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雨小雨教案 小于等于大于教学反思
(实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雨小雨教案篇一

节课我教材中情境图森林运动会为引入，先通过小猴队和小
兔队的比较引出同样多的概念，从而进行=的教学。接着通过
比较小松鼠队和小熊队引出谁比谁多，谁比谁少的概念，从
而进行的教学。最后组织练习。

总觉得每支队伍之间多少关系的出现十分不流畅，因为孩子
们都会通过数数告诉你每支队伍之间的多少关系。其实可以
时对教材做这样的调整，把杂乱的四队动物以要参加拔河比
赛而排好整齐队伍入场为由把所有动物的头一一对应起来，
让孩子们在比较时能在视觉上一目了然。然后要孩子们自己
说说想要哪个队和哪个队先进行比赛，接着问：谁和谁比赛
最公平？从而自然地由学生说出同样多的数学概念，在为什
么同样多的问题中确定一一对应的关系进行比较，并抽象出
了4=4这么一个等式。

学习完等号之后，再回到情境图中来，接着问：你觉得小熊
家和小松鼠家比赛公平吗？得出不公平之后让孩子们尝试运
用一一对应自主发现小松鼠的只数比小熊的只数多，并让孩
子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抽象出5和3的中间用大于号来连
接。最后问题小松鼠的只数比小熊的只数多，反过来还可以
怎么说？来过渡到小于号的学习。

老师和学生一问一答式或者老师引导学生说的模式很多，没



有充分的时间让孩子自主地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比如在
学生提出小兔和小猴同样多的的时候，老师问完你是怎么知
道的？之后便急着自己说出：他们的头是一个对着一个的。
而且还非常清晰地指着一个猴子头对着一个兔子头。甚至在
后面比较小熊和松鼠的多少时仍旧不放心放开手让学生去说，
这不利于以后学生对于数学问题的自主思考。在比较完多少
后，还可以尝试让学生再去比较其他的两种动物之间的数量
大小，这样既开放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

在备课时，我从网上看到了关于本节课的教学儿歌，大多都
是长长的四句，教学实践以及学生的学情告诉我，这些儿歌
都太长了，于是我只取了其中的依据改编成：开口朝大数。

整节课下来，学生应用符号问题就不是很大。可是我却发现
学生对于符号是大于号还是小于号区分有点困难。为了突破
这点，我将其与式子的读法连在一起，几大于几时，这号就
叫大于号；几小于几时这号就是小于号。渐渐学生也能接受
了。

（1）在教学写的时候，只是要求学生再横中线的地方转方向，
这个时候还要继续提醒学生要往下写，而且要提醒学生这是
要求一笔完成的，最后最好还要在转笔的地方用不同颜色的
粉笔标记出来，让学生着重注意。一个小地方没注意，学生
写出的`不规范，有的下半部平着写，有的中间断掉了。

（2）在教材的三个练习中编者意图是层层递进，由具体事物
的多少比较慢慢转变成抽象的数字比较。但是在课堂中没有
很好地将编者的意图体现出来。我们在出示练习的时候可一
部分一部分地出示，而不是全盘托出。比如第一题，可先出
示图形，要学生说一说，然后再出示文字（）比（）多，这
个时候先教学生认识多字，再填空，填完之后最后才出示日
字格和圆圈，抽象出数字去比较大小。

本节课我较注重学生的语言表达的训练，在判断符号时，我



以因为几比几多，所以几大于几因为几比几少，所以几小于
几几和几同样多，所以几等于几来进行语言训练，同时也利
于学生的思维训练。由于他们还只是刚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小
朋友，所以在训练时，我总是先说个样子，学生照着说。毕
竟低年级的学习模仿还是占有一定比例的。一节课下来，学
生会说的程度各不相同，今后还需加强语言的训练，由语言
的训练去强化思维的训练。

大雨小雨教案篇二

反思这节课的整个教学过程，我们觉得以下几方面是值得在
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借鉴的。

首先，教学过程从学生熟悉的生活事件（比高矮）入手，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身边。

其次，我们利用了摆放在计算条上的小棒的平衡情况引出三
个数学符号，把抽象的数学符号用直观的教具进行演化，帮
助学生更好的认识理解。

再次，学习中以学生为主体，改变他们被动接受的学习形式。
学习中鼓励学生大胆的猜想小棒的平衡情况。鼓励学生合作
交流，也多用数学语言表达意思。练习中也鼓励学生自己来
理解题意，而不是老师叙述题意。

