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数学好玩的教学反思 数学好玩来
自于兴趣教学反思(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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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好玩的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教学目标：

1、学会歌唱歌曲。

2、能展开想象，利用废旧报纸变出各种好玩的.东西，并能
进行歌曲创编。

3、体验音乐游戏及歌唱的乐趣。

准备：废旧报纸

高老师进行了精心备课，有了第一次上课后的研讨结果，教
学各种环节进行较稳，注重了教学活动的流程也注重了幼儿
的能力训练发展。但细节好多地方还需要改进。

道具（每人一张报纸）发放时间合适，这样教师在组织活动
能较好开展，能激发引起幼儿活动兴趣。

较好体现幼儿音乐活动的特点和要素，比如反复听唱歌曲要
按节奏念歌词，歌曲开始有预令等。

歌词解决较上节课清楚，幼儿创编歌词后要反复强调，确定



歌词。这节课老师没有追求幼儿演唱歌曲的音量，而是注重
要求幼儿演唱歌曲的优美和音色。老师的问题要精简有效，
对幼儿回答有追问，有效地达到活动目标。这次比上节课歌
曲细节处理要清楚。第二节课与第一课相比，老师较能很好
掌握课堂，能较好解决问题。这次比上节课歌曲细节处理要
清楚。

数学好玩的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单脚跳的动作。

2、通过多种报纸的玩法，发展幼儿的创造能力和探索能力。

3、培养幼儿的合作精神。

活动重、难点：

废旧报纸该怎样玩出新花样，教师该怎么引导幼儿想出各种
各样的新奇玩法是整个活动的.重难点。

活动准备：

许多报纸，写有数字的塑料框，录音机，用报纸做的纸球。

活动过程：

1、活动身体，为活动做好准备

播放音乐，教师带领孩子们一起做有趣的纸球操，让活动的
气氛活跃起来。

2、启发观察，激发兴趣。



（1）、教师引导幼儿观察手中的纸球，让他们说说这是用什
么做的？好玩吗？你会玩吗？你还会做什么样的的游戏？请
几个小朋友上来介绍他所想到的纸球游戏。

（2）、请幼儿把纸球放到有数字编号的塑料框里去，塑料框
的编号与各小组的编号相对应，看谁放得又快又好。并从框
里拿出一张报纸来。

3、集体游戏，增加难度

请幼儿把自己手中的报纸放在地上，然后在报纸中间单脚站
立，播放音乐，跟老师一起单脚跳，音乐停，谁跳出报纸外
算输。然后请剩下的小朋友把地上的报纸对折，播放音乐，
单脚跳，音乐停，看谁还在报纸中间。报纸越折越小，难度
越来越大，看谁成为最后的优胜者。

4、重点指导，自由练习。

（1）、教师出示一张报纸，请小朋友想想：报纸除了做成纸
球，铺在地上单脚跳，还能做什么其他的游戏吗？引导幼儿
想出其他的游戏玩法，教师对幼儿所想的新玩法要加以肯定，
并请小朋友上来示范练习。

（2）、幼儿自由组合，开始游戏。教师在游戏过程中注意观
察，适当地给予帮助，并提醒幼儿注意游戏中的安全。

活动结束:

小朋友们表现的真棒，报纸除了可以用来做成纸球玩游戏，
还可以折成什么呢？

数学好玩的教学反思篇三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数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充



满心理活动的过程，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激发学生对所学知
识感兴趣，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使学
生爱学习，让他们觉得数学有趣，数学好玩。其实，这关键
看老师怎样去把握，我觉得，数学好玩来自于兴趣。

每位小朋友都有好奇的天性，悬念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感到数学好玩。

例如，在教学“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时，我在课堂教学
中做了这样的设计：我先出示长方形框架并告诉学生长方形
长3分米，宽2分米，请学生说出它的面积，然后我捏住长方
形框架的'一组对角向外拉，长方形变成了平行四边形。这时
我提问：同学们能说出它的面积有没有变化吗？学生a回答：
它的面积不变，还是6平方分米；学生b回答：它的面积变了，
比5平方分米小。此刻，我没有肯定或否定这两位学生的回答，
而是给学生留了一个悬念，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到底是多
少？怎样求得呢？这时放手让学生自己动手动脑去探索，自
己得出结论。这样，学生自然而然的进快乐的学习，感到数
学好玩。

