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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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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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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减的简便计算》是一节计算课，为了有效地让学生*思考，
自己探索不同算法，并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或适合自身特点的
计算方法。我在教学时：

1、创设学生喜欢和熟悉的情境，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问题情
境中感受知识的形成过程，在解决生活问题中理解连减的`简
便计算，体验解决问题的多样化。

2、通过设计游戏练习：看看哪种方法更简便？让学生在对比
中明白：哪种方法简便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数据的特点，
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简便计算，符合学生的思维发展。

3、在解决过程实际问题中掌握学习方法：例如，举例验*、
用顺口溜、口诀或打比方的方法帮助理解记忆等。

综上所述其成效，但本堂课仍存不足之处：

1、在简便计算中，学生对减法*质的逆向运用掌握不理想，
需加强指导练习。从而灵活的掌握计算方法，提高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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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认识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教师应激
发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向学生提供从数学活动的机会，
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小组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
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
学活动经验。

在教学时，学生对于“一个数连续除以两个数”，可以用这
个数除以这两个数的积较难理解。但是，由于我给学生建立
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通过分小木棒的活动，感悟出分的
两种方法，然后再探索分小木棒，让学生计算、讨论，得出
简便计算方法。

让学生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小组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
的重要方式。

学生从动手分小木棒，自主探索分小木棒，经过小组合作交
流得出两种方法计算12÷3÷2，和12÷(3×2)，列出的算式
不相同,我及时把握这个契机，对第1、2种方法进行重点讲解，
并进行比较，得出简便计算方法。其实，这两种方法，体现
了学生思维方式的多样化，从各个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学生的潜力是无穷的，出现两种算法后，我让学生把分步式
列成综合算式，从而建立起这堂课的数学模
型：12÷3÷2=12÷（3×2）=2为后面的变式，灵活、合理地
进行除法的简便运算打下扎实的基础。

当我提问，用哪些方法比较简便，学生出现争论的情况时，
我出示例3题让学生讨论，学生通过讨论做数学，体会到到底
哪些方法比较简便。这个念头当时我被教材所束缚了，不敢
打破导学设计，而是按原来的导学设计，出示测评训练题。
这样就失去了一次让学生评判的机会，如果当时把后面简便
计算的练习题提上来，通过计算，孰优孰劣，一感便知。

因此，在课堂教学时，我们要敢于摆脱教材的束缚，根据学
生出现的情况，适时地调整导学案，更好地为课堂导学服务。



让学生学得快，学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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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的内容是在学习减法性质的基础上教学的.。学生不仅
知道了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可以减去两个数的和，还知
道减法简便计算其数学模型。

1.沟通新旧知识间的联系，搭建学生学习的脚手架。通过口
算和运算定律的复习，使学生对于新知的学习，不感觉困难，
而是通过推想，得出除法的性质:一个数连续除以两个数，可
以除以两个数的积。

1.小组合作学习设计的比重不够，小组成员在学习中的交流、
讨论做的不多。

2.在拓展“一个数除以一个两位数，可改成连续除以两个一
位数，计算比较简便”时对学生的引导不够详细。没能拓展
学生的思维。

3.部分学生对于特殊数的简便计算还存在计算错误。

1.注重对课堂节奏的把握，掌握好讲与练的时间，做到习题
精而少，有针对性。

2.注重教师课堂教学语言表达的准确性，鼓励性评价语言应
真实、准确、精彩。

3.注重对习题的变换练习，全面而缜密的设计练习题，形式
应多样化。

小学简便运算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数的运算教学看似简单，其实很不容易。从表面上理解，给



你一道现成的数目算题了，只要算算就完成了。可既使是六
年级的学生在做数的运算题时还会有相当多的学生不能正确
答题，或者运算的速度不快。这是为什么呢？数的运算教学
连贯性比较强，如果10以内的加减没教（学）好，多位数加
减法就很难学会；表内乘法口诀不会背，怎能做多位数的乘
除法呢？因此说，教好学生学好10以内的加法，背熟乘法口
诀，是学好数的运算的基础。

《简便运算复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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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减法的运算性质是本课的难点。教学时，我通过现实情
境，引导学生充分理解三种不同算法之间的内在联系，结合
具体情境使学生初步认知“总页数—昨天看的页数—今天的
页数=总页数—（昨天看的页数+今天看的页数）”以及“总
页数—昨天的页数—今天的页数=总页数—今天看的页数—昨
天看的页数”，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对三个算式的观察、比较，
引导学生归纳概括出减法的运算定律。这样的设计，遵循
了“由具体到一般”的认知规律，降低了学生对运算性质的



认知难度。

在归纳出减法的运算性质之后，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三种算
法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总结提炼出
根据不同数据特征选择简便算法的具体方法，然后通过针对
性练习，使学生学会合理灵活地选择算法进行简便计算，有
助于培养学生简便运算意识，提高运算能力。

连减时，通常存在三种不同的算法，即依次减去两个数，或
者减去这两个数的和，或者先减去第二个数再减去第一个数。
至于哪种方法更简便，要看具体的数据特点。因此，引导学
生根据数据的特征合理选择算法对培养学生简便运算的能力
尤为重要。教学时，我通过引导学生对三种算法进行比较分
析，总结出各种算法所适用的数据的特征，然后通过针对性
的练习，使学生学会灵活地选择简便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