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辨认方向教学反思二年级(通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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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辨认方向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一

本次教学是我初为班主任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上课前我深
入研究教材，教法，并虚心向本学年的教师请教。形成了较
合理的教学设计，在练学生这块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在做第
二个游戏时，如果发动全班一起做就会有更好的练习效果，
课后我又练了一次：

师：请杨鲁滨同学东边的同学起立。 (学生开始东张西望、
有的很快起立，有的起立后又马上坐下，教室里喊声四起。)

师：在他南边的同学起立，在他西边的同学起立，在他北边
的同学起立。

师：在他东南边的同学请你冲他招招手，在他东北边的同学
请你冲他拍拍手，在他西南边的同学请你冲他伸伸手，在他
西北边的同学请你冲他拍拍肩。 (学生每次刚开始都是很乱，
渐渐调整后就都能做对了。)

师：再来一次!请郑佳欣同学东边的同学起立…… (学生再次
经历思考、判断、调整、修正的过程。)

师：玩了两次，你发现了什么数学问题?或者你有什么不明白
的地方?(学生沉默)



师：为什么同样是张知行，一会说他在郑佳欣的东边，一会
又说他在杨鲁滨的西边呢?

生1：我们刚才搞错了吧?

生2：我知道了!因为张知行在郑佳欣的右边，在杨鲁滨的左
边。

生3：因为我们每一次的中心不同，第一次是以郑佳欣为中心，
第二次是以杨鲁滨为中心，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因此，我想我要精讲、多练上下功夫，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
收获更实用的知识!

辨认方向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二

《辨认方向》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第四册第三单元的教学内
容。本单元的内容属于新课表提出的《空间与图形》范畴中
《方向与位置》领域的教学内容，它是发展学生空间观念，
进行数学学习重要前提和基础，再加上这些内容是在学生的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生活经验，所以学生在一年级时，学会了
前后，左右、上下等术语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二年级上册
学习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基础上，重点认识东南、
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并且能够根据给定的一个方向，
辨认出其他的七个方向，会用表示方位的词语描述物体的相
对位置。

课后教学反思：

一、新课程倡导民主、开放、科学的课程理念，教材不过是
师生对话的一个“话题”，在教学中要针对学生情况，用活
教材，使教材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本课是在学生学会辨认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四个方向。活动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密切联系。不



仅要求学生能在平面图上认方向，还要求能运用到实际生活
中去。本课的活动主题图是一幅学生很熟悉的生活主题图，
当中以学校为中心，先让学生说说学校的东面、南面、西面、
北面都有些什么主要的建筑物，学生一看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找得到的，都很有兴趣，立刻说出了东面有邮局、南面是商
场、西面是医院、北面是体育馆。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想
一想：动物园在什么方向，然后紧紧抓住学生这份好奇心，
设疑引思，如：图书馆在学校的哪一面?少年宫在学校的哪一
面?电影院在学校的哪一面?用这些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作
为实例，引导学生利用已经学过的旧知识并结合生活经验来
探索新知识，掌握新本领。所有教学环节都是从学生熟悉的
生活环境出发，使他们有机会从周围熟悉的事物中学习数学、
理解数学，体会到数学就在身边，感受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

二、低年级的学生尽管具备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但他们对于
周遭的各种事物、现象有着很强的好奇心。我就紧紧抓住孩
子们这份好奇心，结合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创设情境。设疑
求新，用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作为实例，引导学生利用已
经学过的旧知识并结合生活经验来探索新知识，掌握新本领。
通过让学生说一说、找一找、认一认等活动，让学生在自主
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和技能，获得
数学经验。

三、“兴趣是求知的向导，兴趣是情感、动机、意志等非智
力因素的核心，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兴
趣时，一定是注意力高度集中，记忆力增强，思维敏捷，信
息传输系统处于最佳期状态的。”在让学生认一认各个建筑
物在什么方向时，我设置了一个数学情境：“大运会期间，
许多外宾要来咱们龙岗观看比赛，但他们对体育馆的路不熟，
请你当导游员，给这些外宾带路。咱们第一站要去的
是……”以此来增加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整节课，我采用了分散难点、循序渐进、强化表达的方法进
行教学，孩子们惊喜的发现，原来数学也是这么有趣的，生



活中处处有数学，学好数学是容易的呀!

课后思考的问题：

本节课中，用八个方位词描述物体所在的位置(如“谁在谁的
什么方向”)，是学生学习的一个难点，许多学生表达时都因
为中心点确定不准确而刚好说反，例如：本节课中认识方向
这一环节，动物园在学校的什么方向?许多学生就说动物园在
学校的西南方向，实际应该是东北方向。在课堂中出现这种
情况时，我立刻意识到找准中心点至关重要，那么怎么样能
帮助学生更好的找准这个中心点呢?我采取了让学生多利用方
向板，尝试多种表达方式，反复练习的形式，课后，我一直
在思考除了以上方法，还能不能探索出更好的方法让学生易
于掌握。

辨认方向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三

今天要上的第三单元方向与路线的第一课《辨认方向》，主
要是认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四个方向，考虑到上册
《辨认方向》的东、西、南、北这四个方向学生的掌握情况
并不理想，在备课之前我仔细阅读了教参和课本，还上网看
了一些优秀的教学设计。上完课，从学生的作业反馈情况来
看学生掌握的相对比较理想。纵观这节课有以下几个亮点。

