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下数学认识人民币教学反思
(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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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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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下数学认识人民币教学反思篇一

《认识人民币》是一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教学内容. 由于大部
分小学生在生活中已经见过也接触过人民币，所以我认为在
教学《认识人民币》这节课时，首先引导小学生们认真仔细
观察人民币，使学生能够迅速、准确地辨认出各种面值的人
民币。在学生学会认识人民币的基础上，尝试把人民币分类。

《认识人民币》这节课的重点是认识小面额人民币，掌握元、
角、分之间的关系，体会一元的币值。难点是掌握元、角、
分之间的关系进行人民币之间的正确兑换。这部分内容是比
较难理解的，所以我认为创设学生兑换人民币的'游戏。（人
民币的兑换就是不同的付钱方法，如拿1元，有些学生没有1
张1元时，可以想办法用5角或2角的凑齐1元。同样1角的付钱
方法也是运用兑换人民币的游戏）。从而使学生知道元、角、
分之间的关系。再以一些练习来巩固加深对1元=10角 1角=10
分。最后创设购物活动，让学生用这节课所学的知识进行购
物，学会自己付钱。

我认为设计淘气买一支铅笔怎样付钱，一是有利益利用学生
已有的生活经验；二是有利益让学生主动去解决买一支铅笔，
一块橡皮应该怎样付钱等简单的实际问题；三是通过学生之
间怎样付钱的交流与对话，使更多的学生不仅能感受到付钱
的方法的多样化，而且对从中提炼出来的知识（1元=10角，1
角=10分），有更直观的理解。



《认识人民币》这节课我认为注重了学生自主探索与合作交
流。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
方式。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为学生设计了看钱、认钱、
、换钱、摆钱、购物算钱等活动，让学生为主体人人参与、
个个动手、积极思考、主动探索，鼓励学生自己寻求答案，
从而体验成功的喜悦。

一年级下数学认识人民币教学反思篇二

人民币的认识是一年级下册的教学重点及难点。

在成人看似简单的人民币的换算却成了孩子学习的'难点。

对于人民币的三个单位：元，角，分。这三个单位之间的换
算有不少学生根本搞不清楚。

于是我从实际生活出发，例如一分钱根本买不到东西，一角
钱可以买一颗糖，一元钱可以买10颗糖。从这个生活实例出
发。让学生感知人民币单位的大小。

一年级的学生理解能力十分有限，因此我用口诀的方法来激
发学生的兴趣。

例如8元=（）角

“元”和“角”哪个单位大？

学生会说是“元”大，用口诀：大化小，就变多。（大大）

例如500分=（）角

学生会说分小，用口诀：小化大，就变少。（小小）

人民币的加减法更是难点



很多学生虽然会认，但是并不会算。

这一知识点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实在很难。

例1：5元5分+3元5角5分=（）元（）角（）分

看到那么长的一个算式，很多学生都会产生心理恐惧。

我让他们先把这个想成很简单的算式，从“分”开始加，分
加完后到“角”，最后到“元”。

编成口诀就是：看到加，从“分”开始加。

例2：8元4角—3元5角=（）元（）角

减法的运算遇到退位和不同的单位就显得难了，

于是我又编了一句口诀：看到减，单位化成一个样。

一年级下数学认识人民币教学反思篇三

《认识人民币》是人教版新课标小学数学一年级下册的第5单
元，今天是第一个课时，主要是引导小学生们认识各种面值
的人民币。下面是我对《认识人民币》的教学反思。

在实际生活中，只认识人民币是远远不够的，认识人民币的
目的是为了会使用它，体现它的社会价值。在设计这一节课
时，我考虑到一年级的学生年龄小，家长一般不放心小孩独
自出门，因此他们独立购物的机会较少。虽然学生对认识人
民币有一定的基础，但对如何合理使用缺乏经验。针对以上
分析，在教学前，我利用家长接孩子的时机，先询问家长，
孩子对人民币的认识情况，还找了不同程度的孩子进行调查。
结果不仅证明了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还发现多数学生在买东
西时付几种不同面值的人民币比较难。



课一开始我就让学生看购物的.挂图。联系学生生活，贴近生
活，激发学生内在的情感体验，引发学习兴趣。注重人文精
神的渗透，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使他们主动活泼的学习。
同时，体会到生活中处处都有使用人民币的地方，了解人民
币的作用，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课堂中我还渗透：保管好
钱，积少成多，养成勤俭节约的好品质，对学生进行品德教
育。

在认识人民币的这个环节中，放手让学生自己认识人民币，
因为大部分学生都有购物的经验，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同
时，实践活动是学生最喜欢的事情，因此可以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让学生自己观察人民币，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
空间，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通过交流，丰富学生对人
民币的了解，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同时
渗透：国徽是国家的标志，教育学生要爱护它。

