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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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四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一

在教学“括号”时，本人通过让学生解答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来掌解掌握带括号的四则运算顺序，让学生自主学习，提高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节课我做到了如下几点：

1、将理解运算顺序融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

在教学中充分运用了学生感兴趣的生活情境，放手让学生独
立思考，自主体验，并在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形成解决问题的
步骤和方法，每一步算什么？求的是什么问题？将解题的步
骤与运算的顺序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引导学生发现引入小
括号的必要性，感受括号的实用价值。通过观察对比由学生
自己归纳出带括号的四则运算的运算顺序，印象更加深刻。

2、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强化小括号的作用。

出示有关拓展题目，从有无括号、括号的位置、括号的多少
等不同角度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比较，让学生自己说说“有
什么感受”，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括号的认识，同时也培养
了学生认真书写的习惯。

不足之处：通过本堂课的学习，虽然同学们理解了括号的作
用以及在算式中的运算顺序，但部分学生在应用的过程中还



不够熟练，也有粗心出错的情况。

改进措施：强化练习，加深理解，多培养学生细心计算的好
习惯。

四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二

四月份，我校为高三学生参加了省第一次质量检测，从质检
的命题难度情况及我校学生参政的成绩情况，本人对20xx年
的高考动向及第二轮的复习作如下的思考与反思。

一、命题题型的相对稳定性。可以肯定的是2008年的高考的
题型结构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保持客观题和主观题的总题数
和分数比例不会变，在难度上，近年试题在总体难度上是一
致的，在题量，各种题型个数上保持不变，因此平时的模拟
试卷，我们要尽量使试卷的题型规范化，分数的比例接近高
考大纲的分值比例，在基础题上要确保基础题占70%，命题的
难度不可太大，在复习过程中始终注重从基础知识，基本的
思想方法，基本能力出发，巩固学生的“三基”。

二、注重对考试“考点”知识的复习，抽象函数的试题是近
年高考的一个命题的热点，对不等式的考查重点是解不等式，
以一元二次不等式的综合题型为考查目标，侧重于利用导数、
单调性知识来求解，突出灵活转化和分类讨论的能力，在数
列部分，以等差数列、等比数列为主、以转化为等差数列、
等比数列为重点，三角函数部分、关键是在复习中让学生熟
练掌握基本公式正用、逆用和变形用，同时关注三角函数与
向量，解析几何等交汇性的内容、主体几何、要让学生熟练
掌握空间角、空间距离问题的求法及平行、垂直的判定和性
质的运用，特别应培养学生运用空间直角坐标法解决立体几
何问题，解析几何注重对定义和简单几何性质的应用，突出
对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交点、弦长、轨迹问题的解决。

三、植根于课本、着眼提高和创新、高考试题中、课本例题、



习题的影子比比皆是，多不胜数，因此，课本题及其改编题
是高考考题的来源。从2007年高考的解答题我们发现前三题
的解答题集中体现了对课本上重点内容的考查，如数列知识、
方程思想、三角函数的运算及变形、立体几何、概率、不等
式、这些知识虽然可能有所变动，但又总不能脱离主题，题
目的特点为：精巧简单、但又不乏创新，源于课本，但又高
于课本，难度适中等。

基于考纲要求和2008年高考命题的动向，我们在二轮复习中
的策略应是：

（一）循序渐进，逐步由第一大题往后做，把熟练解答题的
前三大题作为我们二轮的复习目标之一。

（二）专题复习训练为主，重视查漏补缺，其中包括知识专
题、方法专题，目标是：回归课本查漏补缺，加强重点纵横
结合，优化思维提升能力，回顾基本的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
回顾重点、疑点、难点、回顾基本题型、回顾经常出错的，
容易搞混的知识，强调不同知识间的迁移和相互作用，优化
思维提升能力。

四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三

根据新大纲的教学要求，我力求使教学结构符合儿童的年龄
特征，注意促进学生的学习迁移，培养创新意识，更注重在
实践活动中，使学生体验数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教学的改
革主要体现在课堂及课余时间上，在课堂上我注重加强能力
和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而课余时间则注重让学生“学以致
用”，让学生将数学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通过课前的3分钟的口算练习，采用多种形式，让学生通过他
们自己喜爱的方式来练习，还不定期的举行“速算手”比赛，
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学生在四年级上期时已经学习了整数的乘除法笔算，在原有
知识及对法则理解的基础上，我让学生多加强巩固练习，防
止学生因粗心大意而计算出错。

针对这一情况，我让学生多练、多想、多问，从量到质，逐
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学生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惧怕应
用题了。

设计一些与学生生活联系比较紧密又蕴涵着数学问题的活动。
使学生通过在活动中解决问题，感受、体验、理解数学，又
有利于培养学生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的意识。

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做，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特长，培养
他们数学能力。

四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数一数的活动感受较大数的必要性，
体会较大数的.实际意义。认识“十万、百万、千万、亿”等
较大的计数单位，了解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在课前我就布置
学生自己去寻找有关万以上的数的信息，在课堂中又为学生
准备了大量的于大数目有关的现实情境，让学生从中感受到
一万、十万，甚至更大的数到底是多少，大数在孩子的头脑
中不再是没有意义的。在教学计数单位时，从已经学过的个
级入手，结合计数器，学习万级、亿级，以及各个数位之间
的关系。本节课的教学太保守，始终牵着孩子走。如学习万
级的计数单位后完全可以放手让孩子自己探索亿级的计数单
位，各个数位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发现。

四年级数学买文具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是通过结合实验数据画统计图的活动，体
会统计图中1格表示不同单位量的.必要性和灵活性。理解条
形统计图上的数据所表示的各种信息。会将实验中所得的数



据绘制条形统计图。教材在85页的“实践活动”已组织学生
栽种蒜苗并作数据记录。学生在这一活动中，经历了数据收
集、整理、描述以及分析的过程。教学过程分为三步：第一
步，交流实验观察记录的数据；第二步，将各小组记录的数
据填入统计表；第三步，讨论如何将所得的数据制成条形统
计图。在学生绘制条形统计图时，对单位量的选择，教师不
要作硬性的规定，每个小组可以根据蒜苗高度范围确定单位
量。然后再交流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