数学好玩，要让学生在兴趣中想学、乐学、学会、会学，使
学生感受到数学中充满着趣味，只有兴趣激起来，数学才更
加好玩。

数学好玩的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教学活动是在废旧报纸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加工以及包
装，主要是通过纸棒学习双脚并拢向前以及向左向右跳，发
展幼儿弹跳能力以及使幼儿尝试大胆探索，整个活动充分发
挥纸棒的多功能性，活动开始部分设计利用纸棒进行热身练
习，在这一环节中为下一个环节奠定了基础。基本部分中，
先让幼儿利用纸棒进行“一物多玩”，在自由玩纸棒的过程
中，幼儿的表现特别棒，出乎我的意料，有的用纸棒做拐杖，
有的两人搭小河双脚并拢跳跃，有的把纸棒顶在手心表演杂



技，我及时表扬玩得有新意的幼儿，并鼓励幼儿想办法和别
人玩得不一样。在自由组织形式既有分散练习、集体练习，
教师在练习中也能较多地观察幼儿，以及对个别能力差的幼
儿进行指导和帮助。最后进行集体比赛，使整个活动推向高
潮。

但还是存在不足之处，在各个部分的过渡环节不是特别自然，
而且在各个环节的时间控制的不够好，以及要是能安排不同
难度的调整纸棒间的距离，使幼儿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
步的提高和发展就更完美了。

数学好玩的教学反思篇五

很多学生刚进入初中学习，对各学科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可
是有的学生上数学课没多久，兴趣就慢慢消失，这几乎成了
七年级数学教学的普遍性问题，长期以来，教师们为保持学
生的学习兴趣进行不懈努力。但师生双方进行教学活动的主
要依据－教材，左右着教学改革和教学进程，直接影响着学
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而新教材内容安排新颖合理、生动活
泼，对学生很有吸引力。只要教师教法得当，就能比较容易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那么，面对新教材应该如何才能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呢？经过我的不断探索和实践，认为应该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要充分把握起始阶段的教学。“良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是新教材编写者的指导思想。
七年级学生翻开刚拿到的数学课本后，一般都感觉新奇、有
趣，想学好数学的求知欲较为迫切。因此，教师要不惜花费
时间，深下功夫，让学生在学习的起始阶段留下深刻的印象，
产生浓厚的兴趣。如在教学第一章时，可让学生参与部分实
验。在本章结束后，可以利用课外活动举办一次自由形式的
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可以设计学生对数学难学吗、有用
吗？数学是不是都这样有趣？对基础弱的能不能学好？对各
种问题展开讨论，以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如在教学第一
章中“展开与折叠”时，让学生俩俩一组互相制作，同学们
积极的认真画、剪、叠，又互相验证：画的时候要注意边与



边之间的关系。再如在教学截一个几何体时，可利用切豆腐
的`方法，化难为易，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正如新教材
所要求的目标：七年级数学起始阶段的教学，侧重消除学生
害怕的心理、提高学习兴趣上做文章，以数学的趣味性、教
学的艺术性给学生以感染，使其像磁铁上的铁屑离不开磁铁
一样，向往着教师，向往着本学科。二、求新、求活以保持
课堂教学的生动性、趣味性。七年级数学比较贴进生活实际，
具有很强的知识性、现实性和趣味性。因此，它以丰富的内
容提供教学中诱发学生情趣和动机的酵母。新教材还抓住了
七年级学生情绪易变、起伏较大的心理、生理特点，要求
以“活的东西去教活的学生”(陶行知先生语)，来培养学生
持久的学习兴趣，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对此，我的
具体做法是：1．注重课堂教学中的引入环节。在课堂引入中，
设计各种形式、运用各种手段把学生调动起来，唤起他们的
参与意识。如教学“七巧板”时，一开始就用事先准备好的
七巧板拼出一些优美的图案，提出：这些图案由哪些基本图
形组成的？它们的边与边之间有什么关系？待他们思考回答
后再进行总结。最后让他们自由合作进行制作，也拼出一些
优美的图案。这样，通过简单的表演，把问题设置于适当的
情境下，从而营造了一个生动有趣的学习环境。相信在这样
轻松的环境下，学生会兴趣盎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
2．充分让学生参与实践操作。新教材还针对七年级学生喜欢
观看、喜欢动手的性格特征，安排了大量的实践性内容。要
求尽可能利用自制教具优化课堂结构，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在教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