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比例的意义和比例的基本性质教
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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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比例的意义和比例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上了一堂《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的实验课，课后的
第一感受就是学生一头没有把握好，以致于练习的.内容都压
缩了。下面对整个教学做如下反省：

一、开始阶段写比这一环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原本的意
图是通过找相等的比后引出比例这一知识点，在教学中，没
料到学生举手少，发言少，稀稀拉拉的几个比，没有任何两
个比是相等的。因此这一环节还不如直接出示几个比，直接
求比值，从比值中看相等的比，既让学生了解比例是怎么来的
（看比值是否相等），又进一步为学习判断两个比是否成比
例打下基础。

二、教学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的时候，教学比较含糊，没
有突出点，学生在判断的时候，弄不清哪个是用意义在比较，
哪个是用基本性质在比较。教学过程应该改为上面这一段，
在研究比例的基本性质的时候，抓住关键，让学生多说，说
完整。

三、练习难度偏高。从这堂课来看，似乎难度高了些，以致
于学生思考时间比较长，这也恰恰说明了前面的环节没有教
扎实。如果前面的问题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而
且还能成为这课的亮点。



比例的意义和比例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篇二

许许多多的知识点，使得教师只能用简单的“传授——接
受”的教学方式来进行。而学生只是记忆、再现这些知识点，
沦为考试的奴隶。其实知识是死的，课堂教学绝不仅仅让学
生拥有知识，更应该让学生拥有智慧，拥有获取知识的方法。

从教育心理学角度看，学生智慧的发展，离不开智慧的熏陶。
智：是人类个体的认识过程或认知结构，即对外部信息的感
知、整理、联想、储存很搜索、提取、操作，或通过此过程
形成的认知水平。慧：是人类个体所认知事理的评判过程和
评判标准。我校通过创设智慧课堂，使教学触及学生的世界，
伴随他们的认知活动，做到了“以智促知” 。

我教学时注意了以下几点：

1、注重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出发，主动建构知识。在教学“比
例的基本性质”时，让学生自己选择例子来探索，在探索中
发现规律，得到结论。让学生处于积极探索的状态，唤醒了
学生学习中一些零散的体验，并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将这些
体验“数学化”，提炼出数学知识。

在教学中，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抽象的数学结论，更应注重学
生的“发现”意识，引导学生参与探讨知识的形成过程，尽
量挖掘学生的潜能，能让学生通过努力，自己解决问题。这
一教学过程，让学生通过计算、观察、发现、自学的方式，
使学生在自己探索中学习知识，发现知识，并通过讨论，说
出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的依据，促进了学生学习的顺利
进行。

2、用教材教，体现教学的民主性。因为学生对比的知识了解
甚多，所以在研究“比例的基本性质”的时候，不是教师出
示教材中的例子，而是让学生自己举例研究，使研究材料的
随机性大大增强，从而提高结论的可信度。这样也能让学生



体会到归纳法研究的过程，并渗透科学态度的教育。

整个教学过程力求体现学生自主探索、独立思考、合作交流
的学习过程，从中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的能力。如要求学生
用自己的语言归纳比例的基本性质，重视在练习中发挥教师
的指导作用，使练习的针对性更强，巩固练习在层次上由易
到难，在形式上由封闭走向开放，让学生的聪明才智、才能
得到充分的发挥，真正主动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人。

3、在运用比例的基本性质进行判断时，要求学生讲明理由，
培养学生有根据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在填写比例中未知数时，
不仅要求学生说出理由，还要求学生进行检验，这样培养学
生良好的检验习惯和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良好的学习
习惯。

4、给予学生自主探究的时间、自由驰骋的思考空间，允许他
们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方法，在开放式、个性化的学习中
生成灵感，碰撞智慧。正是学生用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来解
决问题，课才变得生动和真实，学习才显得如此活泼和有效。
数学的学习成了充满灵性的创造过程，成了放飞心灵的快乐
之旅。课堂已不仅是学科知识传递的殿堂，更是智慧培育的
圣殿。

比例的意义和比例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篇三

50米跑教学是比较枯燥、单调、沉闷的教学内容，同时又是
体质健康测试项目之一，对于我而言，就显得较为重要。在
这内容教学上，我依据“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强调以学
生发展为本，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教学中尽量营造
宽松、和谐、民主的氛围，运用实用、有效、可行的场地布
置，引导学生锻炼，激发学生情感，在运动中培养学生坚强
的意志品质。我根据学生的心里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
手段，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利用小游戏：高人与矮人、往返
跑跳接力赛让学生在课堂上玩得高兴，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



