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角的分类和画角课后反思 角的分类
和画角的教学反思(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角的分类和画角课后反思篇一

“角的度量”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数学四年
级上册第二单元的内容。在这个单元中，主要有四部分内容：
（1）直线、射线和角（2）角的度量（3）角的分类（4）画
角。学生课堂上的“耶！”

学利用量角器画角时，本节课学生学的还比较轻松。比较成
功的是新知的探究：教材画角的例题呈现了画65°的角，下
面是画角的步骤，看了教材以后，我想画角是否让学生自学
教材，然后让他们动手画角。但是，就在上课的一刹那，我
改变了预设的方案，我让学生先独立尝试画角，因为学生有
一定量角的基础，可能他们会自己摸索出画角的方法，如果
不会，再采取方案一，自学教材，基于对学生的信任，于是
问:“你们会画60°的角吗？先想一想，自己准备怎么画，再
动手。”（没有选择教材的65°，而选择了60°，我想学生
可能会现不同的画法，比如用三角尺画。）听说能画角，学
生比较兴奋，想了一会儿，个个摩拳擦掌，兴致勃勃地动手
画了起来，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汇报时学生出现了：王
宁：“我是用三角尺的60°角画的。”把他的作品反馈在实
物投影上，确实是60°，但是角的顶点这儿画的不太理想。
陆雨婷：“我是用量角器画的，先在本子上画一条射线，再
用量角器的中心点对着射线的端点，0刻度线对着射线，再在
量角器的60°的地方画一个点，最后从射线的端点出发，通



过这个点再画一条射线。”陆雨婷的说法多好啊！我在心里
佩服学生的能力。“你们喜欢那种画法呢？”学生说的不一。
“既然这样，你们就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画一个70°的角
吧！”学生动手画了起来，汇报的时候，学生都选择了用量
角器画角，我问：“你们为什么不选择用三角尺画呢？”学
生都说用量角器画比较方便。

学生同桌交流自己画70°角的方法后，再让他们看书，我说：
“其实你们的画法和书上的介绍的方法是一样的，你们真了
不起！”学生开心地喊出了“耶！”看到学生的高兴劲，我
知道他们此时已体验到了成功的乐趣，那么我呢？当然也感
到无比的幸福。学生看书以后，一个学生举手了，“老师，
我还有补充，画好以后还应该检验，用量角器测量一下自己
画的角是否正确。多好的的孩子啊！我从心里感叹着。另外：
当出现要求画的角，如：75度、155度……有5度的角时，会
出现问题。主要出现在，学生利用内圈刻度画角，有5度的，
如75度，不能直接在量角器内圈的75度的位置上打点，于是
找不到记这个点的位置。

于是教会学生要在量角器上75度的位置一直向外看，因为内
圈70度对应外圈110度的位置，内圈80度对应外圈100度的位
置，内圈75度就对应外圈105度的位置。

角的分类和画角课后反思篇二

“角的`度量”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数学四年
级上册第二单元的内容。在这个单元中，主要有四部分内容：

（1）直线、射线和角

（2）角的度量

（3）角的分类



（4）画角。学生课堂上的“耶！”

学利用量角器画角时，本节课学生学的还比较轻松。比较成
功的是新知的探究：教材画角的例题呈现了画65°的角，下
面是画角的步骤，看了教材以后，我想画角是否让学生自学
教材，然后让他们动手画角。但是，就在上课的一刹那，我
改变了预设的方案，我让学生先独立尝试画角，因为学生有
一定量角的基础，可能他们会自己摸索出画角的方法，如果
不会，再采取方案一，自学教材，基于对学生的信任，于是
问:“你们会画60°的角吗？先想一想，自己准备怎么画，再
动手。”（没有选择教材的65°，而选择了60°，我想学生
可能会现不同的画法，比如用三角尺画。）听说能画角，学
生比较兴奋，想了一会儿，个个摩拳擦掌，兴致勃勃地动手
画了起来，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汇报时学生出现了：王
宁：“我是用三角尺的60°角画的。”把他的作品反馈在实
物投影上，确实是60°，但是角的顶点这儿画的不太理想。
陆雨婷：“我是用量角器画的，先在本子上画一条射线，再
用量角器的中心点对着射线的端点，0刻度线对着射线，再在
量角器的60°的地方画一个点，最后从射线的端点出发，通
过这个点再画一条射线。”陆雨婷的说法多好啊！我在心里
佩服学生的能力。“你们喜欢那种画法呢？”学生说的不一。
“既然这样，你们就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画一个70°的角
吧！”学生动手画了起来，汇报的时候，学生都选择了用量
角器画角，我问：“你们为什么不选择用三角尺画呢？”学
生都说用量角器画比较方便。

