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下数学第二单元教学反思总结 三
年级数学第二单元教学反思(汇总5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
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四下数学第二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让同学们试着计算两位数乘法：35+53=；35+39=；59+93=

（要求用竖式计算），并让同学们说出各有什么特点。（教
师引导学生说出它们的进位次数不同。）

出示本节课要学习的内容：两位数连续进位的加法。

（二）讲授新知：

出示课本第15页图片，让同学们认识这些动物，并引导学生
回答这四种动物分别属于哪个种类。

接着让同学们看图下面的《中国部分动物种数统计表》，试
着分析。教师让学生试着讲解“已知种类”、“中国特有种
数”以及“濒危和受威胁的种数”各是什么意思。



在此过程中，教师向学生渗透保护动物的思想，让同学们接
受全面的教育。

例1。

让同学们试着从15页的《中国部分动物种数统计表》找出问题
“中国特有的鸟类和爬行类一共有多少种？”所需要的已知
量，而不是去看16页上面的简化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学
生初步学会观察统计表。

由学生列出算式：98+25=_____（种）

再让同学们不用笔算，是这估计一下结果是多少？（教师指
导估算的方法。）

再让同学们用笔算计算出，让一名同学上黑板列式计算并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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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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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示同学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要写“答”。并根据学生
计算的实际情况做单独指导。

（三）强化新知，巩固练习：

让同学们先估算、后用竖式计算第16页“做一做”第1题。

65+7839+8667+9543+88



教师巡视，并对所发现的问题给与提示与解答，特别是不要
忘了进位，计算要认真……

（四）课堂小结：

着重提示计算两位数连续进位的加法的方法，渗透估算的思
想。

（五）课外作业的布置：

1。第16页“做一做”第2题（用竖式计算）；

2。练习四第2、3题。

六、板书设计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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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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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数学第二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第二单元《万以内的加法》教学反思

本单元是在二年级下册“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的基
础上教学的，学生在二年级已经学习了几百几十加、减几百
几十的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本单元主要学习三位数加、减
三位数中连续进位加和连续退位减，这是学生学习笔算加、
减法的难点。几节课下来，我就有点发愁了，计算错误五花
八门，而且速度很慢，很多孩子20以内的加减法还不够熟练，



也有个别孩子得不停地掰着手指。总体感受，效率很差。而
后的几节课，我在教学设计上又下了功夫，针对计算难点，
容易混淆的`地方，特别作了个详细的对比并进行了重点强调。
对计算的注意点，每节课伊始都让学生反复强调。整个单元
上完，经过考查，还是让我大失所望。到底是什么原因，使
计算教学这么失败呢？认真地回忆、细细地分析，我想可能
应该归因于以下三方面吧。其一，练习的量不够。计算毕竟
是一种技能，要提高学生的计算水平，我觉得还是应该通过
大量的练习。新教材的计算教学全部是贯穿于解决问题中进
行的，每节课的巩固练习最多只安排2至4道题目。再加上配
套的作业题难度偏大，得由老师在课堂上扶着做，因此，每
天光课本和导与练上的作业都弄得师生筋疲力尽，课外也就
没有时间好好地补充一些练习，一二年级不布置书写作业，
这样，仅仅靠课本和作业本上少得可怜的几道练习题，是远
远不够的。因此，学生的计算不熟练，导致了在计算时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错误。其二，缺少良好的计算习惯。我们天天
要求自己要“授之以渔”，而实际上对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
还是很不够的。刚入学，我就非常注重学生作业书写的习惯，
要求他们把字写端正，列竖式要用尺划直等，一段时间下来，
孩子们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但读题的习惯还存在问
题。有的孩子对解决问题的题目只读一遍就匆匆动笔，导致
方法错误。有的孩子拿到题目就列竖式，导致抄错数字的现
象相当严重。再如，对加减法的验算，虽然教师一再强调验
算的目的与方法，可绝大部分的孩子还是为了验算而验算，
所以验算结果与原题目中的数不同也不会察觉。另外，做完
作业后不会检查也是导致计算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三，
对学困生的指导还不够。孩子毕竟是有差异的，课堂上老师
讲的方法、同学讲的方法，其实有些孩子是听得一知半解，
但在课堂上能运用最多只能算一种正迁移，一种短时记忆。
于是，例题后的几道对应练习，他们还马马虎虎能应付过去，
而在独立练习中，各种题目混为一体，量又相对较多，他们
就乱了手脚。虽然孩子经常在强调“相同数位要对齐，连续
进位加法不要忘了加进上来的1，计算减法时，个位不够减就
要从十位借，别忘了点退位点。十位计算时得减去退掉的1”



等等。但在实际练习中，部分学困生往往不能与强调的联系
起来，一不注意就问题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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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处：平行四边形是几何图形中，学生即将认识一个新
朋友，怎样学生学会简单辨认平行四边形呢?通过复习长方形，
对长方形特征的复习，再拉一拉，让学生观察什么变了?什么
不变?再给这种新图形命名，我认为还是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
接着让量一量书上的平行四边形的边和角，概括出平行四边
形的特点。然后，学生示范围一围，画一画加深对平行四边
形的认知。其次，对比拉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得出不稳定性。
最后通过观察例举，猜一猜巩固认知。

