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可能性教学
反思(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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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可能性教学反思篇一

为了上公开教学，忙活了几个星期，写教案、做课件、试教、
修改教案.......今天终于如释重负。刚接到要进行“现代诗
歌教学”任务的时候，选择上《别挤啦》，心里还真是每个
底，不知如何下手。今天能上下来，也只力求让我的课
堂“活”起来！经过《别挤啦》这一课的教学，我更加理解
了让课堂“活”起来的真正内涵。

在进行《别挤啦》这节课的教学设计时，我给自己找了三个
定位：

一、教者一定要“吃透”教材，从教材的盲点找隐藏的课程
资源

我认为这一课的教材盲点有两个，一个是有关作者狄更斯的
介绍。教材中对狄更斯只是做了很简单的介绍，而且学生在
学习这首诗之前根本就不知道狄更斯是谁，是干什么的？所
以在处理作者狄更斯这个问题时，我先布置学生在课前找一
找有关狄更斯的资料。我又从网上找到了狄更斯的头像和更
详细的介绍。在课上根据学生们的查找，对狄更斯我又进行
了适当的补充，学生们不仅对狄更斯了解得更多了，而且还
知道了狄更斯的样子。最后我又让学生们谈一谈“你认为狄
更斯是一个怎样的人？”目的是让狄更斯这个人在学生头脑
中留有印象，对他不只是淡淡的了解，同时又为后面学习诗



歌时与作者的情感融于一体做一个铺垫。教材的第二个盲点
就是联系生活理解诗歌中的道理，这也应该是本节课的一个
重点、一个难点、一个亮点。学生们只要结合生活实际谈出
自己对这首诗歌的理解，那么这节课就是一节成功的课。所
以在细读课文时，我让学生把诗歌中的每一句话与生活中的
现象联系起来谈自己的阅读感受、阅读收获。让学生畅所欲
言地说、随心所欲的谈，告诉学生把你读这首诗歌时最先想
到的说给大家听，一人说，大家补充。学生们把自己身边的
不道德行为、社会中的不道德现象甚至关于对世界的和平问
题的看法都谈了出来。学生们自己总结了“真诚”“宽
容”“善良”“健康”“和平”“和谐”“平等”等词语，
懂得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也知道了在生活中自己应该怎样做。

二、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思想品德课，所以在朗读上就要下功
夫

学生在联系生活谈自己感受、收获，都是在充分读的基础上
进行的。而朗读的梯度是先是“正确、流利”，在细读基础
上，把握住作者的情感和在自己理解基础上，再读出语气、
读出感情。也就是体现了语文课的“读中感悟”。

反思《别挤啦》这一课的课堂教学，我感触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教学过程充满了多元性、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在
新课程理念下，要想上一堂实在的有收获的公开课，千万不能
“演课”。老师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也不能把教学内容定
得太窄、太死，不能用老师的思维代替学生的思维，包办学
生的学习内容。要给自己的教学设计留出“空白”供学生自
主、合作和探究。学生对于这些“空白”的补充，最能体现
学生的“自主、合作与探究”，其结果也是不可预测和不确
定的，它只靠学生在教师组织下的自主生成。这个“空白”
也就是在课堂中师生共同创造出来的生成的“教学资源”。

让课堂“活”起来，是一种观念，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境



界。它需要教师具有一种心胸宽广、乐观向上的气质；需要
教师具有自尊、自信的精神；需要教师具有一种求实致远、
质朴高雅的品位。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可能性教学反思篇二

《别挤啦》以诗歌的形式通过说“别挤”来告诉人们屏弃不
道德的行为,用宽容善良的心对待生活,人间才会更美好.

