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理数的乘法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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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有理数的乘法教学反思篇一

我授课班级七年级（7）班，51名学生，基本上具有一定的认
知能力和初步的借助数学语言来表达和交流的能力，大部分
同学学习数学的兴趣浓厚。但三分之一的同学基础比较差，
认知水平仍有限，综合运用所学内容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

本节课我采用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的方式，共同找出有理数
乘法的规律，并学会如何利用利用乘法法则正确进行有理数
乘法运算。在教学实施中我比较注重过程教学，引导学生探
索、归纳，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也注意到去
培养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教学过程中，我首先对照小学乘法的意义和负有理数的意义，
以复习数轴巩固旧知识，为新知识的铺垫；利用讲故事和学
生配合表演的形式进行情景引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学生迅速进入角色，提高本节课的教学效率。

结合故事中的小动物的位置及在一条直线上运动的实例，得
出不同情况下两个有理数相乘的结果，进而由学生观察、思
考、讨论、归纳出两个有理数相乘的乘法法则；以小组竞赛
的形式，活跃课堂气氛，巩固知识点并突破符号的确定这个
难点，让学生牢记同号得正、异号得负，特别是两负数相乘，
积为正；通过自主学习和具体例子学会如何具体正确运用法
则进行计算，利用课堂作业当堂反馈学习效果，以课堂小结
和适当的课后作业，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初步培
养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



根据同学们课堂上的表现和课堂作业的反馈，这一节课还是
成功的。首先，在故事和学生配合表演的情境下，学生的学
习兴趣浓厚，参与度高，利用形象的式子，思考探索，交流
讨论，很快归纳出了有理数乘法的法则；其次，课堂气氛活
跃，在小组比赛的过程中，同学们团结协作，很快的学会了
如何去确定两数相乘的符号，突破了难点；再次，很好的培
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基本上在理解有理数乘法法
则的基础上能正确利用法则解决问题，掌握了本节课的重点。

不足之处，是时间把握得不够好，课本上的例题在学生自学
之后，没有再重复讲解以加深学生的印象。不过，在点评课
堂作业的时候，规范的讲解了两题计算题，也足以让学生理
解和掌握解题过程了。

浮石镇初级中学数学组成员及课题组成员参与了听课，他们
的评价让我更有信心去上好数学课了。他们基本上都认为这
节课总体比较成功。例如教学过程设计比较合乎七年级学生
情况；情景设计好，能很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投入学习
中来，学生学习积极性强，整节课课堂气氛活跃，鼓励表扬
学生做得很好，语言丰富，课堂生动、活泼；课堂上讲、练、
演、思、算结合，形式多样。

遗憾的是节奏不够快，容量比较少，练习的题目有些简单，
同时上黑板演算的同学太多，显得乱；画数轴用的时间太长，
可以再抓紧些，比如可以利用圆规。我虚心的采纳了他们的
意见，如果有机会再次给同样的学生上同样的课，我会特别
注意时间的分配和练习题的设计，使得难、中、易适当，让
学优生和后进生都得到很好的训练。

有理数的乘法教学反思篇二

我今年任教的班级是七年级（7）和（8）班，共有110名学生，
这届学生普遍数学基础差，对小学数学知识掌握不扎实，计
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一般，而且缺乏数学语言，表达和交流



的能力，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也不浓厚。本节课主要学习有
理数的乘法运算，我采用了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的方式，共
同找出有理数乘法的规律，并学会如何利用乘法法则正确进
行有理数乘法运算。在教学实施中我比较注重过程教学，引
导学生探索、归纳，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也
注意到培养学生分析归纳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我首先结合小学乘法的意义引入新课，然后
根据负有理数的意义，以复习数轴巩固旧知识，为新知识作
铺垫，利用动画《蜗牛爬行》和学生配合表演的形式进行情
景引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迅速进入角色，提高
本节课的教学效率；结合故事中的小动物的位置及在一条直
线上运动的实例，得出不同情况下两个有理数相乘的结果，
进而由学生观察、思考、讨论、归纳出两个有理数相乘的乘
法法则；以小组竞赛的形式，活跃课堂气氛，巩固知识点并
突破积的符号的确定这个难点，让学生牢记同号得正、异号
得负的规律，特别是两负数相乘，积为正；通过自主学习和
具体例子学会如何正确运用法则进行计算，利用课堂检测当
堂反馈学习效果，以课堂小结和适当的课后作业，强化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初步培养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

通过学生课上的表现和课堂作业的反馈，这一节课所学的概
念和有理数的乘法法则基本上掌握了，但是在运用法则上还
存在着符号差错，不熟练。从课堂教学的参与度来看，在故
事和学生配合表演的情境下，学生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学生
的学习兴趣被调动起来了，在观察思考、交流讨论、探索归
纳环节中，学生表现的有些束手无策，虽然得出了有理数乘
法的法则，但是个别学生还存在着一些困惑；其次，课堂气
氛活跃，在小组比赛的过程中，同学们团结协作，很顺利的
学会了如何去确定两数相乘的符号，突破了难点；再次，很
好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基本上在理解了有理
数乘法法则的基础上能正确利用法则解决问题，掌握了本节
课的重点。



不足之处，课堂环节安排的还不够紧凑，小组讨论有些学生
不专注，在时间的把握上不够好，课本上的例题在学生自学
之后，没有再重复讲解以加深学生的印象。不过，在点评课
堂作业的时候，规范了计算题的解题步骤，让学生理解和掌
握了准确的解题格式。

