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笔算乘法进位教学反思 三年级数
学两位数乘两位数的教学反思(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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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年级笔算乘法进位教学反思篇一

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乘法，是在学生掌握了两位数乘一位
数的笔算方法、两位数乘整十数的口算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教
学的，学生虽然在乘法进位的方法、笔算的顺序和数位的对
齐方面已有了一定基础，但计算作为最根本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应该是我们教学的重点。所以本节课把教学目标定
位在：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乘法的意义，在弄清用两位数乘两
位数算理的基础上，掌握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方法和书写
格式，并能正确地进行计算。同时培养学生用“旧知”解
决“新知”的学习方法及善于思考的学习品质，养成认真计
算的学习习惯，其中教学重难点仍是理解乘数是两位数笔算
乘法的算理。

对整堂课的教学顺序初步打算是，创设一个具体的情境激发
学生学习的兴趣，围绕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展开自主探索，在
教学中教师心引领者的角色带领学生理清：

1、掌握乘的顺序。

2、理解用第二个因数十位上的数乘第一个因数得多少
个“十”，乘得的数的末位要和因数的十位对齐。

在实际教学时，估计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能算出结果是多少，



所以本课基本思路是从“认知——冲突”到“新知——尝
试”经过“交流——理解”达到“巩固——掌握”，同时也
提倡算法多样化。

实际教学中，在“组织全班讨论、交流各类方法，提出自己
的疑问一起解决”这一环节上，教师处理上有不当之处。学
生出现多种计算方法，有拆因数法，有正确的坚式计算，也
有错误的坚式计算，组织讨论时教师问了这样一个问
题：“观察黑板上同学的算式，你有什么意见或不同看法可
以提出来。”于是学生就从错误的坚式入手，说明它的错误
点，导致再去观察其他坚式时出现了重复现象，破坏了层次
感。其实在这一环节的处理上，教师应该充分发挥引导者的
作用，带领学生从横式即拆因数法出发逐一去分析，将错误
的方法放在最后处理，这样层次感更强些，也符合学生认知
的特点。

三年级笔算乘法进位教学反思篇二

《多位数乘一位数的笔算乘法》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
科书数学三年级上册的内容。本课主要是解决笔算过程中从
那一位乘起、怎么进位和竖式书写格式问题。新数学课程标
准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即让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通
过教育活动，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包括态度、能力、知
识）。

我在教学时（课本第74页例1和做一做）根据学生已有的生活
背景，以开封的菊花花卉为场景，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生活
情境中理解、感受知识的发展过程，体验、经理多位数乘一
位数（不进位）的计算过程。让学生动手操作，合作交流，
自主探索算法的多样化，并注意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入手，注意知识的迁移。

为避免机械重复训练，我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的作用，展示



菊花花会的盛况，从学生熟悉的生活中巧妙引入“12×3”怎
样计算的问题，突出了前后知识的联系，计算方法的迁移，
在原有的生活、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新知识，自然的引出
学生要解决问题的欲望。

二，合作交流，体现算法多样化。

本节课采取了独立探究和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找出解
决“12×3”的不同算法，实现了算法多样化，拓展了学生的
思维空间，关注了学生的情感体验，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三，设计多种练习，培养学生数学应用意识。

在练习中，设计了“小动物诊所”“摘苹果”等活动，体现
了趣味性、知识性和应用性，在游戏中作数学，并让学生在
实践活动中用数学。

三年级笔算乘法进位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是三年级数学下册第四单元第3课时的内容，学生在掌
握了两位数乘整十数和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的基础上进行
学习的。

1、复习铺垫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节课复习了两位数乘一位数和两位数乘整十数的口算乘法，
为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算理的理解做好铺垫，两位数乘两位数
可以转化为两位数乘一位数和两位数乘整十数。让学生在已
有的生活经验上去学习，理解更容易接受。

