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兔请客教学反思一年级 一年级数
学小兔请客教学反思(通用5篇)

企业标语是企业宣传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可以传达
企业的理念和品牌形象。使用正面的语言和积极的情感，能
够给消费者带来温暖和愉悦，激发他们的好感和购买欲望。
这些企业标语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市场实践的结晶，它们在不
同的行业和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商业成就和社会影响力。

小兔请客教学反思一年级篇一

1、创设具体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本节课通过创设“小兔请客”这个非常富有童趣的情境，引
入对本节知识的学习。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贴近学生生活。
学生置身于情境当中，大大的激发了学生求知的欲望，使学
生自主，积极的去探索知识。

2、观察情境图，主动探索整十数加减法的算法。

学生看图找出数学信息，围绕相应的数学信息让学生提出了求
“一共有多少个果子”和“还剩下多少个果子”的加减法问
题；通过学生动手操作摆小棒和拨计数器，找到了情境图与
算式之间的联系，自己根据算理探索多种算法。

3、合理的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优化课堂教学

利用多媒体，把学生带入到生活的情景中感知加减法的意义
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同过这一演示，激发学生探索新知的欲
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让学生用小棒代替果子摆一摆，然后用计数器拨一拨，帮助
学生建立加减法的表象，体会了算法的多样化。



但本节课中也存在着不足，比如在强调算法的多样性时，对
于算理和算法的讲解中，只是简单的做了讲解，没有要求学
生来说；对学生个别地方的评价语言把握的不够好，使个别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
取人之长，补已之短。

小兔请客教学反思一年级篇二

《小兔请客》本次活动的达成度较高，幼儿都能找到各种动
物喜欢吃的对应事物，从而让幼儿了解身边常见动物的不同
叫声以及爱吃的食物。从托班幼儿实际生活出发，结合幼儿
生活经验，提升幼儿参与兴趣，让小朋友给对应的小动物喂
食，游戏化的情境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在教具准
备上，小鱼、小虫、小虾、肉骨头卡片人手一份，使小朋友
们都能很好的学习和操作，既可以方便老师的个别指导，也
可以让一些能力水平较弱的`幼儿有练习的机会，让他们在反
复操作中获得提高与认识。就是在操作部分，要让幼儿学说
一句话，由于托班幼儿的年龄比较小，有个别幼儿还不是说
的很到位，需要老师帮助说完整，所以我会把这次活动的材
料放入语言区角中，让她们在游戏中自然而然的掌握。这样，
既可以方便老师的个别指导，也可以让一些能力水平较弱的
幼儿有练习的机会，让他们在反复操作中获得提高与认识。

本次活动依据幼儿原有认知经验的基础上设计的，本次活动
通过为幼儿创设宽松的可选择的环境，让幼儿给不同的小动
物找到食物，以幼儿自主活动的形式贯穿始终，让幼儿在宽
松的环境中自由自主地参与、探索，积极表现自我，乐于交
流。从而满足每一个孩子表现与表达的欲望和需求，实现幼
儿原有经验的再现、整合与提升。

小兔请客教学反思一年级篇三

学生是教学学习的主人，老师是教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
与合作者。那如何“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



力”，就似乎我们孜孜以求的问题。下面就结合我上的一年
级数学下册《小兔请客》一课，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小兔请客》这一课我分了三个层次进行教学。一是通过故
事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说一说列式方法，唤起学生已有的生
活经验，并明确本课时学习目标“整十数加减整十数”，而
是观察情境图，主动探索整十数加减法的算法。三是尝试用
自己的方法计算出和与差。

整节课，学生在轻松愉快，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主动探索发现
新知，学生尽管不是妙语如珠，知识面也不是很广，但还是
体验了自主探索的乐趣，感受到了数学与生活的联系，也享
受了成功的喜悦。

一、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课堂中，自然激发的导入；各种调动兴趣的.游戏及故事都大
大的激发了学生求知的欲望，使学生自主，积极的去探索知
识。

二、留给学生自主探索的空间

学生的数学活动应是一个生活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观察、实验、模拟推断等看所性
与挑战性的活动。教师要转变观念，转变角色，把自己置身
于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的地位，为学生
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使每个学生都能投入到自主
探索的学习活动中。

