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式统计表教学反思(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复式统计表教学反思篇一

虽然不止一次上公开课，但每一回站在公开课讲台上的感觉，
总是跟以往上课不一样，我还是会一样的紧张、一样的兴奋、
一样的执着！

这是本学期校本教研《巧用身边资源 构建有效课堂》的研讨
课，也是我参加县片际教研送教下乡所上的一节研讨课。经
过精心的准备，努力的尝试，真切的实践，仔细寻思起来这
堂课可以说是让孩子们尝试到体验的精彩，达到了构建有效
课堂的目的。

在预设教案时，我充分研读了教材，课本教材以“青云小学
五年级兴趣小组活动人数情况”为教学素材。经过再三考虑，
我认为这样的素材比较普遍大众化，很难激起孩子们的学习
热情和学习兴趣。于是我有意识地将课本教材进行整合改动，
以不久前发生在北京的孩子们特别熟悉的、喜欢的第29届奥
运会为情境。课前让孩子们说说奥运见闻、看看奥运画面，
丛而最大限度的激起孩子们参与学习的热情！课始自然的以
孩子们关注的“奖牌问题”作为本课的导火索引入新课。先
用文字叙述的方式统计奖牌，让学生自然而然的产生要用统
计表来统计的内心需求，这样的导入有趣而有效！

由单式统计表合并成复式统计表的过程，让学生尝试进行，
这是本课浓墨重彩的一笔。有没有合并的必要呢？课前我也
特别的矛盾，诚然学生合并的统计表一定存在许多不足，然



而，我认为“合并”这一过程却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这一
过程，让学生认识复式统计表的学习是反映更丰富的信息的
需要，体会到复式统计表由单式统计表发展而来，初步感悟
复式统计表的结构。教师对合并后的统计表不作否定，而是
出示复式统计表，组织学生进行比较。比较的目的，是为了
突破本课教学的难点，让学生借助先前尝试合并统计表的经
历初步认识复式统计的结构，也为接下来学生独立填写复式
统计表作了铺垫。同时借助比较，强化了对“表头”以
及“总计”、“合计”的认知。在学生填表时，并不让学生
平铺直叙，而是让学生先想想该先填什么，直接填写的数据
和计算后填写的数据，让学生用不同颜色的笔区分开。这样
做让学生直观明白该怎样填写复式统计表，起到加深印象的
作用。

本课从课始的填写单式统计表，到填写复式统计表，再到看
书完成主题图统计表，到最后的调查活动。这每一个环节不
仅体现了要求明确，而且充分达到了有序合作、有效合作的
目的。让学生通过合作完成，应该说学完这节课学生间的合
作能力一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培养。

这是课标的要求，本课运用复式统计表是建立在生活需要的
基础上。本课设计的统计奖牌、统计人数、统计电话都是生
活中实实在在所必需的，以及课末的让学生了解生活中不同
的复式统计表，所有这些都体现复式统计表在生活中不可替
代的作用，把数学知识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相连，让学生
真切的体会统计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体会统计与现实生活的
密切联系，再次感受到学数学的用处和学数学的乐趣，从而
喜欢上数学。

复式统计表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我所执教的是国标本苏教版第九册第十单元《统计》的
第一课时《复式统计表》。这个单元是在学生初步认识简单
统计表和条形统计图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复式统计表和复



式条形统计图。通过教学，一方面使学生进一步学习收集、
整理、描述数据的方法，另一方面使学生进一步感受统计在
实际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发展统计观念。这节课主要是教学
认识和填写复式统计表，并对复式统计表作简单的分析。

学生学习统计主要是为了学会用统计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
题，发展初步的统计观念。因此，不宜让相对繁琐的制表的
操作干扰学习重点。况且，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普及，日常
生活中手工绘制统计表的需要越来越少。而且考虑到复式统
计表的结构、表内数据的填写和分析，都要比单式统计表复
杂，教材给学生提供了结构完整的复式统计表，只要求学生
把数据填写在复式统计表里并进行分析，而不要求学生自己
制作复式统计表，这就合理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这样，
便能使学生更加关注统计的全过程，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统
计方法。

认识复式统计表的结构是教学的难点，虽然不要求学生制作
复式统计表，但是我在教学中考虑到知识的传授不仅仅是给
予，而应该让学生主动去探索和发现，获取新知，同时能让
学生深刻感知复式统计表的结构，我在复式统计表的呈现方
式上作了一些改变。不只是出现一个现成的统计表，而是带
领学生一起经历了设计复式统计表的过程，增加学生的感性
认识。

我首先让学生分小组讨论复式统计表该如何设计。学生已有
了单式统计表的基础，所以很快就能想到一些表中的内容。
但这时学生的思维是零散的、片面的。我再在学生汇报的过
程中引导他们一起设计出复式统计表。在设计的过程中着重
让学生感知“表头”的设计。

在认识统计表时，我先让学生认识这张统计表的整体结构，
横栏表示什么？竖栏表示什么？表中数据表示什么。接着让
学生说出不同格子所表示的意义，同时让学生学会看统计表，
先看横栏，再看竖栏。为下面在统计表中填写数据打下基础。



我在整个新课的教学中让学生借助单式统计表认识复式统计
表的结构，掌握填表和分析的方法，有助于学生经历知识的
发展过程，体会用复式统计表描述数据也是解决问题的需要。

