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复式条形统计图教学反思不足 复式
条形统计图教学反思(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复式条形统计图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本节课教学的《复式条形统计图》是在学生学习了单式统计
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的,所以我把本节课的重点设计是:让
学生能自主绘制复式条形统计图,并根据图进行数据分析;难
点是:让学生体会出从单式条形统计图到复式条形统计图产生
的必要性及复式条形统计图的优势。

我在课堂中设计的例题是:四年级学生每周五的兴趣小组统计
表。让男、女生分别画单式的统计图，进而观察其中的数据，
发现不明显，让学生体验产生复式的必要性。

让学生经历把两个单式男女的统计图合并成一个复式统计图
的过程，即让学生自主探究合并的过程。

让学生来介绍其作品，如何看图，一方面学习复式统计图的
画法及提醒学生画时的注意点。（引出图例）

课件演示合并的过程，为进一步揭示单式与复式统计图之间
的关系，及三个图之间的异同之处。

根据统计图分析数量关系。

这个例题的设计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学会画复式方法，通



过比较能够得出，复式是在单式的基础上加一个纵条。

执教后，我感觉自己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和困惑是：

第一：节约时间。

单式统计图是在学生已经学习的内容，在本节课中只做铺垫，
所以在练习纸中，可以直接写生项目名称，不需要投影补充。

展示学生作品时，可以再紧凑一些，让一个学生回答就够了，
进而电脑演示的过程，教师也可以自己来介绍。

第二：环节尽量板块式，大胆放手，相信学生。

根据统计图分析数量关系，问题有点细碎，例题的设计主要
解决的问题是让学生学会画复式的方法。第一个练习是小超
市的棒冰、牛奶的销售情况，让学生会会数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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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式条形统计图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本节课教学的《复式条形统计图》是在学生学习了单式统计
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的,所以我把本节课的重点设计是:让
学生能自主绘制复式条形统计图,并根据图进行数据分析;难
点是:让学生体会出从单式条形统计图到复式条形统计图产生
的必要性及复式条形统计图的优势。

我在课堂中设计的例题是:四年级学生每周五的兴趣小组统计
表。让男、女生分别画单式的统计图，进而观察其中的数据，
发现不明显，让学生体验产生复式的必要性。

让学生经历把两个单式男女的统计图合并成一个复式统计图
的过程，即让学生自主探究合并的过程。

让学生来介绍其作品，如何看图，一方面学习复式统计图的
画法及提醒学生画时的注意点。（引出图例）

课件演示合并的过程，为进一步揭示单式与复式统计图之间
的关系，及三个图之间的异同之处。

根据统计图分析数量关系。

这个例题的设计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学会画复式方法，通
过比较能够得出，复式是在单式的基础上加一个纵条。

执教后，我感觉自己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和困惑是：

单式统计图是在学生已经学习的内容，在本节课中只做铺垫，
所以在练习纸中，可以直接写生项目名称，不需要投影补充。

展示学生作品时，可以再紧凑一些，让一个学生回答就够了，
进而电脑演示的过程，教师也可以自己来介绍。



根据统计图分析数量关系，问题有点细碎，例题的设计主要
解决的问题是让学生学会画复式的方法。第一个练习是小超
市的棒冰、牛奶的销售情况，让学生会会数量的分析。

复式条形统计图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这节课是在单式条形统计图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整个过程
使学生亲身经历了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与表达的过程，
从中体会知识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体现了课程标准所提出
的“引导学生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出发，通过独立思考和合
作交流，体验知识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的新理念。在设计
这节课时，主要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数学知识源于生活实际，因此教学时要把生活而且尽可能是
学生熟悉的生活引进课堂，利用学生熟悉的生活事例来设计
例题与练习，让学生从联系生活实际中学习新知。本节课设
计了一道例题：“北京和桂林各季度平均气温统计”；两道
练习：“泉山小学兴趣小组参加人数统计”和“奥运会部分
国家金牌数量统计”这些内容都跟学生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
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从而使学
习变得更主动。这样一来，我们便能轻松地让数学“从生活
中来到生活中去”，我想这也是数学的真谛所在。

这节课知识点较简单，学生比较容易掌握，因此，我为学生
创造了很多的实践机会，比如让学生通过观察获取统计图的
信息；通过学习例题，让学生全面了解复式条形统计图，把
一个不完整的复式条形统计图补充完整等等。这些既锻炼了
他们的观察能力又让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得到了培养。在这
个过程中，老师是退居幕后的引路人，当他们学习的方向偏
离轨道的时候，我便给他们送上一盏明灯，让他们能在数学
海洋中顺利地扬帆启航。