学生同桌交流自己画70°角的方法后，再让他们看书，我说：
“其实你们的画法和书上的介绍的方法是一样的，你们真了
不起！”学生开心地喊出了“耶！”看到学生的高兴劲，我
知道他们此时已体验到了成功的乐趣，那么我呢？当然也感
到无比的幸福。学生看书以后，一个学生举手了，“老师，
我还有补充，画好以后还应该检验，用量角器测量一下自己
画的角是否正确。多好的的孩子啊！我从心里感叹着。另外：
当出现要求画的角，如：75度、155度……有5度的角时，会



出现问题。主要出现在，学生利用内圈刻度画角，有5度的，
如75度，不能直接在量角器内圈的75度的位置上打点，于是
找不到记这个点的位置。

于是教会学生要在量角器上75度的位置一直向外看，因为内
圈70度对应外圈110度的位置，内圈80度对应外圈100度的位
置，内圈75度就对应外圈105度的位置。

角的分类和画角课后反思篇三

我在设计这堂课之前，首先从作者身上着手去剖析。

我探讨了作者创作这篇文章的意图。作者沈从文本身是苗族
人，所以他对云南以及云南民歌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感情，
在这种感情的积淀下写成的文章自然是情真意切，亲切感人。
作者想借这篇文章表达对云南民歌的热爱和赞赏，从而歌颂
云南人民的乐观淳朴的民风。基于这一点我将本文的技能目
标定为：欣赏品味文章质朴生动的语言特色。

其次，新课标中对语文的学习作出了解读，说"语文的学习和
生活的外延是相等的"，我在"导语"的设计上，从生活中学生
熟悉的北方民歌入手，和云南民歌相对比，让学生快速抓住
云南民歌的特点，引起学生的兴趣，以便于快速进入文章的
氛围。

第三、我在对于文章的分析上，考虑到这篇文章的体裁是散
文，为了让学生更好的，快速的理清文章的脉络，我在设计
问题上以一个大问题带动整堂课需要讨论的问题，然后又在
各个小问题上根据课堂进程灵活调整，这样使整堂课条理清
晰。

第四、我将整堂课设置为四个环节，分别为"读中有悟、悟中
有品、品中有探、探中有拓"，由浅入深，有内容到语言、有
语言到结构、有文本到实际，从文章整体入手，最后落到学



生生活实际，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

第五、我针对现在中学生崇尚港台明星的流行歌曲的现象，
我将这堂课的情感目标和教学难点设置为：对学生进行中国
传统文化的熏陶，让学生有追求时尚向关注民族转移。事实
证明这一点确实是难点，学生对于本篇文章理解不深，对于
曾经很著名的民歌也是闻所未闻，这也是我在备课的时候所
忽略的，所以在整堂课上，不仅没有实现"学生是课堂的主
人"，反倒像个客人，而且还是个"拘谨的客人"只怪我这个"
大主人"没有尽到"地主之谊""招待之礼"，这也是我要在今后
的教学要重点注意的。

总之经过这堂课，我深刻体会到要想做好一堂课，首先教师
本身要特别熟练的驾驭教材，还要将这堂课中可能遇到的问
题都设想到，并想好应对之策。这样，才有可能上出一堂成
功的语文课，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这，也将是我
今后努力的方向。

