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找最小公倍数教学反思简捷(精
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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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最小公倍数教学反思简捷篇一

前两天讲了《最小公倍数》，颇有感慨。

最小公倍数是一个内涵比较丰富的数学概念，为了帮助学生
真正理解概念的涵义，教学中我们必须让学生亲身经历概念
的形成过程，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有意义的学习。

过去我们通常所采用的方法，让学生通过“找倍数---找公倍
数---找公倍数中最小的一个”，在“纯数学”的范畴内经历
概念的形成过程。这样的教学虽然突出了数学知识的内部联
系，并能帮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需要学习的知识，能够
“省下”较多的时间完成练习或学习更多的知识，但其不足
之处也显而易见。比如， 学生无法体会到数学与外部生活世
界的密切联系，无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生活经验来帮助学习数
学知识；形式化的、缺乏实际意义的学习任务也往往很难真
正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学习活动常是在老师的“命
令”下被动地进行，等等。

为此，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通过对教材内容做适当的重组，
使课堂里的数学能够以一种充满了数学知识间的联系和数学
与生活的联系的整体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从而构建一种生活
化的数学课堂。具体地说，就是数学是来源于生活，从学生
的现实生活中寻找一些能够“自动地”反映公倍数、最小公
倍数内部结构特征的实际问题，让学生通过解决这些生动具



体的实际问题，获得对公倍数、最小公倍数概念内部结构特
征的直接体验，积累数学活动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再引导
学生从生活 “进到数学”，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反思抽象，引
出公倍数、最小公倍数等数学概念，并通过对解决问题过程
的进一步提炼，总结出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这样，学生获
取知识的过程被“拉长”了，花的时间可能也要稍多一些，
但是，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地调
动了起来，当他们面对那些生动有趣的实际问题时，会自觉
地调动起已有的生活经验和那些“自己的”思维方式参与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来，主动地借助各种外部的物质材料来展示
自己内部的思维过程；通经历这一过程，学生能获得对数学
知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清楚
地体会到数学的内部联系，而且能真切地体会到数学与外部
生活世界的联系，体会到数学的特点和价值，体会到“数学
化”的真正含义，从而帮助他们获得对数学的正确认识。

构建生活化的数学课堂就是要让学生在“生活和“数学”的
交替中体验数学，在“源”和“进”的互动中理解数学。通过
“生活中的问题”，为数学习提供现实素材，积累直接经验；
再通过“进到数学”，把生活常识、活动经验提炼上升为数
学知识。

找最小公倍数教学反思简捷篇二

上完了《最小公倍数》这节课，我的感受很多，收获也很多。
反思其中的几点闪光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情境的创设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效
率。

课前我就想，如果能让学生通过自己学习来寻找最小公倍数，
深刻了解什么是最小公倍数，以及如何来计算，让这一切都
由学生自主完成，那他们的记忆就会更加深刻。考虑到这是
一节纯数学的课，课上全是抽象的数学化的知识，我就想能



不能给学生提供一个情景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于是我创设了
学生铺砖这个情景。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用列举的方法找
到了最小公倍数。然后以一条数轴为契机，小松鼠一次能跳2
格，小猴一次能跳3格为情境，通过画一画、说一说得出它们
从同一点往前跳，跳到第几格时会第一次相遇，第二次呢？
以此来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的认识。最后，
在肯定大家学习积极性的同时，又创设了我想带一部分表现
好的同学出去参加一项活动，可以分成4人一组，也可以分
成6人一组，都正好分完，你知道我最少带了多少人吗？这样
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学的情绪高涨，思维时刻处
于活动的状态中。

2、以旧带新，渗透转化思想

课堂中当学生体验到用找倍数的方法求最小公倍数比较烦琐
时，适时地引出用短除法来求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因为在
前面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也是用短除来求的，短除法的方
法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让学生在已有基础上探究，将新知识
转化成旧知识学习。这节课重点也是让学生理解：为什么把
这些乘起来就是最小公倍数了呢？在这一课的教学中可以更
加深入的进行探讨，但感觉学生掌握的深度还不够，因此，
在学习最小公倍数时，为什么乘最后的商时，还需进一步加
强学习。

3、给学生充分的空间，在自读自悟中学习知识

教学时，我给了学生充足的空间思考问题，让学生在自感自
悟中学习知识。长时间下来，学生才能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有的放矢的思考，有序的思考。

找最小公倍数教学反思简捷篇三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得不是由传递完成的，知识只能在
综合的学习情景中被交流。现代教育观点认为：学习不是为



了占有知识，而是为了生长知识，因此在教学中，我们不要
教给学生现成的知识，而是让学生自己去观察、思考、探索
研究出数学。为此，这节课一开始就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具
体的问题情境：“从十月一日起，小兰的妈妈每4天休息一天，
爸爸每6天休息一天，他们打算等爸爸妈妈休息时，全家一块
儿去公园玩。那么在这一个月里，他们可以选哪些日子去呢？
你会帮他们把这些日子找出来吗？”让学生通过解决这个生
动具体的实际问题，获得对公倍数、最小公倍数概念内部结
构特征的直接体验，积累数学活动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再
引导学生从生活“进到数学”，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反思抽象，
引出公倍数、最小公倍数等数学概念，并通过对解决问题过
程的进一步提炼，总结出求公倍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方法。