分币的教学不够理想。第一是学生对分币比较陌生，因
为“分”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很少使用，而我对此又估计不足。
第二是认为分币很少用到，便想轻轻带过。其实这是认识人
民币的起始课，分币的认识同样重要，虽然分币不大使用，
但是让学生建立元、角、分的观念，理解元、角、分的关系，
分币的认识不容忽视。必须认真钻研教材，读懂教材，备教
材、备学生，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自己主动学习、探索。
放手让学生去想去学。其次教师的驾驶课堂能力，关注每一
位学生，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如何引导。

一年级下数学认识人民币教学反思篇四

1、从教案的初稿到终稿，修改了近10几次。虽然最后的教案
还不是很完善，但这里面却容纳着我的一些想法和创新，也
包含了我对一年级数学的理解。它在我心目中非常成功。而
且在修改教案的过程，试讲的过程中我收获很多。不单单是
对本节课的知识，更多的是对低年级学生，乃至小学数学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2、最初的一份教案，我是这样引入的：通过创设一个生活情
景，小朋友买东西不知到怎样付钱，引出这节课我们要认识
人民币。但备好后通过翻阅一些资料才了解到，其实学生在
生活中已有初步的识别方法和较丰富的使用经验。但是缺乏
对人民币的清晰，系统的认识。虽然有购买经验，但在支付
方式和购买方案上欠灵活。于是，我将引入改为“通过观察
生活中一些付钱的场景，引出人民币在生活中非常重要，我
们要认识人民币。”因为学生对人民币已经有初步的认识，
我特意安排了小老师训练检查同学们的预习。

3、为了充分体现数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巩固新知部
分我特意安排了一个生活中的小故事。故事的设计中有认识
人民币的训练，有付钱的训练，有换钱的训练，还有检查1
元=10角的训练。在其中还渗透了节约的教育，购物文明的教
育。可以说灵感是在长期对一件事深思熟虑时的自然流露。

4、但从两次试讲的效果中我发现了许多欠思考的地方。
如，1虽然考虑了让学生在观察中体会新知，但观察角度方面
不够宽泛，深度欠缺。2 虽然本节课我有意培养学生的小组
合作学习意识，但在实际操作时，我给他们的时间和指导不
够，小组学习有待提升。3 环节不够紧凑，时间安排不够合
理。

5、给我下段工作的一些启示：1孩子们的各方面能力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需要在平时加强训练。2 多了解孩
子们，最重要的是在自己脑子里将小学数学知识形成脉络。
将自己10年的教学历程取精华，去糟粕，扬长避短。

一年级下数学认识人民币教学反思篇五

人民币的认识是一年级下册的教学重点及难点。

在成人看似简单的人民币的换算却成了孩子学习的`难点。



对于人民币的三个单位：元，角，分。这三个单位之间的换
算有不少学生根本搞不清楚。

于是我从实际生活出发，例如一分钱根本买不到东西，一角
钱可以买一颗糖，一元钱可以买10颗糖。从这个生活实例出
发。让学生感知人民币单位的大小。

一年级的学生理解能力十分有限，因此我用口诀的方法来激
发学生的兴趣。

例如8元=（）角

“元”和“角”哪个单位大？

学生会说是“元”大，用口诀：大化小，就变多。（大大）

例如500分=（）角

学生会说分小，用口诀：小化大，就变少。（小小）

人民币的加减法更是难点

很多学生虽然会认，但是并不会算。

这一知识点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实在很难。

例1：5元5分+3元5角5分=（）元（）角（）分

看到那么长的一个算式，很多学生都会产生心理恐惧。

我让他们先把这个想成很简单的算式，从“分”开始加，分
加完后到“角”，最后到“元”。

编成口诀就是：看到加，从“分”开始加。



例2：8元4角—3元5角=（）元（）角

减法的运算遇到退位和不同的单位就显得难了，

于是我又编了一句口诀：看到减，单位化成一个样。

一年级下数学认识人民币教学反思篇六

人民币的认识是一年级下册的教学重点及难点。

在成人看似简单的人民币的换算却成了孩子学习的难点。

对于人民币的三个单位：元，角，分。这三个单位之间的换
算有不少学生根本搞不清楚。

于是我从实际生活出发，例如一分钱根本买不到东西，一角
钱可以买一颗糖，一元钱可以买10颗糖。从这个生活实例出
发。让学生感知人民币单位的大小。

一年级的学生理解能力十分有限，因此我用口诀的方法来激
发学生的兴趣。

例如8元=（）角

“元”和“角”哪个单位大？

学生会说是“元”大，用口诀：大化小，就变多。（大大）

例如500分=（）角

学生会说分小，用口诀：小化大，就变少。（小小）

人民币的加减法更是难点

很多学生虽然会认，但是并不会算。



这一知识点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实在很难。

例1：5元5分+3元5角5分=（）元（）角（）分

看到那么长的一个算式，很多学生都会产生心理恐惧。

我让他们先把这个想成很简单的算式，从“分”开始加，分
加完后到“角”，最后到“元”。

编成口诀就是：看到加，从“分”开始加。

例2：8元4角—3元5角=（）元（）角

减法的运算遇到退位和不同的单位就显得难了，

于是我又编了一句口诀：看到减，单位化成一个样。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