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二年级认识时间单元教学反思 二年
级认识时间数学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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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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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认识时间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认识时间》一课的教学是在一年级上册认识钟表的基础上
进一步认识时间，是本学期的一个难点。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是让学生能够用5分5分数的方法认读时间，并通过实际的操
作，知道1时=60分。

由于时间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学生难以理解，因此，教学
时，我注意创造机会设计学生自己理解的环节，并借助多媒
体课件的资源进行辅助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时间概念。
教学开始，让学生回忆一年级内容，并提高了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回顾旧知的这一环节，内容过多，导致本节课有点
拖堂。新授部分分为这几个层次：首先，在屏幕上展示了一
个钟面，让学生清楚地看到钟面上有12个数、指针和格子。
让学生了解到12个数字把钟面分成了12个大格，每个大格又
被分成了5个小格。然后，再通过演示时针走一大格，分针走
一小格的过程，让学生清楚地认识了时和分。接着，又通过
课件的动画演示和色彩的变化，时针走一大格，分针正好走
一周的过程，让学生得出1时等于60分，较好地突破了本节课
的重难点。但在这一环节中，我是考虑到学生对于“几时
过”这一知识点时，我设计了“几时多一些”的知识让学生
去理解，但是这一部分中，由于本身自己没有钻研教材，语
言上比较随便，把这一部分讲的有点含糊。

有的知识光靠教师苦口婆心地讲，学生反复机械地回答问题，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学生也不一定能掌握得好，在教学
中，我明白不能单靠教师的讲授，而应把更多的时间让给学
生自己探索和交流，但是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出现了让学
生主动学习的少的现象。这节课中，设计了各种活动，让学
生看看、说说、做做。比如：我组织了拨钟活动，让学生根
据老师的要求，拨动钟面。在教学1小时=60分时让学生通过
直观的实物操作，对时分关系一目了然。通过实际的动手操
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也进一步强化了对时间的
认识和理解。但是这一部分学生用学具的活动设计的有些少，
学生的学具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但是，虽然我设计有拨钟
这一活动，但是拨的形式还是比较单一，都是老师说学生拨，
其实教师可以放手让同学间相互合作：一个人说时间另一个
人拨钟，或者一个人拨钟，另一个人说出钟面上的时间，这
样学生的参与度会更高，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

一节课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课中教师应把握好每分每秒，
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效，这要求教师教学语言要简洁精练，引
导要清楚明了，但这点我做得不够好，教学语言不够精练，
引导的不够细，使得时间的有效性没有把握住，导致课还没
完就匆匆结束了。

总之，信任学生，凡是能让学生自己学会的，让学生自己去
学会；凡是能让学生自己去做的，让学生自己去做；凡是能
让学生自己去讲的，让学生自己去讲。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
堂学习中，做学习的主人。

二年级认识时间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认识时间》一课的教学是在一年级上册认识钟表的基础上
进一步认识时间，是本学期的一个难点。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是通过实际的操作，让学生能够用5分5分数的方法灵活认读
时间，由于时间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学生难以理解，因此，
教学时，我注意创造机会设计学生自己理解的环节，并借助
多媒体课件的资源进行辅助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时间



概念。

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运用越来越重要，一个好的课件往往
能让学生更形象直观的掌握知识。所以，教学开始，我利用
关于闹钟的谜语引出学生熟悉的钟表，并出示钟面，让学生
回忆一年级内容，并提高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回顾旧知
的这一环节，内容过多，导致本节课有点拖堂。新授部分分
为这几个层次：首先，在屏幕上展示了一个钟面，让学生清
楚地看到钟面上有12个数、指针和格子。让学生了解到12个
数字把钟面分成了12个大格，每个大格又被分成了5个小格。
然后，再通过演示时针走一大格，分针走一小格的过程，让
学生清楚地认识了时和分。接着，又通过课件的动画演示和
色彩的变化，时针走一大格，分针正好走一周的过程，让学
生得出1时等于60分，较好地突破了本节课的重难点。但在这
一环节中，我是考虑到学生对于“几时过”这一知识点时，
我设计了“几时多一些”的知识让学生去理解，但是这一部
分中，由于本身自己没有钻研教材，语言上比较随便，把这
一部分讲的有点含糊。

学生在数学学习中不断地掌握新知识，但有的知识光靠教师
苦口婆心地讲，学生反复机械地回答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学生也不一定能掌握得好，在教学中，我明白不能
单靠教师的讲授，而应把更多的时间让给学生自己探索和交
流，但是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出现了让学生主动学习的少
的现象。这节课中，设计了各种活动，让学生看看、说说、
做做。比如：我组织了拨钟活动，让学生根据老师的要求，
拨动钟面。在教学1小时=60分时让学生通过直观的实物操作，
对时分关系一目了然。通过实际的动手操作，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学生也进一步强化了对时间的认识和理解。但是
这一部分学生用学具的活动设计的有些少，学生的学具没有
得到充分的运用。

