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数学读数写数的教学反思 小
学一年级数学读数和写数课后的教学反思

(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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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一年级数学读数写数的教学反思篇一

这节课我先复习数数、数的组成，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学习
教材例4，探究几十几的读法和写法。让孩子们用小棒摆数
（教师报数，孩子们摆数），其中让学生两人一组摆出24根
小棒，先说说它的组成，然后想一想，2捆（即20根）应摆在
计数器的哪个数位上？4根呢？孩子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在计数
器上拨珠表示24，边拨珠边叙述：2个十在十位上拨2颗珠，4
个一在个位上拨4颗珠。这样使学生通过感受具体的事物（小
棒）到半具体半抽象的事物（计数器）到抽象的数这个过程，
来学习100以内数的读、写。通过学生观察、思考、对比，加
深了他们对数位上的数所表示的意义的理解。教学读法和写
法时，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经验，在体验中学习，在操作中学
习，逐步学会自己掌握学习规律，并从中归纳知识，注意由
易到难，逐步引导学生摆小棒、拨珠、读数，由直观到抽象，
增强学生数感。

一年级数学读数写数的教学反思篇二

《读数写数》这部分内容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20以内数的读
法和写法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学好这部分内容，不仅可以
为今后学习100以内数的计算打下基础，更能为学习万以内数



的读法和写法做好准备。上完这节课我感觉挺满意。课堂上
通过学生观察、思考、对比，加深了他们对不同数位上的数
所表示的意义的理解，达到了预定的学习目标。我感到用心
上好一节课不但学生受益，自己也是快乐的。在教学设计时，
我先复习数数，让学生一个一个地数，一十一十地数，紧接
着又复习了数的组成，在此基础上让孩子们用小棒摆数(教师
报数，孩子们摆数)，其中让学生两人一组摆出24根小棒，先
说说它的组成，然后想一想，2捆(即20根)应摆在计数器的哪
个数位上？4根呢？孩子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在计数器上拨珠表
示24，边拨珠边叙述：2个十在十位上拨2颗珠，4个一在个位
上拨4颗珠。教师再摆出42根小棒，用同样的方法完成以上过
程，让学生对比24与42中的“4”、“2”不同的意义，加深
对不同数位的数所表示的意义的理解。我让学生通过感受具
体的事物(小棒)到半具体半抽象的事物(计数器)到抽象的数
这个过程，来学习100以内数的读、写。通过学生观察、思考、
对比，加深了他们对不同数位上的数所表示的意义的理解。

教学例5时，我让学生先复习计数器，说出个位上一个珠子表
示1个一，十位上一个珠子表示1个十。然后让学生自已先拨
珠再写数，或直接看图写数。体会当个位上一个也没有时，
应用“0”占位。加深了对数位意义的理解。

在例6的教学中，通过在计数器上的十位拨珠边拨边数，1个
十，2个十，3个十……10个十，“10个十是100，在数器上还
可以怎样表示？”请他们表示100，他们想出一个新的数位--
百位。通过操作，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了十进制计数法的基本
原理。

教学时，我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经验，在体验中学习，在操作
中学习，逐步学会自己掌握学习规律，并从中归纳知识。教
学时我注意由易到难，逐步引导学生摆小棒、拨珠、读数，
由直观到抽象，增强学生数感。在整节课中，我要求学生用
准确、简练的.语言，条理清楚的回答，对有错误的学生面对
面给予指出，及时更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突出了重点，突破了难点，学生掌
握得也非常好。本节课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果能更及
时地对学生进行评价，增加一些对学生的评价方式，多鼓励
和表扬学生，学生学习情绪一定会高涨。

一年级数学读数写数的教学反思篇三

在这节课中，我尽量给学生“动”起来的机会，通过
以“动”促思，以“说”促思，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培
养他们进行自主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的让学生去说，拨出数并说一说它的组成。
但是这一点我做得还不到位。

充分尊重学生，让学生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方法，动手、
动脑去读数，写数，从直观到抽象，逐步感知十进制记数方
法，加强对计数单位“个、十、百”的理解，同时培养学生
积极探索，主动发展，自主构建知识的良好学习态度和习惯。

整节课在师生的互动上需要进一步加强。

读数写数教学反思

这节课我先复习数数、数的组成，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学习
教材例4，探究几十几的读法和写法。让孩子们用小棒摆数
（教师报数，孩子们摆数），其中让学生两人一组摆出24根
小棒，先说说它的组成，然后想一想，2捆（即20根）应摆在
计数器的哪个数位上？4根呢？孩子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在计数
器上拨珠表示24，边拨珠边叙述：2个十在十位上拨2颗珠，4
个一在个位上拨4颗珠。这样使学生通过感受具体的事物（小
棒）到半具体半抽象的事物（计数器）到抽象的数这个过程，
来学习100以内数的读、写。通过学生观察、思考、对比，加
深了他们对数位上的数所表示的意义的理解。教学读法和写
法时，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经验，在体验中学习，在操作中学
习，逐步学会自己掌握学习规律，并从中归纳知识，注意由



易到难，逐步引导学生摆小棒、拨珠、读数，由直观到抽象，
增强学生数感。

一年级数学读数写数的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主要使学生能正确读写100以内的数，理解
数位的意义和顺序，对学生来说，初次接触读数，不知道读
数应该用汉字写，所以引导时，问学生平时是怎么读的，就
怎么用汉字写下来。

课本中设计的例题中的三个数都是很特殊的数：40、27、33。
40个位为零，33个位与十位数字相同，并且40+33+27=100，
最后再读写100。先教写、读40，问这个数在计数器上怎么表
示，即十位上拨4颗珠子，个位上一颗珠子也不拨，那么写数
时，可结合一年级上学期学习20以内的数的写数(一年级上册
学习20以内数的认识时，还没有正式的学习写数，学生会
写20以内的数，但还不明白写数的含义)，让学生试着写出40，
然后展示，此时在学生写对时，要及时的给予表扬，写错时，
也要及时的引导应该怎么写，如40，计数器的十位上有4颗珠
子，应该在十位上写4;个位上一颗珠子也没有，应该写0，接
着引导学生写27、33。最后总结出写数的规则：写数要从高
位起，十位上有几个十，就在十位上几;个位上有几个一，就
在个位上写几，当个位上一个计数单位也没有时，就写0占位。
然后是教学生读数，读数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说，有一定
的难度，有的学生很可能会写成“四零”，让有不同意见的
学生加以补充，边引导、边总结出读数的规则：读数要从高
位起，十位是几就读几十，个位是几就读几，个位上的0不读，
其中一百读作：一百，十位和个位上的0都不读。

总之，通过本节课让学生用多种方式表示数，直观地感受数
位、数位上的数的含义，进而让学生掌握读写100以内的数的
方法。



一年级数学读数写数的教学反思篇五

在这节课中，我尽量给学生“动”起来的机会，通过
以“动”促思，以“说”促思，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培
养他们进行自主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的让学生去说，拨出数并说一说它的组成。
但是这一点我做得还不到位。

充分尊重学生，让学生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方法，动手、
动脑去读数，写数，从直观到抽象，逐步感知十进制记数方
法，加强对计数单位“个、十、百”的理解，同时培养学生
积极探索，主动发展，自主构建知识的.良好学习态度和习惯。

整节课在师生的互动上需要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