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北师大版数学三年级比大小教学
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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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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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井底之蛙的“渺小”。

2.认识本课的生字，能正确书写写字表里的生字，理解词语
的意思。

3.发挥想象力，初步理解寓意。

重点难点：

懂得“井底之蛙”寓意，明白本词含有贬义。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小黑板

教法学法：

小组合作交流法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指导朗读、理解课文

1.自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2.出示生字卡片检查读音。

二、读课文，理解青蛙和鳖对世界的不同看法

1.想一想，青蛙住在什么样的地方，鳖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2.青蛙住在什么样的井里?它的态度是什么样的?画出相关的
句子，谈谈你的认识

4.鳖和青蛙的生活环境有什么不同?

三、对青蛙和鳖的不同见识，感受青蛙的浅陋无知

1.提问：他们的生活环境差别这么大，为什么青蛙却仍然自
吹自擂，尽情的夸耀?

2.谁愿意告诉大家，鳖和青蛙为什么对井有不同的态度?

3.听了鳖的话青蛙有什么表现呢?

4.指板书小结：青蛙盲目自大是因为它的见识短浅。

5.同学们讨论一下，生活当中有没有像青蛙一样没见过世面
却又安于现状，容易满足的人

四、朗读感悟体会情感

1.选你最喜欢的读几句，读给大家听听。



2.指导朗读，进一步理解课文意思。

第二课时

一、指读课文

二、谈谈这篇课文给你的启发

三、表演“井底之蛙”，进一步体会寓意

1.假如你是青蛙，来到海边之后，你会看见些什么，你会想
些什么，说些什么?

2.即兴表演，大家评议。

3.这个寓言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4.小结：小鸟和青蛙都是说的实话，可是由于它们所见的世
面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井底之蛙”是一个比喻，
就是把那些目光狭小、自以为是的人比做“井底之蛙”。通
过学习这篇课文，启发我们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对比古文，体会文言文的韵律

师范读古文

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
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九旱，
而/崖/不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
此/亦/东海/之/大乐/也。

对照古文找出课文中相关段落。

跟读古文，感悟古文句中的停顿和朗读的节奏



五、课堂练习及课外作业。

1.听写生词

2.写一写：为什么青蛙原来觉得自己很快活，后来为什么觉
得自己很渺小呢?

板书设计：

生活在浅井

千里之遥——辽阔见识短浅

井底之蛙鳖介绍大海{大快乐

千仞之高——深度盲目自大

青蛙醒悟——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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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学习兴趣是学好数学的关键，是学生渴望获得知识的
情感意向，是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的核心，是学习的强化剂。
学生的学习兴趣来源于所接受的信息，信息的传递方式适合
学生的口味，学生就容易接受，兴趣就浓。而现代信息技术
通过声、相、动画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地给学生以
新的刺激，使学生的大脑始终保持兴奋状态，激发了学生强
烈的学习欲望，增强了学习兴趣。因此，作为教师就要很好
地把握现代信息技术教学工具和数学教学有效整合，最大限
度的为学生传递更容易接受的信息，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发
挥出更多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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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这篇课文是一篇拓展阅读的文章，放在了“美与
丑”这一单元，着重赞美普通人身上的美好品质，我准备只
用一课时就将这篇课文分析完。

上课伊始，我用谈话引入，集中了同学们的注意力，然后开
始新课。我是想着在预习时，可能有的孩子还没认真读过课
文，所以对课文内容还并不熟悉，于是给了几分钟请他们默
读课文，然后找一找课文中提到了哪几个普通人。但是这一
环节在这里，在一堂40分钟的语文课中就显得与阅读不太合
拍了，而且也耽误了课堂时间。因为文章的条理很清楚，事
件和事件之间的界限也很清楚，所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时间
让学生读课文，然后慢慢找讲了哪几个人。

接着分析文章的第一自然段，也是文章的第一部分，其中一
个比喻句写得很好，它连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孩子们都容
易找到，但第二个就不太容易理解，我当时刚好请了一个成
绩较好的学生，她也回答正确了，可是其他学生就是云里雾
里，还没有真正理解到为什么会这样理解。下课后，李主任
给我提出，可以把几个普通人的事讲完后，再返回来学习第
一自然段，相信孩子们更容易理解。我思考了一下，确实应
该如此。

当学习四件事，请孩子们勾画给你印象最深的句子，最能帮
你体会这个普通人特点的句子并批注时，我感觉学生做得比
较好。而且孩子们在小组交流感受的时候，也谈论得有条有
理。课后我思考的原因是，一对于人物评价的训练做得比较
多，孩子们懂得怎样入手;另外文中的人物确实就是生活在我
们周围，离孩子很近，所以就有话可说。

由于前面第一部分找文章写了哪几个普通人时耽误。

教学反思



我们认为合作学习不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是一种精神和
内在的品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组织合作学习要把握契机，
精心设计合作学习的内容、要求、呈现的方式、学习的组织
等。不要大事小事必合作，每一次合作学习都要有合作学习
的必要、合作学习的价值，否则这种合作学习就会浮于表面。

