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行车的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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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自行车的教学反思篇一

自行车里的数学是六年级下册安排的一节综合实践活动课。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活动，探索自行车里蕴含的`数学问
题，体会数学在生活中的运用。

这节课主要研究解决两个问题：普通自行车蹬一圈，能走多
远和变速自行车能变出多少种速度。这两个问题，前一个是
后一个学习的基础。于是，我把教学的重点放在研究解决前
一个问题。我首先提出探究问题“研究自行车是如何前行的，
齿轮的运转过程中有个什么规律呢？”、“自行车是不是脚
蹬一圈车轮转一圈？”、“如何知道车轮转的圈
数？”、“能不能计算出蹬一圈车轮走多远？”，让学生在
教师的引导下，对课前收集的有关自行车前后齿轮的数据进
行仔细的观察、分析、计算，得出结果。从而建立数学模型，
这样既拓展了学生思维，同时达到提高学生能力的目的。

课后，让学生观察变速自行车，利用班级学生骑来的变速自
行车实际操作，进一步理解前后齿轮的关系。同时也间接地
了解自行车的省力与速度的关系。把操作、探究和问题的'解
决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生放在了主动的地位。

教学中发现，对自行车比较熟悉的学生，其中小部分同学虽
然数学基础较差，但学习起来有充足的自信，非常积极地参
与到讨论中来，理解问题比较容易，学习效果非常好。如在
回答“要想蹬一圈就使自行车走得最远，骑车的人相对比较



费力呢，还是比较轻松？”这个与变速自行车相关的题目的
时候，他们很容易就想到“比较费力”这个答案，问及原因，
他们说：“平时我们在骑变速自行车的时候常常变速，试试
各种组合，通过这个我知道在上坡的时候要选择前齿轮最小，
后齿轮最大才最省力。”我顺势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最后一
起得到“上坡时为了省力应选择前后齿轮齿数的比值小的齿
轮组合，而顺风路段不需费力，只考虑蹬一圈，自行车走的
路程越远越好，因此选择前后齿轮齿数的比值大的齿轮组
合”这一个知识重点，并及时抓住这一个闪光点，充分肯定
他们善于利用生活经验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逐步增强他
们学好数学、会用数学的信心。

自行车的教学反思篇二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重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以学生的
动手操作为主线，辅以学生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学习，让学
生主动参与到“提出问题——实验——寻找解决方案——再
次提出问题——实验——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模型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从而感受数学知识的实用价值。学生在学习
中积极主动，充分发挥合作学习的优势，互相补充完善知识，
学习效果较好。具体体现在：

1.虽然知识容量大，但教学过程清晰，重难点突出。先以回
忆与自行车有关的知识为切入点，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
生活经验出发，为学习自行车里的数学做好铺垫。然后通过
质疑引入例题组织教学，让学生在说一说、试一试的活动中
分两个层次由浅及深地全程参与到“蹬一圈能走多
远”、“前齿轮转一圈后齿轮转几圈”的问题讨论过程中。
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仔细的观察、动手操作、讨论
交流、归纳总结，建立数学模型并收集数据计算出结果。最
后通过一组同步练习巩固新知，通过一组开放题的练习拓展
学生思维，进一步提高学生能力。

2.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动手操作探究。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实



际操作，从复习引入开始就让学生通过看一看、数一数等数
学活动充分激活知识储备。在例题学习中让学生自行探究，
把操作、探究和解决问题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

3.教学设计梯度明显，将知识点分为两个层次组织教学，指
导学生由基础开始探究，理顺了探究知识的方法，遵循了由
浅入深、扶放结合的原则，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规律。

不足：受时间限制，变速自行车的知识探究没有充分展开，
有些学生似懂非懂，没有真正理解。

自行车的教学反思篇三

这是一节很新颖的课，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以学生课前调
查为铺垫，以学生的动手操作为主线、辅以学生自主学习、
小组交流，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经历提出问题---实验---寻找
解决方案-----再次提出问题---实验-----建立数学模型---
利用模型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从而感受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

