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数学活动环形计数说课稿 幼儿
园中班设计数学活动方案(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中班数学活动环形计数说课稿篇一

活动目标：

1、了解电的用途，知道安全用电不会发生危险。

2、通过辨析活动，了解安全使用电器的基础知识。

3、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准备：

1、幼儿用书人手一册。

2、电线一段、插座一个、"电"的标志一个。

活动过程：

1、在教师提问的基础上，初步了解电器的用途：

(1)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电器产品，你知道哪些电器
呢?它们有什么作用?

(3)你知道电从哪里来?(发电站)



(4)教师：电给我们人类带来了许多方便，我们的生活再也离
不开它了。它是我们的好朋友，但这位电朋友有时候也会发
脾气伤人的。

2、出示电线，向幼儿介绍有关知识。

(1)这是什么?你在哪里见过?仔细看看里面和外面有什么不一
样的地方?

(2)教师介绍：这是电线，里面是铜线，会导电。外面是塑料，
包裹着铜线，是保护层，我们抓在手里没有电。但是塑料坏
了，我们就会碰到电，发生危险。

3、组织幼儿讨论：

(1)如果你们家的电线破了，怎么办?(用专用胶布包裹)

(2)如果你看见电线断落在路上，应该怎么办?(绕过去)

4、出示插座，向幼儿介绍有关知识。

(1)这是什么?它有什么用?

(2)教师介绍：这是插座，里面有铜丝或铜片，可以导电，外
面是塑料做的盒子，是保护层。如果将手伸进去，就会碰到
铜片，电就会传到人的身上，发生危险。除了人和铜会导电，
水也会导电，所以小朋友不能用潮湿的手接电源。

(3)出示"电"的标志，让幼儿认识，并知道看见"电"的标志就
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5、引导幼儿观察幼儿用书，看图说说：图片上的小朋友在做
什么?他们这样做对吗?

使幼儿知道简单的安全用电常识，学会保护自己。活动前给



幼儿看各种家用电器的图片，激发他们的兴趣。在安全用电
环节上，请孩子们再看使用电器正确与错误的录像，知道安
全用电的重要性。

中班数学活动环形计数说课稿篇二

活动目标：

1、学习从箭头方向数过来的方式，找出不同的物体，并能圈
出来。

2、学习确定物体的排列次序，理解序数的含义。

3、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

活动准备：

教具：

1、箭头方向牌

2、黄色球4个，红色球1个

3、数字卡1-5大小个一个

4、三角形4个，圆形1个5红苹果4个，绿苹果1个6情景动物图
片5个学具：

1、(三角形图片4个，圆形图片1个)幼儿每人一套2、水彩笔
每人一支3、幼儿用书每人一本活动过程：

一、出示球，学习找不同的物体

1、师：小朋友，今天老师带来了你们最喜欢的球，看，喜欢
吗?(请几个小朋友玩拍球后放好)



2、请幼儿观察球有什么颜色?

二、出示苹果图片，学习从箭头方向数过来的方式，找不同
物体

2、谁知道不同颜色的苹果排在第几?(幼儿讨论)

3、师：我刚才发现有些小朋友数得时候有的从左边数过来，
有的从右边数过来，这样就不大规范了，老师想到了一个好
方法(出示箭头方向牌，告诉幼儿数物体时从箭头指示的方向
数过来)这样既方便又正确。

4、师根据幼儿说的数序，按箭头的方向数过来送上数字卡，
并请幼儿不同的苹果排第几的数字圈起来。

5、表扬幼儿的聪明。

三、出示三角形图片，学习从箭头方向数过的方法，确认物
体的排列数序

1、图上有什么图形?都是一样吗?

2、不同的是什么?从箭头方向数过来，它排在第几?

3、请幼儿讨论并回答。

4、请幼儿取出操作卡片，按要求尝试练习。

5、检查评析，表扬幼儿。

四、游戏：排排队

1、师叫五个小朋友出来，其中一位是男孩或女孩。

2、请幼儿观察，有几个小朋友(按箭头的方向数过来)。



3、请幼儿按箭头方向排队的幼儿送数字卡。

4请幼儿观察并说出不同的小朋友(男孩或女孩)排第几?

5请全体的幼儿读一次谁排第几(按箭头方向读)6小结并表扬
幼儿。

中班数学活动环形计数说课稿篇三

活动目标：

1、运用视听触觉各种感管引导幼儿主动发现事物的排列规律，
并根据发现的规律进行排序。

2、培养幼儿细致的观察、分析、比较能力。

3、让幼儿在自由的探索活动中，体验排序活动的乐趣。

4、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5、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活动准备：

大小不同雪花片若干、颜色不同的枪管玩具、大小长短不同
的吸管、排序卡

活动过程：

1、织幼儿玩拍铃鼓游戏，引出活动主题。

小朋友们，请你们听听老师是按什么方法拍铃鼓的?

2、引导幼儿发现拍铃鼓中的秘密，并运用图示记录其中的规
律。



老师这有一些雪花片，请你想想怎样用雪花片表示我们刚才
拍鼓的规律?

(1)大声——小声——大声——小声

(2)大声——小声——小声——大声——小声——小声

3、教师出示排序图，引导幼儿发现其中的规律并请幼儿用拍
手的方式表示出来。

(1)、小朋友看看这些雪花片是按什么规律排序的?

(2)、你们能按这个规律拍拍手吗?

