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买文具的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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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买文具的教学反思篇一

《买文具》一课是学生在三年级学过“除数是一位数的除
法”这一基础上学习的“除数是整十数的除法”。

本课教学中我首先通过“买文具”的具体情境，从学生熟悉
的现实题材中让学生提出数学问题；接着多种方法解决问题，
不仅充分利用了学生原有知识、经验这一宝贵的学习资源，
而且表明了学生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然后将问题集中到用
“竖式计算”，突出本节课的知识重点，掌握基本的笔算方
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先估商，再计算；最后通过适当的
练习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笔算技能。因此，我在教学设计时
分为了以下两个层次来进行：

1、80÷20与140÷20，整十数除以整十数。学生在解决时通
过以前学过的口算来完成，老师主要在于帮助其解决商的定
位问题。并通过比较80÷20与140÷20的相同与不同，让学生
感知除法竖式的算理与法则，从而完成从口算到竖式的迁移。

2、通过具体情境呈现90÷30与165÷30，让学生通过尝试计
算，比较两个算式在计算过程中的异同来进一步的掌握除数
是整十数的除法竖式的计算法则和算理，并且会进行运用。

在小结中，老师让学生自己说在列竖式做题时需要注意的地
方和本节课学习的知识以及做的方法。

回顾本节课的教学过程，有遗憾的地方：一是个别学生在板



书竖式计算出现的计算错误，忽视了纠正。二是三位数除两
位数（整十数），商是一位数到商的个位为什么要补“0”转
弯有些过急。

买文具的教学反思篇二

一、在教材处理上，循序渐进。

我先用摆图形实例，说明“一个数的几倍”的含义；再出示
挂图，请学生看图理解图意后，读一读小兔的话（我买了1枝
笔，花了2元钱）；大灰狼的话（我花的钱是小兔的4倍）；
小黄牛的话（我买了3枝笔）。接着让学生用摆学具与推想的
方法分别求出大灰狼花的钱和小黄牛花的钱。然后再让学生
总结出；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计算方法；最后联系实际
情境，（如小红今年9岁，妈妈的岁数是他的3倍，妈妈今年
几岁？）结合线段图，学习怎么样解决“求一个数的几倍是
多少”的实际问题。再最后让学生做“画一画”和“练一
练”的题目来加深体会“倍”的意义及计算方法。这样做，
为学生展开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直观操作到分析迁
移的过程，为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有条理的思
考提供感性材料的支持。

二、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经历建模过程。

要使学生学到有用的知识，实现有意义的学习，教师必须充
分尊重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由知识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
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在这节课的教学中，
我在学生初步了解“一个数的几倍”的含义后，引导学生用
摆学具的方法，建立“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计算思路，
为解决问题构建“思维模式”；最后运用构建起的“求一个
数的几倍是多少”解决实际问题。（“练一练”的三道题）

三、让学生独立思考后，提倡合作交流。



在教学过程中，我努力避免以少数学生的思维代替多数学生
的思维，在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课堂中的每个活动都采用
不同方式给每个学生提供独立操作、思考以及师生、生生间
交流的时间和空间，鼓励人人动脑想，人人开口说，互相提
示、互相补充。

四、在落实目标上，关注情感态度。

积极向上的学习情感、健康的人格、良好的学习品质，从根
本上说比学习数学知识更重要。教师温馨的话语、自由的学
习状态，对学生的心灵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这节课在整个
教学过程的学习气氛是和谐的、宽松的。在课堂上，我注意
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多给予鼓励、肯定、表扬。特别是
对于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我很耐心地引导、帮助、鼓励
他们多用学具摆一摆或用线段图来解决“求一个数的几倍是
多少”的问题。这样全班学生在心理安全、自由的状态下就
能主动地投入学习，教学效果也就达到了事半功倍。

《文具店》教学反思

在本次“一人教，大家评”活动中，我听了三节“求一个数
的几倍是多少”的内容的教学。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我
对王欣萍老师的这一课的一些看法。

一、在教材处理上，循序渐进。

王欣萍先出示课件，请学生看图理解图意后，读一读小兔的话
（我买了1枝笔，花了2元钱）；大灰狼的话（我花的钱是小
兔的4倍）；小黄牛的话（我买了3枝笔）。接着让学生用摆
学具与推想的方法分别求出大灰狼花的钱和小黄牛花的钱。
然后再让学生总结出；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计算方法；
最后联系实际情境，由老师带领学生一边摆学具，一边说，
学习怎么样解决“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实际问题。再
最后让学生自由的说一说来加深体会“倍”的意义及计算方



法。这样做，为学生展开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直观
操作到分析迁移的过程，为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
行有条理的思考提供感性材料的支持。

买文具的教学反思篇三

《文具店》这一课是在学生已经初步理解“倍”的含义以及
初步懂得怎样“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的基础上来学习
“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问题。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
像这样的知识是比较抽象的，很难理解，又容易混淆。针对
这种现象，我根据《数学课程标准》提倡的“数学的知识、
思维和方法必须经由学生在现实的数学实践活动中理解和发
展，而不是单纯的依赖教师讲解去获得”的精神，在这节课
的教学中，我采取了以下的做法，教学效果还是较好的。

一、在教材处理上，循序渐进。

我先用摆图形实例，说明“一个数的几倍”的含义；再出示
挂图，请学生看图理解图意后，读一读小兔的话（我买了1枝
笔，花了2元钱）；大灰狼的话（我花的钱是小兔的4倍）；
小黄牛的话（我买了3枝笔）。接着让学生用摆学具与推想的
方法分别求出大灰狼花的钱和小黄牛花的钱。然后再让学生
总结出；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计算方法；最后联系实际
情境，（如小红今年9岁，妈妈的岁数是他的3倍，妈妈今年
几岁？）结合线段图，学习怎么样解决“求一个数的几倍是
多少”的实际问题。再最后让学生做“画一画”和“练一
练”的`题目来加深体会“倍”的意义及计算方法。这样做，
为学生展开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直观操作到分析迁
移的过程，为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有条理的思
考提供感性材料的支持。

