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税率教学设计及反思 税率教学反思
(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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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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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率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六年级《纳税问题》教学反思前两天就想该找一张真的存折
来导入利息问题，一直想着利息问题，结果浑浑噩噩之中，
竟然跳过纳税问题而直接去教例3了，仅仅发现，已经过去了
近五分钟。刚刚教学完“本金、利息、利率和存期”就紧急
刹车，去教例2。本单元的总标题叫“百分数的应用”，所谓
应用就是某种理论的演绎，公式应用的具体化。我认为不需
要探索，需要的是对公式的理解和掌握，需要的是对具体问
题的准确分析，用准公式，提高计算的灵活性和正确率就可
以了。所以，我认为这几堂课的教学方法是以练习为主，外
加对具体问题的数学化分析，完成生活问题与数学公式的对
接。秉承这样的理解和思想，我展开了本堂课的教学。为什
么要缴税？解释“营业额”“营业税”“营业税率”——一
些学生把利润理解成营业额了——板书：营业额×营业税率=
营业税。学生依据公式，完成例2的计算，教师板书和展
示60×5%的两种计算方法。从自己的买车经历解释车辆购置
税，现在小排量的汽车的车辆购置税已经下调到5%，让学生
说说“怎样计算车辆购置税？”板书：车的价格×车辆购置
税率=车辆购置税。怎么理解“他买摩托车一共要花多少
元？”学生回答：要把摩托车的价格加上车辆购置税。然后
学生独立解决。学生独立完成“试一试”。预计练习二的第
四题将成为本堂课的教学难点，实际上确实是学生认识上的
难点，难在哪儿呢？难在找单位“1”，或者就是如何确定缴



个人所得税的那部分收入；其次是难在如何选择个人所得税
的税率。对于书上的“不超过500元，超过500~20xx元的部
分，超过20xx元~5000元的部分”这部分的表述我总觉得非常
别扭，对他的理解要结合上面的“超过部分按下面的标准征
税”这些语句进行理解。解决难点的唯一办法是教师改变表
述形式，给学生一个清晰表述：对超过1600元的部分进行征
税，超过部分小于等于500元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5%；
超过部分在500元~20xx元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10%??把
这些话制成表格就更清晰了。理解了题目的真实的意思，学
生再解李明爸爸妈妈各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容易的多了。
接着，学生独立做练习二的第1~3题，问题又出现在第3题了。
虽然在新授时，我一再强调税都是交给国家的，但不少学生
用5000×20%算出来的1000元就当作张叔叔实际得到的奖金了。
一经提醒，又都改正了错误。是审题粗疏的造成的问题？抑
或是“实际得到的奖金”的理解有困难？还是我没有板
书“个人收入×个人所得税率=个人所得税”所引起的后遗症？
还是做了前面几道都是直接求税的题目而造成的思维定势？
总之，教师最难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学生真实的认知过程和思
维过程！我的学生总是给我惊喜，这也是我辛勤付出后得到
的些许回报。有一学生说：“张叔叔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应该
是15%，因为按照第4题中的征税标准可知，张叔叔的5000元
成果奖，中5000-1600=3400，属于”超过20xx元~5000元，所
以税率是15%——多锐利的观察力啊。第四题的征税标准只使
用于工资收入，不适用于科技成果奖、彩票的奖，但教材并
没有作特别说明。所以,我后来指出了两者的区别，但该学生
的问题意识,敢于质疑的精神还是令我感到欣慰。

税率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本课的内容是特定应用中生命的百分比，人们的生活密切相
关。

1.清除概念，理解概念的含义。在本课中，更多的概念，如：



什么是税，什么是税额，什么是税率，什么是本金，什么是
利息，什么是利率是什么。这些概念允许学生使用自己的理
解来解释，使内存更加深刻。另外，对于扩大知识到数量的
学生也需要认真理解，这个概念与学生生活并不密切相关，
而是对于农民，必须要求掌握和理解。

2.灵活掌握公式，正确解决问题。在教学中，让学生掌握应
纳税额，各种收入和税率之间的.关系;本金，利息和利率关
系;掌握一个计算公式：应纳税=各种收入×税率;本金×利
率×时间，你可以想到另外两个公式。

有让学生感觉不同的感觉 存款的方式的优点和缺点，教给学
生简单的生活知识。一般来说，利率高于现行利率，存款利
率相对较高，如存在三年，两年期比一年期利率高，但不能
作为一年作为利率每年，国库券不需要支付利息税，利息收
入略高于同期定期存款。

合理的教学环节，合理配置教学时间，数学知识与生活结合
现实，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

税率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本节课教学的内容是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具体应用，与人们的
生活密切相关。

1、明晰概念，理解概念的'意义。在本节课中，出现的概念
比较多，例如：什么是纳税，什么是应纳税额，什么是税率，
什么是本金，什么是利息，什么是利率。这些概念让学生用
自己的理解来说明，这样记忆会更深刻。另外，对于拓展知
识成数也要让学生认真理解，这个概念与学生生活联系不密
切，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必须要求掌握和理解的。

