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年级数学期试反思 五年级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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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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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级数学期试反思篇一

这是学生第一次接触小数乘法，我大胆改变教材没有使用课
本上的情景图，安排了复习积变化的规律，通过例1，让学生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掌握小数乘整数的计算方法，之后
安排了一些练习巩固。而在实际的学情中，有大部分学生都
会算小数乘法，知道当成整数计算，然后点上小数点，但对
于为什么要这么算，竖式的写法还很模糊这一现象，我想如
果按照教材的编排进行，这样的问题没有挑战性，学生不会
感兴趣，于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安排:

1、突出积变化的规律

在教材中积变化的规律是复习，我在教学中却将当它是新知，
引导学生发现规律，体验发现的乐趣。充分理解一个因数不
变，另一个因数扩大（缩小）多少倍，积就会扩大（缩小）
相同的倍数。引导学生直接运用这个规律计算出0.3×2，同
时运用小数乘整数的意义进行验证，感受规律的正确性。

2、突出竖式的书写格式。

有了前面对算理的理解，当遇到用竖式计算3.85×59时，学
生不再感到困难，但要他们说出为什么这么写，部分孩子还
是不能理解，所以我抓住小数点为什么不对齐了引导学生思



考，我们已经将3.85扩大100倍，计算的是385乘59了，所以
根据整数乘法的计算方法计算，而不是小数乘法了，最后还
得将积缩小100倍。

4、突出小数的位数的变化。

小数位数的变化是本节课的一个难点，因此我为这个安排了
两个练习，一个是推算小数的位数，二是判断小数的位数，
在判断小数的位数后选择了两题让学生计算，认识到并不是
积的小数的位数和因数的小数位数都是一样的。

但过多的暗示是否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如果不铺垫，直接出
示小数乘整数的问题让学生思考，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是否好些，课的.下半部分，学生对计算已经不感兴趣了，有
几个孩子已经开小差了，事后调查得知，他们觉得问题太简
单了，就是积的小数位数的问题，只要移动小数点位置就行
了，计算没有什么多大意思.学生说得是实话，最近学的都是
计算，都是讨论计算方法，而计算方法的发现有时不需要让
他们经历发现、探究的过程，更多的是老师的提醒和告诉，
充满好奇心的孩子怎么喜欢被动的接受呢。看来计算的教学
还需要教师将练习的形式变的丰富些，吸引学生的眼球和大
脑。

《小数乘法》的单元反思

五年级上册小数乘法，感受自己最成功的一课时是截取积的
近似值，之所以有良好感觉，主要是新理念，活课堂，多创
新，多思维的作用，在此具体就不展开，因为更多的是存在
的不足，需要反思过去，成就未来。

每次上课总感到课堂时间不够用，教学内容总是完不成，比
其他老师要慢半拍；；平时作业有学生总也会出现拖拉现象；
作业正确率不高；计算性错误屡错屡犯；对于简便计算中乘
法分配率的运用总有学生不明白，总会有人出现把加号改写



成乘号；对于单位的换算这一单元知识涉及较少，学生遇到
时出现错误百出的情况。

2、知识性内容讲的过多；（多些体验，少些灌输）

3、课堂教学形式不够灵活；（应使用多种形式）

4、作业一开始没有全部抓住，有松懈；（正在改善中）

5、对于作业质量没有严抓，使学生感到作业对错无所谓，错
了改一下也很快；（正在实行新的措施，改善作业质量，拒
收不合格产品）

五年级数学期试反思篇二

新课程实施几年来，通过紧张忙碌的教学工作给我带来更多
的收获。总体看，我所教的小学五年级数学，认真执行学校
教育教学工作计划，转变教育观念，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继续推进主管教育部门“自主——创新”课堂教学模式的.
同时，把新课程标准的新思想、理念和数学课堂教学的新思
路、设想结合起来，转变观念，积极探索新的教学理念，收
到很好的效果也带来不的困惑。

五年级数学期试反思篇三

反思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使我认识到，只要教学中着眼于学生
的发展，重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让学生通过自己已有的
经验来构建新知识，那么，教学过程将会变的更精彩而富有
活力。

1．要紧扣教学目标，准确定位教学重难点。本节课中，我认
为教学的重点是找一个数的因数的方法；难点是找出某个非
零自然数的所有因数。而学校的数学骨干陈再锋老师更精准
的定位不得不让我折服，他指出本节课的重点就是找因数的