2、小组合作效果好，学生对算理理解到位。

在小组合作探究的过程中，有些学生会想到把12看成10和2的
和，先用14×10=140（本），再用14×2=28（本），然后把



两次乘得的结果相加，140+28=168（本）或14×12=168
（本）。有些学生可能由两位数乘一位数的竖式乘法，想到
两位数乘两位数也可以用笔算。

1、列竖式计算中，有易错点没有突破。

在列竖式计算中，出现了个位和个位相乘，十位和十位乘的
现象，说明对竖式的算理理解不够透彻，对计算方法的认识
还存在误区。对于老师的提问与十位相乘的积的末位数字要
与十位对齐，并且末尾的0不用写的原因说不清楚，表达不出
来。也说明对于本节课的难点没有突破。

2、时间把握前松后紧，导致后面的练习没有完成。

由于突发状况的发生，错误题的纠正，和学生说算理不清楚
再加以练习等等，使得前面时间用的较多，导致后面练习没
有跟上，学生对竖式计算没有形成熟练的技巧。

三年级笔算乘法进位教学反思篇四

由于这是一堂计算练习课，我在练习设计中做了精心设计使
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对法则及算理的认识，激发学习兴趣，
提高计算能力，并培养学生认真计算、书写工整的良好学习
习惯。

在课堂中也有不足之处，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还不够，由
于过多的考虑教学时间问题，导致我引导的多，学生自主的
探索活动不够。在以后的教学中，要进一步改变观念，给学
生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自己去发现，真正把学习的权力还给学
生。

三年级笔算乘法进位教学反思篇五

《笔算乘法》主要解决笔算过程的书写格式和竖式中每一步



计算的含义问题，这是在学生会做表内乘法，整十、整百的
数乘一位数的口算以及多位数乘一位数的估算的基础上进行
教学的。因为乘法竖式书写与加法相似，加上笔算方法与口
算方法有相通性，对学生来说书写格式与算理理解并不是特
别困难。因此教学时，我将一环节交给了学生自己去尝试，
去探究，最后自己来概括。另外在教学中，我有意识的渗透
以下三个方面：

一、让学生体会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

二、培养学生类推迁移的能力。

例题是两位数乘一位数，练习中最多也只是三位数乘一位数，
为了让学生真正得掌握多位数乘一位数的笔算方法。我在巩
固练习中通过做一做三道题的练习后的对比，使学生明白一
位数去乘的次数与多位数有关，这样为学生以后计算更多位
数的数乘一位数作了铺垫。这样使教学不再局限于教材中的
知识点，而是教给了学生学习的方法与能力。

三、通过练习拓展学生的思维。

其实我们在教学数学时要注意把握两点：

一要充满智慧挑战，也就是数学味，发挥数学的思维价值；

二要有生活味，发挥数学的应用价值。那么要发挥数学的思
维价值，在新授课教学时，教师除了要充分暴露学生的思维
过程外，练习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像这节这样知识
点比较简单的课，适当的设计拓展性的练习有利于学生思维
的发展。最后的练习题应该还算算得上吧。

四、不足之处：

这节课学生的表现还算可以，但自己还有一点做得不到位：



幻灯片口算小木棒并没有与黑板呈现的板书做到顺畅的过渡，
导致新授时间过长。

三年级笔算乘法进位教学反思篇六

本节“两位数乘两位数进位”为计算法则教学课，我按照传
统的模式：导入，新授，巩固练习，课堂小结，布置作业设
计的。

良好的导入能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教材为我们提供了下围
棋这一情节，就是针对新课中的“围棋”我设置了“专心致
志”的故事而过渡到新课。巧妙地将“棋盘上一共有多少个
交叉点？”的问题融于故事情节之中，使单纯的数学教学变
得情趣盎然。让学生知道数学来源于生活。但是复习的时间
过长，导致后面的本节课的亮点部分生生互动环节“蜜蜂采
蜜”没有实施。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在新课练习过程中
有部分同学做错。原因是两个数的和没有加反而也用乘法。
针对错误指出错误让全班的同学引以为戒。避免这种错误再
次发生。

（1）导入过长。导入过长直接影响后面的教学。

（2）复习注重梯度练习。学生的接受能力不一样，练习多设
置些有梯度性的题便于不同层次的学生消化。

（3）时间分配上要调整。

（4）尽量避免口误，注重教学中的每一个细节。

虽然存在种种遗憾，但是我会一如既往的努力下去，争取上
好每一堂课，少上遗憾的课。在遗憾中反思，在遗憾中完善，
在遗憾中成长。让学生学到学好更多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