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不足之处 比
的基本性质的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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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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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比的基本性质这一课，我充分利用学生的已有知识，从把握
新旧知识的相互联系开始，从分析它们的相似之处入手，通
过让学生联想、猜测、观察、类比、对比、类推、验证等方
法探讨“比的基本性质”这一规律。由于在推导比的基本性
质时要用到比与除法、分数的联系，除法的商不变性质，分
数的基本性质等知识，因此教学新课时对这些知识做了一些
复习，引导学生回忆并运用这两条性质，为下一步的'猜想和
类推做好了知识上的准备。。学生通过比与除法、分数的联
系，通过类比，很快地类推出比的基本性质。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生对数学的迷恋往往
是从兴趣开始的，由兴趣到探索，由探索到成功，在成功的
愉快中产生新的兴趣，推动数学学习不断取得成功。但是数
学的抽象性、严密性和应用的广泛性又常使学生难以理解，
甚至望而却步。因此本节课教师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
引导学生用一系列的猜想来提高兴趣，增强数学的趣味性，
从而引发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

总之，教学中我着力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力求使
学生在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及情感态度方面得到均衡发展，
但课中也存在遗憾，在以后教学中力求让学生在知识点得到
扩充。



《比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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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在教学比的基本性质这节课时，首先，进行了复习，复习了
上节课所学知识，什么是比？比个部分的名称，以及求比值
和比、分数、除法之间的联系，又复习了分数的基本性质，
及作用（通分、约分），商不变的性质及作用（小数除法的
计算或简算）。

过渡：比、分数、除法之间是有联系的，那么比会有什么样
的'性质呢？学生猜测。

其次，探究比的基本性质。通过求比值6：8，12：16，得出
两个比的比值相等，即两个比相等，6：8=12：16，观察前项、
后项的变化，6：8=（6×2）：（8×2）=12：16，发现规律：
比的前后项同时乘上一个相同的数（0除外），比值不变。观
察12：16=6：8，前后项的变化，12：16=（12÷2）：
（16÷2）=6：8，发现规律：比的前项、后项同时除以一个
相同的数（0除外），比值不变。把两条规律合在一起，就叫



做比的基本性质。

过渡：学了比的基本性质，有什么用呢？

接着，教学化简比。先介绍什么叫最简单的整数比，然后化
简整数比、分数比、小数比。

最后，进行了全课总结。

回顾本节课，探究比的基本性质及化简比讲的较细致，学生
掌握的也不错，会背比的基本性质，及灵活应用比的基本性
质，化简整数比、小数比。同时本节课根据比、分数、除法
的联系，渗透了比的基本性质、分数的基本性质、商不变的
性质之间的联系。另外让学生明白知识是为了应用，明确学
习的目的，不尽人意之处是由于时间关系，小数比的化简没
有教学。

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比的基本性质是在学生掌握了商不变的性质、分数基本性质
和比与分数、除法的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根据商不变
的性质，分数的基本性质可以推导出比的基本性质，所以一
上课，我在复习了分数的基本性质和商不变的性质后，及时
提出问题——比是不是也有什么性质呢？如果有的话，你认
为它是怎么样呢？当有的学生根据分数与比的关系、分数与
除法的关系后就自然而然的猜想出比的基本性质——比的前
项和后项同时乘或除以一个相同的数（零除外），比值不变。
这叫做比的基本性质。随后我又问：这一性质存在吗？然后
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猜想——验证，验证的过程其
实就是学生经历这一知识的形成过程。在验证的过程中引导
学生在小组合作交流中分析、整理、推导验证的具体的语言
的表达能力，在他们一一举例验证后用数学语言进行概括和
总结出比的基本性质——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或除以一个
相同的数（零除外），比值不变。这叫做比的基本性质。总



结出性质后，出了一些判断和填空对性质进行了巩固。

接下来，在应用比的基本性质化简比时，为培养学生对知识
的概括能力。出了三道较有代表性的化简比的练习，36：72
（整数比）2：0.5(小数比)，1/3：2/5（分数比），在做的.
过程中归纳和整理出化简比的方法。

1、化简时比的前项和后项都是整数时，可以把比写成分数的
形式再化简。

2、是小数先转化为整数比，再最简比。

3、是分数可以用求比值的方法化简。但结果必须是一个比。
大部分的学生掌握了以上的三种解法。

但本节课的练习量太少，没有体现练习的层次性，也没足够
的时间去分析求比值与化简比的区别。以后注意课堂的容量，
向大密度高质量看齐。

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分数的基本性质是在学生在学习了分数意义的基础上，联系
学生已学的.商不变性质和分数与除法的关系进行教学的，是
约分和通分的基础。我本着让学生实践数学、体验数学，以
主体性教育理念为指导，充分尊重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和学生参与新知的探索过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发展数学
思维。

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比的基本性质》这一课，我充分利用学生的已有知识，从
把握新旧知识的相互联系开始，从分析它们的相似之处入手，
通过让学生联想、猜测、观察、类比、对比、类推、验证等
方法探讨“比的基本性质”这一规律。



由于在推导比的基本性质时要用到比与除法、分数的联系，
除法的商不变性质，分数的基本性质等知识，因此教学新课
时对这些知识做了一些复习，引导学生回忆并运用这两条性
质，为下一步的猜想和类推做好了知识上的准备。事实也证
明，成功的铺垫有利于新课的开展。学生通过比与除法、分
数的联系，通过类比，很快地类推出比的基本性质。这样一
来节省了很多的时间，二来也让学生初步感知了新知识。整
节课无处不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无时不渗透着学生主
动探索的过程，不论是学生对比的基本性质的语言描述，还
是对化简比的方法的总结，都留下了学生成功的脚印。同时
采用讲练结合、说议感悟、对比总结、质疑探索、概括归纳
的方法，掌握知识、应用知识、深化知识，形成清晰的知识
体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探索精神。学生学的轻松，教
师教的愉快！

在学生大胆猜想得出比的基本性质是比的前项和后项同时乘
或除以相同的数（0除外），比值不变时，我给予学生充分的
肯定，让学生在发现中学习、在比较中学习、在尝试中学习、
在练习中学习、在评价中学习.

练习题的设计，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练习题的设计应强
调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能力。在教学中我能抓住
学生的心理特点，设计一些学生容易进入陷阱的题目，在这
些小陷阱中，让学生愉快地掌握知识，突破重点和难点。

例如：当学生得出“比的基本性质”这一规律时，我马上出
示：

尝试：（1）、4：5的前项扩大2倍，要使比值不变，比的后
项应该（ ）.

（2）、如果3：2的后项变成10，要使比值不变，比的前项应
该为（ ）这两题，如果学生会完成了，这个基本性质也理解
了。再如：我出示的例1中的3道例题，把学生在化简过程中



将会出现的错误全部呈现了出来，学生第一印象的掌握，有
助于今后的练习。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生对数学的迷恋往往
是从兴趣开始的，由兴趣到探索，由探索到成功，在成功的
愉快中产生新的兴趣，推动数学学习不断取得成功。但是数
学的抽象性、严密性和应用的广泛性又常使学生难以理解，
甚至望而却步。因此本节课教师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
引导学生用一系列的猜想来提高兴趣，增强数学的趣味性，
从而引发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有了兴趣做支撑，后面的新
课学习就积极主动。

总之，教学中我着力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力求使
学生在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及情感态度方面得到均衡发展，
但课中也存在遗憾，在以后教学中力求让学生在知识点更精
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