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反思
(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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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课题

东南西北

课时进度

1

课型特点

教学目标

1.根据生活经验辨认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并能够用这些词语
描述物体所在的方向位置。2.知道地图上的方向，会看简单
的路线图，培养和发展空间观念。

教学重点

辨认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并能够用这些词语描述物体所在的
方向位置。

教学难点



根据地图上的方向，会看简单的路线图，培养和发展空间观
念。

教学（具）准备

挂图、剪好的各种标志。

教学过程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及重点关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作业设计

板书设计

东南西北

课后反思

教学课题

看望老人

课时进度

1

课型特点



教学目标1.根据地图上的方向，看简单的路线图，并能用四
个方向进行描述。2.借助现实的教学活动，发展学生空间观
念，培养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
力。3.借助“看望老人”这一情景，对学生进行尊敬老人的
传统美德教育。

教学重点

会看简单的路线图，并能用四个方向词进行描述。

教学难点

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

教学（具）准备

实物投影仪、主题图。

教学过程

教学步骤

教师活动及重点关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情景创设

引入：同学们每天上学从家里到学校怎么走？大约走多少米？
（给学生一个比较对象，从教学楼大门到样门口大约是100米）

敬老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出示画面）星期天，小明、
小刚和小红要到敬老院看望老人，但不认识路，只有一张图，



请大家仔细观察势挂图，请大家仔细观察挂图，帮助他们找
到所走的方向和路线。组织学生汇报，引导学生说出：小红
向西走60米到敬老院；小明向北走20米，再向东走50米到敬
老院；小刚向西走30米，再向北走50米到敬老院。完成说一
说：请大家算一算谁家离敬老院远，谁家离敬老院近？看望
老人后，他们怎样走才能回到自己的家。组织学生汇报，引
导学生说出：小明回家要先向西走60米；现、再向南走20米；
小刚向增走50米，再向东走30米。

看望老人

课后思

三年级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在教学中，我始终坚持要让学生多动手。不少学生会说但是
一旦动手就错，特别是对“东偏北，还是北偏西”以及在地
图上标注某一地的位置等实际问题时，学生很茫然。

内容与学生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紧密相关，难点是要准确
把握方向，要量出方向所偏离的角度，还要确定单位长度标
出距离。为此，在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创设大量的活动情景，
为学生提供探究的空间，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展开合作交流，
从中观察、分析，然后独立思考完成从方位的角度认识事物。
同时，还要及时抓住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理，鼓励学生勇
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大胆主动地与同伴进行合作、交流。注
重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合作、
思考、讨论，拓展学生的学习思路;同时，注意引导学生把所
学的知识或发现的规律运用到实际中去，培养学生应用数学
知识的能力。

其中根据所给的条件画平面示意图是这个单元的教学难点，
因为学生的作图能力普遍比较薄弱。从学生的作业来看，学
生画示意图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方向角没有找准，不能熟



练地区分东偏北和北偏东的不同;距离的表示，没有按单位长
度换算(少数);中心点的.位置没有找准，主要由于建筑物的
影响;物体的具体位置没有明显的表示出来，或者没有标出名
字，让人看不清楚;也有学生方向找错了。

根据这些情况，我认为教师在教学时更应该注重画示意图的
细节，注重对学生空间观念的培养。如果要补救也只能个别
辅导了，集体辅导多了容易让那些掌握好了的同学产生厌烦
心理，掌握不好的同学也不一定马上改正过来。这一单元的
另一个难点就是关于位置的相对性，给定两个位置，个别学
生不能很好的区分以谁为标准，所以说出来的方向刚好相反。
这一点跟学生的空间观念强弱有关，需要多加训练。

三年级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本单元要使学生学习辨认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
北、西南八个方向。并认识简单的践线图。认识八个方向和
叙述路线知识学生掌握轻松、准确，但方向相对性知识出现
困难，这与我的备课密不可分。

1、从生活入手。在认识方向教学中，利用太阳初升入手，先
认识东，再认识其他方向，在巩固这一知识时，让学生到操
场上实际走找一找四个方向和都有哪些建筑物。让学生体会
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数学为生活所用。

2、叙述路线。在描述路线教学中，采用语言描述和图示两种
方法，但在做题中学生更倾向于图示。我便问学生为什么？
学生理由图示更快，更准。从中我体会到学习方法的优化是
学生自己在实际学习中总结出来的。教学中很多知识要放手
让学生去思考发现。

3、相对性。这一知识是这一单元知识教学中失败的教学。备
课与上课时对相对性进行口述训练，感觉学生接受很好。但
教学中发现不会找参照物。反思一下，上课时应重点落在我



参照物上，最后经过课后说一说参照物，又做一做练习，才
将其知识掌握，这让我深深感受到备课不备准难点。教学效
果一定会不好，在难点突破上下功夫。

三年级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1.学生通过课前了解有关定向运动方面的知识，知道定向运
动是根据地图指示，选择最佳路线，达到目的地的一项运动。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要具备借助地图的指示和识别方向的能力，
也是一项智力和体力并存的一项运动。可以丰富学生的视野，
拓展知识面，了解数学课本之外的一些知识，学生非常感兴
趣。

2.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不仅知道根据方向和距离两个条件确
定物体的位置，还知道要确定物体的位置所要具备的四个要
素：观测点、方向、角度、距离。这对于后面学习在平面图
上标出校园内各建筑物的位置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足之处：

1.习题的处理上，个别学生出现不会用量角器量角度的现象，
不知道0刻度线与哪条坐标轴对齐。

2.练习题量不足，没有完成练习三中1、2题。主要由于在课
件的习题处理上用了大量时间让学生进行描述路线，导致时
间紧张。

再教设计：

1.要侧重于对量角器放置问题的解决，真正让学生明白东偏
北就是把量角器的0刻度线与东对齐，从东向北数30°，也就
是从0刻度线向北数出30°。

2.不仅要注重对路线的描述，还要注重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体会描述简单路线图应具备的四要素：观测点、方向、角
度和距离。

三年级位置与方向第二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第一单元的《位置与方向》已经按照进度用一周的时间上完
了。

这个单元有四个例题，四个知识点：

1，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会用给定的一个方向辨认其余的
三个方向；

2，学习看简单的平面图，了解平面图是根据上北、下南、左
西、右东的方位绘制的；

3，认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方向；

4，运用知识描绘路线图。难点就在于认识东北、东南、西北、
西南四个方向，运用着这四个方向判定两个物体之间的位置。

学生根据语言的描述绘制示意图，或者根据实际方位绘制示
意图，基本都没有问题。唯独运用八个方位词描绘两个物体
之间的位置关系，非常容易出错。

在对练习的处理上，也做得不是很好。练习的基本要求是，
精讲多练。可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节课仅能处理两至三道
练习题，同等类型的练习题也没能得到充分的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