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数学比一比课后反思 一年级
数学比多少教学反思(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年级数学比一比课后反思篇一

多年的教学经验让我知道，对于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来
说，引人入胜的故事是他们最喜欢的听的了，所以在上这个
内容的时候，我利用课本的主题图，以讲故事的形式导入新
课，一下子把小朋友们吸引住了，学生们很快以愉快的心情
投入学习中了。

在学习过程中，以故事导出小兔搬砖头，4只小兔搬了4块砖
头，我让学生用不同的'学具分别摆出小兔的只数和砖头的块
数，我也在黑板上用不同的图片贴出，引导学生连线，刚好
一只兔子对一块砖头，我们就说：“小兔的只数和砖头的块
数同样多”，接着用同样的方法让学生用学具摆出同样多的
学具，一边摆一边说，两个同学一起学习，一个摆一个说，
这样学生对“同样多”就有了认识。然后用同样的方法让学
生学习“什么比什么多”，“什么比什么少”。

一年级数学比一比课后反思篇二

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讲，比多少并不难，在入学前对它们都
有初步的认识，但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凭直觉或数一数的办法
来比较。不一定会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来比较两组物体的多少。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应使学生学会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来比较
物体的多少。



为了使学生有兴趣，首先，课的一开始，我充分利用教材提
供的资源，采用学生喜欢的故事形式，创设生动的故事情境，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学生的思维。老师直接提问：
你是怎样看出来的？让学生通过观察感悟“多”“少”“同
样多”，。在学生学会“一一对应”方法的基础上，再组织
学生有目的的操作，尝试各种比较的方法，在学生原有“比
多少”方法的基础，通过图片的帮助和教师的引导，学会了用
“一一对应”的方法来比较多少。同时注意培养学生表达的
能力以及倾听的能力。在教完知识点后，让学生自己找图中
还有哪些是同样多的，谁多谁少，并让学生操作，加深理解
一一对应的比较方法。

本节课中根据以往经验，学生在看头和尾对齐的图形时，容
易错判断为“同样多”因此在教学时我就把这类题目出在了
黑板上，让学生观察、比较，突出了“一一对应”的方法，
突破了教学难点。整个教学过程环节设计还不错，但学生在
倾听方面做的不是很好，还有在操作的过程中有学生玩学具，
争取下次在常规方面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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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数学比一比课后反思篇三

比较两个抽象数的大小，是数概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一年级学生学习数概念的难点。教学时我先引导学生从已
经掌握的比较物体多少的知识经验出发，让学生独立地将摆
放凌乱的水果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比出谁多谁少。在这个基础
上再来引导学生比较两个抽象数的大小的方法。

吃水果是学生感兴趣的活动，教学时，将猴子吃水果的童话
故事与比多少的数学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生在帮助猴
子分水果的过程中掌握比较数的`大小的一般方法，同时感知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体会数学符号简洁、明了的应用功能。



用特定的符号来刻画客观世界中两个量之间的大小关系是重
要的数学思想方法之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生不但要学
习运算符号“+”、“-”，还要学习关系符号“”、“”
和“=”。如何让刚入校门不久的学生掌握这三种符号的含义
并正确使用它们呢?认识了这三种符号后，我让学生说说你用
什么好方法来记住这三个符号?怎么来区别“”、“”?有的
学生说：“左边大，大于号;左边小，小于号”。有的
说：“大于号开口在左边，小于号开口在右边”。有的
说：“开口旁边是大数，尖尖旁边是小数”。有的说“开口
朝大数，尖尖朝小数”。学生将符号“”、“”的形状内化
后用语言描绘出来，经历这样的活动过程能加深学生对符号
的理解和记忆。

扩展资料：一年级数学教学反思比大小

一年级数学教学反思 3 看似简单的数学问题，但在实际教学
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反思如下：

2、易混知识没有按重点作为区分。认识并区分大于、小于号
是本节课的一个教学难点。我却简单地认为孩子们在幼儿园
已经认识并掌握了，所以在教学中没有让孩子们说一说怎样
记住这两个符号。在练习时，有好多孩子都混淆了，由于知
识掌握不扎实，到了最后，练习也没有按时处理完，结果导
致学生虽然认识了两个符号，但仅仅也就是知道了它们的样
子，至于它们到底什么时候用才是正确的，学生无法感知。
应该在认识了两个符号之后就进行区分，让孩子们观察俩个
符号的异同，说一说记忆方法，以便学生更好的掌握符号的
应用。

一年级数学比一比课后反思篇四

“比大小”是在初步理解分数的意义，会认、读、写简单分
数的基础上，让学生经历比较简单分数大小的过程。



教材呈现比较分数大小的`过程，是通过图形表示分数，让学
生通过具体、直观的思维操作去理解和掌握，这样编排，可
以进一步加强分数意义的理解和巩固，使学生充分感受数形
结合的数学思想。

首先必须了解学生出错的原因，我发现可能有以下2点原因：
一是学生对分数意义的理解还不深刻，二是学生受到整数大
小的比较和同分母分数大小的比较的负迁移了。

于是我修改了我的教学设计，在原来的基础上多增加了2个情
感体验，通过“面积的大小”、“数量的多少”、“线段的
长短”3个活动，为学生的体验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让学生会
心体会到分数大小是如何比较的，从而更好地应用方法迁移
到以后的学习中去。

整节课中学生的积极性是挺高的，也很主动，有个别能举一
反三，只要老师稍加提醒、点拔就能说出个中原由，这表明
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求新知比较强烈。

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探究：故事一开头，我设计了一个故事导
入，自然引出不同整体所表示的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比较
分数时，要在相同的基础上进行，课后和年段老师探讨后发
现，对于这一知识点，学生已经有所感悟不同整体间分数的
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必要放在开头给学生强调，这样反
而会让班上部分同学显得很迷茫。可以在学生说出来后，及
时引导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特意花时间去教授。

通过一次课的设计，一次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我对教学研
究有了一次更高的认识，也激励我应遵循探究的思路来行走
以后的教学道路。

一年级数学比一比课后反思篇五

比较两个抽象数的大小，是数概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一年级学生学习数概念的难点。教学时我先引导学生从已
经掌握的比较物体多少的知识经验出发，让学生独立地将摆
放凌乱的水果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比出谁多谁少。在这个基础
上再来引导学生比较两个抽象数的大小的方法。

吃水果是学生感兴趣的活动，教学时，将猴子吃水果的童话
故事与比多少的数学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生在帮助猴
子分水果的过程中掌握比较数的大小的一般方法，同时感知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体会数学符号简洁、明了的应用功能。

用特定的符号来刻画客观世界中两个量之间的大小关系是重
要的数学思想方法之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生不但要学
习运算符号“+”、“—”，还要学习关系符号“”和“=”。
如何让刚入校门不久的学生掌握这三种符号的含义并正确使
用它们呢？认识了这三种符号后，我让学生说说你用什么好
方法来记住这三个符号？怎么来区别“”？有的学生
说：“左边大，大于号；左边小，小于号”。有的'说：“大
于号开口在左边，小于号开口在右边”。有的说：“开口旁
边是大数，尖尖旁边是小数”。有的说“开口朝大数，尖尖
朝小数”。学生将符号“”的形状内化后用语言描绘出来，
经历这样的活动过程能加深学生对符号的理解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