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单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 时间的计
算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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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简单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篇一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后，发现学生对于时间的计算存在几个
问题：

1.对一个时间表示的是时段还是时刻不明确，没有详细地思
考计算的结果究竟是时段还是时刻，从而造成表示的错误，
如用电子表的格式表示经过的时段。

2.学生没有分析计时方法是否一致，没有考虑是否应该转换
计时方法。

3.学生不会根据题目的条件和问题选择最优化的方法进行解
题，甚至有些学生对各种方法存在混淆的认识。

分析学生的作业与练习，我认为在教学计算时间的方法时，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理解12时计时法与24时计时法，在读题的基础上，要注意
题目中时间表示是用了哪一种方法。

2.平时的教学中，应该准确地表示时间，如开始时刻、结束
时刻、经过的时段，让学生对时刻和时段有更清晰的认识。

3.让生明确几种方法的优缺点，在读题分析的基础上，根据



题目条件与要求，选择相对较好的方法进行计算。如填空题，
如果求经过的时段并不是很长，而且开始和结束时刻都是整
时且用12时计时法表示时，可以选择用数手指的方法。

4.利用箭头的方法求时间时，应该采用三到四个箭头，这样
有利于将难度降低。

5.如果时段的计算跨越到第二天，可以采用分段的方式，将
难度降低，分别先算出第一天经过的时段和第二天的时段，
再进行相加。

简单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篇二

人教版数学《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后，
发现学生对于时间的计算存在几个问题：

1.对一个时间表示的是时段还是时刻不明确，没有详细地思
考计算的结果究竟是时段还是时刻，从而造成表示的错误，
如用电子表的格式表示经过的时段。

2.学生没有分析计时方法是否一致，没有考虑是否应该转换
计时方法。

3.学生不会根据题目的条件和问题选择最优化的方法进行解
题，甚至有些学生对各种方法存在混淆的认识。

分析学生的作业与练习，我认为在教学计算时间的方法时，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理解12时计时法与24时计时法，在读题的基础上，要注意
题目中时间表示是用了哪一种方法。

2.平时的`教学中，应该准确地表示时间，如开始时刻、结束
时刻、经过的时段，让学生对时刻和时段有更清晰的认识。



3.让生明确几种方法的优缺点，在读题分析的基础上，根据
题目条件与要求，选择相对较好的方法进行计算。如填空题，
如果求经过的时段并不是很长，而且开始和结束时刻都是整
时且用12时计时法表示时，可以选择用数手指的方法。

4.利用箭头的方法求时间时，应该采用三到四个箭头，这样
有利于将难度降低。

5.如果时段的计算跨越到第二天，可以采用分段的方式，将
难度降低，分别先算出第一天经过的时段和第二天的时段，
再进行相加。

简单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篇三

三年级上册教材中安排了时分秒的认识及简单的时间的计算，
时分秒的认识倒还不难，对于课本上时间的计算学生虽然有
一定的难度，但还能接受和理解。通过这一单元的教学，练
习题上应该扩展到什么程度为止，比如学习巩固中有这样的
题：

2、小艳周末的.作息时间是12：40午休，到下午2时25分弹琴，
午休多长时间后开始弹琴？对于三年级的学生计算这样难的
题，学生能掌握和理解吗？所以我认为学习时间的计算是不
是放到第6单元《多位数乘一位数》和《24时记时法》以后才
学这些内容。学生就很容易理解了，也没有这么多的错误了。

简单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篇四

三年级上册教材中安排了时分秒的认识及简单的时间的计算，
时分秒的认识倒还不难，对于课本上时间的计算学生虽然有
一定的难度，但还能接受和理解。通过这一单元的教学，练
习题上应该扩展到什么程度为止，比如学习巩固中有这样的
题：



2、小艳周末的作息时间是12：40午休，到下午2时25分弹琴，
午休多长时间后开始弹琴？对于三年级的学生计算这样难的
题，学生能掌握和理解吗？所以我认为学习时间的计算是不
是放到第6单元《多位数乘一位数》和《24时记时法》以后才
学这些内容。学生就很容易理解了，也没有这么多的错误了。

通过本节课的练习学生能够计算简单的经过时间和时间单位
之间的互化。在练习环节中，我用生活中的素材作为练习内
容，让学生能体会到数学就在我们身边，生活中充满着数学。
促使学生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学习，在实践活动中理解知识、
巩固知识，树立起学好数学、用好数学的意识。同时还教给
学生用列竖式的方法计算经过时间，效果较好。

简单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篇五

学习经过时间的计算这节课时，我还是和往常一样按照由易
到难的过程分别提出2个关于计算经过时间的问题，一个是时
相同，容易计算的和时不同、分不够减教难算的两种，让学
生自由讨论计算方法，教师根据学生的讨论有目地的解决时
间计算，可有利用减法计算，也可以推算，只要正确对学生
的方法都给予肯定。

但在这节课上，我也感到有点困惑，如果停留在只让学生感
悟经过时间的推算，不让学生形成固定的'计算经过时间的方
法，估计作业中的错误率会很高，特别是差生，缺失了方法
会无从下手，特别是碰到分段计算经过时间会更棘手，如果
在学生初步感知了经过时间就是用结束的时间减去开始的时
间后，所有的经过时间都套用这一公式去算的话又显得太呆
板。

如何才能在有限的40分钟里既能让学生充分感悟，又能很快
的掌握一般的计算经过时间的方法，我想学生的学具应该得
到进一步改进，让学生自己动手拨钟，感悟出经过时间就是
分针和时针在钟面走过的一段时间，然后得出经过时间的计



算方法，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有些题目，如分减
分不够减要向小时借1小时再减，再用这方法比较麻烦，最后
还是决定让学生改过来，列成几时几分-几时几分的算式，列
竖式来计算的方法，特别要强调60进制。要让每个孩子掌握
这种方法，习惯用这种方法，一定能大大提高正确率。

只是这部分内容对学生来说还是一个难点。教师也只能对这
部分内容，特别是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更多的练习，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