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分数单元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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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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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数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这一课偷懒，照搬了王成老师的设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王老师这棵大榕树真可靠啊，哈哈。这一课继续练习先读文，
再理解句子意思，再找出关键句，最后概括段意的思维模式。
生字重点指导了“载、滨、靠”的笔顺。最近描红本的质量
有所下滑，于是又开始用红笔打样，提出更高的书写要求，
订正后的描红本看起来规整多了。

从这个单元开始，把默词语改成默板书，一是这个单元的课
文文本特性就是条理清晰，板书就包括了课文内容和重点词
语，二是天天默词，学生有点倦怠，换个新鲜的形式，找一
点新鲜的成就感。学生说，开学的时候根本想不到现在还能
默出板书来，现在可以完整地一边默一边梳理课文内容，小
朋友很自豪，说觉得自己很牛呢。真可爱！

当然，要求和方法也是要先教的。翻开本子就默，那一定惨
不忍睹。首先要记，记了回家要读，结合课文内容来一边读
一边说，能把板书中的词串成句子说。说完一遍了，就是把
课文复习过一遍了，这时再默，默完自己对照，检查错字，
及时补漏，一切自助。实在差的，默不出也没关系，再抄一
遍回顾回顾，也能起到复习效果。

这一课没有写话，但要赏析两个重点长句，练习册最后一题
除了摘抄，还要求学生写了写为什么好的理由，一样是先读



练习册上小女孩说的话，然后照样子说清楚“写得好”的理
由。答题完整规范的习惯，就是要在每天日积月累的小练习
中逐步夯实的。

学生说：“老师，你写错了，是石凳上坐满了人，怎么是石
凳下呢，应该是树下！”

我说：“你说得对，是我错了。”

所以特地记录一下这个小错误。

百分数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本单元围绕“培养优秀的品质”这个主题进行安排，主要由
三篇精读课文、一篇略读课文及“语文园地六”组成。本组
教材都是一些给人以启迪，让人受益的古今故事，诚信、孝
敬父母贯穿始终。二年级学生，都喜欢听故事。教学时我抓
住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心理特点，引导学生在阅读中识字，
在阅读中感悟道理，并结合生活实际，启发学生评价故事中
的人与事，让他们从中懂得了谦虚，勇于承认错误，孝敬父
母及关爱他人等优秀品质，并以故事中的人物为榜样，向他
们学习，努力做一个德才兼备第好少年。教学本单元，我主
要采取了单元整体教学，步骤如下：

一、扫清字词。利用家庭预习、课堂教学时间，让孩子用大
约一节课时间扫清字词障碍。字词学习步骤：预习——自主
学习——小组学习——全班交流学习——指导书写——听
写——更正改错。检查字词的形式多样：如“情境中识
字”“字词大闯关”等等。

二、把握整体。通读每篇课文，让文中的主人翁形象留在脑
海中。

三、感悟品质。让孩子带着“你最喜欢哪个人物？为什么？



你是从哪些句子中感受到的？”这个问题去细读细究课文，
先在小组交流，接着到全班交流。

四、升华情感。写写你希望自己做一个怎样的孩子。

百分数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轻轻地翻开《识字5》，品读着文中的词串，脑海中就构起了
一幅迷人的冬景图。有大雪纷飞的雪景，有岁寒三友的风姿，
有冬眠的小动物，还有活泼可爱的孩子们。这里的四行词语，
是很有特点的，一行词就是一幅画面。于是，循着这一特点，
展开了教学——。

第一行是有关气候的词串。“寒流”这个词语学生不太熟悉，
我就告诉学生寒流就是我们常说的“冷空气”，接着，我就
问孩子们，冷空气来了，气温怎么样啊?孩子们马上接上去说
天气冷了。读到“大雪”时，我就问孩子们树木、房屋、田
野发生了哪些变化？随机补充了些描写大雪的成语：鹅毛大
雪、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冰天雪地。最后，我指导孩子们
读词语，要读出画面来，把一个个词语变成一句完整的话。

