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师版一年级连加连减课 一年级数
西师大版的加减法教学反思(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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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师版一年级连加连减课篇一

9月25日我们在济渎路小学听了张**老师和史若兰老师的课，
感触很深刻，没来之前觉得这估计也是一场形式大于内容的
培训，没想到是一场实战演练，所以在听完课之后我把《母
鸡》这篇课文又读了一遍，重新设计了教学内容。

结合两位老师的教学设计和课堂反馈，又读了课文和教参，
我把教学重点放在作者对母鸡的前后感情变化上，然后写作
方法贯穿课堂，最后升华主题，点出母爱。因为这是一篇略
读课文，所以教学方法上采取小组合作，自读自悟，自由交
流。

在给学生上课的过程中，在进行到初读课文小组合作，找出
母鸡的讨厌和喜欢的地方，以辩论的形式进行，这个环节，
学生们情绪激动，课堂气氛活跃，不足的是学生语言组织能
力很差，不能按规范的句型来表达，一遍一遍的提醒，很浪
费时间。其实我的重点是想放在后面喜爱上，所以在后半部
分，时间明显很紧张，在体会喜爱的部分，想引导学生抓住
一些字词来体会这是一只怎样的母鸡，动作的词语还可以延
伸表演或想象，这些环节就很仓促的结束，最后引读第9自然
段，升华母爱。在写法对比上，由于学生还没学过《猫》只
是快速浏览后点出作者在情感上有什么变化，最后总结写法，
写动物时要抓住动词，写出特点，真情实感等这些方法。



总之上完课后觉得时间很紧张，一是学生自身语言表达能力
不强，尤其是句子训练，以后要在课堂着重练习；二是要根
据学生特点来设计教学设计，一些环节可以删繁就简，达到
教学目的即可，尤其是这种略读课，张小娟老师这种扎实、
朴实的课既实用又简单。三、就我自身来说，备课很想当然，
年轻老师一个弊端就是想法很丰富，但实行起来并不能达到
好的教学效果，这一点我要多向老师学习。

西师版一年级连加连减课篇二

《认识物体》是一年级上册教学内容，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
使学生初步认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在认识物体的
活动中，体会比较、分类等到认识事物的方法，培养初步的
观察、操作能力和空间概念。从课堂教学实践看，本课的总
体教学效果良好，基本上达到了教学目标。具体说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感受：

一、创设情境，让情境贯穿课堂始终。

在新课标中明确指出，在低年级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学
生的生活经验，设计生动有趣的数学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理解和认识数学知识。
所以，我的开头便是创设了一个圣诞老人送礼物的情境，学
生的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在课堂的练习部分也加上了
一个情境的延续部分，把学生反复练习摸以及到纸上找图形
的活动变得丰富生动了，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有
效的组织了课堂纪律。

二、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的
发现，不断的获得知识。

在低年级教学中，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是学生学
习数学的重要方式。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便让学生亲自
动手去分类，按照规则，想怎么分就怎么分，鼓励学生发表



自己的意见，只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教师就应当给予肯定
与鼓励。再有，我设计了一个环节，让学生看一看，摸一摸，
玩一玩，再说一说，捏一捏通过这样的设计，可以让学生自
己在动手操作的时候发现这些物体的特点，并培养了学生合
作交流的能力。

三、培养学生初步的应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是和他们最熟悉的玩具联系在一起，让学生感受生活中的
数学，体会学习数学的重要性。而在最后一个环节中，加入
了让学生看精美建筑的图片，孩子们情绪高涨，他们不仅从
建筑中感受到了所学物体的美，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热爱生活
的情趣。

本节课个人感觉比较成功是练习的设计，这部分能创造性的
使用教材，跳出课本的书面练习，让学生通过大量的动手实
践活动加深对物体的认识，个人觉得效果更好，学生也学得
很有兴趣。但是由于本人是第一次教学一年级，对学生的知
识水平还不够充分了解，教学中发现很学生对长方体和正方
体不能正确区分，于是我临时增加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学生
将长方体和正方体转一转、摆一摆，观察这两个物体转到不
同的方向后有什么变化。通过观察、比较，学生发现长方形
转到不同面后它的长短、高矮是不一样的，而正方形无论怎
么转都是一个样，通过后面练习发现这一教学较果还是不错
的，学生能基本区分长方体和正方体了。如果在教学前能了
解更好了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课堂上对学生的评价语言能
更丰富，评价方式能更多样，我相信教学效果会更好。

西师版一年级连加连减课篇三

在上这节课之前，学生在幼儿园已经接触了长方体、正方体、
圆柱和球了，在平时生活中，学生也常见到这些形状的实物，
并且有的学生已能正确的报出名称。于是，我叫他们课前在
家中找好这些形状的实物，课上我请小朋友们拿出自己带来



