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加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一年下 三位数连
加解决问题教学反思(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连加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一年下篇一

本课是在学生掌握两位数加两位数和三位数的连续进位加法，
整百整十加整百整十的进位加法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是以后
学习多位数进位加法的基础，又为后面的加减法验算奠定基
础。为此，我确定了本课的重点是掌握计算三位数加三位数
的连续进位加法的方法，会正确计算。难点是理解三位数加
三位数连续进位加法的算理。由于学习例１时学生已知道计
算的法则，在本课着重解决百位上的数怎么算和培养学生的
估算意识。

在本节课中，我先复习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的计算，
引导学生将新旧知识进行联系，沟通和运用迁移的方法，教
学三位数加三位数的连续进位加法，大胆放手让学生自己去
探索，交流。在教学中，运用迁移是经常采用的有效教学方
法，它使学生在已有的知识技能基础上对新知识、新技能的
学习产生积极的促进影响。从而，学生在捕捉联系和发现窍
门的“顿悟”过程中经历了知识经验的迁移与同化，使学生
的认知结构得以拓展。这样的学习方式，学生既获得了知识，
又发展了思维，培养了自主学习，自主探索的精神，同时也
体验了成功，体验了学习的快乐。

另外，根据低、中年级学生好动，好玩，好奇心强，注意力
不稳定的特点，巩固练习时设计了"夺红旗"比赛、“争当小
医生”等游戏，从而活跃了课堂的气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寓教于乐，提高学生的计算速度和正确率。根据例题
教学后，有的学生能融会贯通，有的学生基本学会的情况，
还设计了必做题与选做题两种题型，因人而异，速度快的学
生两项都做，速度慢的学生可以只做必做题。

在教学时，我针对计算难点，容易混淆的地方，特别作了个
详细的对比并进行了重点强调。对计算的注意点，一节课从
头到尾都在反复强调。但课堂练习交上来一看，我就有点发
愁了，计算错误五花八门，而且计算速度很慢，很多孩子20
以内的加减法还不够熟练，也有个别孩子得不停地掰着手指。
顿时让我大失所望，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的计算教学这么
失败呢？认真地回忆、细细地分析，我想可能应该归因于以
下三方面：

第一，练习的量不够。计算毕竟是一种技能，要提高学生的
计算水平，我觉得还是应该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实现。教材上
的练习少，再加上配套的作业题难度偏大，在课堂上得由老
师扶着做，在家里得由家长扶着做，学生自主思考的时间就
太有限了，因此，每天光课本和配套练习的作业都让师生筋
疲力尽，课外也就没有时间好好地补充一些练习，这样，仅
仅靠课本和作业本上少得可怜的几道练习题，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学生的计算不熟练，导致了在计算时不可避免地出现
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第二，缺少良好的计算习惯。我们天天要求自己要“授之以
渔”，而实际上对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还是很不够的。特别
是在读题的问题上。有的孩子对解决问题的题目只马马虎虎
读一遍就匆匆动笔，导致方法错误。有的孩子拿到题目就列
竖式，导致抄错数字的现象相当严重。另外，在家里孩子题
目做错了，都是家长检查的错误，孩子们也养成了“做完就
放到边上等待家长检查”、“错了可以随时改正”的坏习惯，
从来不自己检查，使得大部分学生在立计算后不检查，错误
百出。



第三，对学困生的指导还不够。孩子们毕竟是有差异的，课
堂上老师讲的'方法、同学讲的方法，其实有些孩子是听得一
知半解的，但在课堂上能运用最多只能算一种正迁移，一种
短时记忆。于是，例题后的几道对应练习，他们勉强还能应
付过去，而在立练习中，各种题目混为一体，量又相对较多，
他们就乱了手脚。虽然孩子们做题时经常在强调“相同数位
要对齐，连续进位加法不要忘了加进来的1”等要点。但在实
际练习中，部分学困生往往不能与强调的要点联系起来，一
不注意就问题百出。看来，为学生开小灶是不可避免的，有
时教师的提醒还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本节课我坚持以学生立思考，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即先学后
教的课堂模式，但在集体交流反馈的过程中为突破教学难点、
学生估算错误等问题的解决用时过长，造成整堂课前松后紧，
节奏慢的局面。而且部分学生认为问题简单，自己都会，就
没有用心的听讲，导致计算过程中以前怎么错的现在还是这
么错的，特别是在对向前进“1”的处理，不是多加一次，就
是忘记加了。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我将继续钻研教材，扎
实备课，认真反思上过的每一堂课，寻找每堂课的得与失，
争取一节课比一节课上的好。

连加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一年下篇二

本节课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100以内的口算加法，笔算两位数
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的基础上教学的，学生已经基本掌握加
法计算法则，所以本节课我让学生自主学习、探索。