二、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经历建模过程。



要使学生学到有用的知识，实现有意义的学习，教师必须充
分尊重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由知识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
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在这节课的教学中，
我在学生初步了解“一个数的几倍”的含义后，引导学生用
摆学具的方法，建立“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计算思路，
为解决问题构建“思维模式”；最后运用构建起的“求一个
数的几倍是多少”解决实际问题。（“练一练”的三道题）

三、让学生独立思考后，提倡合作交流。

在教学过程中，我努力避免以少数学生的思维代替多数学生
的思维，在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课堂中的每个活动都采用
不同方式给每个学生提供独立操作、思考以及师生、生生间
交流的时间和空间，鼓励人人动脑想，人人开口说，互相提
示、互相补充。

四、在落实目标上，关注情感态度。

积极向上的学习情感、健康的人格、良好的学习品质，从根
本上说比学习数学知识更重要。教师温馨的话语、自由的学
习状态，对学生的心灵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这节课在整个
教学过程的学习气氛是和谐的、宽松的。在课堂上，我注意
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多给予鼓励、肯定、表扬。特别是
对于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我很耐心地引导、帮助、鼓励
他们多用学具摆一摆或用线段图来解决“求一个数的几倍是
多少”的问题。这样全班学生在心理安全、自由的状态下就
能主动地投入学习，教学效果也就达到了事半功倍。

在本次“一人教，大家评”活动中，我听了三节“求一个数
的几倍是多少”的内容的教学。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我
对王欣萍老师的这一课的一些看法。

一、在教材处理上，循序渐进。



王欣萍先出示课件，请学生看图理解图意后，读一读小兔的话
（我买了1枝笔，花了2元钱）；大灰狼的话（我花的钱是小
兔的4倍）；小黄牛的话（我买了3枝笔）。接着让学生用摆
学具与推想的方法分别求出大灰狼花的钱和小黄牛花的钱。
然后再让学生总结出；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计算方法；
最后联系实际情境，由老师带领学生一边摆学具，一边说，
学习怎么样解决“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实际问题。再
最后让学生自由的说一说来加深体会“倍”的意义及计算方
法。这样做，为学生展开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直观
操作到分析迁移的过程，为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
行有条理的思考提供感性材料的支持。

买文具的教学反思篇四

《买文具》一课是北师大版教材第七册第五单元除法的第一
单元内容，是学生在三年级学过“除数是一位数的除法”这
一基础上学习的“除数是整十数的除法”。

本课教学中我首先通过“买文具”的具体情境，从学生熟悉
的现实题材中让学生提出数学问题；接着多种方法解决问题，
不仅充分利用了学生原有知识、经验这一宝贵的学习资源，
而且表明了学生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然后将问题集中到用
“竖式计算”，突出本节课的知识重点，掌握基本的笔算方
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先估商，再计算；最后通过适当的
练习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笔算技能。

因此，我在教学设计时分为了以下两个层次来进行：

1、80÷20与140÷20，整十数除以整十数。学生在解决时通
过以前学过的.口算来完成，老师主要在于帮助其解决商的定
位问题。并通过比较80÷20与140÷20的相同与不同，让学生
感知除法竖式的算理与法则，从而完成从口算到竖式的迁移。

2、通过具体情境呈现90÷30与165÷30，让学生通过尝试计



算，比较两个算式在计算过程中的异同来进一步的掌握除数
是整十数的除法竖式的计算法则和算理，并且会进行运用。

在小结中，老师让学生自己说在列竖式做题时需要注意的地
方和本节课学习的知识以及做的方法。

买文具的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是四年级数学上册第四单元运算律的起始课，主要是
认识中括号，学习有中括号的混合运算顺序，对整数混合运
算进行总结性学习，重点是分清各种情况的混合运算顺序，
并能正确计算。依据教材的设计意图跟安排，我制定了两个
学习目标。

1、结合“买文具”问题解决的过程，体会四则混合运算（不
超过三步）顺序的合理性，掌握运算顺序（包括带有中、小
括号的），能正确计算。

2、在计算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认真看题，耐心细致计算
的良好习惯。

本节课在出示教材的主题图后，让学生观察后，独立解决图
中的问题，并把自己的方法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当学生提出
分步计算跟综合计算两种解决方法后，立刻抛出问题，“两
种列式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学生
在讨论交流中，逐步明确了运算顺序。在学生理解了三步四
则混合运算的顺序后，就出示书上相应的练习，要求学生先
说出每题的运算顺序，再进行计算。练习完成后，开始引导
学生认识中括号，通过出示一道算式，让学生添上括号使等
式成立。该环节给予学生充分时间进行思考，寻求解决问题
的方法。学生在认识只有小括号，无法使等式成立后，明白
引入中括号的必要性。并让学生说说添上中、小括号后，该
算式的运算顺序。最后，对本节课所学内容进行总结概括，
并请学生总结出四则运算的运算顺序。



通过本节课的实际教学，让我认识到：本班学生在进行四则
混合运算的过程中，对于运算顺序并没能完全掌握，还是容
易出现各种错误，特别是没先看清题目，就直接按从左到右
顺序进行计算。因此，在课后练习时，不断提醒学生要先看
清题目，先知道运算顺序，再动手进行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