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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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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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式的概念教学反思篇一

集合是学生进入高职学习的第一节课，也是学生与我认识的
第一天，这节课的好坏非常重要。

集合这节课的特点是概念多，符号多，要使学生了解集合的
含义，体会集合元素与集合的属于关系，知道数集及其专用
符号，了解集合中元素的确定性、互异性、无序性，会用集
合语言表示数学对象。

概念部分可以请同学们看书回答下列问题

1. 集合与元素的概念是怎样叙述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用什么符号表示?

2. 集合元素的三个特征是什么?你能不能举出集合的例子?

3. 集合的表示法有哪三种?

4. 常见的是哪几种数集?它们分别用什么字母表示的?

5. 集合是按什么分类的?分为那两类?

6. 单元素集、空集、点集、解集是怎样定义的?



作为新生入学的第一节课，树立学生学习数学的信心非常重
要，在讲授这节课内容的时候宜多举些例子，让学生感受这
一原始的概念，慢慢带领学生进入数学语言的王国。讲授时，
可通过数学史，让学生更深入地去了解数学和为数学而献身
的数学家，体现数学的人文教育功能，在教学过程中不宜过
分强调细枝末节的讲解和训练。以免在第一节课就令学生产
生好怕和抵触心理。

分式的概念教学反思篇二

高中课程只将集合作为一种语言来学习。因此，学习集合初
步知识的目的主要在于能使用最基本的集合语言表示有关数
学对象，发展运用数学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能根据需要进
行自然语言、图形语言、集合语言的相互转换，感受集合语
言的意义和作用。在教学中应该始终把集合作为一种一种语
言来学习，在整个高中课程安排中，它只是为后续学习做一
个铺垫，最终集合是以工具的身份出现。理解了含义，会用
即可。

集合是初中到高中学生学习的第一个知识点，由于学生处在
初高中过度时期，学习方法，习惯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会
发生很大的变化，根据教学实际情况来看，不宜学的太快，
不宜加大教学难度。对于分类讨论等问题不宜涉入过深。对
集合的引入可以从课本例题来说明，这是一种需要，是数学
的一种语言，一种表达方式，既然这样，集合就应该清楚明
白，不能含糊不清，由此自然的引出集合的确定性。对一些
对象进行研究，每个对象只需要一次即可，由此引出集合的
互异性。让概念顺其自然出现。对于集合的.关系与运算，这
部分内容符号很多，要注意让学生区分符号，正确应用符号，
集合运算中不宜过多引入含参数的问题，分类讨论的思想与
方法是高中数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难度较大，学生
不易掌握和理解，必需在学习中逐步渗透，逐步理解，以免
学生刚进高中就感觉太难而失去兴趣，或者给学生错误的导
向，加大这部分的难度，做难题偏题。这只是个人在实际教



学中的一点感受，不一定科学！

分式的概念教学反思篇三

集合是学生进入高中学习的第一节课，是学生学好数学所必
须掌握好的一个知识点，同时集合是一个不加定义的原始概
念，对于学生而言既熟悉又模糊，熟悉是因为学生在初中的
数学学习和生活体验中掌握了大量集合的实例，模糊是由于
对于集合含义的描述，以及集合的数学表示，元素与集合的
关系等理解的并不十分到位、准确。同时虽然本节课对于学
生而言难度不大，但是其概念多，符号多，容易混淆、需要
学生理解记忆。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
急于求成的现象和做法，留给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时
间显得不足，学生思考空间没有充分打开，学生展示可能也
显得不够，部分训练习题可能设计的有些综合性过强，难度
把握不够恰当。

分式的概念教学反思篇四

集合是学生进入高中学习的第一节课，是学生学好数学所必
须掌握好的一个知识点，同时集合是一个不加定义的原始概
念，对于学生而言既熟悉又模糊，熟悉是因为学生在初中的
数学学习和生活体验中掌握了大量集合的实例，模糊是由于
对于集合含义的描述，以及集合的数学表示，元素与集合的
关系等理解的并不十分到位、准确。同时虽然本节课对于学
生而言难度不大，但是其概念多，符号多，容易混淆、需要
学生理解记忆。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
急于求成的现象和做法，留给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时
间显得不足，学生思考空间没有充分打开，学生展示可能也
显得不够，部分训练习题可能设计的有些综合性过强，难度
把握不够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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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式的概念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最成功的地方是课题的引入，通过用今年的'热门话题
世博国家馆作为新课的引入点，很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生热情高，回答问题踊跃。其次课前准备充分，课件、
简易教具利用得当，学生预习及学具的准备做得到位，学生
配合默契为本节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本节课不足的地方
是时间安排上不够好，定理的探究上用时偏多，最后超时两
分钟。需要在今后的课堂设计中注意，另外对数学模型已提
出，但对这种模型的强调还需加强，还要在第2节课中对弦、
直径和弦所对的弧的特殊位置关系通过练习，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