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交流的教学反思与改进(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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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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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教版交流的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一

本节课是在学生学习了求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基础上进行教
学的，同时也是分数基本性质的直接应用。

成功之处：

1.注重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应用转化思想解决问题。在例4的
教学中，当学生发现分子、分母都不相同的分数，怎样比较
大小？学生一般会想到两种思路：化成同分子分数比较；化
成同分母分数比较。实际上这两种思路都是应用转化思想，
都是把未知的问题转化为已知的问题，利于学生利用已有知
识经验解决问题。

2.注重多种方法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思维灵活能力。在教
学中学生出现了如下解题思路：

（1）化成同分母分数比较：

2/5=2×4/5×4=8/20

1/4=1×5/5×4=5/20

8/20＞5/202/5＞1/4

（2）化成同分子分数比较：



1/4=1×2/2×4=2/8

2/5＞2/82/5＞1/4

（3）推理法：

1-2/5=3/51-1/4=3/4

3/5＜3/42/5＞1/4

（4）把分数化成小数的方法：

2/5=0.41/4=0.25

0.4＞0.252/5＞1/4

不足之处：

1.学生在通分中比较大小，但是在做练习时出现了不需要比
较大小却要比较大小的现象，学生认为只要通分，就比较大
小，不管题目的要求。

2.部分学生还是不能用最小公倍数做公分母。

再教设计：

加强对题目的审题，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苏教版交流的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二

《望月》是著名作家赵丽宏的散文。这是一篇构思独特、感
情真挚的散文。文章主要写了“我”在甲板上欣赏月亮时，
聪明好学、爱幻想的小外甥和“我”比赛背诵写月亮的诗句
以及小外甥对月亮的独特而富有童趣的想象。阅读这样的作



品，让学生能受到情感的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
趣。

在教学中，我确立营造情境，重读感悟的教学策略，采取有
效的方法进行引导，逐步提高学习的要求。

1、让学生在碰撞中愈加清晰地把握文章的结构和大意。教学
中，围绕“全文可分为几大板块，每块分别讲了什么？”引
导学生展开交流讨论，学生在观点的碰撞中逐步明细文章的
写作顺序和重要内容。对于一些过渡句的归属，也及时采用
读读议议的方法来明确。这样的碰撞与交流代替了教师的讲
授，让学生经历这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虽然有
些磕磕绊绊，但这样的学习经历却是十分值得和有意义的。

苏教版交流的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三

?春笋》一文写的是在春笋在美好的春天来临之际，破土而出，
旺盛生长的情景，热情赞美春笋不怕困难，顽强向上的生命
力。全文共两个自然段，第一段写春笋被春雷唤醒后，纷纷
出土的景象。第二段写春笋出土后，顽强向上生长的情景。

这篇课文，虽然简短，但是让学生完全进入角色，充分理解
春笋的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顽强的生命力，还是有一定的难
度，因此在教学中我创设情境，以读悟情。

?春笋》这篇课文，用拟人化的手法，以诗一般的语言，形象
地描绘了春笋在美好的春天到来之际破土而出、旺盛生长的
情景，为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教学
设计做了如下尝试。

一、利用实物突破难点

课文第二自然段的第一句话：春笋穿着浅褐色的外衣，像嫩
生生的娃娃。在课堂上我将一个从菜市买来的春笋，让学生



近距离的观察春笋那尖尖的脑袋，胖胖的身体，浅褐色的外
皮……然后有用刀将春笋春笋的“外衣”一层一层地剥去，那
“嫩生生”的笋肉。孩子们直观地感知春笋的鲜嫩、细腻，
当然会发觉春笋很像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着的新生的娃娃。

二、口语训练发挥想象

课文开头写道：“一声春雷，唤醒了春笋。”在让学生模拟
了春雷的声音以后，我说：“那，雷公公是怎样唤醒春笋的
呢？谁来做雷公公叫一叫？”孩子们一听，兴趣来了，纷纷
要求做雷公公。

一生这样叫：“春笋，春笋，快醒醒吧。春天来了，快来看
看春天吧，它多美呀！”

一生这样呼唤：“春笋，春笋，快出来！快出来和朋友们一
起玩儿。”

一位小女生，用很轻柔的声音说：“春笋，春笋，快醒醒！
快醒醒！春天来了，它在等你出来呢！”

看！我们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贴近生活而富有童趣。接着，
我让孩子们都做雷公公来唤醒春笋，愿意怎么唤就怎么唤。

三、动静结合、激发情趣

在雷公公的呼唤下，春笋破土而出了，文中这样写道：“它
们冲破泥土，掀翻石块，一个一个从地里冒出来。”这个地
方，我试着让学生来演一演。

我随手拿起一张废纸和一支铅笔，对学生说：“小朋友，这
张纸代表地面，这支铅笔代表春笋。谁能来表演‘冲破’的
意思？”一个学生走上来，手拿铅笔放在纸的下方，慢慢地
把纸给顶破了。应该说，他的演示是正确的，他们理解



了“冲破泥土”的意思。

“那，掀翻石块该怎么表演呀？”我让孩子们自己想办法。
一个人就是一个春笋，书包当石块压在头上，学生作出使劲
的表情，将掀翻的动作做得惟妙惟肖。

苏教版交流的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四

9月2日星期二晴转大雨

今天下午我们上第三节课的时候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因为我
们班的窗户没有关紧，有的雨滴都下进来了。这场雨我放学
回家的时候停了，要是我们晚点放学就不用穿雨衣或者打雨
伞了，可惜我们放学早了。下次下雨我希望雨停了再放学。

