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三年级数学教师家访总结(大
全6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总结书写有哪些
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学三年级数学教师家访总结篇一

21世纪是人类依靠知识创新和团队协作发展的世纪，我们每
一位教育工作者应更加清晰的认识到自身的使命，教育不仅
是学生掌握知识，发展智力，教育更应该加强学生的创新精
神，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现代化大
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
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
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现代信息
技术教育的快速发展，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一定要牢
牢地把握住信息时代提供的难得机遇，通过这次学习特别是
在教学方法上受益匪浅。

这次的培训内容能够针对一线教师的困惑展开，所选取的话
题既有普遍性，又有针对性。在组织形式上也加强了互动，
由教师提供的案例抛出问题，通过网络论坛进行广泛研讨，
最后再由专家团队亮出观点对咱们进行指导，这样的培训形
式促进老师们主动学习、主动思考，老师之间集思广益。我
想只有这样，经历了自主学习思考后的再学习，才是有价值
的学习。

在信息技术教育环境下，将传统的静态的书本教材形式转变
为图、声、像兼具的动态教材，教学内容范围的扩大，更新



速度的加快，为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养成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有利于学生产生创新的灵感，进而提出
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发挥信息技术优势，让数学知识贴近生
活。数学来源于生活，又运用于生活，脱离了生活的学习，
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信息技术具有传统教学手段无
法比拟的优势。它延展了课堂的空间维度，拓展了学生的视
野，实现了听觉、视觉、情感等全方位的刺激，让数学知识
无限延伸。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数学教学注入了新的活
力与源泉。

一直以来对于什么是“估算”，估算是否就等同于估计，估
算是不是就是我们老教材中所说的求近似数，我迷惑着。以
至于有的老师在教学中请学生们估一估教室、黑板的长、宽
板大约是多少，她提出培养了学生的估算意识，我不置可否。
但通过讲座，我明白了估算其实只是估计中的一种类型，
《课标》所要求的培养学生的估计意识还包括估数与估测。
那到底什么是估计意识，什么又是估算呢？估计意识就是人
们在面临一个问题情境时，先采用不同策略估计数目的大致
范围或者是当已经计算出结果后，能自觉地用估计的方法，
判断其是否正确，并成为一种习惯。估算是指日常生活、测
量中无法或没有必要进行精确计算和判断时所采用的计算方
法。为什么学生缺乏估算意识呢？我想与教师对估算价值的
认识不充分不无关系。因为受传统数学精确性、严谨性的影
响，我们在计算教学中重视的是笔算的正确率和熟练程度，
即使是估算教学时也常常只重视了估算方法的教学，但却忽
视了学生估算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如果问学生：你为什么不
用估算验证一下结果呀？学生常常会回答“题目没有要求”。
如果看到解决问题的练习中有“大约”一词时，学生们常常
不会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而条件反射似的用估算解答，
估算作为一种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能力，它的价值有
哪些呢？首先，它能够提高计算的正确率。通过估算能够对
计算结果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并做出解释。例如在在计算之
前，先让学生估计得数的大致范围，计算出准确结果后，用
估算验证得数是否正确，这就为计算的准确性创设条件。其



次，在解决生活实际问题中，估算能够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并体现出实用性和优越性。在教学方法上鼓励合作学习，促
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师生教学相长是当
代教育的主旋律，大力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尊重学生独特的体验，激发学生个体的主动性，以及小组合
作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小组这一“学习共同体”的独创性、
创造性。凡是遇到具有挑战性的、有一定难度的、值得探索
的创造性问题，可以利用小组合作学习，合作学习是一个主
动的、积极的、有意义的过程，要使小组合作具有价值，教
师要制定合理的有利于展开合作的学习目标，安排恰当具体
的、适合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结构的活动内容、学习材料和
探究任务。一般来讲，在教学的重点、难点、关键处可设计
一些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组织小组合作学习。通过远程教
育与自己的教学实践，才发现很多自身的不足，改变了以前
的老的教学方法、旧观念、传统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教学效
果有明显提高。

小学三年级数学教师家访总结篇二

暑假到了，爸爸妈妈带我回了老家。老家的小吃特别多，也
特别好吃。每当我想起老家的小吃就禁不住直流口水。

当天晚上妈妈就带我去买小吃了。我们先买了2碗油茶，每
碗1块钱;接着又去买面皮，每碗3元，我们买了2碗;然后又买
了20个小煎包，每个0.2元;最后还买了10块油炸豆腐，每块
也是0.2元。

香呀!闻着就让人直流口水，我真想抓一个塞进嘴里，可妈妈
不允许，说这样吃不卫生。我就一手拎着小煎包一手拎着油
炸豆腐乐颠颠地跟妈妈一起往回走。

爸爸老远就看到我们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回来，笑着问：“买
这么多，花了多少钱呀?”妈妈转过头对我说：“花了多少钱，
你给爸爸汇报一下。”我大声说：“油茶2元，面皮6元，小



煎包4元，油炸豆腐2元。一共花了14元。汇报完毕!”爸爸妈
妈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么多就14元，老家的小吃真的好吃又便宜。要是你到我们
老家来，一定别忘了尝一尝哦!

