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列教学反思整改(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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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数列教学反思整改篇一

分析：直接算肯定不可行，启发学生能否通过通项的特点进
行求解。

[问题生成]：

根据以上例题，观察该例题通项公式的特点。

[教师过渡]：如果{《数列求和》教学设计及反思}是等差数
列,《数列求和》教学设计及反思是等比数列,那么求数列
《数列求和》教学设计及反思的前n项和,可用错位相减法.

教学反思：§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数列教学反思整改篇二

根据上午说课后其他老师的建议，我做了修改：

（一）引入部分简化，斐波那契数列的学习同样也运用了化
难为易的思想，在刘xx老师的授课《斐波那契数列》中多次
提到难易的转化，我们的学生也认真地进行了这节《斐波那
契数列》的学习，给我们的学生试课可以这样引入：

学生回答不上来时，教师指导：100个点连线有点多有点难，
老子说：“天下难事做于易。”我们就从最简单的两个点开
始研究，用数学的思考方法解决点连线的问题。这样的引入
斐波那契数列就不只是欣赏，而是数学思考方法的延续。可
是，不知道其他学校的教师能否重视教材65页的阅读资料
《斐波那契数列》，所以还是没底。

（二）探究过程的连线过程又做了一遍，原来用了四张幻灯
片而且一直一闪而过，感觉有点杂有点多，我修改用一个表
格一张幻灯片呈现，这样就不觉得繁杂。这点怪我有点懒了，
用别人现成的，所以今天又用了半个下午修改了一遍。

数列教学反思整改篇三

《数学新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是数学活动的教学，是
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往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在教学本
节课时，我力求通过创设一个又一个的活动情境引领着孩子
们去体验、去感悟、去经历数学化的过程，使孩子们的思维
火花不断地在课堂中迸发出来。

教学中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通过引导他们开展观察、操作、比较、概括、猜想、推理、



交流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学生初步学会从数学的角度去观察
事物和思考问题，从而产生学习数学的愿望和兴趣。

其次，为学生创设一连串能真正激起学生进行自我探究与发
现问题的情境，如结合百数表、数射线探究：有什么好办法
很快找到一个数的相邻数？你是怎样找与一个数相邻的整十
数的？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去思考。同时，注重开发书上的例
题与习题的功能，结合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让他们在创造
的活动中学数学，培养学生各方面的思维能力，让不同的学
生在学习上有了不同的发展。

我觉得数学认知结构的完善和再发展也是学生数学学习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节课的教学过程，打破了传统教学中新
旧知识的界限，注重了一个整体：新知的探究与旧知的回顾
及整理一起，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的脉络，如教学的重点
（通过+1、—1得到一个数的邻数）结合百数表的知识得以把
握；教学的难点（如何使一个数回到整十数和进到整十数）
通过对数射线知识的巩固得以突破，促进了学生认知的再发
展，建构了数学的知识结构，更为后继两位数加减一位数的
学习奠定基础。

整堂课我有意识地创设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
创设好一个有利于学生探索、发现、创新的教育氛围，把传
统的教师“讲数学”变成了学生“做数学”的活动，学生笑
着学习，增强了学习的自信心。

数列教学反思整改篇四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学太过于重视结论，轻视过程。为了应
付考试，为了使对公式定理应用达到所谓的“熟能生巧”，
教学中不惜花大量的时间采用题海战术来进行强化。在数学
概念公式的教学中往往把学生强化成只会套用公式的解题机
器，这样的.学生面对新问题就束手无策。基于以上认识，在
设计这两节课时，我所考虑的不是简单地复习等差数列求和



公式，而是让学生自己去推导公式。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
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事实上，定义推导过程就是建构知识
模型、形成数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

等差数列是高中数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数列之一。等差数列的
前n项和公式则是等差数列中的一个重要公式。它前承等差数
列的定义，通项公式，后启等比数列的前项和公式。高三最
后复习阶段，可千万要重视课本知识，要注意对课本知识和
例题的挖掘，如果我们能指导学生不满足课本所给的知识，
学会对课本例题的再研究和再探索，那势必会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数列教学反思整改篇五

“数对”这一数学知识对于学生来说比较抽象，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我注意了以下几点。

1、本节课的教学是先从认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开始的。认识
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是认识那是第一列的基础，也是学生经常
发生混淆的地方。

2、本节课又通过让学生看军营情境图激起学生的好奇心，通
过说出小强的位置，唤起了学生对已有的用“第几组第几
个”或“第几排第几个”的知识来确定位置的经验，帮助学
生找到新旧知识的连接点。呢?这样就使学生产生了学习新方
法的内在需要，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学习新知的积极性。

3、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经历由实物图到方格图的抽象过程，渗透
“数形结合”的思想，发展空间观念。

4、在教学中我应用了小组讨论的方法。在解决本节课的重点
难点的时候，我并没有直接告诉学生现成的答案，而是引导
学生经历了一个探索问题的过程。通过学生小组内的谈论，
学生找到了许多中简单表示第3列第2行方法。通过学生的讨



论汇报，我适时引导从而使学生认识了数对表示方法的科学
性、准确性和简洁性。

5、在整个教学设计中我始终坚持了“数学知识从实际中来、
到实际中去”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