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加减混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
(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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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加减混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母鸡萝丝去散步》是一本外国经典图画书，它的文字与画
面形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对比：文字讲述的是母鸡萝丝去散步
的平淡无奇的故事，而图画则还讲述了狐狸追逐猎物却屡屡
受挫的故事。为了引导孩子在笑声中理解故事内容，重点讲
述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故事。我决定分三个环节来引导学生
理解故事、分析故事，并感受、体验故事所带来的乐趣：看
图听故事学动词——自主阅读、大胆讲述——作品欣赏与经
验分享。

试教之后，我觉得整节课孩子都被我“牵着鼻子走”，结果
使孩子对图书的兴趣没有我预计的那么浓厚，教学重点不突
出。这时我意识到，不可能只通过一次阅读活动就达到所有
的目标，应该在若干个活动中分别体现出来。针对第一次试
教出现的问题，我首先将开始部分做了调整，加入了老师的
体态语言和语气节奏的暗示，带动学生积极地模仿动作、学
习词语，结果孩子很快就掌握了动词的学习。其次，我将孩
子自主阅读作为活动的重点。上完本堂课后，我最大的困惑
在于：怎样来引导孩子参与故事情节的讨论？课后我经过反
思，发现在引导学生参与故事情节讨论的提问上，缺乏了层
次性，科学性，回应也不够恰当，因此孩子参与的积极性也
不够高。绘本是教师和学生一起探索图画书的含义？还是把
问题抛给学生，学生再根据老师的提问来思考？后来经过研
讨，大部分老师都认为应该让学生自己来探索图画书的含义，



因为绘本是让孩子自主阅读的图画书，让孩子自主阅读之后，
再提出自己的疑问，最后大家一起商讨，解决问题。看似简
单的绘本教学，想要上好似乎不易，需要我们老师较强的课
堂应变能力，因此我们老师要不断研讨，一起发现不足，共
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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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加减混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我认为，本节课最重要的是教师的引导，只要发挥好辅助作
用就好。所以整堂课，我尽量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课开始，通过书本提供的情景图，让学生先提
出问题，备课前我预设了几个学生可能会提出的问题，然后，
出示，让学生帮助我解决，而不是要求他们解决，提升学生
的位置，可以增强他们的积极性。然后通过学生间互相讨论，
总结出多种计算方法，教师只需要在最后把学生的发现再做
整理即可。

教学环节虽然进行的很顺利，教学目的最终也完成了，但是



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深思。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虽然可以正确的算出结果，可
是，当我问到“你是怎么想的”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能表达。
该如何引导呢，为了节省时间我在课堂上是直接告诉他们计
算方法的。事后回想，或许可以通过比如摆小棒的方法来帮
助学生说理，明理。

多媒体教学通过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手
段传递教学信息，创设形象生动的教学情境，以声情并茂的
教学内容刺激学生的感官，诱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教学的质量。也使教师的教
学过程简单轻松。但要利用得合理，要不就适得其反。

在课堂上，特别使公开课的课堂上，教师往往会避免选择差
生回答问题，目的使怕暴露问题。不过，事后回想，如果差
生可以在课堂上暴露出问题，然后得到老师的及时纠正，远
远比课后教导要有效果。所以，在可堂上，教师不应该回避
错误，而应该面对它，及时纠正它，也可以警示其他的学生
不要范同样的错误。

不要替孩子说话。让孩子把自己的话语表述完整，由于怕孩
子说的慢，总是提醒孩子说，这样会打断孩子的思路，也是
对孩子的一种不信任，以后要慢慢的改正。

这节课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对于练习的形式，方法的指导，都
应好好设计，练习是为了巩固新知的，精心的练习设计会带
来更好的学习效果。在以后的教学中，对于练习的设计，我
会更好的吃透练习的目的，并结合低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
设计出他们喜欢的小游戏形式，让每一位学生都积极参与练
习中来，在欢乐中巩固学习的新知识。



一年级加减混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一、说教材

1、教材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6和7的加减法是10以内数的分与合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
是通过把几个物体分成两部分的活动，来认识、掌握数的组
成。掌握这一内容，是理解加减法意义的前提：为掌握10以
内加、减法打好基础；对学生今后学习数学起了重大作用。

2、教材的重点和难点

教材重点：学会6与7的组成。

教材难点：能从6和7的一些组成推想出相应的组成。

3、教学目标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及学生的年龄特点，我把本
节课的教学目标定为以下三点：

（1）学会6与7的组成。

（2）使学生体会数学就在身边，从而产生学习数学的学习兴
趣。

（3）培养养成交流合作，鼓励摆出多样化的分法。

二、说教法

一年级上学期的学生是刚从幼儿园跨入小学的第一步，他们
还不习惯小学生的生活，还保留着幼儿园的生活习惯。这个
年龄阶段的儿童还摆脱不了用实物来演示。根据这些特征，
我在本节课中采用了以下的教学方法：



第一，直观演示法

第二，探索操作法

第三，游戏法

三、说学法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我始终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通过观察、
思考，学会6和7的组成，并能从6和7的一些组成推想出相应
数的组成；通过实物演示和操作，让学生感受数学与日常生
活的密切联系；通过数学游戏，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通过学生自己摆一摆、想一想、说一说，提高学生的语言表
达能力；通过合作、实践、交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
新意识。

