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数学九的乘法口诀解决问
题教学反思(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二年级数学九的乘法口诀解决问题教学反思篇一

在教学本课之前，我安排了这样的预习作业：将左右两边相
等的算式用线连起来（共五组），我故意安排了两组不相等
的，居然大部分同学都上当了，说明他们对乘法分配律的认
识仅仅停留在表面，没有认识到其实质。

在教学例题时我特别加强了“分别乘”的指导，不但结合实
例让学生明白为何要分别乘再相加，而且用一些形象的箭头
让学生感受分别乘的过程；而在学生探究了例题和试一试后，
让他们通过比较，体会在利用乘法分配律进行简便计算时要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有时合起来乘容易，有时分别乘更容易，
要灵活运用。

但是，今天的.课堂作业让我十分失望，我本以为“分别乘”
的指导比较到位，但还是有一些同学出现15×
（20+3）=15×20+3这样的错误，并且有两名学生在解决实际
问题中列出了（18+22）×15的算式后，还将它用乘法分配律
展开计算，结果计算错误百出，如何让学生灵活地运用所学
的知识，我还得进一步地学习研究。

二年级数学九的乘法口诀解决问题教学反思篇二

教师经常要借助数、形结合的教学方法来着力揭示知识的内



在含义和知识之间实质性的联系，使之易于理解和记忆，并
在潜移默化中开拓学生思维。本节课的探究环节，在解决“3
个方阵一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学生列出四个算
式：8×10×3=240（人）、10×3×8=240（人）
和8×3×10=240（人）、8×（10×3）=240（人），学生列
的连乘算式到底什么意思呢？我让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使学生清楚的明白每一个数表示的意思，让学生用综合法思
路来分析数量关系，有利于学生找出不同的中间问题，透彻
地理解每一个算式背后的含义，得出正确的解法，理解两种
解法所表示的不同数量关系，明确两种解题方法的区别，便
于学生掌握分析和解答的方法。从数到形再到数，帮助学生
建构起相应的数学模型。通过一系列的数形转换，使学生对
于用连乘解决问题的数学模型有了相当透彻的理解。在帮阿
姨算“一共有多少个鸡蛋？”练习中，通过对鸡蛋图的理解，
学生能明白的说出各个算式的相应含义，同时通过对鸡蛋图
的变化来打开学生的思维，对于三年级孩子来说，数形的结
合是相当必要的，可以通过形象思维这个中间环节提高学生
抽象思维的能力，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加深学生对某些抽
象关系的理解；还可以指导学生在实践中分析和解决问题，
从而使数学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在课堂中，呈现了不同的说的方式，个别说、小组讨论说、
跟着同学一起说，给了学生充足的时间与空间。让每个学生
通过说展现思维过程，表达自己的想法。重视引导学生有条
理的思考问题，不失时机地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形成
解题思路，每列出一个算式，就要求学生说出：“求的是什
么？怎么想的？”，最大程度的培养全体学生数学语言的完
整性。

教学过程中，我不断地引导和鼓励，使学生逐步形成从多角
度去观察问题的习惯，让学生从不同的方面去解决问题，让
不同层次的学生学到自己喜欢的思维方式。



二年级数学九的乘法口诀解决问题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时的内容是8的乘法口诀。这部分内容是在学生掌握乘法
意义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是学习编写口诀的开端，其地位
尤为重要；通过让学生从生活实际出发，特别在编制8的乘法
口诀过程中，让学生的个体探索与同桌合作有机结合，调动
全体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的创造精神、合作能力及合
作意识。再联系乘法的意义，从加法算式到乘法算式，最后
编写乘法口诀；编写乘法口诀的教学，属于学习法则的课型，
学 生运用学习法则的思维模式，归纳编写乘法口诀的方法。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定为：

1、让学生经历编写8的乘法口诀的过程，进一步理解乘法的
意义。

2、掌握乘法8的乘法口诀，提高运用乘法解决实际问题目的
能力。

3、在整理乘法口诀以及其他一些练习中让学生逐步发现一些
简单规律，初步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推理的能力。

教 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行之有效的教法是取得良
好教学效果的保证。根据教材及学生的特点，我主要采用直
观性、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二年级学生主要依 赖于直观性的
教具进行思维，所以我想到摆小棒，通过摆自己喜欢的图形，
让学生理解1个8、2个8，从而理解乘法的的含义。本课我遵
循了直观性、知识性 相结合的教学原则，在教学中采取扶半
扶半放放的教学方式，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
双主活动体系。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 一半。新课导入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
是一堂课成功的起点。我创设了让学生摆自己喜欢的图形的
情景，学生根据自己摆的图形说出乘法算式，来引出课题《8



的 乘法口诀》。激发了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为探求新知创
下良好的开端。在探索8的乘法口诀时我让学生摆小棒，通过
摆图形，让学生理解1个8、2个8，从 而理解乘法的的含义。

首先，第一个层次是51 15的乘法口诀，老师编给学生看。第
二个层次是编82 28的乘法口诀，采用半扶半放的形式，师指
导学生编口诀。第三个层次是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两人一
组学生自己编口诀。第四个层次是让学生观察口诀，发现 乘
法口诀的规律。这样由扶到放，逐步让学生探究新知。教师
始终处于客体地位，把学生推到主体地位。教师只在关键处
启发、点拨，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 和空间，让学生积极主动
参与知识的全过程，领悟到知识的真谛。同时，在由扶到放
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学生的认识规律：由具体到抽象，由感
性到理性。 使学生在编乘法口诀的过程中，初步培养学生学
习能力，积累学习情感，享受成功的喜悦。

