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苏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认位置教
学反思(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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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苏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认位置教学反思篇一

首次尝试一年级教学，心中多少有点忐忑。拿起一年级数学
教科书，心中一阵狂喜：内容真的很简单！这有什么难教的，
太容易了！

第一天，数一数，基本都会。

第二天，比一比，有点糊涂。

第三天，分一分，出现不会。

第四天，认位置，很难理解。

对于一年级的学生，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能清楚辨认上下、前
后，但不少同学对左右往往不太容易分清。

本节课首先是分辨自己的右手和左手，“要发言的请举右
手”既是对学生的常规教育，也让学生记住自己的右手。接
着以“练习本在数学书的左面”“数学书在练习本的右面”
为例，教学用左、右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然后让学生看图
说说其他物体间的位置关系，初步学会语言描述。在课堂中，
反复训练，还有个别学生不分左手和右手。为了辨别左右手，
我先教学“想想做做”第1题游戏活动，先是握拳头，记住自
己的左手与右手；再拍手，体会左手那边是左边，右手那边



是右边；最后是摸耳，从左手摸右耳，右手摸左耳，感受左
右是相对的。这些游戏都是学生喜欢的，但是要反复进行，
才能达到教学目的。光这个游戏，就花了一节课。第二节课，
在教学练习本和数学书的位置关系时要注意三点：一是让学
生联系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分辨这两个物体哪个在左面、哪个
在右面；二是指导学生用“×在×的哪面”这样的语言进行
表达；三是两句话中的.任何一句都清楚地表达了练习本与数
学书的位置关系，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学生的接受
能力并不算强。

一年级学生辨别左右的时候，大多数都要先想一想自己的左
手、右手，才能作出判断，这是学生年龄、心理发展特征的
表现。

“想想做做”第2、4题涉及左右的时候，要提醒学生先想自
己的左手与右手，分清左面与右面，然后回答问题和操作活
动。即使发生错误，也要联系左手和右手认识错误，从而改
正。表达语言是多样的，学生喜欢怎样说就怎样说，只要求
表达正确完整，不要求用统一模式的语言，更不要进行说法
多样的训练。

认位置足足用了三节课，从这里我认识到一年级学生的认知
能力在什么位置，今后我定要认真钻研教材，找到适合教学
一年级学生的好方法，达到事半功倍。

苏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认位置教学反思篇二

数学家华罗庚曾说：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
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这
是对数学应用性的精彩叙述。

21世纪教材第二册中的《确定位置》一课，具有很强的生活
性，那怎样找到数学知识与生活的切入点呢？对于今天的孩
子，大部分有去影剧院看电影的亲身经历，而拿着电影票对



号入座的过程不就是在确定位置吗？于是我这样引入：事先
发给每位同学一张座位号，听到上课的铃响后，根据手中的
票去找自己的座位；有的很快找到了座位，有的找错了座位，
有的找不到座位很着急。这时我说：“没找到座位的同学暂
时先找个位子坐下来，看来，我们根据票找位子还有一定的`
困难，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确定位置好吗？”同学样齐声说：
“好”，目光中充满了期待，我说：“刚才，我发现有的同
学很快找到自己的座位，谁愿意告诉同学们，你是怎样找到
的？”玉佳说：“我的座位号是3排6号，我先找到了第三排，
再找第6号。”我说：“其实生活中的排也叫‘行’，接着我
让同学说说自己所在的行，并用‘行’来确定自己的位
置。”

生：“我在第二行的左数第二个。”

生：“我在第二行右数第一个。”

……

师：“刚才你们说的很好，谁来说说，你的好朋友是谁，他
在什么位置。”

生：“我的好朋友是刘颖，她在第三行左数第四个。”

生：“我的好朋友是孙丽君，她在第四行右数第二个。”

……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介绍着自己朋友的位置，我们用同样的方
法学习了“列”，之后我让全体同学站成队列，说说自己在
队列中的位置。

在这节课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咱们的生活中，还
有其它确定位置的方法吗？同学们讨论后纷纷发言，有的说：



“我家住在二单元6号，单元号也是确定位置的方法。”有的
说：“我家住在北大街17号，街号也是确定位置的方法。”
我问：“还有吗？”课堂上一片沉默，突然王英杰说：“老
师，我在华山小学一年级一班，小学年级班也是确定位
置。”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同学们思维活跃，学习积极性高。

上面的教学案例，体现了以下教学理念：

一、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到处存在着数学思想，教师要善于
结合教学内容去捕捉“生活现象”，利用捕捉到的“生活现
象”引入新知，使学生对数学有一种亲切感，觉得数学
与“生活”同在，并不神秘，同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爱
因斯坦曾说：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
的礼物来领受，而不是作为一项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
担，“生活化”的数学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宝贵礼物。

