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年级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模
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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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六年级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篇一

昨天区教研员吴老师到我们学校来指导教案，给我带来很大
的帮助。耐心的吴老师，帮我把课的重点应该怎么突出，难
点应该怎么化解讲了一遍。细心的吴老师，还建议我去参考
一下国标本中的相关内容。匆匆忙忙不够认真的我，却忘记
带笔和本子做记录，只能凭大脑记忆思路了，而我当时还没
有备课（原本没打算上这课的）。只好从一下班就开始加紧，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教案和课件才完成（先自我反省一下）。

总体感觉这篇教学设计的思路比较有条理，一开始复习比的
相关知识，由求比值引入根据比值是否相等来进行分类，从
而得出比例的意义，而通过观察比例，发现组成比例的条件。
在教学例1的过程中，先让学生找到要求的比，再通过比例的
意义判断能否组成比例，组成的是怎样的比例式，同时也让
学生联系以前的内容对应找出比和比例的区别，使学生不仅
能明确比和比例的不同之处，更能对比例的意义产生更进一
步的理解。而正因为比例和比不同，所以具有着不同的各部
分名称。让学生自学进行了解各部分名称，用一组前面用过
的练习题让学生找出比例的内项和外项，同时用启发性的问题
“你能找出比例中乘积相等的数吗”引导学生自己去观察思
考发现外项积等于内项积，从而得到并归纳出比例的基本性
质。由此可得到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的方法。最后进行
小结。

上完课后，我自己首先的感觉是虽然有学生自主的探究，但



还没能完全放的开，思路还不够开阔。而且因为时间的关系，
前面问的比较琐碎后面缺少了五分钟让我把最后一道设计好
的开放性的题目出示出来。同时我也在反思如果我再上一遍
这节课，我会怎么上？我想到的是前面有的问题比如让学生
说判断思路的时候，可以请一两位做代表回答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方法已经掌握了，就不需要请太多的人重复说，这样可
以抓紧时间让学生做几道灵活一点的题目，比如已经比例中
的三个项，如何求第四个项，比如给四个数字，可以组成哪
些比例。这些我事先也考虑到了，但是没能教学进去，需要
以后注意。我还在想，其实这堂课中概念部分的教学并不难，
可以让学生在练习本上适当记录一些关键点，依据关键点回
答就可以了，不必要把整个过程都写下来，否则也是耽误时
间。我想了很多，但想的大多是在希望自己能在前面更紧凑
以扩展后面的思路上。本来我还挺高兴自己在课后能感觉出
一点东东的，但后来在听了陈老师的指导后，我才知道自己
反思的真肤浅：

陈老师给我的教学设计提了几点意见：

1，我的复习提问是问一句学生回答一句的，问了三个问
题“什么是比”“什么是比值”“怎样求比值”。陈老师说，
可以打开一点，直接问：你能回顾出以前学过的比的哪些知
识？我一听就感觉出了，自己问的范围很狭小，如果那样问，
学生的回忆搜索就被打开了，也许学生不仅能想到比，想到
比值，还能想到比的各部分名称，还能想到比的基本性质，
这都是和我这节新授课的内容有关联的，复习一下，对于后
面比较比和比例的区别有很大的好处。我又反思“我怎么没
想到呢？”然后我给自己的解释是，怕学生打的太开耽误时
间：（后来我又想，只要学生熟练，其实口答几句话也耽误
不了什么时间的。哎，我们上课总是会在时间上斤斤计较。
不够大气......

