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真分数与假分数教学反思教师(优
秀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真分数与假分数教学反思教师篇一

昨天，市教研室来我校调研，有幸请张平老师指点了一节数
学课：《真分数和假分数》。听了张平老师的点评，有如下
启示：

学生在前一阶段所认识的分数都是分子比分母小的分数，而
且这些分数表示的都是一个数量中的一部分和这个数量的关
系。本节课上，学生需要认识分子与分母相等及分子比分母
大的分数，以及真分数和假分数的概念。教材上的例2是利用
学生对分数意义和分数单位的`已有认识，通过涂色，先后引
出对4∕4和5∕4的认识。教学时，我按照教材的编写意图，
按部就班的引导学生认识。出示了分数“5∕4”后，我问学
生：“这里把什么看作了单位‘1’？”学生一致认为是“把
两个圆看作单位‘1’”。其实，这样的回答是我在设计教学
时就已经预料到的，于是我开始引导：如果是把两个圆看作
单位“1”，一共平均分成了几份？取了几份？用分数表示是
多少？5／8和5∕4一样吗？再想想应该把什么看作单位“1”？
学生：“两个圆！”尽管前面有例题的明示“把一个圆看作
单位‘1’”，尽管我作了引导，可学生还是坚持他们的想法。
无奈，我只得重新再引导一遍。

课后，张平老师的方法给了我启发：在让学生涂色表示5／4
时，先只出示一个圆让学生说单位“1”、涂色，学生肯定会
说不够，由此再出示第二个圆，即再出示一个单位“1”，合
起来是两个单位“1”，两个圆是两个单位“1”，而不是一



个单位“1”。有了这样的铺垫引导，学生就有了深刻的理解。

另外，张平老师还提到一节课练习的设计要设计好，要注意
层次等。听了张平老师的点评及建议，我深深体会到，每节
课前，都要认真钻研教材，要精心设计好每一个教学细节，
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在一定程度上，课堂是由无数个细
节组成的。细节是一种长期潜心的准备，细节是可以挖掘、
预设的，我们教师要善于把握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细节，从
小事入手，以小见大，进而创造出有效、精彩的课堂。

真分数与假分数教学反思教师篇二

“分数的意义”是在学生已对分数有了初步的认识的基础上，
教材安排的一次理论上的概括。它不仅是前面所学知识的归
纳、总结，更是对分数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进一步体会分数意义中
“平均分”、“分几份”、“取几份”的含义，这比枯燥的
死记硬背条文要有趣的多，印象也深刻的多。同样，在分与
折中，学生初步感知了分数意义在解决有关实际问题的(转载
于:真分数和假分数教学反思应用价值，这对学生的后续学习
具有重要意义。

1.在练习上淡化语言描述，强调概念本质。在练习中没有反
复的描述，但学生在折一折、分一分、说一说等数学活动中，
已经深刻的领会到了分数的本质意义，并且掌握的更加灵活。

2.由单一为丰富，变枯燥为形象。通过分数与图形的结合、
分数与整数的对应、分数在实际中的应用，形成了分数的意
义表象，沟通了概念之间的联系，强化了实际应用在数学概
念学习中的作用。练习也变得富有吸引力了。

3.练习突出学生的创造性。以往的练习设计，问题封闭、答
案唯一、缺乏灵活性。在这里注意到了问题的开放性、挑战



性，最后一道题目，需要学生思维的参与，每一道题目，不
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答，让学生充分体验思维的力量，享
受创造的快乐！教学中，学生不时有精彩呈现。

数学练习在数学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在“分数的意
义”这一课中设计的联系生活练习，能有效的解决了学生对
分数意义的掌握过于抽象、枯燥、难懂的困难，使学生在有
趣、富有思考性的练习中，从更高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分数。

真分数与假分数教学反思教师篇三

xx省xx市实验小学的xx老师执教一课，朱老师提出要“帮助
学生理解真分数和假分数的意义，准确把握真分数和假分数
的本质特征”。课前朱老师做出这样的思考：“学生怎样才
算真正理解了真分数和假分数的意义？首先要结合具体的情
境，让学生经历假分数的形成过程，感受并认同假分数产生
和存在的合理性。其次，从学习基础分析，当学生面对一个
真分数时，已经能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并用自己的方
式作出解释。比如，可以从部分与整体（一个物体或一个群
体）的层面进行解读，也可以理解为两个量之间的一种关系，
即一个量相当于另一个量的几分之几。我认为，只有当学生
看到一个假分数时，能利用已有的经验从不同的维度去解读
它，对它的理解程度能与真分数等同了，才算真正实现了假
分数意义的构建。”

