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上数学可能性教学反思 五年级
可能性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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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四上数学可能性教学反思篇一

优点；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初步能用“一定”、“可能”、
“不可能”等词语来描述生活中一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感
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学生对本部分内容掌握的很好。

不足；应照顾到全体学生。

改进措施；应让每个学生都能有发言的机会。

四上数学可能性教学反思篇二

一、激发思考，质疑景观奇特的天堂《鸟的天堂》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在教学时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
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体验，有所感悟，受到情感熏陶，获
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还要求教师珍视学生独特的感
受、体验和理解。教学中，一方面灵活地利用教材，创设情
境，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将纯净的目
光投向美丽的大自然，投向美好的生活。

二、以读代讲，感悟枝繁叶茂的天堂。

我的整个教学过程由浅入深，注重学生的朗读感悟：朗读、



品读、美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力求让学生在充分阅读的基
础上抓住关键词句，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三、以“看不清”与“看清”为教学线条。

教学设计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又复杂再到简单的艰
难推进的过程，教学分为（玩具柜台前的孩子教学反
思）“榕树”和“小鸟”两部分。我紧紧扣住“看不清”
与“看清”这两个抓手，让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理解看不
清“榕树”的原因是因为距离远、榕树太大，“看清”的是
茂盛、碧绿、美丽的榕树；看不清鸟儿的原因是鸟儿的颜色
多、数量多、种类多，看清的是画眉鸟和一只大鸟，让孩子
们从文字中体会“鸟的天堂”里鸟儿的幸福快乐。

教学中渗透写作方法的指导，作者按照时间的顺序，由远及
近，详细描写了傍晚的大榕树，接着又详细地描写了早晨鸟
的天堂，作者又运用了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采用对比的写
法，细腻地表达了作者两次经过鸟的`天堂的感受。

四、拓展延伸，欣赏如诗如画的天堂

1、课文结束时，我安排了一个“我是小小导游”的活动：假
如你是“鸟的天堂”的一位小导游，你会怎么向游客介
绍“鸟的天堂”呢？导游词的要求：向游客介绍时要有礼貌，
尽量口语化，可以加上自己查阅的有关资料。

2、鸟的天堂就像一首诗，出示田汉的诗歌《鸟的天堂》，这
首诗是著名剧作家田汉1962年到广东天马河，游览鸟的天堂
时即兴而作《鸟的天堂》教学反思《鸟的天堂》教学反思。
“三百年来榕一章，浓荫十亩鸟千双。并肩只许木棉树，立
脚长依天马江。新枝还比旧枝壮，白鹤能眠灰鹤床。历难经
灾从不犯，人间毕竟有天堂。”

3、鸟的天堂就是一幅画。出示茂密的大榕树图片，让学生看



着大榕树说一句话。（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四上数学可能性教学反思篇三

倾听学生的发言，引导有效生成。

师生互动过程描述。

《丑菊》是一篇略读课文，也是一篇寓理于物的文章。在组
织教学时，我主要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引导学生探究感
悟课文。然而在让学生画出自己喜欢的句子汇报朗读时，出
现了一个小插曲。

生1：我喜欢的句子是“我又耐心地……美丽。”

生2：我喜欢的句子是“最让我欣赏……太阳转。”

学生能提出这么好的问题，我感到很意外。停顿了片刻，我
说：“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在课文中解决。”当我上到一半时，
猛然间觉得自己放弃了一个促进有效生成的契机。

课后，我和听课的寇老师交流了这个问题，她和我一样，也
觉得失掉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的确，教师、学生本身也是珍贵的教学资源，在互动时生成
着教学资源：一次精彩的即兴发言，一个异于常规的举动，
甚至一次看似干扰教学的突发事件，都是很好的资源。如果
当时我能放弃了原有的问题设计，而以学生提出的问题“课
文中的丑菊是美丽的，但是题目为什么说是丑菊呢？”作为
小组学习的焦点，让学生结合文本找出依据进行分析、阐述
理由。我想学生会深入到文本，进而寻找答案，从而促进学
生与文本的对话，可是我却让这良好的生成契机在之间掳走
了。



语文课堂在学生的体验和感悟，在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过
程中，呈现出多变性和灵活性。我想教师如果能倾听学生的
发言捕捉住契机，就能促进有效的生成资源。

四上数学可能性教学反思篇四

整个教学过程是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究，生动活泼地发展。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得到了尊重，群体性主体参与率高，学生
真正体验了探究成功的乐趣。整个教学过程的突出特点是尊
重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探究情感，精心创设探究环节，促进学
生主动发展。

