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年级连乘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与
评价 三年级数学两步连乘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反思(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连乘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两步连乘解决实际问题》是三年级上册的内容，学生在二
年级时，已经学习过表内乘、除法以及加、减法解决简单两
步计算的实际问题。而两步连乘的实际问题和简单的两步计
算实际问题相比，向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学生能
全面搜集信息，找到直接相关联的两个量，能较完整表达自
己的解题思路：即通过之前找到的直接相关联的两个量，说
出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在学习该部分时，学生不仅需要去
搜集信息更需要去选择分析有用的或者是有关联的信息，使
得掌握不同的解题策略。

本节课开始我先出示几道例题，回顾以前学习的知识。之后
出示例题：每个方阵有8排，每排10人，共有3个方阵，首先
我没有直接提出问题而是要学生先找一找能从题目中得到哪
些信息，叫他们从中选择两个条件进行组合提出一个一步计
算的问题，大部分孩子都能提出问题。通过提一步计算的问
题不仅唤起了他们已有的知识经验，也为下面学习两步连乘
做好铺垫。因为大部分学生能够独立的解决这样的题目，所
以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想怎么解决，把重点放在了理解解题思
路上，说出用哪两个条件，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在通过指
名交流和同桌互说之后，让学生感悟解决两步连乘的实际问
题时，要先找出两个直接相关联的条件，再计算。之后，再



出示小动物运水果和摆水果两题，让学生加深对找出解决两
个直接相关联的`条件的重要性。在进行巩固练习时，我出示
例题，每天跑2圈，没圈400米，一个星期跑多少米？学生独
立解决该问题时，有学生将400和7两个无关的量组合在一起，
这时候需要让孩子去说出算式的意义，当孩子说不出时，因
势利导地指出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把两个有关系的条件联系
在一起，想想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本节课的教学，我比较重视学生对于解题思路的训练，发展
学生的思维，学生整体学习氛围较好。

三年级连乘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问题萦绕了我好久。

秦老师就解决问题的话题，也指出了我平时教学这部分内容
时不正确的一些做法。

陈老师则讲了关于建构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多种路子。

我思量着，怎么把他们讲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教学思路？

一番也许比较肤浅的思量后，根据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在
本节课我定了这样三个目标：

1、学生能全面搜集信息

2、学生能找到相关联的两个量，并能提出问题（即中间问
题）。

3、学生能较完整表达自己的解题思路。

教学重点：正确解题，并找出中间问题。



教学难点：表达自己的解题思路。

【课前趣题】

课前，我在黑板上出了老船长带7只小猫、8只小狗、5只羊出
海，问老船长多少岁的题目。孩子们一看就兴高采烈的列了
很多算式，广益看了题后忍不住走过来悄悄跟我说，老师，
这里老船长的岁数只是他自己的岁数，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没
有联系的条件求出来。

我组织孩子们交流后，我又追问了一下，为什么这里不能求
出老船长的岁数？

孩子们明确了，针对一个问题，只有相关联的量才能解决问
题。

（绿水：这里主要让孩子们体会信息对于问题而言的关联性。
）

【教学例题片段】

例题：有6袋乒乓球，每袋5个，每个2元，求6袋一共多少元？

（教材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出现，并且第二个信息隐藏在图中。
）

师：谁来说说这里的信息。注意说全了。

苏苏：有6袋乒乓球，每个2元。

融融：还有一个信息呢。每袋乒乓球5个。

师：你怎么知道的？

融融上台指。



师：我们搜集信息时不能只看文字，还要联系文字看看图。

（绿水：本节课的题目都有信息隐藏在情境图中，所以，孩
子们的解题习惯需要平时教学中潜移默化的渗透，西西，渗
透还包括一种习惯的养成吧！）

师：同学们先观察思考题中的信息，再独立解题，可以多种
解法，最后小组交流你的解法，说说先求出什么，你是怎么
知道的。

学生活动。

（我看到很多小组都用了3种解法，、分别是

52=10（元）、106=60（元）；

65=30（个）、302=60（元）

26=12（元）、125=60（元））

（绿水：在这里巡回时，我看到孩子们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很轻松就列出了算式，大部分能列出第一第二种，小部
分还列了第三种。所以，我把教学重点侧重了一下学生能较
完整表达自己的解题思路。）

集体交流时，我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主派代表来发言，
组员自告奋勇上台补充。孩子们劲头十足，为了防止有孩子
不投入，我只说了一句话，善于聆听别人的发言，能立刻举
手发表观点，是老师评价你们聪明的唯一标准。范老师就在
一边等着欣赏你们的`智慧啦！

嘉欢小组说了第三种解法，嘉欢说完，底下孩子的神态千奇
百怪，有迷茫，有认同，有急着也想说的。

我让嘉欢说了思路，原来，他们是这样理解的。26=12（元）



就是每袋中拿一个乒乓球出来的钱数。125=60（元），就是5
次拿完也就是6袋一共的价钱。

嘉欢说完后，小敏上台指着把他们的意思说了一次。

底下有些孩子说着，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绿水：如果单纯看文字呈现的信息，我还真想不出有这样
的解法，我表扬了部分孩子善于从图上搜集信息。但是，为
了防止作业中学生不思考，胡乱把数与数乘，所以，我建议
他们一般不用这样的思路解题。）

