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教研活动策划方案(实用5篇)
为了确保我们的努力取得实效，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定方案，
方案是书面计划，具有内容条理清楚、步骤清晰的特点。我
们应该重视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不断提升方案制定的能力和
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数学教研活动策划方案篇一

xx

校长办公室

活动资料：做一节课评课

《方向与位置》二年级xxx

主持人：xxx

一、做课教师介绍教学设计：

xxx：辨认东西南北是学生学习了上、下、左、右、前、后的
基础上进行的。这节课教材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认识生活
中的东南西北。此环节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辨认东南
西北四个方向，培养方向意识，发展空间观念。后一部分认
识地图上的四个方向，透过在地图上找方向，找淘气房间物
品等活动来进行，并透过绘制校园示意图来进行巩固，使学
生感受到生活与数学的密切联系。

二、评课



xxx:《方向与位置》一课教学环节很清楚，与生活联系的密切，
难点突破的层次性强，辨别方向的资料找得好，各个环节过
渡自然，实效性强。

xxx：《方向与位置》一节，教师教态亲切、自然，教材挖得较
深。认识东南西北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开火车游戏
比较巧妙，在游戏当中巩固了东南西北的认识，学生兴趣较
高。对东南西北认识清楚。

推荐：北斗星在学生前面回答问题时已经说过，但好像没按
老师的设计走，故老师没有给予评价，教学中应抓住学生的
问题。

xxx：《方向与位置》一节，联系生活个性密切，从学生生活中
取材，学生掌握知识较快，记忆深刻，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了
生活中的问题，完成较好。

xxx：《方向与位置》一节，学生对从生活到平面图中方向的认
识过渡的比较自然，学生对绘制地图这一方向的规定要求清
楚、明白，是因为老师在这部分难点的处理上下了一番功夫，
从地图到淘气房间的示意图，环环相扣，从而加深了学生对
于这一要求的理解。

推荐：教师在方向相对性的处理上还欠火候，例子再丰富些。

xxx：《方向与位置》一节，教师透过试讲，感觉进步较大，对
教材的理解有了必须的深度，把握得较好。个性是在巩固东
西南北四个方向时，透过开火车的游戏使学生在游戏中加深
了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并从中发现了规律，在对难点的处理
上，层层深入，水到渠成，实效性强。

推荐：提高教师的课堂应变潜力和驾驭潜力。

xxx：《方向与位置》一节，环节清楚，顺其自然。



推荐：方向的相对性较难，时间可再长些。

总结：

xxx：我校青年教师李慧娟讲了一节《东南西北》。xxx、xxx两位
老师认真备课，精心准备，xxx老师还与我探讨教学设计思路，
经过一次次的试讲，这节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教研组的老
师们在活动中用心发言、讨论、评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透过活动，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教材的理解，解决了教学中
存在的困惑，收效还是较大的。正像李慧娟老师所说：透过
这一节课我真的收获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在大家的帮忙
下，我明白了一节研究课究竟就应怎样上，我必须会更加努
力，使自己早日成长起来。

数学教研活动策划方案篇二

根据学校《课堂教学改革实施纲要》和教科研中心“课堂教
学研讨月”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学部研究课活动的日程安
排，严格按照“选题、备课、上课、评课、反思、总结”六
个步骤，扎扎实实地开展课堂教学的研究课系列活动，突出
数学课“精讲多练，讲练结合”的特色，深入进行讲练结合
型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通过专家引领、同伴互助、个人反
思，创设适合我校学生特点的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模式，提升
教师教学实力，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数学教研组活动方案。

研究课的主题是： 讲练结合型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

突出研究点：高中数学课堂中如何准确把握讲与练的度，真
正实现精讲多练，讲练结合。

（3）形成比较成熟的高中数学讲练结合型课堂教学模式，打
造适合学生发展的优质课堂；

（4）通过研究课去认识什么是一节好课，初步形成我校的高



中数学优质课评价标准。

11月23日---12月29日

杨文国

宣传、发动---选题、定人---备课---上课---评课---反思―
总结

1.选题、定人：11月23日---27日宣传发动,各年级备课组作
专题讨论，让每位老师都明确研究课的开展形式和意义。11
月28日教研组长与备课组长一起商讨,确定研究课的主题
为“讲练结合型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研究点为：高中数
学课堂中如何准确把握讲与练的度。由杨文国老师作课，内
容是高二“抛物线”一节.