第二行是三种不怕冷的植物，也就是岁寒三友。在教学时，
我补充了诗歌《梅花》、《竹石》、《青松》给孩子们诵读，
再让学生把蜡梅、翠竹、苍松与其他怕冷的植物进行比较，
孩子们发现很多花都谢了，只有蜡梅迎着寒风开放。其他树
木都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而苍松、翠竹依然一身绿色，
挺立在风雪中。在诗歌的诵读中，在与其他植物的对比中，
这些耐寒植物勇敢坚强的品质，学生感受的越发深刻了，同
时岁寒三友的名字也牢牢刻在了他们的脑海里。

第三行是三个小动物，看到这些小动物，小朋友的嘴里情不
自禁地会蹦出这样的句子，如：蚂蚁躺在装满粮食的洞里过
冬了，小刺猬、大蟒蛇躲在洞里睡懒觉，睡得又香又甜呢！
接着，我让学生说说你还知道哪些小动物也是要冬眠的，孩



子们争先恐后，说了许多，在不知不觉中，拓展了课外知识。

第四行是冬季锻炼的体育运动，除了这三项，我还让学生说
说你会在冬天干什么呢？有的说打雪仗，有的说堆雪人，有
的说滚雪球，有的话赛跑，十分有趣。接着，我就让学生练
习说话：“小朋友们不怕冷，他们在雪地里有的……有
的……有的……”

看似简单的12个词语，可以挖掘的知识还真多。而教师就要
做学生的引路人，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整合，不断增加积累，
拓展知识面。

百分数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第二句和学生一起说，让学生听写；

第三句学生说，说完自己写。写得又快又好的，帮助写不出
来的`，说不出来的就先听别人怎么说的，再自己复述一遍，
然后再照着说的来写。

这一课中难写的字有“酸”，容易写错的是“袋、线、脆”，
很难写好看的是“密密层层”和“严严实实”。“库”的笔
顺漏教了，下次写到时再补吧。

写家乡最美的季节分了两天两个小任务，第一步是先写清楚
因果关系，选择合适的当季景物，这和前面看图写句段的要
求又有不同，这一次的写话涉及到了选材。第二步是打磨词
句，用先概括后具体的方法把一段话写完整。像之前朱新亚
老师在观察单元所做的一样，一个有难度的大任务可以拆解
成两个小任务，有梯度地去完成，小朋友不容易觉得恐惧抵
触，之后遇到生活中的难事，也能养成拆解步骤的思维习惯。

这一单元教了用思维导图梳理课文内容，帮助我们读懂文章，
从语文园地的“车站的人可真多”开始教用思维导图梳理写



作思路。这里只写一段话，所以图画得小，到这一单元的习作
《这儿真美》，图就要画得大了，老师也从全画逐渐过渡到
画一半，剩下的分支让学生根据自己想写的内容去补足。写
作之前先画这样一张图，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学生“想的
时候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写的时候就忘记了”和写作不按顺
序、没有条理的问题也可以有些许改善。

百分数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一、试卷分析

题号、题型（主观题、客观题）、主要考查内容、学生掌握
情况、学生做答情况、得分情况

一、词汇考查。客观题。主要考查词汇、短语、语法等。学
生答题情况较差，失分较多，其中a部分第1、7题，b部分的2、
6题，c部分的4、5题错的较多。

二、单选题。客观题。主要考查词汇、短语、句型、固定搭
配、语法等。学生答题情况一般。出错较多的有4、6、9、11、
12、15题。

三、根据汉语提示完成句子。客观题。主要考查词汇、句型、
语法等。学生答题情况一般。其中2、3题出错较多。

四、句式转换。客观题。主要考查语法。第1、4、5小题出错
较多。

五、补全对话。客观题。主要考查对话。学生答题情况较好。

六、完形填空。客观题。主要考查词汇、短语、句型、固定
搭配、语法等。学生答题情况较差。第1、2、5、8、9、10题
出错较多。



七、阅读理解。客观题。主要考查阅读理解能力。第3、4题
出错较多。

八、书面表达。主观题。考查本单元的话题，要求学生根据
提示写一封信，用上定语从句。学生答题情况较差，出现了
很多语法错误和“汉语式”的句子。

二、试卷的总体评价

命题方向（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难易程度、考查知
识点、书写量等。

本试题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难易程较大，考
查知识全面，书写量不大。

三、试卷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考查的知识点有重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