四、说教学程序

1、创设情境，产生探究欲望

（1）游戏《手指对数》

通过游戏的方法进行复习25的组成，让学生感觉到是在于游
戏，而不是在进行枯燥的学习。

（2）联系生活引入课题

为了使学生体验到数学情境的兴趣，我创设新奇有趣、密切
联系生活实际的教学情境设问引入。

2、分析问题，主动探究

（1）出示主题图

根据学生的设问，出示挂图，让学生通过观察、讨论并说出6



的组成。

（2）提问

课堂提问是激发学生积极思考，独立探究，掌握知识，培养
学习能力的重要手段；对教师驾驶课堂活动，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优化课堂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课堂提问是必不可
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3）建立联系请同学们轻声读一读6的组成，边读边看边思
考，并把自己的发现与同桌交流。通过观察、比较、讨论，
发现内在联系，培养学生有意识地观察问题的能力与合作的
习惯。

3、提供探索机会，让学生探索

（1）操作

数学活动不能单纯的依靠模仿和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
和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教学中我
放手让学生大胆动手、实践、推想、合作与学生在不断探索
中去体会新知识的那种成就感；同时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
操作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2）加深认识

俗话说十指连心、心灵手巧。为了使学生对7的组成产生更深
的记忆，我让学生手指对数读一读，通过手、口、脑三者的
结合，从而使教学得到良好的效果。

五、巩固新知识

巩固新知识是课堂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每到这个环节
也是学生的注意力最容易分散的时候。因此，我在这个环节



中采用了趣味游戏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如：摘星星、帮
小蚂蚁找家等活动。

六、全课小结

通过游戏的结束画面，使学生联想到今天学习的课题，并知
道学习的内容。

一年级加减混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母鸡》是老舍先生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描写了作者对母
鸡的看法的变化，表达了对母爱的赞颂之情。课文语言风格
比较口语化，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本文既能使学生学习
语言，又能使学生在思想上得到启迪，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
熏陶。卢老师抓住了课文的重点和难点，以生为本、以读为
主、以疑为线、以拓展为目标，通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使学生在读中感悟，在悟中理解，在理解的基础
上体会母爱的伟大。

1、以生为本，品读感知。

在以学生为本的新课改中，提出了学习方式的根本变革，即
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母鸡》一课的执教中，
卢老师揭题后就引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把学习的
主动权交给学生。在读中体现自主、合作、探究的创新思路，
让学生自读自悟，切身体会作者的真情实感，体会句子蕴含
的真谛，用内心的情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真正达到品读
感悟的台阶，使学生受到美好情感的熏陶。

2、自主探究，精读感悟

《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
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
受，体验和理解。在教学5—9自然段时，卢老师趁着学生的



学习热情，让学生带着“作者为什么不讨厌母鸡了”这一问
题，反复阅读课文，自己寻找答案。学生在充分阅读文本的
基础上，圈圈点点，写写批注，思维的火花又一次激发，大
家都跃跃欲试，争相各抒己见，这样既培养了学生语感，情
感也得到了升华。

3、实践活动，深化知识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要给学生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他们的思
维自由飞翔。在本课教学中，学生通过朗读，思考，品味，
不禁被母鸡的负责、慈爱、勇敢和辛苦的精神所感染，卢老
师紧接着问学生：你们从母鸡身上想到了哪些人和物呢？请
同学们模仿课文的语言和写法，以爱为话题写一段话，学生
们都写得很投入。交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学生的片段中写
出了人间的亲情美，他们懂得了从平淡中见深情的真理。这
一环节锻炼了学生思维，培养了语言运用能力，使学生真正
成为学习的主人。

4、课外拓展，积累语言

一年级加减混合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第一节：动物乐园

利用小朋友喜欢小动物的心理，创设一个儿童喜闻乐见
的“动物乐园”的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也渗透
人类应保护小动物的思想教育．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
对“动物乐园”进行观察，在交流观察结果时，及时鼓励观
察仔细、善于思考、表达清楚正确的学生，达到有序数数之
目的．“好动”是儿童的特点，利用这个特点，让学生用圆
和三角分别代替小熊、小鹿、小兔、小猴、小鸟，在实践中
自己探索，掌握一一对应的比较方法．在练习中注意由易到
难的'梯度，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观察、推理的能力，
使学生都有机会展示自己。



第二节：高矮

注意让学生亲身经历比较的过程，引导学生联系日常生活实
际，比较物体的高矮和长短．教学时，教师自创情境，从学
生生活实际入手：两名同学比高矮，小组内互相比高矮，在
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感知两个或三个物体之间的高矮关系，
体验高矮的相对性，同时，也能从中感悟到比较高矮的具体
方法．组织学生动手操作在这节课上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在让学生亲历比较两根毛线长短的过程中悟出比较长短的具
体方法，学生边比较边总结方法，积极参与活动与讨论，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总之，教师能给学生提供具体的学习
情境，设计富有情趣的数学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和学
习数学。

第三节：轻重：

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注意让学生亲身经历比较的过程，通
过多个实验，比较物体的轻重。教学时，教师自创情境，从
学生喜爱的游戏引入，通过动手操作，让学生体验比较轻重
的过程，感悟出比较轻重的具体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

一年级数学上册《6,7的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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