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师大版三年级长方形的周长教学反
思(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北师大版三年级长方形的周长教学反思篇一

整节课我教学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体现了新课标的教学理
念。我觉得这节课突出以下几点：

1、新课标指出：

数学课程要重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把现代技术作为学生学
习和解决问题的强有力的工具。在教学中，我利用多媒体铺
助教学，发挥其新颖直观的优势，为了突破理解概念周长这
一重点，运用电脑演示一周的总长度就是一个图形的周长。
在怎样了解长方形的周长最优化方法时，我也借助电脑直观
演示过程，让学生突破这一难点。

2、根据第低级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知识特征，在教
学中我采用故事引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使学生全心投入到学习中。

3、改变传统的教师一味的教，学生听的教学形式，在课堂教
学中，学生是认识的主体、发现的主体、实践的主体，教育
学家波利正指出：学习任何新知识的最佳途径是学生自己发
现，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内在规律和联系。
，教师只是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新课标指出：
合作交流与积极探索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培养学生的合
作交流的能力和探索的意识是数学教学的基本要求。美国一



所大学的墙上写着：我听到的，我就忘了，我看到的，我就
记得了，我做过的，我就理解了。在理解长方形的周长的最
优化公式时，我给学生提供充分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分工每
个学生都参与学习，并小组讨论计算方法总结，全班交流、
汇报后，才得出长方形的周长的最优化公式。

4、新课标指出：数学课程要重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把现代
技术作为学生学习和解决问题的强有力的工具。在教学中，
我利用多媒体铺助教学，发挥其新颖直观的优势，为了突破
理解概念周长这一重点，运用电脑演示一周的总长度就是一
个图形的周长。在怎样了解长方形的周长最优化方法时，我
也借助电脑直观演示过程，让学生突破这一难点。

5、课堂气氛活跃，师生关系融洽，教学中，我为学生创设了
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我始终以商量的语气与学生交谈，把
自己当作一位引导者、组织者、合作者与学生处于朋友关系、
平等状态。由于有这样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所以课堂气氛
活跃，学生主动学，乐意学。

6、有机地渗透情感教育，经过一系列教与学，我提出：小白
兔与乌龟新的长跑比赛结果怎样呢？让学生猜一猜，通过猜，
让学生懂得了：骄傲必定失败，坚持就是胜利，失败一次并
不可怕，关键是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从而激活了学生的
思维，也是对学生进行了教育。

综观整节课，教师和学生都是在一种宽松、平等的氛围中一
起学习，学生乐于学，每个学生都在学习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体现了‘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这一理念。

北师大版三年级长方形的周长教学反思篇二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觉得基本上达到了课前预设的教学目
标，可能有以下几点：



图形周长的意义是同学已有的认知基础，更是长方形、正方
形周长计算方法的核心，只有抓住这个核心，引导同学从周
长意义动身，去反思、解释，才干形成科学的知识结构。如：
同学在交流周长计算方法时，注意引导同学围绕周长意义来
进行辨析，从而掌握计算方法。再如：第二个练习，当多数
同学出现4＋7＋2＋3=16这种方法之后，和时引导同学借助周
长意义来发现问题。这样，通过以上活动，协助同学理解掌
握了周长的计算方法，同学不只知道怎样计算，还知道为什
么这样算。从而形成牢固知识结构。

本节课，注意在关键地方创设问题。如：“仔细观察情境图，
图中都有哪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数学问题吗？”
这是知识的生长点；“要求给长方形花坛安上护栏，需要先
求什么？”这是知识的转折点，为学习新知奠定了基础。和
时协助同学分析问题。再如：出现（4＋8）×2这种方法时，
引导同学说出括号里要求的是什么？在重点处协助同学理解
方法。再如：“猜猜看，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12厘米，用两
个这样的长方形拼成一个大长方形，它的周长是多少厘
米？”在同学思维容易混淆的地方，创设问题，激发同学认
知抵触。引发同学探究学习的兴趣。最后一题“你能根据今
天学习的长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求出它的周长吗？”在同学
思维受阻的地方创设问题，为同学思维指明了方向。正因为
能在关键处创设问题，能激发同学学习兴趣，同学学习比较
投入，为同学学习方法奠定基础。

