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圆环的面积计算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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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圆环的面积计算教学反思篇一

《数学课程规范》指出：“同学的数学学习内容应当是实际
的、有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这些内容要有利于同学主动
地进行观察、实验、猜想、验证、推理与交流等数学活
动。”学习内容来自同学生活实际，在同学已有经验的基础
上学习，可使学习更有效。因为学习内容贴近同学知识经验，
符合同学心理特征，容易形成知识结构，同时也充沛体现了
学习生活化的理念。例如，让同学充沛地摸手背、摸学习用
品的面，感知物体的外表的大小；利用同学描出的各种平面
图形，比较大小，让同学明白平面图形有大小；让同学用1平
方分米丈量课桌面的面积，引导同学体会数学学习的应用价
值。

（二）学习需求来自同学

引导同学主动建构知识是新课标的重要理念。根据同学的认
知特点和心理特点，充沛激发同学的学习动机，是变被动学
习为主动学习的有效途径。因为同学第一次学习有关面积单
位，对于为什么要有统一的面积单位，是必需知道的。因此，
本案例教学中，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让同学在操作中充沛
体验统一丈量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便得同学明确了学习
的意义，也为同学主动、积极学习铺平了道路。例如让同学
用不同大小的方格去丈量面积，容易发生误会，并通过发明



矛盾抵触，使同学明确要丈量面积的大小必需要有统一的面
积单位，然后主动地投入到学习面积单位的活动之中。面积
有哪些呢？教师不直接告诉，让同学充沛地表示自我，进而
树立起学习的自信心。

圆环的面积计算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的教学成功之处在于把课堂还给了学生，让学生有足
够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学生通过直观演示，掌握了三角形
的面积计算过程，同时也体验了数学的探索活动的探索性和
挑战性。但也有很多的缺点：

首先是创设情景方面有点欠缺。我没有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
氛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产生学习新知识的愿望，
以良好的心态进入学习。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有点超之
过急。

二是教学语言不够简练。重复的太多，简明扼要才是真正的
数学课堂语言。三是不能大胆放开学生。在本节课中，几乎
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我提出来的，并不是学生通过交流，思维
的碰撞产生的，因而，实际上我在课堂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学生围着我的思路转。传统的教学观念再我的脑里还没有解
脱出来。在今后的教学中取长补短，努力学习新的理论知识，
使我的教学水平更上一层楼。

本节课的教学成功之处在于把课堂还给了学生，让学生有足
够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学生通过直观演示，掌握了三角形
的面积计算过程，同时也体验了数学的探索活动的探索性和
挑战性。

首先是创设情景。我没有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使学生产生学习新知识的愿望，以良好的心态
进入学习。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有点超之过急。



二是教学语言不够简练。重复的太多，简明扼要才是真正的
数学课堂语言。三是不能大胆放开学生。在本节课中，几乎
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我提出来的，并不是学生通过交流，思维
的碰撞产生的，因而，实际上我在课堂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学生围着我的思路转。传统的教学观念再我的脑里还没有解
脱出来。在今后的教学中取长补短，努力学习新的理论知识，
使我的教学水平更上一层楼。

圆环的面积计算教学反思篇三

圆环面积是在圆的面积计算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圆的面积计
算学生接受并不太困难，但圆环却要把握住外圆和内圆这个
形成圆环的本质问题。

弗赖登塔尔强调，学生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应有亲身体验，
获得“做出来”的数学，而不是给以“现成的”数学。因此，
我在认识圆环的设计中安排了经历剪圆环的动手操作过程。
剪切的设计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剪环形的过程知道环形是怎样
得到的，从而为下面求环形的面积作铺垫。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们能自主合作，探究新知，培养了动手操作能力及合作意
识。由于学生体验了剪环形的.整个过程，所以在我提出怎样
求环形的面积时，学生能很快说出“大圆的面积—小圆的面
积=环形的面积”。这个过程使我感到在学习关于几何图形的
知识，要让学生看一看，摸一摸，做一做。在实际操作中学
到的知识比我们直接传授给他们记得要更清楚、牢固。

环形的特征：必须是同心圆，其次，两个圆之间的距离处处
相等。在此提出了一个概念“环宽”，让学生在环形图中认
识了“环宽”。在此我有效的利用课件进行对比演示加深学
生对环形特征的理解。非常的形象和直观，吸引了学生的注
意力，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虽然，在这个环节耗费了比以往更多的教学时间，但作业反
馈很好。没有特别的错误问题出现。看来“做数学”确实能



