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按比例分配的实际问题的教学反思
按比例分配问题教育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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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比例分配的实际问题的教学反思篇一

在这节课里自我感觉还不是很好的，虽然完成了教学目标，
达到了教学目的，对本节课的知识也掌握的很不错，但还有
些地方是处理得不够的。总体来看学生对第一层次(生物种类
的多样性)、第三层次(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本课的难点是第二层次(基因多样性)以及三个层次的关系的
理解。

本节课中生物的多样性有三个层次的含义，通过引导学生在
书本上给找出来。在种类多样的教学中，先引导学生了解世
界已知的'生物种类数量就达到近200万种，从而再让学生去
分析下我国的生物种类的特点，再通过视频了解特有的种类。

而在突破"基因多样性"这一难点，除了书本介绍的例子以外，
我还选取了袁隆平院士对水稻杂交的研究背景视频，让学生
尽可能了解多一些这方面的资源。同时我还是把课后习题：
生下瞎眼华南虎的问题分析摆在了学生的面前，请学生从基
因多样性的角度来分析原因。

在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内容教学中，学生也比较容易理解，主
要是采取了视频的方式，让学生在视觉上去感觉生态系统的
多样性。



在最后三个层次关系的理解方面，采取的是逐步分析策略，
这里也体现出了一个亮点，便是引入了学生对"四害"的看法
进行各自的辩驳，也是这节课比较成功的一点。这样的活动
让学生比较好地认识到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动物的存在，再引
导学生去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最后再提出一个"科技实践活
动"——调查最近二三十年里本地的生物多样性有什么的变
化?发展了学生的实践思维。

这节课体现的不足之处：

在例子的细化方面做得还不够，另外在对"基因的多样性"的
理解突破方面还是没能做到位，还需要再认真考虑下，同时
在对学生的评价方面还比较缺少。

按比例分配的实际问题的教学反思篇二

就是语文基础的渗透性教学，就是关注学生语感的能力培养，
就是"读"与"练"的有机整合吧。

学生通过学习能够猜出"我"就是水，但是对水的各种形态的
变化认识的.还不够。特别是"云"，有的同学不明白云是水蒸
气聚集在一起形成的。

学生对生活的观察太少，很多学生都见过水的变化但是说不
出来，应教育学生多留心观察生活，在生活中学习。

按比例分配的实际问题的教学反思篇三

一、在教学的设计中要充分为学而教，以学生如何有效获取
知识，提高能力的标准来设计教学。其实在教学中，备课是
一个必不可少，十分重要的环节，备学生，又要备教法。备
课不充分或者备得不好，会严重影响课堂气氛和积极性，记
得一位优秀的老师曾说过：“备课备不好，倒不如不上课，
否则就是白费心机。”我明白到备课的重要性，因此，每天



我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备课之上，认认真真钻研教材和教法，
不满意就不收工。虽然辛苦，但事实证明是值得的。

二、多鼓励后进生开口说英语，并能及时地表扬他们。并把
他们分成三组不同的'差生来进行补差工作。第一组是一点也
不学的同学，对这些同学，我采取集体辅导，给他们分配固
定任务，不让他们有偷懒的机会，让他们发挥应有水平;第二
组是肯学，但由于能力不强的同学。对这部分同学我采取适
当引导，耐心教导，慢慢提高他们的成绩方法，当然不能操
之过急，并且多鼓励，只要他们肯努力，成绩有望提高;第三
组是纪律松散，学习不认真，基础又不好的同学。对这部分
人我进行课余时间个别辅导。因为这部分同学需要一个安静
而又不受干扰的环境，才会静下心来学习。我想只要坚持辅
导，这些同学基础重新建立起来，以后授课的效果就会更好。
以上做法，我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我没坚持到底，确实老
师的精力是有限的。

英语是语言。困此，除了课堂效果之外，还需要让学生多读，
多讲，多练。为此，，我充分利用有效时间，也就是每天第
一节课前十分钟，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课后发现学生作业问
题也及时解决，及时讲清楚，让学生及时消化。另外，对部
分不自觉的同学还采取强硬背诵等方式，提高他们的能力。

按比例分配的实际问题的教学反思篇四

“除法竖式”这节课的教学充分体现了教学课程标准的新理
念。通过课堂的教学实践以及课后的反思总结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的特点：

1、在观察中探索，感受教学知识。

在课堂教学及学习活动中，学生愿意自己去经历，去实践，
学生或许相信老师告诉他们的，但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所看
到的，亲身经历的事，这是一种“体验”。例如“教材上主



题图的教学”。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把主题图里的所有内容、
信息一一告诉学生，而是让学生独立去观察、去体验图中的
每一种情境，让他们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
教学中，教师注重优化课堂教学过程与方法，通过学生的实
际观察、思考、提出新的问题。

2、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让学
生做学习的主人。

作学习中，我自始自终都是配角，起着引导的作用学生是主
角，是学习的主体。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组与组之间
的相互启发，相互评价，取得正确的结论，完成知识网络的
构建，例如，在教学“如何用除法竖式计算15 5”时，我把
全班分成六个小组进行讨论。要求学生组与组互相交流，把
最终的方法在组里与别的进行汇报。同时培养学生去观察，
从而取得最佳的效果，得出科学的结论：用除法竖式计算时，
先写除号 ，再把除数左边，即 。由于15除以5商是3。把3写
在15的上面并与15的5对齐。然后用5*6的积写在被除数15的
下面，表示原来15里分掉15个，5-15=0。说明正好分完，计
算时，我们只要在两个15的下面画一条短横线，再写上0，
但0要与被除数15的5对齐就可以了。

学生学得轻松，又容易明白和掌握，在学生互动时，我时刻
尊重学生，多巡视，走下讲台和学生一起活动，一起讨论，
鼓励学生大胆阐述自己的观点，努力创设一个民主，平等，
和谐的课堂氛围。

3、在课堂练习中升华，挖掘数学的应用价值，学以致用是现
代素质教育的追求。本课堂后设计了一个“多样化的习题”
让学生去练习。把课本知识融入到一个更丰富的一个知识画
面中去，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让学生经
历数学知识的应用过程。

在教学工作中，我虽然做了许多的设计工作，但是通过课堂



上的实践活动与课后的反思，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分组讨论时不够热烈。有个别学生对商的位置的确定尚
未理解，但又不敢问同学或老师请教。3 ，这样写商的位置
是不正确，自己不敢下结论。

2、布置的课堂练习比较少，只限制在教材上的题，没有发展
性的题。

3、教师对对于商为什么要写在被除数个位的上方的算理。讲
解不够透彻。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有特于在今后的教学中进一步改善，
充分利用新理念，新方法进行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按比例分配的实际问题的教学反思篇五

从数学教育哲学上讲，决定一个公民数学修养的高低，最为
重要的标志是看他们如何看待数学，如何理解数学，以及能
否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分析日常生活现象，去解决
现象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

为此，在教学实际中，我们应积极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数
学现实”，理解情景，发现数学，引导学生把现实问题数学
化，把数学知识生活化，打破封闭式的教学过程，构建“问
题—探究—应用—新问题—再探究”的开放式学习过程，关
注学生的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有效的数学学习方式，体现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则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
合作者。让学生拥有自主学习，学会探索，学会创新等终身
受益的东西。如在教学中出示：学校买图书的分配问题可由
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