用，让学生成为课堂是主人，在通过学生反复的练习过程中，
掌握了一定的知识技能。又让学生知道跑是运动项目的基础。
在课堂上还注意学生的情感体验与价值的培养，围绕“比一
比”这一主体，安排各种游戏活动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
小组合作学习，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让学生体验
成功的喜悦，本课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对50米跑的思考：

关于学生的“成功”的体验

“成功”与“失败”是一种情感体验，学生获得“成功”还是
“失败”最关键的是学生对跑的结果的态度。在50米中跑的
慢的学生常常会受到“嘲笑”或是教师的“抱怨”，这种学
生的“嘲笑”、教师的“抱怨”都会降低学生的积极性的。
所以教师一定要让学生明白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在这类项目
中，一定有输有赢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的，能否夺冠，都是
正常的。这样对学生的打击应该不是很大的，还能促进他们
锻炼身体的热情。

关于“成功体育”

我个人认为在学校体育中，所谓的成功不仅仅是在体育比赛
中战胜别人，而更主要的是战胜自我。自己和自己比有了进
步和提高，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能，超越自我，就是一种成
功。

本人通过教学觉得50米跑如做以下改进，效果可能会更好：

1、把速度接近的学生放到一组中，给学生一个相对“公平
的”的环境——距离相等、跑速相当，比起来，可比性强，
更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2、做好成绩的记录，每一次跑完之后把成绩告诉学生，跑的



速度有了，第二跑时有了比较，让学生知道自己是进步了还
是退步了。

比例的意义和比例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篇四

本周三，在教学《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时，通过复习求
比值，找出比值相等的比，为教学比例的意义做好铺垫，概
括出比例的意义，利用比例意义判断两个比能否组成比例，
安排了让学生写出比值相等的比，再组成比例，还安排了四
个数组成比例，目的在于加深对比例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在
认识比例的各部分名称时，我让学生看书自学，然后让他们
自己说说比例的各部分的名称。

此外，组织学生探究比例的基本性质，引导学生“分别算一
算比例的两个外项和两个内项的积，你发现了什么？”大胆
放手，用四个数组成等式这一开放练习产生新鲜有用的教学
资源，我通过引导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行了有效的探究。

本节课我注重了对学生的评价，用多种语言来激励学生，但
是有的地方还是做的不太好。如果在这里感情更深些，更能
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使她们能更好的参与学习。在今后的
教学的实践中我将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比例的意义和比例的基本性质教学反思篇五

“比例的基本性质”这一内容的新知教学环节看起来并不复
杂，但是在接触时仍然出乎我的意料，学生的理解和利用总
有一些差别。

教学比例的基本性质时，对照写出来的比例我给大家提出了
一个问题“观察比例的内项和外项有什么关系？”学生大部
分把几个比例一起观察研究，他们发现更多的是各个数在各
项位置的变化情况，而对性质内容的发现比较滞后，也有少
数学生举手示意发现了，但这部分学生大部分是课前或课上



先看了书上内容（纸上得来终觉浅）。如果只观察其中的一
个比例，学生才能容易发现其中的规律，比如性质。所以我
再次提醒学生是看每一个比例的两个内项和两个外项有什么
关系，不是这几个比例一起看。这样学生终于发现一个比例
中外项之积等于内项之积，又找其他几个比例验证，从而确
定这个规律，总结出了比例的基本性质。接着通过把比例写
成分数形式，让学生形象地看到两个外项积和两个内项积就
是将比例中等号两端的分子和分母分别交叉相乘，积相等。

在应用比例的性质验证自己写的比例成立不成立，使学生明
白，验证比例式是否成立，除了求比值、化简比的方法，还
可以用求两个外项积和两个内项积是否相等的方法。

但是在利用比例解决问题时，出现的困难还是不少。很多学
生对于比例的基本性质背诵的很熟练，但对于灵活运用还欠
火候。比如根据算式1/3×5/6=5/9×1/2写出比例，有些学生
就蒙了。其实从算式中应该想到，这是外项之积等于内项之
积的写法，倒回去就可以。但学生看不到想不到，在课堂上
解释时仍有些学生糊里糊涂。

传统的课堂教学，学生面对的都是些经过人类长期积淀和锤
炼的经验。由于教学大纲规定，许许多多的知识点，使得教
师只能用简单的“传授——接受”的教学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