在习题设计上，通过“奥运会部分国家金牌数量统计”
和“学生参加兴趣小组人数统计”这两个实际问题，培养学



生分析和制作复式统计图的能力。最后通过调查班级同学喜
欢电视节目的情况这一拓展练习，培养学生利用统计的知识，
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设计体现了新课程倡导的“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
交流”这一重要学习方式。尽管如此，这节课仍存在着一些
遗憾：由于讲授这一课时是借班上的公开课，面对众多听课
老师，学生又是陌生的，因此有时怕学生说的不到位扶的多
了一些等等。

总之通过这次同课异构活动是我受益匪浅，让我体会到一节
课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上出不同的效果，今后我将继续努力，
大胆尝试，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复式条形统计图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根据这节课的内容及学生的认知特点，从学生的已有经验出
发设置问题情境，打破原有知识结构，促使学生重新思考，
自主构建新的知识结构，从而达到新的平衡。在此过程中，
本课以主题情境为主线，有意识的根据统计图对数据进行分
析，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进一步感受数学与生活的
联系，在经历统计的全过程中，进一步体会统计的现实意义。
具体地说，本课的设计主要有以下特点：

例2通过对停车场车辆停放情况体会统计的必要性，及横向复
式条形统计图产生的必要性。现实的、有意义的学习内容，
能更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一主题素材的改变
看似简单，但这确是学生感兴趣的，从而紧紧抓住学生的心
理，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在完成统计表后，提出“你能从这张图上看出什么情
况？”，不同的学生就会有不同深度的思考，寻找数学学习
的价值。



本课的设计从调查学生的兴趣开始，让学生完整的经历了数
据收集、整理、描述、分析的全过程，而不是直接出示数据，
最后环节通过统计学本节课的表现结果，再一次参与统计，
深切体会统计的完整过程，及统计活动的现实意义。教学过
程中以主题问题情境为中心，展开讨论，自主探究，允许灵
活的不同的处理方法，从不同中找相同点，从比较中得出最
佳方案，再运用到实际中，体现了学习活动的完整性、灵活
性、多样性。

复式条形统计图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一、教学内容：

教材110页例2、试一试、练一练。

1.学生认识复式条形统计图，学习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完
成复式条形统计图。

2.提高学生根据图中数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发展数学应用意识。

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完成复式条形统计图。

确定图中直条的高度，在提供的表格中准确绘制统计图。

（一）谈话导入：

（二）教学新课：

1、生成复式条形统计图。

（1）复习单式条形统计图各部分名称及特点。



（2）回答问题:你还能一眼看出这两个城市哪一季度的`平均
气温相差最小吗？

（3）合并统计图。

（4）比较单式和复式条形统计图的区别，揭示课题

2、分析统计图

（1）观察比较复式条形统计图与单式条形统计图的不同。

（学生说出两者的不同点）

（2）引导学生从复式条形统计图中获取信息。

（3）学生完成课本第110页的问题。

（三）运用新知，解决问题

1、完成p111“试一试”。

2、出示27—29届奥运会部分国家金牌数量统计图，根据条形
统计图获取信息回答相关问题。

（四）小结评价

这节课你学得开心吗？有什么收获？教学反思：

这节课是在单式条形统计图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整个过程
使学生亲身经历了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与表达的过程，
从中体会知识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体现了课程标准所提出
的“引导学生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出发，通过独立思考和合
作交流，体验知识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的新理念。在设计
这节课时，主要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教学贴近学生的生活。数学知识源于生活实际，因此教
学时要把生活而且尽可能是学生熟悉的生活引进课堂，利用
学生熟悉的生活事例来设计例题与练习，让学生从联系生活
实际中学习新知。本节课设计了一道例题：“北京和桂林各
季度平均气温统计”；两道练习：“泉山小学兴趣小组参加
人数统计”和“奥运会部分国家金牌数量统计”这些内容都
跟学生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把所学的知
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从而使学习变得更主动。这样一来，我
们便能轻松地让数学“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我想这也
是数学的真谛所在。

二、学生为主体，老师是幕后引路人。这节课知识点较简单，
学生比较容易掌握，因此，我为学生创造了很多的实践机会，
比如让学生通过观察获取统计图的信息；通过学习例题，让
学生全面了解复式条形统计图，把一个不完整的复式条形统
计图补充完整等等。这些既锻炼了他们的观察能力又让他们
的动手实践能力得到了培养。在这个过程中，老师是退居幕
后的引路人，当他们学习的方向偏离轨道的时候，我便给他
们送上一盏明灯，让他们能在数学海洋中顺利地扬帆启航。

三、拓展应用，培养学生处理信息能力。在习题设计上，通过
“奥运会部分国家金牌数量统计”和“学生参加兴趣小组人
数统计”这两个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分析和制作复式统计图
的能力。最后通过调查班级同学喜欢电视节目的情况这一拓
展练习，培养学生利用统计的知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本课设计体现了新课程倡导的“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
交流”这一重要学习方式。尽管如此，这节课仍存在着一些
遗憾：由于讲授这一课时是借班上的公开课，面对众多听课
老师，学生又是陌生的，因此有时怕学生说的不到位扶的多
了一些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