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数学教案数字比大小 幼儿园活动
生活中的数字中班数学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园数学教案数字比大小篇一

1.观察感知生活中的数字，初步了解数字在人们生活中的作
用及意义。

2.激发幼儿对身边事物、现象的兴趣，萌发幼儿探索欲望。

带有数字的实物若干、ppt图片若干、1—16数字卡片。

一、提供生活中常见带有数字的物品如，电话机、遥控器、
卷尺、闹钟等，让幼儿找找上面的数字，说出数字的作用及
意义。

1．知道物品上出现的数字所表示的意义及作用。

2．总结生活中出现的数字有0、1、2、3、4、5、6、7、8、9
十个数字其中一个和几个组成。

二、积极引导幼儿说出在不同地方所见到的数字，并说出在
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三、看ppt图片，进一步让幼儿了解数字在人们生活中更多的
应用。

1．分别出示生活中有数字的ppt图片。



2．大胆说出图片中数字的作用及意义。

3．让幼儿联系实际，简单说说数字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四、探索游戏：乘火车找座位。

1．找座位，按车票的数字找座位号进行对号入坐。

2.启发探索：怎么样才能快速的找到座位？动脑筋想办法？

3．给1—16座位号分单双号排列，方便乘客找座位。

五、总结：数字在生活中有很大的作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
同的作用。

跟着《开火车》音乐，按单、双座位号排列两列火车结束活
动。

鼓励幼儿找一找其它地方出现的数字，并所代表的意义。

幼儿园数学教案数字比大小篇二

教案目标：

1、引导幼儿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找出较大的物体，会比较大
小。

2、培养幼儿的初步分析、比较能力。

教案准备：

1、课件-数学卡

2、不同大小，相同形状的图片，形状标记、大小标记各若干
个。



教案过程：

1、出示数学卡比较

教师：森林中大象和蚂蚁是好朋友，大象和蚂蚁虽然身材不
一样，但是他们互相帮助，大象的身材大，小蚂蚁坐在大象
的背上开心的.玩。

（1）小朋友看看，小蚂蚁的身体和大象的身体比起来有什么
不同？

（小蚂蚁的身体小，大象的身体大）

（2）谁来说一说这是什么水果？（苹果，草莓）

哪一个水果大呢？我们用圆圈把它画出来吧？

（3）小狗和小蜜蜂也来玩了，小蜜蜂和小猫的身体谁更小呢？

我们用小圆点把他画出来吧。

2、出示数学卡比较

妈妈的衣服和孩子的衣服哪一个更大一些呢？

（1）请幼儿观察比较图片中衣服，鞋子的大小。

（幼儿相互说一说）

（2）请幼儿联想生活中，爸爸、妈妈和自己的衣服鞋子的大
小。

（3）请小朋友看这三张图片，你认识他们吗？

（小鸡，蝴蝶，大象。）



教师：最大的动物，我们用圆圈画出来，最小的动物，我们
用圆点画出来。

（幼儿说，教师画）

3、按标记将相同形状、不同颜色的图形片分类。

出示这些图形片：

（1）这是什么图形片？该回哪个家？

（幼儿讲，老师操作大图形片，我送你到大标记的家；

小图形片我送你到小标记的家。）

（2）请幼儿把余下的图形片送回家。

（要求幼儿边操作边讲述操作过程）

4、游戏活动：《大丰收》

幼儿园数学教案数字比大小篇三

教学目标：

（1）认识物品，并能发现特征。

（2）两个相同的物体比大小。

（3）能按物体的大小进行分类，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4）学习按大小进行分类。

（5）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教学准备：

（1)小熊、纸箱子、橡皮泥、汽车、篮球、雨（样子一样，
大小不一）各两个。

（2)纸盒子（魔盒）一个。

（3）小班幼儿用书10月分册第19页。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按照物体的大小分类。

难点：能准确说出物品的名称，并发现特征。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当魔术师。

教师：“今天，李老师想当一位魔术师，带着咱们贝贝班的
小朋友去看看魔幻的世界，小朋友想不想去呀？”

幼儿：“想!”

创设情境，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2）变魔术。

教师：“那好，小朋友看看这是什么呀？”

幼儿：“盒子”

教师：“它呀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盒子，它能变出好多好东西



呐！小朋友想不想看看它都能变出什么东西来呢？”

幼儿：“想!”

教师:“好，现在请小朋友来跟老师一起变变看吧！”

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和好奇心。

二、认一认，并发现特征。

教师:“魔盒、魔盒。”

师生：“变、变、变。”

（一一出示物品）

教师：“看，咱们变出了什么呀?”

幼儿：“小熊、纸箱子、橡皮泥......”