苏教版交流的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五

本课的教学内容是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分数的意义
和性质”中“通分”部分的例3与例4。“通分”既是对前面
所学习的分数基本性质、最小公倍数的应用，也为分数比较
大小以及分数加、减法做准备，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小学
生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作为概念教学，我主要从以下两方
面进行反思：

一、主要优点如下：

1．对于通分的本质（统一分数单位）踩得准。分数作为“数
概念”家族的一员，其大小比较也与自然数、小数的大小比
较有相似之处，自然数和小数进行大小比较实质上是在比较
分数单位。而通分的本质是需要把异分母分数统一成同分母
分数，即统一分数单位。这就是教材内容隐含的内容。而本
课从复习引入以及教学同分母和同分子分数比较大小时就一
直在切入“分数单位”概念，以为教学异分母分数比较大学
做铺垫，特别是在揭示通分概念时，让学生通过数形结合在



图上进行通分，让学生进一步理解通分概念以及通分的本质。

2．渗透数学思想、培养自学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是为了不教”。我认为，
在数学教学中，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是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本节课教学中，我把“教学中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培养
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作为一个教学目标，
并较好地完成了这一目标。学习分数比较大小，不仅要掌握
比较的方法，更要弄清楚“比较大小”过程中所蕴涵的数学
思想方法。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工具性学科，本
课学习的通分，只是数学万千概念之一，而本节课渗透
的“转化”知识，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它不仅
可以帮助解决更多的数学难题，还延伸到生活中，从而帮助
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很多实际问题。而本次课在课前谈话（曹
冲称象）、教学过程以及课后总结中，一直在引导学生运
用“转化”的策略帮助解决问题。

3.注重思维训练，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提高思维能力。

中自己去发现通分的两个基本条件，理解通分的意义。还比
如：在总结通分的一般方法时，我让学生尝试通分后，再回
忆通分时先想什么，在做什么？学生有了亲身体验，只需略
加整理，就轻松地概括出通分的一般方法了。

二、本节课，优点很少，不足之处甚多，主要如下：

1．学生小组合作学习、自主探究体现得不够。对于本次课的
概念的行成过程，学生的感受不够重，留给学生的空间和时
间还比较少。因为课堂是因学生而精彩，课堂是因为老师而
开放，而本节课，老师固然是主角，学生是配角，因为老师
占据了课堂上很多时间，因为老师说了很多话，所以学生分
配到的时间和表达的机会很少，这样就间接的剥夺了学生的
学习机会，也就剥夺了学生自主探究的机会。



2.没有充分挖掘教材资源，运用教材的力度不够。本节课的
教材内容，实际上能帮助老师和学生理清教学的思路以及教
法和学法，但是备课以及上课时，却退而求其次，去寻找了
大量资源来代替教材资源，只把教材当作了课堂练习的资料，
花了时间和精力，但是却事倍功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3.概念教学，需要注意概念的整体性，而不宜把概念肢解成
若干段落，这样反而不利于概念的掌握和理解。在本次课中，
老师引导学生把概念分成了若干所谓“关键词”，其实数学
课本上的“概念”是一个整体，少了任何一个词语都会影响
到通分概念的整体性，少了或者多了都会影响到对通分概念
的理解。

4.对小学数学学科知识的系统性掌握得不够熟悉，在本节课
堂教学中，经常出现数学语言的错误，或者表达不完整，或
者对前后知识的连贯性掌握得不够透彻，或者语言不够精炼
等，都会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学生学习的质量，而作为年轻
教师，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也应该有长远的打算，
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把整个小学数学知识系统学习一遍，以
利于今后的教学工作。

5.学生的基本活动经验体现的不够强，而这又恰好是小学生
学习数学的重要策略，数学是数学活动的数学，需要学生在
活动中形成数学经验，形成数学知识，这样的知识也才可能
真正成为学生自己的知识，而在这方面本次课体现的不够，
关键是老师还不能完全放手，还不充分信任学生，不敢放手
让学生自主探究，不敢放手让学生自主活动并体验，归根结
题是老师的教学观念还没有根本转变，还停留在传统的教学
理念和模式中没有走出来，这需要在以后的教学中逐步转变
观念，修正自己的教学方法，以适应逐步发展的教育教学形
式。

总之，教学总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有得有失，在多次摸爬滚
打中逐步总结经验教训，把失误降到最小、最少，那么教学



就会逐步走向成功。

苏教版交流的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六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给我感悟最深的是，有些教学内容学生
自己能够去解决的教师用不着去教，应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
探索的'作用。“通分”这节内容，本身比较简单，它的简单
之处，不仅仅在于教材本身，而是学生先前已有“分数的基
本性质”，“求最小公倍数”以及“分数大小比较”这些知
识底蕴。因此，教学中，我先通过复习引新后，然而放手让
学生自己去探索如何去“通分”，理解什么是“通分”。例
如：先让学生做一做，后在小组中议一议，再翻开书看一看，
这样学自然就掌握了什么叫“通分”，怎样去“通分”，教
师只是点拨一下“通分”的关键一步在哪里。值得注意的地
方在哪里？通分中应用了哪些知识，这就可以了，这样下来，
学生学得主动，学得轻松，得益实惠，效果显著。当然，在
比较异分母分数的大小时，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比如
化成分子相同或化成小数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