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不足 数学时间
的计算教学反思(汇总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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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今天上的“时间的计算”是建立在学生已经掌握了时间单
位“时、分、秒”的概念上进行教学的。本节课教材设计了
两个例题——例1:2时=分，简单的单位换算；例2:7：30
到7:45中间经过了多长时间。

对于例1的教学，我是这样处理的：除了教学教材中的例题，
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单位换算，如：120分=（）时、150秒=
（）分（）秒。这两道题的出示，大大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
尤其是最后一题，充分给学生讨论的时间，发展学生的思维，
学生在思考、讨论、交流，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不仅更好的
掌握了时间之间的单位换算，而且也培养了能力。

本节课，我还注重将新课的教学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
如：对于例2的教学，我将题目变成实际的情境，让学生置身
其中，很快学生便发现了计算中间经过的时间的方法。还有
学生利用我手中的钟表，发现了用“数大格”的方法计算出
经过的时间。对于例2的教学，我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借此
机会将怎样计算“从家出发”的时间、怎样计算咱们这节数
学课“下课”的时间。由于学生有了亲身的体验，所以，学
生们很快就发现了求“开始时刻”、“结束时刻”的计算方
法。

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拓宽知识，本节课我还增设了一道判断



题——体育课上跑400米，小明用了1分48秒，小力用了1分54
秒，谁跑得快？快多少秒？这一题大大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而且多数学生也正确解答出了此题。

总之，本节课我觉得上的比较成功，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较高，
教师结合教材将内容进行了拓宽，教学效果也较好，师生配
合和谐，是一节成功的数学课。

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学习《时间的计算》这节课时，我利用学生熟悉的情境，上
课的时间引入课题，接着问一节课40分钟，什么时候下课呢？
学生因为是熟悉很快说出来，然后给出两个时刻，让学生计
算经过的时间，计算经过时间要形成了一定的格式，练习时，
让学生说说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和电视节目播放的时间，一
下子激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接着通过电视节目预报表，让
学生指出喜欢的电视节目以及说出该节目开始播放的时间和
结束的时间，按照由易到难的过程分别提出4个关于计算经过
时间的'问题，让学生自由讨论计算方法，教师根据学生的讨
论有目地的先解决整时段时间计算，可有利用减法计算，也
可以推算，对学生的方法给予肯定。

如何才能在有限的40分钟里既能让学生充分感悟，又能很快
的掌握一般的计算经过时间的方法，我想学生的学具应该得
到进一步改进，让学生自己动手拨钟，感悟出经过时间就是
分针和时针在钟面走过的一段时间，然后得出经过时间的计
算方法，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但是有些题目，如分减
分不够减要向小时借1小时再减，再用这方法比较麻烦，最后
还是决定让学生改过来，列成几时几分-几时几分的算式，对
此我又用了一节课的时间与学生纠正，学生容易理解，正确
率也有所提高。

只是这部分内容对学生来说还是一个难点。教师也只能对这
部分内容，特别是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更多的练习，讲解。



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在上了这个单元的内容后，这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提醒学生注
意：

1、首先是解决问题中的书写问题。如：一列火车本应11：20
到达，现在要晚点25分钟，它什么时候到达？应该怎样列式
呢？我问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得到了比较合理的答案：11
时20分+25分=11时45分；因为如果写成11：20+25分=11：45
的话就是时刻加时间等于时刻，这就不对了，而写成11时20
分+25分=11时45分话，就是时间加时间等于时间，但是11
时45分又可以看成是11：45，因此这样的书写比较合理。

+10分=70分，70分-45分=25分，25分加1时等于1时25分。学
生在练习过程中，边做边说，练习几次后，学生对这部分知
识掌握得还不错。

除此之外，我还向学生渗透：相同单位才能直接计算，单位
不同要先换单位；如果哪一位不够减，就从高级单位退一，
再换成这一级单位：如1时换成60分，如果是退1米换成10分
米，退1元换成10角等。

