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安全教育教案 五年级数学旅游费用
教学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旅游安全教育教案篇一

这节课的重点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较经济的方案。难点是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多种方案结合的方式，达到最优化方
案。让学生通过学习，能初步运用数学方法找出最经济、最
优惠的购票方案。

在引入课题时，联系生活，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先问学生
去过哪些地方玩？从现实出发，需要关心些什么问题呢？让
学生自己去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说要关心游玩的路线，有
的说要关心安全问题，有的说要关心票价问题，有的说关心
费用问题。最后表扬学生：看来同学们对于旅游要注意哪些
事情，考虑得很全面。今天我们就选择其中的费用问题进行
研究。

在“自主探索，解决问题”这个环节，刚开始课件呈现长城
旅行社推出的两种优惠方案，有两个旅游团要去欢乐谷游玩，
选择哪种方案买票省钱？先让学生猜测，究竟哪种方案买票
省钱？在把学生分成两个大组，分别为两个旅游团选择方案
（两组比赛，看谁做得又快又准确）。让学生动笔算算，验
证他们的猜想是否正确。然后，请学生说出哪种方案买票省
钱？他们是怎样解决的？最后请两个学生在黑板上做题，再
集体订正（注意书写的规范）。先让学生猜测，，这个环节
设置疑问，究竟他们自己的猜测对不对呢？引起他们往下探
究的热情，验证是否正确。比赛看谁做得最快，激励学生的



斗志，让他们下意识的去认真做题。板演，可以从学生解题
中，找出一些问题，再集体订正，效果更好！最后，提出一
个疑问：同样是旅游，为什么两个旅游团选择的方案不一样
呢？让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最后再总结，要结合具体的情
境，选择不同的策略解决问题。

出示：如果有6个大人，3个小孩，又该怎样买票省钱呢？让
学生动笔算算，然后让他们说出自己是怎样解决的？学生只
会单独考虑a、b方案，觉得按b方案买票省钱。引导学生综合
两种方案进行考虑，选出最优化、最经济的方案。小结：让
学生说说，是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先算出a方案需
要多少钱？再算出b方案需要多少钱，然后进行比较，选出较
省钱的方案。）在小结时：老师自己的讲解太多，其实应该
是让学生慢慢自己说出来的，老师只在必要时做些简单的引
导。最后，让学生完成课本60页练一练第一题，请学生在黑
板上做题，再集体订正。

我认为这节课很成功，几乎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出最省钱的方
案，他们对于组合方案理解的也比较轻松。

旅游安全教育教案篇二

新课程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
堂的主权还给学生，提倡探究式学习。引导和鼓励学生独立
思考，体验解决问题的过程。逐步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方法。教师的地位由原来的课堂包揽者变成现在的引导者、
点播者。教师要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基
本地理事实、概念和技能，增强地理的学习能力，形成正确
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

的确现在的教育教学观，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
生的智能，但是在教学中，教师要给学生创造这样的空间。
学生的超乎寻常的想法会使你大吃一惊，你会感到自己的确
不如学生了。前天上了一节课《西南边陲的特色旅游区——



西双版纳》给了我这样的启示，西双版纳是驰名中外的旅游
胜地，原因是它旅游资源丰富（如动、植物资源，以及民族
风情多姿多彩）。其次是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与东南亚的
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接壤，易于发展边境旅游业，致使
旅游业成为西双版纳的支柱产业，但进年来，西双版纳旅游
业的发展呈下滑趋势，我设计一个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是一
位西双版纳旅游社的业务员，你怎样结合下滑因素为西双版
纳的旅游业出谋划策呢？学生展开讨论，2分中后学生纷纷举
手回答，有的同学说：“把相对分散的旅游景点合并成一个
大的旅游公司，有计划的去实施、发展”。有的同学
说：“要加大环保力度，做文明旅游者”。三班的陈亮亮的
发言最精彩，他说：“让西双版纳的人员到其它国家去考察
学习，把他们各国旅游方面的精华都带到西双版纳，再把这
些精华融会在一起。发展一些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我想旅
游的人一定会很多。”他的话语刚落，掌声四溢，多么具有
想象力呀，我说：“你现在好好学习，武装自己，长大后，
用自己聪慧的头脑，去建设西双版纳的旅游事业吧。”

案例分析

在地理教学中，恰当地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争论，
让学生感想、感说，不受约束地思考，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
去“标新立异”、“异想天开”，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的
思维和创新能力，给课堂教学注入生机。课堂上正是这种百
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争论，点燃了学生智慧的火花，课堂气
氛无疑是热烈而活跃，更重要的是学生发散性思维得以向广
度和深度发展。教师在组织学生争论的过程中，要很好地发
挥主导作用，学生因原有认知基本相同，所以思想基本是在
同一层面，要想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就需要教师把自己较
深入的观点抛出，作为争论的“铺路石”。另外还要及时了
解、掌握和纠正学生在争论过程中出现的知识错误、疑惑区，
引导学生走出争论误区，做到爱护而不排斥=帮助而不责难、
说明而不压服、启发而不包办。