当然，这节课中也有一些我们在教学重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在课前要帮助学生认识计算条，这样才能使教学过程
顺利开展。计算条比较长短的过程中利用几个单位对后面的
教学更为有利，但学生往往会受小朋友比高矮的影响而采用
一端对齐的方式。在这里教师要注意引导。

学习过程中有学生会受前面知识的影响，看一幅图画写出两
个不等式。这里要和学生讲清一般我们在看图比较时，总是



从左往右比。

在这里怎样解决好负迁移的问题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

大雨小雨教案篇三

本次邀请课，我组织幼儿学习了《认识大于号和小于号》这
一教学内容，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认识并理解“”“”，学
习用“”“”表示两个的数量关系；并能用语言表述操作结
果。

这次教学活动我分为两个环节来完成，第一个环节是引导孩
子们认识大于、小于符号；第二个环节是在学生已有的经验
基础上，用游戏的形式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

在第一个环节中，我通过课件设置了一个情景，鸟儿和蜜蜂
在花丛中飞舞，让小朋友们观察谁多谁少？引导出大于符号。
再通过鹅和青蛙的比较，引导出小于符号。认识了大于符号
和小于符号后再让幼儿观察大于符号和小于符号的区别，并
用儿歌归纳其区别，帮助幼儿加深对大于和小于符号的认识
和理解。达到本节课的教学目的。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在第二个环节里，我运用了游戏
的方法来进行的，先出示两个数字宝宝站好，再让符号宝宝
商量该由谁站在他们中间才对。活动中，孩子们的兴致很高，
总体效果不错。

通过这次活动，我联想到了自己平时的常规数学教学活动，
学生由于个体差导，出现个别孩子孤立活动，不愿与同伴交
流，老师常常鼓励也无济于事，这让人很困惑，如何激发这
些孩子们对数学课的兴趣？还待在以后的数学教学活动中慢
慢摸索寻找答案。



大雨小雨教案篇四

悄悄话是一则有趣的寓言故事，兔子到狮子那儿告状，说老
鼠告诉它猫在背后说他的坏话。狮子并没有直接处理这件事，
而是让小动物们做了一个“传悄悄话”的游戏，巧妙地使兔
子明白了不要轻信传言的道理。

一、新课导入：

在新课的导入前，我先请全班学生分小组来玩“传悄悄话”
的游戏，然后告诉学生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传悄悄话”，
此时将课题“悄悄话”板书在黑板上。接着教学生字“悄”，
要求学生读准三拼音，分析字形并书空。通过游戏导入新课，
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二、生字教学：

生字教学时，我遵循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识字原则。如揭示
课题时，学习

“悄”；教学课文时，集中学习“晨、集、围、戏、此”，
穿插学习“裂、耳、昨”。

教学我也是有侧重点的`。如“晨”是形声字，可以利用形旁
表义，声旁表音的规律帮助学生识记；在读音上提醒学生注意
“昨、此”是平舌音；在字形上，可以将“此”与以前学过的
“比、北”放在一起进行辨析；着重指导书空“耳”的笔顺。
然后通过复习巩固，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识字效果。

三、阅读教学：

在揭示课题后，我出示一道填空题：

一天早晨，兔子急匆匆地去找狮子 。狮子召集动物们围成一



圈，做了一个 的游戏。从此，兔子 。

读题后，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要求学生在读准字音，
读通课文的基础上完成填空。

学生交流后完成填空：

一天早晨，兔子急匆匆地去找狮子告状。狮子召集动物们围
成一圈，做了一个“传悄悄话”的游戏。从此，兔子再也不
相信那些“亲耳听到”的话了。

然后让学生齐读填空。这一环节帮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兔子去找狮子告状，它为什么要告状呢？引读课文第一节。
重点指导朗读兔子说的话，读出兔子生气的样子。

让学生轻声读课文，并划出游戏时，动物们传的话。初步培
养学生边读边思、

读读划划的习惯。根据学生的交流，我分别出示了句子。动
物传的几句话都是由相同的若干字组成的，如果草草读过，
不能发现语句上的差别，更难以理解意思上的不同之处。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先要学生认认真真地读读这几句话，把
句子读正确、读通顺，再启发学生想一想读了这几句话后有
什么发现，进而引导学生理解这几句话的不同之处。通过比
较让学生明白，话传来传去后，与原话的意思已经完全不同
了。

