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数学广角田忌赛马问题教学反思
四年级数学田忌赛马教学反思(大全8篇)
运动会是展示你的体魄和身手的机会。运动会宣传语要通过
积极向上的呈现方式，鼓舞人心，激发参与热情。运动会的
趣事和笑话，让我们在欢乐中共同成长！快来看看吧！

四年级数学广角田忌赛马问题教学反思篇一

?数学广角——田忌赛马》是“对策问题”是数学综合实践与
应用领域的内容。本节课的学习从同学们熟悉的故事入手，
在学生兴趣盎然时借助小组合作，在自主探讨应对策略中，
发现数学知识不仅从生活中处处可见，在比赛中还有很大的
学问。又在兴趣意犹未尽时，通过游戏，进一步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热情，加深了对本节课数学知识的理解。反思本节课
的教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四年级数学广角田忌赛马问题教学反思篇二

讨论法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活跃思维，提高独
立思考能力、分析问题和理解问题的能力。教学时，我多处
使用。例如解决课后第2题：读读下面的句子，再说说这三句
话之间有什么联系。

（1）齐威王每个等到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

（2）齐威王的马比田忌的快不了多少。

（3）还是原来的马，只调换了一下出场顺序，就可以转败为
胜。这三个句子体现了孙膑的分析问题的思路。要让学生体
会到这三句话的联系，教师可启发学生换个角度思考：如果
齐威王的马比田忌的快得很多，调换一下出场顺序后，情况
会怎样？再让学生讨论三句话之间的联系，学生及时交换看



法，相互启发，便很快地说出：孙膑通过仔细观察发现“齐
威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强”，同时发现“齐威王的马
比田忌的快不了多少”，正是有了这样的发现，孙膑才作出
了调换马的出场顺序便可以转败为胜的准确判断。学生在讨
论中解决了问题，又受到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

四年级数学广角田忌赛马问题教学反思篇三

科学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常常是从求异开始的。教学中，
注意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多向
性，激发学生的创新力。导学《田忌赛马》第四段时，为了
帮助学生懂得田忌赛马转败为胜的原因，教师先指导学生对
两次赛马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第一次田忌齐威王第二次田忌齐威王

（斗力）（败）上—上（胜）（斗智）（败）下—上（胜）

（败）中—中（胜）（胜）上—中（败）

（败）下—下（胜）（胜）中—下（败）

学生经过比较分析，便很快地说出田忌转败为胜是因为在孙
膑的指导下，改变了马的出场顺序，终于以胜两场输一场的
战绩获胜。教师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拓宽训练，启发他们
思考：除了这种出顺序田忌能取胜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取
得胜利？让学生试着排其它顺序。学生很快地排出另两种对
阵方法：

田忌齐威王田忌齐威王

（败）上——上（胜）（败）中——上（胜）

（败）下——中（胜）（胜）上——中（败）



（胜）中——下（败）（败）下——下（胜）

结果：1：2结果：1：2

学生很快又说出从以上排法可以看出，除了第二次比赛的.顺
序餐，其他顺序田忌都不能取胜。教师再进一步拓宽训练，
问道："假如齐威王也调换了马的出场顺序，田忌应当采取什
么办法才能保持不败？由此你得出什么结论？这样的训练，
使学生的求异思维不断地得到发展。

总之，实施主体教育，主要途径是在课堂教学，关键所在是
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教师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束缚，诚心诚意
地把学生置于教育的主体地位，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会具
有创新能力，才能成为二十一世纪所需求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四年级数学广角田忌赛马问题教学反思篇四

课前，我先布置学生用硬纸板做好马的学具。在学习课文的
过程中，我让学生与同桌用纸马玩赛马游戏，演示田忌和齐
威王两次赛马的情况，了解课文内容，找出两次比赛田忌一
胜一败的原因。然后，请学生们摆出田忌和齐威王赛马时所
有可能出现的对阵形式（一共有四种），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原来的马，只调换了一下出场顺序就可
以转败为胜。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在游戏中认真思考，便能
够正确理解课文，深刻体会到孙膑的足智多谋。同时，学生
们也得到了成功与快乐的情感体验。

四年级数学广角田忌赛马问题教学反思篇五

教师能引导学生尝试着从数学的角度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寻
找解决问题的策略，促进了知识的互补互联，使学生学会倾
听，学会了异位思考，学会了在多种方案中寻找最优方案的
意识，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
的聪明才智。学生在愉快的游戏中体会运筹的数学思想方法，



滋生优化意识。

四年级数学广角田忌赛马问题教学反思篇六

鲁春艳

教学反思

在这节课的教学中，从学生们熟悉的故事入手。在学生自主
探索、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数学知识不仅在生活中处处
可见，而且在比赛中还有很大的学问。在学生兴趣盎然时，
借助小组合作、探讨应对策略，又在兴趣意犹未尽时，通过
游戏，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加深了对本节课数学
知识的理解。本节课的教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创设情景，从故事中寻找数学知识

