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 四年级上买文
具教学反思(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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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一

我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根据教材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积
累的生活经验，紧紧围绕重点、难点，注重联系生活实际，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

通过小淘气买文具的情境引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从观察文具
的种类价格迁移到人民币的使用，要合理使用人民币，必须
认识人民币。这一环节的设计考虑到了学生的经验，从学生
的知识起点出发，合理地利用教材。

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开展各种学生熟悉、兴趣的数学活动。
注重数学学习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解决一些对他们来说较难
理解的数学问题。如对“1元=10角”这个关系，不少学生不
是都能很好地理解。对于这个问题，设计“1元钱兑换10张1
角”的师生活动是很有必要的。学生在动手操作中感知“1
元=10角”这个进率，遵循一年级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好奇、
好动的特点，本节课设计了把各种小面额的人民币及换算关
系这些知识有机地融合活动中。让学生在一种兴奋、积极的
心态下学习数学，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学生推到
学习的主体地位上，激发学生的探索、创新的欲望。

当然，在教学中还有很多的不足，希望各教师多提宝贵意见，
使我在以后的教学中有更大的进步。



小学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在落实中，要注意学生合作学习与自主探
究的结合。如在教学解决“笑笑一共需要多少元”这一问题
时，因为是学生初步接触除加混合运算，所以要注意学生的
合作学习，弄清题意，先探索分布解决的方法，再由分布算
式过渡到综合算式。这样，学生就懂得了综合算式中每步的
意思，从而也就懂得了因该先算什么，后算什么。在教
学“每本算术本现价比原价便宜多少元”时，要注意学生知
识的迁移，因为学生已经有了解决前一个问题的经验，所以
在解决本问题时，可以让学生自主探究来解决。对于那些解
决问题确实有困难的同学，可以同桌之间交流后再解决。教
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引导。

在教学“哪种做法对”这一环节时，可以机动一点，既可以
按照教材编排的顺序进行教学，也可以在学生完成了课
后“练一练”第2题的基础上，收集学生练习中的错误，再结
合错例进行讲解、订正。这样，有些学生因为犯了同样的错
误，所以更能引起注意，教学的效果会更好。

小学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主要学习除加、除减两步混合运算，突出现实情境的
作用，进一步体会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并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除加、除减运算顺序的合理性。在教
学本节课时，先让学生了解情境图的内容，收集情境图中的
数学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解决相应的问题。在解决问题
时，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
法和创意。通过这样的设计，学生掌握了解决问题的一般方
法，发展了收集信息、整理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作业反馈了解到孩子们脱式计算格式问题较多，所以本
节课重点强调，在前两节课所学知识的基础上，这节课同学
们理解的很快，但是每次回答问题的都是固定的几位，其他



同学的反馈很少，以后需要多多注意，课堂掌控能力有待加
强。交给学生自己讨论的时间较少，本节的重难点把握的不
够，今后需多注意。

小学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四

《买文具》这一课是学生第一次认识小数，是对小数意义的
最初步的了解。

教学一开始，我设计了这样的情境：星期天笑笑去文具店买
文具，可是文具店里的标价牌上的标价她看不太明白，因此
想请同学们帮帮忙。你们愿意吗？你能从这幅图里得到哪些
数学信息？学生在解读主题图的时候找到小数，发现这些数
和我们以前学过的数不一样，不是整数元的，有的不到1元。
由于大部分学生都有购物的经历，因此他们对于标价所表示
的几元几角几分能够很清楚地知道，我及时地抓住这个时机，
趁热打铁，研究这些价格的组成部分，让他们小组讨论这些
数的共同特点，从而了解小数的意义：当我们不能用整数表
示一个数的时候就可以用小数来表示，如5角是1元的一半，
不能用1元来表示，我们就可以用0.50元来表示。
像0.50、8.00、3.50、16.85、1.06等这些数我们就叫做小数。

巩固练习时我发现有不少学生对于“贰圓、贰角、壹角、壹
分、贰分”小面额的人民币不认识，其原因：一是因为学生
对汉字的“壹、贰、叁……”不认识，二是因为有些小面额
的人民币目前已经很少见了，有的已经不流通了，学生不认
识。发现问题后，我及时把“壹、贰、伍、拾”这几个汉字
写在黑板上，并在字上注上了拼音，让学生读一读，这样学
生在完成第三页“练一练”第一题：用小数写出具体的几张
钱币为几点几元时错误就少多了。我还要求学生这样表
述：“几个几元几个几角几个几分合起来是几元几角几分，
写成几点几元。”这样不但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而
且用“合起来”的回答方式可以帮助他们今后理解小数加法
的算理。



总之，全课围绕着价钱的两种表示形式认识小数及小数表示
的意义，较好的达成了本课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掌握了新的知识。

小学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五

1、感受人民币的功能。人民币是一种流通的货币，主要功能
即是购物。问学生“去超市要准备什么？”有效的感受到人
民币的功能。

2、在情境教学中，认识各种面值的人民币，通过学生摸一摸，
看一看，找一找，认识人民币。

3、在具体情景中，通过不同的付款方式，理解1元=10角；1
角=10分，理解付款的多样性。

1、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估计不足，导致设计的课程进行了很多
调整，没有凸显本节课的教学效果。人民币的认识已作为预
习布置回去，猜想孩子没有问题，但孩子们问题多多，想作
为复习环节设计的课程，变为新课进行讲授，但由于准备不
足，显得单薄。

2、对活动课的设计考虑不足，只想大的环节，没有考虑细微
之处。

3、对教材的把握有自己的想法，但没有贯彻到底，有点走中
间路线。

在今后的教学中，研读教材，读懂学生，丰富自己，是我的
近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