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找一找教案 中班数学活动反
思(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中班找一找教案篇一

整个活动开展的较为顺利，基本上完成了教学目标，孩子们
对于分类，不是生硬的记忆背诵了，而是通过操作和游戏这
种形式，潜移默化的渗透理解。

存在的问题：

1、对于操作能力差的孩子，要帮助他们在要求的时间里完成，
体验成功的喜悦。

2、分类标记出现的环节，比较突兀，标记出现时，教师需要
适当介绍一下。

3、最后游戏《我的朋友在哪里》，请孩子们戴着图形胸卡，
找到自己的好朋友，这个环节的设计不是分类，出现了概念
性的错误，可以省略这个环节。

4、教学语速、语调上还要继续加强完善，更自然大方、严谨
点。

1、 中班幼儿对于绸带舞这个内容应该是非常感兴趣的，但
由于表演的前期经验比较少，舞蹈基础也一般，因此产生心
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2、 又要配上音乐表演，又要跳出相应的动作，对我们班级



的孩子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在什么音乐上跳怎样的动作，是
要幼儿有一定的音乐素养的。舞蹈的脚步动作上，如一些后
踢步、踏点步等，孩子都还不熟练，如何配合上手的动作。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觉我的教学目标基本达到，而且孩子的
情绪非常投入，可以感受到孩子们喜欢这种形式，因为他们
喜欢故事，我便在教学中使用了故事法和游戏教学法。我认
为，幼儿数学教育以这种故事和游戏的形式进行传授，幼儿
会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是我在活动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不足，
操作过程中除了教师手里的操作材料以外，是否可以探索让
操作的材料再丰富些，达到每个幼儿都能人手一份，互动的
效果会更好，再多渗透的一些数学的概念。让数学来源于生
活，如果在活动中再渗透一些情景游戏，效果会更好。

中班找一找教案篇二

《纲要》提出“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
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我们围绕丰收季节，创设果园
摘果子的情景活动来学习生活中的数，是幼儿乐于接受的，
符合中班幼儿的认知水平的，也体现“选材贴近幼儿的生
活”的《纲要》精神。

以秋季常见的`水果为载体，进行分类和数数游戏，让幼儿进
行自由、独立的操作，帮助学习6以内的数，正确的理解数的
意义，体验数学的有趣，有利于幼儿快乐的学习数学并提高
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

感知水果的数量和种类，了解分类的不同方法，并初步认识
分类的标记。

能进行6以内的数数和数物对应。

1、在果园摘果子的情景活动中学习6以内的数数及数物对应。



2、了解不同的分类方法，并初步认识分类的标记。

3、通过游戏活动增强对数学的兴趣以及理解。

果园、水果（苹果、橘子、梨）、小动物车队、音乐

小篮、操作卡、工作毯

黑板、标记卡、记录卡

（一）摘水果――体验游戏情景。

1、引题：说说喜欢的水果。激发摘水果的兴趣。

2、游戏：听音乐摘喜欢的水果，边摘边数。在活动中感知采
摘的数量。

3、交流：说说你摘了几个水果？

（二）分水果――了解不同的分类方法，并初步认识分类标
记。

1、根据水果的不同进行分类。（分成3类）

交代：摘来的水果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分一分。

巡回：说说你是怎么分的？

2、启发幼儿给不同的分类结果做标记。

说说你是怎么分的？交流分类的方法。

（三）数水果――学习6以内的数数。

1、幼儿各自数数自己3个箱子里的水果数量。



2、交流数数的结果，教师归纳小结。

（四）运水果――体验数物对应

1、根据车厢数字运送水果，进一步感知点数对应。

2、集体检验，运水果退场。

中班找一找教案篇三

1、感受诗歌中描述事物的方法，理解诗歌内容。

2、初步接触重点字词，玩、牙齿、牙刷、蜜蜂、公园、积木、
电脑。

挂图、音带、大字卡、诗歌读本人手一册。

（一）预备活动

1、师幼互相问候手指游戏《五个宇航员》

（二）感知理解活动

1、出示背景图，感知早、中、晚引导幼儿讲述一天生活。

小朋友们每天早上起了床都做什么？

下午在幼儿园都做什么，星期天爸爸妈妈会带小朋友们去哪
玩？

2、教师播放音带引导幼儿认真倾听，鼓励幼儿与同伴交流诗
歌内容。

指导重点：引导幼儿发现不同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密切关系。



3、出示挂图，师幼共同看图讲述

（1）画面上画了些什么？幼儿讲述，教师适时的出示大字卡，
引导幼儿认读。

（2）将相关的词放在一起，请幼儿说说他们是怎样玩的？为
什么这样说？如“花朵、风儿、蜜蜂”

（3）提问：为什么说风儿玩花朵（风一吹过花儿就会摇摆。
点头。风往那吹花就往哪摇）为什么说花朵玩蜜蜂？（花朵
在那里蜜蜂就在那里）依次帮助幼儿理解相关事物之间的关
系。