二年级数学九的乘法口诀解决问题教学反思篇四

《7的乘法口诀》教学反思由于学生已经具有学习2至6的乘法
口诀的基础，对于口诀的意义以及编写，已经有了初步的认
识，但7的乘法口句数较多，记忆不太容易。本节课我从小兔
的几封来信，引出各个环节，通过上课情况来看，学生对本
节课还是挺喜欢的。

1、主动探究，编制口诀学生已经学过了1到6的口诀，已经知
道了口诀的一些特点，如小数在前面，大数在后面，还有积
的一些变化规律。还有的学生已经抢先背了起来。所以我放
手让学生自己编口诀。然后指名反馈。在检验学生的口诀时
渗透两个乘法算式、用加法计算等一些基本知识。再引导学
生观察这些口诀，找一找口诀的规律。

2、利用故事、游戏记忆口诀。

通过西游记中孙悟空“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七七四



十九天，炼成了火眼金睛。在取经路上和猪八戒、沙僧一起
保护师傅，遇到妖魔鬼怪，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金箍棒就
打的故事让学生记住“七七四十九、三七二十一”两句口诀。
又通过大转盘和对口令两个游戏让学生愉快的记忆乘法口诀。

3、多种形式练习

4、对口诀的记忆如果单纯的依靠读、背，肯定会引起学生的
反感，学生学得也比较累。所以我设计了多种形式的练习。
如写一写、说一说，读一读等环节让学生保持浓厚的兴致。
通过本次讲课，我有一些进步，也有一些反思。进步的地方
是教学环节设置新颖有趣、环环相扣，值得反思的地方是：
没有充分把握学生的掌握情况，比如没有给学生自己记忆的
时间；没有及时发现课堂上的一些小细节，比如没有及时制
止有学生嘲笑回答问题出现错误的学生，没有规范板书；对
学生的评价语太少。

教学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进步的事情，而我
貌似对这些有点忽略。从这学期开始我才对这方面重视，真
的很懊悔，耽误了这么多的闲暇时光。不要和别人比，要和
昨天的自己去比，让自己一天天的进步吧！

二年级数学九的乘法口诀解决问题教学反思篇五

二年级数学上册《5的乘法口诀》教学反思《5的乘法口诀》
这部分内容是在是在学生初步认识了乘法的基础上学习的,这
节课是学生编写乘法口诀的开端，由于前面知识的学习，学
生初步掌握了求＂几个几＂列乘法算式的方法。在教学过程
中，根据教材及学生的特点，我主要采用直观性、启发式的
教学方法。让学生参加编口诀的活动，体会编口诀的方法，
逐步学会编乘法口诀，在编写口诀的过程中知道一些探索知
识的方法，提高学习数学的能力和积极性。通过上节课的学
习，学生已经掌握了乘法的意义，并会把加数相同的加法运
算转换为乘法算式，这些基础为本节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但是由于《5的乘法口诀》是编制乘法口诀的第一课时，学生
对口诀还不是很了解，需要多加引导。这节课根据课程标准
的要求“结合具体情境，体会乘法运算的意义”， “能熟练
口算表内乘法”，我设计了三个学习目标：

1、通过经历5的乘法口诀的编制过程，了解乘法口诀的来源
和意义，知道编制口诀的方法。

2、熟记5的乘法口诀，并能熟练运用口诀解决简单的实际问
题。

3、体会学习乘法口诀的意义，感受我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和数
学文化。

学习重点是熟记5的乘法口诀，并能熟练运用口诀解决简单的
实际问题。难点是了解乘法口诀的来源和意义。在教学环节
上，我设计了复习导入、探究5的乘法口诀、识记5的乘法口
诀、巩固应用、课堂小结5个环节。“复习导入”环节，采取
了看图列算式和改写算式，大比拼等活动，旨在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带他们投入本节课的学习之中。在“探究5的乘
法口诀”环节，我利用福娃这一情境图导入，调动孩子们熟
悉的数数经验，然后通过说出几个几列出乘法算式，进而引
出乘法口诀的编制。由于学生第一次接触乘法口诀，因此编
写起来还是有难度的，但是我放手让他们去编，尽管占用了
一段时间，但可以让他们在编写的过程中学会思考，学会探
索，学会合作，体验到学习数学的乐趣。带他们了解乘法口
诀的历史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在识记乘法口诀时，采用
了意义识记、找规律识记、顺背、倒背、对口诀等多种形式，
各环节的设计从易到难，有梯度，符合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
点。在巩固练习环节，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采取了
闯关游戏的方式。我作为一个引导者，在课堂中注意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足之处也有很多：1、对学生的评价语言较单一。2、时间



把握的不够好,前面几个环节用时较长，导致后面巩固练习时
间太短。3、对课堂生成处理得不够好。学生编不出口诀时，
应该引导他们先编出一两个，再让他们去编写，结果就没想
到。4、忽视学生已有经验，太按部就班，缺少思维的跳跃。
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