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版减法的性质教学反思总
结(实用5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
结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人教版减法的性质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这节课是对减法的运算性质进行理解和运用这个性质进行简
便运算，通过这节课的教学，一方面要让学生理解减法运算
律，另一方面要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进一步体会到学习运
算律的价值。在上节课加法运算律的教学中，学生已经感受
到简便运算带来的好处，本节课中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升，
所以在教学时，要着重体现出学生运用减法的运算性质进行
简便计算的探索过程。

本课是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通过小组交流和班内交流两种
形式，让学生说出自己探索出如何简便计算的过程，教师在
学生交流的同时，必要的点拨和提升。可是在课堂反馈时，
发现学生会把本节课的内容与上节课的加法结合律混淆，因
为这两种都需要在算式后面打上小括号，减法的运算性质是：
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等于这个数减去两个减数的和。而加
法结合律也是需要把两个数用括号相加，利用这个孩子的犯
错，我就着重强调了两个运算符号的不同点，先观察，再计
算，这是我在教学设计时没有想到的。

从本课整体来说，环节比较清晰，学生们对帮帮忙的导入环
节很感兴趣，都踊跃的举手参与，但对小组交流展示环节处
理得不够好，学生的积极性还未充分的调动起来，例如在教
学例题：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买东西，我先请一名同学说出了



他的解题思路，学生知道先算出买东西用了的总价格，再用
自己的钱减去用了的钱，就是剩下的钱，学生独立列式再小
组交流时，思维就会很局限，基本上都用了同一种方法，而
只有个别同学用了连续减去两个数的方法。不过大部分的学
生都能够独立列出算式300―（62+38），并且知道应该先算
小括号里面的加法，62+38=100，300―100=200。最后我将两
种做法展现出来时，让学生进行观察比较，追问，得出两种
算式他们的答案是相等的，说明可以相互转化，通过比较大
家都喜欢第2种做法，提问为什么可以要计算62+38呢？学生
都能统一回答可以凑成100，整百数再加一个数就简便了。这
样对比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进行简便
计算是运用运算律的结果，同时学生也能体会到运算律的价
值所在。

对减法的运算性质学生是理解了，但在练习题中却还是存在
着一些问题，例如267―54―46=267―（54―46），这种错误
是比较普遍的，学生对运算符号的处理还是会混淆，所以练
习时一定要着重强调。这节课我们学习的是运用减法的运算
性质进行简便运算，但就是在怎样运用简便计算时掌握的不
是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对于运算律的运用还不
够灵活，尤其是对运算律的逆向运用。所以在下节课中还需
要举一反三。在以后的简便计算的教学中需要加强简便意识
的培养，学生缺少的是简便意识，精选题目，体现出简便的
优势。

总之，通过这节亮相课的.展示，让我有了这些新的体会与收
获，我将用这些成长的点滴一步步的走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教师，做一个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数学越学简单，越学越轻松
的老师。

人教版减法的性质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本节课主要是学习连减算式中的简便运算。教材主要着眼于
通过不同解法的比较，使学生认识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



可以改为减去两个数的和。教学时，我首先要学生独立思考，
针对同一问题，想出不同的算法，再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
或适合自身特点的计算方法。虽然教参中指出要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在教学要求的把握上，因人而异。

但我个人认为，如果学只停留在最基础的水平（掌握最基本
的运算方法）上，那就没有达到锻炼学生思维的目的，教师
只有对学生提出高一层次的要求，学生才会去思考，所以针
对a―b―c=a―（b+c）这样的算式变形，我要求学生必须掌握，
并让学生认真讨论什么时候运用这种变形更合理。这部分内
容是学生在理解和掌握了加法的运算定律的基础上，进一步
学习减法运算中的一些简便计算。

减法的性质最大的特点是将简便计算的讨论与实际问题的解
决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化与计算方法的
多样化融为一体。这样既能让实际问题的生活背景成为学生
理解简便计算方法及其算理的经验支撑，又能使解决问题能
力与计算能力的培养相互促进同步提高。

由于有实际生活做为知识的支撑点，因此学生较顺利的掌握
了新知。但发现还是存在两个计算上的错误：

一、审题不认真，学习欠灵活

如“做一做”中545－167－145学生无视题中数字的特点，仍
旧把167与145相加，没有意识到把两个减数相加并不简便。

二、应用意识薄弱

如果单一地出示计算题，学生会应用各种定律进行简算，但
是遇到应用题，学生在列出算式后，没有运用定律和性质进
行简算的意识，照样按运算顺序进行计算。



人教版减法的性质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教材p39页例1，练习七的1、2、3题。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知道从一个数里连续减去两个数，可以改为
减去两个数的和。

2、过程与方法:使学生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能用所
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探索、研究数学的意识与能
力。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探索和理解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可以减去两个
数的.和。

教学难点

理解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可以减去两个数的和。

教学过程：

一、自主学习

（一）出示自学提纲

自学提纲（自学教材p39页例1、，并完成自学提纲问题，将
不会的问题做标注）

1、题中的已知条件和问题各是什么？



2、自己试着说一下算式中每一步各表示什么意思？

3、你喜欢用哪种方法计算，为什么？

4、能用一句话概括吗？

（二）学生自学（学生对照自学提纲，自学教材并完成自学
提纲问题，将不会的问题做标注）

（学生自学，教师在不干扰学生的前提下巡回指导，发现共
性问题，以掌握学生学情）

（三）自学检测

1、用简便方法计算。

2、填空。

小明参加主持人竞选，共计有效票325张，其中赞成276票，
反对24票，弃权（）票。

二、协作学习

（一）小组互探（自学中遇到不会的问题，同桌或学习小组
内互相交流。把小组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记好，到学生质疑时
提出，让其他学习小组或教师讲解）。

