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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证面试 

数学历年答辩问题汇总及答案 

一、初中二年级《完全平方公式》这节课的三维目标及教学重难点是什么？ 

【解析】：本节课主要介绍了完全平方公式。在此之前，学生已经掌握了单项式乘法、

多项式乘法及平方差公式，为本节课的学习做了很好的铺垫。学生学习了这部分内容，能为

后面学习因式分解打下基础，因此本节课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根据对教材地位与作用的分析，在新课程改革理念的指导下，特制定以下三维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理解并掌握公式的结构特征，能利用公式进行计算；过程与方法目标：通

过观察、归纳的活动，独立发现运算规律，提高总结归纳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感

受数学公式的魅力，体验成功的喜悦。 

通过以上对教材及教学目标的分析，确定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教学重点是掌握完全平

方公式的结构特征，利用公式进行计算。教学难点是利用图形面积理解完全平方公式，体会

数形结合思想。 

 

二、六年级课程《圆的周长》这节课你的导入部分是如何设置的？ 

【解析】本节课我将采用情境导入的方法，我会创设这样一个情景：学校实验室里有一

个圆桌开裂了，需要在圆桌的边缘箍上一圈铁皮，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需要多长的铁皮才

能将圆桌箍上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引出本节课的课题---《圆的周长》。 

通过情境导入，学生可以直观地感受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达到“课未始，兴已浓”的状态。 

 

三、五年级课程《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你是如何设计新授部分的教学环节的？ 

【解析】本节课的新授部分主要设置了三个教学环节： 

首先根据导入部分的情境创设，我提出了如下问题：王鹏看了马拉松比赛，也喜欢上了

跑步，他计划用 4 周时间跑步 22.4 千米。王鹏平均每周应跑多少千米？先让学生自主探究，

列出本题的算式，然后请学生回答。学生都能准确的列出算式，22.4÷4=。在对学生的探究

作出鼓励性的评价之后，我接着提问：这道算式除了用之前将 22.4 转化为整数的方法外，

可以用列竖式的方法计算吗？让学生自己动手列竖式计算，然后展开小组讨论。在讨论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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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我也会加入到每一组的讨论中，引导学生总结出：被除数是小数时，商的小数点和被

除数的小数点要对齐。在小组互评和教师总结之后，我会在黑板上演示该题的规范算法，让

学生对照着自查和互查。最后，我会让学生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导入中的问题。 

其次第二个环节，我继续设置问题：王鹏的爷爷计划 16 天慢跑 28 千米，平均每天慢跑

多少千米？学生自主探究，列出本题的算式，并展开小组讨论如何正确列竖式计算。学生代

表发言不难发现，列竖式计算中，当出现余数不够除时，需在被除数末尾补“0”再继续计算。

在对各小组讨论的成果给予肯定的评价之后，我会进一步总结该部分的知识点，并在黑板上

演示本题的规范算法，让学生对照着自查、互查。 

最后第三个环节，通过之前的两个问题设置，学生能够自主提出新的问题：王鹏计划每

周跑 5.6 千米，平均每天要跑多少千米？同样的，我会先让学生自主探究，列出本题的算式，

再让学生列竖式计算，并展开小组讨论。学生通过合作交流，不难发现，当被除数小于除数

时，商“0”，并在“0”后标小数点再进行计算。最后我会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评价和总结，并给

出本题的规范算法，让学生对照。至此，学生已基本掌握本节所学的知识。 

以上三个环节，通过讲练结合的形式，让学生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既可以有效的突出

本节课的重点，又自然的突出了本节课的难点。同时教师示范，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书写

习惯。 

 

四、四年级课程《线段、直线、射线》本节课你的板书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解析】本节课的板书我采取的是提纲式的板书设计，在课程的进行中，将直线、线段、

射线的定义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以提纲的形式整理罗列在黑板上，这样做能够方便学生清晰

直观的整理线段、直线与射线逻辑关系，分辨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以及不同点。 

 

五、在数学教学过程中，类比的数学思维在教学中如何体现？ 

【解析】类比是根据两个数学对象的一些属性相同或相似，猜测另一些属性也可能相同

或相似的思维方法，分为简单类比和复杂类比两类。 

简单类比是一种形式性的类比，它具有明显性、直接性的特征。例如等比数列的性质及

其通项公式可以通过类比等差数列的性质及其通项公式来进行学习； 

复杂类比是一种实质性类比，需要通过分析之后才能得出新的猜测。例如函数中由具体

函数到抽象函数推论的过程就是复杂推理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