教师：“那么小朋友来看看它有几个（只）呀？”

幼儿：“两个。”

教师：“噢！两个，那它们两个长得一样吗？”（同一物品
作比较）

幼儿：“一样。”（伴随说出一些明显特征，比如：颜色等）

教师：“那小朋友看看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幼儿：“一个大，一个小。”

教师：“啊！咱们贝贝班的小朋友真棒。那小朋友还能告诉
老师它们两个到底是哪个大哪个小吗？”



幼儿：“能”

教师：“好，现在李老师请一位小朋友上来给老师指一指，
好不好？”（幼儿举手，请一位幼儿上前）

教师：“好，谢谢***小朋友，请回坐。”

教师：“刚刚***告诉老师了，是它（大）它（小）。”（教
师先举起大的一个物品，随后举起小的一个物品）

教师引导幼儿，让幼儿自主发现特征。

三、物品按大小分类

教师：“刚刚小朋友都认识了这些物品，也知道了它们哪个
大哪个小是不是？

幼儿：”是“

教师：”可是老师把它们都放在了这个桌子上面，小朋友看
看这样放着整齐不整齐呀？“

幼儿：”不整齐。“

教师：”那么小朋友想一想咱们把它们怎么放就变整齐了呀？
“

开动幼儿的脑筋，让幼儿思考。

幼儿：”分开放。“

教师：”唉！对了，小朋友真聪明。“

教师：”现在小朋友看看老师拿的这是什么呀？“



幼儿：”纸箱子。“（出示一大一小纸箱子）

教师：”它们......一个（大）一个（小）“

教师：”咦！我看见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小朋友猜一猜是什
么呀？“

幼儿自由猜想，再次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教师：”噢！原来是一个字宝宝呀！“

教师：”小朋友看看这个字宝宝在大的纸箱子里放着还是在
小的纸箱子里放着？“

幼儿：”在大纸箱子里。“

教师：”所以这个字宝宝和这个纸箱子一样。“

教师：”来，跟老师念：大、大、大。“

幼儿：”大、大、大。“

教师：”这个字念什么？“

幼儿：”大。“

教师：”小、小、小。“

幼儿：”小、小、小。“

教师：”小朋友记住了没有？“

幼儿：”记住了。“

幼儿：”好。“



请幼儿上前自主操作，激发幼儿的动手能力。

四、小结

教师：”看看，现在这个桌子上面变整齐了没有？“

幼儿：”整齐了。“

教师：”为什么它变整齐了呀？“

师生：”因为小朋友把它们都分了类，所以它变整齐了。“

教师：”谢谢小朋友。“

幼儿：”不用谢。“

幼儿：”《大小分类》“

教学延伸：

教师：”好，现在老师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给书上的这些物
品也分分类，好不好?“

幼儿：”好“

幼儿园数学教案数字比大小篇四

1.使幼儿目测数群，能不受物体排列形式的影响，正确感知7
以内的数量。

2.让幼儿学习按数匹配实物。

3.启发幼儿用语言讲述操作过程。



让幼儿学习不受物体排列形式的影响，正确感知7以内的数量。

引导幼儿讨论数量相等的.不同物体可不可以放在一起？

教具：实物卡6张（有动物卡、植物卡），红、绿贴绒篮子各
一个，贴绒数字6、7，数字卡4、5、6、7，空白卡6张。

学具：4、5、6、7的数字杯、实物卡若干。5、6、7的实物卡、
圆点卡、短线卡、数字卡若干。5、6、7的实物卡、数字卡若
干。每人一张数字卡和实物卡。录音带。

2.目测数群出示实物卡。提问：黑板上有什么？它们各有几
个？我们再为这些实物卡送数字朋友。

4.集体游戏：找朋友（配音乐）第一遍，幼儿手持实物卡找
数字朋友；第二遍，幼儿手持数字卡找实物。

第二组，给数字杯子送礼物。

第三组，给实物卡送数字卡。

1.请几个小朋友出来讲自己的操作过程。

2.教师小结

3.复习游戏：找飞机场（巩固对数字 4、5、6、7的认识）

幼儿园数学教案数字比大小篇五

1、引导幼儿对数字产生兴趣。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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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数字相关的生活物品的照片

2、各种与数字相关的物品实物。

一、观察生活中运用数字的实物照片，初步感知数字的用途

师：

1、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些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是什么？
你还发现了什么？

2、它们的上面都有什么？

3、照片上都有些什么数字，这些数字有什么用呢？（教师重
新播放照片）

二、回忆生活中的有关数字，进一步感知数字的用途

师：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地方也有数字？(家里、商场、马
路等)

……

三、寻找自己身边的数字，切身感受数字与自己生活的关系

师：

1、我们身上有数字吗？

2、老师的鞋子上有数字，你们鞋子上有数字吗？是多少呢？

3、老师的鞋子号码是38。我们来比比谁的鞋子大。为什么呢？

师：原来鞋子的号码越大说明鞋子也越大。



师：我们的衣服上有数字吗？

教师出示两件不同号码的衣服，请幼儿比较后知道：数字就
越大，衣服越大。

师：我们中班活动室里有数字吗？它们有什么用呢？

师：老师这儿还有一些生活中常用的物品，请小朋友上来每
人拿一件，找一找上面有数字吗？它们又有什么用呢？（与
同伴交流）

四、教师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