但是，虽然我设计有拨钟这一活动，但是拨的形式还是比较
单一，都是老师说学生拨，其实教师可以放手让同学间相互



合作：一个人说时间另一个人拨钟，或者一个人拨钟，另一
个人说出钟面上的时间，这样学生的参与度会更高，同时也
能培养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

一节课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课中教师应把握好每分每秒，
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效，这要求教师教学语言要简洁精练，引
导要清楚明了，但这点我做得不够好，教学语言不够精练，
引导的不够细，使得时间的有效性没有把握住，导致课还没
完就匆匆结束了。

总之，信任学生，凡是能让学生自己学会的，让学生自己去
学会；凡是能让学生自己去做的，让学生自己去做；凡是能
让学生自己去讲的，让学生自己去讲。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
堂学习中，做学习的主人。

二年级认识时间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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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认识时间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时间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认识时间”是在一年级上学期
认识钟表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的，今天齐老师的以猜谜的方
式引出时钟，再根据小红一天的作息时间为主线进行教学。
齐老师制作了一个非常适合低段学生的课件，，通过图像的
闪烁及颜色效果，让学生了解到12个数字把钟面分成了12个
大格，每个大格又被分成了5个小格。然后，再通过动态演示
时针走一大格，分针走一小格的过程，让学生清楚地认识时
和分。接着，通过动画演示和色彩的变化，时针走一大格，
分针正好走一周的过程，让学生得出1时等于60分，这样会较
好地突破本节课的重难点。教师注意倾听学生谈话，启发引
导学生发散思维，在认识35分时，教师能够引导学生找到较
简便的方法，学生发现了时针指向6是30分，那么指到7就
是35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思维。在教学时，齐老师充分给
学生说的权利，几乎每个时间出来后都请学生说说看是怎么
看出来的，让每个学生都能自己说说时间是怎么看出来的，
加深他们的印象。学生的课堂上的表达能力也是一个很大的
特色，从小朋友出色的表达能力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教师在平
时的课堂教学上是很注重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的。

二年级认识时间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认识时间》一课的教学是在一年级上册认识钟表的基础上
进一步认识时间，是本学期的一个难点。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是通过实际的操作，让学生能够用５分５分数的方法灵活认
读时间，由于时间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学生难以理解，因



此，教学时，我注意创造机会设计学生自己理解的环节，并
借助多媒体课件的资源进行辅助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时间概念。

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运用越来越重要，一个好的课件往往
能让学生更形象直观的掌握知识。所以，教学开始，我利用
关于闹钟的谜语引出学生熟悉的钟表，并出示钟面，让学生
回忆一年级内容，并提高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回顾旧知
的这一环节，内容过多，导致本节课有点拖堂。新授部分分
为这几个层次：首先，在屏幕上展示了一个钟面，让学生清
楚地看到钟面上有12个数、指针和格子。让学生了解到12个
数字把钟面分成了12个大格，每个大格又被分成了5个小格。
然后，再通过演示时针走一大格，分针走一小格的过程，让
学生清楚地认识了时和分。接着，又通过课件的动画演示和
色彩的变化，时针走一大格，分针正好走一周的过程，让学
生得出1时等于60分，较好地突破了本节课的重难点。但在这
一环节中，我是考虑到学生对于“几时过”这一知识点时，
我设计了“几时多一些”的知识让学生去理解，但是这一部
分中，由于本身自己没有钻研教材，语言上比较随便，把这
一部分讲的有点含糊。

学生在数学学习中不断地掌握新知识，但有的知识光靠教师
苦口婆心地讲，学生反复机械地回答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学生也不一定能掌握得好，在教学中，我明白不能
单靠教师的讲授，而应把更多的时间让给学生自己探索和交
流，但是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出现了让学生主动学习的少
的现象。这节课中，设计了各种活动，让学生看看、说说、
做做。比如：我组织了拨钟活动，让学生根据老师的要求，
拨动钟面。在教学1小时=60分时让学生通过直观的实物操作，
对时分关系一目了然。通过实际的动手操作，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学生也进一步强化了对时间的认识和理解。但是
这一部分学生用学具的活动设计的有些少，学生的学具没有
得到充分的运用。



但是，虽然我设计有拨钟这一活动，但是拨的形式还是比较
单一，都是老师说学生拨，其实教师可以放手让同学间相互
合作：一个人说时间另一个人拨钟，或者一个人拨钟，另一
个人说出钟面上的时间，这样学生的参与度会更高，同时也
能培养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

一节课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课中教师应把握好每分每秒，
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效，这要求教师教学语言要简洁精练，引
导要清楚明了，但这点我做得不够好，教学语言不够精练，
引导的不够细，使得时间的有效性没有把握住，导致课还没
完就匆匆结束了。

总之，信任学生，凡是能让学生自己学会的，让学生自己去
学会；凡是能让学生自己去做的，让学生自己去做；凡是能
让学生自己去讲的，让学生自己去讲。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
堂学习中，做学习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