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认识时间第一课时教学反思(优
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认识时间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一

1、让自己的课堂更真实。

所谓的真实，应该是面对学生的真实的认知起点，展现真实
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我们不能无视于学生的学习基础，不能
把学生当成白纸和容器。随意刻画和灌输。更不能死抱教案
一问一答。牵着学生鼻子走，这样我们会把“人”教“死”
了，这也是为什么对我们备课提出备学生的要求，第二次尝
试虽然没明显的复习痕迹，但其实也都是建构在学生已有的
生活与知识基础上的，承认他们的知识功底，这样才能引起
学生的共鸣。

2、要让自己的课堂动起来。

这里是指“互动”。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好的数学老师应
该营造一种生动的数学情境，一种平等的对话情境。在这种
讨论或交流中，我们进行平等的心灵沟通与知识互换，才能
取得更理想的教学效果。”在第二节课中我就采用的是生活
的，对话的形式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学生积极参与到学
习生活中来，课堂更体现了活力。

3、让自己的课堂充满耐心与智慧。

其实课堂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每一节课都是不可预设与复制



的生命历程。我们应该让孩子对你的课堂印象深刻。所以课
前教学设计成为重要。备课要全、深、细。没有备课时的全
面与周密设计，就没有课堂上的有效引导和动态生成。没有
上课前的胸有成竹，就没有课堂上的.游刃有余。我们只能运
用教师的智慧与耐心引导学生，使之在获取知识的同时获得
健康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

4、也是最深的体会。情境的选择与应用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
不可忽视。

它是促使和引导学生积极置身于自主探究学习的有效途径和
手段。有些情境的创设可能只不过是一幅供学生欣赏的美丽
图画而已，无法点燃学生心中探究欲望之火。比如说做法一
中的情境图。只是单纯的呈现工具而已，作用不大，教学效
果不是很明显。而且可能很被动。新课标指出提供给学生的
学习内容必须是现实的，有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而对于处
于不同年龄层次的小学生来说，现实的含义又是不同的。对
低年级而言，它就更多意味着与他们直接相关的发生在他们
身边的事或物，颜色，声音。动画是他们喜闻乐见的内容，
所以我选择了幻灯片的教学手段，并且以现代感极强、时下
最轰动的动画片为饵，以激起他们内心主动探究的愿望。

《认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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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时间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二

这周学习了《认识时间》这一单元，是在一年级认识钟表的
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时间，本节课的.教学是让学生能够5分5分
的认读时间，知道1时=60分。

从之前学过的“整时”、“半时”引入，再根据主题图让学
生大胆猜一猜，说一说，引入课题。让学生说说钟面上有什
么，巩固时针、分针、大格、数字、小格表示的意义;探究发
现时针转过1大格，经过了多长时间?2大格?……;探究分针转
过1小格，经过了多长时间?2小格?……;再探究分针转过1大
格，经过了多长时间?2大格?……紧接着探究怎么读、写时间。
重点强调8时05分写时要用0点位。

但是知识点太过集中，教完一个，再教下一个，无意中学生
又迷糊了，有些学生对旧知识忘得干净，分不清时针和分针;
二是上半节课想引导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去探索，浪费了较
多的时间，以至没有时间进行认读，只能到下一节课，等下
一节课重新讲解时学生已经失去的激情。

从学生课后练习完成情况看，当出现几时45分、几时50分、
几时55分时，学生对于时针的确定容易出错。所以还是需要
加强理解和认知，观察体验指针转动的过程，重点在于分针
转动，时针也在慢慢转动。让学生通过直观感知，而不是通
过语言去总结“时针走过几就是几时”这样太抽象了。学生
不能精确地掌握这一点。

认识时间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三

《认识时间》是人教版第二册第七单元的内容，是在上学期
认识钟表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时间，本节课的教学是让学生



