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百分数教学反思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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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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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数教学反思反思篇一

关于百分数的教学，是在学生学过整数、小数和分数，特别
是解决“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问题的基础上进
行的教学。百分数在学生生活、工农业生产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大多数学生都直接或间接接触过一些简单的百分数，对
百分数有了一些零散的感性知识。在教学中我从学生生活实
际入手，采用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为主，教师点拨引导
为辅助的策略，让学生从生活实例中去感知，在积极思辨中
发现问题，从而达到解决问题，在具体运用中理解百分数的
意义。

如组织学生讨论足球运动员参加罚点球比赛，应该选什么样
的队员去比较合适，由于学生上学期已经学会计算可能性的
大小，学生很熟练的算出了三名运动员罚中的可能性，在比
一比谁的罚中次数占罚点球总次数最高的过程中引出了百分
数，此时，学生已经隐约之中感悟到百分数是表示一个数是
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的数，是为了比较大小而通分成分母
是100的分数，学生已初步感悟出百分数的含义，也初步感受
了比较数据时使用百分数的好处。

百分数是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知识，学生虽
未正式认识百分数，但对百分数却并非一无所知。在上课之
前让学生收集生活中的百分数，可以让学生从中体会到百分
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对激发内在的学习动机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在“生活中的百分数”这一环节，我先让学生介绍自己生活
中见过的百分数，再出示一张调查记录单，让学生在小组中
互相说一说收集的百分数的意义，并让学生选取典型的例子
汇报，让学生说说这个百分数所表示的意思。

新课程理念强调，重视知识的形成过程，不能只关注结果。
我的《百分数的认识》这节课教学内容无论是素材的选取还
是教学过程的设计都让学生体会和感受到了学习数学的必要
性。没有直接告诉学生学习百分数有有什么作用，百分数的
意义是什么，而是通过小组学习，让学生感悟在生活中搜集
到的具体的例子，让学生在探索学习中悟出一些百分数的意
思，从而总结出百分数的意义，然后再解决应用到实际生活
例子中。

在最后一个换节我设计了拓展联系，学生在理解百分数的基
础上，通过想象，说一说你还想到了什么，学生的思维一下
子就被打开了。例如上半年完成了任务的60%。学生想到了还
有40%没有完成；上半年的进度很快，他们的效率很高；他们
先紧后松。又如我国航天发射七次，都成功了。这里面没有
百分数，学生说出了里面含有100%；我国的航天科技非常先
进，我为我们国家感到自豪，对学生也进行了一定的思品教
育。

百分数教学反思反思篇二

本节课教学的主要内容是百分数的意义以及百分数的读与写。
百分数是在学生学过整数、小数和分数的基础上进行教学。
百分数在生活中有着广泛应用，大部份学生都接触过一些简
单的百分数，对百分数有了一些零散的感性知识。所以在教
学中我从学生生活实际入手，采用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为主，教师点拨引导为辅的策略，让学生在生活实例中感知，
在积极思辨中发现，在具体运用中理解百分数的意义。

首先，我是组织学生观看一段足球视频，然后出示三位球员



的进球个数和射门总数，让他们判断三位球员谁最厉害。学
生先用分数表示三位球员的进球个数和射门总数的比值，并
让他们说出每个分数的意义。在这过程中再引出百分数，从
而揭示课题。

接着让学生说出每个百分数的含义并尝试归纳百分数的意义。
让学生做课堂的小主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然后我将出
示三道生活中的百分数，让学生说出每个百分数的意义，然
后就资料内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接下来让学生说说生活
中的百分数，使学生体会到百分数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关于百分数的读与写，我主要是让学生自主学习，对一些要
注意的地方加以点拨。接着再让学生尝试说说百分数和分数
的联系和区别。

整堂课主要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方式进行教学的。
选材与生活紧密相连，体现了数学来源于生活且应用于生活
的本质。

百分数教学反思反思篇三

有了昨天百分数应用（一）的.教学，今天第二课时的主要目
标定位是对于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或少百分之几的一些变
化的问题，让学生在解决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多百分之几，
少百分之几的含义。

有了昨天的基础，今天就先出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玩具
原价200元，（ ），现价比原价便宜百分之几？让学生在自
己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创设出条件，理解要解决现价比原
价少百分之几，除了知道原价外，还需要知道什么？针对这
里的原价是已知的，所以后面就进行了修改，改成了现价
是200元，在进行解决。

从课堂上和课后的练习情况来看，学生比较容易出错的就是



这样三个问题：

一是对于增加的或减少的到底是谁的百分之几，有些学生总
是出错。

第三个是，这两天学习了多百分之几，少百分之几的问题，
结果出现是百分之几的问题，结果有部分学生不会做了。

针对这三个问题，在后面的练习，特别是整合的时候，一定
要让学生充分的建构起来。

百分数教学反思反思篇四

有关“用百分数解决实际问题（利息）”的教学内容，在生
活中是个很熟悉的问题数学问题，但从调查学生对银行储蓄
的经历时，我班只有一个女同学表示她平时会将自己零花钱
存在一张卡（银行卡），我便让她来介绍她是怎么进行存钱
的，该同学表示她存钱是要以后上大学用的。

