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北师小学松鼠教学反思与改进(优
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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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北师小学松鼠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一

在三年级就学过了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所以教学中应抓住
新旧知识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对比教学。相同点：计算方法
（都是从高位除起，一位一位的往下除，除到哪一位商就写
在哪一位的上面）计算要求：余数要比除数小、书写格式一
样。不同点：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先看前一位，前一位不
够商1，就看前两位，再一位一位的往下除。除数是两位数的
除法，先看前两位，前两位不够商1，就看前三位，再一位一
位的往下除。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是要让孩子明白除数是整
十数的除法的算理。如：80÷20＝4把80表示8个十，20表示2
个十，8个十中每2个十分一份，可以分成4份，说明80里面
有4个20，80÷20＝4。追问：为什么4写在个位不写在十位？
因为4写在个位表示4个20，写在十位表示40个20，40个20
是800而不是80。让学生进一步理解算理，避免商的数位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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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小学松鼠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二

为了上公开教学，忙活了几个星期，写教案、做课件、试教、
修改教案.......今天终于如释重负。刚接到要进行“现代诗
歌教学”任务的时候，选择上《别挤啦》，心里还真是每个
底，不知如何下手。今天能上下来，也只力求让我的课
堂“活”起来！经过《别挤啦》这一课的教学，我更加理解
了让课堂“活”起来的真正内涵。

在进行《别挤啦》这节课的教学设计时，我给自己找了三个
定位：

一、教者一定要“吃透”教材，从教材的盲点找隐藏的课程
资源

我认为这一课的教材盲点有两个，一个是有关作者狄更斯的
介绍。教材中对狄更斯只是做了很简单的介绍，而且学生在
学习这首诗之前根本就不知道狄更斯是谁，是干什么的？所
以在处理作者狄更斯这个问题时，我先布置学生在课前找一
找有关狄更斯的资料。我又从网上找到了狄更斯的头像和更
详细的介绍。在课上根据学生们的查找，对狄更斯我又进行
了适当的补充，学生们不仅对狄更斯了解得更多了，而且还
知道了狄更斯的样子。最后我又让学生们谈一谈“你认为狄
更斯是一个怎样的人？”目的是让狄更斯这个人在学生头脑
中留有印象，对他不只是淡淡的了解，同时又为后面学习诗
歌时与作者的情感融于一体做一个铺垫。教材的第二个盲点
就是联系生活理解诗歌中的道理，这也应该是本节课的一个
重点、一个难点、一个亮点。学生们只要结合生活实际谈出



自己对这首诗歌的理解，那么这节课就是一节成功的课。所
以在细读课文时，我让学生把诗歌中的每一句话与生活中的
现象联系起来谈自己的阅读感受、阅读收获。让学生畅所欲
言地说、随心所欲的谈，告诉学生把你读这首诗歌时最先想
到的说给大家听，一人说，大家补充。学生们把自己身边的
不道德行为、社会中的不道德现象甚至关于对世界的和平问
题的看法都谈了出来。学生们自己总结了“真诚”“宽
容”“善良”“健康”“和平”“和谐”“平等”等词语，
懂得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也知道了在生活中自己应该怎样做。

二、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思想品德课，所以在朗读上就要下功
夫

学生在联系生活谈自己感受、收获，都是在充分读的基础上
进行的。而朗读的梯度是先是“正确、流利”，在细读基础
上，把握住作者的情感和在自己理解基础上，再读出语气、
读出感情。也就是体现了语文课的“读中感悟”。

反思《别挤啦》这一课的课堂教学，我感触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教学过程充满了多元性、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在
新课程理念下，要想上一堂实在的有收获的公开课，千万不能
“演课”。老师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也不能把教学内容定
得太窄、太死，不能用老师的思维代替学生的思维，包办学
生的学习内容。要给自己的教学设计留出“空白”供学生自
主、合作和探究。学生对于这些“空白”的补充，最能体现
学生的“自主、合作与探究”，其结果也是不可预测和不确
定的，它只靠学生在教师组织下的自主生成。这个“空白”
也就是在课堂中师生共同创造出来的生成的“教学资源”。

让课堂“活”起来，是一种观念，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境
界。它需要教师具有一种心胸宽广、乐观向上的气质；需要
教师具有自尊、自信的精神；需要教师具有一种求实致远、
质朴高雅的品位。



北师小学松鼠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三

教学连加、连减前，我与邵丽、冯丽两位老师商量，学生计
算第一步时，要不要在两个数之间画上一横线，在横线下写
出第一步的得数（即以3+5+1=的形式），再计算。商量的结
果是按以上的格式书写、计算，这样做的优点是：

