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解决问题教后反思 解决问题教学
反思(汇总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解决问题教后反思篇一

在本节课，有以下几点值得反思。

基本的数量关系是指加、减、乘、除法的基本应用，比如：
求两个数相差多少，用减法解答；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
分之几，用除法解答；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用乘法解答
等。任何一道复合应用题都是由几道有联系的简单应用题组
合而成的。基本的数量关系是解答应用题的基础，因此在教
学中复习一些常用的数量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能够正确解答应用题，是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具体表
现。应用题的解答一般采用综合法和分析法。我们在复习时
侧重分析法的'运用。

在应用题复习中，一题多解是沟通知识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种
行之有效的练习形式。它不但有助于学生牢固地掌握数量关
系，而且可以开阔解题思路，提高学生多角度地分析问题的
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应多提倡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题。

解决问题教后反思篇二

对例题的想法。例题难度不高，小明和小芳同时从家里出发
走向学校（如图，）经过４分后两人在校门口相遇。他们两
家相距多少米。



这道例题并不能体现出画图这一策略在行程问题中的价值，
因为许多学生根据以前的经验就可以轻松解决。在选择解决
问题的策略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采用列表这一策略的。
有许多学生告诉我，列表这一策略其实根本也用不上，因为
他们很容易就抓住了题目中的数量关系。所以，在讲解这道
例题时，我把着力点放在了指导学生画图上。指导学生抓住
画图的三要素：方向，条件，问题。数量关系倒是很简单的
两三句话带过了。

学生对画线段图来表述行程问题这一方法不感兴趣，我认为
是有原因的。第一，不习惯，虽然以前也接触过线段图，要
画好线段图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学生更愿意选择列表这
一策略。第二：往往会画线段图的也能够分析清题目的数量
关系，甚至说，不画线段图也能分清。而不会做的也不会画，
所以，他们觉得线段图是没有必要的。对于学生的这一问题，
我们只有在平时的教学中多强调线段图的简洁，方便性，同
时，只要学生的线段图上能够反映出三要素，也就应该加以
鼓励。如若不然，恐怕学生会更加不喜欢线段图了。

还有，班级中大括号的画法实在是难看之极。我们同轨的老
师交流了一下，总结出一个方法：先画两根直线，然后加个
小帽子（中间的尖），再把两头弯一下。让学生画了几个，
果然本子上的大括号漂亮多了。

解决问题教后反思篇三

“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的应用题。这样的应用题实
际上是一个数乘分数的意义的应用题。它是分数应用题中最
基本的。不仅分数除法一步应用题以它为基础，很多复合的
分数应用题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扩展的。因此，使学生掌握这
种应用题的解答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在教学中我抓住关键句。
找到两个相比较的量，弄清楚哪个是单位“1”，要求的量是
单位“1”的几分之几后，再根据分数的意义解答。在教学中，
我强调以下几点：



1、让学生用画线段图的方式强化理解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用乘
法计算2、强化分率与数量一一对应关系，并根据关键句说出
数量关系。

3、帮助学生理解“一个数的几分之几”与“一个数占另一个
数的几分之几不同”。

对稍复杂的分数应用题通过分析关键句与线段图为后面的新
授作铺垫，并提高学生分析题意，理解数量关系的能力，通
过沟通练习题与例题，利用学生解决稍复杂的应用题，并从
中理解新旧知识应用题的不同结构。

教学中显露出一些问题，主要在于：

1、练习题与例题在同一题的不同解法的多变比较中，比较多
得到结论还需站在更高角度去归纳，还应更深，更全面的概
括。

2、在学生表达解题思路时，不宜集体讲，更应注重学生个体
表达，同桌间讲，讲给每一个人听，并且不一定要按照课本
的固定模式，应该允许学生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来
分析问题，这样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查漏补差！

3、对于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要加强怎样找单位“1”的训练，
并加强如何找单位“1”，根据关键句说出对应关系和数量关
系的训练！

解决问题教后反思篇四

本节课的内容选取学生熟悉的素材开展教学，这样就保证了
所有学生都具有参与学习的经验和基础，在教学素材的组合
上，既充分考虑了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呈现方式，图
文并茂，形式多样。“例5”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能运用有余数
除法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让学生感悟到数学来源



