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广角推理的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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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广角推理的教学反思篇一

二年级简单的推理是学生以后学习数学推理、分析问题的基
础，因此，这个内容显得很重要，既是对学生已有知识的进
一步提升，又是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好的基础做准备。这节课
有优点，也有不足的地方，使我产生以下几点想法。

1、采用游戏引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适合学生的年龄要
求。

2、教学设计采取层层推进，由两个事物，知其一个推出另一
个的，到三个事物的推理，在教学中善于制造矛盾，让学生
产生知识的冲突，继而引导学生进行推理。

3、练习设计的比较好，练习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始终让学
生保持好的精神状态。

4、板书设计好，设计简单明了。

1、激励的手段还不够多样。

2、引导学生说得不够清晰。

3、对问题的预设准备不充分

课还有许多地方要改进，但这是一节成功的课，只要不断改
进，课会上得更出色。



数学广角推理的教学反思篇二

基于多媒体网络技术下的“问题—探究”教学模式正是借助
多媒体网络资源，给学生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主题任务来驱动
教学；让学生在一个个典型的信息处理任务的驱动下展开学
习活动，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烙饼”是一节渗透统筹优化思想的数学课，它通过简单的
优化问题渗透简单的优化思想。在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我以“烙饼”为主题，以数学思想方法的学习为主线，围绕
怎样烙饼，才能尽快吃上饼？展开教学，设计了烙1张、2张、
3张----单张，双张饼的探究过程。以烙3张饼作为教学突破
点，形成从多种方案中寻找最佳方案的意识，为学生提供独
立思考、动手操作、合作探究、展示交流的时间和空间。学
生利用手中小圆片代替饼，经历了从提出数学问题——解决
数学问题——发现数学规律——建构数学模型的过程，整节
课根据不同的教学环节我渗透了以下理念：

《课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的数学学习内容应当是现实的，
有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如，课前我让学生明确要求以圆
形纸片替代饼，与家人或小伙伴进行烙饼活动。这一环节让
学生参与到知识的生成过程中来，在操作中感知，在实践中
升华。并且，这一环节，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从学生的
生活经验和原有的知识出发，创设了生动，现实的情境让学
生在兴趣盎然的活动中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数学时时
为我们生活服务，从而让学生更好的学习数学。

上课了，我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展示、再全班
交流，这一环节实现了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它
既是生生之间的互动也是师生之间的互动。水尝水华相荡乃
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通过相互交流取长补
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知体系，形成条理化，规律化的知识
结构。



爱因斯坦说“比宇宙更辽阔的是什么？是相象力。”在数学
教学中我们应该解放学生的头脑，让他们敢于向老师、向书
本、向权威质疑挑战，鼓励他们标新立异，肯定他们的想象，
例如本节课有位学生提出：“如果一次能烙3张饼、4张饼或
更多的饼呢？”我鼓励说：这个问题提的真好！请同学们利
用课余时间研究一下它有什么规律吧。

数学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探究知识的形
成过程，它不仅仅是承载数学知识的地方，它更是学生全面
发展的场所，教师只有不断加强学习，不断提升专业技能，
才能给学生一个创新的课堂，一个发展的课堂。

数学广角推理的教学反思篇三

师：新学期开始班里来了一对双胞胎兄弟，哥哥叫大壮，弟
弟叫小壮，（出示图片）你能分出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么？为
什么？（学生可能回答不能，因为他们长的一模一样）

1、做出判断

师：现在其中的一个说：“我不是哥哥。”现在你能指出谁
是哥哥，谁是弟弟吗？

2、说明理由

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班内汇报。

3、小结

师：（小结同学们推理的过程）刚才同学们根据双胞胎兄弟
中一人的话，判断出了谁是哥哥，谁是弟弟。这就是我们今
天要学习的简单推理（板书课题）。



4、找气球

学生判断并说明理由。

1、可以在完成课本101页的第3、4题的基础上完成下列有趣
的题目。

2、这三组影子分别是哪组积木的投影？请连线，并说明为什
么？

3、红圈中的积木和哪块积木拼合，才能成为一个和左图一样
的正方体？

今天这节课有意思吗？为什么呀？你有什么收获？

教学目标

1．使学生通过观察、猜测、实验等活动，找出最简单的事物
的排列数和组合数。

2．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分析及推理能力。

3．初步培养学生有顺序地、全面地思考问题的意识。

数学广角推理的教学反思篇四

《数学广角》是人教版版小学数学实验教材三年级上册的内
容,教材中的主情境是“配衣服”，通过这一情境活动的逐步
深入，训练学生有序思考能力，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
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识。

1、放手让学生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小组的交流。学生在
完成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学生没有困难，只有极
个别的学生有一些困难，在小组交流和全班交流的时候也解



决了此问题。

2、运用方法，引申练习。教学中，我先让学生独立完成，然
后进行小组的交流和全班反馈，重点让学生说从配餐的知识
迁移到走路有一些困难，但在小组交流和全班交流的时候也
解决了此问题，特别学生在实物投影仪前展示自己是怎么走
路的时候都是都非常有顺序的。

总之，这节课我先从学生身边的情景出发，通过问题引导学
生积极思考，注意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拉近了数学与学生
的距离。让学生感受生活中处处都有数学，教学中，我注意
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紧密联系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为学生提供探索的空间，
给学生创设更多动手实践的机会，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实验、
操作等方式进行自主探索，在探索中发现数学、感悟数学和
体验数学，大大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重视学生学习的过程，积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给学生创
设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氛围，学生积极的参与研究与学
习，教师注意走进学生，和学生一起去探究、交流，在学生
有疑问的时候，帮助学生排除障碍。

3、重视学生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通过比较、分
析，使学生的思维明晰化、条理化。

数学广角推理的教学反思篇五

本单元主要的教学内容是简单的排列与组合。简单的排列组
合学生在一年级时就已经掌握了。

而对1、2、3三个数字排列成几个两位数，不少学生通过平时
的.奥数辅导都能做到不重复、不遗漏地排列。针对这些实际
情况，我在教学中重点偏重于让学生说一说有序排列、巧妙



组合的理由，体会到有顺序、全面思考问题的好处。并在设计
“摆数”、“握手”这些活动时难度再稍微提升些，尽量做
到让每个学生都能有事可做。在教学中，我能根据学生的年
龄特点在设计教案时灵活处理教材，不拘泥于教材，积极创
设学生感兴趣的情景引入新课，引起学生的共鸣。整节课以
在数学广角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为主线展开教学，以明明和
同学们一起参观为线索，设计了“密码锁”、“密码
门”、“握手游戏”、“穿衣搭配”、“乒乓球比赛”等一
系列活动。

以帮东东开密码锁的方法来进行数的排列教学，使学生在充
满兴趣的情感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摆数活动，让学生在体验
中感受，在活动操作中成功，在交流中找到方法，在学习中
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