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认识一袋空气教学反思(优秀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认识一袋空气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的重点是要让学生感受1毫升有多少，还要建立升与毫
升的关系，因此准备了教具：量杯、量筒、滴管和烧杯。

使用情境导入，让学生切身思考，使课堂顿时活跃。以旅游
为例，问学生在旅途中口渴的时候，一下子能喝多少杯水？
这是一个与切身体会的问题，因此课堂气氛马上活跃起来，
大家都七嘴八舌讨论。

最后请了几位学生回答，有些回答的很切实际，有些回答的
很夸张，就当即让学生评判一下：到底谁喝得多谁喝得少？
自然而然让学生感受到要比较谁喝得多谁喝得少，必须要有
同样的大小的杯子测量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这时候有些学
生发现自己的水杯中，有刻度是500ml，有的是450ml。之后
我就说以500ml为例，你能喝这样的几杯？我们就能得出某
些同学很能喝水。随机提出问题，到底他能喝多少量的水，
你知道吗？因此我们测量水等液体时要有一个表示容量的单
位，引出毫升和升。

知识点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加强学生们的量感。先让学生
们猜一下1ml到底有多少滴？带着这个问题，观察我的操作。
对于教具的使用，更加让学生有更直观的感知。ppt呈现生活
中用ml为单位的实物，培养学生估算能力，猜猜一盒牛奶大
致有多少毫升？等等生活中常见的物体。



随后，说说生活中还看到哪些是用毫升做单位的物体，进一
步丰富学生对毫升的感受。之后通过毫升引出升，并且引出
毫升和升之间的换算，这也是本节课的难点。通过将1000毫
升的有色液体倒入1升的量杯，让学生感受1000毫升和1升是
相等的。进而用1000毫升=1升来表示。进而更现实化，
用500ml的量杯表示1升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两杯水。然后展
示教材中几个容器的图片，让学生观察猜测，下面的液体有
多少？建立1升的量感中，更加的生活化。

最后，练习层层递进，由简单到难，逐渐升华。首先是模仿
练习，根据所给容器，填入升或毫升。其次是判断题，对于
生活中常见的容器，故意把升和毫升颠倒，再次巩固对于毫
升和升两者之间的量感。之后是对于难点的突破，对于毫升
和升两者之间的换算的练习。最后是提高题，探讨与之相关
的实际应用题——搞促销的问题，让学生们先讨论再思考。

认识一袋空气教学反思篇二

使比较抽象的.内容变得通俗形象。

数学知识原本就比较抽象，不象语文具有描述性，美术具有
的直观性，体育具有的身体参与性。各种概念的描述既枯燥
又无味。要使抽象的内容变得具体、易懂，就得从生活中挖
掘素材，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数学知识，利用数学知识，来提
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例如："角的认识"这一课，"角是一个端点引发的两条射线"，
这个概念的描述不易理解，非常抽象。在教学时可做如下描
述：盛夏，酷暑炎热，人们都习惯在树下纳凉，小朋友们在
树下玩耍。瞧，老师来了。师摆臂作走路状，并挂出示意图：
手臂与身体成一个角。有的小朋友在荡秋千，出示荡秋千图。
这时老师立即一转，进入话题，老师说："手臂这一摆，秋千
这一荡，就是一个数学概念。"这时，学生兴趣正浓一定会想：
摆臂、荡秋千怎么会同数学概念连在一起呢？此时此刻，思



维的火花不点自燃。

认识一袋空气教学反思篇三

认识角这一课，听说是很经典的老课例，作为二上，其实有
着不小的压力，现在就这一节课的反思做一个梳理。

特别是课研讨。最终经过整理确定了上课思路和流程。较满
意的地方是思路还算清晰明了，有层次感。但是本节课学生
操作活动较多，如何能让学生的操作变得更有意义和有层次？
充分发挥操作的意义，尤其是折角的部分，我就一直让学生
折，没有实际意义。这部分的处理不够好。主要原因还是在
于我对这部分没有真正分析透彻，他想传达给学生的思想和
知识我没有理解。

学生掌握的还算扎实，揭示角的特征也是引导学生看，摸，
总结，在学生说到角都有两条线时我画了两条弯曲的线，由
此学生意识到这不是角了，从而探究出角的两条线是直的。
这两部分教学都还算满意。但是在难点部分，节奏没有掌握
好，难点角的大小与两边的张开程度有关这个知识点教学还
有待加强。由这点处理的失败我想到一，我预设的不到位。
我没有很好的了解二年级学生的知识经验，过好的却不现实
的预设了他们的学习和语言表达能力，以致于在备课时这部
分我没有花费很多的时间，没有预设到如果学生说不出来：
角的大小与两边的张开程度有关我该怎么引导或者怎么揭示。
果然课堂上学生只是意会却表达不出来，我手足无措。所以
预设和了解学生很重要。同时教师的课堂灵敏性也是至关重
要。

