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上相交与垂直教学反思(精选5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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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相交与垂直教学反思篇一

身为一名到岗不久的人民教师，我们需要很强的课堂教学能
力，写教学反思能总结教学过程中的很多讲课技巧，来参考
自己需要的教学反思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相交与垂直》
四年级数学教学反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是课题的引入。这里我让学生自己画喜欢的角，然后同位
之间进行比较大小，选择有代表性的几组。一种是直接用眼
睛就能看出来的，另外的是仅靠眼睛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
两个角比较接近的时候，究竟是一样大还是不一样大。有的
学生说用直角三角板去量一量，但通过操作也很难下结论。
还有的说把他们剪下来比一比就好了，这是一种方法，但不
能知道究竟是大了多少或是小了多少。从而使学生产生学习
的需要。

二是让学生认识量角器，重点放在在量角器上找大小不同的
角上。在教学认识量角器时，采用的方法是“让学生仔细观
察自己的量角器，看看你在它脸上有什么发现？”一下子调
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发言是那么的.踊跃。说明学生是具
备自主探索能力的。在教学认识1°角时，我先让学生猜一猜，
你认为1°的角有多大（用手势表示）；再阅读书本看看1°
的角到底有多大；最后在量角器上找1°的角，并指出它的顶
点和两条边，深化理解1°角。在教学量角器上找大小不同的
角时，首先在量角器上读出一个角的度数，并说出为什么？



其次在量角器上读出同一线两个角的度数。因为读角时学生
容易把内圈和外圈上的刻度搞混淆，让学生明白读角时要注
意把内圈和外圈上的刻度看清楚。最后在量角器上找大小不
同的角，并指出它的顶点和它的两条边。

三是尝试量角，探求量角的方法。课堂上学生不仅会量，而
且讲量的方法时也讲得很好。大部分学生都能说这个角是从0
度开始向哪边展开的，这就分清了究竟看的是哪个刻度上的
数。在组织学生量角练习时，让学生量刚才自己的角，激发
学生量角的热情，增添了学习数学的乐趣。

四是探究角的大小与两边长短的关系以及与角的两边张开程
度的关系。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观察、去操作，从而
得出结论。

1、在教学过程中，唯恐学生不明白有些内容讲重复的太多，
导致下面练习的时间不够。

2、当一个学生第一次尝试量角量错后，却忽略了他的再次量
角。

3、在教学过程中，语言不够简炼。尤其是对一些数学术语把
握得不够。

4、教学评价方式上略显单一。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多一些，缺
少生生之间的评价。

四上相交与垂直教学反思篇二

这节课主要是以活动的形式，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学
习的乐趣，感悟学习知识。使学生在自己的认知的基础上进
行学习。



1、根据学生年龄特点，提出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让学生通过
动手摆一摆、折一折、画一画，使学生获得知识途径的多元
化，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数学和学习数学。

2、在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中强化概念。

让学生解决生活中如何确定车站的位置，就是针对本节课的
重点、难点知识强化与理解，师生、生生之间互动交流，整
个教学过程在活动中完成，通过有趣的实践活动，学生进一
步理解了垂直线段距离最短的问题，同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

教学采用通过实践“悟”的教学，让学生从实践的过程中自
觉领悟互相垂直的概念。先让学生用两支铅笔摆，再画出自
己摆的图形，从生活中抽象出互相垂直的图形。从上课看来，
互相垂直的直观图形在学生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印象，
这是一种为学生提供的凭直觉感悟的过程。悟后让学生实践，
把长方形、正方形和平形四边形的纸折出两条互相垂直的线。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看书观察，学生得出用一张正方形的纸先
沿边对折一次，然后沿折痕对折，也可沿对角线对折，就可
以得到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在折的时候，出现了有的同学
折得很复杂，出现了很多折痕，由学生自己展示哪些折痕是
互相垂直的。学生悟出结论： 要形成互相垂直的必备条件是：
在同一平面内相交、交角成直角。总之，这节课采取选择贴
近学生思维的素材，通过学生实践操作，让学生主动获取知
识，发现知识。尽管要解决的问题具有挑战性，探究的过程
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由于将解决互相垂直的知识置于实践
操作之中，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被“激活”，能够在磕磕碰
碰的探索中主动完成认知的建构，把直角、相交等知识结合
起来。

四上相交与垂直教学反思篇三

这节课主要是以活动的形式，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学



习的乐趣，感悟学习知识。使学生在自己的认知的基础上进
行学习。

教学采用通过实践“悟”的教学，让学生从实践的过程中自
觉领悟互相垂直的概念。先让学生用两支铅笔摆，再画出自
己摆的图形，从生活中抽象出互相垂直的图形。从上课看来，
互相垂直的直观图形在学生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印象，
这是一种为学生提供的凭直觉感悟的过程。悟后让学生实践，
把长方形、正方形和平形四边形的.纸折出两条互相垂直的线。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看书观察，学生得出用一张正方形的纸先
沿边对折一次，然后沿折痕对折，也可沿对角线对折，就可
以得到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在折的时候，出现了有的同学
折得很复杂，出现了很多折痕，由学生自己展示哪些折痕是
互相垂直的。学生悟出结论：要形成互相垂直的必备条件是：
在同一平面内相交、交角成直角。总之，这节课采取选择贴
近学生思维的素材，通过学生实践操作，让学生主动获取知
识，发现知识。尽管要解决的问题具有挑战性，探究的过程
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由于将解决互相垂直的知识置于实践
操作之中，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被“激活”，能够在自主探
索中主动完成认知的建构，把直角、相交等知识结合起来。

