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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数的乘法教学反思篇一

在四（5）班上课时按照既定的教学设计进行，后来发现一节
课下来，只有少部分同学完全弄明白了，还有大部分同学没
有完全清楚小数点究竟是怎样变换位置的，特别是位数不够
时处理难以掌握，小数点移动的方法及当位数不够时用“0”
补足怎样处理。因为小数点移动这部分知识比较抽象，而且
缺乏多媒体的演示，学生学习时较为吃力，对于理解力稍差
的学生学习存在困难。在四（4）班教学时我力求让学生在体
验过程中有所感悟，把较为抽象的内容具体化。首先，在导
入时用第一人称讲述了“小数点”的用处，比如，假如你
有256000000元钱，问学生，你们富有吗？学生都觉得有很多
钱，这时，小数点跑出来了，把数变成了2.56000000元，问
学生你们还有钱吗？变成穷光蛋了，小数点可以让亿万富翁
变成穷光蛋，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探索的激情。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我让小数点“动”了起来，并且把小数点
拟人化了，使学生能清晰表达小数点移动的过程，把抽象知
识变为具体，让学生学起来轻松愉快。

小数的乘法教学反思篇二

小数的性质是一节概念课，是在学习了“小数的意义”的基
础上深入学习小数有关知识的开始。掌握小数的性质，不但
可以加深对小数意义的理解，而且它是小数四则运算的基础。



2.注重多种方法验证结论，多角度思考问题。在教学例2中，
一是通过不同材料的操作使学生发现在两个大小一样的正方
形里涂色可以比较出0.30=0.3，学生能够验证出虽然份数变
了，但是正方形的大小和阴影面积的大小没变；二是通过小
数数位顺序表也可以发现小数的末尾添0或者去掉0，其余的
数所在的数位不变；三是学生通过日常生活中价格的标签也
可以得出0.30=0.3。这样通过不同的方法，多角度思考问题
来进行验证结论。

学生对于例1的教学采用长度单位理解上存在问题，导致个别
学生对于小数的性质理解上不到位。

对于例1的教学还应在教学小数的意义时让学生明晰，对于长
度单位的进率和分数的意义应进行重点复习，沟通新旧知识
的联系。

小数的乘法教学反思篇三

学生在二年级时，已经学习过表内乘、除法以及加、减法解
决简单两步计算的实际问题。而两步连乘的实际问题和简单
的两步计算实际问题相比，向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
求学生能全面搜集信息，找到直接相关联的两个量，能较完
整表达自己的解题思路：即通过之前找到的直接相关联的两
个量，说出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我
安排了2个环节：

在教学之出，我先出示“一袋乒乓球”、“乒乓球每个2元”和
“6袋乒乓球”、“每袋5个”这两组条件，让学生来猜老师
将要提出的条件并解答，以此培养学生的提问能力和从图中
找出条件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出示全部条件，让学生解
答“6袋乒乓球一共要多少钱”这个问题，再之前的一步计算
的基础上，学生都能很快地列式计算，并能按照要求，说出
用哪两个条件，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在通过指名交流和同
桌互说之后，让学生感悟解决两步连乘的实际问题时，要先



找出两个直接相关联的条件，再计算。之后，再出示小动物
运水果和摆水果两题，让学生加深对找出解决两个直接相关
联的条件的重要性。

在这一环节中，我故意在题目中少出示一个条件，第一个情
况是出示了“桃树有48棵”、“苹果树的棵数是梨树的2倍”和
“苹果树有多少棵？”这些条件让学生来解决。学生立即反
应出所给的条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能做。而在更改过条件
之后，又出示了“桃树有48棵”、“梨树的棵树是桃树的3
倍”和“苹果树一共有多少棵？”这些条件，让学生来解决，
仔细的学生也会发现，虽然条件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和问题
没有联系。在这个基础上，让学生加深对找出两个直接相关
联的条件的理解。

本节课的教学，我重在强调让学生找出两个直接相关联的条
件，然后再进行计算。但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我在让学生
说出根据哪两个条件先算什么，再算什么方面上强调地还不
是很到位，导致部分好的学生能理解做题的.思路，但还有少
数学习上比较弱的学生对解题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小数的乘法教学反思篇四

教材小数乘小数的计算方法，看因数一共有同位小数，再从
积的右边起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当位数不够时，要
添“0”补足。而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我分为以下三点进行：