小学三年级数学教师家访总结篇三

：教材p105、106页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练一练”，练
习二十三第1—4题。

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初步建立长方形和正方形的概
念，发展学生初步的空间观念。

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

长方形纸片2张，正方形纸片1张；直尺1把，三角尺1块。

1、下面图里哪些是线段？为什么？（出示小黑板）

2、比一比，下面图里哪些是直角。（出示小黑板）

指出：要知道是不是直角，可以用三角尺上的直角去比一比。

3、引入新课。

我们认识了线段和直角之后，就可以来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
了。

（板书课题）

1、引入长方形和正方形。

（1）让学生观察数学书的封面，要求学生跟老师一起用手指



沿封面的边指一周。

提问：课本的封面、黑板的面都是什么形状的？（板书：长
方形）

让学生观察黑板的面，教师指一指。

（2）出示：长方形纸片。提问：这张纸片的面是什么形状？

提问：长方形由几条线段围成？

（板书：四条线段围成的图形）

（3）提问：平时你看到的方桌的桌面是什么形状？（板书：
正方形）

你能举出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物体的面是正方形的。

出示正方形纸片。

提问：正方形也是由几条线段围成的。

齐读：长方形和正方形都是四条线段围成的图形。

2、认识长方形。

（1）数一数，长方形有几条边，几个角？（板书：四条边四
个角）

（2）引导学生对折。先说明“对边”，并让学生自己指一指
哪些边是对边？

学生对折，得出：对边相等。（板书：对边相等）

用尺量一量，长方形纸片上4个角都是什么角？



提问后板书：都是直角。

（3）你能总结出，长方形有什么特点吗？

学生回答同时，教师把长方形贴在黑板上。

（4）说明长方形的长和宽。让学生指一指。

3、认识正方形

（1）让学生拿出一张长方形的纸片，跟着了老师折一折。

（2）观察一下正方形纸片，正方形有几条边和几个角？

（3）请同学们拿出直尺量一量，四条边有什么关系？用三角
板比一比，四个角有什么特点。

（4）你能总结出正方形有什么特点吗？

你见过哪些物品的面是正方形。

板书：四条边，四个角都相等，都是直角。

说明正方形的边长。提问：正方形的边长有什么关系。

4、总结特征。

（2）长方形和正方形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练习二十三第4题。

小学三年级数学教师家访总结篇四

今天我学习了大数的认识，会读了大数。



13819000就是大数，读作一千三百八十一万九千。2616300也
是大数，读作：二百六十一万六千三百。

大数是这样分级的，个位、十位、百位、千位是个级，万位、
十万位、百万位、千万位是万级。亿位……是亿级。

一万一万地数，10个一万是十万，照这样下去，10个十万是
一百万，10个一百万是一千万，10个一千万是一亿。所以每
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是10.

你知道吗?3世纪时，印诬发明了一和特殊的数字。后来，这
种印度数字传到了阿拉伯，12世纪时，阿拉伯商人把印度数
字带到了欧洲，人们称它们为“阿拉伯数字”。慢慢地，阿
拉伯数字成了一种世界通用的数字。

比大小的'秘密就是先比数位，数位多的就大，数位少的就小。
数位一样的，就比第一位，第一位一样，再比第二，前面要
都一样，就比最后一位。

这就是我学的大数。

小学三年级数学教师家访总结篇五

因为小数点的个头太小了，大家都叫它小数点，小数点反复
给大家纠正道：“我叫小数点，不叫小不点”。

就在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尊敬的国王来了，国王说道：“谁
能把32变成3.2，谁就是这届的数字冠军”。

每一位符号和数字纷纷都尝试了，但它们都失败了。这时候，
小数点说：“我来试试。”它跳到了3和2的中间，刹那
间，32变成了3.2，其他的'都为小数点鼓掌。

国王看到这一幕高兴的宣布道：“这一届的数字冠军就是小



数点。”

“等一等”这时，数字里最大的数字9跑来说。国王问：“你
要干什么？”9说：“我比小数点要大得多，让我也来试试。
说完，它也跳到了3和2的中间，结果呢，32也刹那间变成
了392，9在3和2中间钻来穿去，不一会儿，9就累得筋疲力尽，
但是，32还是变成3.2.”

最后，大家信任了小数点，把它高高举起。

小学三年级数学教师家访总结篇六

1、结合具体的活动，学会推算出日期。

2、培养学生尊敬长辈、关心他人的情感。

3、培养学生的`数感和推算能力。

通过实际情景学会根据条件推算日期。

掌握倒推和跨月的日期推算方法。

一、结合生活，引入新课。

1、说一说。

引导学生说自己的生日。

2、猜老师的生日

你想知道老师的生日吗?谁来猜一猜?

逐步给出提示，如：

(1)第二季度。



(2)这个月是大月。

(3)是这个月的第12天。

二、创设情境，探究推理。

1、一看，猜一猜，说一说。(独立思考)出示情境图，从图中
你知道了什么?(引导学生理解情境，收集数学信息。)

2、说一说，解决简单问题。

引导学生说出两个简单的推理过程。(可以适当地给学生出一
些模仿练习，如：一年的倒数第5天是哪一天?)引导学生讨论：
淘气的生日是哪一天呢?你你自己的看法。

3、议一议。

师巡视、提示、纠错。重点关注没有想到解决问题的学生。
鼓励他们用多种方法思考。

三、教学效果测评

1、完成书上p72上的填一填。

2、读一读。

引导学生读你知道吗?你想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