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万以内加减法道 万以内数的减
法教学反思(通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一万以内加减法道篇一

上完被减数中间有零的这一课后，我不断的反思，下面就谈
几点自己的认识。

一、备课

1、备课时要想的多些，抓住所教知识的重难点，设计出详尽
的教学过程。而我在本课300-116的竖式处理中就不是很到位，
应该用严密的数学语言组织好个位上，十位上，百位上的数
字分别是怎样减的。2、对于学情没有很好的掌握，个别学生
听课过程、掌握知识都不是很好，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充分
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与心理特征。

二、上课

1、探究时间上：有了备课的充分准备，老师在课堂上要有计
划的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在教学这个环节中，学生开始演
示300-116可能觉得有困难，但是他在思考，在质疑，有思考
有质疑才会有收获，这时的教师不应告诉他如何去解决，而
是给他时间，让他们有足够时间思考，勾起他们的解决欲望，
让学生相互启发，相互探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解
决问题，这时候教师千万不能一手包办，急于求成地去讲解，
去帮他们解决。



2、练习太少，不能巩固学生所学知识。

3、在思想启迪上，由于学生年龄，阅历的关系对啄木鸟还不
是很了解，应该再给他们补充一些相应知识，引导出要保护
益鸟的主题。

一万以内加减法道篇二

《棉鞋里的阳光》是继《胖乎乎的小手》之后的又一篇充满
家庭温暖的短文。奶奶老了，妈妈格外体贴，把老人的棉被
晒一晒，让她睡得更暖和。贤淑的举动影响着幼小的心灵，
小峰也学着他*的样子，帮奶奶晒棉鞋。阳光钻进了棉被，也
钻进了棉鞋，温暖了奶奶的身体，他们的孝心也随着阳光温
暖着奶奶的心。

在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以后，我就围绕下面两个问题
引导学生把课文读懂。

“1、妈妈为什么要给奶奶晒棉被?”“2、小峰为什么要给奶
奶晒棉鞋?”

结合理解课文，指导朗读，再用 “因为……所以……”仿照
前一课的方法进行了说话训练。

这时，有一个小朋友说：

“啊，奶奶真幸福。”

我马上接过他的话，说：

“是呀，小峰的奶奶真幸福，你能说说为什么吗?”

大家一听，纷纷举起小手要求发言，有的说因为小峰和妈妈
都那么关心奶奶，体贴奶奶;有的说小峰会帮奶奶晒棉鞋，他



很爱奶奶;有的说我用小手给奶奶捶背，奶奶也感到很幸福;
有的说我帮奶奶倒洗脚水，奶奶挺高兴……在说话训练的同
时，不只不觉渗透了体贴长辈的思想教育。

我觉得在阅读课的教学中，教师不要逐段地分析，不要把自
己的理解强加于学生，要让学生充分读，学生肯定会有自己
的感受。

一万以内加减法道篇三

本单元主要教学口算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笔算几百几十加、
减几百几十以及加、减法的估算。共安排了4个例题。这部分
内容是在万以内数的认识以及100以内的加、减法基础上教学
的，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口算和笔算，复习了
数和计算的有关知识，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学习万以内的数
与计算起了铺垫作用。学生已经认识了万以内的数，掌握
了100以内的加、减法计算，学会了竖式计算的法则，本单元
的教学是对以前学过的计算法则的延伸，因此培养学生的迁
移类推能力就能很好地解决类似的教学问题。

1、使学生能够正确口算两位数加、减两位数（和在100以
内），会正确计算几百几十加、减几百几十。

2、使学生能够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加、减法的估算，培养估
算意识。

3、培养学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体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

（一）充分利用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学习新知识。本单
元的内容是在前面内容的基础上教学的，如口算两位数加、
减两位数，本质上都是两位数加减一位数、整十数两种情况
的组合。而笔算几百几十加、减几百几十的，是两位数加、
减两位数笔算的拓展，它们的算理完全相同，可以通过迁移



类推来学习。因此教学时，应注意相关内容的复习。

（二）注意把握好计算教学的要求。本单元计算教学的内容
呈现算法多样化的特点，在教学时，一方面应尊重学生的个
性差异，允许他们采用不同的算法进行计算，同时也应注意
把握好教学要求，如教学几百几十的加、减法时，主要以教
学笔算为主，口算时作为另一种算法出现，因此对于这类计
算，只要求学生掌握笔算，对于口算不作共同要求。

（三）重视估算意识的.培养。重视估算，培养估算意识。随
着计算内容的进行适时安排一些估算，逐步培养估算意识是
本套教材的一个特点，本单元教学应结合几百几十的加、减
法，进一步学习根据具体情境运用估算解决实际问题。

一万以内加减法道篇四

我校三年级是从第二单元《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讲
起的。这个单元的总情境是去“世博会”参观，因此我制作
了一个简单的小片带着孩子们一起观看，对于上海世博会有
了一个简单了解。然后出示了9页主题图，让学生找“你都了
解了哪些信息？”