（三）体验活动

（四）教师播放诗歌录音带，幼儿划指跟读

1、教师让幼儿分组朗读，如，一组读前半部分，一组读后半
部分。或分组朗读。

（五）结束活动

交流小结，幼儿有序收书，整理自己的物品。

中班找一找教案篇四

激发幼儿学习相邻数的兴趣。

进一步培养幼儿分析问题的能力。

帮助幼儿理解相邻数之间多1或少1的关系，能说出2和3的相
邻数。

鱼的活动教具：红鲤鱼1条，白鲤鱼2条，金鲤鱼3条，黑鲤



鱼4条。

1――4的数卡若干。

《找朋友》的音乐。

开始部分：

让孩子讨论自己是怎么出生的？

基本部分：

――请幼儿观察与思考：你知道小动物是怎样出生的？

――猜一猜，有没有动物是爸爸生出来的？

教师示范讲一遍故事。

――提问问题，海马爸爸为什么能生出小海马？

――小海马是怎样从爸爸的身体里生出来的'？了解海马的一
些基本的知识。

――海马的生殖方式是怎么样的？了解海马的身体构造。

结束部分：

再请幼儿看一下故事，让幼儿自由观看图书等资料，互相交
流自己的发现。

活动延伸：让孩子更多的了解水里的小动物的同时，可以让
孩子在家养一条小鱼或者小乌龟，小蝌蚪等等，让他们观察
小动物的生长过程。



中班找一找教案篇五

在开展了《我们身边的科学》这个主题中的“圆圆和方方”、
“会变的图形”、“拼图形”等活动后，幼儿对物体的形状
产生了浓厚的观察兴趣。一天，我带领幼儿到园外的小公园
散步，看门的爷爷将自动伸缩门打开，一个细心的孩子发现
门上有很多平行四边形，随着门的开关而变大变小，于是就
兴奋地嚷起来。经他一嚷嚷，很多幼儿都围了上来，对这扇
门产生了浓厚的探索兴趣。

活动目标

1．通过动手操作和记录活动，让幼儿感知三角形是最稳定的
一种形状，而四边形等形状会变形。

2．鼓励幼儿大胆讲述自己的操作结果，培养细心操作的习惯。

3．让幼儿了解生活中的一些物体就是利用了形状的稳定或不
稳定性原理。

活动准备

做好的三角形、四边形每组若干，筷子、橡皮筋、记录表若
干，投影仪，自行车、大吊车、铁塔、照相机三角架的图片。

活动过程

1．以自动伸缩门的事例引出课题。

“幼儿园的大门能自动拉长、缩短，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通电了。”

“门有弹性。”



“我看到门那边有个平行四边形，本来是大的，门开的时候
就变小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试验，看看是怎么回事。”

(幼儿还不能理解其中的原理，只有一个女孩子看到了门上的
那些平行四边形。不过，对于伸缩门的好奇使他们急于想知
道其中的原因，这就很好地激发了幼儿的兴趣。)

2．教师出示用橡皮筋绑好的三角形和四边形，请幼儿说说是
什么形状，然后进行拉、挤，看看会发现什么现象。请个别
幼儿说说自己的发现。

“这个正方形我一拉就变成扁扁的了。”

“我拉不动三角形，三角形很牢。”

(在这个环节中，幼儿初步感知了各种形状在拉、挤之后，有
的会变形，有的不会变形，为接下来的记录活动奠定了基础。
)

3．出示记录表，讲解记录要求：操作后，在稳定的形状后面
打勾，不稳定的形状后面打叉。还可以运用老师提供的橡皮
筋和筷子，制作不同的形状，看看这些形状是否稳定，也在
表中记录下来。然后请幼儿操作，教师重点对幼儿在记录和
绕线中出现的困难加以引导和帮助。

(幼儿基本都能分辨出什么形状稳定，什么形状不稳定。幼儿
普遍对制作各种形状非常感兴趣，但是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只有一小部分幼儿能独立地用橡皮筋将筷子连成五边形、六
边形，而且发现这些图形也都不稳定。)

4．展示个别幼儿的作品，请幼儿说说自己做了一个什么形状，
是否稳定。鼓励幼儿大胆讲述自己的操作结果。



(在讲述过程中，幼儿都认为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其余图形在
拉挤之后都变形了。)

5．引导幼儿讨论并操作：怎样可以使四边形、五边形等形状
也变得稳固。

(在探索中得出正确结论的孩子并不多，但是通过操作，孩子
们增强了感性经验，这远比老师说一个结论来得印象深刻。
后来在老师的暗示下，孩子们基本都知道只要添上几根筷子，
让多边形变成若干个三角形，就可以稳定了。)

6．请幼儿联系生活，说说什么东西构造利用了三角形的稳定
性和四边形的不稳定性。

“上次我们看到的自动伸缩门，上面有一个个平行四边形，
开门的时候，平行四边形变窄，关门的时候又变宽了，非常
方便。你还知道生活中有哪些东西运用了三角形稳定、四边
形不稳定的原理吗?”

7．看投影，了解相关知识(自行车、大吊车、铁塔、照相机
三角架等图片)。

(看了图片，幼儿了解到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的东西利用了形
状的稳定和不稳定性，感到非常好奇，为课后的延伸活动奠
定了基础。)

延伸活动

1．请幼儿平时多注意一下，生活中还有什么物品的构造利用
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和四边形的不稳定性。

2．在探索区提供筷子和橡皮筋，供幼儿继续探索形状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