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第三节重力教学反思 苏教版通分
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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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第三节重力教学反思篇一

通分是学习异分母分数大小比较和异分母加减法的重要基础，
因此通分必需每个学生都掌握的知识，是每个学生都必需具
备的技能。通分以分数的基本性质和求几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为基础，引入的新概念。本节课我以学生自学为主，展开教
与学的活动的。

自学，能了解通分的基本知识，但不会太深入。因此，我把
理解的重点放在通分的意义上。通分的含义：把几个分母不
同的分数（也叫做异分母分数）分别化成和原来分数相等的
同分母分数，叫做通分。以理解异分母分数、同分母分数的
意思为切入口，大小相等为重点来理解通分的含义。仅仅从
文字上理解，对于小学生来说是不够的，所以我利用例题1的
素材，让学生直观地理解通分的含义。

自学，有学生能掌握通分的方法，但也有学生不能掌握或者
只是部分掌握通分的方法，因此有必要在班级中展开交流活
动。学生在自学和自主练习时，我关注学生练一练的练习情
况，只有一半的学生能理解课本上介绍的通分方法。于是，
我组织学生展开交流活动，“你是怎样通分的？”交流中，
学生们进一步理解了公分母的概念，知道公分母是一般分母
的最小公倍数；知道了得到新分数的过程，渐渐地形成技能。



改错，有助于学生通分技能的形成。会通分，不等于不会再
错，只有形成技能后，学生的错误才会大大减少。练习十二
中的第3题，目的是通过按要求判断，提高学生对通分方法的
认识，进一步明确：通分时一般用原来几个分母的最小公倍
数作公分母。共安排了三组判断，第一组：通分过程有错，
公分母选用的是最小公倍数，说明公分母的确定是对的，改
写时要注意分子和分母同时乘相同的数，这一组没有；第二
组：公分母不够简单，分数转换过程是正确的，可以用约分
的方法验证。第三组：正确的。公分母正确、简单，转换过
程正确，约分验证结果也正确。

学生经历了“自学―――梳理――――改错”的过程后，进
行的自主作业，学生的作业准确率很高，全班53人，只有两
人有错。“自学―――梳理――――改错”也是有效的教学
流程。

第七章第三节重力教学反思篇二

最近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语文节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感觉
新鲜，更对于古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天在学习古诗
《七步诗》时，孩子们对于这首古诗背后的故事非常感兴趣，
魏学习古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此，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据《世说新语.文学》中说，曹丕做了皇帝以后，对才华横溢
的胞弟曹植一直心怀忌恨，有一次，他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
诗一首，如做不到就将行以大法（处死），而曹植不等其话
音落下，便应声而说出六句诗来，就是上面的这首脍炙人口
的诗。因为限止在七步之中作成，故后人称之为《七步诗》。
据说曹丕听了以后“深有惭色"，不仅因为曹植在咏诗中体现
了非凡的才华，具有出口成章的本领，使得文帝自觉不如，
而且由于诗中以浅显生动的比喻说明兄弟本为手足，不应互
相猜忌与怨恨，晓之以大义，自然令文帝羞愧万分，无地自
容。



上课开始，我就把这个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听得入神，对
于曹植感到非常同情，对他在危难时刻作的诗也非常好奇，
于是急切地打开课文，认真地读起来。接着教学诗句里面出
现的生字。但是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理解诗句的涵义还
是有困难的，于是我播放了一段古诗动画视频，让孩子们直
观地了理解了什么是“豆萁”、“釜”、“同根
生”、“煮”、“煎”，在此基础上，古诗的意思就浅显易
懂多了。让孩子试着说说这首古诗的`意思，教师相机指导、
总结诗意，并指导朗诵。通过学习，孩子们知道了曹植不仅
聪明机智，而且才华横溢，实在让人佩服他的勇气和智谋。
因此朗诵时声情并茂，非常有感染力。有一个小朋友在朗诵
时，眼睛都红了，好像他自己就是可怜的曹植，完全融入到
诗里去了。

古诗的魅力就在于此，寥寥数语，短短几句，却经典永传！
相信孩子们对于我们民族的经典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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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三节重力教学反思篇三

学习通分的关键是确定公分母，通过复习3帮助学生初步感知
公分母就是两个分母的最小公倍数，并引出三个新名词：异
分母分数、同分母分数、公分母，分散了例1的难点。复习1
帮助学生复习了求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的三种方法，为通分
时准确快速地确定公分母作好了铺垫，学生比较容易接受。

通过复习4创设了一个生活情境，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来源
于生活，服务于生活。不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而且较好地把教材各部分内容联系起来。同时课题的引
出水到渠成。