例1是利用图中的数学信息进行两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学生
在一二年级有了一定的口算基础。本节课我创设了以下两个
空间：

反思：对于比较简单的口算，大部分学生都能准确第算出结
果。对于涉及到进位的算式则出现了一些错误。口算采取的
计算方法也比较集中在相同数位相加的方法上。

空间二：探究算理。对于例1的问题：一年级一共要买多少张
车票？学生都能正确列式，我让学生同桌两个人一组，互相
说一说你是怎样进行口算的？再集中交流展示。我发现大部
分学生用的是先算30+30，再算5+4的方法。个别学生用的是



两位数加整十数的方法。

在交流与集中展示之后，我跟进了课时练第5页中的相应练习。
学生们完成的不好，这反应了学生对算理掌握得不扎实。

反思：这类需要学生分步地写出算理的题在一年级接触的比
较多，由于二年级计算的重点放在了乘除法上，所以有一些
同学出现了计算不准确、分步不会写的情况。针对这个问题，
我又集中带领学生梳理了分步的计算过程，引导学生不要操
之过急，要一步步地看清谁和谁算、运算符号是什么，又拓
展了相应的口算练习。

一万以内加减法道篇五

最新文章在学校开展的以级为单位的达标课推优活动中，我
讲授的是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一课时的内容，是在
学生学习过三种计算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口算、笔算、估
算）的基础上进行了，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计算基础，因
此本节课适合采用用旧知识迁移的方法来让学生自主突破新
知。现将本节课的教学设计思路总结如下：

1、在备课时，我在思考根据教材36页内容，能够让学生感觉
到难度的是什么，从自身认知出发，我发现对于情境图的理
解算是本节课的一个难点，情境图是学生感兴趣的动物图案，
在课本提供的数学信息中还有学生很想知道却又不知道的几
个词语“湿地、哺乳类、爬行类、麋鹿”等，当我拿到课本
吸引我的也是这些东西，我在想学生会不会也有相似的心理
好奇需求呢？于是本节课的导入部分我决定把时间放置在10
分钟左右，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然后再去完成对知识的求
知欲。

2、由于是计算课，所以在定位学习方法的时候，我首先想到
的是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所以各个环节问题的解决，都
是以学生的做为先，然后再在评价环节引领学生掌握竖式计



算的计算方法和竖式计算中的注意事项。

3、对于课堂学习活动，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安排了
三个数学活动，活动一是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提出
数学问题。活动二是以“啄木鸟”的角色来寻找大树（竖式）
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掌握计算方法和计算时候的注
意事项。活动三是争当班级“计算小能手”。

本节课的优点是：

1、设计理念中发挥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动性。

2、课堂学习活动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课堂评价用语不随意，能够基于学习目标的达成具体的进
行表扬与建议。

本节课的不足之处是：

1、由于教师的很多想法是突发奇想的，所以往往是只有想法
却没有对这个想法的预设和生成情况的各种可能性的提前预
案，因此在处理的时候难免会出现赶环节，走流程的情况发
生。例如：在让学生根据情境图中的数学信息来提出数学问
题的时候，学生把自己想要提的问题以及可以提的问题书写
在学习卡上，当时郝宇佳同学第一个汇报所提的问题是“鸟
类和爬行类的动物一共有多少种？”老师只是肯定了这个学
生所提问题很好，却用了不恰当的语言过渡了一下“好，同
学们提的问题都很好，下面我们开看看人家所要让我们解决
的问题”，等于把学生所提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暂时搁置了，
回想起来，觉得如果这样的处理的话“好，我们就先来解决
这个数学问题”，我想这样会更恰当。

2、因为对很多预设的处理不到位，没有关注到细节，所以导
致课堂各个环节的衔接处有点脱节，连贯性不够强。



3、没有及时的板书课题，对于这一点，我是觉得本节课提出
课题《不连续进位加法》学生难以理解掌握，准备在第二课
时学习了《连续进位加法》之后经过对比，让学生了解此类
万以内数加法的特征。

一万以内加减法道篇六

整十数加一位数和相应的减法。

在教学中，我发现数数、理解数的组成、比较数的大小以及
计算整十数加一位数和相应的减

法学生掌握比较好，尤其是数数，大部分学生不仅会一个一
个地数、两个两个地数、五个五

个地数、十个十个地数，还会三个三个地数，顺着数倒着数
基本没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

学生不仅会比较，更重要的的他们能说出比较的方法，而且
这些方法都是在老师的引导下由

学生归纳总结出来的。关于整十数加一位数和相应的减法，
百分之九十的学生计算的正确率

和速度达到了要求，而且不仅能会算，还能与老师、同学和
家长交流算法。

得多”、“少得多”、“多一些”、“少一些”描述数之间
的大小关系也让一部分学生感到很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