能够5分5分的认读时间，知道1时=60分。反思我的教学过程，
有很多值得我总结的地方，有成功也有不足。

在设计这节课的教学时，我自认为设计的过程还比较满意：

1。从生活中来，从上学期学过的“整时”、“半时”引入，
复习铺垫。而后出示上课画面和8时15分的钟面，让学生大胆
猜一猜，说一说，并就此引入课题。

3。探究怎么读、写时间。重点引导学生自己发现8时05分写
时为什么要用0点位。学生在讨论中说出“因为写8时要两
个0”“5分的十位是0”，我觉得学生的见解真有独到之处。

似乎层次很清楚，可实际教学效果很不好。失败的原因在哪
儿？我认为：

1。过分强调设计的层次，变成了把知识点集中，教完一个，
再教下一个，无形中又回到了“满堂灌”的误区。

2。急功近利，只重视了自己的设计是否清晰，只关心我是否
能按设计完整地上完课，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学生是具有
主观能动性的人。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没有深入了解学生
对旧知识的掌握情况，有些学生对旧知识忘得干净，分不清
时针和分针；二是上半节课想引导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去探
索，浪费了较多的时间，以至到认读时间时，学生的智力已
处于疲劳状态，注意力分散，而我组织教学又乏术，导致教
学任务没完成，教学效果较差；三是在认读时间中，由于心
态较急，对于认读方法没有详细小结和强化，而设计的练习
梯度较大，没有循序渐进（认读9时25分后就跳到认读2时45
分）。

3。以后我在教学中，要真正的重视预设与生成之间的差距，
亲身去体会学生的真实想法，让教学真正为每个学生服务，
让课堂成为人性化的课堂。



认识时间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四

在设计这节课的教学时，我自认为还比较满意：

１、从生活中来，从上学期学过的“整时”、“半时”引入，
复习铺垫。

２、说说钟面上有什么，巩固时针、分针、大格、数字、小
格表示的意义。

４、探究怎么读、写时间。

５、应用。似乎层次很清楚，可实际教学效果很不好。失败
的原因在哪儿？我认为：

１、过分强调设计的层次，变成了把知识点集中，教完一个，
再教下

一个，无形中又回到了“满堂灌”的误区。

２、急功近利，只重视了自己的设计是否清晰，只关心我是
否能按设计完整地上完课，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学生是具
有主观能动性的人。

３、以后我在教学中，要真正的重视预设与生成之间的差距，
亲身去体会学生的`真实想法，让教学真正为每个学生服务，
让课堂成为人性化的课堂。

认识时间第一课时教学反思篇五

11月7日下午第三节课，蛮子营小学全体教师参与观课，我在
讲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研讨时老师们给了我很多建议，
使我受益颇多。



本节课我是这样设计的，报数游戏，让孩子会5个5个的数数，
与分针建立联系。第一步，先孩子们熟悉钟表的结构。第二
步，认识分1分、几分。第三步，初步尝试读时间，认识1
时=60分。第三步例2教学、p91做一做练习，最后小结。

《认识时间》是小学数学二年级第七单元的内容，建立在一
年级已经认识整时和半时的基础上。老教师们指出，这部分
内容应该带领孩子们复习以下，唤醒孩子们已经有的知识。
这一点说明我需要对1-6年级的教材不了解，备课准备不充分。

《认识时间》这一课是比较抽象的，老教师建议可以让孩子
们自己动手制作钟表，这样可以加深孩子对钟表的认识。的
确，钟表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本课应该联系生活，
让孩子们感觉到认识钟表是很有意义的，自己动手制作还可
以让孩子体会制作的快乐，让本单元的学习充满乐趣。

老教师建议，数学语言要严谨，比如分针指向12，时针指向
几，就是几时，引导孩子说完整话，做大量练习。像几时几
分的时间，要明确时针刚刚走过了几就是几时多，分针从12
起走了几个小格就是几分。

老教师建议课堂提问学生应该关注到每个学生。

今后我要虚心请教老教师的经验，明确每节课的教学目标。
根据孩子的已有知识水平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怎样才能让
孩子们学会，让学生多参与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