小雨小组介绍了第二种算法。表达不错，就是几个孩子轮回
着说着补充着，挺费时的。

绿水反思：在这节课，孩子们体会最深的就是要找出相关联
的两个量并提出问题。课末，再回到老船长的问题上来，孩
子们都清楚了解决实际问题，不是单纯的数之间相加相减，
乘乘除除。需要理解才能解决。

在这节课，我最大的收获是，开始用lexin姐姐说的问题意识
去引导孩子们，江苏教材没有的，我们就在课堂上渗透多些
些啦！

绿水疑惑：芦苇说她在二年级时教孩子们用每份数、份数的
概念去找数量，解决应用题，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不知
道这对孩子建构知识是起着提炼的作用，还是压制的作用，
期待指点，期待学习！

三年级连乘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核心提示：本节课上的是“用两部计算解决实际问题”，首
先通过情境图，让学生根据情境图，发现题目中的条件，在
我黑板演示划线段图之后，让学生在下面画图，有部分同学



画的不是很美观，有些同学不会画，在我投影出示之后，大
部分同学都能把图画的更好些。...

本节课上的是“用两部计算解决实际问题”，首先通过情境
图，让学生根据情境图，发现题目中的条件，在我黑板演示
划线段图之后，让学生在下面画图，有部分同学画的不是很
美观，有些同学不会画，在我投影出示之后，大部分同学都
能把图画的更好些。

然后我让学生根据问题列式解答，有很多同学都只算出了上
衣的.价钱，忘了裤子的价钱，在我指导下，大部分同学都会
了。而对于其中的一种方法，“3+1=4，4*28=112”不理解，
在我讲解之下，他们知道了，“4”代表4个28，所
以4*28=112就算出了一套衣服的价钱。课堂作业当初，还是
有一部分同学还是会忘了一个线段，对于这方面的练习，还
要加强训练，要让他们知道做题目不能粗心，不能遗漏条件。

三年级连乘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新教材的特点是情景图比较多，颜色鲜艳、生动活泼，很能
吸引学生的眼球，但我发现。在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连乘和
连除解决问题中，往往有一些条件隐藏在情景图中，往往学
生也被图给迷惑，出现了一些学生不去审题，只拿出文字中
的条件去计算。连乘和连除应用题他们当一步应用题来解决。
于是我在教学中不是引着学生逐字逐句分析并解答应用题的，
取而代之的是学生自主的探究和合作交流，“你自己试一试，
然后小组讨论，你教一教不会的同学。”学生的思维和方法
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连乘应用题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而
且学生普遍能讲出道理来，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积极
的参与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努力的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大
胆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课堂上以小组活动为主体，创造了
一种和谐的、民主和学习氛围。每个问题的提出，先是由学
生独立思考，再到两人商讨，然后小组交流，把时空有限的
课堂变为人人参与、个个思考的无限空间。



教师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者，而是一个成功的组织者
和引导者、设计者。面对学生对数学不感兴趣，感到数学枯
燥无味、抽象难学的现状。变“简单的求钢笔的价钱”为解决
“学生身边的体育用品”中的实际问题，教学内容贴近学生
生活，为学生喜闻乐见，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学过程
中，教师通过扶——半扶半放——放，师生交流，生生交流。
使全体学生都有所得。

解决问题教学理当重视数量关系的分析与解题思路的梳理。
本节课在分析应用题时，让学生从情景中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并解决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学生思维的过
程，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留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去
议论、去争辩、去探索。例如：如何购买钢笔等。这样教学
不仅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使学生的创新
思维得到的发展。

三年级连乘解决问题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在教学之出，我先出示一袋乒乓球、乒乓球每个2元和6袋乒
乓球、每袋5个这两组条件，让学生来猜老师将要提出的条件
并解答，以此培养学生的提问能力和从图中找出条件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出示全部条件，让学生解答6袋乒乓球一共要多
少钱这个问题，再之前的一步计算的'基础上，学生都能很快
地列式计算，并能按照要求，说出用哪两个条件，先算什么，
再算什么。在通过指名交流和同桌互说之后，让学生感悟解
决两步连乘的实际问题时，要先找出两个直接相关联的条件，
再计算。之后，再出示小动物运水果和摆水果两题，让学生
加深对找出解决两个直接相关联的条件的重要性。

在这一环节中，我故意在题目中少出示一个条件，第一个情
况是出示了桃树有48棵、苹果树的棵数是梨树的2倍和苹果树
有多少棵？这些条件让学生来解决。学生立即反应出所给的
条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能做。而在更改过条件之后，又出
示了桃树有48棵、梨树的棵树是桃树的3倍和苹果树一共有多



少棵？这些条件，让学生来解决，仔细的学生也会发现，虽
然条件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和问题没有联系。在这个基础上，
让学生加深对找出两个直接相关联的条件的理解。

本节课的教学，我重在强调让学生找出两个直接相关联的条
件，然后再进行计算。但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我在让学生
说出根据哪两个条件先算什么，再算什么方面上强调地还不
是很到位，导致部分好的学生能理解做题的思路，但还有少
数学习上比较弱的学生对解题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