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数学故事演讲稿分钟(优
秀5篇)

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注意听众的组成，了解他们的性格、
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态度、希望
和要求。掌握这些以后，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听
众，说服听众，取得好的效果。好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助
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四年级数学故事演讲稿分钟篇一

高斯是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
员。

高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幼年时，他在数学方面就显示出了
非凡的才华。3岁能纠正父亲计算中的错误；10岁便独立发现
了算术级数的求和公式；11岁发现了二项式定理。少年高斯
的聪颖早慧，得到了很有名望的布瑞克公爵的垂青与资助，
使他得以不断深造。19岁的高斯在进大学不久，就发明了只
用圆规和直尺作出正17边形的方法，解决了两千年来悬而未
决的几何难题。1801年，他发表的《算术研究》，阐述了数
论和高等代数的某些问题。他对超几何级数、复变函数、统
计数学、椭圆函数论都有重大贡献。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
与威廉.韦伯合作研究电磁学，并发明了电极。为了进行实验，
高斯还发明了双线磁力计，这是他对电磁学问题研究的一个
很有实际意义的成果。高斯30岁时担任了德国著名高等学府
天文台台长，并一直在天文台工作到逝世。他平生还喜欢文
学和语言学，懂得十几门外语。他一生共发表323篇（种）著
作，提出了404项科学创见，完成了4项重要发明。

高斯去世后，人们在他出生的城市竖起了他的雕像。为了纪
念他发现做出17边形的方法，雕像的底座修成17边形。世人



公认他是一位和牛顿、阿基米德、欧拉齐名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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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匆匆流逝，转眼间，进入这个温馨、积极向上的“__”
团队已经半年了，半年的工作、学习和实践虽然让人紧张、
繁忙。但是我感觉收获多多，感慨多多。

近期来，我时刻名师工作室成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思
想上要求上进，业务上刻苦钻研，能认真履行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注重自己的师德形象，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教书育
人，循循善诱。

在我们工作室的博客，内容有教学案例、学习体会、读书心
得、论文等等，可谓百花齐放。这些都是我们成员的学习成
果，是我们“学习——实践——反思——再学习”的过程。
名师工作室，为我的专业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并为
我搭建了展示自我、体现自身价值的舞台。通过学习我深深
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通过反思，我发现想要成为一名
专业化的研究型教师还有很多路要走。

为了提高我们的专业理论水平，从工作室成立的那天起我们
就共同开始阅读同一本书《静悄悄的革命》，我们定期交流
读书心得，反馈收获，为我的课堂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同
时，平时能坚持阅读了《爱的教育》、《给教师的建议》等
教育理论书籍，撰写了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这学期还有一
篇教学随笔《在探索中成长》发表在cn刊物上。

本学期，工作室开展了丰富的教研活动——听课评课，专题
讲座等。每一次活动，我都积极参加，认真聆听工作室成员
间的相互交流，虚心学习他人的宝贵经验，及时作出总结和
反思，努力提升自身素质。这其中就有我作的一节课《倒数
的认识》和专题讲座《有关数量关系的一点思考》。



一直以来，我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总结，找出自己的不
足，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制定了以下努力的目标：

1.在提高课堂实效性上下功夫，使学生在每一堂课中有更大
的收获。

2.及时总结，加强反思的能力，将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有
价值的思考、及时记录下来，以便更快地提升自己的水平。

总之，一学期虽然过去，我也收获了许多，但求索路漫漫，
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的完善自己，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为数学学科教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使自己的教学有
自己的特色，并带动整个学校的数学教学迈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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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个叫二愣的屠夫，有杀猪宰羊的好手艺，又雇佣着
十几个杀猪能手，在这方圆几十里，算是有名的大屠户了。

一天，二愣又要杀猪了。按照惯例，总是由二愣先杀第一头
猪。哪知，“老虎也有大意的时候”，只见那头猪刚被翻倒
在地，就狠狠地咬了二愣一口，急急地跑进猪圈了。

这还了得！二愣气呼呼地追进猪圈里，可是圈里有1000头猪，
怎么认得出那头猪呢！

“杀！”随着二愣一声吼，1000头猪全部被强行赶进屠宰场。

“都杀了吗？”伙计们怯生生地问。

“不。”二愣忽然想出个怪主意，“把这1000头猪排成一行，
先杀第一头，然后隔一头杀一头；杀完第一遍后，还是原来
的队形，再用同样的方法杀第二遍；这样一遍一遍地杀下
去——”二愣停了停说，“最后只留下一头猪。”



二愣心想，1000头猪最后只留下一头，看你还能活！

哪里知道，这是一头聪明的`猪，趁着混乱，它很快找到了避
难的位置，居然躲过了这一刀。

请问，这头猪到底排在什么位置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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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这一章节时，我设计以下的教学大纲。
第一;让学生学会读数，亿有多少位数?亿后面的数怎么读?怎
么写出来?一连串的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然后进行引导，
指名学生回答数的读法。学生说：“老师，这么多数不是知
道怎么读，亿有九位数，于是我就引导学生看小黑板，把一
个数为：1983387700的数用竖线分好四位，四位，这样让学
生看了一目了然，非常的直观，也空间让学生去理解，然后
再叫一个学生来读这个数，学生一看，马上就会读数了，其
它的学生也一样慢慢的理解，然后教学生怎么写好这个数，
有一部分学生也能够写出来，很不错，于是在小黑板出相关
练习让学生进行巩固。提问：三亿怎么写，三千五百亿怎么
么写?让学生在练习本上写出来。
第二;学生会读还不行，还要会写，把大写的写成小写的，把
小写的写成大写的，这样才能让学生掌握好读写，如：五千
零二十六亿八千五百万零九十，写作：()。三千七百五十亿
六千三百万六千零九十。写作：()然后用数位线标出来，有
亿级、万级、个级。这样让学生一看非常清楚，也非常容易
理解。
第三;巩固练习，练习对知识的巩固非常有帮助，所以出一些
相关的练习来让学生独立完成，分组完成，上黑板做，集体
来纠正，这对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非常有用。
最后总结，在教学过程中，先必须讲清楚例题，然后针出现
的情况进行说明，通过练习来巩固好基础知识。我在这次教
学中发现有些课本上的知识，必须讲清楚、讲透，这样才能
让学生掌握好课本上的知识，然后联系生活实际进行拓展，



这方面也非常的重要，不要缺少的。这样学生才能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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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鸡兔同笼”的问题吗？这个问题，是我国古代著
名趣题之一。大约在1500年前，《孙子算经》就记载了这个
有趣的问题。书中是这样叙述的：“今有鸡兔同笼，上有三
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鸡兔各几何？这四句话的意思是：
有若干只鸡兔同在一个笼子里，从上面数，有35个头；从下
面数，有94只脚。求笼中各有几只鸡和兔？你会解答这个问
题吗？你想知道《孙子算经》中是如何解答这个问题的'吗？
解答思路是这样的：假如砍去每只鸡、每只兔一半的脚，则
每只鸡就变成了“独角鸡”，每只兔就变成了“双脚兔”。

这样，(1)鸡和兔的脚的总数就由94只变成了47只；(2)如果
笼子里有一只兔子，则脚的总数就比头的总数多1。因此，脚
的总只数47与总头数35的差，就是兔子的只数，
即47-35=12(只)。显然，鸡的只数就是35-12=23(只)了。这
一思路新颖而奇特，其“砍足法”也令古今中外数学家赞叹
不已。这种思维方法叫化归法。化归法就是在解决问题时，
先不对问题采取直接的分析，而是将题中的条件或问题进行
变形，使之转化，直到最终把它归成某个已经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