首先从计算大小齿轮转动的圈数为切入点，从学生已有的反
比例知识知识储备出发，为学习自行车里的数学，作好铺垫。
然后再通过质疑引入例题教学，让学生在说一说、试一试的
活动中分两个层次及由浅及深地全程参与到要是蹬一圈，能
走多远？前齿轮转一圈，后齿轮转几圈的问题讨论全过程。
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课前收集的有关自行车前后齿轮
的数据进行仔细的观察、分析、计算，得出结果。从而建立
数学模型，这样既拓展了学生思维，同时达到提高学生能力
的目的。

课堂中我比较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从复习引入开始就让学
生通过看一看、数一数等数学活动充分激活知识储备。在教
学中教师把变速自行车带到课堂中来，让学生实际操作自行
车，进一步理解前后齿轮的关系。同时也间接地了解自行车



的省力与速度的关系。把操作、探究和问题的解决有机地结
合起来，把学生放在了主动的地位。

自行车的教学反思篇四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重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以学生的.
动手操作为主线，辅以学生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学习，让学
生主动参与到“提出问题——实验——寻找解决方案——再
次提出问题——实验——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模型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从而感受数学知识的实用价值。学生在学习
中积极主动，充分发挥合作学习的优势，互相补充完善知识，
学习效果较好。具体体现在：

1.虽然知识容量大，但教学过程清晰，重难点突出。先以回
忆与自行车有关的知识为切入点，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
生活经验出发，为学习自行车里的数学做好铺垫。然后通过
质疑引入例题组织教学，让学生在说一说、试一试的活动中
分两个层次由浅及深地全程参与到“蹬一圈能走多
远”、“前齿轮转一圈后齿轮转几圈”的问题讨论过程中。
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仔细的观察、动手操作、讨论
交流、归纳总结，建立数学模型并收集数据计算出结果。最
后通过一组同步练习巩固新知，通过一组开放题的练习拓展
学生思维，进一步提高学生能力。

2.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动手操作探究。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实
际操作，从复习引入开始就让学生通过看一看、数一数等数
学活动充分激活知识储备。在例题学习中让学生自行探究，
把操作、探究和解决问题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

3.教学设计梯度明显，将知识点分为两个层次组织教学，指
导学生由基础开始探究，理顺了探究知识的方法，遵循了由
浅入深、扶放结合的原则，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规律。



不足：受时间限制，变速自行车的知识探究没有充分展开，
有些学生似懂非懂，没有真正理解。

自行车的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节很新颖的课，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以学生课前调
查为铺垫，以学生的动手操作为主线、辅以学生自主学习、
小组交流，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经历“提出问题---实验---寻
找解决方案-----再次提出问题---实验-----建立数学模型--
-利用模型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从而感受数学知识的应用价
值。

首先从计算大小齿轮转动的`圈数为切入点，从学生已有的反
比例知识知识储备出发，为学习自行车里的数学，作好铺垫。
然后再通过质疑引入例题教学，让学生在说一说、试一试的
活动中分两个层次及由浅及深地全程参与到“要是蹬一圈，
能走多远？”“前齿轮转一圈，后齿轮转几圈”的问题讨论
全过程。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课前收集的有关自行车
前后齿轮的数据进行仔细的观察、分析、计算，得出结果。
从而建立数学模型，这样既拓展了学生思维，同时达到提高
学生能力的目的。

课堂中我比较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从复习引入开始就让学
生通过看一看、数一数等数学活动充分激活知识储备。在教
学中教师把变速自行车带到课堂中来，让学生实际操作自行
车，进一步理解前后齿轮的关系。同时也间接地了解自行车
的省力与速度的关系。把操作、探究和问题的解决有机地结
合起来，把学生放在了主动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