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自行车教学反思小班(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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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自行车教学反思小班篇一

在本节课的设计中，我重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以学生的
动手操作为主线，辅以学生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学习，让学
生主动参与到“提出问题——实验——寻找解决方案——再
次提出问题——实验——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模型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从而感受数学知识的实用价值。具体体现在：

1.知识容量大，教学过程清晰。先以回忆与自行车有关的知
识为切入点，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出发，为学
习自行车里的数学做好铺垫。然后通过质疑引入例题组织教
学，让学生在说一说、试一试的活动中分两个层次由浅及深
地全程参与到“蹬一圈能走多远”、“前齿轮转一圈后齿轮
转几圈”的问题讨论过程中。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
仔细的观察、动手操作、讨论交流、归纳总结，建立数学模
型并收集数据计算出结果。最后通过一组同步练习巩固新知，
通过一组开放题的练习拓展学生思维，进一步提高学生能力。

2.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动手操作探究。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实
际操作，从复习引入开始就让学生通过看一看、数一数等数
学活动充分激活知识储备。在例题学习中让学生自行车，吧
操作、探究和解决问题有机的结合起来，把学生放在了主体
地位。

3.教学设计梯度明显，将知识点分为两个层次组织教学，指
导学生由基础开始探究，理顺了探究知识的方法，遵循了由



浅入深、扶放结合的原则。

4.教学时，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
已有知识出发，引导学生开展观察、操作、推理等活动，获
得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

5.时间充分。课堂中我比较重视与生活实际结合，从复习引
入开始就让学生通过看一看、数一数等数学活动充分激活知
识储备。在例题学习中让学生观察简易的自行车模型课件的
演示，把探究和问题的解决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生放在了
主动的地位。

自行车教学反思小班篇二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重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以学生的
动手操作为主线，辅以学生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学习，让学
生主动参与到“提出问题——实验——寻找解决方案——再
次提出问题——实验——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模型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从而感受数学知识的实用价值。学生在学习
中积极主动，充分发挥合作学习的优势，互相补充完善知识，
学习效果较好。具体体现在：

1.虽然知识容量大，但教学过程清晰，重难点突出。先以回
忆与自行车有关的知识为切入点，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
生活经验出发，为学习自行车里的数学做好铺垫。然后通过
质疑引入例题组织教学，让学生在说一说、试一试的活动中
分两个层次由浅及深地全程参与到“蹬一圈能走多
远”、“前齿轮转一圈后齿轮转几圈”的问题讨论过程中。
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仔细的观察、动手操作、讨论
交流、归纳总结，建立数学模型并收集数据计算出结果。最
后通过一组同步练习巩固新知，通过一组开放题的练习拓展
学生思维，进一步提高学生能力。

2.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动手操作探究。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实



际操作，从复习引入开始就让学生通过看一看、数一数等数
学活动充分激活知识储备。在例题学习中让学生自行探究，
把操作、探究和解决问题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

3.教学设计梯度明显，将知识点分为两个层次组织教学，指
导学生由基础开始探究，理顺了探究知识的方法，遵循了由
浅入深、扶放结合的原则，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规律。

不足：受时间限制，变速自行车的知识探究没有充分展开，
有些学生似懂非懂，没有真正理解。

文档为doc格式

自行车教学反思小班篇三

《自行车里的数学》教学反思这是一节很新颖的课，在这节
课的教学中，我以学生课前调查为铺垫，以学生的动手操作
为主线、辅以学生自主学习、小组交流，让学生主动参与到
经历提出问题---实验---寻找解决方案-----再次提出问题--
-实验-----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模型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从
而感受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

首先从计算大小齿轮转动的圈数为切入点，从学生已有的反
比例知识知识储备出发，为学习自行车里的数学，作好铺垫。
然后再通过质疑引入例题教学，让学生在说一说、试一试的
活动中分两个层次及由浅及深地全程参与到要是蹬一圈，能
走多远？前齿轮转一圈，后齿轮转几圈的问题讨论全过程。
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课前收集的有关自行车前后齿轮
的数据进行仔细的观察、分析、计算，得出结果。从而建立
数学模型，这样既拓展了学生思维，同时达到提高学生能力
的目的。

课堂中我比较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从复习引入开始就让学



生通过看一看、数一数等数学活动充分激活知识储备。在教
学中教师把变速自行车带到课堂中来，让学生实际操作自行
车，进一步理解前后齿轮的关系。同时也间接地了解自行车
的省力与速度的关系。把操作、探究和问题的解决有机地结
合起来，把学生放在了主动的地位。

自行车教学反思小班篇四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重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以学生的
动手操作为主线，辅以学生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学习，让学
生主动参与到“提出问题——实验——寻找解决方案——再
次提出问题——实验——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模型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从而感受数学知识的实用价值。学生在学习
中积极主动，充分发挥合作学习的优势，互相补充完善知识，
学习效果较好。具体体现在：

1.虽然知识容量大，但教学过程清晰，重难点突出。先以回
忆与自行车有关的知识为切入点，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
生活经验出发，为学习自行车里的数学做好铺垫。然后通过
质疑引入例题组织教学，让学生在说一说、试一试的活动中
分两个层次由浅及深地全程参与到“蹬一圈能走多
远”、“前齿轮转一圈后齿轮转几圈”的问题讨论过程中。
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仔细的观察、动手操作、讨论
交流、归纳总结，建立数学模型并收集数据计算出结果。最
后通过一组同步练习巩固新知，通过一组开放题的练习拓展
学生思维，进一步提高学生能力。

2.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动手操作探究。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实
际操作，从复习引入开始就让学生通过看一看、数一数等数
学活动充分激活知识储备。在例题学习中让学生自行探究，
把操作、探究和解决问题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

3.教学设计梯度明显，将知识点分为两个层次组织教学，指



导学生由基础开始探究，理顺了探究知识的方法，遵循了由
浅入深、扶放结合的原则，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规律。

不足：受时间限制，变速自行车的知识探究没有充分展开，
有些学生似懂非懂，没有真正理解。

自行车教学反思小班篇五

这一课是线条系列的内容，目的是通过对自行车的写生，引
导学生学习精细地观察，培养学生的观察习惯，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线造型能力。生活中的自行车线条丰富，
大到车轮上的纹理，小到一个个螺丝，都充满了丰富的线条，
便于学生对细部的观察和刻画。

在课堂上，我先以问题的方式导入，本着“先学后导，自主
发展”的教学理念，我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学，引导学生观察
教材中的自行车，既有整体的又有局部的，了解自行车的基
本结构、细部特征和线条的变化。学生讨论之后能较完整的
说出自行车的的种类、各个组成部分，明确要用线造型的方
法精细的描绘自行车。在学生画画之前对学生进行作画指导，
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自行车各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和线条的衔
接等；从离自己最近的部位开始，把握好整体之间的大小关
系，具体画出零件的衔接关系，用丰富的线条画出局部特点。
在绘画时，同学们从自己最感兴趣的部位入手，从细节入手，
表现出了他们平时没有观察到的内容，画面效果出乎自己的
意料，带来了意外惊喜。

然而由于平时写生类课程较少，有些学生不知道如何下笔，
这正反映出线造型是学生的弱点，今后应加强练习。学生作
业出现的问题有：

1、线条画得相互不衔接，使自行车显得松散。

2、不大注意车各部分的比例关系。



3、不敢下笔，画小了，画偏了。

4、不够精细。错误较多的作业需要老师个别指导纠正，带有
共性的错误全班讲解，为下一课的人物头部背像精细描写打
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