角的分类和画角课后反思篇四

《画角》是在学生学习了角的分类和角的度量之后进行教学
的。学生已经掌握了量角的方法，学生很自然地又想到了怎
样画角。本节课在探究新知时，我主要设计了三个问题：

1、用自己的方法画一个60°的角。

2、说说你是怎样画60°的角的。

3、试着画一个150°的角。整个过程是让学生先独立尝试画
角，然后小组交流画角的方法，最后全班大展示。学生说了
两种画60°的方法：

1、用直角三角板的一个60°角来画，先画一条射线，然后把
三角板的60°角的一条边与射线重合，角的顶点与射线的顶



点重合，画出另一条边，这样60°角就画好了。

2、用量角器画。先画一条射线，把量角器放在射线上面，注
意：量角器的中心必须与射线的顶点重合，0刻度线与射线重
合，找到60°的刻度，打上圆点，最后把它与射线的顶点连
起来。

从学生展示的情况来看，他们已经能用已有的知识解决问题，
比如：直接用三角板来画角，用量角器画角的方法也来自于
量角的方法，他们已经具备了迁移知识的能力。只是在用语
言描述时差强人意，不是很准确，可是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
话说出来了，就是很大的进步，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已经达
到了我们的教学目标。

对于画角的方法，我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归纳、概括，主要
是为了大部分学生掌握画角的方法，在思路上能更清晰一些。
学生学会了量角以后，在练习中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题：你能
试着用一副三角板拼出下面度数的角
吗？120°、105°、75°、135°、15°、150°，学生很快
就明白了：利用两个三角板中的度数就可以拼出来了。练习
的目的是让学生明白画角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灵活选择，把知识学活。当然，在简单的知识也有学生还
是不懂、不会做。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在教学中考虑的问题：
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寻求适合每个学生的好的
学习方法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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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分类和画角课后反思篇五

材中安排角的分类与画角同课时教学，我觉得一节课里要掌
握的知识点太多，学生肯定接受不了，所以，我把这部分内
容分为两课时进行教学，先教学角的分类，然后教学画角。

在教学画角时，我让学生根据导学案的提示自主探索画法。
从大展示的效果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家庭作业中出
的问题却较多，主要是画不准，有的学生甚至把钝角画成了
锐角，锐角画成了钝角等。仔细反思，可能是以下几方面造
成的：

1、学习画法时，有的学生在小组内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没有
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课堂上来看学生好像已经学会了，实
际由于体验不深刻，学生并没有把知识很好的吸收并内化，
掌握得并不牢固，所以导致家庭作业效果不好。

2、学生出错最多的就是找不准数。这说明学生前面的基础还
是没打好，对量角器上的刻度还是不熟悉，找不准数。特别
是不是整十度时，错得更多，很多学生都少画了10度，说明
他们在画角时，对于这个度数的取数范围在哪里心里都不是
很清楚。

3、学生在画角时，内外刻度不分清。学生在画的过程中，把
内外刻度弄混的状况也很多。这说明他们在画角时，头脑里
并没有去认真想清楚该找内刻度还是外刻度，只是看到这个
度数就马上打好了点，导致本来是锐角的画成了钝角，本来
是钝角的画成了锐角。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是，学生对于零刻



度的理解不是十分到位，由于本单元过于抽象，这是小学生
第一次接触抽象数学知识，没有在头脑中形成数学抽象思维
模式，在教学过程中要逐渐摸索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把现
实生活中的实例带入课堂，让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为
第四单元平行四边形打下基础。

4、有的学生使用的量角器不好。有的学生量角器上的刻度线
很少，有的量角器上面图案很多，有的量角器中心点是一个
小洞，学生在重合的时候左移一点或者右移一点就会有10度
的误差等，这些也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了干扰。

5、有的学生利用内圈刻度画角，个位是5度的。如75度，不
能直接在量角器内圈的75度的位置上打点，于是找不到记这
个点的位置。他们不会在量角器上75度的位置一直向外看，
有的会看的也把刻度线看歪了，偏离到别的`刻度去了。还有
很多学生对于内刻度的数对应外刻度的哪个数这一点并不熟
悉，所以找不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