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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认识单双数教学反思篇一

1、设计思路：在设计活动的时候，我想促使幼儿结合前期对
于单双数的初步概念，让幼儿学习探索身体上的单双数，激
发他们探索身体器官的兴趣。所以，我把活动目标设计
为：1.能基本区分单双数，进一步感知单双数的概念。2.尝
试寻找自身身体上的单双数，激发幼儿探究身体秘密的兴趣。

2、活动过程：1.以两个两个画圈的方式，认识单双数。利用
花朵教具，帮助幼儿初步认识单双数，浅显易懂。2.寻找身
体上的单双数。教师话语引导，给予幼儿讨论的机会，幼儿
自主进行探索，增强对数学活动的兴趣。3.寻找实际生活中
的单双数。把课堂教学结合到生活中，让幼儿发现生活中的
单双数。

二、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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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单双数教学反思篇二

《认识10以内的单双数》是一个数学活动，其主要目标是：
了解单数和双数的含义，学习区分10以内的最大和最小的单
数和双数。

我首先用数筷子的方式引导幼儿判断有几个人吃饭，结合生
活经验幼儿知道吃饭是要用一双筷子的。引出双数，使幼儿
对双数有了初步理解。继续通过游戏——抓玩具，判断单双
数，加深幼儿对单双数的理解。幼儿交流、讨论后，教师小
结，出示幼儿用书，简单讲解一个例子，然后每位幼儿自己
操作用书，完成练习。

大班的孩子有了操作经验，但是书上练习不仅要数出小人的
数量，还要判断出单双数，对幼儿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我做了如下反思：

幼儿记录经验的积累问题，孩子操作快慢的问题、教师提问
语言的指向性问题。大班孩子是在幼儿园的最后一年，是上
小学前的关键一年，因此需要孩子和老师的共同努力。教师
需要提高语言的有效性，平时多给孩子操作练习的机会。

认识单双数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幼儿通过操作及游戏能较熟练地分辩10以内的单数、双数。



2、培养幼儿思维的灵活性，提高幼儿在数学活动中的分析和
总结能力。

3、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参加数学活动的乐趣。

4、知道按事物不同的特征进行排序会有不同的结果，初步了
解排序的可逆性。

5、积极参与数学活动，体验数学活动中的乐趣。

活动准备：

小动物、背景图、幼儿操作纸、笔

活动过程：

1、创设情境，诱发兴趣。

（2）幼儿分别说出每个动物的数量。

2、自主参与，探索新知

（3）还有很多小动物想参加，管理员说忙不过来，请小朋友
来帮忙。

（4）幼儿操作，根据能力操作材料的'分配，圈完贴上墙。

3、游戏固新知：

（1）小动物们都区分了单双数，邀请幼儿一起前往，进入单
双数的舞池，幼儿站立到单双数的舞池中（再次确定幼儿是
否掌握）

（2）游戏“抱双，躲单”。



老师报10以内的数，幼儿做相应的躲和抱的动作。如：报的
是单数，幼儿蹲下，双手合并放在身子的两边，表示孤单的
样子，报的是双数，幼儿找到一个朋友抱抱。

4、参加好舞会回家乘车去，按单双号乘车，结束活动。

活动反思：

这次的教研活动内容是大班数学活动《认识10以内的单双
数》，采用同课异执的形式。“同课异执”顾名思义，就是
同一节课，由不同的教师来执教。我在想，这样的一个活动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能提高我们多少的能力？不由对
这个活动充满了期待。

教学活动由年轻的c和g执教，教学流程是这样的：情景导入，
激发兴趣——超市购物，感知单双数——交流讨论，理解单
双数——操作、游戏，巩固单双数。虽然教案是一样的，但
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却有不同之处，引发我们的思考：

在交流环节，一个活动中老师先让剩下一元钱的幼儿逐一
说“我有几元钱，买了几样东西，还剩几元钱”，老师逐个
出示相应的代用券并按顺序排列。另一个活动中老师用“代
用券回收”的策略——剩下一元的放左边，没有剩的放右边，
让幼儿一下子把代用券分成了两组排列，然后教师再进行小
结出示汉字“单数”、“双数”以及相应的小孩图示。这
个“小孩”图示也是为接下来的幼儿操作活动打下了基础。
给我的启示是同样的一个环节，教学效果会因设计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教师要更加关注环节的紧凑和有效，避免重复和
冗长。

在感知单双数排列规律上，两位教师都用了两种颜色的卡片
来写单双数，也都是按照顺序进行了排列，但第二个活动中
幼儿很快就能发现排列的规律是一个单数、一个双数。我想
原因是由于第一个活动中的卡片既有数字又有硬币图示，使