最后，话又传到了兔子那里，兔子听了大吃一惊。通过让学
生做一做“大吃

一惊”的表情，帮助学生理解“大吃一惊”这个词语。“大
吃一惊”的兔子明白了什么道理？读全文的最后一句话，引
导学生感悟寓意。如：不能轻易相信听来的话。我们千万不



能道听途说等。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重在引导学生把话
说清楚。

因为第一小节分析、朗读用时太多，后面来不及上了。教学
重点应放在做游戏的过程当中，多指导学生朗读动物们传的
话，让更多的同学上台表演，便于更好地理解课文，感悟寓
意。

大雨小雨教案篇五

节课我教材中情境图 森林运动会为引入，先通过小猴队和小
兔队的比较引出同样多的概念，从而进行=的教学。接着通过
比较小松鼠队和小熊队引出谁比谁多，谁比谁少的概念，从
而进行的教学。最后组织练习。

总觉得每支队伍之间多少关系的出现十分不流畅，因为孩子
们都会通过数数告诉你每支队伍之间的多少关系。其实可以
时对教材做这样的调整，把杂乱的四队动物以要参加拔河比
赛而排好整齐队伍入场为由把所有动物的头一一对应起来，
让孩子们在比较时能在视觉上一目了然。然后要孩子们自己
说说想要哪个队和哪个队先进行比赛，接着问：谁和谁比赛
最公平？从而自然地由学生说出同样多的数学概念，在为什
么同样多的问题中确定一一对应的关系进行比较，并抽象出
了4=4这么一个等式。

学习完等号之后，再回到情境图中来，接着问：你觉得小熊
家和小松鼠家比赛公平吗？得出不公平之后让孩子们尝试运
用一一对应自主发现小松鼠的只数比小熊的只数多，并让孩
子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抽象出5和3的中间用大于号来连
接。最后问题小松鼠的只数比小熊的只数多，反过来还可以
怎么说？来过渡到小于号的学习。

老师和学生一问一答式或者老师引导学生说的模式很多，没
有充分的时间让孩子自主地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比如在



学生提出小兔和小猴同样多的的时候，老师问完你是怎么知
道的？之后便急着自己说出：他们的头是一个对着一个的。
而且还非常清晰地指着一个猴子头对着一个兔子头。甚至在
后面比较小熊和松鼠的多少时仍旧不放心放开手让学生去说，
这不利于以后学生对于数学问题的自主思考。在比较完多少
后，还可以尝试让学生再去比较其他的两种动物之间的数量
大小，这样既开放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

在备课时，我从网上看到了关于本节课的教学儿歌，大多都
是长长的四句，教学实践以及学生的学情告诉我，这些儿歌
都太长了，于是我只取了其中的依据改编成：开口朝大数。

整节课下来，学生应用符号问题就不是很大。可是我却发现
学生对于符号是大于号还是小于号区分有点困难。为了突破
这点，我将其与式子的读法连在一起，几大于几时，这号就
叫大于号；几小于几时这号就是小于号。渐渐学生也能接受
了。

（1）在教学写的时候，只是要求学生再横中线的地方转方向，
这个时候还要继续提醒学生要往下写，而且要提醒学生这是
要求一笔完成的，最后最好还要在转笔的地方用不同颜色的
粉笔标记出来，让学生着重注意。一个小地方没注意，学生
写出的不规范，有的下半部平着写，有的中间断掉了。

（2）在教材的三个练习中编者意图是层层递进，由具体事物
的多少比较慢慢转变成抽象的数字比较。但是在课堂中没有
很好地将编者的意图体现出来。我们在出示练习的时候可一
部分一部分地出示，而不是全盘托出。比如第一题，可先出
示图形，要学生说一说，然后再出示文字（）比（）多，这
个时候先教学生认识多字，再填空，填完之后最后才出示日
字格和圆圈，抽象出数字去比较大小。

本节课我较注重学生的语言表达的训练，在判断符号时，我
以因为几比几多，所以几大于几因为几比几少，所以几小于



几几和几同样多，所以几等于几来进行语言训练，同时也利
于学生的思维训练。由于他们还只是刚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小
朋友，所以在训练时，我总是先说个样子，学生照着说。毕
竟低年级的学习模仿还是占有一定比例的。一节课下来，学
生会说的程度各不相同，今后还需加强语言的训练，由语言
的训练去强化思维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