三、理的运用教具，优化课堂教学

利用挂图和自制教具，把学生带入到生活的情景中感知加减
法的意义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同过这一演示，激发学生探索
新知的欲望，提高学生认识程度.。



小兔请客教学反思一年级篇四

《小兔请客》是本册教材计算教学的起始课，对于加法学习，
学生的兴趣很重要。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注重了以下几点：

1、创设具体情境。

本节课我通过创编有趣的故事创设具体的情境，引入对本节
知识的学习。创设了具体的情境，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贴
近学生生活。“小兔请客”是个非常富有童趣的情境，老师
有意地设置“陷阱”：想吃，就得提出一些数学问题来，让
学生置身于数学情境当中，学生急于想帮帮小动物，争先恐
后地提出一些问题来，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心理内需，这种内
需就化为学生主动探究的动力。

2、让学生提出问题。

“问题是数学的心脏”，问题若是学生自己去发现，自己去
提出，则更能激起学生的探求欲望。教学中我只是给了学生
一点“催化剂”——“快快帮帮它们吧？”学生们就一下子
提出了那么多问题，这些疑问都是由学生自己产生的，解决
问题的积极性自然而然就会更高、更主动。

3、让学生发现计算方法。

我们教师在研究教材时，大多按照教材按部就班地组织教学，
即使在教学中提倡算法多样化，但最终还是归为这种“想”，
扼杀了学生思维的多样性。教学中我通过学生独立思考、自
主合作探究等方式让学生发现了多种算法，意在挖掘了学生
的潜能，促进了学生思维的发展。

存在问题与教学困惑：

1、对于介绍加减法各部分名称时，我费时太长，把问题弄复



杂了。一年级的学生只要知道在加减法算式中，哪些是加数，
哪些是和，哪些是被减数，哪些减数，哪些是差就够了。在
教学中，我将这些名称加上运算符号让学生去读甚至于去识
记，大大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其实在本堂课上既使学生不能
熟练掌握也不要紧，可以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强化。

2、正是由于课堂中，我注重了强调算法的多样性，而忽视了
算理的强调，就效果来看，即使不想最终归为“这样想”也
得让学生学会用“这样想”的方式来计算，不然学生的法离
开这种具体的情境后，变得不太适用了。

小兔请客教学反思一年级篇五

在学校举行的集体备课活动中，我在本校数学组内上了一节
公开课，课题为《小兔请客》。

《小兔请客》为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一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加
与减（一）”的第一课时教学内容。本节课主要学习整十数
的加减运算，要求学生能结合解决问题的过程进一步体会加
减法的意义，并能正确进行整十数的加减运算。在学习这一
知识前，学生已经基本理解了加减法的意义，并已经掌握
了20以内的加减法运算。一年级的孩子好动，且具有较强的
具体思维能力，所以我在设计本节课的教学思路时，特别注
意结合具体的情景进行教学，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生：2+3=5或3+2=5。师问：为什么使用加法？

生：因为是要把它们合并起来，所以使用加法来计算。至此
完成了对加法意义的复习。接下来我用同样的方法引导学生
复习了减法的意义：从总数中去掉一些，用减法计算。最后
引导学生完成一些填空练习，如20里面有（）个十、4个十是
（）等，为下面的学习提供铺垫。

在教学新课时，我利用电脑课件出示教科书上的主题图“小



兔请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我先让学生根据图画编故事（第一幅图：星期天，小兔请小
猴、刺猬、松鼠到家里做客。小兔先端来3盘果子，又端来
了2盘果子。），然后引导学生根据图画内容提问题（一共有
几盘果子？一共有多少个果子？），最后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3+2=5,30+20=50）。我采用了在计数器上拨珠子、摆小棒
等方法着重引导学生理解30+20的计算方法。对整十数减法的
教学，我采取了同样的教学思路。

在学生理解了整十数加减法的意义和算法后，我及时引导学
生进行练习。在做练习时，我放手给学生，让他们先做，然
后让他们汇报，最后集体订正。

纵观本节课的教学，我在努力地创设具体的情景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我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设计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方
法，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我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给他们尽可能多的思考和表达的机会。

课堂，不是老师尽显才华的地方，而是每一位学生实现梦想
的地方。课堂，应是学生相互交流、合作的平台；课堂，应
是学生展现自我、实现自我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