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梯形教学反思不足 梯形的面积教学反
思(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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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形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梯形的面积》一课，是在学生掌握了平行四边形和三角形
面积计算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学生已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
法，形成了一定的推理能力。由于所有学生已经有了推导三
角形面积公式的`经验，因此在推导梯形面积计算公式时，我
想放手让学生自己利用前面的学习经验，动手把梯形转化成
已经学过的图形，并让学生通过找图形之间的联系，用两个
完全一样的梯形拼一拼，看一看能拼成什么图形，然后学生
思考讨论：想想转化的图形与原梯形有什么关系？通过学生
自主探索实践活动，()学生亲自参与了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
真正做到“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而且思维能力、空间
感受能力、动手操作能力都得到锻炼和提高。让学生主动操
作、讨论，在充分感知、理解的基础上总结出梯形面积的计
算方法，从而让学生在探究中不仅获取了知识，而且学会了
学习。

梯形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是认识梯形及基本特征，认识梯形的底和
高以及等腰梯形等。因为有了做平行四边形的活动体验，现
在做一个梯形，学生能自己寻找材料，自己设计，方法多样，
教学时我也放得比较开。在学生充分感知的基础上学生自主
探索、发现梯形的特征。在交流梯形的特点时，紧扣教材中



问题进行，突出了梯形只有一组对边平行。在最后的教学中，
有意安排了一些通过折、拼、剪等图形之间转换的操作活动，
我想这对学生继续学习、探究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提供了方
法上的帮助。

今天教学了梯形的认识，相对来说教学内容较多，实际教学
时还是比较顺手的，因为有平行四边形的学习作铺垫，学习
过程也与平行四边形的.学习过程相类似，先做梯形，比较与
平行四边形的区别，认识梯形的各部分名称，认识等腰梯形、
直角梯形，最后做练习。整个过程也较流畅，学生学习起来
也没有多少困难，通过画、折、剪、拼等形式边做边学，学
生也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动手分、动手拼，答案不是唯一的，
学生积极性很高。在最后的补充习题的最后一题：把一个等
腰梯形奉承一个平行四边形和一个三角形，再量量三角形的
边你发现了什么？好几个学生的得出：这个三角形的两条腰
是相等的结论。我当时看到第一位学生的这个答案时还当回
事，当看到几个同学都是这样回答时我仔细想了他们这样做的
“理由”，他们其实知道题目的结果是三角形的两条边是相
等的，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但就是不会表述，混淆了概念
的从属关系，还混淆了等腰三角形各部分的名称与梯形各部
分之间的关系。于是我把这题拿出来集体分析，从三角形各
部分名称到什么是等腰三角形，什么叫等腰三角形的腰，弄
清一个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它的两条相等的边才叫腰，而
不管是什么梯形中不平行的那两条边都叫梯形的腰。我记得
在讲等腰三角形时我也强调过这两点的先后存在关系的，可
能在表述时确实易混淆的。可能过多的说教不会有太大的作
用，只有像这样遇到具体问题时学生才会真正理解。

梯形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通过学生自主探索实践活动，学生亲自参与了面积公式的推
导过程，真正做到“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而且思维能
力、空间感受能力、动手操作能力都得到锻炼和提高。让学
生主动操作、讨论，在充分感知、理解的基础上总结出梯形



面积的计算方法，达成了教学目的。本节课最大的亮点是：
有放有收，在发挥学生能动性的基础之上，在教师有目的引
导下，学生推导出了梯形的面积计算公式。首先，我让学生
回顾平行四边形和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是什么，三角形的面积
是如何推导的？然后呈现自学提纲，让学生围绕提纲，结合
课本上的内容进行自学，自己动手操作推导梯形面积的计算
公式。集体汇报时，对这几种推导方法的处理上也不一样，
重点分析了学生发现的第一种方法，但同时也肯定了其他的
推导方法。老师一句话中总结，不管用哪种方法来推，都能
推导出梯形的面积公式：（上底+下底）×高/2。

