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辨认方位教学反思总结(汇总5篇)
总结是对某种工作实施结果的总鉴定和总结论，是对以往工
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辨认方位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这一节课是一堂让学生体验感知的课例，让学生以已有的知
识为基础，进一步在学生的头脑中建立一个正确的'方位坐标。
并鼓励学生通过某一物体来感知不同的方向以及用这些方位
词描述身边熟悉的东西的位置。在现实的活动情境中让学生
充分地探索、体验、辨认。

结合方向位置在生活中的表现和反映，培养了学生用数学知
识解决问题的意识。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学生在数学学
习中获得成功的喜悦。这节课最大的特点是：这四个方向是
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中自主探索获得的。教师为学生只是
提供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让学生亲自进行观察、猜测、
讨论、交流。让学生结合具体情境给定的一个方向，能辨认
其余的七个方向，并能用这些词描述物体所在的位置，体现
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辨认方位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这一节课是一堂让学生体验感知的课例，让学生以已有的知
识为基础，进一步在学生的头脑中建立一个正确的方位坐标。
并鼓励学生通过某一物体来感知不同的方向以及用这些方位
词描述身边熟悉的东西的位置。在现实的活动情境中让学生
充分地探索、体验、辨认。

结合方向位置在生活中的表现和反映，培养了学生用数学知
识解决问题的意识。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学生在数学学



习中获得成功的喜悦。这节课最大的特点是：这四个方向是
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中自主探索获得的。教师为学生只是
提供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让学生亲自进行观察、猜测、
讨论、交流。让学生结合具体情境给定的一个方向，能辨认
其余的七个方向，并能用这些词描述物体所在的位置，体现
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辨认方位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本次教学是我初为班主任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上课前我深
入研究教材，教法，并虚心向本学年的教师请教。形成了较
合理的教学设计，在练学生这块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在做第
二个游戏时，如果发动全班一起做就会有更好的练习效果，
课后我又练了一次：

师：请杨鲁滨同学东边的同学起立。 (学生开始东张西望、
有的很快起立，有的起立后又马上坐下，教室里喊声四起。)

师：在他南边的同学起立，在他西边的同学起立，在他北边
的同学起立。

师：在他东南边的同学请你冲他招招手，在他东北边的同学
请你冲他拍拍手，在他西南边的同学请你冲他伸伸手，在他
西北边的同学请你冲他拍拍肩。 (学生每次刚开始都是很乱，
渐渐调整后就都能做对了。)

师：再来一次!请郑佳欣同学东边的同学起立…… (学生再次
经历思考、判断、调整、修正的过程。)

师：玩了两次，你发现了什么数学问题?或者你有什么不明白
的地方?(学生沉默)

师：为什么同样是张知行，一会说他在郑佳欣的东边，一会
又说他在杨鲁滨的西边呢?



生1：我们刚才搞错了吧?

生2：我知道了!因为张知行在郑佳欣的右边，在杨鲁滨的左
边。

生3：因为我们每一次的中心不同，第一次是以郑佳欣为中心，
第二次是以杨鲁滨为中心，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因此，我想我要精讲、多练上下功夫，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
收获更实用的知识!

辨认方位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今天要上的第三单元方向与路线的第一课《辨认方向》，主
要是认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四个方向，考虑到上册
《辨认方向》的东、西、南、北这四个方向学生的掌握情况
并不理想，在备课之前我仔细阅读了教参和课本，还上网看
了一些优秀的教学设计。上完课，从学生的作业反馈情况来
看学生掌握的相对比较理想。纵观这节课有以下几个亮点。

本课是在学生学会辨认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基础上，进
一步学习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活动内容与学
生的生活密切联系。不仅要求学生能在平面图上认方向，还
要求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本课的活动主题图是一幅学生
很熟悉的生活主题图，当中以学校为中心，先让学生说说学
校的东面、南面、西面、北面都有些什么主要的建筑物，学
生一看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找得到的`，都很有兴趣，立刻说出
了东面有邮局、南面是商场、西面是医院、北面是体育馆。
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想一想：动物园在什么方向，然后紧
紧抓住学生这份好奇心，设疑引思，如：图书馆在学校的哪
一面？少年宫在学校的哪一面？电影院在学校的哪一面？用
这些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作为实例，引导学生利用已经学
过的旧知识并结合生活经验来探索新知识，掌握新本领。所
有教学环节都是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环境出发，使他们有机会



从周围熟悉的事物中学习数学、理解数学，体会到数学就在
身边，感受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

低年级的学生尽管具备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但他们对于周遭
的各种事物、现象有着很强的好奇心。我就紧紧抓住孩子们
这份好奇心，结合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创设情境。设疑求新，
用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作为实例，引导学生利用已经学过
的旧知识并结合生活经验来探索新知识，掌握新本领。通过
让学生说一说、找一找、认一认等活动，让学生在自主探索
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和技能，获得数学
经验。

制作方向板，让学生在做一做中巩固了本节课所学习的知识，
坐在座位上说说自己把各方向的同学是谁也是学生很感兴趣
的。以及各种跟方向有关的小游戏都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
让学生在玩中学。

辨认方位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本次教学是我初为班主任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上课前我深
入研究教材，教法，并虚心向本学年的教师请教。形成了较
合理的教学设计，在练学生这块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在做第
二个游戏时，如果发动全班一起做就会有更好的练习效果，
课后我又练了一次：

师：请杨鲁滨同学东边的同学起立。 (学生开始东张西望、
有的很快起立，有的起立后又马上坐下，教室里喊声四起。)

师：在他南边的同学起立，在他西边的同学起立，在他北边
的同学起立。

师：在他东南边的同学请你冲他招招手，在他东北边的同学
请你冲他拍拍手，在他西南边的同学请你冲他伸伸手，在他
西北边的同学请你冲他拍拍肩。 (学生每次刚开始都是很乱，



渐渐调整后就都能做对了。)

师：再来一次!请郑佳欣同学东边的同学起立…… (学生再次
经历思考、判断、调整、修正的过程。)

师：玩了两次，你发现了什么数学问题?或者你有什么不明白
的地方?(学生沉默)

师：为什么同样是张知行，一会说他在郑佳欣的东边，一会
又说他在杨鲁滨的西边呢?

生1：我们刚才搞错了吧?

生2：我知道了!因为张知行在郑佳欣的右边，在杨鲁滨的左
边。

生3：因为我们每一次的中心不同，第一次是以郑佳欣为中心，
第二次是以杨鲁滨为中心，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因此，我想我要精讲、多练上下功夫，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
收获更实用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