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级数学厘米的认识教学反思 二年级
数学认识米教学反思(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二年级数学厘米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是学生在认识长度单位厘米后，又要认识的一个新的
长度单位---米”。这节课对学生来说比较抽象，因为他们对
于一米到底有多长心里完全没有数。所以，我为学生设计了
一些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建立1米的概念。

(1)让学生用厘米去量黑板的长度，让学生说说有什麽感觉。
接着老师出示一把米尺，问用这把尺量感觉怎么样?再告诉学
生这就是1米，并让学生学着老师的样子张开两臂比划着1米
大约的长度，亲自体验一米的长度。

(2)小组合作，用米尺量出1米长线。每个学生都拉一拉线的
长度，感受一下一米的长度大约是多少，再张开两臂比一比。
让学生然后在教室里找一找，哪些物体的长度大概是1米。

(3)在用米尺量的过程中体会米与厘米的关系，再通过比较1
厘米和1米的长度，进一步的使学生认识到，用米做单位是量
比较长的物体。

(4)在地上画出3米、5米的长度，让学生亲自走一走，体会几
米长的长度。

存在不足。



1、米尺、1米长的线应该多准备几份，这样学生就可以常常
感受一米的长度，也加深了学生对米的认识。

2、学生在操作过程中，会不自觉的或偷偷的玩，不能做到认
真听讲。对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应加强
理论学习，学习一些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良好的操作习惯，
让学具在课堂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年级数学厘米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二

这一节课最成功之处是导入“米的认识”。在上节课认识厘
米的基础上，本节课教学“认识米”。复习时，我让学生用
自己的尺子量量黑板的长度，学生很积极，都愿意上台测量。
我每个组派一名代表来测量，当学生们测量时，我则拿着米
尺站在一旁观看。有的学生量得很认真，一看就知道这个学
生做事很有耐心；有的学生一边量一边回头望望我，看起来
是个急性子的孩子。一个学生大约量到一半，就发现了我手
上的长尺子，马上向我求助：“老师，能借您的尺子用用
吗？”“为什么要用我的尺子？”“老师的.尺子长，量得快
些。”“大家也认为量黑板的长度用老师的尺子量得快？”
学生都做了肯定的回答。我想，这一活动的足以学生都体会
到：量较长的东西，用“长尺子”比较方便。就这样，很自
然导入了“米的认识”。

建立1米的长度单位我可是花了大工夫，我首先让学生观察米
尺的长度，接着让学生伸出两手，看谁能用两手臂比划1米，
学生一个个个站起来比划，我拿着米尺逐个检验，他们不停
地修正。经过一系列的操作活动，学生看似已经初步建立了1
米的长度观念，可当我让他们估计教室的长和宽是多少米，
他们的回答与实际大相径庭，问问老师身高大约多少？有的
说2米，有的说1米，有的说4米。看来建立1米得长度观念比
我想象的要难得多。

虽然1米的长度观念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这节课每个学生都



参与了学习的全过程，而且他们学得很开心。

二年级数学厘米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是学生在认识长度单位厘米后，又要认识的一个新的
长度单位――米”。这节课对学生来说比较抽象，因为他们
对于一米到底有多长心里完全没有数。

所以，我为学生设计了一些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建立1米的
概念：

（1）让学生用厘米去量黑板的长度，让学生说说有什麽感觉。
接着老师出示一把米尺，问用这把尺量感觉怎么样？再告诉
学生这就是1米，并让学生学着老师的样子张开两臂比划着1
米大约的长度，亲自体验一米的长度。

（2）小组合作，用米尺量出1米长线。每个学生都拉一拉线
的长度，感受一下一米的长度大约是多少，再张开两臂比一
比。让学生然后在教室里找一找，哪些物体的长度大概是1米。

（3）在用米尺量的过程中体会米与厘米的关系，再通过比
较1厘米和1米的长度，进一步的使学生认识到，用米做单位
是量比较长的物体。

（4）在地上画出3米、5米的长度，让学生亲自走一走，体会
几米长的长度。

存在不足：

1、米尺、1米长的.线应该多准备几份，这样学生就可以常常
感受一米的长度，也加深了学生对米的认识。

2、学生在操作过程中，会不自觉的或偷偷的玩，不能做到认
真听讲。对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应加强



