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税率利率教学反思改进措施(通用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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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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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率利率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一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是学习税率的概念、有关钠税金额和税率
的计算方法等。

我首先通过复习折扣和成数引入又一与百分数相关的概念一
税率,然后组织学生自行阅读教材,获取纳税、税率的概念和
各种税收形式的信息,培养了学生阅读理解和语言表达的能力。

学习了基本概念之后,一个关于税率的例题使学生体会了将文
字描述转化为数学表达式的'过程。另外,细心的学生可以发
现,我的提问作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他们的审题步
骤及方法。

我们在本节课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将我们引导学生对题意进行
分析理解的过程转化为自我提问引导的过程,让学生真正学会
把复杂的题目简单化,从而在具体地解答时感到轻松容易。

此外,对于税率这一概念,学生可能没有对于折扣那么熟悉、
感兴趣。所以,在整个课堂教学中,我们应想办法让所有的学
生都参与到学习与思考中。

在课堂总结的时候,我们应让学生明白学习的最终目的在于实
践,在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纳税的意义的同时,也号召学生影响



身边的人都做积极的纳税人。

税率利率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二

本课的内容是特定应用中生命的百分比，人们的生活密切相
关。

1.清除概念，理解概念的含义。在本课中，更多的概念，如：
什么是税，什么是税额，什么是税率，什么是本金，什么是
利息，什么是利率是什么。这些概念允许学生使用自己的理
解来解释，使内存更加深刻。另外，对于扩大知识到数量的
学生也需要认真理解，这个概念与学生生活并不密切相关，
而是对于农民，必须要求掌握和理解。

2.灵活掌握公式，正确解决问题。在教学中，让学生掌握应
纳税额，各种收入和税率之间的.关系;本金，利息和利率关
系;掌握一个计算公式：应纳税=各种收入×税率;本金×利
率×时间，你可以想到另外两个公式。

有让学生感觉不同的感觉 存款的方式的优点和缺点，教给学
生简单的生活知识。一般来说，利率高于现行利率，存款利
率相对较高，如存在三年，两年期比一年期利率高，但不能
作为一年作为利率每年，国库券不需要支付利息税，利息收
入略高于同期定期存款。

合理的教学环节，合理配置教学时间，数学知识与生活结合
现实，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

税率利率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三

利率这节课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对而言远一点，再加上学生
没有纳税的经历，而且银行存款的经历也不多，因此相对而
言，要更生活化的内容学生们才好掌握。



以表格的形式出现，让学生根据题目的意思进行合理选择，
因此时间与利率的对应很重要，教学中我就把重点放在了这
里。

让孩子们认识了什么是利率之后，我进行了模拟存款，由３
个学生进行表演，都是存200元，分别存定期1年，定期2年，
定期3年，然后让孩子们求利息。在求出来之后，让孩子们观
察，怎么样利息会多拿一点，孩子们说时间要长、本金要多
点。对于时间要长点我进行了追问，为什么？学生们马上发
现时间越长，利率就越高，定期3年的.利率一定比定期1年的
要高，而且要与时间相乘，时间越长，得数越大。得出了求
利息的方法。

税率利率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四

储蓄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联系，并且本节课是在学生已经学习
了百分数的知识和对生活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所
以整个教学过程相对比较流畅，学生学得也比较轻松。在本
节课的开始，我创设了宽松的学习情境，从“年终奖的'处理
方法”，引导学生从生活经验中积极寻找有关储蓄的影子，
并且引出本节课的主题利率。

紧接着，我组织学生阅读教材并集体汇报本金、利息和利率
的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对本节
课的知识点有了初步的认识。然后再通过例题讲解、课堂练
习逐步让学生学会运用“利息=本金×利率×存期”这一公式。
在讲解教材第11页例4时，我介绍了两种解题方法，启发了学
生的发散思维和运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节课存在的问题是，在组织学生自主阅读教材第11页有关
储蓄知识的过程中，学生的阅读速度及自主学习的态度不尽
相同，从而导致某些学生对某些概念把握不到位。其次，在
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利率表格时应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思考，
通过比较，让学生分析清楚，否则出示的利率表格发挥不了



作用，进而无法进行后面的课堂练习。

税率利率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五

六（5）周

第10页“税率”、做一做及练习二第6、7、8、10题，百分数
（二）税率教学设计及教学反思。

1、使学生知道纳税的含义和重要意义，知道应纳税额和税率
的含义，以根据具体的税率计算税款。

2、在计算税款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提高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感受数学知识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
生的法制意识，使学生知道每个公民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教学重点税率的理解和税额的计算。

教学难点税额的计算。

教法与学法合作交流，引导探究

教学准备课件

一、情景导入

1、口答算式。

（1）100的5%是多少？

（2）50吨的10%是多少？

（3）1000元的8%是多少？



（4）50万元的20%是多少？

2、什么是比率？

二、新课讲授

1、阅读教材第10页有关纳税的内容。说说：什么是纳税？

2、税率的认识。

（1）说明：纳税的种类很多，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也不一样。
应纳税额与各种收入的比率叫做税率，一般是由国家根据不
同纳税种类定出不同的税率。

（2）试说说以下税率各表示什么意思。

a、商店按营业额的5%缴纳个人所得税。

b、某人彩票中奖后，按奖金的20%缴纳个人所得税。

3、税款计算。

（2）分析题目，理解题意，教学反思《百分数（二）税率教
学设计及教学反思》。

引导学生理解“按营业额的5%缴纳营业税”的`含义，明确这
里的5%是营业税与营业额比较的结果，也就是缴纳的营业税
占营业额的5%，题中“十月份的营业额是30万元”，因此十
月份应缴纳的营业税就是30万元的5%。

（3）学生列出算式。

相当于“求一个数的百分之几是多少”，用乘法计算。

列式：30×5%



（4）学生尝试计算。

（5）汇报交流。

30×5% =30×0.05 =1.5（万元）

三、巩固练习

1、教材第10页“做一做”。

2、完成教材第14页练习二第6题。

3、完成教材第14页练习二第7题。

4、完成教材第14页练习二第8题。

5、完成教材第14页练习二第10题。

四、课堂小结

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有关纳税的知识，你们对纳税的知识
有哪些了解？

这堂课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数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
我告诉学生依法纳税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偷税、漏
税是违法的。还告诉学生去饭店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索要发票
等等，学生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期待着教授利息时学生
的表现。

就这节课来看，课堂氛围较好，学生的学习兴趣较浓，都能
够主动学习，学生们的学习效率也很高，但也存在一定的问
题，在计算技巧方面还有待加强，有的同学能够正确的列出
算式但是结果却所错了，今后还要在计算上下功夫。通过这
节课的教学有几点感悟：



1. 应和学生充分交流，具体感知，学生对身边的事物虽然是
知道的，但是又没有很深入的了解，所以当这些事物被拿到
课堂上来时，又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急于要去研究它、
解决它，向别人炫耀自己的成功，并且想获取同伴和老师的
认可。所以，应该抓住学生的这种心理，让同学们作了非常
充分的交流，使他们对知识的感知更加的深入和透彻。

2.课堂上要结合实际，体现价值，具有时效性。本节课的例
题的设计结合实际，非常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自己都好象
有这样的经历一样，又是帮助老师解决问题的，解决的积极
性被充分调动，使学生充分感受到税率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体现了数学的应用价值，并且培养了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
增进学好数学的信心与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