1、有助于学生理清计算顺序；

2、对后进生有所帮助；

3、书写工整。

带着这些优点我走进了课堂，并把这些优点极力介绍给小朋
友。作业时，钱烨问：“老师，会算的也要画横线吗？”我
说：“会算的也要画，等你们熟练了以后就可以不画了。”
他低下头做起作业，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老师，会算的
可不可以不画横线？”一定是小家伙嫌画横线太麻烦了，我
问：“你会算，算给老师看看。”“2+5+3=10”他脱口而出，
“你是怎么算的？”“2+3=5再加5就是10。”他应用了加法
交换律，使计算变得简便了，我能说他不会算吗？他不但会
计算，而且方法巧妙，我还有必要让他画横线计算吗？让他
画横线写得数不是禁锢了他的思维吗？于是，我对学生
说：“如果你们有好的方法计算，可以不画横线，但要保证
不错。”季亚男是我班最差的一个学生，他连数手指都不会，
计算连加、连减时是在我身边完成的，我看到他完成第一步
写上得数后，又一个一个的数着手指，真着急，我说：“你
也可以不画横线了，连着一起数手指。”速度明显的快了许
多。画横线再写上得数，对于优等生来说没什么影响，可对
于差生来说，影响就大了，写得数得用手，得打断他的思维，
做第二步时又得重拾起先前的思维，速度明显打折扣。

基于以上两种情况，我对画横线写得数作了这样的规定：如
果你一下子得不到最后的结果，你可以画横线慢慢算，这种



方法可以巩固正确的计算顺序。依靠手指完成作业的可以不
画横线。作为教师不能因为要学生书写工整而禁锢学生的思
维，也不能用书写格式禁锢学生的思维。我觉得不管白猫黑
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计算，只要
计算正确就是好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面的10篇小学一年级下册数学教学
反思与总结小学一年级下册数学教学反思北师大版是由精心
整理的一年级下册数学教学反思范文范本，感谢您的阅读与
参考。

北师小学松鼠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四

《分数加减法》是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主题。第
一课时《折纸》主要学习“异分母分数加减的计算方法”。
在教学中我首先让学生自学“折纸”开头部分。有一半学生
能自己完成空白部分的填补，我再进行重点地方指导，如为
什么要把二分之一化成四分之二后相加减。学生有独自学习
的空间，自学效果较真实较好。接着我让学生尝试练习。指
名上台板演，两题中一对一错，我让学生说说是怎样算的，
重点引导学生说出“要先找异分母的公倍数，再进行化解”。
学生分析较好，由此也带动了部分对解题能力还欠缺的学生。
最后我让口才能力较好的学生把计算过程一步一步说出来，
并总结得到计算步骤，加深学生对解题方法的理解。在“练
一练”中个别学生尚不能完全做对习题，如出现通分错误、
计算结果没有化成带分数或最简分数等。我让学生相互检查，
相互指正，生指导生，效果较好。本堂课也出现一些不足，
如个别学生在以往的“找两个数的公倍数，通分”知识中学
习有缺漏，以后在新课前事先准备一些旧知识，以利于新旧
知识间的迁移，学生容易走进新课堂，容易掌握新知识。

北师小学松鼠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五

在教学《数铅笔》之前我了解到大多数学生在入学前已初步



会数100以内的数，但对于数的概念却未必都清楚。这节课我
没有使用教具，用的都是教室里的素材，如有多少个同学，
多少只手，多少个手指头等。课堂气氛非常热烈，学生也很
感兴趣，也许是刚开学的原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
过完年后，好像也懂事了。看到这帮小家伙一个个精神饱满
端正地坐在教室配合着我上课，此时的我也被小朋友的精神
面貌感染了。借着这一良好的状态，我采用了多种教学形式
组织学生进行了100以内的数数。

（一个一个数、两个两个数、五个五个数、十个十个数等）

整个教学过程下来，大部分学生都能用不同数数的方法数
出100内的数。此时，我感觉这节课的效果应该不错，学生掌
握得也应该差不多了。于是就进行练习巩固，在练习过程中，
我却发现了学生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出现了诸多的问题。

如“圈一圈，数一数”中一堆杂乱无序的圆点，数数一共有
几个？许多学生为了更快地数出结果，用五个五个数，三个
三个数，十个十个数等方法数数，数着数着就乱了手脚，结
果出现很多漏数或多数的错误答案。

（这种情况应该选择边圈边数的方法）

再如一个整齐有序的队列（10人一行），数数一共有多少人？
学生为突显自己的方法多而且独特，用三个三个数，六个六
个数等方法去数，结果不单速度慢而且容易出错。

（这种情况应该选择十个十个数或五个五个数）

学生虽然学会了数数，但在很多实际情况中，很多学生不知
如何选择哪一种数数方法去数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