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一上学期数学教学工作计划(大全5篇)
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想要
达到的结果，并为之制定相应的计划。通过制定计划，我们
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提高工作效率，使我们的生活
更加有序和有意义。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
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初一上学期数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一

教学目标：

1.进一步巩固实数的定义性质及其运算规律。

2.熟练运用运算律、公式、及法则进行实数的运算。

3.能运用实数的运算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提高对知识的应
用能力。

【重点难点】

1.重点是无理数、平方根、算术平方根、立方根及实数的定
义与性质，以及实数的运算法则。

2.难点是利用平方根、算术平方根、立方根及实数运算法则
的进行有关计算题目。

【教法学法】

教法：启发引导式，归纳教学法;

学法：复习、练习、讨论。

【教学过程】



基本知识

1.无理数的引入：无理数的'定义无限不循环小数。

2算数平方根的基本性质：

课时小结

1.实数的相关概念及基本运算律;

2.二次根式的化简;

3.与平方根、立方根、绝对值、二次根式有关的化简及运算。

初一上学期数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二

在学习新内容前先复习了一下学过的有理数的运算律和运算
法则，而这些运算律和运算法则在实数范围内也是同样适用
的，那么学生们就可以自己得出实数的运算顺序。在讲实数
的运算之前，先学了当数从有理数扩充到实数以后，有理数
关于相反数、绝对值的意义同样适用于实数的内容，然后再
学习实数的运算，通过具体的.计算题让学生对这一运算顺序
加深印象。

有一点要说的是，在新教材中，实数运算这一节，很多的计
算问题学生只能通过计算器来解决，而现在学生用的计算器
都是科学计算器，都是比较智能的，只要把算式输入就能得
到正确答案，通过对这节课的反思，我觉得首先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还是十分重要的，从集中注意力到有学习数学的兴趣，
这样若长期积累，情感上必定会比较喜欢数学，这才是我们
作为数学教师最乐于见到的。当然这节课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通过反思，我觉得虽然有学生的“动”，但总体来说“动”
的还是不够的，师生之间互动不够，在学生板演之后，讲评
应该要适当的表扬一下，发挥一下学生的积极性。



初一上学期数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三

本学期我的工作是：初二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工作和初二(1)班
的班主任工作。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学校呈现出一派生机
勃勃的新面貌。为了搞好本期工作，现制定教学工作计划如
下：

一、指导思想：

本学期我以校工作目标为指针，以“提高教学实效性”为工
作中心，力争让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有所提高。忠诚于
党的教育事业，立足教坛，无私奉献，全心全意地搞好教学
工作。坚守高尚情操，发扬奉献精神，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
气影响，不利用职责之便谋取私利，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二、工作目标：

通过本期教学，使学生形成一定的数学素质，能自觉运用数
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形成扎实的数学基本功，为
今后继续学习数学打下良好的基础。培养一批数学尖子，能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不及格人数较少。形成良好学风。形
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形成融洽的师生关系。使学生在德、
智、体各方面全面发展。

(一)、多方面学习，树立新理念

开学初就要认真通读数学新课程标准，潜心研究，反复揣摩。
以《数学课程标准》基本理念为依据是用好教材的前提，所
以一定要认真领会《标准》编导意图，去指导教学实践，以
便采取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使数学教学真正面向全体学
生，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二)、掌握学生心理特征，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作为一名铁路二中新初一的学生来说，我对这所学校赋予了
满满的热情与高昂的斗志。初中并不等同于小学，这是我人
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我力求把它渲染到最完美的顶峰。

而对于我来说，中学的生活将由此展开，初一便是至关重要。
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壮”指的就是
我将要迎接的初一生活，而“悲”也就预示着不努力的结果。
所以，为了使“悲”与我划清界限，我定将全力以赴，用最
饱满的热情迎接挑战!

但是，怎样做才能做到完美呢?在此，我要对我的数学规划作
出明确判断。

1、确定目标

新初一开始，我要为自己顶下一个目标，继而顺着目标奋斗。

2、知识学习。

我认为，盲目的学习不仅没有好处，还会浪费宝贵的时间，
所以，把重点放在课本上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牵一发
而动全身”，做到由一个知识点可以拎起一串，提起一面。
系统地掌握知识后，技巧也就“水到渠成。

3、制定计划

作战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学习也是一样。所以要
制定出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学习计划，必须要“知
己”。“知己”包括三层含义：明确学习奋斗的目标，了解
自己的学习情况，明确地估计自己的能力。之后便是制定学
习计划。不用太复杂，不用想着每天做多少题，题海战术并
不适合每一个人，而抓住重点题型，抓住历年来的频频出现
在考试中的题型，将是最好的计划。



4、学习要求

(1)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把老师讲的所有重点都
要烂熟于心。若是课上有没听懂的，课下一定要找老师或者
同学补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每一天的知识点都
做到必会，那么离成果以又进了一步。

(2)跟着老师的思路走。老师的重点，往往就是所有考试最爱
考的题目，若能把这些东西做到了如指掌，则可以稳中求胜。

(3)坚持。“坚持”是计划实施过程中最难的。由于缺乏毅力
与恒心，很易虎头蛇尾。而学习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过程，
今天的努力，并不能在明天就得到回报。它是量的积累引起
质的飞跃。半途而废，最浪费时间与精力，并对人的自信心
有很大的动摇。

所以，我要求自己时刻不能心焦，更不能气馁、不能轻言放
弃。我要坚持，因为我相信坚持一定能产生奇迹!