我想不给学生创造思维的空间，学生智慧的火花就不会燃起
来，国家的创新人才就会埋没在教师的手下。同行们，为了
学生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建设，还学生课堂主动权，多给学
生创造思维的空间吧！

旅游安全教育教案篇三

新课程理念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
身经历从实际问题抽象出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应用的过程”。
没有生活的数学是没有魅力的数学，数学教学必须走进学生
的生活，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和感兴趣的事物出发，为他们提
供参与机会，通过好的情境去启迪他们的智慧，使他们体会
到数学就在身边，对数学产生一种亲切感。本课我从学生喜
欢的旅游开始，谈谈浦江的旅游景点，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
积极性，对数学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这节课的问题大多来自
学生自己，老师在教学活动中全身心地关注学生活动的进展
和情绪的变化，倾听他们的心声，作为伙伴的角色与他们一
起活动，引导学生变换角度思考问题。注重提倡学生思维的
开放性和创造性，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用自己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当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时，都能给予充分
的肯定，让学生体会成功的喜悦。各小组说出的方案，体现
了策略的多样性，在一次次的肯定中，学生得到激励，进而
产生更强的学习动机。

这节课中我不仅让学生研究购票的方法，还引导学生发现其
中的一些规律，总结数学思考的方法，形成边思边学的学习
习惯。

旅游安全教育教案篇四

第一次教学《旅游费用》这一课时，我只安排了解决旅游购
票这一个数学问题。教学设计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让学生探
讨购票方案中的一个规律“大人多时选b方案，小孩多时选a
方案”和探讨这一规律的相应的练习中。一节课上完了总感



觉教学的内容不多教学的效率也较低，而且学生的习方式单
一，没有激发起学生对这一内容的学习兴趣。

经过认真的反思，我认为主要是对教材的解读出现了问题，
没有把握好教学的目标。旅游费用这一课教学的最终目标应
该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建立解决问题的模型，即在生活中遇到
像这样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时的主要方法首先是通过计算出
各种方案所需的价钱，然后再对各种价钱进行比较选择较经
济实惠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应该创设多
种问题情境让学生通过多次解决这一类数学问题体会到解决
的关键，掌握解决这一类问题的策略。教学设计时把大多的
时间放在探讨“大人多时选b方案，小孩多时选a方案”这一
规律虽然也能培养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学
生去旅游的人数基本上是固定的，而且各种优惠方案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在教学过程中探讨“大人多时选b方案，小孩多
时选a方案”这一规律我认为确实是没有这样的必要性。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第二次教学时删减了探讨购票方案中的
规律“大人多时选b方案，小孩多时选a方案”这一环节，只
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选择两种不同方案的例子进行比较点出
这一规律。接着让学生探讨租车、租船费用的数学问题。这
样与第一次教学相比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内容，同
时也拓展了学生思维的空间，整个教学过程也变得更有利于
达到让学生建立解决旅游费用中的数学问题模型这一教学目
标上。

旅游安全教育教案篇五

《旅游费用》教学反思五年级上册《旅游费用》一课，我在
课前认真了解学生的学情，现有的生活经验以及已经掌握的
数学知识，一方面要让学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初步运用数
学方法找出最经济、最优惠的购票方案，又要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体现数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服务于生活。



1、充分联系生活，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新课程理念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身
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出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应用的过程。没
有生活的数学是没有魅力的数学。数学教学必须走进学生的
生活，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和感兴趣的事物出发，为他们提供
参与机会，通过好的情境去启迪他们的智慧，才能使他们体
会到数学就在身边，对数学产生一种亲切感。本节课我创设
了旅游的情境，让孩子们帮助旅游者买票的问题展开，培养
了学生用数学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事物，学习有用的数学。

2、努力提高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促使学生多角度多
方位地创造性思维。

一百个孩子就有一百种想法，每个学生的想法都是那么的振
振有词。教师要做个好向导，引导学生深入进行细致全面的
思考。这节课的问题大多来自学生自己，我在教学活动中全
身心地关注学生活动的进展和情绪的变化，倾听他们的心声，
作为伙伴与他们一起活动，引导学生变换角度思考问题。注
重提倡学生思维的开放性和创造性，鼓励学生根据自己体验，
用自己的方法来发现、创造。当学生提出解决的方案时，都
能给充分的肯定，让学生体会成功的喜悦。各小组发表的方
案，体现了策略的多样性，在一次次的肯定中，学生得到激
励，进而产生更强的学习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