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算乘法教学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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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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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算乘法教学反思篇一

乘法分配律是一节概念课，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加法运算定
律以及乘法交换律和结合律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在五大运
算定律中，是最难理解的，学生最不容易掌握的。本节课的
重点是理解乘法分配律的意义，难点是利用乘法分配律进行
简便计算 。

1.本课在教学情境的设计上没有采用课本上的主题图，而是
选取学生熟悉的买校服情境：这学期学校要换新校服。上衣
每件28元，裤子每条12元。我们班共需缴校服费多少元？学
生独立思考，同位交流，能用两种方法解答出来，然后让学
生对比两种算法初步让学生感知乘法分配律的意义，即
（28+12）×44=28×44+12×44。

2.加深对乘法分配律意义的理解，让学生不仅知道两个数的
和与一个数相乘可以写成两个积相加的形式，还要知道两个
积相加的形式可以写成两个数的和的形式。通过多种形式的
练习让学生深入理解乘法分配律的意义。

1.在总结乘法分配律时没有把结构说的很透彻，导致学生出
现在练习时有一个同学在同步学习的练习题中把连乘算成乘
法分配律。

2.学生的'语言叙述不熟练，导致学生虽然会背用字母表示的



式子，但是不会应用。

口算乘法教学反思篇二

理解算理、掌握算法是计算教学的关键。教学时，我注意让
学生主动探索口算方法，组织学生进行交流，让学生亲身经
历探索过程，获得新的口算方法。在说算理的过程中，图式
结合，让学生更清晰思考的过程。说时引导学生把过程说完
整，培养学生的数学表达能力。算法的选择上尊重学生的'想
法，两种算法各有优点，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算。

本课教学中始终以学生为主体，把学生作为学习的主动探索
者。首先放手让学生自主尝试解决80÷20，给学生充分的时
间、空间展示自己的思维，使每一位想说的同学都有机会去
说。允许学生有不同的思维方法，让更多的学生体验到成功
的欢乐。

在学生碰到困难时，怎样引导才能拓展学生的思维，使学生
的思维从模糊走向清晰？怎样设计练习更实效？怎样把新知
识和学生的原有知识更紧密的联系起来，一堂课下来，如何
轻松的让学生接收新知识。

通过这节课口算教学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备课中学生的重要
因素，以及思维的训练才是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重点。同时
涉及的都是计算题，应该让学生多一点训练。我们作为指导
者就可以了。

口算乘法教学反思篇三

“乘法分配律”的学习是在学习了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
之后进行的，对于乘法分配律的理解和应用上都比前两个运
算定律更有难度，学生在新课学习和知识的应用的过程中思
路还比较清晰，但是在作业的过程中出现的好多问题，让人
感觉孩子并没有对定律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如：



（40+4）×25，有时，只用40×25，后面只加上4就行了，还
有的把这道题目改成了连乘题，根据孩子出现的问题和练习
中出现的困惑，我认真的设计的这节练习课。

在本节课中，我和学生们一起回顾了乘法的几种运算定律，
比较每种运算定律的字母公式，来区分乘法交换律、乘法结
合律和乘法分配律之间的外形结构特点，引导学生发现，乘
法结合律是几个数连乘，而乘法分配律是两数的和乘一个数
或者是两个积的和。从运算符号上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它们
的不同。乘法交换律和乘法结合律都只有乘号，而乘法分配
律有不同级的两种运算符号。

针对学生在乘法分配律学习后在理解上的困难，及乘法分配
律在练习形式上的多变，我找出课本、课堂作业本以及一些
课外辅导资料上的乘法分配律的计算题，把他们进行概括总
结，把不同类型的乘法分配律的方法进行练习，讲解。让学
生对不同的乘法分配律的解决方法都进行尝试，帮助理解，
加深记忆。

例如25×44，学生在利用乘法分配律拆分其中一个数据的时
候，有多种方法，有的学生把25拆成20+5，有的是拆了40+4，
还有的把25×44转化成25×4×11，这些方法都可以，让学生
分辨出每一种方法所运用的运算定律，从而加深学生对知识
的认识和理解，在此基础上，选出最佳方案。

乘法分配律的练习实在是多种多样，变幻无穷，要想更好的
掌握，关键还是要理解，需多练。

口算乘法教学反思篇四

乘法分配律是继乘法交换律、乘法结合律之后的新的运算定
律，在算术理论中又叫乘法对加法的分配性质，由于它不同
于乘法交换律和结合律是单一的运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其抽象程度要高一些，因此，对学生而言，难度偏大，如何