为了能使我的初中又一个完美的结局，我定将按照以上的计
划去要求自己。我相信，用我的热情、毅力、恒心，我定会
稳中求胜，步步为营!初中，请让我用手中的画笔，为你渲染
出灿烂的光辉!

初一上学期数学教学工作计划篇四

昨天也备好了这节课的内容，今天上课前我又把教案看一下，
结果问题发现了：教学任务一：先使用计算器算得最终结果，
再按预定精确度取近似值。如：这样一次性利用计算器算得
最终结果。

教学任务二：如能化简算式，则先化简，再用计算器计算，
这样能使计算方便。对于学生当然也想利用计算器一次性得
出，这样都好，不用计算，结果也成功。这样学生觉得挺方



便的，你说先化简简单方便，谁信？这里我觉得教案设计不
恰当，不了解学情，没能做到备学生。所以做了更改，补充
一题：我想现在你总没办法一次性按出结果吧！这时就可以
顺水推舟、水到渠成完成任务二。

到课堂里，果真学生就一次性得出结果，我就继续拿出第三
题，这下你该没招了吧，有学生在叫：中括号没有怎么办？
我就借机引导：那能否把它处理一下，化简变得简单点，再
利用计算器。可是还有些同学不可罢休，继续在思考尝试，
终于得出结果来，用小括号代替中括号，不影响运算顺序。
这下我咋办？还是硬拉着学生先化简，可是还些同学在嘀咕，
这样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用计算器简单；有些同学干脆不
听你的。我气得只拍桌子，那效果就不用说了。

她也同感，上了后很气，学生只管自己的，根本不吃老师的
一套，教材安排的用意何在呢？若是让学生理解有理数的运
算法则和运算在实数范围内同样适用，以及掌握运算顺序等，
那通过哪些教学环节或教学活动来达到目的呢？显然教材没有
（因为使用计算器，学生根本体验不到计算的顺序，只能通
过教师的讲授，效果大打折扣）。教材应该安排一些乘方、
开方（开得尽方）和加减、乘除之类的混合运算，让学生在
计算中体验和掌握实数运算的顺序以及有关法则与运算律。
这是其一。其二，如能化简算式，则先化简，再用计算器计
算，这样能使计算方便。请问：什么叫方便？对学生来说，
把式子一次性输入计算器马上得出答案，应该是方便，干嘛
还要化简呢？再说，这化简对学生来说难度可大了，特别是
分配律，符号可令学生头痛啊！自然学生极力排斥，没法落
实教学目的，这又是教材编制失败之处。而化简计算能力正
是需要培养训练的，为下面整式的化简作好准备。如设计恰
当可一箭双雕，既可巩固运算的顺序，也可让学生产生冲突，
能化简的非化简不可，进而培养学生养成先化简后计算的习
惯。那咋设计更好呢？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器功能越来越
多，而教材上例2式子的计算计算器就方便的完成，已失去原
有的功能。必需另行设计。



要尝试去做，不能纯粹从理论去想，按自己惯有的、定向思
维去理解。坚持以学生为本。

初一上学期数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五

目标1联系生活中的具体事物，通过观察和动手操作，初步体
会生活中的对称现象，认识轴对称图形的基本特征，会识别
并能做出一些简单的轴对称图形。

2.在认识、制作和欣赏轴对称图形的过程中，感受到物体图
形的对称美，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情感。

重点

难点理解轴对称图形的基本特征

教具

准备剪刀、纸(含平行四边形、字母ns)、教学挂图、直尺

方法

手段观察、比较、讨论、动手操作

过程一.新课

1.教师取一个门框上固定门的铰连让学生观察是不是左右对
称?

2.出示教学挂图：_、飞机、奖杯的实物图片

将实物图片进一步抽象为平面图形，对折以后问学生发现了
什么?



生：对折后两边能完全重合。

师;对折后能完全重合的图形就是轴对称图形。折痕所在的这
条直线叫做对称轴。

教师先示范，让学生认识_城楼图的对称轴，然后让学生再找
出飞机图、奖杯图的对称轴各在哪里。

3.练习：(出示小黑板)

(1)p57“试一试”

判断哪几个图形是轴对称图形?试着画出对称轴。

估计学生会将平行四边形看作是轴对称图形，可让两个学生
到讲台前用平行四边形纸对折一下，看对折以后两部分是否
完全重合。由此得出结论;平行四边形不是轴对称图形。

(2)用剪刀和纸剪一个轴对称图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