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测量的教案反思 幼儿园大班
数学教学反思(模板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
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园测量的教案反思篇一

1、理解5以内的减法。

2、通过故事，认识“－”的意义。

1、提前把卵生动物的图片放入玩具蛋壳中。

2、《狮子和蛋》幼儿用书。

3、白纸

1、出示玩具蛋壳，请幼儿猜猜哪种卵生动物会从蛋里走出为。

2、出示幼儿用书，请幼儿看图讲故事。

第一组图：

池塘边，鸭妈妈生了两个蛋，有1只小鸭子出生了，池塘边还
有多少个蛋？

第二组图：鸟妈妈筑了个窝，生了3个蛋，有两个蛋孵化小鸟，
窝里还有多少个蛋？

第三组图：鳄妈妈在沙滩上生了5个蛋，5个蛋中有3个孵化小



鳄，沙滩上还有多少个蛋？

第四组图：鸡妈妈生了4个蛋，有1只小鸡先出生了，还有多
少个蛋？

第五组图：

不知谁在草丛里生了3个蛋，3个都孵化出小宝宝，叶片还有
多少个蛋？

4、幼儿两人一组，师给每组幼儿5个玩具蛋壳，请他们轮流
用玩具蛋壳讲述有关动物宝宝出生的故事，并在纸上写下5以
内减法算式。

5、师与幼儿一起检查算式是否正确。

小朋友们可以在生活还可以利用什么东西进行5以内的减法学
习的？

这堂课整个过程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进行的'，一开始动物和
他们的蛋出现时，孩子们都很感兴趣，都很想知道答案，所
以课堂气氛很好，孩子也很积极配合，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出
现，开始时孩子们还很清楚开始有几个最后剩几个，后面就
有点乱，有些是不明白讲的是什么，有些是知道但是结果却
算错了，但总体而言还是达到了整个活动的效果。

幼儿园测量的教案反思篇二

每每与孩子闲聊时，总会时不时地听到孩子们说：“老师，
你看，这棵树多高呀。” “老师，我长大了，以前好多衣服
都不能穿了。”“ “老师，小学的操场比我们幼儿园的
大。”等等。每当这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问问：有什么办
法知道它们到底有多高，多大呢?孩子们的答案是多样的。有
用尺子，绳子、木棍等量，还有的小朋友想出用倒影来量。



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孩子对测量有一定的兴趣和认识。因
此大班数学活动《测量远近》，正好符合了幼儿的兴趣和年
龄特征，帮助幼儿尝试借助工具测量周围物体，进一步了解
测量在生活中的应用。

因为活动中所要测量的就是我们天天要用的桌子，非常的贴
近生活，所以幼儿在测量的时候特别的开心，积极性也特别
的高。在操作的过程中，因为幼儿之间的能力有所差距，所
以有对有错，所以在活动的过程中给幼儿多次交流多次尝试
的机会。发现问题就要给幼儿解决问题的机会。允许他们犯
错误，再尝试用别的方法。每当孩子遇到困难，我都会让他
们先自己想办法，大胆去尝试。

在活动中 尽管之前我已经考虑了很久怎么样把语言说的更周
密更完整，但是真正上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略显含糊的地方。
就因为这一点，幼儿的操作方法不是很准确，使得第一个活
动目标没有实现，所以在数学活动中，一定要尽量把话说周
全，以免有些小朋友喜欢转空子或者抓你的漏洞，不要只想
着自己的教学步骤，而忽略了口头的能力。

每个老师都跟我们说过，在互动上遇到紧急情况要懂得随机
应变，我们都觉得挺简单，但是当你真正遇到这种“突发状
况”的时候，也许你就没有自己预期的那么“灵活”。所以
无论如可，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幼儿园测量的教案反思篇三

1.模仿小鱼、小鸟、蚂蚁和青蛙的运动方式，发展动作的协
调、灵活性。

2.体验与同伴在一定范围进行追逐游戏的快乐。

3.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4.让幼儿学会听口令玩游戏，锻炼反应能力和倾听能力。

1.小鱼、小鸟、蚂蚁、青蛙动物头饰若干，大灰狼头饰2个。

2.场地布置：在场地四角分别放4张椅子，分别挂上小河、鸟
窝、草地、池塘的图片，代表动物们的家。

3.欢快的背景音乐。

1.听音乐幼儿自由选择动物头饰，四散站立在场地上，做准
备活动。

2.幼儿相互介绍并模仿自己所扮演得小动物。

3.引导幼儿按照所扮演得小动物的运动的方式，找一找自己
的家。

4.玩游戏“小动物找家”。

(1)教师引出游戏情节：“今天天气真好，小动物们一起来玩
游戏吧。”幼儿扮小动物在音乐的伴奏下自由活动。教师扮
大灰狼出现，“小动物”按自己的运动方式快速回到各自
的“家”。

