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北师大版六年级百分数的认识教
学反思(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北师大版六年级百分数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一

学习目标：

1、学会8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少年爱慕英雄的
热情。

3、理解课文内容，抓住关键语句的理解，人物的内心活动，
体会“我”对花脸层层递进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抓住关键语句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体
会“我”对花脸层层递进的情感。

课时：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欣赏歌曲《说唱脸谱》。



……

蓝脸的窦尔墩盗御马

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

黑脸的张飞叫喳喳……

（1）听了这韵味十足的歌曲，结合你课前的预习，谈谈你对
花脸的了解。

（2）教师概括：花脸--原指京剧表演的一个行当，称净角。
花脸是俗称。净角以面部化装运用图案化的脸谱为标志，音
色洪亮宽阔，演唱风格粗壮浑厚，动作大开大阖，顿挫鲜明。
课文中是指类似净角脸谱的面具。

2、揭示课题：花脸

我们一起来学习班当代作家冯骥才的散文《花脸》，看看他
是怎么将自己对心爱之物--“花脸”的浓浓情感，传递给们
们，并让我们产生共鸣的。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要求：（1）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带拼音的字多读两
遍。

（2）联系上下文、理解“积攒”“俨然”“咄咄逼人”“横
刀立马”“张牙舞爪”等词语意思。

（3）全文每一部分的花脸是否指同一事物、人物？

三、检查初读情况



1、字：

“掺、臭、斩”是翘舌音

2、理解词语

3、指名分段读课文，正音。

4、课文围绕花脸，写了“爱花脸--买花脸--演花脸”三件事。

5、理清文章脉络

爱花脸（1-2自然段），买花脸（3-6）演花脸（7-10）

四、作业

1、抄写课后生字

2、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研读课文，把握主旨

1、勾画并朗读文中描写花脸的语句。

“这花脸好大，好特别！通面赤红,一双墨眉，眼角雄俊地吊
起，头上边突起一块绿包头，长巾贴脸垂下，脸下边是用马
尾做的很长的胡须。”

（1）讨论交流文中关羽花脸的特点。（色彩鲜艳、凛然不可
侵犯）

（2）课件展示关羽的脸谱。



（3）指导朗读，读出作者的惊喜和敬畏。

2、朗读描写青龙偃月刀的句子，讨论：为什么要那么细致地
写一把刀？

“大红漆杆，金黄刀面，刀面上嵌着几块闪闪发光的小镜片，
中间画一条碧绿的小龙，还拴一朵红缨子”。

3、文中有多处表示“我”对关羽花脸的喜爱，你能找到这些
句子吗？

“我高兴得只是笑，话都说不出。”

“坐三轮车回家时，我就戴着花脸，倚着舅舅的大棉袍执刀
而立。”

“我推开大人们，跑到穿衣镜前，横刀立马地一照……我是
大关公哪！”

“整个大年三十我一直戴着这花脸，谁说都不肯摘，睡觉时
也戴着它……第二天醒来头件事便是马上戴上它，恢复我
这‘关老爷’的面貌。”

“我手握大刀，摇晃着肩膀，威风地走进客厅，足嗓门儿叫
道：‘我--姓关，名羽，字去长。’”

品读这些句子，体会作者喜欢关羽的原因。重点结合下内容
来体会：

（1）舅舅讲故事。

（2）其他人见“我”戴面具的反映。

（3）对关羽原不同称呼。



（4）不同年龄的人对关羽同样的喜爱和敬重。

4、课文几乎每一段都表现了“喜欢”。每一段表现的“喜
欢”有何不同？为什么？

提示：找出一些关键的句子。

第一节：对一般花脸的喜欢。“俨然就变成那员虎将了……
威壮不凡的气概，神气得很。”

