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第一单元教
学反思 一年级数学各单元教学反思(优

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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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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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第一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本单元教材是在学生基本掌握了100以内数的读法、写法和数
的组成，以及整十数加一位数和相应的减法的基础上进行教
学的。我在教学时做到了以下几点：

1．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计算，培养学习兴趣和计
算意识。比如，借助教材设计的运送鲜花场境提供的资源，
让学生提出整十数加、减整十数的问题，组织学生讨论，探
讨计算方法。把整十数加、减整十数的计算置入有事物情境、
有情节的探索中，使计算含有丰富、生动的具体内容。再如，
借助教材设计的“发新书”、“买玩具”等，给学生创造结
合实际情境提出计算问题和进行计算的空间。

2．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教学时，我结合教材，精
心设计，创设有意义的问题情境或数学活动，激励每一个学
生在动手实践中独立思考；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与
同伴进行交流。这样，就给了学生充分探索、思考、动手、
动口的时间和空间，就能实现获得知识、发展能力的目的'。
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探索知识才能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逐渐领
悟数学，促使学生与同伴合作交流，才能开阔学生的思路，
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3．组织好练习，进一步培养计算能力。本单元的口算，学生
应做到能正确进行计算，绝大多数学生应达到每分钟做5~6题。
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让学生通过动手操作、主动探索、合
作交流掌握算法，还需要组织好练习，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

人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第一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本单元主要掌握showmeyour…句型以及简单的问候和几个简
单的关于文具的英文单词，教学任务还是比较重的，在进行
教学时，先通过对熟悉的动物的复习引出并学习新的句型，
这样过度自然，易于学生接受掌握。可以用歌谣或者说唱的
形式，使单词的学习生动有趣；对于句型showmeyour…通
过tpr活动得到操练，并将前面所学的文具单词加以巩固，学
生兴趣很高，掌握得也比较好。单词和句型的学习都要回归
书本。整个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小学生的心理特点设计，
发挥了小学生爱说、善于表现的优势，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使课堂充满了活力。

但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比如
说单词效果比较好，句型学生就学过即忘，可能在教学活动
中，呈现的形式比较单一，还不够吸引学生，教学内容的呈
现过程很重要，它关系着学生学习的兴趣，所以，在今后的
教学中，要注意教学内容呈现形式的'新颖多样，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

人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第一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一、口算。

40×5=720÷8=8×50=88÷4=

120÷3=6×90=6300÷7=9×700=



84÷2=150÷3=270÷9=93÷3=

7×600=14×6=12×8=180÷2=

400÷2=48÷4=99÷9=15×5=

二、填空。

1、39÷3读作()，商是()。

2、16×5读作()，积是()。

3、80里面有()个十，900里面有()个百。

4、5000里面有()个千，也可看作()个百。

5、4乘70再减去28得()。

6、3个40相加得()，60是2的()倍，60的2倍是()。

7、因为4×9=36，所以40×9=()。

8、计算16×7时，可以这样想：10×7=()，6×7=()，

()+()=()

9、计算36÷3时，可以这样想：30÷3=()，6÷3=()，

()+()=()

10、小华看一本书时3天看了60页，那么他每天看()页，照这
样计算，他9天共看了()页。

三、脱式计算。



=

=

3、列式计算。

1、3个900相加是多少?2、比35的3倍多28的数是多少?

4、小明的爷爷、爸爸的体重各是多少?

5、(1)还剩多少页没看?

(2)剩下的.书，要在4天内看完，平均每天看多少页?

以上就是为大家分享的三年级上册数学第一单元测试，希望
对大家有帮助。

人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第一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机智就是指教师通过敏锐的观察，灵活的思维，果断的
决策对教学中的各种信息反馈作出有效的反应和机敏的处置，
以求最大限度地开启学生的思维才智，获取最佳的教学效果。
学生是各式各样的，他们拥有不一样的思维。因此各种情况
都可能出现在课堂上，课堂永远都不会像教案所规划的那样。
我从不否认新授课的教学机智，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练习课同
样需要这一品质。

