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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解直角三角形教学反思简写篇一

本节课是一节复习课，内容是关于解直角三角形的知识的应
用复习。在教学设计中，我针对学生对三角函数及对直角三
角形的边角关系认识的模糊，计算能力薄弱等特点，我决定
把教学的重、难点放在了解决有关实际问题的建构数学模型
上。通过对知识点的回顾、基础知识的练习，例题的解题思
路、例题变式练习及巩固练习等教学，绝大部分学生能很好
地掌握了如何建构模型的解决方法，很好地达到了本节课的
教学目的。

当然由于自己在如何上好一节复习课上还处在摸索阶段，所
以在设计与安排上还存在很多不足，如本节课设计容量较大，
有4个实际应用问题，学生对每个问题逐个探究解答，时间感
觉比较紧。有时就有越俎代庖的感觉；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是
解直角三角形的应用问题。对一部分学生来说，他们从作辅
助线构建直角三角形模型，到利用方程解答题目，直至描述
答案都显得轻松自如；但对另外一部分学生来说，他们基础
较弱，对数学的应用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不会合理构造直角
三角形，也不能列出合理的方程进行解答。在课堂教学中，
如何面向全体学生，如何培优与转差，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
问题。



解直角三角形教学反思简写篇二

回顾本节课，虽然我花费了很多的心思合理设计了本课，但
在实际教学的环节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1、教学中不能把学生的'大脑看做“空瓶子”。我发现按照
自己的意愿在往这些“空瓶子”里“灌输数学”，结果肯定
会导致陷入误区，因为师生之间在数学知识、数学活动经验
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他们对同一个教学活
动的感觉通常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是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尽
可能多的把学生的思维过程暴露出来，头脑中的问题“挤”
出来，在碰撞中产生智慧的火花，这样才能找出症结所在，
让学生理解的更加到位。

2、教学中应注重学生思维多样性的培养。数学教学的探究过
程中，对于问题的结果应是一个从“求异”逐步走向“求
同”的过程，而不是在一开始就让学生沿着教师预先设定好
方向去思考，这样感觉像是整个课堂仅在我的掌握之中，每
个环节步步指导，层层点拔，惟恐有所纰漏，实际上却是控
制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再加上我是急性子，看到学生一道题
目要思考很久才能探究出答案，我就每次都忍不住在他们即
将做出答案的时候将方法告诉他们。这样容易造成学生对老
师的依赖，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新方法的形成。其实我也
忽视了，教学时相长的，学生的思维本身就是一个资源库，
他们说不定就会想出出人意料的好方法来。

另外，这一节课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教学过程不是单一的
引导的过程，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在教学设计中，教师
有一个主线，即课堂教学的教学目标，学生可以通过教师的
教学设计的思路达到，也可以通过教师的引导，以他们自己
的方式来达到，而且效果甚至会更好。因为只有“想学才学
得好，只有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学才学的好”。因此，本人通
过这次教学体会到，教师在备课时，不仅要“备教材、备学
生”，还要针对教学目标整理思路，考虑到课堂上师生的双



向交流；在教学过程中，要留出“交流”的空间，让学生自
由发挥，要真正给他们“做课堂主人”的机会。

无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师，每一个教学活动的开展都是有收获
的，尤其是作为“引导学生在知识海洋里畅游”的教师，一
个教学活动的结束，也意味着新的挑战的开始。

总之，这一堂公开课，让我既收获了经验，又接受了教训，
我想这些都将会是我今后教学的一笔宝贵财富。

解直角三角形教学反思简写篇三

（1）本节的重点和难点是直角三角形的解法。为了使学生熟
练掌握直角三角形的解法，首先要使学生知道什么叫做解直
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中三边之间的关系，两锐角之间的关
系，边角之间的关系。正确选用这些关系，是正确、迅速地
解直角三角形的关键。

（2）让学生深刻认识锐角三角函数的定义，理解三角函数的
表达式向方程的转化。

锐角三角函数的定义实际上分别给出了a、b、c三个量的关
系，a、b、c用不同方式来决定的三角函数值，它们都是实数，
但它与代数式的不同点在于三角函数的值是有一个锐角的数
值参与其中。当这三个实数中有两个是已知数时，它就转化
为一个一元方程，解这个方程，就求出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的
未知的元素。

（3）解直角三角形的方法很多，灵活多样，学生完全可以自
己解决，但例题具有示范作用。因此，在处理例题时，首先，
应让学生独立完成，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同时
渗透数形结合的思想。其次，教师组织学生比较各种方法中
哪些较好，选一种板演。



解直角三角形教学反思简写篇四

本节内容课标要求为：探索并掌握判定直角三角形全等
的“斜边、直角边”定理，会用基本作图作三角形：已知一
直角边和斜边作直角三角形.

