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数学数的组成与读写教学
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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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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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数学数的组成与读写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的：

1、认知6和7的组成。

2、通过同学动手操作，亲历知识的形成过程，培养同学对学
习的兴趣。

3、培养同学良好的思想品德，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掌握6、7的组成

一、引入

昨天俺们学习了6和7，说一说你观察到身边有哪些事物可以
用6或7来表示的

二、新授

1、出示苹果和人像挂图

老师这有6个苹果，俺想把它分给两个小朋友(或小猴)你能帮
俺分一分，有几种分法吗？



小组互相讨论有几种分法？说一说你是怎样分的？

同学汇报，师板书分法

2、总结分法

看到这些分法，你能发现什么？俺们可以将这些分法总结成
这样3种。

看到每一组，你可以想到什么？

3、7的组成

汇报分法，师板书分法，看到每一组，还能想到什么？

三、游戏巩固

1、猜数，师左手拿几个苹果，右手和左手合起来是6个，知
道右手是几个吗？

2、一生出3个手指头，另一个出一个数能和他组成6(7)

3、拍巴掌，学小猫叫等游戏组成6和7

四、作业

48页第1题

一年级数学数的组成与读写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能基本按照教材的要求，结合教案的设计，基本完成了
任务。也就是教学中我让学生运用学习2―5的分解与组成方
法进行自主探究6和7的分解与组成，学生根据已有知识和经
验能很快得出结果。从学生的汇报中，了解到学生是按照一
定的顺序进行分解的，这点做到了教参中要求渗透的“有



序”思想。而且学生能根据分法写出式子。

但整节课下来感觉很沉闷，是否趣味性不强呢，我是否应该
把他变得更有趣味性一些呢？

一年级数学数的组成与读写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掌握6、7的组成。

2、培养学生观察、动手操作、口头表达及迁移类推能力。

教学重难点：

有规律的掌握6、7的组成。

教学具准备：

教学挂图、数字卡片、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按顺序数1—7，倒数1—7

2、填数：013（）5（）（）

3、猜数游戏：5后面是谁？6后面是谁？……

4、比一比，填一填：

3（）25（）77（）6



1（）06（）45（）5

4（）71（）66（）3

二、探究新知

（1）给p44圆片图涂颜色。

（3）说说6的组成，齐读一遍。

（4）说说你有什么好方法记住6的组成。

（5）动手用你喜欢的方法（摆小棒、数字卡片、小花等）

来表示6的组成。

2、学习7的组成：

（1）你试试用学习6的.组成的方法来学习7的组成。（学生
自己摆学具）

（2）指名说说“你是把7分成几和几？几和几组成7？（教师
板书7的组成）

（3）用自己的好方法记住7的组成。

三、演练提高

1、找好朋友：游戏可多样

师：“我们来找6的组成。”

师：“1的朋友在哪里呀，在哪里？”

生（伸出5个手指）对：“1的朋友在这里呀，在这里。1和5



组成6。”

（7也用同样方法来巩固练习）

2、做一做：p48练习七第1题

四、总结拓展

这节课学习了什么知识？你记住了什么？

课后小记：学生对这些数字非常熟悉，因此学起来很轻松。

一年级数学数的组成与读写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1、经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学习过程，掌握6、
7的组成，能从6和7的一些组成推想出另一些组成。

2、培养学生初步的推理能力。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有序地操作学具，写出6和7的组成。

教学难点：学生有序地说出6和7的分与合。

教学准备：学具盒、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口答。



学生说出2、3、4、5的分与合。

2、导入新课。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2-5各数的组成，今天我们来学习6和7的
组成。

二、新知探索。

1、教学6的组成。

（1）人引导学生观察第一幅图，看图想一想：6只气球第一
个小朋友是怎样拿的？

我们就可以说：6可以分成5和1，5和1合成6，还可以怎样说
呢？引导学生说出一种很快说出另外一种。

（2）思考：6个气球还可以怎样拿呢？让学生同位先说一说，
再观察第二幅图和第三幅图。交流另外的组成，人板书6的分
与合，引导学生有条理地叙述。

2、教学“试一试”7的组成。

（1）请每个学生拿出7个圆片，把7个圆片分成两堆，有几种
分法？同位相互合作。

学生在操作的过程中及时说出分的那一种的两种说法。引导
学生有条理地叙述。

小组交流。在学生叙述无序的情况下，人及时引导，并板书
出结果，让学生观察特点。

（2）观察后回答：我们只要记住哪三组就可以了？

（3）请小朋友依次说出7的几种组成，用7可以分成几和几，



几和几合成7的形式说。

3、引导学生把36页书中的空白填上去，同位交流，看写的是
否有序，并读一读熟记。

三、巩固练习。

1、“想想做做”1。

学生用线连一连，再用语言来叙述一遍，巩固6的组成。

2、“想想做做”2。

学生同位合作交流，把两个数合起来是7的用线连起来，并叙
述一下，巩固7的组成。

3、“想想做做”3。

学生用对口令的形式完成，让学生多说。然后再师生对口令，
让学生熟练掌握6和7的组成。

4、“想想做做”4。

先引导学生看图，弄清题意，找出蟹身上三数之间的关系，
掌握规律后再完成填空。

5、“想想做做”5。

（1）引导学生寻找木头的排列规律。

（2）学生交流反馈，哪两层的木头合起来是6根？哪两层的
木头合起来是7根？巩固6和7的组成。

（3）学生操作认识：



让学生用粉笔来堆一堆体验一下，并回家发现一些家中木头
的摆放规律。

四、课堂小结。学生说一说这节课学到的新知识，个别进行
辅导。

五、作业

一年级数学数的组成与读写教学反思篇五

经过修改后，本课也能基本完成了任务，而且在练习部分变
得有趣些了。

首先让学生运用学习2――5的分解与组成方法进行自主探究6
和7的分解与组成，学生根据已有知识和经验能很快得出结果。
从学生的汇报中，了解到学生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分解的，
这点做到了教参中要求渗透的“有序”思想。而且学生能根
据分法写出式子。

然后在练习的衔接过度语上，创设了游戏比赛的情景，学生
练习的热情高了，积极地参与到整个活动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