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新课标教材中有关时间的内容安排都比较靠前，因此，相对
于学生来说，掌握就有一定的困难，在三年级上册教材中安
排了有关时、分、秒的认识及简单计算等内容。时、分、秒
的认识倒还不算太难，至于时间的简单计算对于学生来说就
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时间的进率是60，而我们平时的计算一
般是退一做十的。

在上了这个单元的内容后，我对于以下三点有一些困惑：

1、在上课的过程中，我反复强调了“时间”和“时刻”这两



个不同的概念，如2时指的`就是2：00，也就是我们平时说
的2点，这是一个时刻，而2小时指的就是2个小时，这是一段
时间。我还把书本p62上的2时=（）分，改成了2小时=（）分。
事实上，2时就是我们平时口语中的2小时，2小时规范的说法
就是2时。因此在复习课是，一定要纠正这个不规范的说法。

2、另一个比较困惑的地方是解决问题中的书写问题。如：一
列火车本应11：20到达，现在要晚点25分钟，它什么时候到
达？应该怎样列式呢？这是我在教学时与别人有分歧的地方。
后来我问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得到了比较合理的答案：11
时20分+25分=11时45分；因为如果写成11：20+25分=11：45
的话就是时刻加时间等于时刻，这就不对了，而写成11时20
分+25分=11时45分话，就是时间加时间等于时间，但是11
时45分又可以看成是11：45，因此这样的书写比较合理。这
个问题在复习课上也是要重点纠正的。

3、“计算经过时间”，这部分知识的教学我感到很疑惑。学
生对于几时~几时的经过时间掌握没有问题，但对于几时几
分~几时几分中分不够减（如4:20~5:00、4:45~6:10等）的情
况掌握得不够好，只有少数思维好的同学能够掌握，其他同
学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都是木然。如何能让每位学生都能懂
呢？看来还得花时间让一些比较差的学生去理解了。

经过时间的计算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时间单位是较为抽象的计量单位。小学低年级只能理解和掌
握那些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最为接近的时间单位，如几小时，
几分钟，钟面上的某个时刻等。对于时间的换算和经过时间
的计算学生学习还是比较难，特别是经过时间的计算，要逐
一层次的理解很重要。

本次反思先重点就来谈一谈经过时间的计算。教材中安排了
简单的求经过的时间的例题，但在后面的练习中出现了分段
时间的计算，所以课后思考中认为在这个环节还可以分层次



教学。求经过的时间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要抓住“后一时间-
-前一时间”，那么在教学时可以分成第一层次求7:00到8:00
经过多少时间，第二层次求7:30到7:45经过多长时间，第三
层次求8:40到9:00经过时间，最后是求11:40到12:05经过时
间。这样的安排使得学生从简单的减法:只看几时大数减小数
到只看几分的大数减小数，再到几时几分到下一个整时的计
算方法，给最后的分段计算打下基础。这是学生第一次计算
时间的经过，因此看钟面数格子的方法和算式的方法都要求
孩子掌握。在本次的教学中教学了数格子和算式方法但在教
学11:40到12:05经过时间时只介绍了数格子方法而没有提出
分段的算式方法，没有为以后的时间计算打下基础，在这段
教学中应让孩子明白先计算11:40到12:00经过了多长时间，
再想12:00到12:05经过了多长，把两个时间加起来就算出来
了。让学生学会分段去计算经过的时间，这样的教学学生在
后面的练习中就容易理解。

其次在教学中也发现学生在时刻与时间的概念上比较模糊。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2时指的就是2:00，也就是我们平时
说的2点，这是一个时刻，而平时生活中所说的2小时指的就
是经过了2个小时，这是一段时间。但在书本中都统一成了2
时，例题中的2时=()分就是我们平时口语中的2小时。那么在
本节课中如何让孩子更好的理解这两个概念呢?是否需要具体
提出让孩子来理解也是我比较困惑的。尤其是在本次教学中
就有一位学生提出了把时刻看成从零时算起的经过时间从而
来进行计算。我在课堂上是马上给予了否定，但是课后也有
老师提出有些教学杂志上介绍了这种算法，在第一次出现时
间的计算中就出现这样的计算方法是否会给学生对于时刻与
时间的概念混乱，都是值得商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