喜欢是因为可以炫耀（抓住“俨然”一词）

第二节：对特别花脸的喜欢。“直缩脖子……管叫别人也吓
得缩脖子”（此时并不知花脸是关公的。）

（体会“不敢用手指它，只是朝它扬下巴”）--喜欢因为敬
畏惧怕，也想要别人惧怕

第三节：对关公花脸的喜欢。与我一般大的男孩们投来艳羡
的目光--快活之极（威风，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舅舅又告
诉我关羽的英雄事迹，“好像在说我的光荣史”--崇敬自豪，
想成为关羽式的英雄。（此处可表演一下“自报家门”）

知之愈深，爱之愈深。

5、小结。

花脸不是一个简单的脸谱，它与代表人物的形象、气质、故
事、精神浑然融为一体，是几千年来民族历史的缩影，花脸
的背后蕴藏着深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扎根在每一个中国
人的心中。

二、拓展延伸，升华情感

主题之外的个性化阅读，例如“童真童趣”“对过年的渴



望”“传统民俗”等

（可出示冯骥才资料--致力于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抢救）

本文作者借一个男孩的视角描写“花脸”，也是试图用文字
保留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喜爱与留恋。

2、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哪些值得保留、继承和发扬？

大红灯笼、唐装、踩高跷、剪纸、中国结、舞龙灯等

3、作业：

（2）上网查询或采访长辈：在我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里，除文
中出现的形式外，还有哪些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活动、事物
等？（制作小报，配上插画）

板书设计:

买花脸喜爱自豪

花脸

演关公崇敬炫耀

[《花脸》教学设计(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

北师大版六年级百分数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二

学生今天学习的增加或减少百分之几的应用题是在以前学
过“增加或减少几分之几”的应用题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
通过学习学生明白了把题中的分数改写成百分数就变成了今
天学习的百分数应用题，和以前的数量关系，解题方法是一
样的。少部分同学还是在理解上有困难，需要加强训练。本



节课教学时要鼓励学生根据实际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和百分之
几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记忆类型和套用方法来解决，练习
时让学生经历探索“打折”中的数学知识，体会百分数在生
活中的广泛应用。

在课堂中有这样一道题:一项工程计划投资了60万元，比计划
节省投资20%，____________?让学生先根据题意再补充问题，
这样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自己补充问题之后再列
式计算。然后让学生汇报：1、这项工程比计划节省了多少万
元？60×20%=12（万元）。2、实际投资多少万元？60×
（1-20%）=48（万元），的确，可以发现孩子的积极性比较
高。

整体来说，本节课孩子们掌握得还不错。

北师大版六年级百分数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三

1．理解新词：“谦逊、挖掘、衣衫褴褛恍惚吝惜耸人听闻敬
畏愚鲁心领神会”；体会文中重点词句的含义。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作者在叙事过程中表达自己真情
实感的方法。

3．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本文以情感为线索连事成文的方法，
以及作者用看似平淡的语言，表达细腻、敏锐的心灵感悟，
揭示善良与美的主题。

教学重点抓住重点词句，从看似平常的小事中体会有些人那
默默无闻的崇高品质，品味几件小事中蕴含的丰富情感。

教学难点体会重点词句的含义，学习本文人物描写方法的多
样性。

教学准备：张晓风资料及经典作品。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qing导入，揭示课题。

师：我们身边有许多很普通的人，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名
字，但是他们却默默地给我们带来许多帮助，使我们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无私、博爱，在不经意之间，触发了我们心灵
最深处的思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著名散文家张晓风，一
起去感悟几位普通人带给我们的礼物，感受人性美的魅力。
（板题齐读）

二、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师：作家张晓风笔下的几位普通人，名字甚至容貌都不清晰，
但他们高尚的品质却使作者铭记于心，也令我们心生敬意。

1．通过预习，说说课文都写了哪些普通人？

2．小组交流预习后收获。

3．集体交流：

（1）文章写了四个普通人：女教师米店胖老板中年乞丐代数
老师

（2）文章分两大部分。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写出某些人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地
位。

