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米和毫米的认识教学反思苏教版(通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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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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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米和毫米的认识教学反思苏教版篇一

在上个学期，学生已经认识了两个长度单位：厘米和米，能
体验1米和1厘米的长度，理解1米=100厘米。本节课要在实际
活动中让学生感知分米和毫米，建立分米和毫米的长度表象；
在实际测量的过程中，了解长度单位间的进率，在实际生活
中提高估测能力；在动手操作、合作交流中提高参与学习的
意识和能力；形成解决问题的一些基本策略。因此在本课的
教学中，我主要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通过创设一定的情境，
让学生在生活中感知毫米和分米，进入主动学习、主动探索
的角色中去。

教学中我和学生收集了校讯通卡、一分硬币、生活中10厘米
的.物体以及一粒米的长、宽来认识1毫米。这些物体的长度、
厚度、高度都与分米和毫米有关，让学生体会数学与现实生
活的密切联系。通过在真实情境中估一估、量一量、想一想、
议一议、说一说、做一做，让学生建立起分米和毫米的表象，
形成解决生活中长度问题的一些策略，发展空间感。让学生多
“动”、多“说”、多“想”、多“表现”，引导学生自己
去探索和解决问题，从中感受数学的意义、价值，获得成功
的体验，感受成功的快乐。同时用手势表示长度单位，是建
立相关概念的重要活动，在教学中，我让学生经历“比
划——在尺上验证——修正比划——再验证……”的过程，
使1分米和1毫米的概念逐渐做到尽可能地准确。



也存在一些问题：课堂上我在带领学生数“1厘米里有几毫
米”时，我只让学生在自己的直尺上数，有的学生对1毫米的
认识出现了错误，把直尺上的1根小竖线看成是1毫米，数到
了1厘米有11个小格。第二题数橡皮和回形针的长度时有些学
生出现了错误。如果当时我在黑板上画一根放大地直尺，指
名上黑板数一数，学生有了直观的感受后，理解就深刻了。
从我个人来讲，对课堂的驾驭能力有待提高。教学思路要清
晰、有层次，不可以被外在因素所干扰。

分米和毫米的认识教学反思苏教版篇二

分米和毫米是数学中的长度单位，认识它是一个从表象到抽
象的过程，单位只有在与数字结合时才有意义，也只有在实
际测量中才能被感知。在本节课的设计中，我注重突出以学
生活动为主，让学生在独立活动、小组合作活动中，自主地
探究和学习知识。具体做法如下：

1.注重“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先生早就提出“教学做合一”的观点，在美国也流
行“木匠教学法”，让学生看一看、摸一摸、找一找、量一
量……课程标准中也指出：要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
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应用的过程，因此在本课的教学一
开始，我就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
发，通过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初步认识分米和毫米。教
学中我收集了电话卡、一分硬币、课桌、钥匙、字典等等。
通过估一估、量一量，让学生建立起分米和毫米的表象。让
学生多“做”，引导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解决问题，从中感受
数学的意义、价值，获得成功的体验，感受成功的快乐。

2.给学生留有充分参与的空间。

在教学中，选取了学生熟悉的课桌和硬币为观察和研究对象。
安排了多次观察、测量课桌和硬币的实践活动，给学生留下



了充分的参与学习、展示自我、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的时间
和空间，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自主探索的基础上积极参与
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在合作交流中，学生不仅可以表达自
己的想法，培养参与意识，也可以了解别人的想法，调整自
己的认识，这样有利于学生用不同的学习方式探索和思考问
题，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学生在丰富有趣的实践活动中丰
富了自己对1分米和1毫米的感性认识，为形成正确的'空间观
念积累实践经验。

分米和毫米的认识教学反思苏教版篇三

《分米和毫米》一课是国标本苏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的
教学内容,我在教学后对照教学要求有以下几点思考：

