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党务干部工作总结道客巴巴(通用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运算教学反思篇一

第61至62页例题，试一试，想想做做的第1至5题。

1、使学生经历探索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的过程，理解并
掌握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并能用这两个运算律进行一
些简便运算。

2、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新旧知识间的迁移能力，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灵活选择和应用乘法交换律
和乘法结合律的能力。

3、培养学生积极交流、认真倾听的习惯。

理解并掌握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并能用这两个运算律进
行一些简便运算。

灵活应用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正确计算。

学生猜测，取名字。（板书其中的一些猜测）

你能否找一些实际例子来证明你的观点？

（可以用数字举例，也可以用生活中的例子。）



那找一个例子说明刚才的结论错误的呢？

你们找到反而的例子了吗？你们没找到，老师也没找到，那
么我们到书上找找答案。

自学书本第61。、62页。

说说你们自学后有什么想说的吗？

等式怎么填？

这样填的依据是什么？

在乘法结合律中，等号两边的算式，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你能不能用一句两句话概括一下乘法结合律和乘法交换律？

试一试。

（学生自己练习，请两个学生板演）

1、想想做做第1题。

学生在书上填空，思考各题分别用了什么规律。

集体交流。

2、想想做做第2题。

算一算。

比一比，每组中哪道算式的计算算得快，为什么？

3、想想做做第3题。



4、想想做做第5题。

用不同算式求出苹果

和梨各有多少千克。

学生自己练习，指名板演。

集体交流。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第62想想做做的第4题。

作为一节探索数学的规律课，对于乘法交换律与结合律的教
学，不应仅仅满足于学生理解、掌握乘法交换律与结合律，
会运用乘法交换律与结合律进行一些简便计算，重要的是让
学生经历一个数学学习的过程，在学习中受到科学方法、科
学态度的启蒙教育，这是一个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

本课让学生自己根据加法结合和交换律来寻找乘法运算定律，
通过验证猜想得到并发现了乘法交换律与结合律，从教学素
材的选择上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观，教
师真正在教学设计中把探索权力放给了学生，学生列举算式
例子空间很大，发现验证了这两个规律，体现了“以学生为
本”充分尊重了学生个性，并积极引导学生展开探究，把思
维的空间留给学生，教师基本上是学生探究知识的参谋与协
助者，学生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也节省了教学时间，
这样使我们的课堂教学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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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运算教学反思篇二

第61至62页例题，试一试，想想做做的第1至5题。

１、使学生经历探索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的过程，理解
并掌握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并能用这两个运算律进行
一些简便运算。

２、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新旧知识间的迁移能
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灵活选择和应用乘法交
换律和乘法结合律的能力。

３、培养学生积极交流、认真倾听的习惯。

理解并掌握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并能用这两个运算律进
行一些简便运算。

灵活应用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正确计算。

学生猜测，取名字。（板书其中的一些猜测）

你能否找一些实际例子来证明你的观点？

（可以用数字举例，也可以用生活中的例子。）

那找一个例子说明刚才的结论错误的呢？

你们找到反而的例子了吗？你们没找到，老师也没找到，那
么我们到书上找找答案。



自学书本第61。、62页。

说说你们自学后有什么想说的吗？

等式怎么填？

这样填的依据是什么？

在乘法结合律中，等号两边的算式，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你能不能用一句两句话概括一下乘法结合律和乘法交换律？

试一试。

（学生自己练习，请两个学生板演）

１、想想做做第１题。

学生在书上填空，思考各题分别用了什么规律。

集体交流。

２、想想做做第２题。

算一算。

比一比，每组中哪道算式的计算算得快，为什么？

３、想想做做第3题。

４、想想做做第5题。

用不同算式求出苹果

和梨各有多少千克。



学生自己练习，指名板演。

集体交流。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第62想想做做的第4题。

作为一节探索数学的规律课，对于乘法交换律与结合律的教
学，不应仅仅满足于学生理解、掌握乘法交换律与结合律，
会运用乘法交换律与结合律进行一些简便计算，重要的是让
学生经历一个数学学习的过程，在学习中受到科学方法、科
学态度的启蒙教育，这是一个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

本课让学生自己根据加法结合和交换律来寻找乘法运算定律，
通过验证猜想得到并发现了乘法交换律与结合律，从教学素
材的选择上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观，教
师真正在教学设计中把探索权力放给了学生，学生列举算式
例子空间很大，发现验证了这两个规律，体现了“以学生为
本”充分尊重了学生个性，并积极引导学生展开探究，把思
维的空间留给学生，教师基本上是学生探究知识的参谋与协
助者，学生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也节省了教学时间，
这样使我们的课堂教学更有效。

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运算教学反思篇三

关于计算方法的教学，我始终认为不能只靠老师讲解方法，
还是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达到那种熟练程度，才能使学生
形成数感、形成技巧，才能够运用自如地进行计算和解决问
题。但青版教材在这部分内容的编写上更加注重一些问题的
解决，而对计算的练习编写却比较单薄。

例如对于乘法分配律这部分内容的教学，教材安排了4课时的
教学时间，第一课时学习乘法分配律及课后第1、2题，第二



课时学习运用乘法分配律的计算方法，第三、四课时解决自
主练习中的一些问题。

但在教学运用乘法分配律解决问题时，课本中的例题
是12×105和135×6+65×6，学生接受起来难度不太大，但自
主练习中却出现了48×25.85×199+85.98×34.56×（20-3）
等几种类型，以及由它衍生出来35×99+35.101×83-83等题
目，由于班级里有60多个智力不同、接受能力不等的学生，
所以要想能够熟练地计算就不是一节课两节课能解决的了。