2、备课：按照学校即“重结果，更重过程” 的指导思想，
备课主要包括以下六个环节

（1）12月1日，全组老师第一次集体备课，共同探讨研究课
题和研究点的内涵，统一认识，明确研究步骤及各自的任务。

（2）12月3日―12月6日，杨文国老师编写教案与学案，其他
老师每人写一份课堂教学设计文稿，重点说明如何突破我们
的研究点。

（3）12月7日，全组成员第二次集体备课，邀请杨启华校长
和高中部领导莅临指导。采用说课的形式，由杨文国老师作
主题发言，其他老师谈自己的课堂设计思路及讲练的度的把
握，供杨文国老师参考。

（4）12月8日―12月11日，杨文国老师编写第二稿教案与学
案，制作上课用课件，印出足量的学案供听课时使用。



（5）12月11日，全组成员第三次集体备课，由区数学教研员
刘会金老师结合杨文国老师的试讲课进行专题指导。

（6）12月12日―14日，杨文国老师写出最后全校公开课用的
教案与学案，其他老师每人写出一份学案，作为书面交流
（交电子稿）。

3、上课：公开讲课分为一下三个步骤

（1）12月8日，第一次试讲，高二备科组老师、教研组长参
加，主要目的是对各个环节的时间分配做测评，对教学素材
的使用、及教学语言的精炼程度作一次诊断。

（3）12月14日，面向全校公开教学，再次特邀区数学教研员
刘会金老师和学校、学部领导参加，同时也欢迎其它可老师
参加听课。

4、评课：在每次试讲与最后面向全校公开教学之后，及时进
行专题评课活动，评课研讨要依据我们的“研究点”和“预
设成果”进行，遵照学校领导 “不求完美，但求突破”的要
求，在全组营造一种十分宽松的`研究氛围。通过教师个人自
评、同行评议、专家讲评将研究内容不断引向深入，使参与
活动的每一位教师都有收获和启发。

5、反思：12月15日―22日进行集中反思，每人写出书面课后
小结。针对评议的内容，对自己的教学设计、教学效果以及
通过此次活动使自己获得的收获进行总结和反思，进一步提
高自己的科研、教学能力和思想认识水平，“在反思中提
高”。

6、总结：12月25日―29日，进行全组研究课情况总结，召开
全组教师会议，对研究课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对“讲练
结合型课堂教学模式”给出明确的定位，初步确立数学优质
课的标准。教研组长、研究课主讲教师分别总结工作、提升



成果，写出“课堂教学研讨月”反思总结。教研组长就研究
课活动开展情况，写出课堂实录及书面点评，挂到校园的博
客网上，在全校做进一步的交流，以进一步推动我组教师的
教学水平和教科研工作。

数学教研活动策划方案篇三

根据学校《20xx年度课堂教学改革实施纲要》和教科研中
心“课堂教学研讨月”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学部研究课活
动的日程安排，严格按照“选题、备课、上课、评课、反思、
总结”六个步骤，扎扎实实地开展课堂教学的研究课系列活
动，突出数学课“精讲多练，讲练结合”的特色，深入进行
讲练结合型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通过专家引领、同伴互助、
个人反思，创设适合我校学生特点的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模式，
提升教师教学实力，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研究课的主题是： 讲练结合型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

