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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一年级数学学情分析报告总结篇一

提高口算能力-基础性训练。小学生的年龄不同，口算的基础
要求也不同。低中年级主要在一二位数的加法。高年级把一
位数乘两位数的口算作为基础训练效果较好。具体口算要求
是，先将一位数与两位数的十位上的数相乘，得到的三位数
立即加上一位数与两位数的个位上的数相乘的积，迅速说出
结果。这项口算训练，有数的空间概念的练习，也有数位的
比较，又有记忆训练，在小学阶段可以说是一项数的抽象思
维的升华训练，对于促进大家思维及智力的发展是很有益的。
大家可以把这项练习安排在两段的时间进行。一是早读的时
候，一是在家庭作业完成后安排一组。每组是这样划分的：
一位数任选一个，对应两位数中个位或十位都含有某一个数
的。每组有18道，大家先写出算式，口算几遍后再直接写出
得数。这样持续一段时间后，会发现自己口算的速度、正确
率都会大大提高。

小学一年级数学学情分析报告总结篇二

听讲是课堂上接受信息的第一道大门。学生听讲能力强弱与
否，是决定接受信息多寡的首要因素。作为老师，我们要把
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爱他们，要用赞美的眼光去看他
们。看到某某学生听讲特别认真，就要适时的表扬。而看到
个别不认真听讲的学生，教师可用希望的目光加以暗示。一
年级学生由于其特殊的年龄特征，其思维更具形象性。在具



体教学中，应注意教学形式的多样化与直观性，尽量利用教
学挂图、教具等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采取多种游戏的方式
进行练习，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
师，是开启知识大门的金钥匙。小学生如果对数学有浓厚的
兴趣，就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表现出对数学学习的一种
特殊情感，学习起来乐此不疲，这就是所谓的“乐学之下无
负担”。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上课认真听讲的良好习惯。

二、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

加里宁曾经说过：“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如果不积极
动脑思考就不可能学好数学。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单
纯地“教”知识，而是通过引导帮助学生去做、去想知识。
如在学习“10的分与合”时，在复习铺垫的基础上，提
问：“10可以分成几和几呢?”引导学生一边分计算棒一边思
考，从而自己得出结论。多问几个“为什么”比直接告诉学生
“是这样的”要好得多。

一年级学生都存在着智力上的差异，由于每个儿童的生活条
件、家庭背景、心理水平、思维方式等不同，他们对同一数
学问题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和策略，不能过分强求一致。所以
我注重算法多样化，允许每个儿童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去学习
数学。例如：教学“9+5”时，可以是“4+5+5”也可以
是“9+1+4”或者“4+4+1+4+1”等。针对学生的解答的方式，
再引导学生用自己最喜欢的方法来解答。对能解答出得数同
学我都给予肯定，通过不同的方式给奖励，让他们体验到创
造之乐，增强了学好数学的信心。同时，也让学生体会到了
不少数学问题是从实际中来的知道数学与生活紧密联系，它
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三、养成大胆发言的习惯。

在教学中加强说的训练，培养说的习惯，有利于学生学习信
息的反馈，能使教师及时掌握学生对问题的理解，便于针对



性地采取措施，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促进了学
生思维发展。

班级里，总有那么一些胆大敢说的孩子，也不乏胆小怕言的
学生，针对实际，我时时以敢说者带动、激励怕言者。当有
的学生回答错了，我就随机应变：“你能大胆发言了，虽然
回答得不完全正确，但已有进步了，老师相信你下一次一定
能回答正确。”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老师能表扬他鼓励
他，他会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光荣，由此会增加说的勇气和信
心。

四、养成动手操作的习惯。

动手操作是儿童认识事物的重要手段，儿童在动手操作中获
得直接经验，在“做中想，想中学”。我深信：只有学生确有
“感受”，才能真正“理解”。为了让一年级学生易于理解
和掌握抽象的数学知识，教材安排了“分一分”“摆一
摆”“画一画”“圈一圈”“数一数”等大量的动手操作活
动。学生在直观具体的操作活动中能够积累学习的“关键经
验”，而这些经验是无法教会的，必须由学生自己体验。例
如，在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认识”时我先介绍常见的文
具盒、粉笔盒、电冰箱等实物后问：谁知道它是什么形状的?
在此同时也让学生进行讨论、探索长方体跟正方体的特征，
一下子说出了很多，最后，我要求学生用硬纸分别做一个正
方体和一个长方体。这样，学生对抽象的长方体和正方体有
感性的具体认识容易记忆，懂得运用，为学习它们的表面积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小学一年级数学学情分析报告总结篇三

课内重视听讲，课后及时复习。新知识的接受，数学能力的
培养主要在课堂上进行，所以要特别重视课内的学习效率，
寻求正确的学习方法。上课时要紧跟老师的思路，积极展开
思维预测下面的步骤，比较自己的解题思路与教师所讲有哪



些不同。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往往会有一部分学生不能跟上
老师的思路，在学习中出现漏洞，这时候就需要在职老师对
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在辅导过程中老师会帮助学生把一
天所学的知识点回忆一遍，引导学生正确掌握各类公式的推
理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有利于学生养成不懂即问的
学习作风。

小学一年级数学学情分析报告总结篇四

一、重视计算：大家都知道计算是学好数学的基础，计算好
能够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帮助。

二、一二年级的计算简单，计算要求低，导致了现在的孩子
计算和以前的孩子相比，差了一大截。

三、家长可以每天让孩子做2分钟口算。一开始，2分钟内只
能做完20道口算题，但之后孩子会越来越快，正确率越来越
高。如果低年级不打好计算的基础，到了四五年级以后，小
数、分数、方程都来了。这时候更加觉得数学难学了!

四、适当地学习奥数：很多所谓的奥数题并不难，而是方法
巧妙，它更多的要求你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跳出思维的墙，
帮助孩子丰富他们的知识面。

指导方法二

一、时间的掌握。这一学期，他们会接触到秒针，在二年级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时间精确的学习。非常短暂的时间用秒
来表示。这时候孩子换算单位的时候就是重点了，很多孩子
不注意看看单位，容易出错。

二、时间段的计算。时间单位的换算搞清楚之后，要注意时
间段的计算，这也是常出的一种题型，同样很重要。这时候
孩子掌握24小时计时法既可以轻松解决这一种问题了。



三、倍数问题。倍数问题是一个难点，很多学生找不到关系，
就会不知所措，所以这时候用画图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就一
清二楚了。所以，教会孩子画图很重要，理清各数之间的关
系。

四、三位数的加减法。在两位数的加减法的基础上，孩子掌
握三位数的加减法并不太难，只是再列竖式时要注意孩子的
书写，数位要对齐，从个位加起，并且一定要打上进位和退
位符号，很多孩子很容易忘记自己有进位和退位。

小学一年级数学学情分析报告总结篇五

如何培养孩子的口算能力口算也称心算，它是一种不借助计
算工具，主要依靠思维、记忆，直接算出得数的计算方式。
新大纲指出：口算既是笔算、估算和简算的基础，也是计算
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首
先要从口算能力着手。那么怎样培养学生的口算能力呢?我的
体会是教师念好“基(抓基本)、教(教方法)、练(常训练)”
三字经是至关重要的。念好“基”字经“基”是指基本口算。
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口算分为基本口算、一般口算和特殊口算
三类。这三类口算以基本口算的内容为主，它是计算的基础，
基本口算必须要求熟练，而熟练的程度是指达到“脱口而
出”，其它两类口算只要求比较熟练或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