幼儿的视线受到干扰。从中我得到的启示是教具的设计使用
要尽量减少干扰因素。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与大家探讨的是幼儿分组操作后的交流环
节是否一定需要？我感觉这样的操作活动在当时的效果不是
很大，因为大家的材料不同，纠错也只是该组幼儿的参与，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是没有效果的；其次是导致教学活动时间
过长，幼儿注意力无法很好集中。我想解决的办法是教师可
以在课后进行批改，看看孩子是否掌握。对于个别的问题，
教师可以采用个别辅导的方法，而对于大家都存在的问题，
教师可以针对该问题再次集体教学。

同课异执活动结束了。这样的研讨活动使我们关注的重点不
在于一节课的成与败，而是引发我们思考怎样更好地上好一
节课！它留给我们思考的很多，如幼儿记录经验的积累问题，
孩子操作快慢的问题、教师提问语言的指向性问题等等。还
有，教研活动中幼儿的人数都只是班级中的少数，而且一般
还是能力较好的幼儿。那么，在平时的教学中面对全班全部
幼儿教学时对个体幼儿的关注和指导问题，班级中剩下的能
力更差的孩子的指导问题等等，都将引发我们的思考、研讨
和实践，期待着这样扎扎实实的教研活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
收获。

认识单双数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幼儿通过操作及游戏能较熟练地分辩10以内的单数、双数。

2、培养幼儿思维的灵活性，提高幼儿在数学活动中的分析和
总结能力。

3、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参加数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小动物、背景图、幼儿操作纸、笔

活动过程：

1、创设情境，诱发兴趣。

(2)幼儿分别说出每个动物的数量。

2、自主参与，探索新知

(3)还有很多小动物想参加，管理员说忙不过来，请小朋友来
帮忙。

(4)幼儿操作，根据能力操作材料的分配，圈完贴上墙。

3、游戏固新知：

(1)小动物们都区分了单双数，邀请幼儿一起前往，进入单双
数的舞池，幼儿站立到单双数的舞池中(再次确定幼儿是否掌
握)

(2)游戏“抱双，躲单”。

老师报10以内的数，幼儿做相应的躲和抱的动作。如：报的
是单数，幼儿蹲下，双手合并放在身子的两边，表示孤单的
样子，报的是双数，幼儿找到一个朋友抱抱。

4、参加好舞会回家乘车去，按单双号乘车，结束活动

认识单双数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画圈数数活动学习区分单双数。

2、能正确判断、区分单双数。

活动准备：

1、材料准备：1到10的.水果卡、笔、（人手一份），1到10
的数字卡和圆形小卡片10张，箱子一个（里面装着数量1到10
的物品卡片）。

2、经验准备：幼儿已有初步认识单双数的学习经验。

指导要点：

1、活动重点：通过画圈数数活动学习区分单双数。

2、活动难点：能正确判断、区分单双数。

3、指导要点：引导幼儿通过画圈数数活动正确判断并区分单
双数。

活动过程：

1、给水果画圈，找单双数。

（1）圈画1—10的水果卡。（将图上每个盒子里的水果每两
个圈在一起，重点是让幼儿会每两个圈在一起，先数共有多
少个水果并填写数字，再来找朋友把水果圈起来。）

师：今天小猴去果园摘了许多水果，请小朋友帮忙数一数每
个盒子里水果数量，数好了就填在盒子下的小方格里，再给
他们找朋友，把盒子里的水果两个两个的圈起来了。

（2）观察以画过的卡片。



师：你们都给水果找完朋友了，是不是每种水果都找到了朋
友？

教师小结：我们给水果找好朋友后，发现两个两个圈画能把
水果圈完的是2、4、6、8、10，我们把它们叫双数，两个两
个圈画最后总剩一个的是1、3、5、7、9，我们把它们叫单数。

2、操作1—10数字卡，可以区分单双数，发现10以内最大的
单双数和最小的单双数。

3、做游戏“摸宝”

（1）规则：幼儿从箱子摸出宝贝后，数数里面物品个数几个，
是单数还是双数。

（2）游戏2—3遍。

4、“抱一抱”游戏活动。

评析：教师教态自然，很富有感染力。数学的概念也比较清
晰。最后游戏结束后，可用语言提示自然结束，不必再坐回
位置上效果会更好。

活动反思：

整个活动条理清楚，结合幼儿日常生活经验来学习单双数。
并运用观察法、归纳法、操作法、游戏法、赏识激励法，特
别是操作法的运用，是突破重难点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法。
因为在操作中，能引起幼儿思维的积极探索，教师引导幼儿
讨论操作结果，达到了帮助幼儿整理经验、明确概念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