理论学习，学习一些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良好的操作习惯，
让学具在课堂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年级数学厘米的认识教学反思篇四

“认识角”是二年级数学下册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
我采用的，先让学生在情境图中找角同时将角抽象出来(初步
认知角的)，接下来摸角(感受角)，然后让学生在此基础上用
自己喜欢的方法创造出角(创造角)，其次再认识角各部分的
名称，最后让学生找找教室周围的角。找角是让学生找找日
常生活中的角，感知各式各样的角，由直观到抽象，由感性
到理性;摸角是通过让学生动手摸一摸，感知角的顶点和角的
两条边，为认识角的特点做铺垫;教师画角是让学生进一步感
知角;认角是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对角的认识，怎样才是一个
角;做角是让学生在组长的安排下选择自己的材料动手做角，
最后通过操作让学生认识角的大小与两条边叉开的大小有关。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孩子们掌握了角的一些知识，其实我也
在准备这一节课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
中，也有一些不近人意的地方。比如在比较角的大小这一环
节，其实这是本节课的重点也是难点。目的要让学生学会怎
样来比较两个角的大小，虽然教学想法及教学思路还好，比
如用老师的大三角板和学生的三角尺比较大小，为了证实角
的大小和角两条边的长短是没有关系的。但学生回答大的三
角板角大。后来在另一个班我立即作了调整，放手让学生来
比较任意两个角的大小，学生有的用重叠的方法比(顶点和顶
点重合，角的一条边和一条边重合，看另外一条边)，再出示
钟面上两个相差不多的两个角，引导学生直接用重叠的方法
来比，有的学生借用一个活动的角来比较两个角的大小，也
就是借用其它的角来用重叠的方法比。为了让学生体会到角
的大小和两边叉开的大小有关系，而和角两边的长短是没有
关系的。我先用实物剪刀做示范，把剪刀张开，角变大了，
合起角变小了，剪刀的两边的长短没有变。接着，我把黑板
上画的一个角的一条边沿长，让学生体会角的大小没有变，



再把另一条边延长，体会角的大小还是没有变。然后学生思
考:如果把两条边缩短呢，这个角的大小会不会变?通过演示
学生体会到角的大小和两边叉开的大小有关系，而和角两边
的长短是没有关系的。还有学生提出，如果角的大小和边的
长度有关，那剪刀的两条边就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那
是魔法剪刀了。我体会很深的是: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溶入学习
中来，使每个学生都参与，让他们对数学产生更大的探索欲
望。把数学知识融于生活中，并结合自己身边的生活知识学
数学。

要让学生从生活中学数学，并把数学知识应用于生活中，把
现实问题数学化，把数学知识实践化，真正体现数学的魅力。
当然这要我们教师不断的努力，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
会有收获!

二年级数学厘米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五

《认识乘法》的教学内容是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第1-3页。我
把教学重点定位为初步理解乘法的意义，难点定位为初步体
会乘法和加法的联系和区别。

在教学《认识乘法》之前，我查阅了不少相关教学案例。其
中大多数都是以有趣的情境引入，让学生写出相同数或者不
同数相加的加法算式，接下来进行比较分类，在分类中一步
步引出乘法的意义。我参照了江苏姜堰市行知实验小学王荣、
于涛老师撰写的教案，依葫芦画瓢，在自己班里进行教学。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重难点的突破不到位，一方面是由于自
己教学经验组织的缺乏（进入牌小的'第一节数学课），另一
方面就是对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把握很不到位。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说过：“影响学生最重要的原因
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应根据学生的原有知识状况进
行教学。”《新课标》也强调：“数学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
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这就是说



数学教学活动必须把握好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要在学生已有
的知识水平上组织、展开学习活动。所以我认为：教师在进
行教学设计时，首要的任务是分析教材、吃透教材，不要盲
目的依赖教材，同时分析学生的知识储备。

二年级学生在平时的生活经验中，虽然经常见到“几个几”
的现象，但很少用“几个几”来进行描述；在以前学习的加
法中，虽算过同数连加，但并不要求说出是几个几。对于从
具体情境中抽象出几个几做的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学生课后
作业中暴露出对于乘法意义的掌握并不是很深刻。教后我想
我应该在课堂上多让学生说说情境中或者算式中所蕴含
的“几个几”。

另外教学加法和乘法的联系与区别环节中，对于譬如3个4的
和与3和4的和的辨析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