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画垂线教后反思 垂线的教学反
思(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画垂线教后反思篇一

本节课，我把教科书的例2和例4整合在了一起。例4画长方形
恰恰就是利用例2画垂线的方法来操作，这两个例题联系得很
密切，而且在知识的梯度呈现出了由浅入深，所以我大胆的
将这两个例题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两
个例题的学习，但实际上是一个知识点的学习与运用。

本节课采用了尝试教学法，目的是培养学生自主、积极、主
动探究学习的良好习惯。在这一环节中，学生能通过直观图
像来观察、分析问题，运用已掌握的画直线、射线、线段和
认识两条直线互相垂直、垂足点及作线的基本技能来解决新
的问题。因此，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比较得心应手，正确率比
较高。同时，通过学生的交流、质疑，调动了课堂活跃的气
氛，让学生学会说，学会质疑问题，学会理解错误原因，及
时更正，加深理解。另外，加上表扬能正确解决问题的学生，
以达到激发他们感受成功的喜悦，相信我能行，从而产生学
好数学、用数学的信心。

不足的是：有些学生在尝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老师没有
给予及时的纠正，而是待学生描述完后，由同学们来纠错，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导致有些孩子的思维跟不上，或错误改正
不过来，但就当堂的其他同学的描述来看，还是比较好的。
另外就是，学生描述的比较清楚，但在动手操作画的时候，
还存在着线不直，有接头；直角标记不规范等瑕疵，今后加



强作图的严密性、规范性。

画垂线教后反思篇二

新课标指出：教学的任务是解决学生现有的认知水平，和教
育要求之间相矛盾，为了学习而设计教学，是教学设计的出
发点，也是归宿。

画垂线这节课的主要教学任务有3点：一是过直线上一点画垂
线，二是过直线外一点画垂线，三是通过画垂线，能发现直
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的垂直线段最短。

由于设计的教学内容明朗，教学活动中能让学生说一说、动
手画一画、动脑想一想，课堂气氛活跃，所以本节课上的比
较成功，但还是有一些瑕疵：

1、让学生尝试直线上一点画垂线用的时间较长，仅仅是让学
生结合“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这两条直线互相垂直”句话
的理解画垂线，部分学生理解能力有限，迟迟无法做出垂线，
建议新的教学设计应让学生结合课本例1的演示来完成，学习
效果不但会提高，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2、彩色粉笔的灵活运用。直线上一点和直线外一点可以用彩
色粉笔作点缀，让学生看得更清晰。

3、多一些合作学习，练习形式多样化。学生在自学过直线上
一点和过直线外一点画垂线时，同桌两个人可以互相看、互
相说、互相指导。在学生学会画垂线后，可以引导学生在对
方的本子上画一条直线，在直线上、直线外点一点，让其练
习做垂线。做完之后，量给同桌看，让同桌明白是怎样操作
的及是否正确，让自己的操作过程也更熟练。

这是我对本节课教学设计上的一些小细节进行总结、完善，
希望在不断反思时更加完善教学设计，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



画垂线教后反思篇三

我教学的此次课自己最满意的是：思维逻辑性较强的，步步
扎牢为下一环节的教学做好基础，这样学生能够很好的理解
和认知。

“距离”教学，对学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部分知识，所以
我在设计时先让学生猜测一下哪条线段最短，学生一定会
说“线段ac”，教师追问：“为什么？”重点引导说出“因为
线段ac是直线的垂线。”这样有助于理解距离的概念，理解
垂直线段的长度就是距离。因为这是教学的难点。

1、垂直虽然是新知识，但是也比较好理解，唯一令我感到为
难的是，学生能否用语言恰当的表达出来呢。在做练习一的
时候，要想准确地说出答案，就要求学生组织好语言。例如
可以说“长线和短线是互相垂直的。”而就更不好表达了，
要边指边说。但通过教学的实践，发现韩城小学的学生是非
常有训练的，比自己预想的效果要好得多，以言表达的也比
较到位。

2、我预设教学“距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理解不清，尤其
是对“垂直线段的长度”有难度。但是，意想不到的是通过
做练习第二题学生都能理解的到位。留在头脑里的印象还很
深刻。

我觉得自己在今后的数学教学中必须要明确方向。首先，课
堂语言必须要做到简练、明确，不拖泥带水，使学生在准确
理解语言的基础上去探究、寻求问题的答案；其次，教学思
路是关键，这是一堂课好坏的关键所在。我必须备好课，体
现出明确的思维、思路，为学生的理解做好铺垫，使学生水
到渠成的有所收获，自然的接受新知；再次，可好课的同时，
也要备好学生，这样才能融为一体，使孩子们的才智得以施
展，充分的调到学生的积极性，体现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只
真正的主角，充分体现新课程标准下数学课堂。



画垂线教后反思篇四

本节课的课题是画垂线，是在学习了平行线与相互垂直的基
础上学习画已知直线的垂线。

在讲授新知识前，让学生先回顾相互垂直的定义，强调两直
线相交成900时即直角时，两直线才会相互垂直，为后文画垂
线时必须保证两直线相交成直角做铺垫。随后介绍可以用多
种方法画出相互垂直的两条直线，如：两个三角板画法、量
角器画法、一个三角板画法等，让学生知道方法并不唯一，
而且可以认识到垂线的广泛存在。最后重点讲解一个三角板
画垂线的方法，先演示一次规范的画法，让学生总结方法步
骤，再让学生自主动手画图。以上是我的讲课思路。在讲授
中，先让学生学习过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再类比一样的
方法过直线外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使学生理解更清晰，
不易混淆。

这节课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课堂语言不够精炼

2、像这样作图的课，应更多地让学生去练，老师少讲效果可
能会更好。

3、师生之间交流不足，应更多地走下讲台与学生交流，解决
疑难，发现问题。

画垂线教后反思篇五

一、理解教材，明晰思路

我教学的此次课自己最满意的是：思维逻辑性较强的，步步
扎牢为下一环节的教学做好基础，这样学生能够很好的理解
和认知。



“距离”教学，对学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部分知识，所以
我在设计时先让学生猜测一下哪条线段最短，学生一定会
说“线段ac”，教师追问：“为什么？”重点引导说出“因为
线段ac是直线的垂线。”这样有助于理解距离的概念，理解
垂直线段的长度就是距离。因为这是教学的难点。

二、预设与生成

1、垂直虽然是新知识，但是也比较好理解，唯一令我感到为
难的是，学生能否用语言恰当的表达出来呢。在做练习一的
时候，要想准确地说出答案，就要求学生组织好语言。例如
可以说“长线和短线是互相垂直的。”而就更不好表达了，
要边指边说。但通过教学的实践，发现韩城小学的学生是非
常有训练的，比自己预想的效果要好得多，以言表达的.也比
较到位。

2、我预设教学“距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理解不清，尤其
是对“垂直线段的长度”有难度。但是，意想不到的是通过
做练习第二题学生都能理解的到位。留在头脑里的印象还很
深刻。

三、今后方向

我觉得自己在今后的数学教学中必须要明确方向。首先，课
堂语言必须要做到简练、明确，不拖泥带水，使学生在准确
理解语言的基础上去探究、寻求问题的答案；其次，教学思
路是关键，这是一堂课好坏的关键所在。我必须备好课，体
现出明确的思维、思路，为学生的理解做好铺垫，使学生水
到渠成的有所收获，自然的接受新知；再次，可好课的同时，
也要备好学生，这样才能融为一体，使孩子们的才智得以施
展，充分的调到学生的积极性，体现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只
真正的主角，充分体现新课程标准下数学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