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心得体会 小学数学计算教学的
心得体会(精选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好的心得体会对于
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小学心得体会篇一

改变课堂上翻来覆去说“算理”，挤占了练习时间，少安排
学生的课堂练习，影响了学生基本计算技能的形成。新课程
提倡个性化学习，张扬学生的个性，但是计算教学的目标是
多元化的，其中重要的是，通过一定量的练习，让学生学习
掌握一定的高效、统一的运算方法和熟练的技能，要求学生
算得正确、迅速，同时还应注意计算方法合理、灵活，并在
练习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数学兴趣。所以，我们有必要留有足
够的课堂练习时间，如每节课留5―8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
计算练习，并随时随地反馈练习中的问题，教师进行纠正，
还要关注计算练习后的反思。加强练习之后的反思，能提高
学生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有利于总结经验，提高练习效率。
争取做到以下几点：

(1)新授内容重点练。

(2)基本内容方法练。

(3)易错内容针对练。

(4)新、旧知识结合练。



小学心得体会篇二

1、继续切实抓好基础知识教学。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与加强基
础知识教学并不矛盾，而且，基础的数学知识和基础的数学
技能是我国公民应当具备的文化素养之一。因此，必须继续
扎实抓好基础知识的教学，使学生切实掌握好基本概念、性
质、法则、公式、数量关系和解题方法等基础知识。

2、重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智力指的是人的认识方面的能
力，它是各种认识能力的综合，主要包括注意力、观察力、
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其中思维力是核心。能力指的是
一个人顺利完成各种活动所必需的、影响活动效率的个性心
理特征。数学能力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结构。从教材的角度说，
小学阶段应着重培养学生具有进行整数、小数、分数四则运
算的能力，具有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观念，具有运用
知识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3、重视学习兴趣和习惯的培养。兴趣是人力求认识某种事物、
参与某项活动和渴望探求真理，并具有积极情绪色彩的意识
倾向。学习兴趣与学生的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学习入门
的先导，是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核心因素。特别是小学生，
对学习数学是喜欢愉快，还是厌倦畏难，直接影响知识的掌
握和智力、能力的发展。

小学心得体会篇三

1、仔细领会教材的编写意图。课堂教学过程就是将教材的知
识结构转化为学生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而实现这一过程的前
提取决于教师对教学大纲和教材的钻研、理解和把握。教师
钻研教材时，要对教学内容从整体上有比较全面、深刻的理
解，明确所教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到前
有孕伏，中有突破，后有发展；明确所教知识与相关知识的
联系，做到竖成线，横成片。



2、制定全面、恰当、具体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要全面是指
教学目标必须包括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能力、发展智
力，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培养学习习惯等方面。教学目标要
恰当是指教学目标不能一般化，抽象化。在一节课里，哪些
知识需要理解，哪些知识需要简单应用，哪些知识需要综合
运用，通过什么手段培养学生什么能力，结合什么内容进行
思想品德教育等，都要明确具体。只有目标明确具体，可操
作，才能对教学具有导向、调控作用。

3、合理组织教材内容。教材的知识结构是按照大纲顺序编写
成教科书形式呈现出来的。它不是现成的理想的数学知识结
构。因此，教学不能只是照本宣科，而应在立足教材的基础
上，对教材进行加工、重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既要考虑
数学知识的科学性，着眼于知识的承上启下和本节知识的深
化、完善，形成较为有序的知识结构，又要考虑学生的可接
受性，把知识结构与思维统一起来，使之有利于学生良好认
知结构的形成。

4、合理安排教学环节，恰当分配教学时间。不同的课型，其
教学环节不同。如新授课一般包括复习、引入新课、学习新
知、练习、小结评价等基本环节，练习课一般包括检查复习、
提出练习的目的要求、课堂练习、反馈调节、布置作业等环
节。教学时，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合理选择教学环
节。

小学心得体会篇四

回到办公室，同办公室的老师探讨这个问题，许多老师都有
同感。而且好多同学都反映考试题目会做可就是做不对，很
多时候都是计算出了问题。

每学期考试结束后，对学生试卷进行分析时发现，学生由于
计算方面的错误导致的失分占到总失分误的40%，这还只是平
均值，对于个别同学来说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目前学生们



的计算能力差，我仔细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小学心得体会篇五

1、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主动积极的学
习。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学习的主导，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和学是辩证统一的。教??不是把现成的数学概念、定律和
公式传递给学生，而根据知识的内在结构和学生的学习规律，
提供现象和问题，创设思维情境，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
探索。学??不是吞咽现成的数学概念、定律和公式，而是根
据教师提供的信息，全身心地投入到听课、讨论、问难、解
答、实验操作、练习、总结评价等系列学习活动过程中。

2、坚持面向全体，使每一个学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义务教育是全民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的教育。为
了使每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得到发展，在数学教学中，
教师首先要确立基本的学习水平标准，以构成学习目标的第
一层次，使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顺利通过标准。在此基础上，
提出更高层次的学习水平要求，构成第二层次的目标体系，
以满足学有潜力的学生深入学习。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要热
情关怀，要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补
差，坚持每个例题、每个小节、每个单元的知识及时补救，
及时过关。

3、坚持“适应性”与“发展性”相结合。有意义学习理论认
为，一切新的学习都是在学生原有的学习基础上产生的，不
受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影响的学习是不存在的。因此，教学
要研究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研究新旧知识间存在的共同要
素，研究新旧知识间存在的共同原理，使新的知识很快能纳
入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同时，充分估计学生的智力发展水
平，挖掘学生的智力潜能，把握学生发展的最大可能性，从
而采取适当的教学策略，最大可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4、坚持“过程化”教学原则。“过程化”一指重视学生参与



学习过程，二指重视教学活动的思维过程，三指暴露知识的
形成过程。学习数学，记住揭示数学规律的各种结论是必要
的，但是不能忽视学生参与探索的过程，要让学生在课堂上
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和思维空间。凡是学生自己能做的，都由
学生自己完成；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能做的，教师只起引导
作用。学习数学，不能忽视数学活动的思维过程，如定律、
公式的论证、推导过程，解题的分析思考过程等。同时还要
重视暴露知识的形成过程，如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