通过创设情境，创造性地安排课堂教学结构，充分利用它来
处理复习与例1、例2之间的关系，使这节课衔接恰当，自然
流畅，让学生完全有能力解答例1、例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自己总结出通分的概念和方法，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
主体地位。在学习通分时，先提示，再试算，在试算后设计
了一组讨论题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准确地掌握通分的方法，
安排较多的学生试算、讨论，旨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借
助图形直观形象的优势，加深学生对通分实质的理解。

整堂课中，学生一直处于轻松而又紧张的思维活动中。形象
简洁的板书设计，一目了然，通分的概念、方法尽显其中，
不但便于学生总结本节课的学习内容，而且突出了本节课的
重点、难点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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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三节重力教学反思篇四

《通分》这节课是在学生学完分数的基本性质、同分母分数
大小的比较方法、最小公倍数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我认为
学生要掌握本节课的学习内容-----通分的方法并不难。学生
完全有能力通过自学、合作交流等活动完成这节课的学习。
所以，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充分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教
师真正只起到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的作用，我认为取得
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深入解读文本，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创设了简单而又有效
的问题情境。

新教材把通分的教学与异分母分数比较大小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了解通分的意义。在教学中，
我有效地运用教材中的例子，并更进一步挖掘教材，变静止
的插图为动画的问题情境，有效地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激
发学生探索新知的兴趣和欲望，促使学生以最佳的状态投入
到新知的探究活动中，为本节课学习活动的有效开展奠定了
基础。

2、放手自主学习、注重思维训练，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提高
思维能力。

“思维训练是数学教学的核心”。数学教学一旦离开了这一
核心，就背离了数学教学的本质。在本节课教学中，我没有
追求表面上的花哨、热闹，而是以学生的思维训练贯穿整堂
课，让学生在不断的猜测、验证、交流、总结等一系列的思



维活动中学习知识、提高学习能力。教师真正只扮演组织者、
引导者、合作者的角色。例如：在创设问题情境后，我让学
生大胆猜测哪个分数比较大，继而用自己的方法验证，并对
学生采用的各种有效策略给予肯定，充分展现学生的思维轨
迹，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又如：在引导学生理解通
分的概念时，我不急于向学生讲解，而是让学生说出自己的
疑惑之处，让学生在自学、交流中自己去发现通分的两个基
本条件，理解通分的意义。还比如：在总结通分的一般方法
时，我让学生尝试通分后，再回忆通分时先想什么，在做什
么?学生有了亲身体验，只需略加整理，就轻松地概括出通分
的一般方法了。整堂课中，学生一直处于轻松而又紧张的思
维活动中，教师没有指令性的要求，没有权威性的评价，我
认为，这样的课，才是新课程背景下的数学课。

3、渗透数学思想、培养自学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是为了不教”。我认为，
在数学教学中，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是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本节课教学中，我把“教学中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培养
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作为一个教学目标，
并较好地完成了这一目标。例如，让学生自己验证2/5与/4的
大小时，向学生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出示课题后，让学生
自己提出问题，并通过自学课本、小组交流等活动解决所提
出的问题，都充分培养了学生的学习能力。

4、面向全体、因材施教

《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
同的发展。在本节课教学中，我充分遵循这一教学理念，尊
重个性差异，面向全体学生。如在教学中，我对学生提出这
样的要求：已经有办法的同学请把你的办法写在答题纸上，
有困难的同学有三种求助方式：第1可以向有办法的同学请
教;第2可以举手跟老师一起讨论;第3可以求助课本94页。这
样，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并提供多种途径让不同



的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方式，真正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也
真正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差异。

在本节课教学中，我也有一些比较遗憾的地方，比如，对时
间的把握不够科学等。今后的教学中，我还将继续努力，不
断探索，以期打造更加高效的数学课堂。

第七章第三节重力教学反思篇五

图文结合，深入理解课文的思想感情

我在教学《凡卡》一文时，为了使学生能更好地了解凡卡的
悲惨遭遇，激起他们对凡卡的同情和对当时黑暗社会的痛恨。
除了引导学生理解课文的内容外，我还引导学生将课文的插
图与相关内容联系起来。通过对比，发现矛盾，产生疑问，
然后讨论解决，这样做对深入理解文章中心起到了意想不到
的作用。

《凡卡》一文的插图主要描绘了在圣诞节前夜，凡卡等老板，
老板娘和几个伙计到教堂做礼拜之时，在鞋店偷偷给爷爷写
信的情景。在凡卡的身后，是一个高大的鞋架，架子上摆满
了各种楦头和皮靴……而文章的第十自然段中却有这样一句
话：“我原想跑回我们村子去，可是我没有鞋，又怕
冷……”