教学片断：

师：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出四分之一吗？

学生个性化画图。

教师和学生从四分之一开始，每一次增加一个分数单位，学
生很自然也很顺利地完成。



师：看着这5个分数，你有觉得谁最特殊呢？

生：四分之五。因为分子比分母还要大。

师：还有谁比较特殊呢？

生：四分之四。分子和分母一样大。

师：像这样子分子大于分母或者分子等于分母的分数，叫做
假分数。

笔者在课堂巡视时看到了大多数的学生都会选择比4小或者等
于4的数，并能正确画图表示.

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分数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即“学生认
识到假分数在形式上与真分数是不一样的，但其实质都是分
数单位累加的结果。”

真分数与假分数教学反思教师篇四

这一课教学是在学生学习了分数的意义、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比较分数的大小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新课程标准》强
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
方式。研究性学习作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学习方式愈
来愈受到重视。所以在设计真分数和假分数这一课时，我力
图把研究带入学习之中，让学生在学习中进行研究，在研究
中学到知识、发展能力。

分数教学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分数的意义，一个是
分数的单位。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了这两个概念，学习
分数就可以举一反三，因此在教学真分数和假分数时，我首
先帮助学生从分数意义上理解和掌握新课的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我首先通过让学生叙述自己表示出的分数、



分数的意义，回答分数的分数单位及有几个这样的分数分数
单位等内容，为学生学习真分数和假分数奠定基础。

其次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作用。启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合作
探究；然后依据真分数和假分数的分类，引导学生在已经掌
握的分数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观察、比较、抽象、概括，从
特殊到一般，理解并掌握真分数、假分数的概念，自己得出
应用的判断和结论。

最后通过观察数轴上各点所表示的分数，引导学生将真分数
和假分数与1作比较，使学生从直观上清晰地认识到真分数小
于1，假分数等于或大于1的特征，进一步理解了真分数和假
分数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真分数与假分数教学反思教师篇五

本节课的设计，是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背景出发，提供
给学生自主探索的机会，让他们经历知识形成的过程，真正
理解和掌握了数学的知识、思想和方法，同时获得广泛的数
学活动经验，促进了学生的发展。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在学生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中，大胆放手，引导学生自主探索，
突出知识的形成过程，使学生对新知识沿着理解、掌握、熟
练的过程不断前进，从而获得最佳教学效果。

真分数和假分数的概念很重要，但概念的数学不能给学生死
记硬背，教师如果创设一种动手操作的情境，把分数的意义、
分数单位、分数的'组成这些知识综合蕴含其中，既为真假分
数的概念的理解埋下伏笔，也对学生的自主学习十分有利。

真分数与假分数教学反思教师篇六

xx省xx市实验小学的xx老师执教一课，朱老师提出要“帮助



学生理解真分数和假分数的意义，准确把握真分数和假分数
的本质特征”。课前朱老师做出这样的思考：“学生怎样才
算真正理解了真分数和假分数的意义？首先要结合具体的情
境，让学生经历假分数的形成过程，感受并认同假分数产生
和存在的合理性。其次，从学习基础分析，当学生面对一个
真分数时，已经能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并用自己的方
式作出解释。比如，可以从部分与整体（一个物体或一个群
体）的层面进行解读，也可以理解为两个量之间的一种关系，
即一个量相当于另一个量的几分之几。我认为，只有当学生
看到一个假分数时，能利用已有的经验从不同的维度去解读
它，对它的理解程度能与真分数等同了，才算真正实现了假
分数意义的构建。”

教学片断：

师：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出四分之一吗？

学生个性化画图。

教师和学生从四分之一开始，每一次增加一个分数单位，学
生很自然也很顺利地完成。

师：看着这5个分数，你有觉得谁最特殊呢？

生：四分之五。因为分子比分母还要大。

师：还有谁比较特殊呢？

生：四分之四。分子和分母一样大。

师：像这样子分子大于分母或者分子等于分母的分数，叫做
假分数。

笔者在课堂巡视时看到了大多数的学生都会选择比4小或者等



于4的数，并能正确画图表示.

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分数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即“学生认
识到假分数在形式上与真分数是不一样的，但其实质都是分
数单位累加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