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质数教学反思 合数质数教学反思(汇
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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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找质数教学反思篇一

1、知识与技能：使学生理解并掌握质数、合数的概念，并能
进行正确的判断。

2、过程与方法：采用探究式学习法，通过操作、观察自主学
习-——提出猜想——合作、交流验证——分类、比较——抽
象——归纳总结——巩固提高学习过程，培养学生动手操作、
观察和概括能力，培养学生积极探究的意识。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体验与探究的活动中，让学生体验
数学活动充满着探索与创新，感受数学文化的魅力，培养学
生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找质数教学反思篇二

《找质数》教学反思《找质数》是在学生学习了倍数和因数，
会找因数，以及2、3、5的倍数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是
一节典型的概念教学，在这节课上我力求化抽象为直观，利
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把抽象的概念直观化，让学习结合图形参
与概念形成的全过程，在这节课中突出了以下两点：

一、数形结合，让概念直观化学生已经有了找质数的学习经
验，因此在这节课上，我从学生的已有经验出发设计教学，
让学生利用手中已有的小正方形拼摆出不同的长方形，比一



比谁的设计方案最多。学生在拼摆的过程中，直观地感受到
有的数因数个数比较多，有的数因数个数却比较少，把学生
的关注点第一次集中在因数个数上，数形结合把抽象的问题
直观化，让学生看到具体的研究对象。接下来，结合课件直
观演示，学生们把问题焦点再次集中在因数个数上，看着统
计的表格学生产生疑问，为什么有的小组设计方案较多，有
的小组设计方案较少，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方案的设计
呢？“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有的
认为可能是数的大小，有的认为可能是数的奇偶性，也有的
认为可能是因数的个数，在经历了深刻的生生互辩之后，统
一认识原来是因数的个数影响了方案的设计，把矛盾的焦点
集中在因数个数上，这时，再次问学生如果让你来选小正方
形的个数，你一定不选哪些数，结合课件再次深入研究这些
数，这些数的设计方案只有一种，因数的个数只有1和它本身
两个因数，像这样只有1和它本身两个因数的数就是质数，揭
示质数的概念水到渠成。在这个过程中，数形结合让学生清
晰地看到了质数的本质特点，把抽象的概念直观化。

二、自主探索，让学生经历概念形成的全过程以学生为主体，
引导学生小组合作，自主探究，全程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但是如何化抽象为
直观，让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刻，本节课上，组织同学们小组
合作，先通过组内合作拼摆长方形，发现不同的数因数个数
也不同。在经历了生生互辩，师生互辩之后，让学生的认识
更加深刻，从而达成共识，像这样只有1和它本身两个因数的
数就是质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经历了感知表象-概念的全
过程。在“做数学”的过程中，在老师引导下，通过自己的
思考和分析，最终获得质数与合数的概念。

找质数教学反思篇三

《找质数》这一部分知识的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联系不多，
所以学生十分困难用自己的经验进行知识的建构。因此，为
了在教学中使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质数、合数的概念，本节



课的设计以数学活动为主。

根据教材的特点及学生实际的情况，本节课我确定的教学重
点是理解质数和合数，教学难点是正确判断质数和合数。

教学中，在讲解难点时，我主要是让学生自己探索，通过拼
长方形的方法找到1——12的因数，之后让学生观察这些数的
因数的特点，最后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概括质数和合数。

而在突破难点上，我先引导学生总结出判断一个数是质数还
是合数的条件：除了1和本身外，是不是有第三个因数，如果
有就是合数，如果没有就是质数。在学生认识这一点后，我
便出示练习一，在练习一中的大部分数都是2、3、5的倍数，
同时在学生汇报材料答案时，我又引导学生总结出找第三个
因数的方法即根据2、3、5倍数的特征去找。在完成这个练习
后，学生就掌握了找第三个因数的方法，也等于掌握了判断
一个数是质数或合数的方法。

本节课的不足：结合本节课的教学情况分析，本节课的第一
个环节“用拼长方形”的方法找因数花费了太多时间，这直
接导致后面的课有点紧，针对该问题，我觉得可以把这一活
动放在课前预习，让学生在预习时先完成，然后再在课堂上
交流。

