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四则混合运算反思 小学四
年级数学运算定律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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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四年级四则混合运算反思篇一

对于小学生来说，计算教学是数学教学的基础，是教学中的
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一个难点。在计算教学中，不仅要使学
生能正确合理的计算，还要掌握灵活的计算方法，何老师这
节课正是在学生掌握了运算定律的基础上，要求学生灵活运
用这些定律使计算简便。我觉得这节课有一大特点：就是实。

1、课前复习扎实有效。因为数学课的课前复习很重要，它可
以为新课做充分的铺垫与衔接，把前面零散的认知集中一点，
便于学生在新课中类比活应用。

2、课中首先将所有运算法则一一复习，再在复习过后通过练
习巩固，加深印象。

3、课堂中的学生自主学习具有时效性，让学生在独立完成作
业后进行汇报，通过自己与别人的进行对比，达到互相补足，
达到了人人参与的目的。

1、教师对于“班班通”的运用不是很熟悉；

2、我感觉教师出示的计算题的计算量相对有点大；

3、教师对于后面习题的讲解不够细致。



在此，我提出一些自己不成熟的建议：

1、我觉得教师在计算题讲解过程中，可以出示计算过程；

2、可以适当的减少计算题的题目，让所有学生能完成练习。

四年级四则混合运算反思篇二

本节课主要是学习连减算式中的简便运算。教材主要着眼于
通过不同解法的比较，使学生认识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
可以改为减去两个数的和。教学时，我首先要学生独立思考，
针对同一问题，想出不同的算法，再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
或适合自身特点的计算方法。虽然教参中指出要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在教学要求的把握上，因人而异。但我个人认为，
如果学只停留在最基础的水平（掌握最基本的运算方法）上，
那就没有达到锻炼学生思维的目的，教师只有对学生提出高
一层次的要求，学生才会去思考，所以针对a-b-c=a-(b+c)这
样的算式变形，我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并让学生认真讨论什
么时候运用这种变形更合理。这部分内容是学生在理解和掌
握了加法的运算定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减法运算中的一
些简便计算。

减法的性质最大的特点是将简便计算的讨论与实际问题的解
决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化与计算方法的
多样化融为一体。这样既能让实际问题的生活背景成为学生
理解简便计算方法及其算理的经验支撑，又能使解决问题能
力与计算能力的培养相互促进同步提高。

由于有实际生活做为知识的支撑点，因此学生较顺利的掌握
了新知。但发现还是存在两个计算上的错误：

如“做一做”中545－167－145学生无视题中数字的特点，仍
旧把167与145相加，没有意识到把两个减数相加并不简便。



如果单一地出示计算题，学生会应用各种定律进行简算，但
是遇到应用题，学生在列出算式后，没有运用定律和性质进
行简算的意识，照样按运算顺序进行计算。

四年级四则混合运算反思篇三

本单元主要学习有关《整数四则运算》，这部分的内容贯穿
于小学高年级段将要学习的有关小数的四则运算和分数的四
则运算。为了帮助学生打下牢固的根基，在教学时，我充分
利用教材提供的生动情境，放手让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索，
在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形成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在解题过
程中，引导学生说出每一步算式所表示的实际意义，让学生
在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规定混合运算顺序的必要性，
并掌握混合运算的顺序。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在理解“先乘除，后加减”时，误认为要先算乘法后算除
法，先算加法后算减法。比如：计算18÷3×2写成=18÷6=3；
又比如：计算24-4+6就写成=24-10=4。

2、对“先”字的理解，我发现有很多学生的练习中出现误解
现象，他们认为先算的就应该写在前面。比如：计算12+8×6
就会这样写=48+12=60；（打乱运算的顺序）。又比如：计
算230-20×5时会这样写=100-230=130；（出现大数减小数的
错误）。

3、不懂正确使用括号。很多学生在解答如“450与290的差去
乘28与32的和，积是多少？”一类的问题时，
对“与”、“和”两个字的含义理解出现误解，特别
是“和”的含义。在学生的练习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出现错误，
不懂得运用括号来改变运算顺序。