本课是在学生学会辨认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基础上，进
一步学习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活动内容与学
生的生活密切联系。不仅要求学生能在平面图上认方向，还
要求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本课的活动主题图是一幅学生
很熟悉的生活主题图，当中以学校为中心，先让学生说说学
校的东面、南面、西面、北面都有些什么主要的建筑物，学
生一看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找得到的`，都很有兴趣，立刻说出
了东面有邮局、南面是商场、西面是医院、北面是体育馆。
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想一想：动物园在什么方向，然后紧
紧抓住学生这份好奇心，设疑引思，如：图书馆在学校的哪



一面？少年宫在学校的哪一面？电影院在学校的哪一面？用
这些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作为实例，引导学生利用已经学
过的旧知识并结合生活经验来探索新知识，掌握新本领。所
有教学环节都是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环境出发，使他们有机会
从周围熟悉的事物中学习数学、理解数学，体会到数学就在
身边，感受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

低年级的学生尽管具备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但他们对于周遭
的各种事物、现象有着很强的好奇心。我就紧紧抓住孩子们
这份好奇心，结合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创设情境。设疑求新，
用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作为实例，引导学生利用已经学过
的旧知识并结合生活经验来探索新知识，掌握新本领。通过
让学生说一说、找一找、认一认等活动，让学生在自主探索
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和技能，获得数学
经验。

制作方向板，让学生在做一做中巩固了本节课所学习的知识，
坐在座位上说说自己把各方向的同学是谁也是学生很感兴趣
的。以及各种跟方向有关的小游戏都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
让学生在玩中学。

辨认方向教学反思二年级篇四

新课程倡导民主、开放、科学的课程理念，教材不过是师生
对话的一个“话题”，在教学中要针对学生情况，用活教材，
使教材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本课是在学生学会辨认东、南、
西、北四个方向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东南、东北、西南、西
北四个方向。活动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密切联系。不仅要求学
生能在平面图上认方向，还要求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本
课的活动主题图是一幅学生很熟悉的生活主题图，当中以学
校为中心，先让学生说说学校的东面、南面、西面、北面都
有些什么主要的建筑物，学生一看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找得到
的，都很有兴趣，立刻说出了东面有邮局、南面是商场、西
面是医院、北面是体育馆。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想一想：



动物园在什么方向，然后紧紧抓住学生这份好奇心，设疑引
思，如：图书馆在学校的哪一面？少年宫在学校的哪一面？
电影院在学校的哪一面？用这些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作为
实例，引导学生利用已经学过的旧知识并结合生活经验来探
索新知识，掌握新本领。所有教学环节都是从学生熟悉的生
活环境出发，使他们有机会从周围熟悉的事物中学习数学、
理解数学，体会到数学就在身边，感受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

低年级的学生尽管具备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但他们对于周遭
的各种事物、现象有着很强的好奇心。我就紧紧抓住孩子们
这份好奇心，结合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创设情境。设疑求新，
用学生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作为实例，引导学生利用已经学过
的旧知识并结合生活经验来探索新知识，掌握新本领。通过
让学生说一说、找一找、认一认等活动，让学生在自主探索
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和技能，获得数学
经验。

“兴趣是求知的向导，兴趣是情感、动机、意志等非智力因
素的核心，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时，
一定是注意力高度集中，记忆力增强，思维敏捷，信息传输
系统处于最佳期状态的。”在让学生认一认各个建筑物在什
么方向时，我设置了一个数学情境：“大运会期间，许多外
宾要来咱们龙岗观看比赛，但他们对体育馆的路不熟，请你
当导游员，给这些外宾带路。咱们第一站要去的是??”以此
来增加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整节课，我采用了分散难点、循序渐进、强化表达的方法进
行教学，孩子们惊喜的发现，原来数学也是这么有趣的，生
活中处处有数学，学好数学是容易的呀！

辨认方向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五

由于教材第22页的认一认出示的是某街区的平面地图，少年
宫、图书馆等建筑物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比较陌生。因此在设



计教学时，我并没有循规蹈矩，把教学内容逐一呈现出来，
而是进行了大胆地改编。我先调动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创
设一系列活动，让学生经历从复习4个基本方向到探究另外4
个新方向，再感知生活中的这8个方向。在此基础上，再引导
学生绘制方向板，从而引领学生完成了从生活中辨认方向到
平面地图中辨认方向的抽象过程。然后，再进行辨认方向的
训练。这样能使教学更贴近学生的生活，更有利于学生的发
展。

二、注重低年级实践活动的组织和安排

创设现实的活动情境，引领学生在数学活动中获取新知，实
现了数学学习方式的改变。数学教学过程不应是学生被动地
接受，而应是一个学生主动参与、充满丰富思考的数学活动
过程。在教学中，我设计了设悬念辨方向小游戏自由探究。
如：1。在教室里指认方向，说一说自己不同方向上的同
学。2。绘制方向板，在校园内辨认方向。3。绘制学校平面
图等一系列的活动，引领学生在活动中不断地去体验、感受、
思考，从而获取丰富的感性经验，实现认知的自我生长。

三、注重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

以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学中玩，玩中学，从而经历学
习全过程，体验数学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利用学到
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