故事引入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有良好愉悦的学习情绪，
积极热情地投入到学习中去。这节课中我充分利用多媒体辅
助教学，通过动态的故事情境，让学生感受田忌赛马中的对
策问题，引出探究的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自主探究，从数学知识中寻找数学思想方法

对策本身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学生只有经历了知识的形成
过程,才能建够新的知识体系。所以解决问题时，给了学生充
分交流和研讨的时间和空间，而且教师以参与者的身份也参
加到了学生小组活动之中。积极思考的主动权也完全掌握在
学生手中。教师能引导学生尝试着从数学的角度运用所学知
识和方法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使学生学会了在多种方案中
寻找最优方案的意识，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地
发挥了他们的才情和智慧。学生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中体
会和理解统筹的数学思想方法，逐步形成优化的意识。



三、应用练习，感悟统筹优化数学思想方法生活化

新课程指出“练习是学生获得知识，形成技能，发展智力”
的重要手段。在练习的设计上偏重于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等情
景，提高了学生完成练习的积极性。在内容的设计上也安排
了一定的层次，有利于理解和巩固所学的知识，并形成新的
技能和技巧。如通过说一说，田忌这种策略在生活中的应用，
让学生了解对策论方法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使学生感受数
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如“跳绳比赛”通过问：我方队员怎
样对阵才能赢?让学生体验用数学的方法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
题的成功感。而取卡片游戏则是知识的拓展，有利于促进学
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的提升，再一次培养了学生思维的
灵活与敏捷性。

同时，这节课的教学也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改：

1.学生对田忌取胜的策略并不陌生，可见学生的知识经验是
不容忽视的。同时在同桌合作完成表格解决“田忌所用的这
种策略是不是唯一能赢齐王的方法”时，学生活动不顺畅，
不能按一定的顺序去做，结果导致汇报时思路也不清晰。

2.本节课中田忌如何赢齐王的策略学生很容易就明白并体会
了优化的好处。但是在取卡片游戏中，对与“确保取胜”，
在利用学具同桌玩一玩后少数一部分学生找到了方法，但大
部分学生沉浸在随机取胜的兴奋中，很难冷静的思考，得出
必胜策略。或许应该给予学生更充分的时间来游戏，让他们
慢慢领悟。

东马庄小学教师教研组教学活动反思

四年级数学广角田忌赛马问题教学反思篇七

教学内容：



小学数学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第七册第七单元数学广角的例4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通过田忌赛马的故事让学生体会对策论方法
在实际中的应用，感受对策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2.过程与方法：尝试用数学方法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简单问
题，使学生认识到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形成寻找解决问
题的最优方案的意识。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初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初步感知对策的数学思想方法。

教学重点：

经历探索“最佳对策”的过程。

教学难点：

初步理解“最佳对策”的原理。

教学过程：

一、游戏激趣导入新课

师生对玩玩扑克牌，三局两胜

质疑较小的牌面为什么反而获胜呢？

引入：这个反败为胜的方法最早起源于一个故事……《田忌
赛马》，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对策问题（板书）

二、自主探究研究对策



1、观看视频获取方法

（1）视频播放第一回合

师：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谁获胜了？他们分别是怎样出马
的？（双方都用同等的马比赛，结果田忌的马都比齐君同等
的马差一些，田忌败下阵来。）

（2）视频播放第二回合

田忌齐王

下上（齐王赢）

上中（田忌赢）

中下（田忌赢）

师：第二场双方还是用原马对抗，齐王明明实力比田忌的马
更强怎么就输了呢？

2、自主探究研究策略

（1）罗列策略

先动脑筋想一想，怎样做到有序且不重复呢？（动手操作）

（2）展示作业

无序，不完整——有序完整

（3）汇总思考

师：你发现了田忌一共有多少种出马的策略？有几次能赢呢？
看来只有这唯一的策略能克敌制胜。



3、深化理解

（1）齐王改变出马的顺序，田忌也能赢吗？

（2）齐王让田忌先出马，或者事先不让田忌知道自己的出马
顺序，结果还能保证赢吗？

课中小结：看来小小的比赛暗藏不少的玄机：对方先出

知己知彼

以弱制强

三、练习巩固学以致用

1．回顾扑克牌。

分析老师之所以三局两胜的原因。

2．换牌继续

3．田忌赛马的策略在生活中又什么应用呢？

四、课堂总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思考：

一个猎人带着一只羊，一匹狼和一些菜来到河边要过河，河
边的一条小船一次只能运猎人和一样东西。应该怎样安排他
们全过河而避免伤害？小船往返一次需8分钟，需要多少时间。



四年级数学广角田忌赛马问题教学反思篇八

对策本身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学生只有经历了知识的形成
过程，才能建够新的知识体系。所以解决问题时，给了学生
充分交流和研讨的时间和空间，教师能引导学生尝试着从数
学的角度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使学生
学会了在多种方案中寻找最优方案的意识，提高了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才情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