本课教学环节若不紧凑教学内容必定完成不了，因此我在如何
“导”得快、简、趣上动了脑筋。我让学生联系上学期学过
的厘米和米导入本课,通过学生测量文具盒引出长度单位分米，
认识长度单位毫米则直接拿起数学书，问：如果要测量数学
书的厚度，该用什么长度单位呢？然后让学生自己量一量看。
在新知探索结束后又以“今天小朋友们学了不少新本领，用
这些知识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导入实践应用的练
习环节。课中几次的“导”比较简明，整个教学过程就显得
自然而顺畅。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引导者和合
作者，把学生放在课堂教学的主体地位，老师的教就要体现
在精心设计教学活动、精心设计问题、精要讲解上。如：在
引出分米这个长度单位后，我设计了“1分米到底有多长？”
通过看一看、数一数、比一比（比划）、找一找（举例）、
画一画等操作活动，加深对分米认识，丰富了学生的感知，
最后小结“现在你知道1分米有多长了吧！”。如此老师教给
了学生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教要“精”也体现在两次小结
中，新知探索结束后“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两个新朋友？现在
已经知道了哪几个长度单位？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这几



个长度单位还可以用字母m,dm,cm,mm来表示，有兴趣的同
学课后在书上找一找有关介绍。”帮助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
归纳、概括，强化了重点，使学生对本课内容有一个系统、
完整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分米和毫米的认识教学反思苏教版篇四

《分米和毫米》一课是国标本苏教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的
教学内容。在上个学期，学生已经认识了两个长度单位：厘
米和米，能体验1米和1厘米的长度，理解1米=100厘米。因此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主要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通过创设一
定的情境，让学生在生活中感知毫米和分米，进入主动学习、
主动探索的角色中去。教学中我收集了电话卡、一分硬币、
软盘、一次性杯子、丝瓜、铁钉、小米粒、花瓣、叶子等等。
这些物体的长度、厚度、高度都与分米和毫米有关，让学生
体会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通过在真实情境中估一估、
量一量、想一想、议一议、说一说、做一做，让学生建立起
分米和毫米的表象，形成解决生活中长度问题的一些策略，
发展空间感。()让学生多“动”、多“说”、多“想”、
多“表现”，引导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解决问题，从中感受数
学的意义、价值，获得成功的体验，感受成功的快乐。

在比划“1分米”和“1毫米”时，我渲染学习的神秘气氛。
在比划1分米时，说：“现在让我们把手高高举起。对，这就
是1分米。”小朋友们兴奋地仰起小手。在比划1毫米时，这
样说：“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夹住卡，再轻轻地、轻轻地抽
出来，现在两手指之间的距离就是1毫米。看着它，你有什么
感觉？”语气是缓慢的，轻柔的。跟上面的.分米进行对比，
小心翼翼地抽卡，也突出了毫米的小，毫米的细，毫米的窄，
毫米的短。在教学《分米与毫米》后，学生对分米和毫米已
经有了初步的理解，并且建立了一定的表象，大部分学生能
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问题，如：填写单位名称、简单的
长度单位换算。



分米和毫米的认识教学反思苏教版篇五

孔子告诉我们：吾日三省吾身。由此可见，经常反思我们自
己对自己是非常有好处的，坚持反思自己的教学，对今后的
教学很有帮助。《认识分米和毫米》这节课是二年级下册第
五单元的教学内容，也是这个单元的第一个课时。《认识分
米和毫米》这节内容的学习之前同学们已经学习了长度单位
米和厘米。因此，本节课的.导入部分我设计了复习米和厘米
这些长度单位。如门的高度大约是2米，也可以说是200厘米，
让学生用手比划1米的实际长度，并引导学生说出1米=100厘
米，除了米和厘米这些长度单位之外，今天我们将学习一些
新的长度单位，教学分米这个长度单位时，引导学生量一量
自己手中的文具盒的长和宽大约是多少厘米，同学们通过测
量，量出自己的文具盒的长和宽，并让学生说一说自己量的
结果，和同学们进行交流。老师的文具盒通过测量，文具盒
的宽大约是10厘米，长大约是20厘米，然后通过谈话告诉学
生10厘米可以用一分米来表示，从而得出1分米=10厘米，引
导学生通过用手比划以及在草稿纸上画一画充分感知1分米的
实际长度，培养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动手操作的能力。教学
毫米这个长度单位时，主要引导学生通过测量自己数学书的
厚度不足1厘米，从而引入用毫米作单位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