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思想汇报反思自己的不足(精选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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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的内容主要是渗透有关植树问题的一些思想方法，通
过现实生活中一些常见的实际问题，让学生从中发现一些规
律，抽取出其中的数学模型，然后再用发现的规律来解决生
活中的一些简单实际问题。但对这些数学方法的挖掘和处理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这一课的数学思想方
法主要是“化繁为简”或者说是从简单入手寻找规律，而这
种方法在北师大版教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人教版教材
的编排上可谓“若隐若现”，因此我觉得我们使用人教版教
材的课堂，应该充分挖掘教材教给学生这种解决问题的策略。

课堂教学中我安排了三个层次的探究活动，从实物操作到画
线段图到类比推理，有效地突出了解决问题策略的重要性和
多样性。学生在课堂上也领略到数学智慧的夺目光彩，增强
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通过本课的设计和实践，我
更迫切地感受到数学思想和方法在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重要
性，因此对数学思想和方法在课堂中落实的研究迫在眉睫。
这也是当前数学课堂中存在的重要缺失，身为学校教研员更
为向广大教师传播数学思想和方法的重要性，并提出渗透数
学思想，教给学生数学方法的有效措施。

本课中为了突显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和完整性，我把教材
中原本安排两课时完成的内容缩成一课时。而且在这一课时



我把教学重点放在学生解决问题策略的学习、理解上，因此
对于本课的知识点的处理上略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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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有效的教学情景，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景中学习，
是新课标倡导的方法，本节课我以问题为主线，创设了一系
列的教学情景，在学生动手操作、观察发现、猜想验证，寻
找规律等一系列学习活动中，不断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激
发他们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欲望。如：采用“握手”情境
引入本课，在师生互相握手的过程中，教师陌生的身份一下
子变得亲切。学生争先恐后地要与老师握手，我抓住时机，
自然而然的提出问题，“我已经和几个小朋友握手了，握了
几次呢?”学生一片茫然，引起学生的思维上的碰撞。

这时我立即引导“你能帮老师想个办法，怎么样握才不会重
复?不遗漏?”的问题，激发学生想出“有序”握手的方法，
把学生的思维巧妙地引导到有序思考来探究新知。学生在这
样的情景中学习课堂气氛活跃，教师是以引导者的角色得以
体现。这样的导入，轻松自然、直奔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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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认为这节课有以下几点做得比较好：

一、创设浅显易懂的'生活原型，让数学走近生活。

创设与学生的生活环境和知识背景密切相关的、学生感兴趣
的学习情境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数学活动中。课前
活动时，我选择学生的小手为素材，引入植树问题的学习。
学生在手指并拢、张开的活动中，清晰地看出手指的个数与
空格数之间是相差1的。

然后做快速问答的游戏，使学生直观认识并总结出了间隔和



点数的关系，为下面的学习作了铺垫，同时也激起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

二、注重学生的自主探索，体验探究之乐。

体验是学生从旧知识向隐含的新知识迁移的过程。教学中，
我创设了情境，向学生提供多次体验的机会，为学生创设了
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给了学生充分的时间与
空间。如果说生活经验是学习的基础，生生间的合作交流是
学习的推动力，那么借助图形帮助理解是学生建构知识的一
个拐杖。有了这根拐杖，学生们才能走得更稳、更好。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对数形结合意识的渗透。生
活情景图引入后出示实例图示，引导学生在观察、点数形象
图形后进行填表，发现两端植树时棵树与间隔数之间的关系！
当学生对实物图有了清晰的认识后，教师将形象的图形抽象
成线段图，让学生在脱离实物图后，依然能够发现棵树与间
隔数之间的关系。在电脑演示中学生直观的体会到了植树问
题中相关的量，在观察思考后学生则进一步验证了棵树与间
隔数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整个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全
过程展示出来，让学生经历这个过程并从中学习一些解决问
题的方法和策略。

三、利用学生资源，加强生生合作

学生的认知起点与知识结构逻辑起点存在差异。生生之间的
差异是学习的资源，这种资源应在小组交流的平台上得到充
分的展示与合理的利用。

四、关注植树问题模型的拓展和应用

植树问题的模型是现实世界中一类相近事件的放大，它源于
现实，又高于生活。所以，在现实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
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一建模的意义，加强了模型应用功能的练



