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数学克和千克的认识教学
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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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数学克和千克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一

本次口语交际和写话是本组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组
教学的延伸，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将本组课文所学到的'知识和
能力进行迁移，培养他们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

口语交际和写话的内容比较广泛，既可以谈自己生活中的感
受，也可以谈自己想象的故事。因此，教学中我着力拓宽学
生的思路，广开言路，允许学生既可以就某一方面内容来谈，
也可以把几方面内容综合起来谈。把说话落实到笔头上，做
到会说、能写，扎实地落实说和写的教学目标。同时，用故
事会的形式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性。采用
多种多样的课堂形式，使学生感受课堂的趣味性，使语文学
习更加生动有趣。

本节课需要注意的是，在练习写话之后，可以引导学生交换
看，让学生学习别人写话的优点。教师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情
况，就学生写话中存在的共同问题给予指导，对有进步的学
生给予鼓励。

二年级数学克和千克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二

“富”这个字是上下结构，我发现学生写这个字时不容易写
好，最容易丢掉中间的“横”，是因为字的结构不容易掌握。
如何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把“富”这个字写得正确匀称美



观呢！于是在教学这个字之前，我出示“富”下半部分的象
形，像一个大肚子的罐子，古代用罐子装东西，谁家的罐子
多就象征这家富裕。学生通过观察，记忆了字形，一下就看
出中间的“横”就象罐子的盖子，不能丢掉，这样轻松的记
忆了字形。

接着我问学生如何写好“富”这个字呢？我又让学生仔细观
察，他们知道了中间的“横”要稍短点，宝盖头要盖住下半
部分，然后我又出示了“富”字的比例图框，并范写
了“富”字，最后让学生临写、练写“富”。

由此可见，教者不光靠自己去传授知识，更主要的是引导学
生去发现知识学习知识，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在学字识字
的过程中，使学生逐步去感悟字的间架要怎样摆，通过造字
方法，从而把握字的规律，能够独立地把字写好用好，这才
是科学有效的方法。

创设良好的语文教学情境，有时可以达到“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低年级的学生注意力不稳定，不持久，
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常受兴趣和情绪支配。但他们平均每
天都要认识十几个字，而识字教学本身又很枯燥无味及抽象。
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新课时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精心设
计教学创设一定的情境，把理性的传授与声、色、形等融为
一体，使机械、呆板的教学内容变得妙趣横生、赏心悦目。
这样，既可以增强教师的语言感染力，又可以唤起学生的情
感和想象，形成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这节课我创设超市采购的情景，将学生带入情景中，
调动学生主体参与的意识。新课之前我说：老师也想在超市
买些菜，想不想帮老师挑一挑？看看老师列的清单，我想买
什么？自然的引出生字词，通过帮超市的工作人员把蔬菜放
到架子上，练习用“有……有……还有……”口语表达，有
层次，有步骤地逐层深入，符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年龄特点。

我想，要让学生全身心、轻负担投入学习，乐于学习，真正



成为学习的主人，其关键就在于教师是如何引导。创设情境，
有了兴趣，就有了探索和追求知识的动力。在以后的教学中
我还要深入挖掘教材，不断培养学生识字的兴趣。

二年级数学克和千克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三

学生们了解到，真实的物体与影子之间的相同与不同画法，
也了解了应该怎样画影子，解决了本课重难点。倒影真是太
美了，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怀。学生的作品形式多样，
有的'画动物，有的画景物。学生的设计构思都较以前有了很
大突破。

二年级数学克和千克的认识教学反思篇四

本单元是学习“7-9”的乘法口诀，在教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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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开火车，幸
运转转转，读儿歌，看图列算式，画一画等形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从而有加大了练习量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乘法口诀是学生解决乘法运算的重要钥匙，因此，它的教学
可算得上是乘法计算教学的奠基石，显得尤为重要。《表内
乘法二》是北师版小学数学教科书第七单元的内容，是在学
生学习了2—6的乘法口诀后进行教学的。学生已经学会了2~6
的乘法口诀，表内乘法二与表内乘法一相比数量上要多得多，
难记些。如何记熟这些口诀也给孩子们的学习设置了障碍。
面对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所了解的'现实，教学的侧重点应放在
口诀的理解和记忆上。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发现口
诀中存在的规律，让学生利用“上下句对比记、口算结果”
等方法去巧记。练习形式注重趣味性。

二年级数学克和千克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五

复习旧知，为新知识做铺垫，然后设计了认识除法的教学活



动，组织“分一 分，写一 写、读一读”的学习活动，以及
让学生反复动手操作，多次经历用除法算式表示平均分的 过
程，从而领悟除法的 意义，大部份学生已经能很好的掌握内
容。但是还是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板书书写要加强，设计上应把读作、含义板书上，除号用
红笔标注下，这样能更醒目些。

2、情境导入时我的语言没有跟上课件的节拍，而且关键的
分12个竹笋这个前提是后强调的，这样做致使学生思维没有
很快的.反应过来，处于混沌状态，没清楚把多少个竹子平均
分，导致理解困难，列式费劲。最终说含义的时候不知道如
何下手。如果在导入的时候找一名同学上前面演示效果会好
很多。

3、讲授新课时学生动手操作的还是少，不够充分，小组合作
的时间应延长，时间仓促，流于形式，分、写、读在组内没
有完成，汇报时应以组为单位，会省时，高效。

4、整堂课习题和小结的时间没有控制好，习题的讲解太过单
一，不够多样化，没有梯度，没给学生看图观察和读题的时
间和空间。引导的话语还是过于多，怕学生不会，担心学生
说错，着急给予提示，没有大胆放手让学生独立思维，忽视
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