（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方法计算，鼓励学生分工合作，探索
交流，教师巡回辅导，发现学生不同的解法）

（二）师生互探

1、解答各小组自学中遇到不会的问题。

2、教师有针对性地请不同方法的同学汇报自己的解题思路与



方法。

3、小结：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等于这个数减去后两个数
的和。

三、达标训练

1、填空。

2、判断。

638－（438＋57）=638－438＋57（）

901－109－91=901－（109＋91）（）

113－36－64=133－（36＋64）（）

3456－（481＋519）=3456－481－519（）

3、简算。

四、堂清检测

（一）出示堂清检测题。

（二）堂清反馈：

作业布置

教材p41页1题，2题，3题。

板书设计



人教版减法的性质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本节课主要是学习连减算式中的简便运算。教材主要着眼于
通过不同解法的比较，使学生认识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
可以改为减去两个数的和。教学时，我首先要学生独立思考，
针对同一问题，想出不同的算法，再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
或适合自身特点的计算方法。虽然教参中指出要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在教学要求的把握上，因人而异。但我个人认为，
如果学只停留在最基础的水平（掌握最基本的运算方法）上，
那就没有达到锻炼学生思维的目的，教师只有对学生提出高
一层次的要求，学生才会去思考，所以针对a-b-c=a-(b+c)这
样的算式变形，我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并让学生认真讨论什
么时候运用这种变形更合理。这部分内容是学生在理解和掌
握了加法的运算定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减法运算中的一
些简便计算。

减法的性质最大的特点是将简便计算的讨论与实际问题的解
决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问题解决策略的多样化与计算方法的
多样化融为一体。这样既能让实际问题的生活背景成为学生
理解简便计算方法及其算理的经验支撑，又能使解决问题能
力与计算能力的培养相互促进同步提高。

由于有实际生活做为知识的支撑点，因此学生较顺利的掌握
了新知。但发现还是存在两个计算上的错误：

如“做一做”中545－167－145学生无视题中数字的特点，仍
旧把167与145相加，没有意识到把两个减数相加并不简便。

如果单一地出示计算题，学生会应用各种定律进行简算，但
是遇到应用题，学生在列出算式后，没有运用定律和性质进
行简算的意识，照样按运算顺序进行计算。



人教版减法的性质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这节课是对减法的运算性质进行理解和运用这个性质进行简
便运算，通过这节课的教学，一方面要让学生理解减法运算
律，另一方面要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进一步体会到学习运
算律的价值。在上节课加法运算律的教学中，学生已经感受
到简便运算带来的好处，本节课中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升，
所以在教学时，要着重体现出学生运用减法的运算性质进行
简便计算的探索过程。

本课是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通过小组交流和班内交流两种
形式，让学生说出自己探索出如何简便计算的过程，教师在
学生交流的同时，必要的点拨和提升。可是在课堂反馈时，
发现学生会把本节课的内容与上节课的加法结合律混淆，因
为这两种都需要在算式后面打上小括号，减法的运算性质是：
一个数连续减去两个数等于这个数减去两个减数的和。而加
法结合律也是需要把两个数用括号相加，利用这个孩子的犯
错，我就着重强调了两个运算符号的不同点，先观察，再计
算，这是我在教学设计时没有想到的。

从本课整体来说，环节比较清晰，学生们对帮帮忙的导入环
节很感兴趣，都踊跃的举手参与，但对小组交流展示环节处
理得不够好，学生的积极性还未充分的调动起来，例如在教
学例题：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买东西，我先请一名同学说出了
他的解题思路，学生知道先算出买东西用了的总价格，再用
自己的钱减去用了的钱，就是剩下的钱，学生独立列式再小
组交流时，思维就会很局限，基本上都用了同一种方法，而
只有个别同学用了连续减去两个数的方法。不过大部分的学
生都能够独立列出算式300―（62+38），并且知道应该先算
小括号里面的加法，62+38=100，300―100=200。最后我将两
种做法展现出来时，让学生进行观察比较，追问，得出两种
算式他们的答案是相等的，说明可以相互转化，通过比较大
家都喜欢第2种做法，提问为什么可以要计算62+38呢？学生
都能统一回答可以凑成100，整百数再加一个数就简便了。这



样对比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进行简便
计算是运用运算律的结果，同时学生也能体会到运算律的价
值所在。

对减法的运算性质学生是理解了，但在练习题中却还是存在
着一些问题，例如267―54―46=267―（54―46），这种错误
是比较普遍的，学生对运算符号的处理还是会混淆，所以练
习时一定要着重强调。这节课我们学习的是运用减法的运算
性质进行简便运算，但就是在怎样运用简便计算时掌握的不
是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对于运算律的运用还不
够灵活，尤其是对运算律的逆向运用。所以在下节课中还需
要举一反三。在以后的简便计算的教学中需要加强简便意识
的培养，学生缺少的是简便意识，精选题目，体现出简便的
优势。

总之，通过这节亮相课的.展示，让我有了这些新的体会与收
获，我将用这些成长的点滴一步步的走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教师，做一个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数学越学简单，越学越轻松
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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