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立分公司的请示报告(实用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简单的小数加减法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小数加减混合运算》是在学生理解了小数的意义，小数
进(退)位加减法后的一个提高。这节课的重点是让学生经历
小数连加和加减混合计算方法的过程，体会整数加减法的运
算定律同样适用于小数的加减法，并能选择灵活的方法解决
小数混合计算的问题，体验算法的多样化。

以前学生就已经接触了整数四则混合运算了，现在再学习小
数的加减混合运算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因此在教学本节知
识时，我先以复习整数混合运算为铺垫，让学生在复习中奠
定基础，同时也无形之中降低了新知的难度。再以书上图片
资源创设情景，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新知，体验数学
来源于生活，又运用于生活的特性，从而激发起学生学习数
学的积极性，让自己试着算一算，然后选择不同算法的算式，
让他们说说理由及算理，让学生亲身体验算法的多样化。从
中享受参与学习的快乐，品尝成功后的满足和喜悦，促进了
学生个性的张扬和潜能的发挥。

最后师生一起理解并小结解决此类题目的关键，就是要弄清
运算顺序，再认真仔细的计算，在计算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

本节课小数加减混合运算的顺序和计算法则都比较简单，所
以教学时没有花费过多的时间，主要是组织学生自主探索和
比较，让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解决实际问题，培养
了学生解决问题和自主探索学习方法的能力。关于整数加减



法的运算定律适用于小数加减法也是水到渠成，课堂上注重
了对学困生作个别指导。

通过练习的情况来看，本节知识点班上绝大多数学生都已掌
握，但部分学生计算不够认真，没有养成检查的习惯，出错
率仍然很高。还有待于课后多加练习。

简单的小数加减法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小数加减法混合运算是学生在学习了整数加减混合运算这一
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学生已经学会了整数加减混合运算的顺
序，很自然的进行了知识迁移。因此本节课的重点是解决小
数连减的运算顺序，体会每步计算的意义。

这节课的重点是让学生经历小数连加和加减混合计算方法的
过程，并能选择灵活的方法解决小数连加、连减计算的问题，
体验算法的多样化。教学前，我设计前置性任务：星期天，
妈妈给小明买了一个书包38.5元，一双运动鞋27.5元，妈妈
付了100元，应找回多少元？让学生自己试着解答，然后交流
不同的算法，并汇报，然后总结算法。并理解一个数连续减
去两个数，等于这个数减去两个数的和。例3以练习的形式出
示，学生列了三个算式，并选择自己喜欢的进行计算。在批
改过程中发现学生掌握了运算顺序，只是个别计算马虎，出
现错误。

通过这节课，给了我深深地感触，那就是教学是一个不断探
索的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仔细认真，我们才能将良好的
教学效果呈现给我们的学生，将教学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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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小数加减法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本节课教学的是简单的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的计算，通过教学，
一方面帮助学生进一步体会分数的实际意义，另一方面也要
培养学生运用分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意识。

由于课前让学生进行了预习，所以上课伊始先请学生交流预
习的收获。多数学生都能正确计算同分母分数的加减法——
他们知道把分子相加减、分母不变。但我要学生具体说想的
过程时，只有少数学生能说清楚，多数学生只是“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就是要帮助学生明
白算理。

由于本节课需要借助实物的演示才能理解算理，所以我为学
生提供动手操作、自主探索、合作探究计算方法的机会。让
学生先自己“画一画”、“想一想”，再在组内“说一说”、
“听一听”，最后看看自己有什么发现。学生由于有了动手
操作的经历，所以很快就理解了2/8+1/8和5/6-2/6的算
理——都是所取的分数在想加减、而总共分的分数没有变，
即分子想加减、分母不变。

本节课的难点是计算“1减几分之几”的分数，解决此类习题
的关键是帮助学生理解“1”变成相应的“几分之几”。因此，
在突破难点时，我专门设计了让学生变换“1”的填空题。如：
1-1/3，1可以看成（）；1-4/10，1可以看成（）；……这些
习题的设计为突破难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因为学生对算理有了充分的理解，所以本节课的巩固练习正