当学到这段内容时，与插图对照，学生很快就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鞋店有那么多鞋，而凡卡却说没鞋穿呢？围绕这个问
题，学生展开了讨论。有的说：“鞋是卖钱的，他那样穿，
哪能买得起，只有有钱人才能穿上鞋”；有的.说：“课文中
莫斯科是个大城市，房子会是老爷们的，自然，鞋店也是有
钱人光临的地方”……接着我又问：“当老板看到大冷天凡
卡不穿鞋时，为什么不送他双鞋穿呢？”经过讨论，学生很
快就明白了，那些有钱人是不会可怜、同情、帮助穷孩子的，
有的只是对他们凶残的虐待，可见这个社会是多么的黑暗。



第七章第三节重力教学反思篇六

《伙伴》是冀教版教材第六册，第三单元“感受真情”单元
选入的一篇发生在猎人马哈多、猎狗、乌鸦三个好伙伴之间
的感人故事。他们互相关心，彼此牵挂，很多细节都令人感
动。“感动”是贯穿课文的主旋律。因此，我在教学设计上以
“感动”为主线，处处激起学生感动的心弦。从故事引发开
去，教育学生在生活中如何结交朋友，如何和朋友友好相处。
通过我的课堂实践，我觉得这堂课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有
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的不足。现将这堂课的教学反思如下。

课堂上有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有默读，有与小组同
学的合作读，有与老师的合作读，有学生的配乐感情朗读。
通过多种形式的`读，学生真正的走进了文本，与文本进行了
对话。课堂上学生激情的交流着感动。学生经过细致深入的
阅读文本，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感动。当马哈多救助乌鸦时，
他们被马哈多对朋友的爱心感动；当看到三好伙伴在一起和
睦相处时，他们也感到开心幸福；当猎狗不见了时，他们也
为之着急不安；当看到马哈多因为想念猎狗而吃不下饭，睡
不着觉时，他们被马哈多对伙伴的真情感动着；当乌鸦为猎
狗一次一次的送食物时，他们也感动的落泪。我想，以“感
动”为主线贯穿文本的感悟的教学设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为我看到了学生的感动，看到了学生在课堂上激情洋溢的
畅谈着自己的感动。

教学中我设计了两项基础知识的训练，一是词语的理解：富
有诗意、焦急不安，都安排在学生谈到这句话时，谈了自己
的感动后提出来。让学生联系上下文，来理解。同时在理解
完之后让学生带着这样的感情读一读这句话，使理解与朗读
结合起来，加深了学生对词语的理解。二是设计了多义词的
教学，当学生谈到“猎狗，你究竟在哪里呀？”时，顺便出
示：“乌鸦叼着肉在前面飞，马哈多紧紧的在后面追。他要
去看个究竟。”让学生说一说“究竟在两个句子中的不同意
思。初步感知多义词。再让学生举出学习中曾经遇到过的一



词多义的现象。达到知识的扩展。课堂实践证明学生能理解
多义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意思不一样的现象，并能和学习
生活联系举出例子，效果很好。

在扩展延伸部分我设计了，听故事说一说什么样的伙伴才是
真正的好伙伴；读有关友谊的格言谈自己的理解，作为自己
交朋友时的座右铭。读了《伙伴》学生有了对“伙伴”更深
一层的理解。这样它就能分辨出谁才是自己的好伙伴，通过
看故事，学生从中受到启示。好伙伴不只是在一起玩，在一
起笑，真正的好伙伴应该是当朋友有困难时及时帮助。在此
基础让学生读出如何交朋友，以及如何与朋友相处的格言会
受到更深一层的启示，他们会把这些格言运用到实践中去。

送给好伙伴的诗这一环节，学生非常的喜欢，他们把自己
对“伙伴”的理解融入诗中。创造出了“伙伴应该互相关心，
伙伴应该互相照应，伙伴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与好伙
伴在一起会很幸福。”这样韵律优美的小诗。这不就是一种
创造吗?在课堂上给学生创造的机会，给学生练笔的机会，学
生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一堂课下来，回忆自己的教学过程还有很多失误：

课堂上学生每回答完一个问题，教师都应给与恰当的评价，
可是由于语文素养问题，有些学生回答完问题以后，我没有
抓住学生的闪光点给与恰当的评价。而只是应付的
说“好！”“不错”评价语言没有美感。

课堂上学生品读完文本后，我让学生通读全文，看一看还有
什么问题提出来，当时高敏同学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老师，
我听大人们说乌鸦是一种不吉祥的鸟，会给人带来不幸，为
什么马哈多还要救它？”当时我被问住了，不知如何处理这
个问题，就草草的解决了，后来想到乌鸦是不吉祥的象征，
这只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其实乌鸦是一种益鸟呀！看来作为
一个语文教师应给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以适应课堂。



一堂课就是一次锻炼的机会，有经验。也有教训，只希望自
己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吸取经验，借鉴教训，让自己快乐成
长，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