教学由复习简单的进位加法口算开始，接着复习了两位数加
两位数的连续进位加法的竖式计算，巩固了竖式计算中数位
对齐，从个位算起的方法。这样即巩固了旧知又为新知作铺
垫。

根据学生喜欢课外书的特点，创设了统计三个年级订阅《小
哥白尼》图书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从统计



表里发现数学信息，提出问题，列式解决，在学习连续进位
之前先立估算，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养成对计算结果的大
致范围进行估算的习惯。

有了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进位加法的基础，学生用类推的方法
很容易就能够自己学会三位数加三位数的进位加法，所以我
引导学生尝试先立计算，再交流算法，培养学生自主探索算
法的精神。在计算中连续进位的难度稍有提高，但遵循的是
相同的运算规则，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学会了进位加法的计算，
同时也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从而更好的巩固了竖式计算注
意的要点并强调“哪一位相加满十，就向前一位进一”。

同时在教学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遗憾之处：

第一，在估算教学时，没有很好的把估算的结果和精确计算
的结果紧密联系起来；

第二，应该多进行比较学习，注意知识的联系，如：在归纳
三位数加三位数进位加法的算法时，我还应该及时引导学生
比较不进位加法和进位加法的异同，这样利于学生加深印象。

第三，课堂上的语言还有待进一步锤炼，比如环节之间的过
渡语，对于学生的评价语等，在细节上完善了才能使整堂课
更好。第四，对“课堂生成”的应变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连加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一年下篇三

在我们的教学中要紧密联系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正确处理
它们之间的主次关系，不能盲目的进行过分的情景创设。通
过复习铺垫和情景创设，可以为学生们搭建了探索的“脚手
架”，在本节课中，我引导学生将新旧知识进行联系，沟通，
运用迁移的方法，教学三位数加三位数的计算方法，大胆放
手让学生自己去探索，交流。在数学教学中，运用迁移，学
生已经掌握的知识技能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产生积极的



促进影响，是经常采用的有效教学方法。学生在捕捉联系和
发现窍门的“顿悟”过程中经历了知识经验的迁移于同化，
使学生的认知结构得以拓展。这样的`学习方式，学生既获得
了知识，又发展了思维，培养了自主学习，自主探索的精神，
同时也体验了成功，体验了学习的快乐。

学生在知识基础、智力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在教
学过程中，必须按照学生的不同层次提出不同的要求。学生
在探究新知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从现有的起点出
发，逐步达到要求。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自主思
考，再小组讨论，然后集体交流，教师评点，有意识地让优
秀生带动后进生。这样，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
了差异资源。

例题教学后，有的学生能融会贯通，有的学生基本学会。因
此，巩固练习也必须因人而异，可以同步练习，但提出不同
的要求，比如相同的时间内根据个人的情况，可以允许有速
度的差异。

连加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一年下篇四

“三位数加三位数的连续进位加法“是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第
二单元第二课时的教学内容。本节课是学生掌握两位数加两
位数的.进位加法的基础上教学的，是以后学习多位数进位加
法的'基础，又为后面的加减法验算打下基础，为此，我确定
了本节课的重点是连续进位加法的方法，会正确计算。难点
是理解连续进位加法的算理，由于学习例1时学生已知道计算
的法则，在教学设计上，我力图体现了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
但在实际教学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

在上本节课中，我首先用谈话的方式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目的是让学生新旧知识联系起来。为后面学习新课做准备。

由于，三年级学生年龄小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秩序较乱，部



分学生在讨论时深入不够，甚至有一部分学生根本没有参与
到小组合作制作之中，只认为讨论时组长一个人的事，与自
己无关，自己可以不听。

本节课我坚持以”学生立思考，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既先学
后教"的课堂模式，但在集体交流反馈的过程中为突破教学难
点，学生估算错误等问题的解决用时过长，造成整堂课前松
后紧，任务没完成。导致计算课程中以前怎么错，现在怎么
错。

总之，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将继续钻研教材，扎实备课，
认真反思上过的每一堂课，寻找每一堂课的得与失，争取一
节课比一节课上得更精彩。

连加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一年下篇五

有了两位数加两位数的连续进位加法的基础，学生用类推的
方法很容易就能够自己学会三位数加三位数的连续进位加法，
所以我引导学生尝试先独立计算，再交流算法，培养学生自
主探索算法的精神。在计算中连续进位的难度稍有提高，但
遵循的是相同的运算规则，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学会了进位加
法的计算，同时也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从而更好的巩固了
竖式计算注意的要点并强调“哪一位相加满十，就向前一位
进一”。

教学，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