这节课存在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1）学生用三角板画互相垂直的两条直线不难，但过直线上
一点和直线外一点画已知直线的垂线太难，我一一进行指导
有的同学还是画不准确。

（2）点到直线的距离（垂线段最短）讲不讲，是让学生有较
清晰的理解还是有一种模糊的意识就行了呢？。

（3）学生的生活实践很难与学习的知识结合起来，不少学生
很难进行知识与生活的联系。如淘气去河边怎样走最近，画
出垂直线段来，学生很费劲。教室的墙和地面是互相垂直的。
个别学生不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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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相交与垂直教学反思篇四

一是课题的引入。这里我让学生自己画喜欢的角，然后同位
之间进行比较大小，选择有代表性的几组。一种是直接用眼
睛就能看出来的，另外的是仅靠眼睛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
两个角比较接近的时候，究竟是一样大还是不一样大。有的
学生说用直角三角板去量一量，但通过操作也很难下结论。
还有的说把他们剪下来比一比就好了，这是一种方法，但不
能知道究竟是大了多少或是小了多少。从而使学生产生学习
的需要。

二是让学生认识量角器，重点放在在量角器上找大小不同的
角上。在教学认识量角器时，采用的方法是“让学生仔细观
察自己的量角器，看看你在它脸上有什么发现？”一下子调
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发言是那么的踊跃。说明学生是具
备自主探索能力的。在教学认识1°角时，我先让学生猜一猜，
你认为1°的角有多大（用手势表示）；再阅读书本看看1°
的角到底有多大；最后在量角器上找1°的角，并指出它的顶
点和两条边，深化理解1°角。在教学量角器上找大小不同的
角时，首先在量角器上读出一个角的度数，并说出为什么？
其次在量角器上读出同一线两个角的度数。因为读角时学生
容易把内圈和外圈上的刻度搞混淆，让学生明白读角时要注
意把内圈和外圈上的刻度看清楚。最后在量角器上找大小不
同的角，并指出它的顶点和它的两条边。

三是尝试量角，探求量角的方法。课堂上学生不仅会量，而
且讲量的方法时也讲得很好。大部分学生都能说这个角是从0
度开始向哪边展开的，这就分清了究竟看的是哪个刻度上的
数。在组织学生量角练习时，让学生量刚才自己的角，激发
学生量角的热情，增添了学习数学的乐趣。

四是探究角的.大小与两边长短的关系以及与角的两边张开程



度的关系。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观察、去操作，从而
得出结论。

但也存在以下不足：

1．在教学过程中，唯恐学生不明白有些内容讲重复的太多，
导致下面练习的时间不够。

2．当一个学生第一次尝试量角量错后，却忽略了他的再次量
角。

3．在教学过程中，语言不够简炼。尤其是对一些数学术语把
握得不够。

4．教学评价方式上略显单一。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多一些，缺
少生生之间的评价。

四上相交与垂直教学反思篇五

这节课主要是以活动的形式，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学
习的乐趣，感悟学习知识，相交与垂直教学反思。使学生在
自己的认知的基础上进行学习。

教学采用通过实践“悟”的教学，让学生从实践的过程中自
觉领悟互相垂直的概念。先让学生用两支铅笔摆，再画出自
己摆的图形，从生活中抽象出互相垂直的图形。从上课看来，
互相垂直的直观图形在学生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印象，
这是一种为学生提供的凭直觉感悟的过程。悟后让学生实践，
把长方形、正方形和平形四边形的纸折出两条互相垂直的线。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看书观察，学生得出用一张正方形的纸先
沿边对折一次，然后沿折痕对折，也可沿对角线对折，就可
以得到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教学反思《相交与垂直教学反
思》。在折的时候，出现了有的同学折得很复杂，出现了很
多折痕，由学生自己展示哪些折痕是互相垂直的。学生悟出



结论：要形成互相垂直的必备条件是：在同一平面内相交、
交角成直角。总之，这节课采取选择贴近学生思维的素材，
通过学生实践操作，让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发现知识。尽管
要解决的问题具有挑战性，探究的过程也有一定的难度，但
是由于将解决互相垂直的知识置于实践操作之中，学生已有
的知识经验被“激活”，能够在自主探索中主动完成认知的
建构，把直角、相交等知识结合起来。

这节课存在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1）学生用三角板画互相垂直的两条直线不难，但过直线上
一点和直线外一点画已知直线的垂线太难，我一一进行指导
有的同学还是画不准确。

（2）点到直线的距离（垂线段最短）讲不讲，是让学生有较
清晰的理解还是有一种模糊的意识就行了呢？。

（3）学生的生活实践很难与学习的知识结合起来，不少学生
很难进行知识与生活的联系。如淘气去河边怎样走最近，画
出垂直线段来，学生很费劲。教室的墙和地面是互相垂直的。
个别学生不太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