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基本国情教学反思与评价 基本不
等式教学反思(通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基本国情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根据新课标的要求，本节的重点是应用数形结合的思想理解
基本不等式，并从不同角度探索基本不等式的证明过程，难
点是用基本不等式求最值。本节课是基本不等式的第一课时。

在新课讲解方面，我仔细研读教材，发现本节课主要是让学
生明白如何用基本不等式求最值。如何用好基本不等式，需
要学生理解六字方针：一正二定三等。这是比较抽象的内容。
尤其是“定”的相关变化比较灵活，不可能在一节课解决。
因为我把这部分内容放到第二节课。本节课主要让学生掌
握“正”“等”的意义。

我设计从例一入手，第一小题就能说明“积定和最小”，第
二小题说明“和定积最大”。通过这道例题的讲解，让学生
理解“一正二定三等”。然后再利用这六字方针就最值。这
是再讲解例二，让学生熟悉用基本不等式解题的步骤。然后
让学生自己解题。

巩固练习中设计了判断题，让学生理解六字方针的内涵。还从
“和定”、“积定”两方面设计了相关练习，让学生逐步熟
悉基本不等式求最值的方法。

课堂实施的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包括课前预习，例题放手
让学生做，还有练习让学生上台板书等环节，都让学生主动



思考，并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展示典型错误，及时纠错，达
到良好的效果。

不足之处是：复习引入的例子过难，有点不太符合文科学生
的实际。且复习时花的时间太多，重复问题过多，讲解琐碎;
例题分析时不够深入，由于担心时间不够，有些问题总是欲
言又止。练习题讲解时间匆促，没有解释透彻。

基本国情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在复习完基本不等式第二课时后，我对这节课做了如下的反
思：

在课堂上，无论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通常会把自己当做课
堂上的主人而过多的会忽略学生的主体地位；或者学生会因
为长时间的习惯于听老师来讲解而忘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

在这节课中，我设计了多个让学生讨论的环节，但是当我说
了同学们可以和自己的同桌讨论一下自己获得的结论之后教
室里还是会很安静。这样的课堂活动经过了一分钟后，我不
得不自己来讲解我设计好的问题。此时我感觉到这节已经失
败了，因为我占据了本该属于学生的时间。

在教学中应合理设计教学中所要用的问题，我设计的学生互
动环节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我想很大的原因是我没有设计好
问题，在提问题时没有明确我要求他们要给我什么样的结果。
在这节课中，我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这样问的：请同学们自己
首先来做一下这道题目，然后跟自己的同桌讨论一下自己的
结果是否正确。当学生听到这样的问题时，他们首先会自己
一个人去完成题目，而不会跟自己的伙伴合作完成。而且在
数学教学中对问题的梯度设计很重要，因为新课程很强调概
念的形成过程，而概念的产生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所以在教
学时要非常好的展示给学生概念是怎么产生的，而这个教学
环节就要求教师能够设计好问题的梯度。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同学们明白了
没有啊，或者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些肤浅的问题。
而从课堂效果看，这些问题并没有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也只是机械的回答一下：是或者不是，对或者不对。使
学生跟老师之间的沟通成了一种机械的问答过程。所以在以
后的教学中我应该更加重视对问题深度的要求。

以上就是我对本节课的教学反思：多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设计好教学问题并且要学会提有深度的教学问题。

基本国情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是北师大版八年级下册第二章第二节
的内容，二十分钟展示完所有教学环节，还要老课新上，上
出新意，上出特点，的确不易，听完这节课，我收获颇多，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整节课设计紧凑，组织严密。以自己两个女儿的年龄导入
新课，体现数学来源于生活，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2. 课堂上注重知识的生成，能抓住一切契机及时评价学生，
给学生学习的信心；习题设置有层次性，使所有的学生都学
有所获，并渗透数学思想，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

3. 形象好，气质佳，语言简练，整节课面带微笑，亲和力好，
时时处处体现教师对学生的爱。

建议：

1. 导课时若能把自己的年龄和学生的年龄联系起来，更能激
发学生的开口欲望，打破课堂僵局。

2. 让学生讨论的问题要具体、明了，最好用幻灯片打出来，
口述学生记不住，不知道该干什么，使课堂冷场。



3. 板书用字母表示，简介，节省书写时间。

基本国情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本节课，教师能较好的分析把握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新颖合
理，教学组织合理有效，较好的达成了教学目标，教学效果
良好。

教学中以基本不等式的获得和应用为明线，以数学思想方法
的渗透和体会为暗线。在本节课的学习和教学中，明暗线索
交相呼应，学生不断的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体会数学思想方
法的作用，甚至能在例题教学中尝试让学生运用思想方法策
略性的思考和学习，学生在知识学习的同时更有对数学认识
上的提升，这就使得学生的学习过程自然流畅。

本节课，就基本不等式这一核心知识而言，教师通过对教学
材料的有效处理，为学生呈现了多角度认识知识的机会，特
别是设计了基本不等式和重要不等式关系的认识和思考环节，
使得学生认识到本节课的两个不等式的和谐、一致。这样的
设计促进了学生对基本不等式的本质的认识，利于学生理清
本节课的核心知识，而教师在轻松自然间不着痕迹的很好的
突出了教学重点，同时也为广大教师提供了一些如何认识基
本不等式的新视角。