让优生和后进生都能得到很好的训练和发展，使我的.课堂教
学更加精彩。

有理数的乘法教学反思篇三

我今年任教的班级是七年级（7）和（8）班，共有110名学生，
这届学生普遍数学基础差，对小学数学知识掌握不扎实，计
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一般，而且缺乏数学语言，表达和交流
的能力，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也不浓厚。本节课主要学习有
理数的乘法运算，我采用了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的方式，共
同找出有理数乘法的规律，并学会如何利用乘法法则正确进
行有理数乘法运算。在教学实施中我比较注重过程教学，引
导学生探索、归纳，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也
注意到培养学生分析归纳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我首先结合小学乘法的意义引入新课，然后
根据负有理数的意义，以复习数轴巩固旧知识，为新知识作
铺垫，利用动画《蜗牛爬行》和学生配合表演的形式进行情
景引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迅速进入角色，提高
本节课的教学效率；结合故事中的小动物的位置及在一条直
线上运动的实例，得出不同情况下两个有理数相乘的结果，
进而由学生观察、思考、讨论、归纳出两个有理数相乘的乘
法法则；以小组竞赛的形式，活跃课堂气氛，巩固知识点并
突破积的符号的确定这个难点，让学生牢记同号得正、异号
得负的规律，特别是两负数相乘，积为正；通过自主学习和
具体例子学会如何正确运用法则进行计算，利用课堂检测当
堂反馈学习效果，以课堂小结和适当的课后作业，强化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初步培养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



通过学生课上的表现和课堂作业的反馈，这一节课所学的概
念和有理数的乘法法则基本上掌握了，但是在运用法则上还
存在着符号差错，不熟练。从课堂教学的参与度来看，在故
事和学生配合表演的情境下，学生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学生
的学习兴趣被调动起来了，在观察思考、交流讨论、探索归
纳环节中，学生表现的有些束手无策，虽然得出了有理数乘
法的法则，但是个别学生还存在着一些困惑；其次，课堂气
氛活跃，在小组比赛的过程中，同学们团结协作，很顺利的
学会了如何去确定两数相乘的符号，突破了难点；再次，很
好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基本上在理解了有理
数乘法法则的基础上能正确利用法则解决问题，掌握了本节
课的重点。

不足之处，课堂环节安排的还不够紧凑，小组讨论有些学生
不专注，在时间的把握上不够好，课本上的例题在学生自学
之后，没有再重复讲解以加深学生的印象。不过，在点评课
堂作业的时候，规范了计算题的解题步骤，让学生理解和掌
握了准确的解题格式。

让优生和后进生都能得到很好的训练和发展，使我的课堂教
学更加精彩。

有理数的乘法教学反思（一）有理数的除法法则是怎么样的？
前几节课采用的探索、讨论、验证的手段，是本节课继续学
习的研究方法.总体上这节课我自我感觉还是良......

四道湾子中学冯贵东有理数的乘法是有理数运算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内容，它与有理数的加法运算一样，也是建立在小学
算术运算的基础上。“有理数乘法”的教学，在......

有理数的乘法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我采用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的方式，共同找出有理数
乘法的规律，并学会如何利用利用乘法法则正确进行有理数



乘法运算。在教学实施中我比较注重过程教学，引导学生探
索、归纳，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也注意到去
培养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教学过程中，我首先对照小学乘法的意义和负有理数的意义，
以复习数轴巩固旧知识，为新知识的铺垫；利用讲故事和学
生配合表演的形式进行情景引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学生迅速进入角色，提高本节课的教学效率；结合故事中的
小动物的位置及在一条直线上运动的实例，得出不同情况下
两个有理数相乘的结果，进而由学生观察、思考、讨论、归
纳出两个有理数相乘的乘法法则；以小组竞赛的形式，活跃
课堂气氛，巩固知识点并突破符号的确定这个难点，让学生
牢记同号得正、异号得负，特别是两负数相乘，积为正；通
过自主学习和具体例子学会如何具体正确运用法则进行计算，
利用课堂作业当堂反馈学习效果，以课堂小结和适当的课后
作业，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初步培养学生的自我
评价能力。

有理数的乘法教学反思篇五

上周和薛校长还有数学组的几个同事一起听了杜超老师和夏
纪超老师的《有理数的乘法》这节课，感触颇深。听完课后
薛校长和我们一起在数学组交流了一番。薛校长提出了两句
话我比较受启发：方向比努力重要，努力比观望重要！

奔着校长的思路昨天（9、26）我试着上了同样的这节课，感
觉比较成功的地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课堂气氛比较活跃。七年级是新分的班，以前上的一节课
（有理数的减法），感觉学生不太好调动，课堂气氛有点沉
闷，就担心自己上课时，本身又不熟悉学生，学生会不会不
配合。备课时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导入设计考虑到学生的年
龄特征，从学生熟悉的上下楼梯入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过程中，不断鼓励他们敢于表达，勇于展示自己，以至



于同学们都抢着板演，抢着回答问题。

二是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得比较充分，整节课就是以引导为
主，把问题不断的“抛给学生”，让学生去思考，暴露学生
的思维过程，进行适时引导。

通过这节课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充分备课的重要性，这节课也
让我认识到，学习研究教材的重要性，领会编写专家的意图，
丰富教学视野，真正做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同
时要加强理论学习，站得高，方能看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