如上所述，学生获取知识过程花的时间可能也要稍多一些，
但是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地调动
了起来，当他们面对那些生动有趣的实际问题时，会自觉地
调动起已有的生活经验和那些“自己的”思维方式参与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来，主动地借助已有的知识经验用学过的一些
方法来展示自己内部的思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
能清楚地体会到数学的内部联系，而且能真切地体会到数学
与外部生活世界的联系，体会到数学的特点和价值，体会
到“数学化”的真正含义，从而帮助他们获得对数学的正确
认识。

在学会了基本概念之后，引导学生运用列举法找几个数的公
倍数和最小公倍数，在练习了完成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观察
其中的规律提出猜想和假设，然后通过每个小组的验证得到
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发现了特殊关系的两个数的
最小公倍数的简便求法，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能力和
严谨的学习态度和初步的学习数学的方法，培养同学之间的
协作精神。



找最小公倍数教学反思简捷篇四

这一堂课下来总体感觉学生讲得不错，各环节也安排得井然
有序，首先是汇报教材基本的知识点，让学生充分理解概念；
接下来利用典型例题让学生充分展示不同的解题思路，进一
步巩固相关概念； 最后集体完成相应练习，交流一堂课的收
获。学生在认真思考，该讲的也讲完了，但仔细思考后发现
在以下几方面还可以进一步的完善：

本堂课没有发挥小组的优势，每个学生都是代表自己一个人
在讲台上展示，以至于整堂课下来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参与到
了课堂的思考中来，课堂显得有些压抑。在汇报时还是应结
合小组的优势，让每个上前分享的学生都代表着小组的荣誉
与责任，这样能使接受有困难的同学敢于出来发言，因为，
即使说错了，还有组长在后面帮助他呢。

在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上，学生想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方法，
课堂上生成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就是不能很好的用语言
去把它描述出来。这时因我课前预设不充分，当时显得有些
不知所措，既没有很好倾听学生的想法，在总结时也没有作
出有效的点评，没有使问题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还耽误了
不少时间。这种情况主要应该是老师在备课时没有充分站在
学生的思维上去思考问题，也就是预设不充分，所以在以后
备课时光有导学稿还不行，老师应更多的去备学生，从学生
的角度充分考虑到各种情况，这样的话不管课堂出现什么情
况，教师都能从容面对。至此，我又总结出一条很可贵的经
验：在实施三环节教学中，不但要以“自主、合作、探究”
为主要学习方式，教师必须正确、有深度地把握教材，必须
充分地备学生！

课后级经过与老师的交流，发现整堂课学生缺少静下来练习
的时间，而且练习设计上还可以进一步改进。主要是针对学
生的差异性，既要有大家都必需过关的基础性练习，又要有
针对尖子生设计的培优性练习，而且最好是以小条的形式，



只有基础练习都过关了才可以将小条发下去，我想这给我以
后上练习课指出了一个很好的改进方向。

如何充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让学们说变成学生想说，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经过评课，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感
触。通过这课堂我们发现当你让学生说的时候，学生是处于
被动的回答状态，而当你说我有困惑需要帮忙的时候，这时
学生就不是回答而是一种教师的身份来进行问题的交流与分
享，他们这时往往更容易站出来发言。所以我总结为,作为老
师一定要掌握一定的语言技巧，通过自己的语言不动声色的
去引导课堂，正如有的老师在评课时说的那样，当想问学生
求最小公倍数还有没有其它方法时，不是去问，最好是自言
自语“噢，原来这是列举法，是不是只有列举法呢！？”学
生在课前自学时已经找到了多种方法，听老师这么一说，肯
定会急于上来展示自己的方法，这就很自然地达到了学生主
动参与学习的目的。

找最小公倍数教学反思简捷篇五

教学前，我了解了学生在这节课前已有的知识背景，直接出
示例题，让学生自己去尝试解答，然后汇报个性化的解题方
法。在不断的交流汇报中，学生发现了有特殊关系的两个数
的最小公倍数的求法。教师又让学生举实例进行验证。公因
数只有1的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是它们的乘积。有倍数关系的
两个数最小公倍数是它们中的较大数。再应用这一发现进行
试一试的练习。让学生经历了观察、思考、比较、反思等活
动中，逐步体会到了数学知识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在教学有特殊关系的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时，教师让学生自
己说一说每组数最小公倍数有什么不同？学生在经历求的过
程后，又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汇报自己的想法，把被动的
认知改成了主动探究。在教学求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的
异同时，教师出示了求20和48的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的
题目。让学生自己尝试后，小组讨论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



和最小公倍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在同学之间的讨论、交流、
探索中，学生发现了新知识的特点，又在不断的比较中，知
道了新知识和旧知识之间的异同。就这样，在整理、归纳、
交流的活动中丰富了数学活动的经验，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
力，学生在这堂课中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1、 对学生的表扬、激励性的形式比较单一，没有真正起到
多大作用。

2、 开头的引入比较牵强，由于师生紧张，走了弯路。应深
入研究，因为开头的引入很重要。

3、 过渡语的使用教师进行了精心设计，但对于课堂教学没
多大的激励作用。应用朴实的语言。

4、 第1个例题让学生板演，限制了学生个性化的解题方法，
不应该这样操作，应鼓励学生用更多的方法。

5、 “说一说”的内容没必要让学生讨论，应让学生充分说，
展示个性化的思路。

6、 “议一议”的内容时间不够充分，没有让学生真正深入
地讨论。

7、 多媒体的使用缺乏实效性，用小黑板比较合适。

8、 对“教材建议”理解的不到位，“说一说”和“议一
议”不一样，“求”和“计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解不
到位。

9、 对于“新授内容”可以让学生说，教师板书，起到强化
知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