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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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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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法笔算苏教版教学反思篇一

经过这几天的实践与反思，我觉得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教
材例题编写的精简，使新知点的跨越度太大，教学“一位数
除三位数商是两位数或三位数”时，教材只呈现一个例题
（一位数除三位数商是两位数），“一位数除三位数商是三
位数”只在练习题中出现。而这部分知识难点较多：除法竖
式的书写格式，试商，正确判断并计算“商是两位数或三位
数”这两种类型的题目。

这些都是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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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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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在教学时只想着赶时间，赶进度，对这部分内容只在复
习时用一道练习题一带而过，没有花较多的时间让学生复习
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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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是课后练习中有些题目解决起来难度较大，费时费力。而那
些学习处于中、下等水平的学生则往往知难而退，不等做完
就失去了兴趣和信心。

鉴于这种现实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我必须放慢进度，针对于
部分同学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一定要让孩子们彻彻底底的
掌握方法并作业一次到位，以免以后形成思维定势，一直的
错下去了。

除法笔算苏教版教学反思篇二

这部分内容的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经历一位数除多位数笔算
的探索过程，掌握一般的笔算方法，能正确的计算一位数除
多位数，并能用乘法验算。让学生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学
会简单的、有条理的思考，能够灵活学则合适的计算方法解
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探索算法和解决问
题的活动，积累数学活动经验，同时培养学生认真计算、书
写工整的习惯。

学生在二年级接触过笔算除法，但是记忆不深，好多同学把
除法竖式的格式都忘了，所以在第一节课学习两位数除法竖
式时，错误很多，讲解例一时耗时太长，一节课的时间讲完
例题基本没有练习的时间，原因之一就是两位数除以一位数
大部分同学可以直接口算，难度很小，所以在写竖式时，出
现了直接写商，竖式一步就出结果而没有分步从高位到低位
计算，在三位数除以一位数时，课上对于被除数，除数，商
和余数的关系强调的.不够，导致学生在做题时，对于余数经
常忽略，出现在横式上只写商而不写余数的现象，验算时也
有漏加余数的现象，个别同学甚至不知道怎样利用除数、商、
余数三个条件去求被除数。

经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进一步认识到在讲课之前了解孩子
们的认知情况、知识水平非常重要，在以后的教学当中还是
需要多了解孩子的知识基础，在课前做好调查，做好新旧知



识的衔接，明确应该重点强调的知识点，做到不缺不漏。

除法笔算苏教版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我主要以学生为主，力求体现学生的自主性，在新知
的探究中，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经历探索商是两位数笔算
除法方法的过程，培养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教师在其中只
是一个组织者、合作者。通过学习，我觉得以下两方面自己
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教材给我们呈现的例题是学生在校园里捡废电池的情景，考
虑到现在我们的校园卫生非常好，不可能在校园里捡到这么
多的废电池，何况两个例子的情景是分开的，因此设计了上
面打印文章的例题，把两个例子串连在一起，比较贴合学生
的生活实际，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让学生寻找自己想
要的信息，并提出相应的问题，提高学生收集信息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练习的处理上，而是把课后的练习进行整合，
有侧重点的进行练习设计，从而使学生掌握本节课的知识。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的思维完全暴露了出来，思维的积极性
相当的高，达到了原先设计的效果。

但在教学中也有不足的地方，觉得难为情，如：在引导计算
方法时，叙述：先算18除63够了，在十位上写3，应是先算18
除63个十，这样，才能在十位上上3，表示3个十。另外，在
学生出题，除数是一位数与除数是两位数的比较时，教师选
择学生的素材应充分一点，如选择学生的例子是：除数是一
位数的，商是两位数、商是三位数的各一个；除数是两位数
的，商是一位数，商是两位数的各一个，这样便于学生的比
较。

除法笔算苏教版教学反思篇四

教完了两课时的笔算除法，我才彻底明白：“教”在发展中



的课堂上，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上学期乃至第一周的教学中，每堂课我都尽量放手让学生去
探究新知，我只处于调控与引导方。可教了让人棘手的笔算
除法后，我才信服：该教时还得教。短短的35分中，不能把
如此难的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如无头苍蝇般乱猜测了。课
堂的效率是尽量让他们理解，少走弯路！

记得去年在一次培训中，王伟老师也曾抛出这样的一问题：
数学从直接教方法过渡与发展到设置情境让学生们探究，看
似走了弯路，速度慢了很多，但知识毕竟表面上是学生们自
己得来的，而不是老师简单粗暴地丢给他们强输的。可是这
样的`教学就一定是好的吗？例如计算？当时一同前往的雪儿
觉得很有道理，但我仍坚持在问题情境中让学生们探究的做
法。毕竟计算是缘于问题，又将回归问题的解决中去的。

但是在第二周的“多位数除以一位数”的教学中，我没法再
放手让学生们自主探究了。他们也有了很多专家们呈现的那
些环节：笔算除法到底是先从个位算？还是先从高位除起呢？
多数学生受到类似迁移的影响，认为除法也应该是从个位算
起的。于是，我借助小棒让他们分，从简单的两位数（例2中
的52除以2探究），结果发现从个位分起，再分十位，十位中
的5个十平均分成两份，每份只能分两个十，还有一个十还得
回到个位再分，于是出现了：若从个位算起，再算十位，还
得回到个位再分，如果是三位数、四位数怎么办？从个位依
次分，然后再到高位分不完再依次回到低位？这样太麻烦，
所以数学家们经过研究与学试，发现除法从高位算起会方便
得多。所以进入了我们的算理：从高位算起！

三年级我已是教第三遍了，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更注重让学生
们练，而不再像以前那样纠结于算理的说。每学完一道例题
的竖式，都会有学生感叹：“好麻烦呀！”除法的笔算就是
一件很麻烦的工程，需要我们细致地引导。于是在另一个班
的教学中，我尝试改变了教法，既然学生无法清楚地明



白“为什么要从高位算起？”也无法自主探究并写出竖式，
而这一环节的知识又是那么重要，所以我大胆地作出了这样
一个决定：教！让学生看并听老师是怎么算的，然后自己试
试，针对他们第一遍的掌握情况，从他们最难理解的地方再
次入手教！即便教的痕迹这样重，部分学生还是很难明白。
那一节一过的教学往事必须停止，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跟着
专家们的说法走，适合自己学生的教学才是真正有用的，面
对孩子们对除法笔算的理解难，所以我们都决定加课时，打
牢根基！

除法笔算苏教版教学反思篇五

计算能力培养是小学阶段重要内容。三年级下册“除数是一
位数的笔算除法”虽然学生有计算基础，但是随着数位增多，
有的孩子把握不好，为了突破教学难点。我采用采用了让学
生自己编除法算式、自已编用笔算除法可以解决的生活实际
问题，调动了学习兴趣，收到好的的效果。

在学生编除法算式这个环节，学生自己编出两位数除以一位
数的各种类型的算式，比如被除数的十位与个位都能被除数
整除的，十位上不能被除数整除，两位数除一位数除不尽的。
在这个过程中，教学着重突出了让学生认识除法各部分的名
称，（被除数、除数、商），在学生试算后，着重突出了让
学生交流算法，总结算理。

在学生编问题解决中，通过教师引领，打开了学生的`思维。
学生编出了“教室里有48名同学，和两位老师，同学的人数
是老师的几倍？”“三二班有48名同学，每两人坐一张桌子，
需要几张桌子？”“如果两位老师也要坐桌子的话，那么一
共要坐多少张桌子？”“一个正方形的周长是56厘米，它的
边长是多少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