不足之处：因为我担心学生不能备好学具，于是一手操办。
学具准备不充分，在课堂上学生只能通过观察，利用对长方
形旧知的迁移，认识平行四边形及其特点。围一围的操作范
围小，马上进入画一画环节。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就开始画长
方形，并没有把长方形与平行四边形区分开来。于是“没有
直角的平行四边形”成了学生画图的要求，但是在要求之后，
部分学生都排除了水平画法和垂直画法，都在方格纸上画倾
斜的平行四边形，这样难度大幅度增加了。疑惑：这是在哪
里出了岔子了?幸好在说你是怎么画的?通过比较让学生了解
怎样简便的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同时鼓励能正确得画出倾
斜的平行四边形。但是，又多占据了一些课堂时间。总缺乏
课堂练习。

重新设计应该注意的地方：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围平行四边形
的活动中，在学生画平行四边形之前，应让学生说说画时应
注意的地方，同时在学生画时出现不规则的地方让学生展开
讨论。预设出学生画时可能出现的错误，先画两条与方格重
合的现，再画两条斜边。画完后总结最佳画法：先把直边画
对了，斜边再连线就可以了。



四下数学第二单元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一、判断题(每道小题3分共12分)

1.0除以任何一个不是零的数都得0.()

2.用5去除一个三位数，商一定是两位数.()

3.40÷8读作8除40.()

4.一个数除以7，余数最大是8.()

二、口算题(8分)

(1)0÷8=(3)360÷6=(5)360÷3=(7)3000÷6=

(2)800÷4=(4)24÷2=(6)4200÷2=(8)125×3×0=

三、计算题(1-4每题5分,5-6每题6分,共32分)

1.395+2954÷7

2.4515÷5÷3

3.3036÷6-142

4.189×7÷9

验算：

四、文字叙述题(每道小题5分共20分)

1.一个数的`3倍是1101，这个数是多少?



2.497是7的多少倍?

3.被除数是3280，除数是8，商是多少?

4.7除3526，商是多少，余数是多少?

五、应用题(每道小题7分共28分)

1.动物园有56只猴子，是大象只数的7倍，大象有多少只?

2.动物园有8只大象，56只猴子，猴子的数量是大象的多少
倍?

3.动物园有8只大象，猴子的只数是大象的7倍，有多少只猴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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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本单元内容是在二年级所学内容的基础上，对角的知识概念
的进一步认识，同时介入一种新的数学学习工具“量角器”，
所以要求学生会用量角器量出给定的一个角的度数的大小，
要要求学生用量角器学会画出指定度数的角来。本单元在以
上内容基础上还渗透了两个新的知识点：平角（180°）和周角
（360°），借助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学具密切联系生活当中的
实物及图画引导学生进一步学习这些知识。

本单元要求学生应用自己手中的一副三角板学会拼出特殊的
角度数来，比如：90°、135°、120°、180°等。

学情分析：

班级里的大多数学生都能掌握角的分类，都能积极动手、动



脑、动口，通过折叠、演示较好的完成本单元所学内容。还
有少数学困生在老师的积极引导下，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和学
习工具也能基本完成这单元的学习任务，具体表现在这些学
生动手操作的能力较弱，所画出的角的边不直，度量角的方
法不准确，造成量出角的度数有较大误差，画角的时候使量
角器的中心点和角的顶点和一条边不能完全重合，画出角的
大小有误差。还有个别学生对量角器上的两排数字理解混淆，
一排数字是的角度是有0刻度起到180°，一排数字是由180°
起到0刻度线。需要教师指导强调射线在端点的哪一边，或者
说角的开口在角的顶点的哪一边而定。

组织教法：

本单元内容是借助学具“量角器”和三角板等直观的学习工
具，将数学中的角度引入实际生活当中，让学生联系生活中
的实物上的角的特点学习这个单元的内容，学生学习积极性
高涨、学习兴趣浓厚，动手操作的能力普遍较强。

指导与实践给本单元学生学习内容带来了方便。教师在课堂
上编出一些学生容易记忆的口诀或顺口溜，便于学生理解掌
握知识，比如“量角画角都一样，中心顶点要重合，边线射
线是一条，角的开口方向不一定，角的度数是唯一，平角原
本一条线，不过顶点在中心，周角一圈很特殊，角的两边一
条又重合”。通过这些使学生易于理解的`口诀引导学生对五
类角的种类加强记忆，从而掌握。

不足及改进：

这个单元的内容学生动手操作的较多，个别学生浮躁，在度
量角度数和画角时，由于粗心，使较容易的画图常常出现错
误，需要教师更多的关注这些学习较粗心的学生，逐步转化
学习方法。

教师的教具较为单一，多媒体课件无法使用，这些课堂演示



的内容较少，给学生的直观接受知识的能力变弱，内化知识
的能力变弱。需要教师多制作教具，制作出较为优质的课件，
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学习直观性较强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