学生掌握了小数乘整数的计算方法后，通过议一议、说一说
在小组交流中大多数会利用积的变化规律进行推导，
把1.2×0.8的因数1.2和0.8分别扩大10倍算出积是96，要使
积不变，积就要缩小到96的1/100，所以1.2×0.8=0.96.在这
个环节，学生初步感知了积的小数数位和因数的小数数位的
关系，因数共有几位小数，积就要从右到左点上几位小数。

通过一道0.8×1.2得出一个较为浅显的表象，因而我这里是



这样处理这个环节的，我不急着去归纳，而是出示两道计
算6.7×0.3和0.56×0.04，让学生在利用0.8×1.2所得的方
法进行计算，然后排列出0.8×1.2因数一共有位小数，
积0.96也是两位小数，6.7×0.3中因数一共有两位小数，积
也有两位小数，0.56×0.04因数一共有四位小数，积也有四
位小数，从而在这些例子当中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了积的因
数的小数位数的关系，进而学生很自然的就归纳出，小数乘
小数的计算方法，先按照整数乘法计算，看因数一共有同位
小数，再从积的右边起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当位数不够
时，要添“0”补足。

1、突出竖式计算的书写格式，强调在计算时简要的说出计算
的算理，如计算0.29×0.07时，要求学生不但要按书写格式
书写，而且要求学生说出0.29×0.07，先29×7计算出积，再
看因数一共有四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起点上四位小数，位
数不够的添“0”补足。

2、突出口算为小数乘法简便运算打基础。

如在课堂上布置了多种常用的、常见的口算，这样不但进一
步加深了小数乘小数的计算方法，而且为小数乘法的简便运
算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在整节课的学习中,学生开始对学习充满兴趣,积极的思考,运
用发现的规律去解决问题，能正确计算小数乘小数，效果还
是比较好的!

小数的乘法教学反思篇五

小数除法，是小学计算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小朋友有可能算
理不理解，除到一半卡住了；也有可能记录不规范，硬生生
地凑出了答案。但总归是没有后劲，越到后面越会错。所以，
在今天这样的“小数除法”第一课时——小数除以整数，我
们必须是一步到位，高效通过。



为此，我做了三件事：

因为对于最近的除法学习，已经是在四年级上册的时候学
习“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了，而现在小朋友们已经五年级
上册了，差不多过去了整整一年，所以遗忘是很正常的事情。

于是在昨天，开学的第一天，我除了检查和反馈暑假作业，
选举数学班长和组长，剩下的时间里就很用心地陪着小朋友
们回顾了“整数除法”。果然，两个班的正确率都只有一半
左右。

当小朋友们把遗忘在角落里的除法掀开屏障，不约而同又恍
然大悟地发出那一声“哦”时，我终于可以放心教学第二天
的'“小数除法”了。

当小朋友们看着：11.5÷5是一道新除法，也就是“小数除以
整数”时，第一个反应就是用上我们常用的绝招——转化。

于是，各种“转化”应运而生，如有为了转化而转化的“商
不变的规律”，却没有得到正确的得数。

再看这种方法，一眼看去，也有点像“商不变的规律”，但
细想却不是，再品味，对了！这原来是利用“被除数，除数
和商三者之间的变化关系而得到的结论”：当被除数乘10，
除数不变时，商也乘10，那么倒回去，商就要除以10，所以
商是2.3。

继续看：这是一种更明显的转化，通俗易懂。

比较：不过后两种转化的道理事实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把
小数除法转化成整数除数，也就是把新问题转化成学过的方
法来解决。

接着看：这种方法能看明白吗？哦，可以进行适当修改，那



么转化的思想就更正确了。

不过，也有已提前学习过，直接竖式计算出来了的。

虽然有小朋友已经能够正确地用竖式计算11.5÷5，但是会计
算不代表理解为什么这样算，而且少数人的正确计算也不能
代替所有人对未知的探索。

于是，交流，尝试，再交流，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终于可以
得出结论：

原来小数除以整数的道理和整数除法的道理是一样的，比如：

要从高位除起；

相同数位要对位；

哪一位除得的商就要写在那一位的上面；

……

只不过：当除到小数部分十分位上的时候，因为是几个0.1除
以几，所以商得到的也是几个0.1，因此这个时候要在个位和
十分位之间点上小数点，而且要把商的小数点和被除数的小
数点对齐。

终于，这一天的打卡，正确率越高，而且还要个别组长漏登
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