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学时的思想汇报(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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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最新教学时的思想汇报通用篇一

1、认识钟面和时间单位时、分，建立时分的时间观念，并学
会时间的两种写法；知道1时=60分。

2、引导学生初步建立时间观念，教育学生遵守时间，珍惜时
间，做时间的小主人。

3、让学生感悟到数学知识的魁力。

正确读、写钟面上的时刻,会认读分针在各个数上的时刻。

知道1时=60分,会看分针在各个数上的时刻。

一、复习认识过的钟面，为新知做铺垫

二、创境，激发学习兴趣

（一）、课件出示钟面

2、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二）、出示主题图

1、谈话：你们想参加喜洋洋儿童乐园的活动吗？先看看开始
的时间吧。



2、你能读出钟面上的时

3、他读的对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时、分的知识。

（板书课题：时、分的认识）

三、互动交流

1、学生交流，认识钟面

2、师引导学生认识钟面

师：（课件出示钟面）孩子们，关于钟面你还知道些什么呢？
跟同桌说一说

生1：钟面上有时针，分针

生2：钟面上有一个一个的小格子，还有大格子，有12个数字

（一）认识大格

师：刚才有孩子说钟面上有12个数字。

师：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是怎样排队的呢？最中间的这个12
呢，是钟面上时针和分针的家，从这里出发从右向左（师生
一起数数）

师：钟面上有多少个这样的大格呢？从哪里开始数？

师：孩子们，钟面上有12个数字也刚好有12个大格，我们可
以看到每个数字刚好对应每个大格上的点。（课件演示）

从12出发走到6，是经过了几大格呢？走到9呢？

（二）认识小格



师：刚才还有孩子说钟面上有小格，你能指一指这些小格子
在哪里吗？

生：（用实物投影指出钟面上的小格子）

生：从12开始一格一格的指着数。（60个小格）

师：刚才你是怎么数的？

生：5个5个地数

师：来数给我们看看。这样数是不是更快更准确呢！

（孩子们真能干，经过你们的细心观察对钟面又有了新的认
识，下面请你们擦亮眼睛再仔细看）

（三）认识1分（用实物钟演示）

师：孩子们，你们看，当分针从12出发先是走过1小格，就是
经过了几分呢？（1分）（抽生说一说）（分针走过一个小格
就是1分）

师：分针还在不停的走，走过了2小格，就是经过了几分？
（2分）继续走，走过了3小格，经过了4小格，走过了5小格，
就是过了几分？（5分）5个小格也刚好是一个大格。那么分
针走过一个大格也就是5分。（抽生说）

（四）认识1时，1时=60分

师：知道是几时吗？（2时）仔细观察接下来时针、分针又什
么变化？（课件演示）

生：分针刚好走1圈，时针走一大格。

师：时针走一大格，分针刚好走一圈，也就是1时=60分



生：读一读

师：我们再看看时针分针的这个变化

（五）完成填一填

全班交流

（六）读钟面上的时间用实物钟演示

了这（9时08分）你能读出现在的时间吗？你是怎样观察的呢？
（师继续用实物钟演示出下面的时间，请学生读出时间）

2、师：我们刚才是怎样认识钟面上的时间的呢？

3、师：钟面上时间除了这样表示，还可以这样表示，你知道
吗？认识用电子钟面表示时间的方法。

4、重点认识第二个钟面。

师：怎样用电子钟面表示呢？（因为不够10分，所以在写分
的时候十位用0表示）

5、剩下的你能自己写出来吗？

6、集体交流

7、你们现在能很快读出刚开始的这个钟面上的时间了吗？
（课件出示，开始闯关）

五、拓展测评

1、连一连，学生独立完成后，集体交流。

2、读一读，学生读写出钟面上的时间，全班交流。



3、拨一拨，学生在钟面上拨出规定的时间。

4、游戏：我拨你说

六、课堂小结

孩子们，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你们有什收获呢？

最新教学时的思想汇报通用篇二

霍顿教授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院院长，现在是澳大利
亚高等教育与研究集团的首席学术策略师。

研究结果将于8月在美国会计协会的会议上公布，说明了不同
机构的不同教学侧重点。根据aacsb的规定，院校将它们的主
要目的指定为研究、教学或两者兼顾。

研究发现，研究型学校在每位本科生身上平均投入了占学术
工作人员1.6%的时间，而研究型学校的这一比例为2.1%。硕
士学生在研究密集型机构和教学重点大学分别占据了3.6%
和4.6%的学术时间。