课堂教学中以下几种情况比较适宜使用合作学习：一是出现
了新知识，需要培养探索、合作能力时;二是遇到大家都企盼
解决的问题，而依靠个人能力又不能实现时;三是学生意见不
一致且有争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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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教研活动，我们有幸观摩了黄爱华老师执教的《数的大
小比较》，给我的最大的冲击是，这是数学课吗？一节形式
上不是数学课的数学课，却让我看到了老师与孩子的真正平
等，老师课堂上的机智，老师为每个环节精心的安排与预设，
老师关注了孩子的心理变化引发的行为变化，抓住一切可教
育的点，形如流水般让课从容大气。不是为了上出《数怎样
比较》而单列的数学环节，每个问题的出示，每种方法的引
导都是经过考究的，看似任何的方法思路都是按照学生说的
去发展，其实老师却始终握有提纲挈领的主导权，老师的评
价也很到位，对每一种说法老师总能找到这种说法存在的理
由，并通过假设、猜测等让学生体悟到那种说法是我们的学
习主线。

课从开始到结束都关注到了孩子的情绪，你高兴吗？你选择
我讲还是边玩游戏边学？你有什么体会？这些问题贯穿于整
堂课，让孩子们明确自己是课堂的主角。

课堂不仅学习了数的大小比较方法、注意的问题，还能时刻
让学生处于思考的'巅峰，为了赢，为了集体的荣耀，猜测，
辩证，对于数的可能性的你猜我辩，一次次思想的冲突又一
次次的让思路明晰。学习让孩子变得睿智快乐。



在9的处理上足见老师的细心考虑的周全，一队正直的为对方
的9辩解时，老师大张旗鼓的为她喝彩，让她觉得自己虽败犹
荣，给学生奠定了厚厚的品德基础。

学习黄老师对课的设计从大出设想，从小处落实，眼高手不
低；学习黄老师与孩子真心以对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心理变化，
学习黄老师不急不躁娓娓道来，激情满怀的洋溢在每一节课
堂上。

三年级数学上册《比较数的大小》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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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课在探索课程整合的途径、方法，
提高教师的信息能力和素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网
络环境下的教学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结合的探索中，
一批操作性较强的课例在知识呈现、学生学习和教与学的互
动方式上展示了课程整合的发展前景。虽然信息技术与学科
教学整合课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优点，但整合课并没有得到迅
速推广和普及,这是值得反思的。



问题。

当前，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教学的认识上，存在着一
些偏差。

1、脱离实际应用，盲目追求精品。

整合课的观摩、交流很少注重实际应用，“做秀”、“表
演”以及功利成分也愈来愈浓。教学研究、模式探索变成了
一节课的“打磨”过程。想让谁“红”，就组织教师、专家
一块儿“攻”一节课。为了一节课，有些学校搭上了一两个
月甚至三四个月的时间。曾经听说有一所学校为了让整合课
评上奖，教师提前半年就不上课了，全力以赴，打磨精品。

2、技术喧宾夺主，学科成为配角。

近期不少研究者提出，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研究要“回
归学科”，应注重教学内容的拓展探究，学科的特点和功能
不能削弱。这并非杞人忧天。有一节小学语文《葡萄沟》的
课，学生在网上一会儿欣赏葡萄沟的风光，一会儿听少数民
族歌曲，一会儿查询葡萄干生产工艺，教师还设计了孩子画
葡萄、品尝葡萄干的环节，忙活了半天，惟独忽略了学生对
课文本身的朗读感悟，整节课因技术应用不合理而支离破碎，
有意无意间语文上成了活动课。难怪很多老师说：“现在越
来越不知道该怎样上课了。”

出路。

我认为课程整合探索，应当返璞归真。

不少教师对整合课出现的目标偏移感到迷惘。比如有的课，
教师大部分时间坐在讲台前操作电脑，学生不是打字，就是
作业、查资料，师生、生生互动都用耳机、麦克风，怎么看
都像是远程教育的情景。多年从事学科研究的专家也莫名其



妙：“教师为什么不走到学生跟前，教师应该和学生零距离
呀！”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基础的东西还是要把握
学科课堂教学特点，理解学科教学的功能，根据课程目标、
学科属性、学生需求，在产生需要后再选择手段，哪个是最
必要的，效果是最好的，应用到什么程度。有了坚实的基础，
才能很好地融合。”整合课“该用什么用什么，什么有效用
什么”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当年，有人预言“信息时
代的到来，传统的书本、黑板、粉笔将被彻底取代”的时候，
但也有专家提出“书本、黑板、投影、计算机网络‘四代同
堂’”的主张，那是在一线教学中得到验证的实实在在的经
验。当然，学生课前在网上收集到的资源拿到课堂交流，以
及课后的深化拓展，同样是整合。”

总之，不能指望现代媒体可以代替一切，很多生动的东西以
及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关注
学生的权利，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课程整合才有新的生
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