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数学认识日历教学反思(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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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数学认识日历教学反思篇一

天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从前面两
个课时的课情况来看，我发现刚进入四年级的学生已经对天
气有了初步认识。但是他们还不清楚天气的基本特征，不知
从那些方面描述天气，比如当我每堂课开始时提问他们“今
天天气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往往回答 “今天很热，有
风”等等。而不知道针对天气变化和天气特征来进行描述。
对此问题我比较头疼，虽然尽力去纠正他们，但效果却不是
特别明显。我仔细看了教材，发现只有让学生了解云量、降
雨量、气温、风向和风速等天气特征，才能正确描述出天气
特征，并且意识到天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提高关心天气的
意识。所以制作“天气日历”会使得他们的学习兴趣更加浓
厚。

学习中，天气特征中云量和降水量的分类比较明确。虽然用
小红旗来表示风速，但学生对风速和风向的了解还是不够深
入。在制作天气日历的过程中，知道用天气符号来表示天气
现象，但天气日历的构成不能很快的掌握。

气温是要用柱形图单独来记录的，四年级学生对柱形图能够
完全的掌握，看气温变化曲形图能够正确画出柱形图。

高了学生的思维，，培养动手能力，让学生真实感受天气是
在不断地改变着的。



随着以后的学习，风速、风向，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降水
量的多少步步提高，逐渐补充。

大班数学认识日历教学反思篇二

课堂上我给幼儿出示的是一本台历，所以我结合台历的特点，
首先引导幼儿认识一年有12个月及月份之间的排列顺序。我
告诉幼儿，翻过封皮后是一张一张的日历，每一张表示一个
月，一年有多少个月，日历就有多少张，我通过翻阅日历和
幼儿一起点数的'方法，让幼儿知道一年有12个月，同时让幼
儿观察出一年开始的那一个月是1月，一年最后的一个月是12
月。接着，引导幼儿观察认识日历上表示月份的数字，通过
老师任意翻阅，让幼儿练习辨认出是几月。

让幼儿认识一个月有31天或30天。我启发幼儿："日历上的数
字是表示日期的，如2就表示今天是2号，最后一个数字是表
示这个月一共有多少天"，我任意翻出几张日历，请幼儿练习
和判断，说这个月有多少天。老师引导幼儿发现有的是30天
或31天，最后我按顺序翻阅日历，请幼儿说出这个月的天数
并记录在统计图上，重点引导幼儿通过观察老师的记录，找
出哪几个月是30天，哪几个月是31天，幼儿在老师的引导下
发现2月份的天数最少，有28天，我告诉幼儿2月份是闰月。

几个字是表示星期的，告诉幼儿星期日用红色表示，星期一、
二、三、四、五、六是用黑色的字表示等,丰富幼儿对日历的
了解。

大班数学认识日历教学反思篇三

初步认识。但是他们还不清楚天气的基本特征，不知从那些
方面描述天气，当问及“今天天气怎么样？”的时候，他们
往往回答“秋天来了”“今天好冷”等等。通过学习学生知
道了用云量、降雨量、气温、风向和风速等天气特征描述天
气，并且意识到天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提高关心天气的意



识。由此开始“天气日历”的学习，使得他们的兴趣更加浓
厚。

通过天气符号的认识和学习，让学生具体去制作天气日历表。
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平均温度、东南风、西北风、无风、
微风、大风、小风、0级、1级、2级、小雨、中雨、大雨、晴
天、多云、阴天等术语及天气符号反映在天气日历表中，并
根据日历表统计一季度、一个月、一周的天气情况，以后分析
“天气日历表”搜集到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对天气情况
进行解释，让学生了解天气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哪些影响,我
们该如何去做，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去。只是学生能
否持之以恒地进行观察并记录，还有待于老师的督促指导。

大班数学认识日历教学反思篇四

天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从前面两
个课时的课情况来看，我发现刚进入四年级的学生已经对天
气有了初步认识。但是他们还不清楚天气的基本特征，不知
从那些方面描述天气，比如当我每堂课开始时提问他们“今
天天气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往往回答“今天很热，有
风”等等。而不知道针对天气变化和天气特征来进行描述。
对此问题我比较头疼，虽然尽力去纠正他们，但效果却不是
特别明显。我仔细看了教材，发现只有让学生了解云量、降
雨量、气温、风向和风速等天气特征，才能正确描述出天气
特征，并且意识到天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提高关心天气的
意识。所以制作“天气日历”会使得他们的学习兴趣更加浓
厚。

学习中，天气特征中云量和降水量的分类比较明确。虽然用
小红旗来表示风速，但学生对风速和风向的了解还是不够深
入。在制作天气日历的过程中，知道用天气符号来表示天气
现象，但天气日历的构成不能很快的'掌握。

气温是要用柱形图单独来记录的，四年级学生对柱形图能够



完全的掌握，看气温变化曲形图能够正确画出柱形图。

高了学生的思维，，培养动手能力，让学生真实感受天气是
在不断地改变着的。

随着以后的学习，风速、风向，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降水
量的多少步步提高，逐渐补充。

大班数学认识日历教学反思篇五

“天气日历”是记录天气现象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通过
教师的指导，让学生像气象学家那样观察和记录每天的天气，
通过相当一段时间地观察记录，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的认识天气，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

当学生基本掌握了怎样观察天气，怎样用天气符号记录，天
气日历的作用等有关操作层面的内容后，引导学生讨论，今
后怎样记录好我们的天气日历，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学
生的主体意识强烈，乐于参与这项具有科学意义的观察记录
活动，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通过讨论，全班60名同学2人一组，刚好30组，可以持续记录
一个月。两名同学一人负责气温的观察和记录，另一人负责
观察记录其他的内容，教师为他们准备了“我们的天气日
历”和“我们的日期气温表”两份表格，供学生记录用，从
课堂学生的表现看，他们的情绪还是十分高涨的。

我想，我们并不是为了记录而记录，因为这是一项持续观察
的科学活动，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教科书所规定的
学习内容，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耐心的、较长时间的观察事
物的发展与变化，因为有价值的科学发现绝不可能只是一两
次简单的观察，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几十年如一日观察物候，
记录各种植物花开花落的日期，持续24年，发现了太阳黑子
活动与植物之间的联系，它充分说明，观察不是一件轻松愉



快的事，要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必须付出艰苦的、单调的、
重复的工作，而这一切，必须从小开始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