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角形面积教学反思 数学三角形的面积
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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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角形面积教学反思篇一

《 三角形面积的计算》这节内容是在学生已初步掌握了平行
四边形、三角形特征、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计算方法，以
及初步认识图形的平移、旋转等基础上进行教学的。为了使
学生轻松地投入到学习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真正掌握本
节知识，我在设计这堂课时是这样构思的。

我从学生最熟悉的平行四边形入手，通过复习平行四边形的
面积推导公式，为探究新知作了很好的铺垫。同时直接引出
本节的课题：三角形面积的计算。

出示课本三角形图，先让学生观察每个三角形的形状、底和
高各是多少？讨论“图中涂色三角形的面积各是多少平方厘
米？”并鼓励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积极说出自己不同的方
法，在此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从而提出猜想：图中
三角形的面积是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吗？调动了学生的积
极性，为学生主动探索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在教师的引导下，把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拼成平行四边形，
得出三角形面积是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又根据三角形的
底等于平行四边形的底，三角形的高等于平行四边形的高，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乘高，所以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底
乘高除以2，从而沟通了新旧知识间的联系。培养了学生的思



维能力，渗透了“平移”、 “转化”思想。经历探究出三角
形面积公式的活动，体验了知识的形成过程以及合作探究的
兴趣。

在这个练习中，主要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问题，使学生尝到
应用知识的乐趣

三角形面积教学反思篇二

三角形的面积计算是小学数学北师大版教材第九册
第25——26页的内容。

这节课是围绕着“通过学生发现三角形面积与已学图形面积
之间的联系，自主探究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激
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不断体验和感悟学习数学的方法，
使学生学会学习”这个教学重点展开的。

在教学过程中注意从每一个细微之处着手关心和爱护每一个
孩子。如揭示课题后，我便对学生进行调查：哪些同学知道
三角形面积的计算公式；哪些同学不知道三角形面积的计算
公式；再有就是有哪些同学不但知道三角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而且还知道公式是怎样推导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学生的
知识基础，从而帮助他更好地完成学习的过程。总之，让不
同的孩子尽自己的所能学不同的数学。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多媒体课件的应用。如在学生自主探索的
过程中，将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锐角三角
形和钝角三角形）通过平移、旋转拼成我们学过的正方形、
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的过程中采用多媒体课件的直观演示，
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直观表象，能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三角形
的面积等于拼成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的一半。对学生自主推
导三角形的面积公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还要关注学困生，无论是在自主探索过程中，



还是在公式的应用中，都应对学困生进行个别辅导，让他们
理解三角形面积的推导过程，并能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计
算三角形面积的时候为什么要除以2，让他们进一步加深印象。
只有这样我们的教学才能面向全体学生，让他们都有进步。

三角形面积教学反思篇三

个有生命的课堂，应该是思维灵动的课堂，既要通过精心的
预设，激发思维的灵动，更应巧用生成的教学资源，应情境
而变，敏锐捕捉不期而至的生成点，才能演绎不曾预约的精
彩应情境而变，提升课堂思维的灵动。

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无论我们预设得如何的充
分，都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因素：

记得我在上《三角形的面积计算》一课时，引导学生通过探
究得出三角形面积公式后，出示这样一道判断题：等底等高
的三角形面积相等。（）

在预设中，我认为这样的判断在前面的探究基础上让学生判
断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当我让学生用手势判断时，
竟然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判断是错误的。于是我有意引导持不
同意见的学生来一场辩论。