课本中的练习题数量极少，每种类型的题只有一道两道，在
教学中我就针对一种类型的题目出几个同样的题目进行反复
练习，用两节课时间把这几种类型题目的解决方法和学生共
同探究出来以后，就开始进行一些乘法分配律混合题目的练
习，练了两节课后，又把所有的简便计算混合在一起进行试
做，学生一开始颇有点“葫芦搅茄子”的意思，可经过几节
课的练习，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又针对练习题的类型编
了一百多道简便计算的题目，十几道题分成一组当做每天晚
上的作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课堂集中练习和课后的独立作业，
终于把这些简便算法区别开来了。

简便算法学了三个星期，虽然耗费的时间比较多，但看到每
天的作业错误量越来越少，也挺有成就感的。

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运算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在解决，“还剩多少页没有看”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教师可让学生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用自己的
思维方式积极主动地尝试解决问题。不同的学生用不同的方
法解决问题，最后得出三种解法。教师可以让学生在介绍自
己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过程中领悟各种简便计算的方法。在交
流探索中，培养学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简便算法的意识与能
力，力求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喜悦。



在探索简便计算的方法中，让学生将自己的计算方法跟其他
同学的方法进行比较，说说自己解法的优点，缺点，通过不
同解法的比较来认识和选择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有意识的让
学生从实例中体会，“多中选优，择优而用”，也体现了
《新课标中》的算法多样化的要求。

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运算教学反思篇五

问题一：没有对计算结果及时约分，导致出现异分母分数相
加

问题二：虽然及时对结果进行了约分，但对2/1=2的观念却很
淡薄

在讲评作业时，出示12/7+1/5+2/7+1/5集体进行计算，并重
点强调：中间计算结果也要及时进行约分。对于“2/1”这样
的假分数应化成整数“2”。

《数学课程标准解读》有这样一段：作为学生的一般性发展
的数学学习，应该更多的关注学生的情感因素。事实上，健
康的富有活力的学习活动，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
自信以及相反尊重的学习氛围非常有利于学生非智力因素与
智力因素协调发展，有益于健康人格的形成。由此可见，教
学中关注学生情感的重要。

本节课的情景创设的目的是为了激起全班学生的情感共鸣，
通过差生比优生算得块的意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思考发现题目特征，理解简便算法的实
质是“凑整”。教育家赞可夫说“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
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教学法就发挥高
度有效的作用”。对于多数学生而言，课的设计达到了预期
的效果，但是当时我看到优生那哭泣的表情，差生体现出的
荣辱不惊时，我知道对他们我失败了，显然这不是他们的精
神需要。



差生体现出荣辱不惊时我想到了小学数学教育网上讲的一个
意义深刻的故事：一位老教师到市场上买菜，遇到当年他教
育过的一个做小生意发财的学生，正在卖鸡蛋的学生热情地
邀请老师去吃饭，老师说：“卖鸡蛋这样的工作你不觉得难
为情吗？”学生说：“这和当年你教育我的情形相比，我觉
得算不了什么”

这个故事主要讽刺了老师对待差生教育行为，是值得我们反
思的，正如学生比赛赢了也不敢伸张。是啊，我们真的应该
给他们更多的阳光，不仅让他们可以经受挫折，还能正常的
沐浴灿烂的阳光，拥有健康的人格。

从另一个层面看：学生得益最大的竟然是老师的关照，他在
无数次的挫折和打击面前变得坚强，而这种品质将使他终身
受益。所以挫折教育是人生重要的一课，而学习上的一帆风
顺的优生，却很少遭受挫折，所以才会在一次不正规的比赛
中哭泣。有人专门研究过国外的293个著名文艺家的传记，发
现其中有127人在生活中都遭受过重的的挫折。“自古英雄都
是梦，从来纨绔少伟男”的说法，表面有成绩的人大多是有
磨难而成的。孟子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些都表明挫折
教育是儿童成长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对于优生也是如此。

整数加法的运算定律在分数加减法中的.应用，学生已能够理
解和掌握，因此对于这部分知识，教学过程中利用知识的迁
移，合作交流找到规律，使学生解决问题。

1、利用已有知识迁移是学生经常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因此，
在课中，举了大部分的例子让学生发现其中的简便方法，让
学生看明白整数运算定律在分数加减法中同样适用。找到了
题目的简便方法。

2、合作交流，进一步探究运算规律。学生在合作交流中，让
小组内的同学举例子，看哪些分数加减法能用简便方法计算，



所以在在学生试做题时，将获得别人的探究策略和探究成果，
修正和完善自主的探究策略和探究结果。在最后让四人小组
为单位编算式时，让各位学生自主编题，并发现与他人不同
的方法，体现了面向每一位学生的教学理念。在学生展示算
式的过程中，又是展示学生解题方法的过程。

3、但是始终一些题目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难点：

如：5/8-(5/8-1/2)

5/9-3/7+4/9-4/7

17/8-(1/8+3/10)

如何去掉小括号，如何正确的处理加减号的关系，使学生能
够正确的找到简便算法，还需要进一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