4、乱用括号。如列式一：（25×8）+（18×8）；列式



二：124+（12÷6）

计算虽然在上一学期“关注细节”的要求下很多孩子的学习
习惯有了可喜的变化和进步，但这个教学内容是在新学期刚
开始学，学生进过一个假期的放松指望今天一下把他们拉回
来，还是不行的，需要时间！在课堂上我们先一起做了几个
简单的两步计算的题目，孩子们先尝试，然后让孩子们起来
讲解怎么做，确定顺序最重要。虽然没有给题目分类，但是
第一层的练习题是同级运算的，在做题时让学生慢慢醍醐这
种类型的题目怎么去做，先学会方法再去追求正确率。再做
题的过程中，我还时时表扬那些算完知道验算和检查习惯好
的同学的做法，以便他们带动更过的孩子。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认为这几课教学的成功之处在于:

1、教学时，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生动情境，放手让学生独立
思考，自主探索，并在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形成解决问题的步
骤和方法。

2、给予学生发展思维的空间，交给学生思考的主动权。

在教学中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把思考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当然自主学习与思考会有错误。错误是更好的学习资源。
这些错误的答案闪烁着学生智慧的火花，是孩子们最朴实的
思想，经验最真实的暴露，是学生真实的思维过程，反映出
学生构建知识时的障碍。我充分发挥合作学习的优势，让学
生做完后互相讲解，找出错误加以改正。面对错误进行更深
层次的思考，在思考中感悟，获得新的启迪。

四年级四则混合运算反思篇四

本节课主要是学习连减算式中的简便运算。教材主要着眼于
通过不同解法的比较，使学生认识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
可以改为减去两个数的和。教学时，我首先要学生独立思考，



针对同一问题，想出不同的算法，再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
或适合自身特点的计算方法。虽然教参中指出要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在教学要求的把握上，因人而异。

但我个人认为，如果学只停留在最基础的水平（掌握最基本
的运算方法）上，那就没有达到锻炼学生思维的目的，教师
只有对学生提出高一层次的要求，学生才会去思考，所以针
对a―b―c=a―（b+c）这样的算式变形，我要求学生必须掌握，
并让学生认真讨论什么时候运用这种变形更合理。这部分内
容是学生在理解和掌握了加法的运算定律的基础上，进一步
学习减法运算中的一些简便计算。

减法的性质最大的特点是将简便计算的讨论与实际问题的解
决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化与计算方法的
多样化融为一体。这样既能让实际问题的生活背景成为学生
理解简便计算方法及其算理的经验支撑，又能使解决问题能
力与计算能力的培养相互促进同步提高。

由于有实际生活做为知识的支撑点，因此学生较顺利的掌握
了新知。但发现还是存在两个计算上的错误：

一、审题不认真，学习欠灵活

如“做一做”中545－167－145学生无视题中数字的特点，仍
旧把167与145相加，没有意识到把两个减数相加并不简便。

二、应用意识薄弱

如果单一地出示计算题，学生会应用各种定律进行简算，但
是遇到应用题，学生在列出算式后，没有运用定律和性质进
行简算的意识，照样按运算顺序进行计算。



四年级四则混合运算反思篇五

运算定律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必须让学生理解并能在解
题中运用。首先是理解，交换律和结合律，根据字面的意思
学生还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乘法分配率对学生来说就有点难
度了。部分学生把“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与“两个
数的积与一个数相乘”混淆。这个现象在学生练习时经常遇
到。

如（15×8）×5=15×5×8×5，这在纠错中一定要强调，而
且乘法分配率要多练习。

其二，在练习中要把握几种类型的题。如：6×
（8—5）；26—7—3；60—（35—15）；60—（35
﹢15）；90÷3÷3；等几种类型。

其三：要让学生知道，学习了运算定律，可以使计算简便化。
在计算时要学会灵活运用。

其四：要把握运算定律在应用题中的运用。应用题一直以来
都是学生学习的一大难点，针对这一情况，要让学生多练、
多想、多问，从量到质，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其五：数学的学习离不开现实生活，所以要让学生在实践中
发现数学，运用数学，学习数学。

总之，通过不断的练习，通过在练习中不断运用运算定律，
既可以锻炼学生的口算能力和计算能力。也能够培养学生学
习数学的兴趣。使学生感受到数学课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