方法，一对一对的找；难点是找的过程中能有序思考，避免
重复和遗漏。教学目标是一节课的灵魂，课堂的一切教学行
为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作为教师，真该好好炼就这样一
双火眼金睛，责无旁贷！

2．要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习兴趣。找
因数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课题，单纯的让学生用乘法
或者除法算式找出某些数的因数会让人提不起精神。对此，
许承妙教导主任建议，可以用“学生排队”、“学生植树”
等为例，在这些具体的情境中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该怎么样排，
在充分合作交流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引出乘法算式，教师只
需稍加说明就能找出某个数的全部因数，从而掌握找因数的
方法。这样不仅能使数学学习不再枯燥无味地重复再现，而
且还培养了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让学生体验
到数学知识的价值所在。此后，我将时时牢记“数学源于生
活又服务于生活”的宗旨，并努力付诸于实践。

3．要从关注自我表现转变为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包括
知识掌握情况、情绪、情感态度等。我想这应该是教师成长
发展的一个较高境界，需要每位老师不断地学习探究来提高
自身的业务水平，真正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五年级数学期试反思篇四

教材分析：1.小数除法是建立在整数除法的基础上的，和整
数除法有着必然的联系。“除数是小数的除法”是本节教材
的重点。让学生懂得如何把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转化为是整数
的除法是学生学会小数除法的关键。

2.掌握小数除法的算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学情分析：1.本班学生知识基础一般，刚教学新知识时，在
学生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方面会遇到一些障碍，须多加以
辅导。



2.有一小部分学生对整数的除法掌握得不是很好，所以在教
学小数除法时要

顾及这一小部分同学，做到人人掌握小数除法的算理。

3.理解、掌握小数除法的算理

教学目标：1、利用商不变的性质探索小数除法的计算方法。

2、掌握小数除法的算理。3、会用竖式正确计算小数除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利用“商不变的性质”将“除数是小数的
除法”转化为“除数是整数的除法”，并能正确计算。理解
小数除法的算理。

教学反思：1.教材指出，在教学小数除法时，把除数是小数
的除法如何转化为除数是整数的除法是关键，我紧紧抓住这
一点对学生进行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本节课教学设计流畅，教学内容得到落实。只是在学生进
行运算时，有很少同学只记得把除数化成整数，忘了把被除
数也要化成整数。针对这种情况，我在这方面进行了重点提
醒。

3.通过这次教学反思，让我认识到了在教学设计、课堂教学
环节方面存在的一些漏洞，今后多加强这些方面的思考。

4.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热情，为本节课学习打
下良好的学习氛围。

让学生明白本节学习内容，在脑海中形成认识。

课堂练习设计，巩固知识，加深认识



五年级数学期试反思篇五

教材分析：1、本节内容是“空间与图形”领域的内容，为以
后学生学习空间内容打下基础，课标对本节内容的要求是能
辨认从正面、侧面、上面观察到的简单物体形状，培养学生
的空间想象力和思维能力。

2、本节的核心内容是通过观察小药箱的活动，引导学生发现
从不同方向观察立体图形看到的形状是不同的，在任一位置，
都不能同时看到所有的面。这一节的内容是学生学习空间图
形的铺垫，也是为进一步学习立体图形打好基础。

学情分析：1、由于本节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能辨认从正面、
侧面、上面观察到的简单物体形状，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力
和思维能力，所有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实物的观察，通过想
象，猜测和推理的探究活动，使学生掌握和理解教学内容。

2、学生对空间图形知识还不熟悉，在教学过程中要慢慢引导
学生通过观察物体来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力。

3、学生在学习本节的过程中。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立体图形，
字拼搭两个简单物体的组合活动时会觉得困难，使学生不能
进一步辨认从不同方位观察到的两个物体的形状。

教学目标:通过观察小药箱的活动，使学生到从不同方向观察
立体图形看到的形状是不同的，能辨认从正面、侧面、上面
观察到的简单物体形状，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能够辨认从正面、侧面、上面观察到的简
单物体的形状。能熟练地从正面、侧面、上面观察到的简单
物体得形状。

学生学习活动评价设计:通过对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认真仔
细地对小药从正面、侧面、和上面进行观察，并得到了观察



到的平面图形。这节课，学生的积极性都很高，通过观察立
体图形对空间与图形领域的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这节课
的设计方案中主要是提供学生充足的观察时间，让他们获得
丰富的视觉体验，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思维能力。

让学生通过实践观察物体，并得出观察结果，培养学生的观
察和思维能力。使学生掌握和理解教学内容，对本节课的教
学内容作总结，加深学生的记忆。帮助学生巩固本节教学内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