本节课，在引导同学发现问题、理解问题的基础上，注意先
让同学独立考虑，在同学有了想法的基础上再引导同学进行
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教师注意引导、点拨，协助同学理解
计算方法，思维发生碰撞。如：探索周长计算方法时，先让
同学独立考虑，当同学有了想法，和时交流，再借助周长意
义来判断理解掌握方法。再如：练习一，先猜一猜，找准问
题，然后验证，找到答案，再解释原因。“为什么拼成大长
方形后周长是20厘米，而不是24厘米呢？你是怎样想的？”
同学发现，这两个宽已经不是拼成的大长方形的周长了。发



展了同学的思维。正因为有了同学独立考虑，同学才有言可
发，正因为有了教师的点拨，同学认识才比较到位。

如：练习一，问题一从先求一个小长方形的周长入手，再验
证，最后通过拼生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的对比，发现减少的
越多，剩下的越少，反之减少的越少，剩下的越多，渗透一
种函数思想。再如：练习二，是一道发散思维题，是一个一
题多解和多题一解。一题多解巩固了周长的计算方法，同时
发散同学的思维；后面多题一解，发展同学概括能力，同时
体会转化思想。

北师大版三年级长方形的周长教学反思篇三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是认识的主体，发现的主体，实践的主
体。教育家波利亚指出：学习任何新知的最佳途径是由学生
自己去发现，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内在规
律和联系。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积极为学生创设主动学习的机会，提供尝试探索的空间，使
学生乐于、善于自主学习，能主动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思
考问题，寻求解决途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经
常进行合作学习训练，使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点激烈交锋，
在磨擦碰撞中闪耀出智慧的'火花，实现知识的学习、互补和
再创造。

纵观本课，从周长概念的归纳，到长方形、正方形周长的计
算方法及公式的探究归纳，再到课末的汇报小结，每个环节
都是学生个体自主参与、合作探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学生
寻求答案、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新知、理解运用
的过程，而教师自始至终只是充当着引导者、组织者的角色，
引导学生们去探究知识。这样的教学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教学效益，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探索精神与合作
意识。

最后不但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掌握，而且关注了学生的学习



过程，关注了学生的情感，还把课堂中学到的知识延伸到生
活中，体现了生活中处处有数学的理念。

北师大版三年级长方形的周长教学反思篇四

和云同感，在计算长方形的周长时，学生基本出现的是：方
法一：长x2+宽x2；方法二：（长+宽）x2。在这两种方法中，
需不需要优化？想想还是需要优化的，因为（长+宽）x2这种
方法对于以后逆向思考的题目作用非常大。比如已知周长，
求长和宽，就需要这种方法作基础。那么在优化的时候，如
何进行优化呢？怎样优化才能水到渠成？还是没有很好的方
法。

课中我让学生通过用手势表示（长+宽）x2，使学生理解（长+
宽）是一份，长方形的周长有这样的两份。加深学生对这种
算法的理解。

在学生得出长方形的周长=（长+宽）x2或长x2+宽x2后，进行
了几道的尝试练习，我觉得需要进行小结。问：为什么求长
方形的周长要用上面的方法去做呢？目的想要使学生体会到
长方形的周长就是求四条边的和，所以不管是怎样的长方形，
都可以这样去求周长。但是学生的回答却是：长和长一样，
宽和宽一样。却不能回到我的设计意图上，课中自己就去引
学生思考这个方面。那么问题该怎么问呢？这样问是否可行。

北师大版三年级长方形的周长教学反思篇五

一、填空。

1.数学书的封面长21厘米，宽15厘米，周长是()厘米。

2.长方形的周长是48厘米，长是14厘米，宽是多少厘米?

3.把一个长为11厘米，宽6厘米的长方形分成一个正方形和一



个长方形，小长方形的长是()厘米，宽()厘米，周长是()厘
米。小正方形的`周长是()。

4.两个完全一样的长方形，长是8厘米宽是4厘米，拼成一个
图形，不重叠，可以拼成一个()形，它的周长是();也可以拼
成一个()形，它的周长是()厘米。

二、选择。

1.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36分米，长12分米，宽是()分米。

a.24b.18c.6

2.一个正方形周长是48米，边长是()米。

a.12b.24c.42

3.用24个边长1厘米的正方形，可以拼成()种不同的长方形。

a.2b.3c.4

4.有边长1厘米的正方形若干个，应选用()个才可以拼成一个
最大的正方形。

a.8b.16c.64

5.小明沿着操场跑了4圈，用了5分钟，已知小明每分钟跑160
米，那么操场的周长应是()米。

a.640b.32c.200

三、解决问题。

2.用90厘米长的铁丝做一个边长是14厘米的正方形框子，还



剩多少厘米?

3.一根绳子长128厘米，把它围成一个正方形，它的边长是多
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