突出研究点：高中数学课堂中如何准确把握讲与练的度，真
正实现精讲多练，讲练结合。

（3）形成比较成熟的高中数学讲练结合型课堂教学模式，打
造适合学生发展的优质课堂；

（4）通过研究课去认识什么是一节好课，初步形成我校的高
中数学优质课评价标准。

杨文国

宣传、发动——选题、定人——备课——上课——评课——
反思—总结

1.选题、定人：11月23日——27日宣传发动,各年级备课组作
专题讨论，让每位



老师都明确研究课的开展形式和意义。11月28日教研组长与
备课组长一起商讨,确定研究课的主题为“讲练结合型课堂教
学模式的研究”，研究点为：高中数学课堂中如何准确把握
讲与练的度。由杨文国老师作课，内容是高二“抛物线”一
节.

2、备课：按照学校即“重结果，更重过程” 的指导思想，
备课主要包括以下六个环节

（1）12月1日，全组老师第一次集体备课，共同探讨研究课
题和研究点的内涵，统一认识，明确研究步骤及各自的任务。

（2）12月3日—12月6日，杨文国老师编写教案与学案，其他
老师每人写一份课堂教学设计文稿，重点说明如何突破我们
的研究点。

（3）12月7日，全组成员第二次集体备课，邀请杨启华校长
和高中部领导莅临指导。采用说课的形式，由杨文国老师作
主题发言，其他老师谈自己的课堂设计思路及讲练的度的把
握，供杨文国老师参考。

（4）12月8日—12月11日，杨文国老师编写第二稿教案与学
案，制作上课用课件，印出足量的学案供听课时使用。

（5）12月11日，全组成员第三次集体备课，由区数学教研员
刘会金老师结合杨文国老师的试讲课进行专题指导。

（6）12月12日—14日，杨文国老师写出最后全校公开课用的
教案与学案，其他老师每人写出一份学案，作为书面交流
（交电子稿）。

3、上课：公开讲课分为一下三个步骤

（1）12月8日，第一次试讲，高二备科组老师、教研组长参



加，主要目的是对各个环节的时间分配做测评，对教学素材
的使用、及教学语言的精炼程度作一次诊断。

（3）12月14日，面向全校公开教学，再次特邀区数学教研员
刘会金老师和学校、学部领导参加，同时也欢迎其它可老师
参加听课。

数学教研活动策划方案篇四

20xx年7月

校长办公室

（略）

做一节课评课

《方向与位置》二年级xxx

主持人：xxx

一、做课教师介绍教学设计：

xxx：辨认东西南北是学生学习了上、下、左、右、前、后的
基础上进行的。这节课教材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认识生活
中的东南西北。此环节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辨认东南
西北四个方向，培养方向意识，发展空间观念。后一部分认
识地图上的四个方向，透过在地图上找方向，找淘气房间物
品等活动来进行，并透过绘制校园示意图来进行巩固，使学
生感受到生活与数学的密切联系。

二、评课

xxx:《方向与位置》一课教学环节很清楚，与生活联系的密切，



难点突破的层次性强，辨别方向的资料找得好，各个环节过
渡自然，实效性强。

xxx：《方向与位置》一节，教师教态亲切、自然，教材挖得较
深。认识东南西北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开火车游戏
比较巧妙，在游戏当中巩固了东南西北的认识，学生兴趣较
高。对东南西北认识清楚。

推荐：北斗星在学生前面回答问题时已经说过，但好像没按
老师的设计走，故老师没有给予评价，教学中应抓住学生的
问题。

xxx：《方向与位置》一节，联系生活个性密切，从学生生活中
取材，学生掌握知识较快，记忆深刻，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了
生活中的.问题，完成较好。

xxx：《方向与位置》一节，学生对从生活到平面图中方向的认
识过渡的比较自然，学生对绘制地图这一方向的规定要求清
楚、明白，是因为老师在这部分难点的处理上下了一番功夫，
从地图到淘气房间的示意图，环环相扣，从而加深了学生对
于这一要求的理解。

