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数学说理教学 小学数学教学改进研
究曹培英心得体会(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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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数学说理教学篇一

为了进一步深化课堂教学，让每一位老师在教学中遵循课[]
标精神，落实课程理念，真正把“双减”政策下的提升课堂
教学质量落实到实处。2022年5月11日，我校数学教研组所有
老师参加了“小学数学教学改进研究”的线上培训活动。

本次培训中曹教授通过解读“小学数学的教学改进”——不
可或缺的基础工作中提出吃透教材和吃透学生是我们不可或
缺的两个基本工作，我们在教学时是否真正的做到了这两点
呢？曹教授通过两点确定一条直线和点无大小、线无粗细以
及用点表示小数，数形结合的例子让我们明白只有真正做到
吃透教材，明白教材的编写意图，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不要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教材把握不好，或者把握偏了，方
法越高明，越会南辕北辙。吃透学生，我们的教学才能做到
事半功倍。

在讲座的最后，曹教授总结了教学改进的“秘诀”：既要将
两个吃透与教学经验有机结合，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检
验理论。鼓励我们“在纷繁复杂的教育术语面前，在眼花缭
乱的教学口号面前，我们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所以，
只有我们将真实的改进发生在每节课上，落实到学生上，我
们的专业水平才能够有所提高，我们的专业能力才能得到进
一步发展。



小学数学说理教学篇二

5月11日晚上和工作室的伙伴们一起参加了人教社的云培
训——曹培英教授谈教学改进研究。曹老师剖析了当下教育
热点中的“假、空、大”问题，建议数学教师应该以教学的
系统观，着眼整体思考问题的线索进行日常的教学。曹教授
整个培训真正从一线教师教学的角度出发，指导数学教师如
何改进现有教学模式，进行有效、高效的教学。

经过这次培训，作为一线老师的我也是收获颇丰，曹老师提
到了教师应该做到两个吃透，即吃透教材、吃透学生。现在
的教学对老师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对教材要解读到位，通过
前测、课前谈话等方式对学生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要有很
好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的教学才是有针对性的、有效的。
记得刚入职时，学校都会给每一位新老师安排一位师傅，我
的师傅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定多看教材多看教师参考用
书，当时的我还不理解师傅什么意思，直到后来的教学中学
生出现各种花式错误，我才明白原来是我没有把握好教学的
重难点和教学节奏，偏离了教学的主方向。

培训中曹老师提到的一个误区令我印象最深刻：抛开教材，
另搞新意。在我们的教学中不难见到这样的场景，往往置数
学书本上的例题不顾，自己单独创编一道或者几道题目作为
整节课的例题进行讲解，殊不知这样的操作反而给我们的教
学带来了误导，我们的编创未必有教材编写意图深，我们的
理解也未必有编写者到位。所以，我们一线教师可以借助手
中的教参和教材，用活课中的例题，给例题进行延伸和拓展，
让课本中的例题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如果说吃透教材是教学必备的准备工作，那么，在教学中进
行专题研究，实现上挂下联就能对我们小学阶段的某些知识
进行串联，让学生对这部分的知识了解得更加系统。比如小
学阶段四年级的商不变性质，一直到五年级分数的基本性质，
到六年级的比例的基本性质，其实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据除



法、分数和比例三者之间的联系，将三种性质沟通起来，这
样更有利于学生的理解。那么，如何让知识串联起来呢？我
们的教材和知识内容是螺旋上升，多种知识往往是相互联系
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知识之间的联系和辨析，归根
到底还是需要教师在教学之前将教材进行分析解读，也就是
曹教授所说的吃透教材。由此可见，读懂教材吃透教材是多
么地重要，只有真正理解了教材的设计意图，才能设计出更
有利于学生理解的课堂。

小学数学说理教学篇三

5月11日晚上和工作室的伙伴们一起参加了人教社的云培
训――曹培英教授谈教学改进研究。曹老师剖析了当下教育
热点中的“假、空、大”问题，建议数学教师应该以教学的
系统观，着眼整体思考问题的线索进行日常的教学。曹教授
整个培训真正从一线教师教学的角度出发，指导数学教师如
何改进现有教学模式，进行有效、高效的教学。

经过这次培训，作为一线老师的我也是收获颇丰，曹老师提
到了教师应该做到两个吃透，即吃透教材、吃透学生。现在
的教学对老师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对教材要解读到位，通过
前测、课前谈话等方式对学生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要有很
好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的教学才是有针对性的、有效的。
记得刚入职时，学校都会给每一位新老师安排一位师傅，我
的师傅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定多看教材多看教师参考用
书，当时的我还不理解师傅什么意思，直到后来的教学中学
生出现各种花式错误，我才明白原来是我没有把握好教学的
重难点和教学节奏，偏离了教学的主方向。

