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约分教学反思记录(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约分教学反思记录篇一

《约分》本节课的内容比较简单：

1.理解约分的意义，并学会用分数的基本性质进行约分。

2.理解最简分数的意义，能判断一个分数是否为最简分数，
能把一个分数化简成最简分数。都是比较注重计算和方法的
内容，如果干巴巴地讲，学生会感觉比较枯燥，如何把约分
讲的有意思一点，学生愿意学一点，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学生只有愿意听了，才能去学习。

我刚开始的思考是，为什么要学约分，约分的价值是什么？
看看课本，发现练习十六的第一题给了我思路，于是采纳了
优教上的一个导入：你能在1分钟之内涂出这个正方形的吗？
加入时间限制，做一个挑战，激发学生的兴趣。果然，学生
的参与度有了提高。接下来的教学也更顺畅了。

在约分这一节，学生大部分都能掌握的很好，但在作业的完
成上出现了问题。先约分再比较各组分数的大小，学生约分
后比较的不是原数的大小而是约分后数的大小，关于这个问
题我进行了反思，是不是因为老师没有讲到，提到，所以学
生出错率才比较高。相信如果课堂上讲过这个问题，有很多
学生能够避免，但是老师能做到所有题型都讲到吗？所有的
易错点提前跟学生讲一遍吗？再者有必要这样做吗？我认为，



应该给学生犯错的机会，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给学生独
立判断的机会，不要事事想到学生前面，提前把易错点、难
点等都告诉学生，这样的知识都是浮于表面的，要给学生充
分的犯错机会，但一定要做好订正工作。

约分教学反思记录篇二

约分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分数的基本性质，学习了求最大公
因数的方法的基础上学习的。教学目标要求学生认识约分的
含义，掌握约分的方法，能正确进行约分。

课开始我要求学生找出四个与老师说的分数相等的分数，使
得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开始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乐学、好学，较好地培养学生对数
学学习的情感。

考虑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分数基本性质和最大公因数的
求法。通过要求学生找出四个与老师说的分数相等、分子分
母都比较小的分数，合理地迁移知识，较好地帮助学生理
解“约分”的含义，使知识深入浅出，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为学生提供充分探究和发现的时间与空间，从约分含义的理
解到约分方法的学习，都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教会
学生学习方法，相信学生的潜能，通过找四个分数找出相等
的关系这一活动，引发学生思考，发现几个分子分母不同的
分数相等；用学过的知识解释这些分数相等的原因引导学生
观察、理解约分的含义：同原分数相等，分子分母都比较小
的分数；通过小组合作探究约分的方法为学生搭建了实践探
究的平台，使学生在交流中碰撞不同的约分方法，最终达成
共同的`认识。

练习中体现了清晰的层次性，寓教于乐，使学生对约分的认
识得以不断加深。



约分教学反思记录篇三

本节课我没有完全照搬课本上的例题1，而是利用例题1
从18/24入手，让学生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找出几个与它们
大小相等的分数。学生通过写分数、说理由自然地复习了分
数的基本性质。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自然而然地进入探究新
知的状态。然后板书36/48＝18/24＝9/12＝3/4，通过“比较
这些相等分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分数的分子和分母的数
字都变小了，是因为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了相同的数，
即分子和分母的公因数，从而引出约分的概念。“36/48约分
成3/4后还能继续再约分吗？为什么？”引导学生总结归纳
出“分子和分母是互质数的分数，叫做最简分数”“你能举
出几个最简分数吗？”引导学生不断地说，真正理解什么是
最简分数。之后是学习例题2约分的书写格式及约分的方法。
约分中用分子和分母的公约数去除它们的方法和算理，都很
容易掌握，但是要能准确熟练地进行约分，必须要求学生掌
握好求几个数的公约数，最大公约数，判断互质数，除法口
算等旧知识。学生们基本上都对一次约分的方法感兴趣，但
一次约分的要求更高，就是要一眼找出分子分母的最大公因
数。

通过一系列递进式的`探索活动，我让学生自己通过体验归纳
总结，举例验证，由内到外的理解概念的意义，打破了概念
教学教师一味讲解的模式，层层深入，激活了学生的思维，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有足够的空间和时
间去领略数学的魅力，从而成为学习的主人。

约分教学反思记录篇四

讲过《约分》之后，感触多多，简单反思如下：

1、本课能创设生动有趣的情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
学生乐学、好学，较好地培养学生对数学学习的情感。



2、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分数基本性质
和最大公因数的求法。本课无需在此处多费时间，合理的知
识迁移，就能较好地帮助学生理解约分的含义，使知识深入
浅出，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3、为学生提供充分探究和发现的时间与空间。从约分含义的
理解到约分方法的学习，教师始终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
力、教会学生学习方法的基础上，相信学生的潜能，通过第
一组活动，引发学生思考，发现几个分子分母不同的分数相
同；借助第二组活动引导学生观察、理解约分的含义；创设
第三组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实践探究的平台，使学生在交流
中碰撞不同的.约分方法，最终达成共同的认识。可以说整个
学习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都是在
学生的发现、探究、讨论中解决，课堂处处闪动着学生智慧
的光芒。

4、关键处的点拨和发人深省的提问充分体现了教学主导的作
用，既引导学生的发现，又不限制学生的思路；既能放开手
充分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又能在发散思维之后，求同存异，
提升学生的认识，使课堂充满生机，启发引导无痕迹。

5、练习的设计体现了清晰的层次性，尤其是最后游戏的创设
符合儿童好玩、好动、天真活泼的特点，同时又寓教于乐，
使学生对约分的认识有了更新鲜，更活泼的认识。

6、总感觉自己对四生课堂的理解还不到位，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将会更加注意，很好地理解和践行多彩课堂文化的精髓！

约分教学反思记录篇五

约分是分数基本性质的直接应用。为了使学生对最简分数的
概念有充分的感知基础，我写了几组分数大小相等的分数:
如9/12、3/4；3/6、10/20；让学生再说出几个与它们大小相
等的分数，通过学生写分数、说理由自然地复习了分数的基



本性质。

终于孩子们自己兴奋的发现：只要分子分母是互质数，这个
分数就是最简分数!无疑，让学生在看似不经意的写数中悟出
概念，那种成功的快乐感，那种对最简分数概念的深刻理解，
是接受式教学所无法企及的。

约分中用分子和分母的公约数去除它们的方法和算理，都很
容易掌握，但是要能准确熟练地进行约分，必须要求学生掌
握好求几个数的公约数，最大公约数，判断互质数，除法口
算等旧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