二、生活中的数学，必须依赖实践活动，使数学成为看得见，
摸得着，听得见的现实，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教师应把
数学知识融于生活，如在上面的案例中让学生说说自己和朋
友在教室的位置，在队列中的位置，让学切实地感受到数学
在教室里，在队列中，在自己身边，从而感悟出生活中处处
有数学，生活中人人用数学，体会数学的一种社会价值，形成
“人人学有用的数学，有用的数学应当为人人所学，不同的
人学不同的数学”的学习风尚。

三、数学源于生活，寓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课堂教学不
能受书本限制，教师找到它在生活中的原型后，应让它在生
活中得到丰富与延伸。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苏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认位置教学反思篇三

“位置”对于学生并不陌生，但是要确切地描述某一建筑相
对于参照物的具体位置需要涉及到方向、角度和距离的问题，
这是本节课所要解决的，因此，我就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
有的知识经验出发，让学生说说我相对于他们所在的位置，
学生能用“正北、正南、东北、西南”等方位词进行描述，
然后我又改变自己的位置，让刚才的几个同学说说我相对于
他们所在的位置，学生发现我的位置变化了，他们相对于我
的位置也在变化，于是我就指出本节课一个很重要的概
念“参照物”，任何物体的位置都是相对于参照物而言的，
因此，我们在分析物体所处的位置时一定要弄清以何为参照
物。

接着，我让学生画出方位坐标，指出：东北方向也叫北偏东，
西北方向也叫北偏西。那么，东南和西南方向呢？这时有同
学提出疑问：是否有西偏南等方向呢？于是就指出，在平面
图中，是以南北为主要方向，因此，其余的方向都是以北
偏×，南偏×而命名，西偏南等方向就无此说法了，其实，
对于这一点，个别学生的观念无法转变，因此在“练习十二
第2题”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以林峰塔为观测点，玉龙潭
其实是在林峰塔南偏西60°方向，但是一些同学就偏偏量了
玉龙潭与正东方向的夹角度数，我抓住这一典型错例，就进
一步强调建筑物如在参照物的北偏×，南偏×方向，那么我
们所要量取的角度就是建筑物与正南或正北方向的夹角度数，
学生欣然接受此法，从后来的作业来看，没有出现夹角度数
错误的情况。



总结下来，学生掌握得还可以，主要的错误就是已知图上距
离和比例尺，要求实际距离时，计算和单位名称方面有所疏
漏，在上本节课之前，由于我的疏忽，没有安排这一方面的
练习，学生缺少对旧知的复习，以后应在新课之前全面考虑。

苏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认位置教学反思篇四

对于一年级的学生，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能清楚的加以辨认上
下、前后，但不少同学对左右往往不太容易分清。

本节课首先是分辨自己的右手和左手，“要发言的请举右
手”既是对学生的常规教育，也让学生记住自己的右手。接
着以“练习本在数学书的左面”“数学书在练习本的右面”
为例，教学用左、右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然后让学生看图
说说其他物体间的位置关系，初步学会语言描述。

在教学练习本和数学书的位置关系时要注意三点：一是让学
生联系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分辨这两个物体哪个在左面、哪个
在右面；二是指导学生用“×在×的哪面”这样的语言进行
表达；三是两句话中的任何一句都清楚地表达了练习本与数
学书的位置关系，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

看图说一说以左、右关系为主。图中的小明、小红、小刚、
小芳四人的朝向与学生是一致的，学生按自己对左、右的感
受确定小明在小红的左边、小芳在小刚的右边等位置关系不
会有困难，也不会有歧义。如果学生说出了前后或上下关系
也是可以的。

一年级学生辨别左右的时候，大多数都要先想一想自己的左
手、右手，才能作出判断，这是学生年龄、心理发展特征的
表现。练习时涉及左右的时候，要提醒学生先想自己的左手
与右手，分清左面与右面，然后回答问题和操作活动。即使
发生错误，也要联系左手和右手认识错误，从而改正。表达
语言是多样的，学生喜欢怎样说就怎样说，只要求表达正确



完整，不要求用统一模式的语言，更不要进行说法多样的训
练。

课堂教学中，在设计、安排和组织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
应当有意识地体现探索的内容和方法，让学生能够亲自参加
的活生生的数学活动。根据教学要求，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按照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把课本中的例题、结论等，
转化为学生能够亲自参加的活生生的数学活动。重视学生学
习的过程，让学生亲身体验知识的形成与发展。遵循这个规
律设计游戏活动，先是握拳头，记住自己的左手与右手；再
拍手，体会左手那边是左边，右手那边是右边；最后是摸耳，
从左手摸右耳，右手摸左耳，感受左右是相对的。这些游戏
都是学生喜欢的，要反复进行，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在教学过程中，我没有过多的讲解，而是把课堂作为数学活
动的舞台，让学生在自由、活跃的氛围中学习，使原本枯燥
的教学变的有趣。但是我发现，这样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
接受，有个别同学对知识的掌握还不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过程与方法的探索，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都有所欠缺，
这说明我这节课的设计还存在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改进。

