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比例意义的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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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意义的教学反思篇一

同课异构能提高教师的教学基本功，对教师的常态课也是一
种检验，同时，能与同事取长补短。通过同事的评课，能发
现自身上课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习惯性的问题。

本次的上课内容是《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我在通读教
材的基础上，理清思路，寻找解决本节难点知识的妥善方法，
并制作课件。课讲完后，仔细分析：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是在学生学习了“比”后进行的。而
“比’是上个学期学习的知识。根据我对学生的了解，他们
的大多数会把学过的不相关的东西忘到脑后，因此，先设计
了一组复习题，不仅让他们复习了比的定义，还对化简比、
求比值的概念在脑中闪动一下，并通过求不同比的比值的计
算，唤醒他们的记忆，为学习比例的意义打好铺垫。因此学
生在根据比例的意义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时，学生掌握
的很好。

本学期鼓励学生预习，大多数学生能认真预习，但也会有个
别学困生，只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仅在书上画一画，
留留痕而已，教学反思《教学反思：《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
质》教学反思》。本节概念性的东西较多，学生的`理解水平
以达到理解：比例的定义、项、内项、外项、内项的积、外
项的积等等。因此对此类知识，大胆放手，让学生说，让学
生找，这样节省了上课时间，学生的能力也得到提升。



每个知识点都紧跟相应的习题，这样可以及时巩固新知，同
时能发现学生掌握的情况。在学习了比例的基本性质后，我
鼓励学生逆向思维，根据一个乘法等式，写出比例，把那个
告知学生有多个比例，这样能推动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学生
的发散思维。

这类题，是书中带花的题，应该选作，而我在这里选用，意
在考察学生能否灵活运用新知。同时发现规律：可以把等式
左边的两个因数，作为比例的两个外项（内项），能学出八
个比例。最后课堂测验，我出了两个内项互为倒数这个隐含
条件，并且使用字母表示的比例式，应该是有较大的难度，
也是为了看学生新旧知识的融合情况。

比例意义的教学反思篇二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是在学生学习了“比”后进行教学
的，导入新课时出示三面国旗，并通过求长和宽比值，引导
学生观察，然后提问学生发现什么？在学生充分感知的基础
上，揭示比例的意义。在此同时还要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在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时，关键看这两个比的比值是否
相等。

为强化理解在这时我安排了随堂练习：

1、写出比值是1.5的比，并组成比例。

2、练习八第一题。

在比例的基本性质教学过程中我是分三步进行的：

第一步，区别比和比例，提出问题：比和比例有什么联系和
区别？学生回答后，教学比例各部分的名称，同时提示比例
还可以写成分数的形式，并由学生自己标出所写的内项、外
项。



第二步，通过学生自己计算内项的积和外项的积，发现比例
的基本性质并加以概括。

让学生应用比例的性质验证自己写的比例成立不成立，使学
生明白，验证比例式是否成立，

课堂小结：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有两种方法：

1、求比值。

2、利用比例的基本性质。

课堂上安排了反馈练习，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比例性质的认识
与掌握。

第三步，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比例的基本性质的理解，我精心
设计了由易到难得两种类型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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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意义的教学反思篇三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是在学生学习了“比”后进行的。而
“比’是上个学期学习的知识。根据我对学生的了解，他们
的大多数会把学过的不相关的东西忘到脑后，因此，先设计
了一组复习题，并通过求不同比的比值的计算，唤醒他们的
记忆，为学习比例的意义打好铺垫。

然后，分析这些比的比值，看发现了什么？在学生充分感知
的基础上，揭示比例的意义。在此同时还要使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理解比值相等时组成比例的核心，在判断两个比能不
能组成比例时，关键看这两个比的比值是否相等。

为强化理解在这时我安排了两种形式的练习：

1、判断。

2、组比例。

最后通过小组讨论：比与比例的联系与区别，并揭示数学知
识不是孤立的，而它们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在比例的基本性质教学过程中我是分三步进行的：

比例意义的教学反思篇四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是在学生学习了“比”后进行教学
的，导入新课时出示三面国旗，并通过求长和宽比值，引导
学生观察，然后提问学生发现什么？在学生充分感知的基础
上，揭示比例的意义。在此同时还要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在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时，关键看这两个比的比值是否
相等。

为强化理解在这时我安排了随堂练习：



1、写出比值是1.5的比，并组成比例。

2、练习八第一题。

在比例的基本性质教学过程中我是分三步进行的：

第一步，区别比和比例，提出问题：比和比例有什么联系和
区别？学生回答后，教学比例各部分的名称，同时提示比例
还可以写成分数的形式，并由学生自己标出所写的内项、外
项。

第二步，通过学生自己计算内项的积和外项的积，发现比例
的基本性质并加以概括。

让学生应用比例的性质验证自己写的比例成立不成立，使学
生明白，验证比例式是否成立，

课堂小结：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有两种方法：

1、求比值。

2、利用比例的基本性质。

课堂上安排了反馈练习，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比例性质的认识
与掌握。

比例意义的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上了一堂《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的公开课，课后的
第一感受就是时间没有把握好，有点前松后紧，以至于练习
的内容都压缩了。下面对整个教学做如下反省：

从整堂课来看，把握住了整个流程，抓住了本节的重点和难
点，从孩子们的反馈可以看出达到了本节的教学目标，对比



例的意义及基本性质掌握都很好，并能运用它的意义及基本
性质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在教学过程中尊重了孩子是
课堂主体这一理念，让孩子们通过观察、思考、交流，在探
索中得出结论并能学以致用。

有意义的'数学学习必须建立在学生的主观愿望和知识经验的
基础之上，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
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
本节课的亮点是在学习比例的时候从学生熟悉的比入手教学，
充分重视了学生原有的认知基础，找准了新知识的生长点，
然后放手让学生自学，让学生亲自经历知识的发生、发展过
程，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比例基本性质的学习中，
把知识的探究过程留给了学生，问题让学生去发现，共性让
学生去探索，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将学习内容“大板块”交
给学生，体现了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探究和创新
意识的培养。同时小组共同探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