的实物，作为帮助自己学习的工具，学生很感兴趣。教师作
适当指导，让学生分别试着说说它们的名称，少数不了解名
称的同学，在同桌小朋友的帮助下也也了解到了物体的名称。
教师只是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有部分学生会把长方体、
正方体说成长方形、正方形，把圆和球混淆在一起，教师要
进行及时提醒，向学生解释两者的区别，可也趁机适当的提
及到立体图形与平面图形的概念，使学生意识到长方形、正
方形、圆是平面#fromend#图形，而长方体、正方体和球是
立体的。

《数学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
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的
过程……”学生在上某节新课之前，对这节课的内容并不是
一无所知，教师应在了解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教
学的出发点，学生的数学思考，解决问题等方面的发展目标，
让学生乐意并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的探索性的数学活动中
去。

本节课的另一个关键的地方是各种物体的特征。教学中，通
过让孩子们自己来触摸、观察的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
类物体，学生很快就找到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的特
征，并通过比较它们的特征把长方体、正方体区分开来，把
圆柱和球区分开来，进一步加深了认物体的印象。教学中教
师不仅从情景的创设上体现了生活与数学的密切联系，而且
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找找在生活中哪些物体近似与我们所
认识的各种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主要体现在想想做
做第一题找朋友，做这题时要求不必过于苛刻，只要所说物
体的形状与相关几何形体相近就可以了。让孩子充分感受数
学就在生活中，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西师版一年级连加连减课篇四

本节课是在学生学习了“9以内数的认识，7以内数的加减法，
以及一图写二式”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学生应能顺利的进行9以内数的加减法以及根据一图写出四式，
为后续学习数打下基础。

不足之处：

教学第一个例题（恐龙图）这部分我将课件上的恐龙制作成
了动态的（好像在向前爬行），结果学生将其中一条减法算
式理解成前面两只恐龙离开了视线，对另一条减法算式的理
解造成了困难。谢老师指出，课件的动静制作应该要充分的
考虑，不能单纯为了课件的美观，我将这里的“恐龙”制作
成了动态的，无形中给学生的学习注入了无关刺激，给学生
的学习造成了困难。

教学第二个例题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在教学中应不应该把
如何摆规定死（同颜色摆一起），谢老师指出，这里有三个
层次的作用，第一层次是为了写算式和解释算式方便，第二
层次是为了说明加法的意义方便，第三个层次是渗透集合的
思想。经过谢老师的一番指点，才发现这样一个小小的规定，
还存在那么多的深层含义，以后要勤于思考。

在后面的2个练习中我缺乏层次性，在这节课的设计中一点都
没有考虑到，其中有时间的关系，但更多的是自己意识的不
足，练习大概可以分这3个层次吧，第一层次是基础练习，第
二层次是应用练习（与生活结合），第三层次是提高练习
（为下步学习准备）。

成功之处：

课堂顺畅，言语通顺。

西师版一年级连加连减课篇五

《母鸡》是在学了老舍先生写的精读课文《猫》后安排的一
篇略读课文。课前的学习提示是这样写的:在老舍的笔下，那



只既古怪又可爱的猫跃然纸上。下面这篇课文也是老舍写的。
认真读一读，看看他写的母鸡又是怎样的;再比较一下，两篇
文章的写法各有哪些特点。

《母鸡》描写了作者对母鸡的看法的变化，表达了对母爱的
赞颂之情。课文以作者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前后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前半部分写了母鸡的无病呻吟、欺软怕硬和拼命炫
耀，再现了一只浅薄、媚俗的母鸡;后半部分则描写了母鸡的
负责、慈爱、勇敢和辛苦，塑造了一位“伟大的鸡母亲”的
形象。作者对母鸡的情感由“讨厌”转变为“喜爱、尊敬”。
本文的语言风格比较口语化，直白自然，发着浓郁的生活气
息，读起来令人感到亲切舒服。这篇课文的重难点是引导学
生自读自悟，体会母爱的伟大，并通过比较老舍两篇文章的
特点，感悟作者的语言风格，加强语言实践。四年级的学生
虽已初步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自读自悟方面的学习能力，
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内容浅显，学生很容易理解课文内容，
要求在一课时内学完。但在体会作者情感和写作方法时需要
教师加以适当点拨、引导。教学中的作文指导方法不正确、
不具体。这篇课文以作者的情感变化为线索来组织文章内容，
重点段落各有特色，在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其中的特点
来积累好词好句。如在学习第7段中，就应该抓
住“蹲”、“挤”、“伏”、“爬”、“啄”等动词来体会
母鸡的“慈爱”。而我在进行作文指导时是从大处着手，没
有让学生得到具体的写作方法，全是泛泛而谈。

总之，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我应该注意训练学生善于表达
的能力，要注重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