使学生掌握得更好，记得更牢？我想学生自己获得的知识要
比灌输得来的记得更牢。因此我在一开始设计了一个购物的
情境，让学生在一个宽松愉悦的环境中，走进生活，开始学
习新知。在教学过程中有坡度的让学生在不断的感悟、体验
中理乘法分配律，从而自己概括出乘法分配律。我是这样设
计：

一共25个小组参加植树活动，每组里8人负责挖坑和种树，4
人负责抬水和浇树。重组教材，改变每组的人数，由（4+2）
个25，变为（8+6）个25更能凸显出应用乘法分配律后带来的
方便，也为乘法分配律的应用打下伏笔和基础。并且把“挖
坑、种树”“抬水、浇树”更改为“挖坑和种树”“抬水和
浇树”减少了文字对学生理解带来的困难。

通过引入解决问题让学生得到两个算式。先捉其意义，再突
显其表现的形式。

借助对同一实际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让学生体会乘法分配律
的合理性。这是生活中遇到过的，学生能够理解两个算式表
达的意思，也能顺利地解决两个算式相等的问题。

让学生亲历规律探索形成过程。对于探索简洁分配律的过程
价值，丝毫不低于知识的掌握价值。既然是“规律定律”，
就是让学生亲历规律形成的科学过程设计中，不着痕迹的让
学生不断观察、比较、猜想、验证，从而概括出乘法分配律，
在探索、归纳过程中，渗透着从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
殊的数学思想和方法。

学生主动去设计、解决，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根据自
己的想法，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案，开放给学生，发挥学生的
主体性，通过去发现、猜想、质疑、感悟、调整、验证、完
善，验证其内在的规律，从而概括出乘法分配律。让学生能
自由地利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思维方式去尝试解决问题，在
探究这一系列的等式有什么共同点的活动中。



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一起来研究抽象的算式，
寻找它们各自的特点，从而概括它们的规律。在寻找规律的
过程中，有同学是横向观察，也有同学是纵向观察，目的是
让学生从自己的数学现实出发，去尝试解决问题，又能使不
同思维水平的学生得到相应的满足，获得相应的成功体验。

当然，对乘法分配律的意义还需做到更式形结合解释，那就
更有利于模型的建立。

口算乘法教学反思篇五

乘法分配律是第三章的教学难点也是重点。这节课的设计。
我是从学生的生活问题入手，利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情境图
植树问题展开。这节课我力图将教学生学会知识，变为指导
学生会学知识。通过让学生经历了“观察、初步发现、举例
验证、再观察、发现规律、概括归纳”这样一个知识形成的
过程。回顾整个教学过程，这节课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在教学中，通过这次植树情境让学生感到数学就是从身边的
生活中来的，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参
加这次植树活动？”。让学生根据提供的条件，用不同的方
法解决，从而发现（4+2）×25=4×25+2×25这个等式。然后
请学生观察，这个等式两边的运算顺序，使学生初步感
知“乘法分配律”。再让学生“观察这个等式左右两边的不
同之处”，再次感知“乘法分配律”。同时利用情景，让学
生充分的感知“乘法分配律”，为后来“乘法分配律”的探
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重点是理解算式的意义，我们在引导中进行总结（4+2）个25
的和也可以写为25分别乘以4和2，再把他们的积相加的形式，
接着让同学们再次深化理解自己尝试写出几个类似的算式，
由于是网上教学，没办法直接展示学生的算式，于是我在大
屏幕上写出几个算式，让同学们来说一说他们的观察到的算



式，从而总结出乘法分配律的规律。进而通过计算，发现运
用乘法分配律可以使得计算更加简便。

这节课的不足：

当我们运用乘法分配律进行练习的时候，我发现学生在做题
时会错误的把中间的+抄写成×，导致错误。这说明学生没有
完全对乘法结合律和乘法分配律进行区分，还需要再次进行
强调。

这节课上对学生的主题地位有所忽视。虽然是网课教学，没
办法与学生共同在一间教室，没办法与学生面对面教学，但
是顾虑到时间的限制与学生的互动，留给学生的思考的时间
不够充分，接下来在教学设计时可以减少授课容量，留给学
生充分的思考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