教学这课时我首先让学生初读课文,整体感知.接着引导学生
再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1.说说文中的“挤”和“你”怎么
理解.通过交流得出“挤”指不道德的行为(思想上  行动
上)“你”指没有道德规范或不遵守道德规范的人。2.联系实
际说说“挤”的现象.你见过生活中的“你”吗?学生通过交
流生活中存在的不道德的行为来领悟人应该礼让,和平共处.3
讨论: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作者一再呼吁“别挤啦”?作者的呼
吁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小组讨论,全班交流:作者希望人们屏
弃不道德的行为,以形象的语言启发我们不要为了获取自己的
私利而不择手段,伤害他人,要用宽容善良的心去和别人平等
和谐地相处.最后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进一步受到心灵
上的震撼.

这首诗是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作品，也是被翻译成中文的
诗歌，因此在语言、韵律上都与中文诗歌有所不同。尽管如
此，全文的语言流畅，感情充沛，读起来也显得朗朗上口，
是一篇学生喜欢朗读的文章。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文中
的语句内容表达得有些抽象，与《体育颂》那篇课文的内容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介于他们的生活阅历，知识经验的积累
都有限，因此大多数学生还不能旁征博引地理解这些语句。
在课堂上，让孩子们用身边的事例丰富对文中语言的理解，
将抽象的语言形象化。

这是一篇以诗歌的形式来告诉人们摒弃不道德的行为，用宽
容善良的心对待生活，人间才会更美好。教学这课时我首先



让学生齐读课题，质疑。然后以各种不同的读书形式朗读课
文，整体感知。接着引导学生再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1、
说说文中的“挤”是什么意思？“你”指谁？通过读、交流
得出：“挤”指不道德的行为(思想上  行动上)，“你”指
没有道德规范或不遵守道德规范的人。2、联系实际说
说“挤”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你见过这样的现象吗?学生通
过交流生活中存在的不道德的行为来领悟人应该礼让，和平
共处。3、讨论：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作者一再呼吁“别挤
啦”？作者的呼吁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小组讨论，全班交
流：作者希望人们摒弃不道德的行为，以形象的语言启发我
们在追求自由的空间时伤害他人，要用宽容善良的心与他人
和谐相处。最后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进一步受到心灵上
的震撼。

面对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面对着一张张渴求知识的眼睛，
为人师的我，在深深地思考：我能给孩子们什么？我不能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糟蹋活着的生命”，所以我惟有力
求让我的课堂“活”起来！经过《别挤啦》这一课的教学，
我更加理解了让课堂“活”起来的真正内涵。

在进行《别挤啦》这节课的教学设计时，我给自己找了三个
定位：

一、教者一定要“吃透”教材，从教材的盲点找隐藏的课程
资源。我认为这一课的教材盲点有两个，一个是有关作者狄
更斯的介绍。教材中对狄更斯只是做了很简单的介绍，而且
学生在学习这首诗之前根本就不知道狄更斯是谁，是干什么
的？所以在处理作者狄更斯这个问题时，我先布置学生在课
前找一找有关狄更斯的资料。我又从网上找到了狄更斯的头
像和更详细的介绍。在课上根据学生们的查找，对狄更斯我
又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并且把印在钞票上的狄更斯的头像给
他们看。学生们不仅对狄更斯了解得更多了，而且还知道了
狄更斯的样子。最后我又让学生们谈一谈“你认为狄更斯是
一个怎样的人？”目的是让狄更斯这个人在学生头脑中留有



印象，对他不只是淡淡的了解，同时又为后面学习诗歌时与
作者的情感融于一体做一个铺垫。教材的第二个盲点就是联
系生活理解诗歌中的道理，这也应该是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一个难点、一个亮点。学生们只要结合生活实际谈出自己对
这首诗歌的理解，那么这节课就是一节成功的课。所以在细
读课文时，我让学生把诗歌中的每一句话与生活中的现象联
系起来谈自己的阅读感受、阅读收获。让学生畅所欲言地说、
随心所欲的谈，告诉学生把你读这首诗歌时最先想到的说给
大家听，一人说，大家补充。学生们把自己身边的不道德行
为、社会中的不道德现象甚至关于对世界的和平问题的看法
都谈了出来。学生们自己总结了“真诚”“宽容”“善
良”“健康” “和平”“和谐”“平等”等词语，懂得了作
者的思想感情，也知道了在生活中自己应该怎样做。