够增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例题的处理由于学生有了前面的操作感知，所以例题我采用
自学的形式进行，让学生尝试计算，分析验证，比较计算方
法，归纳并优化计算公式。

练习环节，是应用公式解决问题的环节。为了让学生正确应
用大半径、小半径、“环宽”，练习时除了设计基础的练习
与判断题还设计了4道对比练习题，使学生在练习中学会处理
大半径、小半径、“环宽”的关系。

圆环的面积计算教学反思篇四

这节课是在学生学习了图的.面积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首先，
给学生创设学习情境，要突出情境中数学的本质问题。创设
情境的目的是为了引发学生探完数学问题的兴趣。通过动手
操作引出圆环。然后由几个图形的比较，学生通过仔细观察，
发现圆环的特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再通过引导学生
主动探究，发现了环面机的计算方法。学生在此学习过程中，
激活了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向通了新日知识的联系。情
境本身是为探究服务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为学生创设一个能
提练出数学问题的学习情境，促进学生主动探究。

其次，创设的学习情境，要能促进学生情感的培养，要尽可
能赋于其丰富的情感因素，用数学的情感去吸引学生，激起
他们学习数学的热情，体会学习数学的乐趣，练习时都是围
绕生活实际，让学生多层次地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应用意
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是学生思维成长的土壤，我们教
师的智慧是阳光和雨露，数学课更是如此。在课堂评价时，
我想了很多鼓励学生的话，学生在肯定和赞赏的语言评价中
得到自信和成功的喜悦。所以，作为一名新时期的数学教师，
我们必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加强学习，不断改进我们的课堂
教学方法，精心、尽心设计好每一堂课。多鼓励学生，让学
生自已去探索新知，体会数学的魅力。让枯燥的课堂学习变



得有趣，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孜孜不倦地探究新知，
感受学习的乐趣。

本节课我感觉有几个值得探讨的地方：

1、列举生活中的圆环放在哪里更合适？

2、圆环是否一定是个同心圆，如果不是同心圆，它还是圆环
吗？事实上，如果不是同心圆，也一样可以求出两个圆之间
部分的面积，也是用大圆面积减去小圆面积。

3、在拿学生的作业在上面展示的时候，是否应该先出示正确
的解答？如果给他们的第一思维呈现出正确的`知识，然后再
呈现错误的解答，这样学生就能更清晰地掌握方法和知识点。

圆环的面积计算教学反思篇五

这节课是在学生学习了图的面积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首先，
给学生创设学习情境，要突出情境中数学的本质问题。创设
情境的目的是为了引发学生探完数学问题的兴趣。通过动手
操作引出圆环。然后由几个图形的`比较，学生通过仔细观察，
发现圆环的特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再通过引导学生
主动探究，发现了环面机的计算方法。学生在此学习过程中，
激活了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向通了新日知识的联系。情
境本身是为探究服务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为学生创设一个能
提练出数学问题的学习情境，促进学生主动探究。

其次，创设的学习情境，要能促进学生情感的培养，要尽可
能赋于其丰富的情感因素，用数学的情感去吸引学生，激起
他们学习数学的热情，体会学习数学的乐趣，练习时都是围
绕生活实际，让学生多层次地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应用意
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是学生思维成长的土壤，我们教
师的智慧是阳光和雨露，数学课更是如此。在课堂评价时，
我想了很多鼓励学生的话，学生在肯定和赞赏的语言评价中



得到自信和成功的喜悦。所以，作为一名新时期的数学教师，
我们必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加强学习，不断改进我们的课堂
教学方法，精心、尽心设计好每一堂课。多鼓励学生，让学
生自已去探索新知，体会数学的魅力。让枯燥的课堂学习变
得有趣，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孜孜不倦地探究新知，
感受学习的乐趣。

本节课我感觉有几个值得探讨的地方：

1、列举生活中的圆环放在哪里更合适？

2、圆环是否一定是个同心圆，如果不是同心圆，它还是圆环
吗？事实上，如果不是同心圆，也一样可以求出两个圆之间
部分的面积，也是用大圆面积减去小圆面积。

3、在拿学生的作业在上面展示的时候，是否应该先出示正确
的解答？如果给他们的第一思维呈现出正确的知识，然后再
呈现错误的解答，这样学生就能更清晰地掌握方法和知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