根据不同的内容统计表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所以我收集了一
些不同形式的统计表给学生看，让学生明白栏目的设置应该
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统计表的具体形式是可以变化的。

最后一个环节我设计让学生调查统计自己身边的事，引导学
生经历数据收集的过程，意识到统计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体
会统计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学习教学的乐趣，进一
步体会统计的作用。我先让学生给自己的课堂表现评星，分
为三星、二星、一星，再分四个小组进行调查。最后填写在
一张复式统计表，并由此让学生分析他们的课堂表现。最后
以一句激励的话：我想我们每位同学只要能够做到每节课都
象今天这节课一样，认真听讲、主动探索、积极发言，成功
一定属于你们！作结束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树立学生
学好数学的自信心。

以上是我在教学中改动较大的两个环节，从课堂效果来看，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只是时间还要控制好一点。

复式统计表教学反思篇三

新课引入，通过让学生利用单式统计表分男女生统计我们班
同学最喜欢的社团活动人数，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真实
的数据，并体验数据收集、整理的过程，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回顾旧知。

通过要求学生对男、女生不同社团人数进行对比，学生自主
探究，发现将两个单式统计表摞在一起更容易比较，从而初
步感知复式统计表。

利用小组合作，全班交流的学习方式，完成复式统计表，进



一步体会复式统计表的由来，并体会复式统计表的优越性。

通过练习，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培
养学生对数据进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对学生进行思
想品德教育，注重了三维目标的达成。本节课的教学中我深
深的感受到教学的评价应注意促进学生的发展,评价是一个认
识,教育,提高的过程,把评价交给学生,让他们在评价他人的
同时进行聆听观察,分析反思,组织表达,从而加深学生的体验,
促进良好思维品质的形成.教师应该把评价的权利还给学生,
尤其是让生生之间进行评价,如这堂课上的评评自己,评评别
人等,这使被评价的孩子得到激励,感受成功的喜悦;孩子在赞
赏别人的优点时,也是在主动学习,积极接受。

复式统计表教学反思篇四

复式统计表是在学生初步认识简单统计表的基础上进行教学
的。主要是通过具体的统计活动，使学生认识复式统计表的
结构，掌握填表、分析的方法。同时，也使学生体会到统计
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及统计的应用价值。为了让学生更好
地认识复式统计表的结构，我设计了让学生发现单式统计表
的不足，从而感受到复式统计表的需要这一过程，并尝试让
学生将单式统计表合成复式统计表的这一过程，使学生初步
感受到复式统计表的结构。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多媒体手
段，和学生共同完善复式统计表的各个部分，帮助学生清晰
的认识复式统计表的结构，也为学生能正确地填写和分析复
式统计表作了很好的铺垫。这节课，我用了较为多样的激励
语言，很好地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发展。让学生
主动地学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存在很多的不足：

1、在学习方法上，让学生谈怎样把单式统计表改成复式统计
表的方法时，我应该让学生交流自己的策略。

2、在学生汇报时我提问了一名学生，这个学生一步到位讲完
了，我就过去了。应该抓住知识的生成点，让学生说复式统



计表就是合起来，就是把男生和女生加起来，这时老师及时
引导，那只能看出总数不能够看出男生人数和女生人数，所
以需要加上男生活动和女生活动一栏。应该让学生从不会一
点点去描述，让大多学生听会。

3、重点内容是分析数据不是看表。

4、这节课的容量大，很遗憾的是课本设计的习题不能一一在
课内完成，学生们初学复式统计表还得不到充分的练习，这
样孩子们对正确填写复式统计表还不够熟练,可能会出现这样
那样的错误。

复式统计表教学反思篇五

《复式统计表》是在学生初步认识简单统计表的基础上，进
一步学习复式统计表，帮助学生继续学习收集、整理、描述
和分析数据的方法，积累统计活动的经验，发展数据分析观
念。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在具体的统计活动中认识复式
统计表，能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填写统计表，并能对统计
表中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这节课主要是教学认识和填写
复式统计表，并对复式统计表做简单的分析。本课是有关复
式统计表的新授课，主要引导学生初步了解复式统计表的格
式，能够正确填写表格，并对表中的数据进行分析。经历统
计的全过程，体会统计表的产生及其优越性，增强统计的意
识和能力。为了更好的达成教学目标，突出突破教学重难点，
教学中，着重凸显了以下几个方面。

新课引入，通过让学生利用单式统计表分男女生统计我们班
同学最喜欢的社团活动人数，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真实
的数据，并体验数据收集、整理的过程，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回顾旧知。

通过要求学生对男、女生不同社团人数进行对比，学生自主
探究，发现将两个单式统计表摞在一起更容易比较，从而初



步感知复式统计表。

利用小组合作，全班交流的学习方式，完成复式统计表，进
一步体会复式统计表的由来，并体会复式统计表的优越性。

通过练习，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培
养学生对数据进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对学生进行思
想品德教育，注重了三维目标的达成。本节课的教学中我深
深的感受到教学的评价应注意促进学生的发展,评价是一个认
识,教育,提高的过程,把评价交给学生,让他们在评价他人的
同时进行聆听观察,分析反思,组织表达,从而加深学生的体验,
促进良好思维品质的形成.教师应该把评价的权利还给学生,
尤其是让生生之间进行评价,如这堂课上的评评自己,评评别
人等,这使被评价的孩子得到激励,感受成功的喜悦;孩子在赞
赏别人的优点时,也是在主动学习,积极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