2、灵活掌握计算公式，正确解决问题。在教学中，让学生掌
握应纳税额、各种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本金、利息与利



率之间的关系；掌握其中一个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各种收
入×税率；利息=本金×利率×时间，就可想到另外两个除法
计算公式。

注重了数学问题的解决，忽视了对学生关于如何根据不同的
存款特点选择储蓄。例如练习二十三中第7题：在学生独立设
计不同的储蓄方案后，没有让学生评议感受不同存款方式的
利与弊，教给学生简单的生活知识。一般来说，定期比活期
的利率高，存款年限长利率就比较高，如存三年期、两年期
比存一年期的利率高，但不能像一年期那样每年可取一次利
息，而国债因不用交纳利息税，获取的利息比同期的定期存
款稍高些。再教设计：合理设置教学环节，合理分配教学时
间，把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以此达到两者的和谐
统一。

税率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本框题设计充分体现了新课标的要求：以学生为中心，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从课前学生的自主学习，到课上学生
研究思考、讨论分析，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设计的资料的选取、运用都恰到好处。一些贴近学生
生活的事例，使知识的生成水到渠成，思想的提升不着痕迹，
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税率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六年级《纳税问题》教学反思前两天就想该找一张真的存折
来导入利息问题，一直想着利息问题，结果浑浑噩噩之中，
竟然跳过纳税问题而直接去教例3了，仅仅发现，已经过去了
近五分钟。刚刚教学完“本金、利息、利率和存期”就紧急
刹车，去教例2。本单元的总标题叫“百分数的应用”，所谓
应用就是某种理论的演绎，公式应用的具体化。我认为不需
要探索，需要的是对公式的理解和掌握，需要的是对具体问



题的准确分析，用准公式，提高计算的灵活性和正确率就可
以了。所以，我认为这几堂课的教学方法是以练习为主，外
加对具体问题的数学化分析，完成生活问题与数学公式的对
接。秉承这样的理解和思想，我展开了本堂课的教学。为什
么要缴税？解释“营业额”“营业税”“营业税率”——一
些学生把利润理解成营业额了——板书：营业额×营业税率=
营业税。学生依据公式，完成例2的计算，教师板书和展
示60×5%的两种计算方法。从自己的买车经历解释车辆购置
税，现在小排量的汽车的车辆购置税已经下调到5%，让学生
说说“怎样计算车辆购置税？”板书：车的价格×车辆购置
税率=车辆购置税。怎么理解“他买摩托车一共要花多少
元？”学生回答：要把摩托车的价格加上车辆购置税。然后
学生独立解决。学生独立完成“试一试”。

还是做了前面几道都是直接求税的题目而造成的思维定势？
总之，教师最难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学生真实的`认知过程和思
维过程！我的学生总是给我惊喜，这也是我辛勤付出后得到
的些许回报。有一学生说：“张叔叔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应该
是15%，因为按照第4题中的征税标准可知，张叔叔的5000元
成果奖，中5000-1600=3400，属于”超过2000元~5000元，所
以税率是15%——多锐利的观察力啊。第四题的征税标准只使
用于工资收入，不适用于科技成果奖、彩票的奖，但教材并
没有作特别说明。所以，我后来指出了两者的区别，但该学
生的问题意识，敢于质疑的精神还是令我感到欣慰。

税率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六

计划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我美美地设计的教学方案，在教
学过程中我才发现漏洞百出。

教学过程中我发现了这样几个问题：

1、孩子们的预习流于形式。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这样简
单的问题对孩子们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在交流讨论的时候



无数孩子低垂着脑袋，无法开口。这说明，孩子们的预习并
没有收到任何的实效。他们只是做做样子。天知道他们三个
一群，五个一伙在做什么呢？看来，早自习我放羊式的预习
是不可取的。

2、孩子们的朗读没有用心。他们的朗读缺乏深度，他们只是
为读而读，注重了语调和语速的把握，但是那种声音缺乏质
感，缺乏感情。一段文字，别人说喜欢，自己也就说喜欢，
自己的内心并没有认同。因此他根本无法带着自己的感情去
朗读。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必须想办法调动学生自己的情绪，
让学生说真实的语言，不要人云亦云。

3、孩子们没有走进文中所描写的意境中。这或许和孩子的经
历有关，他们所见的雨只是透过玻璃窗看见的雨，他们看见
的雨只是单纯的雨，他们没有见过山林中雨。因此，他们读
的山雨不会有那种俊秀空灵、清新幽静的感觉。而在教学中，
利用多媒体展示下山雨的情景是很有必要的。

接触一批新的孩子们，会面临着许多新问题，这是正常的，
这也是一个老师应该坦然面对的问题。只有发现问题，想办
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提高课时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