2，我在教学例1的时候本来感觉挺简单的，学生回答的甚至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因为我课前一再强调要回答完整，其



实这节课我们学生回答问题我自己挺满意的，因为什么所以
什么都说的很完整。但陈老师就点明，可以在这里渗透正比
例的意义，因为两个比的比值相等，而它们的比值是什么呢？
就是单价。如果买的本数增多，相应的钱数也就是总价也会
随之增多。这是我没想到的，我没能想到这个深度。要反省。

3，在比较比和比例的区别的时候，学生说的.挺多，什么比
例有四个数比有两个数，比是一个比比例是两个比，比没有
等号比例有等号。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挺对，当时还挺高兴的。
后来想想，陈老师说，这都是表面上的区别，而意义上的区
别其实才更重要。比是两个数相除，而比例是表示两个比相
等的式子，从意义上来说就完全不一样，这对突出本节课的
重点比例的意义就很有帮助。我一想，对哦，还是自己考虑
不完善。而且从意义上的区别说下去后，正因为他们的意义
不同，比有前项后项，那么比例中的四个数应该叫什么呢？
就可以顺利引入下面的内容比例的各部分名称。

4，陈老师提的第4点是我上完课就想到的，就是练习题的开
放性不够，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不只有意义和性质两种
思路，其实还可以用化简比来求，我本来想在开放性的题目
中通过让学生自己的探索去发现的，但没能来及上到这里就
下课了，少了五分钟。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指导，为我在课堂教学及内容设计
的“广”和“深”上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我知道要上好
一节课确实很不容易，自己备完感觉好象过程挺流畅了，但
其实认真思考下来，可推敲的地方还有很多，可挖掘的地方
也还有很多。谢谢老师的指导！希望陈老师朱老师有空的时
候多到我们学校来指导指导我们，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做到更
好！

比例意义和基本性质教学反思7

本周三，在教学《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时，通过复习求



比值，找出比值相等的比，为教学比例的意义做好铺垫，概
括出比例的意义，利用比例意义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
安排了让学生写出比值相等的比，再组成比例，还安排了四
个数组成比例，目的在于加深对比例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在
认识比例的各部分名称时，我让学生看书自学，然后让他们
自己说说比例的各部分的名称。

此外，组织学生探究比例的基本性质，引导学生“分别算一
算比例的两个外项和两个内项的积，你发现了什么？”大胆
放手，用四个数组成等式这一开放练习产生新鲜有用的教学
资源，我通过引导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行了有效的探究。

本节课我注重了对学生的评价，用多种语言来激励学生，但
是有的地方还是做的不太好。如果在这里感情更深些，更能
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使她们能更好的参与学习。在今后的
教学的实践中我将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六年级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篇二

用本课的设计始终围绕教学目标而进行，突出重点，有措施，
突出难点有策略，整个教学过程体现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
主体的精神，具体而言，有如下两大特色：

1、活了教材，设计者将教学内容分解成20多个问题，每个问
题既有侧重，又都围绕着重点来进行，使原先教材上的死知
识变成了课堂中的“活问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探究知
识的形成过程。

2、搞活了课堂。课堂的活有两种形式，一是形式上的活，一
是内在的活，即让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活跃状态。前一种活
是显性的，后一种活是隐性的，比较难以达到，它需要教师
对教学内容的深刻理解以及较高的驾驭课堂的能力。本课的
活就属于后一种，教师通过指导学生自学、讨论、数量演示
等多种方式，来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使学生的思维一直处



于活跃状态，故而能事半功倍，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综上所述，本课的'设计体现了一种较高的教学教育观念—教
是为了不教。

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教学反思6

本周三，在教学《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时，通过复习求
比值，找出比值相等的比，为教学比例的意义做好铺垫，概
括出比例的意义，利用比例意义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
安排了让学生写出比值相等的比，再组成比例，还安排了四
个数组成比例，目的在于加深对比例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在
认识比例的各部分名称时，我让学生看书自学，然后让他们
自己说说比例的各部分的名称。

此外，组织学生探究比例的基本性质，引导学生“分别算一
算比例的两个外项和两个内项的积，你发现了什么？”大胆
放手，用四个数组成等式这一开放练习产生新鲜有用的教学
资源，我通过引导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行了有效的探究。