科学探究不是机械的模式化活动，而是有人参与的丰富多彩
的社会实践活动，参与者的情感体验直接影响探究的结果。
教师应选择教学内容，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本课设计
了“china与中国”的谈话内容（如上），激发了学生的爱国
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在后续的学习中，他们始终保持着
一种兴奋的探究情绪，充满激情的投入，学习完全成了他们
的内在需求。 在探究中，我十分注意学生的情感体验，适时
评价、及时表扬，让他们感到学习的成功不是太难的事，只
要用心去做，我也行。在语言上，儿童化、幽默的语言可以
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让他们感到教师的亲和力，可以使他们
更放松的参与科学探究。

学生是科学学习的主人，教学环节的设计要给学生提供开放
的、主动思维的空间，给他们的活动留下充分的余地，让他
们有机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探究问题。

课堂教学不是教师演绎脚本，而是师生互动的，生成性的学
习过程。教师决不能一味追求探究的完整性和程式化，应尊
重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探究需求，让探究不留痕迹，返璞归真。
本课有关猜测的环节，我做了精心安排，把简单的、学生已
经掌握的知识剔除出来，不再重复探究，留下更多的时间去
探究新知。从教学效果来看，这样的设计使学生与教师之间



的互动更加真实，同时也使探究活动更贴近儿童的生活经验，
更具亲和力。

本课在设计上最大的特点是探究过程的开放性、框架式，在
确定了诸多研究主题以后，放手让学生自己选择他们想要研
究的问题，这时，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了，他们乐于“自己
当家做主” ，愉快地投入到探究中去。从学生的课堂表现来
看，他们都投身到自己喜欢的科学探究之中了。这样，探究
活动具有了个性化特征，变得兴趣盎然了。即使在探究中，
也没有教师刻意的、生硬的指导。学生成为了科学学习的主
人。

成功在于细节。具体而言，就是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科学学
习的习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时时刻刻抓住教育的
契机，适时地对学生进行教育。 如在学生汇报实验方法时，
通过其他同学的评价和建议，方案更加完善了，而学生建议
实际上都是琐碎的细节。科学课程标准虽然没有一处提到细
节问题，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体会出对此的重视，探
究本身就是一项事无巨细的事情，只有细节问题掌握好了，
才能保证实验、观察的顺利进行。本课在执教中，力求完善
每一处细节问题的同时通过学生提建议，教师“典型暗示”
等方法有成功的避免了细节问题的琐碎性，使教学过程更加
流畅。

四上数学可能性教学反思篇五

“ 四则运算”是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数学下册第一单元的内容，
四则运算是贯穿于小学数学教学全部过程。其内容占小学教
学知识的主要位置，可见计算能力的培养在数学教学过程中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在这一单元的教学中，充分利用教
材提供的生活素材，把解决问题与四则混合运算顺序有机结
合起来，将探求解题思路与理解运算顺序有机结合起来，让
学生在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明确先求什么，用什么方法计
算；再求什么，又用什么方法计算；最后求什么，用什么方



法计算。感受混合运算顺序的必要性，掌握混合运算顺序。

在教学过程中我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小学四年级数学下册《四则运算》人教版教学反思_教学课后
体会

1、对四则运算顺序的理解

通过学习学生基本能记住掌握四则运算的基本顺序，即先括
号内，后括号外，先乘除后加减，单一加减或单一乘除要从
左到右的顺序计算，学生虽说能记住，但在实际的练习中出
现了以下的问题或者说是误解应值得教师注意。

（1）对“先”字的理解，我发现在很多学生的练习中出现误
解现象，他们认为先算的就应该写在前面,如计算12+（13-4）
-6就会这样些=9+12-6把先算的括号写在前面，还
如12+5×6-15就会这样写=30+12-15，打乱运算的顺序 。

（2）在理解“先乘除，后加减”时误认为要先算乘法后算除
法，先算加法后算减法，如计算12÷3×2写成=12÷6=2，计
算12-3+6就写成=12-9=3。而实际所谓先乘除后加减是指乘除
哪种运算法则在前九先算哪种，加减也是。

以上两点对“先”字的理解先算出现的误解现象值得教师注
意纠正指导。

2、很多学生在解答如“326与290的差去乘18与24的和，积是
多少？”一类的问题时，对“与”、“和”两个字的含义理
解出现误解，特别是“和”的含义。在学生的练习中我发现
很多学生出现错误，不理解其意思导致出现错误。“和”在
题目中是表示连接两个数字的关系的连词使用还是表示运算
法则中的加法来使用，老师一定要给学生将清，引导学生区
别，正确的理解含义并写出正确的四则余混合算式。



3、让学生用数学语言把算式说出来。（如x除以a减b的差。）
这也为学生对文字题的理解打下了基础。

4、遇到学生错误的典型例题时，进行错误的辨析，让学生知
其所以然。使学生在经历探索和交流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感受解决问题的一些策略和方法，学会用两三步计算的方法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