确率较高，整节课学生学得也比较轻松。

简单的小数加减法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本节课教学中基本完成了教学目标，大部分学生已经理解和
掌握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法则，会正确地进行小数加、减法的
计算。教学中沟通了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劳丽诗和李婷
勇夺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双人决赛金牌的事迹，
也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教学活动中力图实现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双向
沟通与交流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因此我设计了多个活动给
所有的学生机会让他们参与到课堂中来，如提问、列式、解
答以及小游戏等，在活动中通过不断地交流与反馈，通过信
息的共享，互相帮助，互相启发，实现共赢。

体育活动贯穿于整节课的教学中。教材提供的素材是2004年
雅典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双人决赛中国选手劳丽诗和李婷夺
金的奖牌榜，这是一条很好的资料，在教学中充分加以利用
和发掘。课后的2道练习题也很有代表性，不仅沟通了数学与
生活的联系，也提出了小数的加减法有2种检验的方法，即笔
算验算和用计算器验算，提出了算法的多样性，但在实际的
教学中由于时间安排不够恰当，因此在这方面强调得不
够。“我和姚明比身高”一节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教学效
果较好。

回想整节课的教学，前面探索新知环节所用时间过多，有了
整数加减法做基础，教学小数的加减法只需强调小数点要对
齐和得数末尾有0要把0去掉两点，提纲挈领即可，无需纠缠
过多，可以腾出一部分时间进行后面的活动。“小猫钓鱼”
环节还应再精简优化，以完成“做一做”第2题。

本节课安排了多个教学活动，过程基本上较为顺利，但
在“小猫钓鱼”一节中，总体感觉费时多、效率低，有点乱，



自己也不满意，究其原因还是设计不完美，当6只小猫计算完
毕后，可让学生就在座位上选择1道加法和1道减法算式进行
验算，然后说出小猫是否已经钓到鱼。另外没有钓到鱼的那
只小猫出现了典型的错误即小数点没有对齐，还要有针对性
地加以订正，才能达到活动的最终目的。

本节课虽然完成了教学目标，但从整体上看还不尽人意，存
在着一些磕磕碰碰，在一些关键的点上未能得到提升，如师
生之间、生生之间思维在碰撞之中未能擦出精彩的“智慧的
火花”，整体感觉较为平淡，缺少让人眼前一亮的光彩，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得还不够。

本节课以学生上台板演为主，让学生自主发挥，但竖式的书
写格式也非常重要，教师应当在黑板上板书一个规范的格式，
并说明要求，以让学生清晰、明了，并以此标准来要求自己。

数学是一种宏观的学习历程，但每节课、每个知识又是一个
微观的探索过程，对于我们每个教师来说，要做的就是珍惜
每一个探索的机会，踩好每一步脚印，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简单的小数加减法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课程标准（20xx版）》指出：过去教育界说得比较多的是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年来增加了提出问题的能力。
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是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考虑的。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别人提出的问题固然
重要，但是能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的问题更加重要。因为
创新往往始于问题。

1、引导学生从情境图中发现信息、筛选有用信息

生1：这是在观看环城自行车赛

生2：比赛总共进行了5天，26日第1赛段，行程39.5千米，



生3：总里程是483.4千米

生4：已经进行了2天比赛

2、引导学生从信息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生1：第一赛段和第二赛段运动员一共行了多少千米？

生2：第二赛段比第一赛段多行多少千米？

（以上两个问题都是浅层的一步小数加减问题）

生3：今天第2赛段结束，完成比赛，自行车运动员还要骑多
少千米？

（课本中呈现的问题，两步小数加减问题）

生4：第3赛段结束，完成比赛，自行车运动员还要骑多少千
米？

（在课本提问的基础上，进行变式提问）

方法一：165+80.7+99.4（直接求出余下3天未完成的路程）

方法二：483.4-（39.5+98.8）

方法三：483.4-39.5-98.8

（第二、三种方法是渗透转换思想，采取间接求：用总路程
减去前两天行的路程，这种思想方法的培养，对今后解决求
多边形阴影部分面积很有帮助）

方法二：483.4-（39.5+98.8）

方法三：483.4-39.5-98.8



对比方法二和方法三，可以看出这符合减法的性质，适时对
知识进行正迁移，让学生发现整数的运算定律也可以扩展到
小数计算中。

过于关注解决问题的多样性，导致后面学生练习时间相对少
了。所以在后面需安排一课时进行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