找质数教学反思篇四

《找质数》是在学生学习了倍数和因数，会找因数，以
及2、3、5的倍数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是一节典型的概
念教学，在这节课上我力求化抽象为直观，利用数形结合的
思想把抽象的概念直观化，让学习结合图形参与概念形成的
全过程，在这节课中突出了以下两点：

一、数形结合，让概念直观化学生已经有了找质数的学习经
验，因此在这节课上，我从学生的已有经验出发设计教学，



让学生利用手中已有的小正方形拼摆出不同的长方形，比一
比谁的设计方案最多。学生在拼摆的过程中，直观地感受到
有的数因数个数比较多，有的数因数个数却比较少，把学生
的关注点第一次集中在因数个数上，数形结合把抽象的问题
直观化，让学生看到具体的研究对象。接下来，结合课件直
观演示，学生们把问题焦点再次集中在因数个数上，看着统
计的表格学生产生疑问，为什么有的小组设计方案较多，有
的小组设计方案较少，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方案的设计
呢？“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有的
认为可能是数的大小，有的认为可能是数的奇偶性，也有的
认为可能是因数的个数，在经历了深刻的生生互辩之后，统
一认识原来是因数的个数影响了方案的设计，把矛盾的焦点
集中在因数个数上，这时，再次问学生如果让你来选小正方
形的个数，你一定不选哪些数，结合课件再次深入研究这些
数，这些数的设计方案只有一种，因数的个数只有1和它本身
两个因数，像这样只有1和它本身两个因数的数就是质数，揭
示质数的概念水到渠成。在这个过程中，数形结合让学生清
晰地看到了质数的本质特点，把抽象的概念直观化。

二、自主探索，让学生经历概念形成的全过程以学生为主体，
引导学生小组合作，自主探究，全程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但是如何化抽象为
直观，让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刻，本节课上，组织同学们小组
合作，先通过组内合作拼摆长方形，发现不同的数因数个数
也不同。在经历了生生互辩，师生互辩之后，让学生的认识
更加深刻，从而达成共识，像这样只有1和它本身两个因数的
数就是质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经历了感知表象-概念的全
过程。在“做数学”的过程中，在老师引导下，通过自己的
思考和分析，最终获得质数与合数的概念。

找质数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是概念教学——认识质数和合数，是对自然数的进一
步细化的认识，质数和合数反映的是一个非零自然数的因数



的个数的特征，本质还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分析一个
数的因数的个数，然后归纳总结出概念。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引导和帮助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概
念，是课堂学习的重要任务，也是培养数学能力的前提。儿
童形成数学概念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要进行多种复杂的
心里活动，通过“内化”达到“守恒”的过程。即：通过外
部的操作活动向内部的智力转化的过程。“守恒”就是学生
能牢固地掌握概念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并能根据概念的
内涵去辨认、去确定适合概念的外延。

基于儿童形成概念的基本过程，我设计了本节课的教学环节。
首先，学生用不同数量的小正方形拼长方形，在活动中，利
用数形结合把抽象的概念直观化，让学生感知学习的具体对
象。同时，教师还要启发学生思考，找到概念的本质属性。
所以，我在这里抛出问题“不同的正方形个数，有的只能拼
成一种长方形，有的可以拼成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长方形，
这是为什么呢？”，进一步培养学生深入思考数学问题的能
力。

在概念的引入阶段，组织学生观察、比较、分析，逐步发现
一个数的因数个数的特征：有的数只有2个因数，有的数有2
个以上的因数，使“质数”的概念在学生头脑中形成一个整
体的印象。在这个阶段，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充分地表达观
点，尝试把概念的本质属性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进而内化
为自己的知识。最后，通过不同类型的练习，达到概念的巩
固和运用。

纵观本节课，学生经历了一个“感知——表象——概念”的
学习过程，在“做”数学的过程中，在老师的问题引导下，
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最终获得质数与合数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