取3个数组成只有加减、或只
有乘除的运

2、按要求写算式（每人一块小卡片黑板，便于互相检查）

（1）差加一个数；（2）一个数减商；（3）先求积，再求商，
最后求差

3、先计算，再列出综合算式



四下简便计算教学反思篇四

《课程标准（20xx版）》指出：过去教育界说得比较多的是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年来增加了提出问题的能力。
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是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考虑的。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别人提出的问题固然
重要，但是能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的问题更加重要。因为
创新往往始于问题。

1、引导学生从情境图中发现信息、筛选有用信息

生1：这是在观看环城自行车赛

生2：比赛总共进行了5天，26日第1赛段，行程39.5千米，

生3：总里程是483.4千米

生4：已经进行了2天比赛

2、引导学生从信息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生1：第一赛段和第二赛段运动员一共行了多少千米？

生2：第二赛段比第一赛段多行多少千米？

（以上两个问题都是浅层的一步小数加减问题）

生3：今天第2赛段结束，完成比赛，自行车运动员还要骑多
少千米？

（课本中呈现的问题，两步小数加减问题）

生4：第3赛段结束，完成比赛，自行车运动员还要骑多少千
米？



（在课本提问的基础上，进行变式提问）

方法一：165+80.7+99.4（直接求出余下3天未完成的路程）

方法二：483.4-（39.5+98.8）

方法三：483.4-39.5-98.8

（第二、三种方法是渗透转换思想，采取间接求：用总路程
减去前两天行的路程，这种思想方法的培养，对今后解决求
多边形阴影部分面积很有帮助）

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前渗透减法的性质

方法二：483.4-（39.5+98.8）

方法三：483.4-39.5-98.8

对比方法二和方法三，可以看出这符合减法的性质，适时对
知识进行正迁移，让学生发现整数的运算定律也可以扩展到
小数计算中。

三.存在的问题

过于关注解决问题的多样性，导致后面学生练习时间相对少
了。所以在后面需安排一课时进行练习。

四下简便计算教学反思篇五

困惑：本单元教材始终没有出现四则运算的读法。如27/3x7
是读作27除以3再乘7还是27除以3的商乘7，积是多少？似乎
同级计算依次读也可以吧？（本册以前教学都是依次读出的）
但是不同级的一定不能只依次读书来。同时练习中发现学生
对在读法教学中发现部分学生对四则运算各部分名称不是很



熟练，建议简单复习加减乘除法个部分名称。

可补充的练习：

1、在425、108、528、3、5，中取3个数组成只有加减。

2、按要求写算式（每人一块小卡片黑板，便于互相检查）

（1）差加一个数；

（2）一个数减商；

（3）先求积，再求商，最后求差

3、先计算，再列出综合算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