培训中曹老师提到的一个误区令我印象最深刻：抛开教材，
另搞新意。在我们的教学中不难见到这样的场景，往往置数
学书本上的例题不顾，自己单独创编一道或者几道题目作为
整节课的例题进行讲解，殊不知这样的操作反而给我们的教
学带来了误导，我们的编创未必有教材编写意图深，我们的



理解也未必有编写者到位。所以，我们一线教师可以借助手
中的教参和教材，用活课中的例题，给例题进行延伸和拓展，
让课本中的例题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如果说吃透教材是教学必备的准备工作，那么，在教学中进
行专题研究，实现上挂下联就能对我们小学阶段的某些知识
进行串联，让学生对这部分的知识了解得更加系统。比如小
学阶段四年级的商不变性质，一直到五年级分数的基本性质，
到六年级的比例的基本性质，其实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据除
法、分数和比例三者之间的联系，将三种性质沟通起来，这
样更有利于学生的理解。那么，如何让知识串联起来呢？我
们的教材和知识内容是螺旋上升，多种知识往往是相互联系
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知识之间的联系和辨析，归根
到底还是需要教师在教学之前将教材进行分析解读，也就是
曹教授所说的吃透教材。由此可见，读懂教材吃透教材是多
么地重要，只有真正理解了教材的设计意图，才能设计出更
有利于学生理解的课堂。

小学数学说理教学篇四

经过这次培训，作为一线老师的我也是收获颇丰，曹老师提
到了教师应该做到两个吃透，即吃透教材、吃透学生。现在
的教学对老师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对教材要解读到位，通过
课前测试、课前谈话等方式对学生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要
有很好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的教学才是有针对性的、有效
的。记得刚入职时，学校都会给每一位新老师安排一位师傅，
我的师傅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定多看教材多看教师参考
用书，当时的我还不理解师傅什么意思，直到后来的教学中
学生出现各种花式错误，我才明白原来是我没有把握好教学
的重难点和教学节奏，偏离了教学的主方向。

培训中曹老师提到的一个误区令我印象最深刻：抛开教材，
另搞新意。在我们的教学中不难见到这样的场景，往往置数
学书本上的例题不顾，自己单独创编一道或者几道题目作为



整节课的例题进行讲解，殊不知这样的操作反而给我们的教
学带来了误导，我们的编创未必有教材编写意图深，我们的
理解也未本站必有编写者到位。所以，我们一线教师可以借
助手中的教参和教材，用活课中的例题，给例题进行延伸和
拓展，让课本中的例题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如果说吃透教材是教学必备的准备工作，那么，在教学中进
行专题研究，实现上挂下联就能对我们小学阶段的某些知识
进行串联，让学生对这部分的知识了解得更加系统。比如小
学阶段四年级的商不变性质，一直到五年级分数的基本性质，
到六年级的比例的基本性质，其实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据除
法、分数和比例三者之间的联系，将三种性质沟通起来，这
样更有利于学生的理解。那么，如何让知识串联起来呢？我
们的教材和知识内容是螺旋上升，多种知识往往是相互联系
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知识之间的联系和辨析，归根
到底还是需要教师在教学之前将教材进行分析解读，也就是
曹教授所说的吃透教材。由此可见，读懂教材吃透教材是多
么地重要，只有真正理解了教材的设计意图，才能设计出更
有利于学生理解的课堂。

小学数学说理教学篇五

教师导入新课的教学语言巧妙合理、生动形象，能充分吸引
住学生的注意力，触发学生的兴奋点，激发学生学习的情趣。
教学中，教师要着重创设问题情境，具有恰当的提问语，组
织学生参与学习过程，掌握学习方向，帮助学生自主探究知
识，寻求问题答案。更重要的是立足课堂，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优化数学教学方式，精讲多练，
在练习中使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使学生的脑子积极转动起
来，促进思维的深入发展。

作为传道授业的老师，只有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不断提
高自身素质，不断的完费自己，才能教好学生。如果自身散
漫，怎能要求学生认真，要提高我们的自身表质，这要求我



们年轻教师多听取学生和老教师各种意见。并且自身不断的
学习，积极学习，不断开辟新教法。摒弃旧的教学方法把先
进的教学模式引入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