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认识反比例教学反思(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五年级认识反比例教学反思篇一

这次我讲的这节课是统计部分的指示，讲完课后自己的感触
很多。

从整堂课来看这就是我平时上课的真实写照，课堂亲切不失
严肃，结构清晰，环节紧凑，略带激励措施。

这次讲课时我再次又重新认识了自己。看似简单的统计知识
研究起来真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另外我再次领悟到课改的
精神，数学上很多知识不能校对的那样严格。而且这次犯了
数学上的大忌：对学生没能大胆“放手”。致使个别环节突
破的不好，不巧妙。例如在区别众数和平均数的不同含义时，
刚开始让学生交流，也许是由于有听课的缘故发现学生不能
说出多少，而且发言学生很少，接着我就给学生点了出来而
没能让学生充分交流充分体会。还有在分段整理后讨论“哪
段人数最多，和众数所在范围一致吗？“这一环节也犯了同
样的错误。

总之，这节课从整体上看效果不是很好，自己在业务上还需
进一步提高，多向他人请教，尤其多向结拜师傅学习，真正
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真正提高课堂效率，走出现在的误区，
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
教师骨干。



五年级认识反比例教学反思篇二

在具体的教学情境黄豆种子发芽试验中初步认识众数的意义，
在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这个数就是这组数的众数，反
映了这组数的多数水平。在理解众数的意义后让学生计算这
组数据的`平均数，将其与众数进行比较，学生认识到低于平
均数的有3个，高于平均数的6个，平均数偏离了这组数据的
中心，所以用众数代表这组数据的整体情况比较合适，加深
了学生对众数的理解。在练一练中学生能比较轻松地找到一
组已知数据的众数，并能根据实际进行说明。

《一课一练》的智力冲浪：仔细阅读上面的第4题，你认为派
谁去参加比赛更加合适？第4题：甲乙两位射击队员在赛前热
身练习中各打了10发子弹，根据给出的数据求出甲乙两队员
成绩的众数和平均数，平均数都是9.5，而甲的众数是9.5、
乙的众数是10。这道题的讨论非常热烈：陈兴凯认为选甲比
较合适，因为他的成绩比较稳定，最低成绩都在9环以上，而
且10次中有5次都打出了9.5环。但李刚认为应该选乙，因为
在甲乙两名选手成绩的平均数相同，乙的众数是10，甲的众
数是9.5，这说明甲打中靶心的次数多一些，获胜的可能性要
大一些。在他们振振有词的争论中，我真正感受到学生是有
思想的，而且他们的想法是有理有据的。我及时鼓励了他们
的想法，然后抛出我的想法：我会选甲参加比赛。因为虽然
甲乙的平均数相同，且乙的众数高于甲，但射击需要运动员
稳定发挥，在这方面乙10次射击中有两次成绩都在9环以下，
而甲的成绩则明显稳定得多，所以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我选
甲。

五年级认识反比例教学反思篇三

平均数和众数都是一种统计的数计，是数据的代表，是统计
量。教学的重点使学生能够根据具体的生活实际选择适当的
统计量来表示数据的不同特征，帮助学生会用数据说话。因
此在出示例2后，通过：



让学生看一看：在做试验的9人中，发芽几粒的最多？有几人？

让学生算一算：这一组数据的平均数怎样求？是多少？

让学生议一议：你认为用哪个数据来表示这批种子的发芽状
况比较合适呢？为什么？

……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学生在合作交流中逐步感悟众数的意义、
求法以及作用。

五年级认识反比例教学反思篇四

《众数》是人教版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小学数学第十册六单元

第一节的内容。在此之前，学生已学习了简单的数据统计、
认识了简单的条形图、折线图、平均数、中位数。这为本节
课的学习做了重要的铺垫。《众数》是《数学课程标准》对
小学数学教学内容的一个新的要求，本节课主要是让学生在
实际情境中认识并会找一组数据的众数，能解释其实际意义。
这是节概念课，同时也是学生学会分析数据，作出决策的基
础课。既是对前面所学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又是联系实际生
活培养学生应用数学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好素材。

二、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使学生理解众数的含义，会求一组数据的众数，能选择合适
的统计量表示数据的不同特征。

过程与方法：



经历数据的分析和对事物进行简单的预测并作出决策的过程，
体会统计知识的作用和意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学习活动中，体会数学知识的应用，
体验统计的作用，增强统计观念。

三、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众数的含义，会求一组数据的众数。

教学难点：会根据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作出正确的选择。

六、教学过程

本堂课分五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创设情境，引出问题；

我通过对奥运冠军许海峰的简单介绍，引出“谁去参加比赛
更合适的问题”。让学生通过对数据的表象观察，预测参赛
选手，激发学习兴趣。

第二个环节师生合作，释疑问题

在预测之后用平均数和中位数这两个计量对两位选手

的成绩进行分析，发现用这两个统计量无法选出参赛选手从
而引出众数的概念。然后再用众数对两位选手的成绩进行分
析，得出结论让选手乙参加比赛。这个时候，老师给出了许
教练让选手甲参加了比赛的论，目的有个，一是激发矛盾思
维，让学生产生思维的碰撞。二是告诉学生，我们不仅仅要
对数据进行分析，还要结合问题的实际和所关心的问题综合
考虑，从而更科学、更合理的得出结论。师生合作，共同解
决问题。同时，还解决了如何找众数的问题。



第三个环节:独立运用，解决问题

这个环节安排了三道题目：

根据问题情境选择恰当的统计量、销售问题、挑选参赛队员
问题。其目的就是检测学生对三个统计量的掌握情况和运用
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个环节：生活中的数学，理解均码的含义。

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统计学的知识在生活中的运用，明白数学
源于生活，运用于生活。

第五个环节：小结

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对本节课的知识进行归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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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认识反比例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学习了“长方体的认识”一课，属于“空间与图形”这



一领域的内容。如何引领学生探究数学本质，深化学生的数
学思考，是我这节课最主要的教学理念。这一思想贯穿于课
堂教学，下面我就针对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谈谈自己的设
计初衷及实践后的反思。

新课开始，我运用切土豆的方式让学生了解面、棱、顶点三
者的形成过程，但课堂教学中没达到预设的效果。需要注意
的是作为导入环节，还应多关注时间的合理分配，提高课堂
效率。

在导入之后，重点是探索，我的初始设计把重点放在了探索
面、棱、顶点的数量、形状、大小这些特征上，学生在探究
面的特征时用时太多，老师没能恰当的引导。总之在探究面
时我说得较多，没说到点上。对棱与顶点的认识都只停留在
表面。这里的棱与顶点有别于平面图形中的线与点，体会棱、
顶点的.概念是深化认识特征的基础。我先引导学生感知长方
体的面，进而体会棱与顶点的产生，在实际教学中因引导不
当没达到预设的效果。

在最后让学生做长方体框架来加深学生对长方体特征的认识，
但由于学生准备的材料比较粗糙，所以做起来的柜架对巩固
知识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课后在想如果学生有长方体框
架的学具，就可以逐次拆开，也可以更好地使学生感受长、
宽、高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长、宽、高决定长方体的形状
大小等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