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圆面教学反思积极与消极 圆面积教
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圆面教学反思积极与消极篇一

圆的面积的推导是建立上转换思想上推导出来的，在课前预
习上我让学生自己准备一个圆平均分成偶数等
分8、12、16、24均可，并未说明均等分以后的作用，让学生
带着疑问进入到今天的学习。

学习之初，我课件出示的是工人铺人工草坪，问草坪的面积
是多少平方米？这个问题，一方面让学生了解圆的面积的意
义，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体会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和学习数
学的必要性，由于学生没有学过曲线围城图形的面积求解，
所以课堂的开始关于草坪面积的求解，学生毫无头绪，这时
再讲让学生回忆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的推导过程，学生能顺
利回忆出释割补，拼接转化成他们熟悉的图形长方形。这时
再顺利过渡到圆的面积的推导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办
法呢，就水到渠成了。

在让学生拿出自己准备好均分的圆，自己试着拼一拼中，发
现大部分同学都只是均分成了八份，离长方形的还有一定的
距离，这时我课件出示。16，32等分以后拼成的图形使学生
发现分的份数越多，拼成的图形的边就越直，越接近于长方
形，在这种理解和掌握圆的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中，不仅培
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培养了学生的极限思想。

在这节课的学习中发现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在让学生课前准备圆，第二天检查时仍然发现好多同学没有
准备，在准备的同学中，均分到8份以上的同学又少之又少，
所以在以后的教学中会事先分好组，避免出现此类事情。

由圆拼成长方形以后，观察长方形的长与宽与圆的半径和周
长由什么关系时，很多同学并不能找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由
此发现学生的观察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引导和培养。

圆面教学反思积极与消极篇二

轻声一直是学生学习的弱项，出现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最主
要的问题还是分不清楚哪些词语是轻声，也有一些学生不掌
握轻声的读法。针对这种情况，特意出了张轻声练习试卷让
学生练习。结果不容乐观！出错率在二十个左右的算是好的，
也有错误率极高的学生存在。今天一个个提问过去，发现有
些学生在语音上有了的提高，当然也有些学生仍旧停滞不前。
其实语音的学习最主要的还在于自我的重视，真正重视了，
效果总是有的。

两个班的学习氛围也各不相同，其中每班都有学生特别不认
真，所有的作业都等同于应付，几乎不太能看出进步的倾向。
口语作业的检查只能以抽查为主，这对于一些“脸皮厚”的
学生来讲，就是碰运气，平时不会准备，如果真的抽到就当
自己倒霉一次，最后便是沉默不语。其实面对沉默不语，有
时我更多的还是无奈，批评和鼓励都不起任何作用。即便苦
口婆心，即便软硬兼施，对其而言都不会有任何改变。真是
让人头疼的事情，我现在似乎到了教育的边界，真不知道应
该怎样才能突破瓶颈。

不过一有点可以肯定，我的教学不能应付，要有所收费获必
将要有所付出。即便如此，我还要继续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



圆面教学反思积极与消极篇三

圆的面积公式推导是学生掌握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面
积公式推导后的探究。学生有了应用转化的思想来推导面积
公式的经验。所以教学设计时，我注意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
重视学生获取知识的思维过程，重视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进
行教学设计，为学生的自主探究创造条件。

1.复习旧知识，引入新知。让学生回忆一下以前学过的平面
图形的面积公式的推导方法，利用多媒体课件直观再现推导
过程，学生在回顾旧知识的过程中领悟到这些平面图形面积
的推导都是通过拼摆的方法，把要学的图形转化成已经学过
的图形来推导的，从而渗透转化的思想，并为后面自主探究
推导圆的面积作好铺垫。

2.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本课时教学的重点是
圆的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教学时，教师作为引导者只是给
学生指明了探究的方向，而把探究的过程留给学生。在演示
前，我要求学生边观察边思考什么变了，什么没变？你能发
现什么？再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合作剪拼，把圆转化
成学过的图形（平行四边形），我把各小组剪拼的图形逐一
展示后，又结合课件演示，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发现“分的份
数越多，拼成的图形就越接近于长方形”，并从中发现圆和
拼成的长方形之间的关系，从而根据长方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推导出圆面积的计算公式。在整个推导过程中，学生始终以
积极主动的状态参与学习讨论，共同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
体验成功的喜悦。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
握圆的面积的计算公式，而且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意识、实践
能力、探索精神。在掌握数学学习方法的同时，学生的空间
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发现了圆面积的公式后，再用用数
方格的方法来验证，学生觉得既轻松又简单，而且对公式的
掌握和理解学得又牢固扎实。

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特别提出了“让学生经历类比、猜



想、验证可探索圆面积的计算方法的过程。”而我在本课中
的这些设计符合新课程的理念，使学生在兴趣盎然中经历了
自主探究、独立思考、分析整理、合作交流、验证等过程，
发现了教学问题，经历了知识产生的过程，理解和掌握了数
学基本知识，从而促进了的思维发展。

圆面教学反思积极与消极篇四

《练习九》教学反思

认识直角要抓住“比较”这个环节，通过反复的比较让学生
建立锐角、直角、钝角的清晰表象。在教学中我也抓住了这
一点，对于一般的锐角和钝角学生基本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对于一些接近于直角的锐角和钝角，学生都认为是直角，
我就让学生借助三角尺上的直角来比一比，但是一部分学生
将三角尺转来转去，怎么也放不准。在借助三角尺上的直角
来比一比，这个环节上还要加强示范，以及个别辅导，这样
才能让学生掌握好这一方法。

困惑:

思考中……

希望能有更好的办法能教会他们画直角标记

圆面教学反思积极与消极篇五

在学生掌握了长方体表面积的计算方法后，我没有单独安排
时间推导正方体表面积的计算方法，而是设计了一道练习题
（求长、宽、高都是3厘米的长方体的表面积的最优方法）。
学生在探讨算法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发现了正方体表面积的计
算方法，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培养了学生优化思维和求异
思维的能力，促进课堂效益的提高，在学生探究和交流的过
程中，达到优化思维，推陈出新的效果，并从中感受到学习



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