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物体的分类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
一年级数学分类的教学反思(模板5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
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物体的分类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我上了一节“扇形统计图”，课后有如下反思：

成功之举

1、激发学生思维，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

课上我是通过提问发散性问题来激活学生思维。如：“从这
幅图中你能想到什么”学生回答五花八门，多是肤浅的问题，
但参与面很广。接着第二次提问：“从这幅图中你还能想到
什么”学生的回答转向一些具体问题。如：“我们一般用圆
表示--------。用扇形表示---------，扇形的大小表
示——”等等。

2、促成情感目标的落实

如提问：“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公民你应该怎样去做。”从而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

败笔之处

1、有些题目讲的太快部分学生没有跟上，特别是第七张幻灯
片中计算扇形b表示的人数和c表示公顷数时讲的不透彻。



2、没有掌握好时间，整节课前松后紧，以至于有点拖堂。

数学一年级下册分类教学反思

物体的分类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在教学“分类”这一节课时，教师可以从学生熟悉的商场切
题，让学生谈一谈在商场都看到了什么，那里的东西是如何
摆放的。学生回答都是把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从而引出分
类的概念。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把自己面前的商品进
行分类，并给自己组的“柜台”命名。

任务明确后，至于学生在操作时如何分工，如何将商品进行
分类，可由学生自己来决定，教师只是活动的组织者、参与
者和引导者。

通过“分类”的具体研究，让学生体验数学和日常生活的密
切联系，同时培养学生[此文转于]的.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尽管在处理分类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差”或
走“弯路”，但这对于学生的发展而言是有益的，因为是学
生自己尝试的结果，在他们的亲身经历中获取的知识，更能
启迪学生的思维，发展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课堂教学中应给学生提供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把实
践活动贯穿教学的始终。

物体的分类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通过课前对孩子们的了解，我发现由于幼儿园的学习和平常
生活经验的积累，学生已有一定的'分类能力。有学生能明确
地知道树叶既可以按颜色分，还可以按形状分。想想做做第5
题，有点孩子说按戴帽子和不戴帽子分，有的孩子说按穿衣
服的颜色分，有的说按头发的颜色分，有点说按男生女生分，
还有的说按有没有拿滑板分，学生的思维很活跃。



一、但这节课中通过学生的练习反馈，也让我看到了一些问
题，如：

1、学生容易出现漏分和重复分的现象。

2、个别学生分类标准不固定，同一题一会按颜色分，一分按
形状分。

3、学生说分类标准时，能感知标准，但不能用语言表达标准。

二、针对问题，我思考如下对策：

1、教会学生每次按一类逐个去找，只记一个目标。

2、提醒学生按颜色不同分，就不要去看形状，讲清怎么固定
分类标准。

3、加强说的训练，同桌互说，力求每个孩子都能完成说标准
的过程。

物体的分类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老师讲解基本的分类，让学生切身体会出分类与标准之间的
关系，标准不同分类的方法也不同，通过帮妈妈来整理衣服，
体会出分类的标准如何来制定，但是在出现将上衣裤子的标
准分类的时候不是很顺畅，分析出原因可能是由于在平时的
时候，在家里分衣物的时候，很少出现将上衣和下衣分开的
习惯，是不是在出示标准的时候不要一定等到出现这个标准
的时候再往下，可以引导着学生先说按季节分或者其他的方
法按颜色，之后学生的思维被打开后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方法
和标准，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比较亲切和蔼，知识点的讲解十
分到位，张老师按照的课的设计一步一步的进行的`十分扎实。
小学生的在刚进入学校的情况下，老师并没有运用更多的时
间来培养学生的上课习惯，反而在上课的时候学生表现出的



状态十分令人羡慕，分析原因可能是与教师的及时评价和及
时奖励分不开的，时刻将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教师的身
上，这点是本课的亮点之一。

物体的分类一年级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分类”这一数学思想在生活中普遍应用，但低年级学生没
有接触到。但把它归纳成数学知识，对学生来说比较抽象，
不易掌握。整节课我以游戏情节贯穿始终，向学生提供了数
学活动的机会，引导学生在这个情境中自己开动脑筋，利用
自己的知识经验，在探索中去发现，明确探索的方向，从而
调动思维的积极性，掌握分类的方法。并在理解的基础上，
运用这个方法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在培养学生探索精神的
同时，让学生感悟出数学来源于生活，并应用于生活。

学生自主学习就是学生对所开展的学习活动有自觉的意识和
反应，并在学习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本节课我的
问题是开放的，目标是明确的，思维是发散的，操作是自由
的`，结论是待定的，学生始终是积极主动的，其思维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被深化。这一节课上下来，我觉得比较成
功，学生真正“动”起来，思维“活”起来。开放式的教学
让学生在“玩”中学知识，在“悟”中明方法，在“操作”
中自主探究。学生学得主动，学得轻松，感受到了学习的快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