本节课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对学生的关注不够，学生计算
体系的'面积时遇到数字较大而且除以2的被除数是偶数时，
应该提醒学生先除以2，再计算，减少了数字繁大所带来的麻
烦。第二，在学生想办法转化成已学过的图形后，没有对学
生按所选方法的不同进行分组，给学生一个更清晰的思路。
第三，学生的个性没有得到张扬，受教学时间的限制，有的
学生没有完成梯形面积的推导过程。我将在今后的教学实践
中不断吸取教训，不断进步。

梯形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掌握梯形的有关概念；逐步学会分析和
综合的思考方法，发展合乎逻辑的思考能力；经历对操作活
动的合理性进行证明的过程，感受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都是
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重要途径；能够运用等腰梯形的性质进
行有关问题的论证和计算，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计
算能力。

本节的教学重点等腰梯形的性质及“转化”思想。

教学难点是通过添加辅助线把梯形的问题转化成平行四边形
或三角形问题，使学生体会图形变换的基本方法和转化的思
想。



等腰梯形的性质在小学学生已经初步认识过，对梯形的题型
中辅助线的添加（用的是”割补法”）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因此在教学设计中通过探索并证明梯形的性质这些重要结论，
从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出发，通过在同一梯形中不同类型辅
助线的添加，不仅让学生理解等腰梯形的性质与判定定理，
又让学生感觉通过添加辅助线，将梯形的问题转化成平行四
边形或三角形问题，体现所学知识与已学知识的密切联系。
同时也让学生体验一题多解的乐趣，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
解题的能力。

本节课始终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作为以小组为单位的学习活
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体会用类比的思想研究腰梯
形的性质，体验研究数学问题的常用方法：由特殊到一般，
由简单到复杂，体现“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是学
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这一思想，鼓励学生在探索规律的
过程中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培养学生主动探索，敢于实践，
善于发现的科学精神以及合作精神，激发学生应用数学的热
情。特别在运用“割补法”作等积变形时，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与参与度极高。

但在本节课中，仍存在“会操作不会说”“会说又不会写”
的两大老问题，从整体上存在基础薄弱的现象。

梯形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认识》是人教版小学数学第七册的内
容，是在学生认识了长方形、正方形、垂直与平行的基础上
进行的。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通
过动手操作，探讨出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特征。学会给四边
形分类，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学习重点是探讨平行四边形
和梯形的特征。教学难点是分清四边形之间的关系。根据目
标、重点、难点进行教学设计及教学，现做以下反思：

一、关注学生的经验和基础



由于本节课是在认识了长方形、正方形、垂直与平行的基础
上进行的。因此教学设计上先从教材70页主题情景图中找一
找见过的四边形，在纸上画出形状不同的四边形，并标出你
知道的图形的名称。然后展示教材第71页上图。“这些图形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复习四边形的概念及长方形正方形的
特点，唤起学生的经验，为新课的学习铺路搭桥，同时也让
学生体验到学习的轻松，体验的学习的愉悦。

二、重视知识的形成过程

数学结论和数学能力必须由学生在实践中获得，以听、看、
记忆接受而来的知识，理解较肤浅也易遗忘。而在体验中自
身感悟的知识理解透彻、记忆深刻。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是
不可能靠讲授、听而得来的，“能力”要在有效的活动中、
探究中、应用中、实践中锻炼而成的。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
特征是抽象的概念。为使学生能亲身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
我设计了动手操作，让学生量一量，比一比，想一想，说一
说，从而得出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特征。这样不但理解了知
识，而且能力也得到训练。真可谓是一举多得。

三、重视理清知识间的联系

数学知识的系统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决定了知识之间的相互
交叉。在教学四边形之间的关系时，先让学生给四边形分类，
再说出为什么这样分，给了学生自主的空间又便于理解知识
间的关系。在讲解关系时，把四边形比做大家族，其他则是
小家庭或家庭成员，并用课件演示出来，形象又具体。

四、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关系

数学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让学生体会到数学就在我
们的身边，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解决问题。巩固应用中，
我设计了一道习题：说说生活哪里见过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身边，在感悟中学数学。



本节课的不足是动手操作的时间把握及学生的兴趣调动还有
待于加强。

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向同事们多学习，多吸取他们的教学艺
术，积累自己的教学经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让自己的
数学课堂越来越吸引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