此外，20.5%的教师时间花在了教授研究密集型学校的博士生
身上，这是唯一一个拥有足够博士生来进行有效分析的机构
类别。

霍顿教授说，一些学生选择名牌大学，而另一些学生想
要“最好的教育”。尽管“两者都有市场”，但在学费高昂
的知名商学院的学生，很可能会支付额外费用，为了高薪提
供研究资金，或交叉资助其它学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支持
更好的学习体验。

该研究还发现，平均每个作者在24种最负盛名的商业研究期
刊之一上发表一篇文章的时间为1.4-1.9年，这使得此类研究



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巴格拉纳夫教授表示，在美国商学院，
撰写同行评议论文的成本很高，这几乎没有吸引到研究资金，
尤其是在以教学为重点、缺乏博士生支持研究工作的机构。

她表示，大多数商学院学者都参与了学术活动，但不一定发
表在了期刊上。例如，案例研究在商业研究中具有“很大的
价值”。但是案例研究通常不会被发表在期刊上面。

霍顿教授说，研究结果表明，大学应该被允许“利用自己的
优势来进行安排课程和教学”。

最新教学时的思想汇报通用篇三

11月23日-12月6日为期12天的90学时培训马上就要结束了，
经过这几天的学习，我收获颇多，受益匪浅。

在这几天的培训中，我聆听了多位专家及一线教师生动、形
象、精辟的讲座。回顾短暂的培训历程，作为学员深深地感
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收获。

我们小学数学90学时培训的班主任黄静老师是个工作很负责
的老师，为我们精心安排了培训内容，主要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各地的名师给我们做专业讲座，让我们直接接触
了小学数学的前沿信息，拓展了视野，感受到了全新的教学
理念，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名师们的专业素养是多么的精
彩；第二阶段是一线教师向我们展示了课堂教学，让我们真
实感受到他们扎实的基本功以及对工作的热忱。从这次培训
的内容就不难看出黄静老师良苦用心，其中既有底蕴深厚的
特级教师，也有专业精湛的导师，更有我们同龄人中的佼佼
者。他们的风格不同，观念各异，但是他们炽热的爱教之心
都深深震撼了我。一位位睿智的教师，让我找到了学习的榜
样，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给了我具体的操作指导，每天和不同
的名家大师进行思想上的冲击，感觉真的快乐而充实。



下面我就具体说一说每个阶段的感受和收获。

一、给我带来了全新的小学数学教育理念

从黄静老师《读懂学生：从理念到技术》、《基于数据分析
探讨教学对策》的讲座开始我们的理论学习，接着温州大学
博士章勤琼老师为我们作了小学数学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升、
数学教学设计与实施的核心素养》的专题讲座，市教坛新秀
陈启差老师作了《我心目中的数学课堂》的讲座，省教坛新
秀黄开选老师作了《苦苦追寻的小学数学课堂》的讲座，省
教坛新秀朱小青老师作了《现场与背后—我教小学数学》的
讲座，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雷子东老师作了《关注命题导向
渗透核心素养》、《如何撰写教科研论文》的讲座，省教坛
新秀林志辉老师作了《小学数学中的微课制作及应用》的讲
座，最后由魏巍老师作了《小学数学空间观念的培养策略》、
《拓展性课程的设计与实施》的讲座。他们从自己切身的经
验体会出发，畅谈他们对小学数学教学领域的独特见解，并
用一个个生动的生活案例来诠释深奥的理论，让我们深深佩
服。在这里我进一步学到了更多的教育教学思想、方法、技
能，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

二、让我欣赏了优秀教师的课堂风采

理论毕竟是理论，我们应该要用于实践，因此，黄静老师为
我们安排了实践培训，听名师上课，评课，设计教案，上课，
磨课，等。这一阶段我们分别观摩了中学高级教师南欲晓老
师的《归一问题》、吕陈燕教师的《重叠问题》，其中南欲
晓老师的课例让我感触最深，《归一问题》是一节解决问题
课。说实话，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很多老师这部分内容都
是随便上上的，不太会花精力去好好设计，而且这种活动课
很难把握的，但是南欲晓老师敢上，而且上的这么精彩南欲
晓老师的功底很深，把课堂完全给了孩子们，让孩子们在活
动中慢慢建模，探索出居多的道理，并用建模解决很多归一
问题。