(2)游戏规则：“大灰狼”出现后继续按所扮动物的运动方
式“回家”。

(3)每次游戏结束后，教师进行小结，表扬能遵守游戏规则的
幼儿，提醒个别幼儿在“大灰狼”出现后能继续按规则游戏。

(4)幼儿交换头饰，大灰狼由多名幼儿扮演，以提高游戏难度。

组织幼儿在户外活动时继续玩游戏“小动物找家”。

我在本次教学活动中，注重幼儿的活动多一些，忽略了幼儿



纪律的养成。

本文扩展阅读：动物是生物的一个种类。它们一般以有机物
为食，能感觉，可运动，能够自主运动。活动或能够活动之
物。包括人。根据化石研究，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源于海
洋。

幼儿园测量的教案反思篇四

1、熟练掌握6以内数的计算。

2、培养幼儿的口算能力。

3、培养幼儿书写能力。

4、了解数字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初步理解数字与人们生活
的关系。

5、培养幼儿相互合作，有序操作的良好操作习惯。

课件、挂图、题卡。

小朋友们看春天来了，柳树发芽了，小动物们准备出去郊游。
他们来到小河边，河水很急，它们过不去，这时长颈鹿伯伯
说;回答出问题我就让它们过去6+1=、2+2=/4+1=.

母鸡大婶还想考一考小朋友们，一只母鸡用数字来表示，生：
一只母鸡用数字“1”表示一只公鸡用数字几来表示，生:一
只公鸡用数字“1”来表示，那现在一共有几只鸡用加法还是
减法?生：加法。这时母鸡大婶又叫来了两只小鸡用数字几来
表示?生;用数字“2”来表示。问：一共有多少只小鸡/我们
来用加法来计算，1+1+2=4.

刚才我们小朋友是数出来的，现在老师就告诉你们计算方法，



看1和1相加等于2用头两个数相加的结果再加上第三个数得出
的结果就是这道题的结果。

聪明的宝宝填一填：2+2+2= 2+1+1= 2+2+2= 1+1+3=

游戏：放风筝

教学反思：

数学活动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个很愉快的课程，因为整节活动
中游戏的时间多，而且小朋友动手操作的机会比较多，但是
要让孩子们能真正的理解这节教学活动的内容，并做到熟练
掌握、灵活运用却不是那么容易。

本文扩展阅读：加法是基本的四则运算之一，它是指将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数、量合起来，变成一个数、量的计算。表
达加法的符号为加号(+)。进行加法时以加号将各项连接起来。
把和放在等号(=)之后。例：1、2和3之和是6，就写
成︰1+2+3=6。加法也分小数加法，分数加法及整数加法等。

幼儿园测量的教案反思篇五

在幼儿的生活中，买一杯牛奶、一块蛋糕、一件玩具，都要
接触到人民币。在《自助银行》中，我通过对教案的添加修
改以便让孩子正确认识一些货币的面额，并了解使用货币购
物的常识，懂得合理地消费，同时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
的现象和特点、变化规律产生兴趣和探究的欲望，使数学教
育更加生活化、游戏化、综合化。

在活动开始我以“买早点”的谈话导入，“小朋友吃过这些
点心吗？想不想学着自己去买早点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些钱。
”给幼儿以很真实、很生活化的感受。

在让幼儿认识货币的面额时。我出示各类货币：“这些都是



什么？你们知道它们各自代表多少钱吗？”“这些都是中国
的钱，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人民币。”

在幼儿观察人民币的面额时，我引导幼儿在投影仪下仔细观
察货币上的数字和汉字，让幼儿通过观察说出各种货币的面
额。

在“超市”游戏中，“今天超市里有许多东西，我们来看一
看，它们买多少钱？”，“现在我们来玩超市的游戏，老师
来当售货员，小朋友当顾客，你来买东西时可以选择自己喜
欢的商品，但要说清楚这个商品要多少钱，可以用哪几种面
额的人民币购买，如果要找钱你还要算清楚应该找多少
钱。”幼儿对超市游戏很熟悉，因为在角色游戏中经常玩，
但今天我们让幼儿使用真实的钱币进行购物，这本身就极大
地刺激了幼儿的游戏欲望，同时，在购物中幼儿通过对商品
价格的计算，既实地操作了货币的兑换，又复习了10 以内数
的加减，同时学会了用简单的数学方法来解决生活和游戏中
的某些简单的问题，充分体验到数学活动的乐趣。让幼儿讨
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用了多少钱，是怎样用的？通过模拟
情境再现生活，让幼儿通过游戏在假想的生活情境中学习，
感到无比的轻松和自然，使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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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幼儿对生活中的各类事物和想象感兴趣，有一定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他们遇到自己不懂、不理解的事物喜欢问为什
么？并且能初步运用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幼儿也许积累了一些有关人
民币的知识，或使用过一定面额的人民币进行购物。希望通
过此次活动，让每一个幼儿都参与尝试、大胆探索，在与材
料的相互作用中，发现和建构数学关系，懂得学习数学重要
的是依靠自己的经验，而不是教师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