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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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笔算除法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是让学生掌握用“四舍五入法”的试商方法来计算除
数接近整十数的两位数的笔算除法。在教学新课之前做了一
些必要的铺垫，针对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设计了导学提纲，
让学生课前回家提前预习，并及时检查自学情况，了解学生
的学情之后，在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学生的自学成果进行了
展示，让学生上台当“小老师”，讲解除法竖式的写法。其
他学生可以提出疑惑，如竖式中为什么把21看成20来试商？
什么时候试的商太小了？除法竖式为什么这样写等等。我觉
得里面的几个问题特别有价值，能够通过这几个问题直接突
破教学难点。这时小老师要负责解惑。当然，小老师遇到困
难也是可以寻求同伴的帮助的。从中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表述
能力和思维的敏捷性。整节课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展示，学
生说、学升质疑、学生解疑，从而让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快感，
也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在教学的最后当学生经历了数
学知识的自主探究后，让学生试着用自己的话总结概括，叙
述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的试商方法以及笔算时所要注意的问
题，实际上这就是对新知的概括升华，进一步提升数学的思
维。

在平时的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感
觉确实比较有成效。其实给学生一定的思维空间，学生就有
更大的潜力可挖，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发现、归纳。教
师子要发挥引导的作用，就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笔算除法教学反思篇二

一、教学过程

（一）乘除法的对比教学：

1、教师边说边摆草莓实物图，学生观察是怎么摆的：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2个一份，摆了3份

师：能解决什么问题？

生：一共有几个。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一共有（）个

学生独立列式解决问题，同桌互相交流怎么列式。

指名交流并说说是几个几。

师：合起来求几个几是多少用什么方法？

让学生回忆摆的过程：先看到什么，再看到什么。

2、教师摆6个桃子，让学生说说看到了什么。

突出先看到的是一个整体。

教师把桃子平均分成3份，能解决什么问题？

生：每份是几个。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一共6个桃子，平均分成3份，每份
（）个。



用什么方法计算？学生列式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让学生回忆摆的过程：先看到什么，再看到什么。

3、教师摆9个萝卜，让学生说说看到了什么。

教师把萝卜三个三个地摆，让学生说说看到了什么。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9个萝卜

每份摆3个，说说能解决什么问题？

师板书：9个萝卜，每份摆3个，有（）份。

指名学生列式，师板书。

4、让学生比较三种摆法，说说摆的过程上有什么不同？

通过学生的观察总结得出第一种摆法是合的过程，第二、第
三种摆法是分的过程。教师板书。

师：想想什么时候用乘法，什么时候用除法？学生总结。

（二）练习：

1、完成书本练习一第1题。

第一小题：教师用小棒摆两个三角形，问：“你看到了什
么？”

生：6根小棒，2个三角，每个三角有3根小棒。

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根据学生的列式说说看的顺序。

第二小题让学生独立完成填空，并说说看的顺序。



2、完成练习一第二题

独立观察图，说说看到了什么？根据文字提示看的`顺序解决
问题。

指名说说并列式

3、完成练习一第三题

让学生观察情境图，说说三只小动物提出了什么问题，并根
据情境图说出计算结果。

学生独立列式后指名交流。

4、完成练习一第四题

观察图说说获得了哪些信息。

选择自己喜欢的蔬菜列出相应的乘法或除法算式，并在小组
中结合图意说说算式的实际意义。

指名交流

二、反思：

[1][2]

笔算除法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分数乘、除法应用题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能准
确解答应用题．

教学重点



理解分数乘、除法应用题的异同点，会正确解答．

教学难点

能正确解答分数乘、除法应用题．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新

（一）下面各题中应该把哪个数量看作单位“1”？

1．花手绢的块数是白手绢的

2．白手绢块数的正好是花手绢的块数．

3．花手绢的块数相当于白手绢的

4．白手绢块数的倍相当于花手绢的块数

（二）教师提问

1．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的几分之几用什么方法？

2．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用什么方法？

3．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用什么方法？

（三）谈话导入

二、讲授新课

（一）教学例3

1．课件演示：分数除法应用题



2．比较．

（1）我们把这三道题放在一起比较，它们有什么相同点？

相同点：三个数量是相同的；需要找准单位“1”来分析．

（2）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不同点：已知和所求不同；解题方法不同．

3．小结：分数应用题主要有以上三类：

（1）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

（2）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3）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