师：计划未来，储备未来，将暂时不用的钱存入银行是一种
理财方式。

师：那储蓄罐也可以存钱吧，它与银行的区别是什么？

生：较多的钱可以放在银行里，而储蓄罐（容量）有限；存
银行有利息取，而储蓄罐没有。

师：原来同学们考虑得蛮细心的。那你们能说一说对于银行
储蓄你了解多少？

自评：生成学生对话，引出什么是储蓄，储蓄的好处以及说
明本金、利息、利率、利息税、税后利息等与储蓄有关的专
有名词的意思。在了解的过程中，学生能隐约感知到利息与
本金、利率、时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学生一下子看出，定期时间长，利率比较高，利息也比较多。
我没有满足于此，我继续抛出一个问题。同样400元，如果我
想存五年（整存整取），有几种方式，所获得的利息又是多
少？学生通过尝试计算研究发现：可以采取一年一年存，利
息是10.08×5=50.4（元）；也可以采取先定期存三年，再一
年一年存，利息是44.28+10.08×2=64.84（元）；第三种就
是直接定期存五年，利息是82.8元；可见第三种方案获得的
利息比较多。

计算过程中，有个同学将表格提供的利率（百分数）误认为
是一个，算式书写为400×4.14×5=8280（元），结果结果比
实际利息扩大100倍，远远超出本金。大家开玩笑地跟这位同
学说：希望你快快长大工作，开银行，我们都把钱存在你的
银行里。轻松的.玩笑让同学们都不敢再疏忽大意了。

之后我们还折算了一下这部分利息应该纳多少税、扣除税收
我们实际得到的是多少？学生俨然是一个理财专家，算得可
认真了。

在这样的学习活动，学生不再是一个单纯地只会用利息公式
进行计算的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学会乐意思考
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探索者，教学，也只有把学生放在一
个参与者、思考着、探索者的位置上，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才能得到提高。

百分数教学反思反思篇五

数学源于生活，数学与生活密不可分。因此我们要认真开展
数学生活化学习，构建开放的数学学习平台，鼓励学生“学
好生活化数学，用好数学乐生活”。在这节课里，我从压岁
钱出发，引出生活中的存钱问题，用真实的存单做实例，从
而让学生了解利息，利率，以及与本金、时间的关系。在最
后的“实际运用”环节中，又把数学问题应用于生活。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不是知识由教师向学生的传递，而
是学生主动建构自己知识的过程。在生活中，学生或多或少
已有关于利息，保险和税款的知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
不是空着脑袋进课堂的，教学中不能无视学生原有的经验。
在这节课里，我从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出发，提供充分的从
事数学活动和课堂上交流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过程
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如：关于储蓄，你知道
多少？这个问题一提出，学生的话就接踵而来，无须老师再
介绍储蓄的相关知识，只是在后面强调了银行的利率是国家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的，不同时期的利率是不同的。

应试教育观念下学生学习的背景是应试化的，新的`课程理念
下学生学习的背景是生活化的。虽然这一堂课体现出了一点
生活化，但在和学生交流的时候却不是非常地顺利。有些学
生会认真地观察和发现生活当中的数据，知道有关的知识，
就比如说储蓄存的时间不同年利率不同，可有些学生不善于
在生活中观察和发现数据，即使发现，但也不善于表达。既
然大家都在新课程的理念下教学和学习，那我认为只有教师
善于用生活中的数学来教学是不够的，学生也应该努力地到
生活中寻找数学，了解生活中的数学。如果彼此都能感受到
这样的数学，那么这样的课在学生看来是一种享受，在老师
看来就是一种成就，而且是彼此的成就。

总之，“利息的计算”一课是分数、百分数乘法应用题在实
际生活中的应用。我在设计这节课时，试图改变以往的教学
模式和方法，体现应用味。从课堂教学的实践看，本课的总
体效果良好，基本达到了事先的教学设想。具体说有以下几
方面的优点：

（一）通过生活实际引入利息的计算，并应用所学的知识解
决了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数学知识和
实际生活的紧密联系，数学来源于生活，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充分体现了应用题教学的应用性。



（二）通过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在有关储蓄的知
识方面自已都知道哪些，举例说明什么是本金、利息、利率，
引导学生理解利息的多少与什么有关等教学活动，组织学生
主动探索和构建利息计算和数学模型。说明教师已成功地转
换了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和作用，能根据学生已有和认
知基础组织和展开教学活动，充分发挥了课堂教学中学生的
主体作用。

（三）本课基础知识的教学扎扎实实，并能在此基础上进行
呈现方式和解题策略的适当开放，较恰当地处理好了继承和
创新的关系。

（四）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处处注意创设民主、宽松
的课堂教学氛围，以幽默的话语，使学生在会心的笑容中轻
松掌握知识和方法，体现了教师扎实的课堂教学技能和一定
的课堂教学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