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用连除计算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
反思(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用连除计算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反思篇一

解决问题是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内容。本册与以往
不同，将解决问题作为一个独立单元放置在了全册的开始，
更能显示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其实也彰显了数学学习的宗旨，
我们之所以学习数学，就是为了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本单元设置了三个例题，孩子们对例题中的信息及
设问形式并不陌生，虽然题目中出现了需要两步才能解决的
问题，但是其实孩子们在上学期对这种需要两步才能解决的
问题已有接触，这个单元的重点在于让孩子了解解决问题方
法的多样性，以及小括号的正确使用并能用综合算式解决问
题。在教学过程中，孩子们的思想火花非常多，基本上都能
找到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只是对于其中稍特殊点的方法只
有几个小朋友能想到，大部分学生对于两步解决问题没有问
题，也能列出综合算式，但是一些学困生依然有难度，特别
是小括号的运用，通过两个分步算式写成带有小括号的综合
算式，教学难度和学习难度都很大。为了加深孩子们对于加
上小括号的印象，例如8+22=30，54-30=24，我用童趣的方式，
跟小朋友们说，要将第二个算式中的30替换成8+22，因为“-
”是个调皮的巫师。她会对放在她后面的算式施魔法，为了
保护算式不被“-”的巫术改变，要加上保护伞，就是我们新
学习的小括号。小朋友对于这种童趣的方式印象深刻，可是
仍有部分孩子学习上仍然有困难，从课堂作业上能够直观的
体现出来，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让孩子们掌握住小括号的'



应用。在练习的时候还发现，有的孩子们学习了有小括号的
综合算式的运算顺序即先计算小括号里的之后，对之前学习
的综合算式的运算顺序产生了知识的负迁移，对于没有小括
号的算式都要先算后面的了，所以我又在班里分类加深了孩
子们对综合算式运算顺序的印象。解决问题是横贯数学学习
的主线，我将在创设生活情境上下功夫，帮助孩子掌握数学
这一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有利工具。

用连除计算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反思篇二

《解决问题的策略——从条件想起》这节课是苏教版三年级
上册第五单元第一课时。这节课主要帮助学生联系已有的解
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学会用从条件出发思考的策略分析数量
关系，探寻解题思路，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谓从条件想
起的策略，就是从已知条件出发，想出由这些条件所能解决
的问题，并最终与所需解决的问题建立起联系，这是一种由
因到果的思考方法。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几乎都会运
用到这一策略，所以理解并掌握这一策略，对于学生形成解
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执教这节课的过程中：

课始，我创设了“小猴乐乐的农场”的情境，提供两个已知
条件，让学生根据已知条件提出数学问题，让学生初步体会
到根据有联系的已知条件可以提出相应的数学问题。然后再
出示教材中安排的小猴摘桃的例题，通过读题，找已知条件
和问题，分析“以后每天都比前一天多摘5个”这个已知条件
的含义，引导学生体验从条件出发思考的策略，初步感受策
略运用的过程和特点。

教材中的例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列表
法，另一种是算式法。在学生尝试解答之后，我让学生比较
一下这两种比较的方法有什么共同之处，体会到虽然解题方
法不同，但是都是从条件出发思考，结果也是相同的。回顾
解决这道题的过程：读题，找已知条件和问题，分析有含义
的已知条件，解决问题。教材中安排的“想想做做”第2题，



我将它安排在解决了例题之后，我觉得这两题其实是十分类
似的题型，所以在完成例题之后再完成这道题，然后将两道
题的分析思考过程放在一起，比较一下这两道题在分析思考
的过程中有什么相同之处，从而得出从条件一步一步地到问
题的解决的过程，体会从条件想起策略的一般步骤，帮助他
们由具体到抽象，不断加深策略体验，逐步增强解决问题的
策略意识。

在解决例题和想想做做第2题时，都是由我带着学生一起分析
有含义的条件：“以后每天都比前一天都摘5个”和“每次弹
起的高度总是它下落高度的一半”。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
大部分学生是理解这两个已知条件的含义的，所以我应该在
理清了已知条件和问题之后就放手让学生来独立完成，然后
再交流想法：为什么这么做？学生应该会说到从哪个条件得
到什么等等，这样更能体现从条件想起的策略。