4．解答分数应用题的方法是什么？

抓住分率句；找准单位“1”；画图来分析；列式不必急．

三、巩固练习

（一）应用题

1．一个排球36元，一个篮球40元，一个排球的价钱是一个篮
球价钱的几分之几？

（1）学生独立分析列式

（2）要求根据这道题的数量关系，改编出一道分数乘法应用
题和一道分数除法应用题．

2．学校有故事书36本，是科技书的，科技书有多少本？



3．学校有故事书36本，科技书是故事书的，科技书有多少本？

（二）补充条件并列式解答．

一条路长15千米，修了全长的，_________________？

（三）选择正确答案

1．修一条长240千米的公路，修了，修了多少千米？

2．修一条长240千米的公路，已经修了150千米，修了的占全
长的几分之几？

240×240÷150÷240240÷150

（四）思考题

四、课堂小结

这节课我们进行了三类题的对比练习．解决这三类题的关键
是什么？

五、课后作业

（一）解答下面各题

1．六一班有学生45人，其中女生有20人．女生人数占全班的
几分之几？

2．六一班有学生45人，女生占．女生有多少人？

3．六一班有男生25人，占全班的．全班共有学生多少人？

（二）校园里栽了杨树144棵，栽的松树的棵数是杨树的，校
园里栽了松树多少棵？



（三）学校买了蓝墨水30瓶，红墨水24瓶．蓝墨水是红墨水
的几倍？

六、板书设计

1．池塘里有12只鸭和4只鹅，鹅的只数是鸭的几分之几？

4÷12＝

2．池塘里有12只鸭，鹅的只数是鸭的．池塘里有多少只鹅？

12×＝4（只）

3．池塘里有4只鹅，正好是鸭的只数的

笔算除法教学反思篇四

经过几天的实践与反思，我认为教材例题太过精简，使新知
点的跨越度太大，而这部分知识难点较多。学生对于笔算除
法的算理易于理解，要想正确计算，还需要在大量的练习中
熟练把握，而那些学习处于中、下等水平的学生，学起来尤
其吃力。另外我在教学时对学生原有知识状况了解不够，对
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不够。由于学生只在
二年级下册学过简单的笔算除法，相隔时间较长，好多学生
对除法竖式的书写格式及试商方法已经淡忘，这部分知识如
果分两课时教学，把商是三位数的情况另做一课时来学习，
时间会更充足，这样教学效果肯定会更好。

笔算除法教学反思篇五

学情分析：

百分数乘除法应用题历来都是教学的难点，学生常常把我不
住其结构特征，容易混淆，本节课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



让引导学生解答和对比，加深学生对百分数应用题的数量关
系和内在联系的认识，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解答应用题的
能力。

对比练习：

第一组（基本练习）

首先出示1.

学生读题：理解题意，找准单位“1”

分析题意：引导学生画出线段图

列式计算：根据线段图列式计算

再次出示2.

学生读题：理解题意，找准单位“1”

分析题意：找出等量关系，

列式计算：引导学生画出线段图，根据线段图列算式计算。

第二组（提高题）

出示线段图

1.先观察图，自己说说图意。

2.指名叙述图意。

3.分析图意，共同订正。

4.鼓励学生根据图意列出算式。



5.指名汇报，集体评议。

第三组：强化练习

a.引导学生读题

b.找出解决问题（1）所需要的条件

（五年级有学生20人，四年级的人数比五年级多25%）

c.找出单位“1”

d.列式计算

我的思考：

解决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寻找问题中隐含的数量关系，数量关
系就是问题的骨架，从百分数乘除法应用题来看，其基本数
量关系就是“单位1×分率=对应的具体数量”，学生在解决
百分数乘除法应用题时，需要由这一数量关系列出方程来解
决，或者由这一数量关系列出乘除法算式来解决。因此帮助
学生理解这一数量关系并能在问题中找到执业医数量关系，
对于学生解决百分数乘除法应用题是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有采用“抠字眼”找单位1的方法，而是改为三
步走，即：一找分率，二找单位1，三写数量关系，这样可以
使学生在理解题意时有整体意识，因为分率依附于单位1，找
到分率，自然要考虑“这是谁的几分之几？”而这个“谁”，
就是单位1.

我只要求学生记住“单位1×分率=对应的具体数量”这个基
本数量关系，其他数量关系由此加以推到。解答分数乘除法
应用题也可以依据这个基本数量关系列出方程或乘法算式来
解答，对于我的学生来说，以方程为主，在理解熟练的情况



下，允许程度好的学生用除法来解答分数除法应用题。

通过本课有层次、有针对性的练习，提高了学生分析数量关
系、准确判断单位“1”的能力，帮助学生加深理解了分数乘
除法应用题的结构特征，使学生的思维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