一年级的练习册通常是在学校完成的，教师读题，学生完成。
在一次自主测试练习中，有一道题目几乎让两个班的学生全
军覆没。那是一道括线题，左边有7个胡萝卜，右边是一只小
白兔推走了3个胡萝卜，问好打在括线下面。很明显这是一道
求一共的加法题。但是做下来大部分的学生都把它做成了减
法，原因很简单，小孩子的思维：推走了就要减去，所以用
减法。在之前的看图中，学生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原



来有多少，又来了多少，用加法：原来有多少，走了几个，
用减法。碰到这道题时，他们同样采用了这种思维。在另一
个班，教师发现了这一现象，及时对题目做了修正，情况明
显好可很多。

由此可见，教师随时都要注意学生的反映，以便及时作出应
对反映，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0”这个数字对小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学生们都知
道“0”表示一个也没有，但0的另一个含义他们却不太清楚，
那就是：0还表示开始，从刻度尺子上面可以看出来。这节课
的重点是书写“0”，这个“0”确实是很难写，在我示范以
后让他们再写，发现写得很糟糕，要么就是头写得尖尖的，
要么就是肚子写得大大的，全都贴在了线上面，写得好看的
很少。“0”这个数字要写好是不容易的，要多多练习才行。

生活中的“0”，学生们想到最多的就是家里的门牌号，也有
聪明的学生说道了温度计，呵呵，小孩还是很会发现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的。

人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第一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1、给学生提供生活化的学习材料。

让学生在感兴趣且较熟悉的生活问题中，复习条形统计图与
折线统计图的特点。选取、呈现与学生生活学习联系较密切
的扇形统计图，要求学生说说从这些扇形统计图中各获得什
么信息，使学生对扇形统计图特点有着丰富的感知。

2、激发学生思维，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

教学时我通过提发散性问题来激活学生思维。如：“从这幅
图中你能获得哪些信息”，“根据获取的信息你可以提出什
么数学问题”，培养了学生的看图能力，进一步巩固了百分



数的应用。

3、在学生已有经验基础上进行教学。

课标指出：要从学生已有知识经验出发，让他们亲身经历将
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的过程。基于这
样的理念，我注重让学生与已学过的条形统计图进行对比，
在对比中理解和掌握扇形统计图的特点和作用。这样的设计
不仅有助于学生对扇形统计图的理解和掌握，而且，通过对
比，学生还会进一步理解每种统计图独特的作用。

不足之处

1、从统计图获取的信息中，所提出的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将
简单知识复杂化了，不利于差生的学习。

2、有一部分学生计算能力比较差，导致一些解决问题的环节
上耽误了一定的时间，今后在练习中要继续加强计算方面的
训练。

六年级上册数学第七单元——《鸡兔同笼》教学反思

《鸡兔同笼》是抽象的课，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课前
我对我班的学生进行了估计。有少部分学生接触过鸡兔同笼
问题，但对于多数的学生来说，学习《鸡兔同笼》可能会有
一定的难度。所以，在这节课中，我决定主要借助教师引导
探究这个手段，让学生在尝试、探索、合作中，弄懂鸡兔同
笼问题的基本解题思路。

我首先从数青蛙的歌曲中，引出可以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动
物的特点，再让学生弄懂鸡兔同笼问题的基本解题思路：鸡
的只数×2+兔的'只数×4=共有的腿，为列方程法提供等量关
系。再让所有的兔子学鸡，让学生观察脚的条数有什么变化；
又让鸡学兔，再提问，为假设法的思维方式做了铺垫。接着



出示例1，师生共同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方法：假设法二种、列
方程法。对三种不同的方法做了比较，进行方法最优化，提
倡学生用方程解答。再来解决“鸡兔同笼”的原题。最后进
行练习，解决生活中“鸡兔同笼”的问题。

存在问题、由于内容比较多，我在教学时间的控制上还略显
紧张，导致给学生思考的时间比较少。这一内容在以前是奥
数题，有些难度，这样对学习比较困难的学生更加难理解。

2、在强调运用方程解此类题的时候，当设足数多的为x时，
我出现了一个小错误，设足数少的为x时，学生不会做。我当
时就说我们不会做，就应该设足数多的为x。我应该用发展的
眼光来教育学生，说明现在我们不能做不要紧，今后会学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