对教科书相关内容进行了适当整编重组形成具有一定层次的
问题序列，并通过“我回顾，我思考”“我探索，我发
现”“我掌握，我应用”“我收获，我总结”“我实践，我
提高”这五项活动既暗示本节教学思路，又体现“我学习我
做主”。

具体体现如下：

教师适时引导总结属于添加的是：“两条直角边分别相等”、
“一锐角和一直角边别相等”，还是“一锐角和斜边分别相
等”，至此，教师适时抛出问题：既然直角三角形是特殊的
三角形，那它有没有特殊的判定方法就是这节课要探讨的课
题，显得的水到渠成。

二是在诱导尝试，探索发现环节。通过学生独立画图、裁剪、
比较、总结、归纳的过程，体会判定两个直角三角形全等的
简便方法——“斜边、直角边”的形成过程。

教师便直接给出答案，代替学生回答。这一处理，显得很是
急躁，急于得出结果。另一方面，体现出教师教学机智不灵
活，就是担心上不完而急于推进。事实上，追求高效的同时，
有时候让课堂慢下来特别重要。

三是在变式练习的处理过程中，发现变式题的设置有重复现
象，备课需要再细致。

四是小结环节，学生简单小结以后，教师针对本节课出现的
问题进行了提示就收场，并没有进行条理性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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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直角三角形教学反思简写篇五

《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关系》教学反思

本节课为华东师大版第十四章第一节的内容，在初中数学知
识体系中，直角三角形三边关系是一节承上启下的内容，它
与实数，二次根式，方程知识联系，将来学习四边形，圆，
一元二次方程后，它的应用范围更大。勾股定理也是后续学习
“解直角三角形”的基础。依照教学大纲，为了更好地实现
教学目标，突破重点难点，任课教师采用的是新课堂教学模式
“三学两评”，即让学生自学，其次学生展示自学成果，同
时教师进行导学，最后通过练习和师生小结进行学习评价。

下面，任课教师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本节课的教学反思。

一、本节课的成功之处:

1、实现了教学方式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教师讲，学生听。在这次教学中，任课教



师灵活地运用“三学两评”，通过小组讨论，学生展示自学
成果，小师傅一拖n，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学生爱学、乐学，充分体现了“教师角色向利于学生主动、
自主、探究学习的方向转变，促成师生之间民主和谐与平等
合作。

2、信息技术辅助教学。

本节课任课教师利用了多媒体辅助教学，如情境导入、学习
目标、学生活动、习题训练内容的展示、作业布置等，这些
内容都是为教学服务的。通过多媒体课件的展示，增大了教
学密度，使学生的双基训练得到了加强，使传统的课堂走向
了开放，使学生真正感受到学习方式在发生变化。

3、知识来源于生活，再返回生活应用。

从生活实际中得出数学知识，再回到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也
是本节课的一个教学”亮点"。使数学教学在生活情境中得以
创新。本节课以活动为主线，通过猜想，推导到验证的过程，
最后运用结论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思路清晰，脉络明了。

4、教学中，教师也尊重了学生的这种个性差异，要求不同的
学生达到不同的学习水平。在本节课的习题设置上，基本是
呈阶梯式分布，后进生能做到基本的知识点应用，同时对于
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也给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二、本节课的不足之处及改进方法:

1、教学没有彻底放开

回忆一下本节课的教学，任课教师感受到自己的教学还是没
有彻底放开，教学设计不够创新，某些问题指向性还不够强，
语言的陈述上不够严密，教学中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教师精心
安排下进行的，还是有一点点教师牵着学生走的感觉。在以



后的教学工作中，还要继续向优秀教师学习，多听他们的课，
自己也要多研究大纲和教材，多研究中考题。

2、某些习题问的太过直接，可稍微增加点技巧。

3、学生在应用勾股定理解决问题过程中书写过程不够规范和
严谨，在计算技巧方面还有在与提高和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