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同时通过解决问题，进一步加深对
余数意义的理解，巩固有余数除法的计算方法，这课也是后
继学习其他解决问题的'基础。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是让学生认识“进一法”和“去尾法”，
并初步能根据具体情况合理使用“进一法”和“去尾法”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课前学生通过预习已经对所学的内容
有所了解，课堂上，重点帮助学生理解“最多坐4人”“至
少”的含义，然后同学学生看、想、画、说、算等实践活动，
帮助学生理解余数在这时候就需要“进1”。为了让学生理解
余数除法的另外一种情况，设计了“买面包”的场
景。“有10元钱，买3元一个的面包，最多能买几
个？”10÷3=3（个）……1（元）还余下1元呢，应该再加
上1个面包吗？剩下的1元不够再买一个面包，所以用“去尾
法”最多只能买3个面包。在学生初步学习完“进一法”
和“去尾法”之后，引导学生把两种方法进行对比，让学生
透彻理解两种方法的联系和区别。

通过课堂练习，让学生在探究知识的过程中，拓展知识，锻
炼思维。

解决问题教后反思篇五

在上学期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已经接触到了需要两步才能解决
的问题，这个学期重点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多样化、小括号
的正确使用以及会列综合算式解决问题。

在教学时，我充分利用教材的资源，“学生看木偶戏”的人
数的变化，“学生购买面包”为问题情境，引导学生通过观
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运用加减两步计算解决实际问题，
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会使用小括号，用小括号列综合算
式并了解小括号的作用。

通过提问“你发现了什么数学信息？”吸引学生看图搜集主



题图中的数学信息，再通过提问“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什
么数学问题？”让学生自主提出问题,促使学生在真实的情境
中较好的.理解和掌握用两步计算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及时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着重让学生说明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
列式计算时可以先分步列式在列综合算式，利用现实情境加
强分步与综合之间的联系，同时强调不同算法的内在联系。
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充分体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
激励和尊重学生多样化的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这样让学生
积极主动的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全过程，有效的培养学生解决简单现实问题的能力，
让学生获得成功的学习体验。

解决问题教后反思篇六

9月27日听取了学校高年级数学组曹老师执教的五年级数学
《解决问题的策略》一课，听后很有感触，现表述如下：

1、在探索中疑惑。

《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一课如何让学生知道与应用列举法，
靠灌是不能形成的，也不能让学生掌握的。如何让学生生成
这一解决问题的策略？探索——发现——归纳是一个很好的
途径。如例1，学生在有多少种不同的围法，一开始是无序的
找出每一种，这是探索规律人之常情的方法，当这种无序的
方法获得答案学生感到不满意时，他们也在寻求一种解决问
题的好办法，这时学生茫然，指望老师指定迷津。

2、在疑惑中引导。

学生既然有迷津，他们会积极思考，努力听取别人解决问题
的方法。这时教师加以引导，指导学生对自己解决问题的方
法进行优化，促使学生进行有序思考，自然形成采用列举法
获得不同的围法，比如进行列表，借助列表进行有序思考，
例1，宽1米，长8米、宽2米，长7米、宽3米，长6米……，比



如进行一定的顺序找答案，练一练中第一次投中10环，第二
次可能是10环、8环、6环；第一次投中8环、6环，第二次可
能是投中10环、8环、6环……经过删除重复的，就轻松地获
得答案，用这一方法解决问题全面，无遗漏，无重复。

3、在引导中发现。

在教学例1时，当学生无序时，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有序的`观
察、分析有多少种不同的围法，然后找出规律，对解决这一
问题形成的规律进行反思和总结，自然就产生出解决问题的
策略——列举法。在练习时通过应用更加发现应用列举法解
决问题容易获得解决问题的结果。

解决问题教后反思篇七

本单元安排了三个例题，分别是用加减法、小括号的算式，
乘加（乘减）来解决相关问题。其中上学期，学生已经接触
过用加减法，乘加乘减来解决问题。需要说明地是，应该让
学生明确是多少步计算，并体会用更多的方法解决问题。

教学时，需要让学生通过读、说、思，明确题目的数量关系，
清楚题目的问题；并让学生在交流、汇报中体会不同解法的'
奥妙之处，让学生充分地认识不同的解法。

但教学中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很多学生在找数量关系
上，存在极大的障碍，对数量关系模糊，找不到已知与未知
之间的联系，从而无法正确的列出式；其次，学生在解答问
题时，比较偏向简单的方法，如表现在不善于应用小括号，
就采用分步式进行解答；另外，不少学生存在计算错误多，
没有正确写单位与作答等问题。

所以应该加强差生的辅导工作，强化小括号的练习，多要求
采用列竖式计算的方法提高正确率。



解决问题教后反思篇八

此时学生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应该要觉得可以的学生说一
说如何解决，从而学生就知道一个条件和一个问题是不能解
决出数学问题的。再要学生观察图片，能不能找出其他的数
学信息，学生就找到了另一个条件“跑走了3只小鹿”。引导
学生找出关键词确定算法。在教学天鹅和蘑菇数学问题时，
要学生先找到文字信息，确定一个条件，然后从图中找到另
一个条件，根据两个条件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引导学生从两
种不同的情况描述图意：