认识一袋空气教学反思篇四

教材是数学知识的载体，是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认识对象，
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依据。本节课我在尊重教材的基础上，
紧紧围绕教学的重、难点，打破教材的局限，重组教学材料，



使教材变得生动活泼，激发了学生自主探索的兴趣。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开课伊始，我使用游戏“摸圆形”教
学手段引入新课。利用这一情境，引出新课内容-角的学习，
体现了“教学必须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和感兴趣的事物出
发，为学生提供观察和操作的机会”这一精神，然后与生活
经验紧密结合，找生活中的角，自然过渡到新课教学。尤其
是由生活中的角引出数学中的角这一环节的处理上，既符合
学生的认知规律，又适应于几何图形从立体到平面的知识体
系。

“注意选择富有儿童情趣的学习材料和活动内容，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获得愉快的数学学习体验。”这是国标本实验
教科书的一个特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以卡通动物带领闯
关为主线设计教学活动。在卡通动物的带领下，一步步展开
教学，课堂上学生始终乐此不疲、兴趣盎然，整个数学活动
充满童趣，学生在趣中悟、在乐中学。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上我都让学生唱主角。
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这节课自始至终贯穿了学生的
动手操作与实践，这不仅符合低年级学生好奇、好动的心理
特点和几何初步知识直观性、操作性强的知识特点，更重要
的是充分体现了以活动促发展的活动教学思想。

认识一袋空气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是在学生已经直观地认识长方形、正方形、圆、三角
形、平行四边形，以及一些常见多边形的基础上，对角和直
角的初步认识。通过学习使学生能直观地比较角的大小，能
辨别直角、锐角和钝角。也为学生以后进一步认识角、三角
形等平面图形积累感性经验。

角是一种最基本的几何图形，结合生活中常见的物体认识角，
有助于学生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自主构建角的概念，同



时也有助于学生进一步体会认识平面图形的`一般方法。

鉴于二年级学生仍然喜欢听故事，我设计了故事《小明的一
个星期天》，通过小明把本节课的知识要点渗透到故事情节
中，创设轻松有趣的课堂气氛。把数学知识趣味化，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找一找生活中的角，用学具做角，再通过
学生做出来的角进行比一比从而认识比较角大小的方法。学
生也能体会到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了做一做、折一折环节，让学生在小组
内动手活动。设计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课堂上，一些
学生在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受到别人的启发，打开了自己的
思路，同样获得学习成功的满足。

1、教学过程中，语言艺术不够精炼，表达技巧有待加强。

2、教学过程中遇到突然停电（课前没有预想），虽能转换讲
解方式，但却没能很好地捕捉学生提供的教学资源并加以利
用，所以此环节的教学有些不足，学生的理解也受到局限。

认识一袋空气教学反思篇六

这周讲了《角的初步认识》这一单元的前两课时认识角和认
识直角,在认识角这一课堂活动中由于需要注重学生的实际操
作和语言表述，时间安排非常紧凑，尽管如此，一节课还是
没有讲完。对于“角的初步认识”,直观性、操作性比较强,
我设计了让学生找情境图中的角这一活动，让学生积极探索
发言。

紧接着总结这些角的特征，（一个顶点，两条边）再然后画
角，让学生用三角尺或者直尺画角，并让学生上黑版展示，
进而总结画角的步骤方法，最后比较同桌之间的角谁大谁小，



进而提出如何比较，角的大小和谁有关等关键问题,通过调动
学生的.多种感官,让学生充分活动起来,在动手与合作思考中
建立了角的表象,在相互交流中探究角的大小和什么因素有关。
充分让学生参与进来。

在认识直角这一课堂活动中，我从实际生活出发,首先找身边
的直角，从而总结直角的特征，再折直角，让学生动手操作，
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折直角的方法，进而点出最简单的方法，
最后用三角尺进行画直角，找学生上黑板画，再总结画法,继
而用三角尺检验所画角是否是直角，做后总结检验方法。通
过学生自己学习、讨论,加深了学生对直角的认识。通过寻找
生活中的直角、画直角等练习,让学生体会到直角就在我们的
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