究习题，逐步在课堂教学中取得好的效果，使学生在课堂上
能充分接收新的信息，减少课业负担，多一些时间去体会.由
此我要不断学习，更新教育理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教学价
值，尽快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水平，从而真正成为
一名合格的乃至优秀的教师，让自己的教学生涯也因此而更
精彩。通过这次培训,让我如沐春风，受益匪浅。在这里，我
得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理念，一种带着现代
技术投身于教育事业的信念，“教师的一天，学生的一生”
这句话道出了教师对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巨大影响。因此我们
一定要抓住机遇，努力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力争成为
一名教育的成功者！善于捕捉教育的机会，发掘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积极因素，让学生领悟教师言行中传递的真诚、情感、
智慧，并将教师的理解、期待、鼓励内化为努力学习的内驱
力。在关爱每一个学生的前提下注重在教学活动中呵护学生
学习兴趣的萌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从而让我们的数学课
堂更精彩！

在这几天里，我欣喜自己又获得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一节好
的数学课，新在于理念，巧在于设计，赢在于实践。一节好
的数学课一是要关注学生，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关注学生的
情感需求和认知需求，关注学生的已有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
验。二要关注数学，抓住数学的本质进行教学，注重数学思
维方法的训练，让学生在观察、操作、验证的过程中有机会
经历数学化的学习过程。

90学时的集中培训已经结束了。我在收获甜甜果实的同时，
心里也有酸酸的感觉，他们厚实的文化底蕴，执着的教育追
求，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感到惭愧。每天听着专家们的精
彩讲演，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值得我推敲，他们
提出的观点是新的，他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是辨证的，研究问
题的出发点更是让我耳目一新。回顾自己的教学，才发现自
己实践的不少，但思考不多。我把这次培训活动作为宝贵的
精神财富，将所得的收获和思考带回课堂，一如既往地学习
各种教育理论，并勇于到课堂上去实践，在自己的三尺讲台



上展现成果，及时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进行反思积累，为教学
谱写新的篇章。

最新教学时的思想汇报通用篇四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青岛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
九单元信息窗。

实际生活中认识时、分、秒，初步体会时、分、秒的实际意
义，建立时、分、秒的时间观念；初步掌握这些时间单位间
进率。使学生学会看钟面，能准确说出钟面上表示的时刻，
并能说出简单的经过时间。培养学生的时间观念，养成珍惜
时间和遵守时间的习惯。

学会认识整时和半时，但时间较长，应充分做好铺垫，为学
习新的知识打下基础。

1、结合具体情境，认识时间单位时、分，掌握他们之间的关
系。知道1时=60分，让学生经历1时、1分的时间，初步建立
时、分的时间观念。

2、会看钟表，能正确说出钟面上指示的时刻，并进行简单的
时间计算。

重点：使学生学会看钟面，掌握看钟表的方法。建立1分钟的
时间观念，认识时间单位时、分，并初步掌握他们的进率。
形成时、分的时间观念。 难点：几时刚过和快到几时的认识
方法，形成时、分的时间观念。

钟面模型、幻灯片

谈话：同学们元旦联欢晚会是大家最喜欢的活动，让我们一
起看看希望小学二年级怎样庆祝元旦的吧！



出示信息窗一：你都看见了什么？

这节课就让我们具体的认识几时几分吧，（板书课题），相
信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一定能准确的播出时刻。

动机是学习过程中学生情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动机一旦
产生，就会由这种动机引发出一种强烈的行为倾向。上课一
开始就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设境激情，以情导学。

1、观察、认识钟面。

谈话：要知道时间，就要学会看钟表。请小朋友们认真观察
钟面，你都发现了什么？然后把你的发现和小组里面的小朋
友交流一下。

全班交流。

（引导学生说出钟面上有12个大格，每一大格里有5个小格，
钟面上一共有60个小格。）

教师要充分相信学生，学生能做的事教师决不代替。所以在
观察钟面时，完全放手让学生自己借助手中学具表，对其观
察。然后让学生把观察到的有顺序地说出来，达到了既传授
知识、又培养能力的目的。