本节课我注重了对学生的评价，用多种语言来激励学生，但
是有的地方还是做的不太好。如果在这里感情更深些，更能
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使她们能更好的参与学习。在今后的
教学的实践中我将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六年级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上了一堂《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的实验课，课后的
第一感受就是学生一头没有把握好，以致于练习的.内容都压
缩了。下面对整个教学做如下反省：

一、开始阶段写比这一环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原本的意
图是通过找相等的比后引出比例这一知识点，在教学中，没
料到学生举手少，发言少，稀稀拉拉的几个比，没有任何两



个比是相等的。因此这一环节还不如直接出示几个比，直接
求比值，从比值中看相等的比，既让学生了解比例是怎么来的
（看比值是否相等），又进一步为学习判断两个比是否成比
例打下基础。

二、教学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的时候，教学比较含糊，没
有突出点，学生在判断的时候，弄不清哪个是用意义在比较，
哪个是用基本性质在比较。教学过程应该改为上面这一段，
在研究比例的基本性质的时候，抓住关键，让学生多说，说
完整。

三、练习难度偏高。从这堂课来看，似乎难度高了些，以致
于学生思考时间比较长，这也恰恰说明了前面的环节没有教
扎实。如果前面的问题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而
且还能成为这课的亮点。

六年级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篇四

本周三，在教学《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时，通过复习求
比值，找出比值相等的比，为教学比例的意义做好铺垫，概
括出比例的意义，利用比例意义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
安排了让学生写出比值相等的比，再组成比例，还安排了四
个数组成比例，目的在于加深对比例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在
认识比例的各部分名称时，我让学生看书自学，然后让他们
自己说说比例的各部分的名称。

此外，组织学生探究比例的基本性质，引导学生“分别算一
算比例的两个外项和两个内项的积，你发现了什么？”大胆
放手，用四个数组成等式这一开放练习产生新鲜有用的教学
资源，我通过引导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行了有效的探究。

本节课我注重了对学生的评价，用多种语言来激励学生，但
是有的地方还是做的不太好。如果在这里感情更深些，更能
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使她们能更好的参与学习。在今后的



教学的实践中我将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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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比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篇五

“比例的基本性质”这一内容的新知教学环节看起来并不复
杂，但是在接触时仍然出乎我的意料，学生的理解和利用总
有一些差别。

教学比例的基本性质时，对照写出来的比例我给大家提出了
一个问题“观察比例的内项和外项有什么关系？”学生大部
分把几个比例一起观察研究，他们发现更多的是各个数在各
项位置的变化情况，而对性质内容的发现比较滞后，也有少
数学生举手示意发现了，但这部分学生大部分是课前或课上
先看了书上内容（纸上得来终觉浅）。如果只观察其中的一
个比例，学生才能容易发现其中的规律，比如性质。所以我
再次提醒学生是看每一个比例的两个内项和两个外项有什么
关系，不是这几个比例一起看。这样学生终于发现一个比例
中外项之积等于内项之积，又找其他几个比例验证，从而确
定这个规律，总结出了比例的基本性质。接着通过把比例写
成分数形式，让学生形象地看到两个外项积和两个内项积就



是将比例中等号两端的分子和分母分别交叉相乘，积相等。

在应用比例的性质验证自己写的比例成立不成立，使学生明
白，验证比例式是否成立，除了求比值、化简比的方法，还
可以用求两个外项积和两个内项积是否相等的方法。

但是在利用比例解决问题时，出现的困难还是不少。很多学
生对于比例的基本性质背诵的很熟练，但对于灵活运用还欠
火候。比如根据算式1/3×5/6=5/9×1/2写出比例，有些学生
就蒙了。其实从算式中应该想到，这是外项之积等于内项之
积的写法，倒回去就可以。但学生看不到想不到，在课堂上
解释时仍有些学生糊里糊涂。

传统的课堂教学，学生面对的都是些经过人类长期积淀和锤
炼的经验。由于教学大纲规定，许许多多的知识点，使得教
师只能用简单的“传授——接受”的教学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