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折扣的实际问题教学反思 折扣教学反
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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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折扣的实际问题教学反思篇一

《折扣》是人教版六年级数学（下册）第二单元《百分数
（二）》用百分数解决问题中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包括折扣、
成数、税率和利率，是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具体应用，与人们
的生活密切相关。而折扣是人们购物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
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的更密切。这节课要求学生理解折扣的`含
义，知道它在生活中的应用，会进行简单的计算。

根据六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以他们熟悉的商家
促销“特价”、“打折”等词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通过学生个人独立思考，初步感知“几折”、“打折”的意
义。然后，通过百分数应用这一知识的迁移、转化的教学思
想方法，创设循序渐进的练习活动，让学生解决生活中的打
折问题。活动以学生为主，面向全体，促使学生积极活跃地
参与教学当中。

折扣的实际问题教学反思篇二

《折扣》教学反思成功之处折扣问题是生活中常见的实践活
动，是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常见应用，因为六年级学生已经
具备了简单的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这部分教学主要是
教会学生怎样将数学融入到社会实践，从中学会数学。

在教学中利用教材中设计的社会实践活动情景，引导学生主



动参与课堂活动，尽可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互动中理
解折扣的意义，通过联系实践活动，设置适合六年级学生的
学习需求的情境，形成自主式的学习方式，在融洽的合作学
习中找到解决折扣问题的方法，使重点突出，难点突破，树
立在实践中得到数学知识的思想观念。不足之处学生对于曾
经学过的.百分数意义的理解还不完善，致使在列式子的时候
比较吃力，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学生发散思维的
培养方法还是不够完善，学生潜能有待开发。

再教设计再教这个内容时，教师应该注意了解学生对旧知识
的掌握程度，课前有意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教学中适
当调整，注意学生内在潜能的开发，为学生未来的学习打好
基础。

折扣的实际问题教学反思篇三

成功之处折扣问题是生活中常见的实践活动，是数学知识在
生活中的常见应用，因为六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了简单的参与
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这部分教学主要是教会学生怎样将数
学融入到社会实践，从中学会数学。

在教学中利用教材中设计的社会实践活动情景，引导学生主
动参与课堂活动，尽可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互动中理
解折扣的意义，通过联系实践活动，设置适合六年级学生的
学习需求的情境，形成自主式的学习方式，在融洽的合作学
习中找到解决折扣问题的方法，使重点突出，难点突破，树
立在实践中得到数学知识的思想观念。不足之处学生对于曾
经学过的.百分数意义的理解还不完善，致使在列式子的时候
比较吃力，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学生发散思维的
培养方法还是不够完善，学生潜能有待开发。

再教设计再教这个内容时，教师应该注意了解学生对旧知识
的掌握程度，课前有意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教学中适
当调整，注意学生内在潜能的开发，为学生未来的学习打好



基础。

折扣的实际问题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教学的内容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百分数的知识基础上
教学的，实质上这类问题是求一个数的百分之几是多少的问
题，是商品经济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与人们的生活联系
密切。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对于折扣并不陌生，每当节假日
商场都会有优惠促销打折活动，学生对于打五折就是计算原
价的.50%是多少钱，但是对于具体的意义还是模糊。

这节课就是通过具体的活动使学生明确打五折就表示现价是
原价的50%，七五折就表示现价是原价的75%，也表示现价是
原价的十分之五，同时还要让学生区分打折虽然是优惠，但
是优惠的折扣与打折的折扣不同，七五折虽然表示现价是原
价的75%，但是优惠的折扣是25%，也就是便宜了原价的25%，
与原价相比减少的部分。

大部分学生还可以掌握。但个别学困生对于优惠与折扣之间
的关系理解不是特别清晰，还有的对于现价和原价的判断不
准确，不能正确理解题意。

折扣的实际问题教学反思篇五

折扣是商品经济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百分数在生活中的
具体应用,因此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教学中我注意通过
创设情境,唤起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身处问题情境中,通过亲身
体验,自主探究,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让学生能进一步体会数
学与生活的联系,增强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个人认为,这堂课在以下几方面是处理得
比较成功的:

一、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关注他们的处境和感
受。兴趣永远是最好的老师,本节课中我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



征,以他们熟悉的“购物”导入学习,把简单、枯燥的学习理
性知识的过程变成学生自主探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动
态过程,促使学生思维活跃地参与整个学习过程,也使课堂充
满了生机和活力。

二、注意到了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关注学生的生
活经验。“实用性”是这节课的一个显着特点,无论是“折
扣”还是“成数”,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也正因为此
我们才有学习和探讨的必要。因此,我结合班级和上课时的实
际情况组织教材,尽可能使学习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并通过
课后延伸等方式,启发学生将所学内容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充分
的体验和感悟,为学生提供一个更为深广的学习空间。

三、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感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增强
学生对学习数学的兴趣。比如在导入新课时,我从学生熟悉的
常客隆超市入手,说超市听说我们班的同学很聪明,想请同学
们帮忙出出主意今年的元旦节可以搞哪些优惠活动呢?然后让
大家互相说说,从而引入新课“折扣”。这样关注学生的生活
实际,关注学生的现实感受,让学生觉得很亲切,容易接受,所
以导入很自然,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参与学习的兴趣。

当然,这堂课也有不足之处,对一些同学而言,这节课的难度较
大,尤其是“合作展示”部分。虽然有小组成员间的互助互学,
还是有部分同学不能按时完成学习任务。还有在拓展环节中,
出示有关“商家到底是亏还是挣?或是不亏不挣?”这个问题
后,没有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让学生自主去发现、合作、
展示,再给予评价这样会使整节课的知识点更完整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