习，本课练习有以下两个层次：

（1）直接应用模型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课堂上，安排学生
自主完成已知总长和间距求棵数、已知棵数和间距求总长的
练习，让学生从正反两个方面出发，直接应用模型解决简单
的实际问题。训练学生双向可逆思维的能力。

（2）推广到与植树问题相近的一些问题中，让学生进一步体
会，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不同事件，如校园内花盆的摆设，公
共汽车站台的事件，都含有与植树问题相同的数量关系，它
们都可以利用植树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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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学眼光去观察问题是培养学生的一种数感、一种生活问
题数学化的感悟。有序思考问题的能力培养则是检验学生思
维的有序性。搭配要按一定的顺序，才能不重复、不遗漏。
教学中力求做到问题的提出具体、明确、到位。有效的引导
学生思维有具体逐步过渡到抽象。抓住学生的认知起点，为
学生提供了充分探索与交流的空间，水到渠成的让学生掌握
了搭配的规律并提升归纳了解决此类问题的策略。

另外，在《搭配中的学问》教学设计中，我力图体现“尊重
学生，注重学生”，使学生建立“做数学”的理念，使学生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主动性、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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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党组织：

近期整个西南地区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旱，其中也包括我省
全部地区，严重的旱情炙烤着人们的眼睛，河水断流、水库
干涸、农田龟裂，千万民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直接
造成我省88个县(市、区)中有86个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



已计1743万人，其中1074万人、441万头牲畜饮水受到不同程
度影响，同时全省17983座水库(山塘)中已有12145座降到死
水位，占总体的67.5%，其中有1780座中小型水库和山塘干涸，
其形势可谓尤其严峻。

但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发生的旱情给予了高度的重视。4
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xx亲自来到我
省旱情最严重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亲临一线指导抗
旱救灾。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紧急行动起
来，把抗旱减灾工作作为当前中心任务，所有人员齐心协力、
全力以赴。据统计，在抗灾工作中我省已累计投入抗旱资
金12亿余元，采取了为旱灾区群众拉水送水、打井等措施，
已解决了590多万人、260多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确保了人
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成功地将灾害影响及损失降
到最低。

在整个抗旱救灾工作中，各级党组织以及广大共产党员充分
发挥了领导指挥、先锋模范的作用，令包括我在内的广大群
众十分的崇敬及向往，不由衷心地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比
如毛明举、谢光学、安作成、成名尧四名共产党员把群众利
益放在首位,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冲在最前面，他们用自己的
生命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在灾害面前、在群众需要的时
刻所应有的精神，具体地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尤其值
得我所学习。可以说在任何灾害以及困难面前，一个共产党
员就是一面旌旗，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战斗碉堡，千千万万
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在抗旱救灾第一线，组织率领广大群众积
极抵御灾情，确保大众民生，并最终取得显著成效。

我作为一名万分渴望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普通群众，也竭
尽全力的争取为整个抗旱救灾工作贡献一份力量，平时积极
主动关注灾情动态，及时了解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救灾的各
项精神及指示并切实遵照执行，自身方面除干好各项本职工
作外，在日常生活中力争做到不浪费一滴水，同时积极响应
针对赈灾的捐款捐物，尽量为抗旱救灾多做贡献。另外通过



这次百年一遇的旱灾，我们更应该在理性上认识到旱灾不应
止步于抗旱，更应该听到旱灾敲响水资源短缺的警钟。有道
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国作为严重缺水国家是不争的事
实，但即便在如此缺水的情况下，国内水资源在生产和生活
中的浪费却依然令人触目惊心。

童话大王郑渊洁为此在博文中建议，在云贵大旱之际，利用
一个周末全国停水一天，以让全国人民体验旱区同胞之苦，
体验水之珍贵;争取设立无水日呼唤公民节约用水。面对如此
情况，我觉得不仅我们自身需要提早敲响水资源短缺的警钟，
更要呼吁周围人们节约用水，逐渐形成一种氛围，这样才可
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