2、认识时、分的关系，知道1时=60分。

谈话：分针走一小格是多长时间？走3个小格呢？5小格呢？

游戏：看谁反应快！看看分针走了几分钟。（出示课件，分
针走5分，7分，15分，30分，33分，45分，55分，60分）

提问：分针从12回到12，走一圈是多少分钟？（板书60分）

学生汇报交流：分针走一圈，时针从几走到几。



小结：只要分针走一圈，时针不管从几走到几，都是走了一
个大格。

提问：时针走一大格是多长时间？（板书1小时）

小结：分针走一圈是60分，同时时针走一大格是1小时，所
以1小时=60分（让学生多读两遍）

让我们一起再来看看大屏幕的演示。（课件演示：开始时刻
是12时，然后时针和分针同时出发，分针走一圈，时针走一
大格到1，是1时。）

3、学写时刻

第一个节目是什么时刻开始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学生试着拨一拨，并把时刻写下来，教师相机教授：8时31分
可以写成8：31。

放手让学生利用学具自己独立地探索知识，在操作中仔细观
察时针和分针的运行情况，进而得出了1时=60分的关系，这
样学生自己探索学会知识，牢固扎实。真正做到了让学生成
为课堂的主体、学习的主人。

4、体验一分钟的长短

你能写出联欢会开始的时刻吗？它与第一个节目开始的时刻
小差几分钟？听一分钟的音乐。

刚才我们观察了钟面，认识了时和分的关系，现在我们来放
松一下，听一分钟的音乐，你来感受一下一分钟有多长？
（播放音乐）

提问：你感觉一分钟怎么样？



（学生可能回答：一分钟很短；一分钟很快）

谈话：其实一分钟也能做很多事情，现在老师再给你一分钟
的时间，你可以做口算，写字或者背古诗，我们来试试一分
钟能做多少事情。

学生体验一分钟能做哪些事情。

汇报交流：一分钟做口算的做了几道？写字写了几个？古诗
背了几首？谈话：老师这还收集了一些一分钟能做事情的资
料，一起读一读。（课件展示资料：生产线上一分钟生产可
口可乐2185瓶等。）

小结：一分钟能做这么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珍惜生活中的
每一分钟，做个珍惜时间的人。

数学教学是数学活动的教学。为了让学生体验一分钟的实际
长短，设计一些来自学生身边、学生感兴趣的数学活动，引
导学生体验一分钟的长短，同时自然地对学生进行了遵守时
间、珍惜时间的教育。老师出示的信息更能触动学生，使学
生知道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一分钟能做很多事情，让学生
深入体会时间的重要性。

5、认识几时几分。

（1）正确拨出8时31分这个时刻。

谈话：刚才我们具体地认识了几分，体验了一分钟的长短，
现在你能准确地拨出指挥员宣布发射成功的时刻8时31分了吧。
试一试。

学生拨完展示，并说说自己是怎么拨的。

小结：拨8时31分，要先拨出8时，然后让分针走31个小格，



这就是8时31分。

提问：再来看看这个时刻，谁能说说8时31分时，时针和分针
分别指向哪里？学生可能回答：时针过了8，还不到9，所以
是8时多；分针走到6是30分，再走1个小格就是31分。

小结：我们在认时刻的时候，要先看时针，时针过了几就是
几时多，多多少呢要看分针，分针走了几个小格就是几分，
合起来就是几时几分。

谈话：8时31分除了这种文字表示法外，我们还可以这样表
示8：31，用两个小圆点把时和分隔开，这个时刻也读作8
时31分。

提问：你在哪里见过这种表示时刻的方法？

（2）试一试：。

谈话：你能用刚才学的方法读出下面这个时刻吗？（课件出
示：10时45分）

提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学习认几时几分是这节课的难点，学生不容易掌握，为突破
这一难点，我安排两个层次进行教学，分散难点，减缓难度。
首先重点解决看几时多这一层，再解决多了多少分这一层，
最后学生很自然地归纳出看几时几分的方法。这样教学，不
但课堂气氛活跃，而且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体现
了课堂教学的目标性、结构性和科学性。

6、体会一小时有多长

刚才我们具体的认识了几分，体验了一分钟的长短，请你写
出第7个节目和第20个节目开始的时刻，并拨出来。学生拨完



展示，并说一说自己是怎样拨的。

引导学生观察这两个节目之间相差多少时间，并说一说一小
时有多长。

数学教学时数学活动的教学。为了让学生体验一小时的实际
长短，实际一些来自学生身边、学生关兴趣的的教学活动，
引导学生体验一小时的长度那，同时自然地对学生进行遵守
时间、珍惜时间的教育。