整堂课，教师始终做到学生知识的获得来自于实质的数学活
动和生成的深刻性。在本节课，我们可以从学生的情感参与、
行为参与、认知参与三个维度观察到，通过学生参与真实意
义的数学活动，保证了学生生成的自然合理，并将生成成为
知识获得的前提，这样的学习是科学有效的。

整堂课表现出缺少引导学生适时对学习进行反思，这样就失
去了一些能让学生体会或可能形成学习策略的机会。尽管教
师在核心知识的教学中已经较重视知识的本质认识和理解，
但在教学过程中的某些时刻还是表现稍有急躁，没有将知识



获得的过程持续完美。从整体上看，整节课的探究水平还是
显得稍低尚处于引导探究层次。究其原因，是传统讲授式教
学习惯在不经意间的反映。

基本国情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1、教学“不等式组的解集”时，用数形结合的方法，通过借
助数轴找出公共部分求出解集，这是最容易理解的方法，也
是最适用的方法。用“大大取较大、小小取较小、大小小大
取中间、大大小小取不了”求解不等式，我认为减轻学生的
学习负担，有易于培养学生的数形结合能力。在教学中我要
求学生两者皆用。

2、加强对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数量关系的数学建模思想教学，
体现课程标准中：对重要的概念和数学思想呈螺旋上升的原
则。教学中，一方面加强训练，锻炼学生的自我解题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纠错”题型的练习和学生的相互学习、剖
析逐步提高解题的正确性。

3、把握教学目标,防止在利用一元一次不等式(组)解决实际
问题时提出过高的要求,重点加强文字与符号的联系，利用题
目中含有不等语言的语句找出不等关系，列出一元一次不等式
(组)解答问题，注意与利用方程解实际问题的方法的区别(不
等语言)，防止学生应用方程解答不等关系的实际问题。

4、本节课课堂容量(安排的例题的题量太多)偏大，而且在思
维上也有比较特殊的地方，从而导致学生在课堂上的思考的
时间不够，课堂时间比较紧张。因此今后在课时的安排上要
尽可能的安排更多的课时，以减少每一节课的课堂容量，给
学生更多的思考时间和空间，提高课堂的效果。同时还要重
视思考题的作用，因为班上有一部分同学体现出基础比较扎
实，而且对数学也比较有兴趣，出一些比较难的思考题，能
够让这部分学有余力的同学能有所提高。



5、从课堂的效果来看学生对象客观题这样的题型(如：选择
题、填空题)用特殊方法解题的思维还不够，他们总是担心会
出问题，特别是选择题缺乏比较和分析的能力，因为选择题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题型，它的特殊性在于这类题目的答案是
已知的，有的学生在做题的时候根本就不看题目中的四个选
择答案，实际的解题过程中对于选择题来讲能把四个答案选
项分析清楚对提高解题的速度和准确性是很有好处的。但本
节课中出现的解客观题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在解与不等式有关
的题目时特别的有效，但是如果不等式的问题中出现了分类
讨论的情况，特殊的方法就有它的局限性，这时就需要学生
能够灵活处理了。问题中出现了分类讨论的题目一般来讲都
是比较难的题目，教学上我的处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如果出
现了这类问题就具体跟学生讲解，在学期末的复习时候再跟
学生总结。因此要求学生在使用特殊方法用选不等式教学反
思教育。

基本国情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六

平时我们听课很多都是新授课，课的模式我们也探讨很多了，
而此节就课型而言应算作习题课，为何上此课型，主要是提
出一种上法，让同仁加以探讨，得出几种模式。本节内容
是“基本不等式的应用”，是在学生掌握用基本不等式技巧
的基础上进行的，基本不等式的应用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求
最值，二是它的实际应用。

教学过程设计为四个环节：

一是梳理基本不等式的知识点;

二是练习用基本不等式求函数的最值;

三是基本不等式在实际中的应用;

四是高考中基本不等式的典型题型。



时间安排是这样：

第一环节大概5分钟;

第二环节大概10分钟;

第三环节大概15分钟;

第四环节大概10分钟。

在实际操作时可能第一和第二环节有超时，故最后课堂内容
不能在40分钟完成。当然，我的目的只是提出一种习题课的
课堂模式，具体时间上我们可以通过对习题的增减来达到吻
合。对于第四环节可能同仁有不同看法，认为只是让学生看
一下高考题，起不到实质效果，还不如不要这个环节。我的
设计意图是让学生了解此内容在近几年高考中出现的形式，
并作为资料保存课后自己再练习加以巩固。高中一二年级的
老师和学生，应该要有三年一盘棋的思维和行动，每个内容
上完后把近几年的经典高考题拿出来进行分析，我觉得不论
对学生或老师都相当有益，如果能让学生养成这个习惯，三
年时间的积累，让学生或多或少会对高考内容的'重点、难点，
命题的形式及命题的规律有自己的研究或者是想法，相信对
他们高三的复习和迎考有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