第二部分记叙四件事。

第一层（从“那一年，我读小学二年级”至“她已挖掘出一



个小女孩心中宝贵的自信。”），写一位谦逊的女教师偶然
的称赞对我自信心的影响。

第二层（从“有一次，我到一家米店去”至“为什么其他的
人竟无所畏惧呢？”），讲了一位米店女老板对承诺的信守。

第三层（从“有一个夏天”至“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写了因错过一次助人的机会，而产生的自责。

第四层（从“对于代数中行列式”至文章结束），讲了代数
老师在特殊情况下给“我”进行列式的事情。

4．学生质疑问难。

难点预设；

（1）女教师一句“我要谢谢这位同学”令我兴奋不已；（2）
女老板的“不敢”让我敬畏行业道德的尊严；（3）中年
人“黎黑”“扭曲”的脸使我同情之心顿生；（4）数学老
师“蹲在泥地上，拣了一块碎石子”的讲解让我领悟到人生
最美的风景。

三、精读感悟，体会品质。

师：全文以我情感上的感动、感悟为线索，连接四件小事，
使得本文十分生动、感人。请同学们仔细阅读课文第二部分，
用最简练的语言，给四个故事加上小标题。

1．学生默读课文后，小组交流。

2．集体交流：

以文章语言加小标题：

（1）“挖”字的含义。



（2）有所畏惧。（3）不可弥补的遗憾。

（4）君子谋道。

以文章内容与中心加小标题：

（1）不吝惜的称赞

（2）有所畏惧的诚实。（3）不可丢弃的同情。

（4）难能可贵的敬业。

3．师：对这四件事，你们都有什么感受吗？你们又想起来什
么事来？结合自己周围的事例来谈出自己的感受。4．分组讨
论。

5．集体交流：

学生读有关句子，谈体会

抓重点句，引导学生体会普通人的崇高品质。

（1）女教师：实事求是，为人谦逊的的人格魅力，挖掘出了
一个小女孩心中宝贵的自信。

（2）胖老板：不需要任何字据，也不需要什么样信誓旦旦的
语言，这一切就足以表明她的自律，让“我”肃然起敬。（3）
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应该及时伸出热情的手，无论他是
富人还是乞丐。（4）代数教师；以大地为纸张，以利石为彩
笔，用这种最朴素却又极大震撼力的方式，泰然地给我上了
最后一节代数课。从这个“细瘦矮小，貌不惊人”的代数老
师身上，让我实实在在地领悟到了“君子谋道”的精神。

理解“君子谋道”



原文：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孔子说的。意思是说，一个真正有学问，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的君子，只忧道之不行，不考虑生活的问题；比如耕种田地，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忧虑自己的为人，并不担心是否贫穷。

6．指导有感情的朗读。

7．你们又想起来什么事来？结合自己周围的事例来谈出自己
的感受。8．师小结：

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一张张时常浮现的脸，一次次强烈的
心灵震撼，使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师引读课文第一部分，
即第一自然段）：

有些人，他们的姓氏我已经遗忘，他们的脸却恒常浮着--像
晴空，在整个雨季中我们可能不见它，却清晰地记得它。

句子解读：

总领下文对“有些人”的回忆。在这里作者运用了比喻的手
法，将对自己影响深刻的人比喻成“晴空”,把人生某一段时
光喻为“雨季”，用人们在雨季里对晴空的期盼与怀念，表
明自己对“有些人”的深刻情感。

四、了解作者，感悟散文大家的写作特点。

五、总结全课，深化主题。

本课通过叙述与自己相关的平凡人的四件小事，告诉人们需
要存留的几种真情：不吝惜的称赞；有所畏惧的诚实；不可
丢弃的同情；难能可贵的敬业。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人生
感悟。让我们也怀着一颗细腻、敏锐的心灵，去感悟，去揭
示生活中的善与美。