苏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认位置教学反思篇五

一年级的同学对于方位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很多同学还
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左右不分。因此，在本节课的教学中，
我着重强调对左右的认识。

1）由教室引入本课学习内容，从学生身处的教室出发，让学
生们观察，教室里有些什么，再出示书本的主题图。让学生
们说一说教室里的人或者物之间的位置关系，紧密结合同学
们的教室环境，学生们会觉得十分的亲切熟悉，也易于接受。

2）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想想做做的游戏，并背对学生喊出口号，
一起进行。学生完成后，要及时再进行强调左右手之分，设



置游戏：“左手，右手，左手，左手，右手……”学生在游
戏时发生错误，其他同学会及时的发现并进行纠正。这样的
设计可以帮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更加深刻的认识左右
方位。

3）完成思考题时，学生可以明确的感受到物体的位置是相对
的，做题时，我高举右手，背对学生，再向后转，手不放下，
学生可明显感觉到2次右边的不同。

不足之处：没有发挥小组同学的协作学习作用，进行相互检
查和评价！

苏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认位置教学反思篇六

本课内容是学生在已经学习了简单的描述物体方向的知识的
基础上，进一步学习用数对确定物体的位置。也为后面的学
习打下基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学生已掌握一定描述物体位置的能力，本课需明确“横行竖
列”；先列后行；用数对表示物体位置时数字中间用逗号隔
开，最后用括号将数对扩起来表示位置。在巩固练习阶段可
以利用习题引出“同行或同列的位置数对有什么特点”这一
问题，简单解答，为下节课内容做铺垫，在课与课之间形成
连接。

本节课用电影院情景导入，激起学生兴趣；利用有梯度的活
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做中学，切实体会如
何“用数对表示位置”及“给定数对确定位置”；练习巩固
的`环节设计了基础题、综合题和发展题，让不同层次学生都
能得到锻炼。本课结束后，学生应掌握“用数对表示位置”及
“给定数对确定位置”的方法。



苏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认位置教学反思篇七

对于一年级的学生，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能清楚的加以辨认上
下、前后，但不少同学对左右往往不太容易分清。

本节课首先是分辨自己的右手和左手，“要发言的请举右
手”既是对学生的常规教育，也让学生记住自己的右手。接
着以“练习本在数学书的左面”“数学书在练习本的右面”
为例，教学用左、右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然后让学生看图
说说其他物体间的位置关系，初步学会语言描述。

在教学练习本和数学书的位置关系时要注意三点：一是让学
生联系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分辨这两个物体哪个在左面、哪个
在右面；二是指导学生用“×在×的哪面”这样的语言进行
表达；三是两句话中的任何一句都清楚地表达了练习本与数
学书的位置关系，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

看图说一说以左、右关系为主。图中的小明、小红、小刚、
小芳四人的朝向与学生是一致的，学生按自己对左、右的感
受确定小明在小红的左边、小芳在小刚的右边等位置关系不
会有困难，也不会有歧义。如果学生说出了前后或上下关系
也是可以的。

一年级学生辨别左右的时候，大多数都要先想一想自己的左
手、右手，才能作出判断，这是学生年龄、心理发展特征的
表现。练习时涉及左右的时候，要提醒学生先想自己的左手
与右手，分清左面与右面，然后回答问题和操作活动。即使
发生错误，也要联系左手和右手认识错误，从而改正。表达
语言是多样的，学生喜欢怎样说就怎样说，只要求表达正确
完整，不要求用统一模式的语言，更不要进行说法多样的训
练。

课堂教学中，在设计、安排和组织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
应当有意识地体现探索的内容和方法，让学生能够亲自参加



的活生生的数学活动。根据教学要求，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按照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把课本中的例题、结论等，
转化为学生能够亲自参加的活生生的数学活动。重视学生学
习的过程，让学生亲身体验知识的形成与发展。遵循这个规
律设计游戏活动，先是握拳头，记住自己的左手与右手；再
拍手，体会左手那边是左边，右手那边是右边；最后是摸耳，
从左手摸右耳，右手摸左耳，感受左右是相对的。这些游戏
都是学生喜欢的，要反复进行，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在教学过程中，我没有过多的讲解，而是把课堂作为数学活
动的舞台，让学生在自由、活跃的氛围中学习，使原本枯燥
的教学变的有趣。但是我发现，这样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
接受，有个别同学对知识的掌握还不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过程与方法的探索，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都有所欠缺，
这说明我这节课的设计还存在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