（自主练习题第1题）2人为一组，自由练习。

谈话：寝播出下面钟面上的不同时刻，并写出下面的时刻。
（课件出示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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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生活实际，进一步认识钟面，认识时、分，知道1
时=60分。

2、会正确认、读、写钟面上的时间。

3、在教学中，尽量创设现实具体的情境，放手让学生去观察、
操作、交流、实践，在活动中去主动建构知识。

知道1时=60分，并能准确认、读、写钟面上的时间。

课件、教具钟面

一、激趣导入

1、故事引入

(1)小朋友，你们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谁失败了？



2、提出问题

(1)比赛结束了，乌龟跑了多少？

(2)怎样的一点？用图上的物体做参照物说一说。(两棵树之
间的一小节)

(3)多媒体显示相邻的一小节

(4)小白兔呢？(小白兔跑了一圈。)

(5)是怎样的一圈？多少小段呢？咱们一起来数一数。（多媒
体显示，圆圈上标上1~12的数）

(6) 小白兔跑得真快啊！乌龟和小白兔跑过的路程不同，时
间一样吗？

(7)请你想一想这像不像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样东西，你猜的
到是什么吗？（钟表）

(8)好，老师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继续认识钟表。（引出课题）

二、自主探究

活动一：认识钟面

1.关于钟面，你都知道什么？

2.刚才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请你独立观
察。

3.请把你的发现和你的同桌交流一下。

4.请把你的发现和大家说一说。



（钟面上面时针、分针和秒针）请你说一说你是怎样区分他
们的。

（钟面上有12个大格）师生齐数。

（钟面上有60个小格）你是怎样数出来的呢？

师生齐数。

5.钟面上有这么多大格和小格，那他们究竟表示什么意思呢？

（多媒体演示）时针走了多少？表示多少时间？

时针走一大格表示的时间是1时。

时针都2大格表示2时。

时针走6大格表示6时。

（多媒体演示）分针走了多少？表示的时间是多少？

分针走1小格表示的时间是1分。

分针走2小格表示的时间是2分。

分针走4小格表示的时间是4分。

(多媒体演示)那分针走一大格呢？（5分）

分针走了5小格，也就是走了一大格。

所以分针走一大格就是5分。

分针走2大格 也就是10分。



分针走4分表示的时间是20分。你是怎么算的这么快的？

（5x4=20）你说的这个算式表示什么意思？

那分针走9大格，也就是45分。

那分针走一圈是多少分？（60分）

6.刚才老师让时针和分针分开来动了，现在老师让他们俩一
起动起来，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他们俩在相同的时间里面分
别走了多少。

请男生观察时针，女生观察分针。

（多媒体演示）现在请男生女生交换，女生观察时针，男生
观察分针。

你有什么发现？（时针走了一大格，分针走了一圈）。

你还发现了什么？

（时针走一大格，是1时。分针走一圈是60分。所以1时=60分）

7.分大组比赛填空。

活动二：认识时间，表示时间

1.（多媒体出示9:00和9:30）这是我们一年级学习过的时间，
你还认识他们吗？说一说你是怎么认的。

9时到9时半，分针走了多少个小格？

所以我们说9时半也就是9时30分。

（多媒体出示9:08）你会认这个时间吗？说一说你是怎么认



的。

（多媒体出示9:45）那这个时间你会认吗？说一说你是怎么
认的。（时针走过9,还不带10，就是9时多，分针走过了9个
大格，5x9=45）

小结：认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先看时针，时针走过几，
就是几时多，分针走过几小格就是几分，算分的时候，我们
还可以借助乘法口诀来算。

三、练习

1.师拨时间学生来认。5:05 8:16 3:40 10:30

2.刚才我们认识了时间，同学们想不想也试试自己拨一拨，

我们每天早上8:00做早操。

我们每天中午11:45放学。

我们每天下午2:30上第一节课。

我们每天下午4:05放学。

老师每天5:55下班，请同学们自己拨一拨。

（展示2个学生拨的结果）他们拨的谁对谁错？

（1）5:55时针走过4还没到5快到5.

（2）5:55时针走过5还没到6,快到6.

学生反馈。

3.连线。



四．小结

这节课你都有什么收获？

五．爱惜时间教育

时间不停的走，却再也不会回来，请同学们珍惜时间，做时
间的.主人，

六．实践作业

请同学们课后根据我们平时的作息时间，制作一个作息时间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