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以内退位减法教学目标 以内的退位
减法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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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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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内退位减法教学目标篇一

昨天上了一节第一单元的复习课——20以内的退位减法，先
按照我自己的备课，我是完全按照书上题目的呈现进行教学
的，在备课中，我发现了自己对教材把握的不足，我忽略了
本课的重点，在学习减法表上，发现减法表的规律，通过唐
老师的指点，我知道了，重点要突出表中的三个重要的规律：
竖着看：减号后面的数相同，横着看，减号前面的数相同，
斜着看，得数相同。所以这节课我以这张表为开始，慢慢发
散题目。在上课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课堂组织还要再抓紧。
后来李校长评课的时候，给我的启发很大，因为现在课改之
后，课堂应当是学生的课堂，要关注学生的学，而不是仅仅
把知识硬塞给孩子，他为我设计了这样一节课：刚开始的时
候，可以把36道算式都散乱的放在黑板上，让孩子去思考怎
样排列才会让别人一眼看出他们的。规律。从而引出这节课
的重点，为了让我理解，他还举出了例子，比如说二年级姜
华老师的认识厘米的课，让孩子自己去制造一把尺子，通过
量、比较、突出然后知道厘米的概念，还有六年级的比例尺，
也是让孩子把教室里的面画在纸上，但是也是开放的给孩子
来探究。我想，我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更加重视学生的学和课
堂的开放性。



以内退位减法教学目标篇二

在“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减法”的教学中，我在一定程度上
渗透了一些数学的思想方法。要求学生理解算理，掌握计算
方法并能正确计算。因为两位数减一位数的退位减法是学生
在学习了不退位减法的基础上学习的，通过对比，让学生说
说大屏幕展示的哪几题算起来很容易，算一算，为什么另外
几题算起来比较难，得出个位不够减，是退位减法，不仅揭
示了课题，而且复习了不退位减法的算法，知道了退位减法
和不退位减法的区别，知道了退位减法的难点，为什么不容
易算，因为个位不够减。

在说36-8=28计算过程中学生有下面几种算法：36-6-2=28，
把36分成20和16，先算16-8=8，再算20+8=28；还有把36分
成10和26，先算10-8=2，再算26+2=28等，算法较多，但表达
不是很清楚，且中下生不太理解。我还让学生通过观察摆小
棒再写出算式的方法教学，在巡视过程中发现，中下生不知
如何处理6减8不够，需像十位借的问题。通过一次次语言巩
固，让孩子深化理解计算过程及算理。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明白课堂上老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表
达能力，因为只有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把算理说明白，思维
才能清晰。也要注重后进生的学习掌握情况，由于少数孩子
对于20以内退位减法掌握不扎实，做次类型题时仍不熟练，
速度较慢且易发生错误。作为老师，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个
孩子的身上，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慢慢培养起对数学的兴趣。

以内退位减法教学目标篇三

本周一年级的孩子结束了二十以内的退位减法的学习，其实
在上这一单元之前，孩子们基本上已经在平时的生活中或者
原来的学前教育中接触到了这些内容，但是我们本单元的教
学难点就放在让学生比较熟练地口算20以内的退位减法，重
点在于“比较熟练”。孩子们虽然都会计算，但是部分学生



是掰着手指计算的，有的学生则是很艰难的想了半天才给出
答案，所以我们教的不是计算的正确结果，而是既准确又快
速的'计算方法。

我觉得本单元的计算方法比较好用的、学生掌握比较好的就是
“算减想加”，部分接受能力好一点的对“破十法”很青
睐20以内退位减法的反思我记得刚教“破十法“的时候，班
上一个平时计算不太灵光的孩子很快的接受了这一算法，在
课上的练习中，这个孩子不停的在说个不停，我凑近一听就
听见她在说着：”13-9，我把13先看做10,10-9等于1,1再加
上3等于4，所以13-9等于4.“接着就在书上写上了自己的答
案，抬起头看见我在看她的时候，她很开心的告诉我：”汪
老师，我用这个方法算算的很快哦，而且我保证是正确
的。“说完就低下头继续计算了，嘴里也继续说着自己的”
宝贝“算法，然后写的题又快又正确，真的很棒20以内退位
减法的反思不过在解决问题方面，部分孩子孩子有些迷糊，
总是想用加法去摆算式，以后这点还要加以引导。

真的希望七班的孩子可以越来越好，开开心心的学习数学！

以内退位减法教学目标篇四

数学教学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
基础之上，有了一定的学习基础，此类题大多学生都会算。
所以我要把主动权交还给学生，让他们借助已有的知识经验
自己去探究，去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为学生设计了一个情景：星期天，老师去新华书店挑了三
本书：《十万个为什么》每本48元、《安徒生童话》每本35
元、《格林童话》每本23元。你能提出用减法计算的数学问
题吗？我直接把学生引向本节的学习内容，当然我也把“问
题权”交给了学生，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
这样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体现
解题多样化，口算、摆小棒、笔算均可。算法多样化是问题



解决策略多样化的一种重要思想，它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
基础。就计算教学而言，提倡并鼓励算法多样化，不仅纠正了
“计算方法单一，过于注重计算技能”的教学方法，主要是
鼓励了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然后大家集体交流各自方法，
从而也引出了笔算减法，通过学生自己讲解、互相质问、教
师引导到改正展示，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学生不仅学会了笔
算两位数减两位数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
到了提高，一举两得。

这一节课也让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老师要有足够的耐心，
要把机会留给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发展、提高、创
造的`机会，让他们都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学习数学的快乐！

以内退位减法教学目标篇五

今天的退位减法我仍然通过图示来让学生理解算理。如35-7，
我画出3捆小棒和5根小棒，学生很容易看出5根小棒不够减，
首先想到的是从30里面拿出10根去减7，得3，30里面拿掉
了10根，还剩下20根，25加3得28。

接着再引导学生寻找其他方法时，有的学生直接提出了用30
里面的10根和那散着的5根合起来一起去减7得8，然后再加剩
下的20根得28。我自己感觉学生已经把这幅图记在了脑海中，
它既帮助了学生理解算理突出重点，突破了难点，又给学生
一个很深刻的记忆，两全齐美。可是这个环节又不免落入俗
套：老师讲学生接受。可是我总认为集中学生们的眼球先把
课堂的重难点灌输给学生我才放心。

可是我骨子里知道先让学生去操作学具激发他们的思维，让
他们主动去解决问题比较好，这样他们的学习主动性，主体
探究性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可是又怕耽误时间，影响教学
进度。这都是应试教育惹的祸啊！以后尽量改吧。接着我让
学生边摆小棒边口述计算过程，同桌说，小组说，在此过程
中我给予个别辅导。然后是各种形式的训练，这节课效果还



真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