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数积的近似数教学反思 小数的近
似数教学反思(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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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数积的近似数教学反思篇一

改写和省略是非常容易混淆的一对概念，刚讲完学生课后错
误较高。因此我引导学生研究了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让学生
自主讨论、相互交流。最后总结得到：

1、改写不改变数的大小，省略改变了数的大小。

2、改写使用直等号，省略使用约等号。

3、题型也有区别，改写题型有“将下列各数改写成用万或亿
作单位的数”，而省略的题型有“省略最高位（或万位、亿
位）后面的尾数求出近似数”，应根据不同要求，写出正确
结果。

此外，要保证将非整万的数用“四舍五入”的方法省略万位
后面的尾数改写成以“万”作单位的近似数和将非整亿的数用
“四舍五入”的方法省略亿位后面的尾数改写成以“亿”作
单位的的近似数正确率高，必须做到“一找”、“二
看”、“三用”。“一找”，找到“万”位或“亿
位”。“二看”，看省略部分的最高位上是几。“三用”，
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取近似数。

总之，数学来源于生活，学生的生活中有许多数学问题，只



有让学生在熟悉的、感兴趣的问题情境中，亲自探索总结，
才能使他们更好的感悟、学习、和理解新知。

小数积的近似数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的内容是在学生学习了求整数的近似数的基础上进行
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用四舍五入法求小数的近似数。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理解保留整数、保留一位小数、保留两
位小数的含义。教学难点是近似数的连续进位问题。

成功之处：

1、复旧引新，沟通前后知识间的联系。课始出示：把下面各
数省略万后面的尾数，求出它们的近似
数986413356286521490088，目的是让学生温故而知新，减少
学习中的盲目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联系生活实际，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结合主题图，创
设了同学们测身高的生活情境，自然的引入新课，使学生看
到小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巩固环节，让学生说出把盛
维维的`身高1.584米精确到分米、厘米。这样把学习求一个
小数的近似数的知识还原与生活，应用与生活。

3、深刻体会保留保留几位小数的含义。通过学习，使学生体
会到保留一位小数就是精确到十分位；保留两位小数就是精
确到百分位；保留整数就是精确到个位。

4、重点比较，保留整数的1和保留一位小数1.0的区别。通过
在数轴上的取值范围，使学生体会到保留整数1的取值范围
在0.5~1.4，保留一位小数的1.0的取值范围在0.95~1.04，保
留整数的1和保留一位小数1.0虽然大小相等，但是精确度不
一样，保留的小数位数越多，就越接近准确值，也就更精确。

不足之处：



1、练习时间有点少。

2、个别辅导不够。

小数积的近似数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之前，学生已经掌握了四舍五入求一个数的近似数。从
上学期学生的各个项目反馈来看，掌握得还是比较乐观。而
小数的知识刚刚习得，为此本堂课对于大部分学生新知识的
理解，我个人觉得难度不是很大。所以本堂课，我把教学重
心放在学生对于理解求小数近似数的三种表述，如何根据要
求表述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以及在表示近似数时小数末尾
的0不能随便改动。

课堂上，将1.666……怎样表示更恰当。学生呈现了2元，1.7
元,因为在之前的练习中我们已经接触了给物体正确标价.当
学生提出这样的观点的时候,立刻引起其他学生意见,这样的
表示不够合理,当以元为单位时,应该是两位小数.故,马上有
学生想到改为1.70元.我顺势板书1.70元.看者这个数字底下
学生议论纷纷,心急的学生脱口而出:“这个1.70怎么来的?”
我们继续倾听学生自己的理解.在表达的过程,学生自己也 意
识到了错误所在,同学们也明白了错误根源.此时我提出,“以
元为单位,小数部分保留了几位？”“省略的是哪一位后面的
尾数，”“是舍还是进，看哪一位？”这连续的三个问题，
帮助学生整理思考的过程。同时也连接了“保留两位小
数”“省略百分位后面的尾数”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回顾
四舍五入方法。

掌握了保留方法之后，再引导学生区分在求近似数时1.0和1
之间的不同之处。学生自己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在
生生交流中明确近似数中的0不能随意去掉。

最后讨论取值范围。



整堂课前奏非常顺利，学生看似一下子就能掌握基本方法，
顺利完成任务。但是总感觉学生的上课热情不高，时常观察
到学生懒散地坐着，思绪也肆意放飞，心不在焉。课堂节奏
绵软无力。可见课堂的趣味性有待提高。

小数积的近似数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的内容是在学生学习了求整数的近似数的基础上进行
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用四舍五入法求小数的近似数。

成功之处：

1、复旧引新，沟通前后知识间的联系。课始出示：把下面各
数省略万后面的尾数，求出它们的近似数9864***490088，目
的是让学生温故而知新，减少学习中的盲目性，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

2、联系生活实际，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结合主题图，创
设了邻居家的孩子“小豆豆”测身高的生活情境，自然的引
入新课，使学生看到小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巩固环节，
让学生说出把4、85元精确到元、精确到角分别是多少钱，这
样把学习的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的知识还原与生活，应用与
生活。

3、深刻体会保留保留几位小数的含义。通过学习，使学生体
会到保留一位小数就是精确到十分位；保留两位小数就是精
确到百分位；保留整数就是精确到十分位。

不足之处：

1、学生对于保留整数就是看十分位上的数是否满5，但对于
精确到十分位就是保留整数的逆向理解有些困难。

2、对于典型题中形如9、956保留整数、保留一位小数，学生



还是存在不知如何进位的问题。

小数积的近似数教学反思篇五

这节课是在学生学习了求整数的近似数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
目的是让学生学会用“四舍五入法”求小数的近似数。

在学习之前，我先让学生复习了求整数的近似数的方
法——“四舍五入法”，在求小数近似数的过程中，重点把
握了三个教学重难点，即：理解保留几位小数；精确到什么
位；省略什么位后面的尾数这些要求的含义；表示近似数的
时候，小数末尾的0必须保留，不能去掉；连续进位的问题。

在创设情境环节，结合教科书的主题图，创设了邻居家的孩
子小豆豆测身高的生活情境，自然的引入新课，使学生看到
小数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在求小数近似数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理解保留几位小数的含
义。保留一位小数就是精确到十分位，省略十分位后面的`尾
数；保留两位小数就是精确到百分位，省略百分位后面的尾
数。这个环节我是让学生看书自学的，在讲完第一个小
题0.984≈0.98后，我让学生比较了求小数近似数的方法与求
整数近似数的方法，使学生很快明确了求小数的近似数要把
尾数部分舍去；在教学完0.984≈1.0后,让学生讨论0能不能
舍去，使学生明确了0如果舍去了，小数部分没有数字就没有
保留到十分位；在教学0.984保留整数时，也让学生讨论了小
数部分要不要加0。最后引导学生总结出求小数近似数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