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位数减两位数减法教学反思 两位数减
法计算的教学反思(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两位数减两位数减法教学反思篇一

反思本节课的教学活动，有以下几点反思：

1.从生活情境入手，联系生活。

2.能够运用题组，口算比较多。

1.学生活动组织不好。

改进：让学生好好想，问题要提的好，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
思考。让学生好好说，注意学生的表达。

让学生好好做，书上习题课上解决，要有一定量的笔头练习。

2.环节组织不太好。

（1）课题尽量不要课前写，提问要有变化，有限制。

（2）引导作用体现不出，先让学生做，每个人都要留下痕迹。

（3）提问有序，根据学生认识规律，有逻辑顺序。

（4）算法多样化后优化算法，给薄弱的学生提供最基础的方
法。



（5）练习时控制时间，让学生有紧张感。

（6）重视课堂组织管理，评讲时，全体停下来。

（7）做大量题巩固，形成技能。

备课时研究例题的'前后联系，研究练习题怎么做，形成初步
框架，参考教案，考虑学生实际情况，提高问题设计的能力，
能够引发学生思维。

两位数减两位数减法教学反思篇二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通过专家引领、同伴互助，我认为取
等了以下的成功：

一是努力的创设了一个同学们相对校为熟悉并十分感兴趣的
问题情景，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望，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为后面深入的学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是比较适当的采用自主、合作等形式，强化重点、突破难
点，本课的.重点是两位数减一位数的退位减法的口算方法，
难点是它们的算理，即为什么要退位和怎么样退位，为了达
到这一目的，在教学中，因为一年级的学生年龄小，我首先
给他们时间让同学们立的想3-7够减怎么办？学生回答中，教
师抓住“拿出一捆把它打开”这一句话，并让每人都知道后，
再展开同学间的互说互摆环节，通过自想——反馈——互
说——互摆——再反馈，学生已经弄清了本节课的关键性内
容的实质。

三是加强算法多样，通过比较优化算法，在教学中的想、说、
摆的三大环节中同学们已经摆出多种方法，在这里我将他们
的各种摆法的思维过程在黑板上全部板书出来，让大家选择
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进行推广应用，同学们发现书上的那种
是利用了已经学过的二十以内的退位减法，在口算中相对简



单一些。

四是算法升华。就是离开借位点，直接进行计算。

五是优化练习。克服了过去的题海战术，强调了少而精的练
习。注重了练习设计中的生活性、典型性、层次性、多样性、
人文性等。

在教学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

一是在练习中反复过多，有过去的应试教育时代的影子。影
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两位数减两位数减法教学反思篇三

学习两位数减两位数的退位减法，教学中要强调个位不够减
从十位退１作10再减，被减数的`十位数字退位后要少１再减
去十位数字。教学时要充分发挥小棒的直观演示作用，让学
生在形象理解算理的基础上抽象出口算和竖式计算。教学口
算时，可能是因为比两位数减一位数多了一个步骤，学生还
没有完全理清口算思路。因此应加强小棒的形象支撑，帮助
学生掌握口算方法。竖式计算时有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减的
学习基础，应重点引导十位数的计算，并结合小棒图再次引
导算理。另外，计算课应重视练习，虽然学生能理解，但不
一定能掌握，必须通过练习发现问题，再及时纠正指导，直
至学生真正内化知识、掌握算法、形成技能。

两位数减两位数减法教学反思篇四

1从生活情境入手，联系生活

2能够运用题组，口算比较多

1、学生活动组织不好



改进：让学生好好想，问题要提的好，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
思考

让学生好好说，注意学生的表达

让学生好好做，书上习题课上解决，要有一定量的'笔头练习

2、环节组织不太好

（1）课题尽量不要课前写，提问要有变化，有限制

（2）引导作用体现不出，先让学生做，每个人都要留下痕迹

（3）提问有序，根据学生认识规律，有逻辑顺序

（4）算法多样化后优化算法，给薄弱的学生提供最基础的方
法

（5）练习时控制时间，让学生有紧张感

（6）重视课堂组织管理，评讲时，全体停下来

（7）做大量题巩固，形成技能

今后备课方向：

备课时研究例题的前后联系，研究练习题怎么做，形成初步
框架，参考教案，考虑学生实际情况，提高问题设计的能力，
能够引发学生思维。

两位数减两位数减法教学反思篇五

1从生活情境入手，联系生活

2能够运用题组，口算比较多



1、学生活动组织不好

改进：让学生好好想，问题要提的好，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
思考

让学生好好说，注意学生的.表达

让学生好好做，书上习题课上解决，要有一定量的笔头练习

2、环节组织不太好

（1）课题尽量不要课前写，提问要有变化，有限制

（2）引导作用体现不出，先让学生做，每个人都要留下痕迹

（3）提问有序，根据学生认识规律，有逻辑顺序

（4）算法多样化后优化算法，给薄弱的学生提供最基础的方
法

（5）练习时控制时间，让学生有紧张感

（6）重视课堂组织管理，评讲时，全体停下来

（7）做大量题巩固，形成技能

今后备课方向：

备课时研究例题的前后联系，研究练习题怎么做，形成初步
框架，参考教案，考虑学生实际情况，提高问题设计的能力，
能够引发学生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