小结：这种按照一定规律把物体排排队的方法就叫做排序。
刚才我们都是根据物体大小不同按一定的规律进行排序。其
实我们还可以根据物体的长短、颜色、粗细、高矮等不同进
行排序呢。

4、补充排序卡。

出示已排好的排序卡，请幼儿来找找看什么地方排错了。

5、导发现物体的差异，进行创编排序。

(1)、请幼儿根据颜色的不同排序拼插枪管玩具。

(2)、请幼儿根据吸管的大小或长短的不同进行排序

(3)、请幼儿根据幼儿性别的不同进行排序。

6、排队游戏

幼儿分男女站成两竖排，按教师要求进行排队游戏。如高人、
矮人、高人、矮人或拍头、拍肩、叉腰的排列规律进行排序



游戏。

7、延伸活动：

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事物都是按一定规律排序的，如美丽的
项链，好看的花边，围墙的栏杆……，请幼儿将生活中有趣
的排序现象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录在排序卡上。

中班数学活动环形计数说课稿篇四

活动目标：

1、通过日常生活中看看、讲讲，让幼儿了解夏季服装的特征，
感受夏季服装的美。

2、利用不同的废用材料设计制作夏季服装，培养幼儿的动手
能力和审美观，体验成功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关于儿童服装的录像。

2、适合幼儿穿的春夏秋冬服装、衣架许多。

3、幼儿制作服装的各种材料：报纸、垃圾袋、皱纸、一次性
台布、即时贴等，各种饰品若干。

4、音乐磁带

活动过程：

一、观看录象。

师：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小朋友们喜欢夏天吗?
夏天的衣服有什么特点?请小朋友们带着老师的问题看一段录



像。

二、感知夏季服装的特征。

师：小朋友，今天宋老师给你们带来了许多衣服。可是这些
衣服有冬天的、有春秋的，你们能不能帮宋老师把夏天的衣
服找出来?请你们每人找一件夏天的衣服。

师设疑：我今天身上穿的长袖衣服是不是夏天衣服?请幼儿讨
论并说出理由。

师：我这件衣服虽然是长袖的，但是它很薄，穿在身上也很
凉爽的，也是夏天衣服。

教师小结：夏季的衣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薄薄的、轻轻
的，穿在身上很凉爽的，也很漂亮的。

三、设计夏季服装

师：这么凉快又好看的夏天衣服，你们想不想也来设计一
件?(想)那现在请小朋友们讨论一下，应该怎样设计才能又快
又漂亮的完成?幼儿讨论，交流。

师：小朋友们想出来很多办法，都很好。现在请你们去找好
朋友，三人一组一起去做夏天衣服。老师在桌子上准备了各
种材料，你们需要什么自己去挑选。我看哪一组把夏天衣服
做的又快又漂亮。

幼儿设计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请幼儿代表介绍自己组设计的夏季服装。师：请每组选一个
代表介绍一下自己设计的夏天衣服。

四、小小时装秀。



师：你们设计制作的夏天衣服都很漂亮，你们想不想展示一
下?(想)好，那咱们就来个时装表演吧。

让幼儿将自己设计的衣服穿上，播放磁带，感受热闹的氛围。
幼儿表演。

音乐停，师：小朋友们表演的太棒了，回家的时候和你们的
爸爸妈妈一起设计一件漂亮的夏天服装好吗?今天的夏季时装
表演成功结束。

中班数学活动环形计数说课稿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分离、挖、塑造、经验回忆等活动，感知探索沙轻、
细小、不溶于水及加水后容易塑造的特性。

2、发展幼儿的感知能力，诱发想象力和创造能力。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能积极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激发进一步探索事物变
化的愿望。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活动准备：

玩沙工具、水若干桶、纱布、吸管若干。

活动过程：

1、运用沙子宝宝的秘密这个话题引起幼儿活动的愿望。

师：我们今天要和沙子宝宝交朋友。沙子宝宝呀，最喜欢和



知道它秘密的小朋友玩。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找一找沙子宝宝
的秘密吧。

2、运用各种工具，引导幼儿用不同的感官感知沙的特性。

(1)用纱布分离出小石子和细沙，并通过触摸、抓捏感受和体
验沙细小的特点。

(2)用吸管吹一吹干沙，体验沙轻的特点。

(3)把筛出的细沙倒入水桶中，通过观察和搅拌体验沙不溶于
水的特点。

3、组织幼儿积极讨论玩沙活动中的发现。

小结：所以我们小朋友在玩沙的时候不要把沙子拿来扔，避
免沙子飞到眼睛里。

4、再次玩沙，引导幼儿用水把沙浇湿，观察沙子遇水后结块
的变化。

往沙箱中倒入水，用手感知干沙与湿沙的区别，干沙轻，不
易捏合;湿沙重，易捏合。

小结：沙子可以和水一起玩，那么我们小朋友也可以利用水
和沙子一起做游戏。

5、组织幼儿分组进行小组造型，体验干沙和湿沙的任意造型。

幼儿自由分组玩沙，教师适当引导，帮助能力弱的幼儿共同
完成作品。

6、评价幼儿的表现。

你们今天表现都很棒，都找到了沙子宝宝的秘密。沙子宝宝



说下次还想和你们做游戏呢!

活动反思：

联系生活揭示科学知识的意义。要做到科学教育与幼儿的生
活相结合，不仅是学习课题来自生活，还应该引导幼儿能运
用科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体会到了科学知识可以为生
活服务。这样做，可以拉近幼儿与科学的距离，使幼儿对科
学产生一种亲切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