我首先请一名判断错误的学生起来说理由。

生1：等底等高的三角形，就有可能存在形状不同的情况，那
就有可能面积不同。

这时持反方意见的一个学生站起来：老师让我来问问他。

生2：你先说说求三角形的面积要知道哪两个条件？

生1：要知道三角形相对应的底和高。



生2：怎么求三角形的面积？

生1：用底乘高除以2呀！

这时很多判断错误的学生开始反思了。

生2：那底和高相等，用公式来计算面积会不相等吗？

生1也在反思，但仍坚持：但它们的形状……

生3：老师，我来画图给他看。

于是，学生上讲台先用直尺在黑板上画了一组平行线，并在
两条平行线之间画了几个等底等高的三角形。

生1：哦，我懂了。

这个本来在教学预设中学生应该在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打
乱了我按部就班的教学，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
分调动起来，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我们在日常教学中，要尊重学生不同的思维层次，灵活的利
用教学资源进行重组，沿着学生思维的轨迹，多角度地去引
导学生，与学生一起生成。在预设中体现教师的匠心，在生
成中展现师生智慧互动的火花！让课堂充满生成的美丽。

三角形面积教学反思篇四

有生命的课堂，应该是思维灵动的课堂，既要通过精心的预
设，激发思维的灵动，更应巧用生成的教学资源，应情境而
变，敏锐捕捉不期而至的生成点，才能演绎不曾预约的精彩
应情境而变，提升课堂思维的灵动。

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无论我们预设得如何的充



分，都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因素：

记得我在上《三角形的面积计算》一课时，引导学生通过探
究得出三角形面积公式后，出示这样一道判断题：等底等高
的三角形面积相等。

在预设中，我认为这样的判断在前面的探究基础上让学生判
断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当我让学生用手势判断时，
竟然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判断是错误的。于是我有意引导持不
同意见的学生来一场辩论。

我首先请一名判断错误的学生起来说理由。

生1：等底等高的三角形，就有可能存在形状不同的情况，那
就有可能面积不同。

这时持反方意见的一个学生站起来：老师让我来问问他。

生2：你先说说求三角形的面积要知道哪两个条件？

生1：要知道三角形相对应的底和高。

生2：怎么求三角形的面积？

生1：用底乘高除以2呀！

这时很多判断错误的`学生开始反思了。

生2：那底和高相等，用公式来计算面积会不相等吗？

生1也在反思，但仍坚持：但它们的形状……

生3：老师，我来画图给他看。

于是，学生上讲台先用直尺在黑板上画了一组平行线，并在



两条平行线之间画了几个等底等高的三角形。

生1：哦，我懂了。

这个本来在教学预设中学生应该在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打
乱了我按部就班的教学，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
分调动起来，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我们在日常教学中，要尊重学生不同的思维层次，灵活的利
用教学资源进行重组，沿着学生思维的轨迹，多角度地去引
导学生，与学生一起生成。在预设中体现教师的匠心，在生
成中展现师生智慧互动的火花！让课堂充满生成的美丽。

三角形面积教学反思篇五

《三角形面积的计算》这节内容是在学生已初步掌握了平行
四边形、三角形特征、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计算方法，以
及初步认识图形的平移、旋转等基础上进行教学的。为了使
学生轻松地投入到学习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真正掌握本
节知识，我在设计这堂课时是这样构思的。

我从学生最熟悉的平行四边形入手，通过复习平行四边形的
面积推导公式，为探究新知作了很好的铺垫。同时直接引出
本节的课题：三角形面积的计算。

出示课本三角形图，先让学生观察每个三角形的形状、底和
高各是多少？讨论“图中涂色三角形的面积各是多少平方厘
米？”并鼓励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积极说出自己不同的方
法，在此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从而提出猜想：图中
三角形的面积是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吗？调动了学生的积
极性，为学生主动探索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在教师的引导下，把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拼成平行四边形，
得出三角形面积是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又根据三角形的



底等于平行四边形的底，三角形的高等于平行四边形的高，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乘高，所以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底
乘高除以2，从而沟通了新旧知识间的联系。培养了学生的思
维能力，渗透了“平移”、“转化”思想。经历探究出三角
形面积公式的活动，体验了知识的形成过程以及合作探究的
兴趣。

在这个练习中，主要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问题，使学生尝到
应用知识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