1、根据一个条件和问题找另一条件；

2、根据一个条件，找另一个条件和提出相关的问题，让学生
感受数学问题的结构特点—两个条件和一个问题。感悟从分
析问题入手找关键词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探究新知之后进
行课中操，学生在放松的同时又调动了他们第二次投入到学
习的积极性。在巩固练习中，我安排了7道题，前6道就是看
图列式，我直接要学生描述图意并列式，这样练习的形式比
较单一，可以要学生先写一写，然后再说图意列式。

最后一道题比较开放可以要学生小组讨论，渗透可以从不同
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思想。最后利用学生说收获的形式来进行
课堂小结，这样既可以体现学生主体性，又可以锻炼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从学生谈收获的过程，教师也可以看出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整堂课教学活动层次清楚，过程比较完
整，还应注意学生的书写的练习和对学生的评价性的语言。

解决问题教后反思篇九

在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教材安排了用有余数的除法解决生
活中的问题，学生刚接触有余数的除法，本身就有些困难，
再加上还要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可谓是难上加难。



例5学习的是用“进一法”解决问题，这种题目对学生来说难
度不是很大，学生很容易理解还剩余的2个人也要坐船，如果
这两个人坐到其他船上，人数就多了，不符合最多坐4人，所
以这2个人要再坐一条船，要用5+1=6（条）。我带领学生用
了一节课的时间认识了进一法，用做了相应的练习，学生掌
握比较好。

第二节课，我们又学习了“去尾法”，这种题目也不难理解，
剩余的钱不够买一个面包了，所以只能买3个，还剩余1元钱。
我给学生强调了统一的格式，要先认真读题，正确列除法算
式并正确解答，然后根据题意判断用“进一法”还是“去尾
法”，最后写上简单的答。学生对于这两种题型能熟练正确
的区分，只是个别学生加单位名称时经常写错，他们还是不
理解题意。

例6是解决有规律的排列问题，学生刚开始接触这种题目有点
难度，做了两道题以后，他们就已经很熟练了。我们还一起
总结了解题步骤：第一步要先找规律，看看是几个为一组排
列的，第二步列除法算式并解答，第三步也就是最关键的一
步，看余数，余数是几，就是这一组中的第几个，没有余数，
就是最后一个。

总之，用有余数的除法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部分内容难度不
小，还要带领学生加强练习，并且要让学生多说一说自己的
想法。

解决问题教后反思篇十

开学第一单元就是解决问题，教了一周，脑袋都大了，反思
了一下自己的教学，写下如下内容，请大家指教。

本单元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境初步
理解数学问题的基本含义，学会用两步计算的方法解决问题，
知道小括号的作用；培养学生认真观察、独立思考等良好的



学习习惯，初步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本例1的综合算式是加减混合算式，例3的综合算式是乘加
乘减类型的算式，这两种类型的题在上学期就出现过，学生
学的还可以，所以自己就以为学生会做这种类型的题了，但
是恰恰相反，错误很多，刚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疑难问题
问答，才知道学生学不好，有很大的原因是自己没教好，自
己总是让好的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以为其他学生也应该
会了，而且是必须会了，自己没有细化，看了问答后才知道
两步运算的实际问题，在引入时，老师可以从一步过渡到两
步。比如教学例1时，老师可以先从一步计算的实际问题引入，
创设这样的情境：原来看木偶戏的有22人，现在走了6人。让
学生根据这些信息自己提出问题：现在看戏的还有多少人？
然后自己解决。接下来，老师再出示又有13人来看戏，再让
学生提出问题：现在一共有多少人看戏？学生有了前面的铺
垫，知道用剩下的人加上新来的人数就可以了，也就
是16+13=29人。在此基础上，老师再把中间的过渡问题去掉，
让学生直接解决：原来看木偶戏的有22人，现在走了6人，又
有13人来看戏。现在一共有多少人看戏？在学生交流分析思
路时，老师要强调为什么用两步，在学生汇报用两步计算解
决问题的时候，老师要问一问每一步解决的是什么，帮助学
生理清思路，培养学生学会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自己的问题：

2、在新的教学内容中教师就是引路人，一步一步指引学生该
怎么做，而现实中自己却担当的是路人的角色，原因还是自
己方法不得当，没掌握要领，自己需要不断学习，掌握正确
的教学方法。

3、可能还是自己欠缺经验，一节课的容量太少，所以有些内
容没时间讲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