解决实际问题时，学生一般都想到用列算式的方法来解决。
本节课还渗透了列表，画图等多种方法辅助思考，引导学生
根据实际问题的特点，合理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使策略运
用过程更具针对性。在学生解决完例题后，指名让学生上台
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学生没有很好的认识列表这一
方法，学生只是在运用了列算式的方法得出了结果之后把每
天摘桃个数一一填到了表格中，没有体现出列表这种方法的
优势，所以这里我应该引导学生认识一下表格，了解一下表
格的里的内容等等，让学生明白列表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
式。在解决“想想做做”第3题时，由于教材中已经提供了18
个圆圈，学生很快根据条件找到了答案，然后我让学生通过
算式的方法再解决一遍时发现较多学生有困难。其实这里是
一个让学生发现画图方法优势的好机会，在算式方法交流完
后，我应该适时地总结：有的实际问题，运用画图的方法能
更快地找到答案，我们要针对具体问题合理选择解题方法。

总之，这节课的'设计不尽人意的环节较多，没有很好地体现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没有突出从条件想起这一策略的优势，



需要进一步改善。

用连除计算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是上学期学习的连乘计算的实际问题的逆解题，可以用
两种方法解决，即可以用连除的方法，也可以用先乘后除的.
方法。通过教学，帮助学生进一步积累用两步计算解决实际
问题的经验，发展数学思考，增强数学应用意识。在教学中，
鼓励学生自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用两步连除计算解决的
实际问题，在数量关系的分析和相关信息的选择、组合等方
面有明显的特点，但基本思考方法是一致的，重点让学生交
流先算什么，再算什么，进一步拓宽思路，体会解决问题策
略的多样性。也存在部分学生不理解题意，说不出算式的含
义，如张子文、徐宏鹏，需个别辅导，还有个别学生计算结
果直接口算，正确率不高，需强化要求。

用连除计算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教学进程中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尝试、自己去探索、去
获取知识。最大限度地让学生都能参与到探索新知的过程中,
参与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在探究算法中使每位学生都有获得
成功学习的体验,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建立自信心。对“列
竖式要对齐小数点”这个重点和难点教学时,两个书写格式对
比演示,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相互质疑。利用学生出现的
问题,紧扣教学重点,引导学生联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开展深
入的讨论和争论,相互启发,相互学习,自主提炼出“小数加减
法”的计算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练习内容
回归生活,“商场购物小票”这一学生熟悉的事物,让学生发
现生活中的数学问题,通过感受生活,让学生明确数学就在自
己身边,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体会数学从生活中来,到
生活中去的内涵。在教学中教师应经常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使学生在实践数学的过程中及时掌
握所学知识,感悟数学学习的价值所在,从而增强学好数学的
信心,学会用数学的眼光去看周围事物,想身边的事情,拓展数



学学习的领域。使学生真正体会到“数学有用,要用数学”,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总之,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
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地去参与、去体验,让学生通过自身的体验、
理解、吸收、内化、思考等过程进行知识建构,让学生在体验
中思考,在思考中理解,在理解中提升知识的应用能力。在实
践中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赤壁小学

用连除计算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的教学，先复习一步计算的分数乘法问题，再结合具
体情境探究分数连乘问题的解题思路思路和解题方法。在教
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解题习惯，紧紧围绕阅读与
理解，分析与解答，回顾与反思三个环节展开教学。在分析
过程中，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解题思路，指导学生通过
折纸的操作活动来分析，这样将抽象的数学知识直观化，降
低学生学习的思维难度，很多学生都能容易得出“胡萝卜地
在大棚面积的八分之一”，六年级的学生已具备一定的抽象
思维能力，如何从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思维，这个过程不可
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有一个过渡。因此在这节课中，
应采用直观手段帮助学生进行理解题意，在几道题中巩固练
习，让学生进行抽象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