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万以内数的认识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万以内数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一

万以内数的认识既是学习多位数读、写法的基础，也是学习
万以内数算的基础，如果学生对万以内数的概念不清，读写
数不熟练，将直接影响对万以内数的计算的理解和掌握。为
了使学生切实理解和掌握万以内数的概念，在教学“万以内
数的读法和写法”时，注意下面三个问题。

小学生数学概念、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形成都是借助操
作活动，通过对感性材料的观察、比较、分析而获取的。教学
“万以内数的认识”我借助直观，加强学法指导，让学生多
种感官参与活动。例如，教学“万以内的数和万以内的数的
顺序”，我结合计数器的演示，让学生边拨珠边数数，先拨
上一千，当数到九千时，要问学生：“九千后再添一个千是
多少?该怎么拨?学生已知道百位有10个珠，10个百是一千，
去掉百位上的10个珠，要向千位进1，依次类推数到九千时，
学生就自然知道怎样拨珠。这样通过计数器的演示，有利于
使学生了解“相邻计数单位之间十进关系”，比较形象直观
地建立数位的概念。

又如，教学读写法时，先在计数器上拨上一个三位数，并说
出这个数的组成，然后指导学生对着计数器的数位写出这个
数。再在千位上拨上3，该怎样读与写?对照计数器上的数和
下面的阿拉伯数字写成的数读出这个数。在教学完读写法后，
引导学生小结并比较与三位数的读写的联系与区别。这样在
教学中渗透学习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总结归纳，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学习能力。

小学数学中，有许多知识前后联系紧密，对于与旧知识联系
紧密的新知识，可以启发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推导出来。
在教学“万以内数的认识”之前，学生已经学会了一个一个、
十个十个地数数，已经认识了“个、十、百”的数位名称、
顺序、位值，也知道其相邻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因此在教
学这部分内容时，可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采用“以类
比促迁移”的教学策略，把新知识纳入旧知识，实现新知识
的同化，以促进学生认知建构。结合计数器从一百数到一千
告诉学生可用一、十、百、千这些计数单位来数数，并提问：
“十个一是多少?”、“十个十是多少?”、“十个百是多
少?”让学生弄清“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十进关系”。又
如，教学“四位数的读法”例题时，由于学生已经学会了三
位数的读法，可以让学生结合计数器，拨上一个数后，先说
出它的组成，然后试着读数，对于中间有一个或两个0的数，
末尾有一个或几个0的数，应该怎样读，可让学生讨论后，教
师再引导，最后启发学生总结读万以内数的法则。这样让学
生通过类比推理，由此及彼地获得新知，既使学生掌握了万
以内数的读写方法，又培养了学生的类比迁移能力。

万以内数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二

认数活动。如在学生初步学会“一千一千地数”之后，让学
生从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数，有利于丰富学生对百、
千、万为单位的数的.感知和体验，有利于发展学生。

不足之处：本节课较大地脱离教材，最好与教材联系紧密一
些。

万以内数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三

“万以内数的认识”既是学习多位数读、写的基础，也是学
习万以内数计算的基础，如果学生对万以内数的概念不清，



读写数不熟练，将直接影响对万以内数的计算的理解和掌握。

教学时，教师借助直观感受，加强学法指导，让学生多种感
官参与活动。如：数方块、拨计数器、圈圈画画。关注知识
的前后联系，对于与旧知识联系紧密的新知识，采用“以类
比促迁移”的教学策略，把新知识纳入旧知识，实现新知识
的同化，以促进学生的认知建构。既使学生掌握了万以内数
的读写方法，又培养了学生的类比迁移能力。如：从十个一
是十，十个十是一百，十个一百是一千，类推到十个一千是
一万。

教师还联系生活实例，拓展认数活动，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学“万以内数的读写法”，教师注意捕捉与本节课知识有
关的生活现象，搜集学生生活中的实例，拉近知识与现实生
活的距离，创设学生熟悉的情境，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
参与认数活动。如，在学生初步学会“一千一千地数”之后，
让学生从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数，这有利于丰富学
生对百、千、万为单位的数的感知和体验，有利于发展学生
的数感。

文档为doc格式

万以内数的认识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是在认识了千以内的数的基础上来进行教学的，虽然
有了一定的数数、读写数以及知道怎么样分析一个千以内数
组成的知识和经验，但一万,包括比一千大比一万小的数的概
念其实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还是陌生的。

从生活中来，体验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我以生活中的例子引
入，展示一幅南京长江大桥的画面，让学生了解想像大桥的
长度，激起对祖国的`勤劳人民的热爱，让学生收集自己身边
的大数，体会万以内的数在生活中作用，从而体验了数学就
在我们身边。因此，本节课多处创设了让学生表现自己的机



会，鼓励学生大胆发言，敢于质疑问难，培养学生敢于发表
自己见解的习惯，品尝了求知的愉悦，提高了学生的数学素
养。

在教学中，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识规律，在引出“万”
的概念时，我充分利用多媒体，用课件动态展示：从一个小
正方体到十个小正方体，再到一百个小正方体，最后到一个
大立方体，让学生逐渐理解感知10个一是十，10个十是一百，
10个一百是一千，然后有学生小组合作借助学具一千一千地
数，10个一千是一万，在一千一千地数数的过程中建
立“万”的概念，在个位到千位的顺序表再添加万位，从而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展现学生的思维过程。认识计数单
位“万”，体会十进制计数的原理，在展现学生数学学习的
过程中培养数感。然后利用计数器的半抽象性体会数的转换，
直至感知一万的大小，我又设计了一个感受一万有多大，让
他们想像比划一万张纸有多厚，一万米有多长等。不但突破
了难点，也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态度。在接下去的数
的读写教学中，不仅出示方块的图片，让学生观察数出一共
有几个方块，然后在计数器上试着画出来，再尝试读写这个
数，充分体现了图形、数的紧密结合，为学生形成数的概念，
了解数的组成打下扎实的基础。在教学中，组织了丰富多样
的学习活动，加强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通过大量的
感性认识，如：看一看，数一数，拨一拨，画一画，读一读，
写一写，说一说等形成数的表象。

万以内数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五

“万以内数的认识”既是学习多位数读、写的基础，也是学
习万以内数计算的基础，如果学生对万以内数的概念不清，
读写数不熟练，将直接影响对万以内数的'计算的理解和掌握。

教学时，教师借助直观感受，加强学法指导，让学生多种感
官参与活动。如：数方块、拨计数器、圈圈画画。关注知识
的前后联系，对于与旧知识联系紧密的新知识，采用“以类



比促迁移”的教学策略，把新知识纳入旧知识，实现新知识
的同化，以促进学生的认知建构。既使学生掌握了万以内数
的读写方法，又培养了学生的类比迁移能力。如：从十个一
是十，十个十是一百，十个一百是一千，类推到十个一千是
一万。

教师还联系生活实例，拓展认数活动，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
教学“万以内数的读写法”，教师注意捕捉与本节课知识有
关的生活现象，搜集学生生活中的实例，拉近知识与现实生
活的距离，创设学生熟悉的情境，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
参与认数活动。如，在学生初步学会“一千一千地数”之后，
让学生从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数，这有利于丰富学
生对百、千、万为单位的数的感知和体验，有利于发展学生
的数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