推荐：教师在方向相对性的处理上还欠火候，例子再丰富些。

xxx：《方向与位置》一节，教师透过试讲，感觉进步较大，对
教材的理解有了必须的深度，把握得较好。个性是在巩固东
西南北四个方向时，透过开火车的游戏使学生在游戏中加深
了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并从中发现了规律，在对难点的处理
上，层层深入，水到渠成，实效性强。

推荐：提高教师的课堂应变潜力和驾驭潜力。

xxx：《方向与位置》一节，环节清楚，顺其自然。



推荐：方向的相对性较难，时间可再长些。

总结：

xxx：我校青年教师李慧娟讲了一节《东南西北》。xxx、xxx两位
老师认真备课，精心准备，xxx老师还与我探讨教学设计思路，
经过一次次的试讲，这节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教研组的老
师们在活动中用心发言、讨论、评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透过活动，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教材的理解，解决了教学中
存在的困惑，收效还是较大的。正像李慧娟老师所说：透过
这一节课我真的收获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在大家的帮忙
下，我明白了一节研究课究竟就应怎样上，我必须会更加努
力，使自己早日成长起来。

数学教研活动策划方案篇五

学与生活的同在，同时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广外外校小学部五年级全体学生

第18周（12月25日/下午的第二课堂活动课，16：30开始）

田径场风雨棚

第一阶段：动员指导

第二阶段：活动开展

第三阶段：活动总结

六年级数学老师：诊断、图形、找规律，题目分为a、b两类，
每大区需要20道题目（每张a4纸上只打印一道题目，注明题
目的序号、a或b类型和分值，另附标准答案）。



题型分五大块，即诊断区、图形区、简算与应用区、找规律
区、二十四点区。题目涉及五年级学生已经学过的数与代数、
空间与图形、统计与概率和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如诊断题型，
可出一些计量单位运用不够确切的错例，让学生去发现问题
并提出正确的修改意见。简算与应用等题型，出题老师根据
五年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可自行决定（难度相对适中）。每
道题目的解答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以保证整个活动时间不
要太长。

板面展示：五年级数学老师

20张课桌

横幅：迎

新年数学游园会--小学高段数学组

裁判安排：(陆琳,蔡国良)(孙静,万敏)--简算与应用区；

(徐艳珍,吴大海)(叶秋蓉,彭义华)--二十四点区；

(张霞,孙国华)(周光群,张利全)--诊断区；

(朱丽兰,吴小玲)(凌萍萍,刘红宁)--图形区；

(吴薇,程红霞)(徐培敏,张晓会)--找规律区。

【活动分五个大区，每大区设4名裁判。】

兑奖安排：汪颖、李先玉、张利全、刘秋莲

现场秩序：五年级班主任、数学老师

总结报道：四年级数学老师



将整个年级以班为单位自然分为10个小队，每个小队平均分
成10个小组。游园以小组合作（小组有负责人，能明确分工）
形式，到主席台两侧设置的五大区（诊断区、图形区、简算
与应用区、找规律区、二十四点区）去游园活动。

1、活动开始，每班的各小分队先按一定秩序平均分配在各个
区域，依次抽取题目，小组合作作答，答题完毕后再到其他
区去排队等候活动，直至游园完所有的五个大区（每个小组
在每个大区里只需参加一次活动，不得重复进行）。

2、每个小队答题完毕后，由裁判发给一张证明成绩的票单。
答对a类题可得5分，答对b类题可得10分，答错与不答均不得分
（答题时间不得超过1分钟，选手若答不出，可选择放弃）。。

3、活动中，各小队可依据票单上的成绩到兑奖处领取奖品。

附：【第二阶段活动程序】

1、各班学生排成两列，在主席台前集中，主持人宣布活动开
始。

2、各班学生平均分成10个小分队有秩序地依次进入游园区，
各小分队凭活动小票进入游园区进行活动。

3、活动结束后，各班有序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