附板书设计：

有些人品质感悟

女老师谦逊称赞不吝惜的称赞胖老板信守诺言有所畏惧的诚
实

乞丐不可弥补的遗憾不可丢弃的同情代数老师君子谋道难能
可贵的敬业

教学反思：

我们认为合作学习不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是一种精神和
内在的品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组织合作学习要把握契机，
精心设计合作学习的内容、要求、呈现的方式、学习的组织
等。不要大事小事必合作，每一次合作学习都要有合作学习
的必要、合作学习的价值，否则这种合作学习就会浮于表面。

课堂教学中以下几种情况比较适宜使用合作学习：一是出现
了新知识，需要培养探索、合作能力时；二是遇到大家都企
盼解决的问题，而依靠个人能力又不能实现时；三是学生意
见不一致且有争论时。

[有些人(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教学设计)]

北师大版六年级百分数的认识教学反思篇四

《百分数的应用》这一课是以理解“增加或减少”百分之几
的意义从而加深百分数意义的理解为目标的，重在让学生提
高数学的运用能力体会百分数与生活的联系，同时加强画图
策略的运用。

在探讨水的体积和冰的体积问题中，学生自主分析，借助画
图的形式理解题意，寻找数量关系。学生绘制的图形格式多



样，学生在自由的思绪中构建框架，准确摸索解题思路，在
无声的激情中体验数学乐趣。

此课我先复习了小数、分数、百分数的互化，然后以雪景为
线导出课题，学生在美丽的雪景中兴趣得到了激发，十分活
跃。我在课前做了两次水与冰体积对比试验并记录下来，让
学生去比较。本次课我极力引导学生想画图、会画图、会读
图，意在让学生养成画图的习惯，加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借此让学生在日后解决增加或减少百分之几等问题上能游刃
有余。本课我还存在些许问题需要改进，如在解释冰的体积
比水的体积增加的5立方厘米占谁的百分之几的问题上停留过
长，引导篇幅过长。日后我会在处理上再注意把控好每个环
节的时长与说辞。

十分高兴能开这一堂课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同事的悉心
指导让我在处理课堂的问题上更有把握，谢谢教研组的同仁
们。

文档为doc格式

北师大版六年级百分数的认识教学反思篇五

一、谈话引入。

课前布置学生分小组到银行去调查利率并了解有关储蓄的知
识。

师：课前同学们到银行调查了有关储蓄的知识，哪个小组愿
意和大家交流你们的调查情况。

组1：我知道人们把钱放到银行是有好处的。可以得到一些利
息。

组3：我们调查了存款的年利率。



存期（整存整取）

年利率%

一年

2．52

三年

3．69

五年

4．14

组4：我们知道国债和教育储蓄不收利息税，其他的要交20%
的利息税。

……

生：当然是存到银行了。

二、探究思考。

1、创设情境，了解本金、利息和利率的含义。

生：我想存三年整存整取，时间长一些利息就会多。

生：我存一年的整存整取，如果时间太长，需要用钱时取出
来，就按活期存款计算利息了，那样利息就少了。

师：你知道得真多，活期存款的利率低一些。

……



师根据这幅情境图，你了解到什么？

指名回答，引导学生理解本金、利息和利率的含义。

2、学会算利息。

师：同学们想得很周到，我们存钱时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确定怎样存，刚才同学们说的存款方式，到期后利息究
竟是多少呢？我们一起来计算。

（1）提供算法：

教师给出计算利息公式：利息=本金×年利率×时间，并给出
年利率表，学生计算300元存一年和三年整存整取的利息。

（2）尝试解决问题。

学生板书

300×2.52%×1300×3.69%×3

=7.56(元)=33.21(元)

答：略。

（3）介绍利息税的有关常识。

师：从11月1日起，个人在银行存款所得利息应按20%纳税，
这就是利息税。国家将这部分税收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师：你能算一算淘气和笑笑应交多少利息税吗？

先让学独立解决问题，再组织学生交流算法。

全班交流时，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



7.56×20%=1.51(元)33.21×20%≈6.64(元)

师：那有没有不用交利息税的呢？

生：有。

师：对，只有国债和教育储蓄是不需要交利息税的。

（4）交流课前调查数据。

三、练习巩固。

四、课堂总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