二、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思想品德课，所以在朗读上就要下功
夫。学生在联系生活谈自己感受、收获，都是在充分读的基
础上进行的。而朗读的梯度是先是“正确、流利”，在细读
基础上，把握住作者的情感和在自己理解基础上，再读出语
气、读出感情。也就是体现了语文课的“读中感悟”。

三、给学生积极的评价。“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
无火，对击始发灵光。”课堂上，教师把学生看作心上的朋
友，学生将视教师为眼中的亲人。从老师的积极的评价中让
学生感受到自己是对的，让学生感觉到老师是欣赏我的。老
师也只有把学生放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上，用心与孩子们对
话，倾听孩子们的看法，用学生的眼光去看世界，用欣赏的
眼神去捕捉孩子们的真实，分享他们学习的快乐与烦恼，才
能真正走进学生心里，才能真正创设一种平等、和谐、民主
的教学氛围。学生也只有在这种氛围中才能把自己的思想打
开，才敢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孩子们想说了、敢说了，也
就达到了教学内容的自主生成，也就是充分挖掘了学生资源。

反思《别挤啦》这一课的课堂教学，我感触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教学过程充满了多元性、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在
新课程理念下，要想上一堂实在的有收获的公开课，千万不能
“演课”。老师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也不能把教学内容定
得太窄、太死，不能用老师的思维代替学生的思维，包办学
生的学习内容。要给自己的教学设计留出“空白”供学生自
主、合作和探究。学生对于这些 “空白”的补充，最能体现
学生的“自主、合作与探究”，其结果也是不可预测和不确
定的，它只靠学生在教师组织下的自主生成。这个“空白”
也就是在课堂中师生共同创造出来的生成的“教学资源”。

让课堂“活”起来，是一种观念，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境
界。它需要教师具有一种心胸宽广、乐观向上的气质；需要
教师具有自尊、自信的精神；需要教师具有一种关心人、关
心社会、关心自然的情怀；需要教师具有一种求实致远、质
朴高雅的品位；需要教师具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人格。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可能性教学反思篇三

1．课件出示路线图。

2．师：这是老师上下班走的路线，从这幅路线图中你看到了
什么？

生1：角。

生2：线。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平面图
形中有关线和角的知识。

（一）线的回顾学习。

1．回顾学过的线有哪几种。



（直线、射线、线段）

2．判断下面各是什么线。

（课件出示一组直线、射线和线段）

3．思考并交流：直线、射线、线段有什么区别？

直线

射线

线段

长度：

无限

无限

有限

端点：

无

1个

2个

与直线的关系

是直线的一部分

是直线的一部分



4．填一填。

（1）经过两点可以画（）条直线。

（2）两条直线相交，有（）个交点。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交流后完成）

5．追问：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有哪几种位置关系？

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6．指导学生完成教材91页“巩固与应用”1题。

7．讨论：什么叫互相垂直？什么叫互相平行？

（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时叫作互相垂直，其中一条直线叫作
另一条直线的垂线，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叫垂足；同一平面内
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作平行线，其中一条直线叫作另一条直
线的平行线）

8．想一想，过一点怎样画已知直线的平行线和垂线？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可能性教学反思篇四

填表，说一说表中两个量的关系。

一个数012345678910

这个数的5倍

（1）学生填表。

（2）学生汇报。



（3）谁能说一说这两个量的关系。

这两个量在不断变化，并且一个数增大，它地5倍也不断增大，
但他们的比值不变。所以这两个变量成正比例关系。

（设计意图：通过本环节，带领学生看懂图，明确图上横轴、
纵轴分别表示什么，明确各点所表示的含义。为下一步在表
格上描点，扫清障碍。）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可能性教学反思篇五

1、在下图中描点，表示第20页两个表格中的数量关系。

2、思考：连接各点，你发现了什么？

生：所有的点在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设计意图：学生会很形象的看到所有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进一步体会当两个变量成正比例关系时，所绘成的图是一条
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