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数学教案比大小(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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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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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大班数学教案比大小篇一

教学目标：

1、在观察、比较中区分大小，颜色，学习把相应的粘纸粘贴
在相对应的地方。

2、培养幼儿观察、比较和动手能力。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5、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准备：

认知准备：认识常见的动物，能区分颜色

材料准备：幼儿人手一册(苗p23)，相应的粘纸

教学过程：

一、出示图案(苗p23)，引导幼儿观察：



1、看看说说(发现不同)

1、小白兔手里拿的都是什么颜色的气球?

2、小灰兔手里拿的都是什么颜色的气球?

3、大象呢?小象呢?它们拿的是什么样的气球?

二、分气球

1、分给小白兔和小灰兔的气球，要与它们手里拿着的气球相
同，来.源屈老师教.案网它们才高兴，想一想，应该怎么
分?(引导幼儿思考后大胆回答)

?小白兔——红色小灰兔——黄色

2、教师示范

——金老师来分一分，你们看看我这样分好不好。

?大象——大气球小象——小气球

三、幼儿操作(幼儿人手一册，苗p23)

1、提示：引导幼儿用正确的方法撕粘纸，轻轻地撕，以免撕
破。

2、教师巡视、指导，鼓励并帮助个别幼儿完成，体验成功的
快乐。

四、分享交流

气球分好了，看一看，你分对了吗?是不是小动物们自己想要
的气球?(帮助幼儿纠正)



五、结束活动

整理学习用品。(贴纸团成一团丢掉、椅子推进桌子里)

幼儿园大班数学教案比大小篇二

课前，我一直在担心二年级的学生能否理解掌握《简单的排
列与组合》这一课。今天上完这节课时，我是怀着一种轻松
愉悦的心情走出教室。因为，孩子们学得非常的好，这些7岁
的孩子不但能理解和掌握《简单的排列与组合》，而且能做
到熟练的运用。

在教学例1时：

1、让学生拿出数字卡片1、2摆两位数，学生很快的摆
出12、21。

2、让学生独立用卡片1、2、3摆两位数，一边摆一边把摆出
的数记录在学习纸上。

3、小组交流讨论，谁方法最科学、不会漏掉。

4、让学生到前面的黑板上展示交流小组讨论的结果。

三人到前面展示，其中2名同学的方法是：

十位上的数字是1，个位上的数字是2或3，组成的两位数是12，
13；

十位上的数字是2，个位上的数字是1或3，组成的两位数是21，
23；

十位上的数字是3，个位上的数字是1或2，组成的两位数是31，
32；



一名同学的方法是：

用数字1、2来摆，可以摆出的数是12、21；

用数字1、3来摆，可以摆出的数是13、31；

用数字2、3来摆，可以摆出的数是23、32。

同学们都很赞同这两种方法，于是我给这两种方法称为“2钟
法”和“叶氏法”

当其他学生学习了这两种方法后，在练习中我又让学生用数
字卡片“0、3、9”摆两位数。

我想，学生这时肯定遇到困难了，他们一定会为“03、09”
是不是两位数展开争论。没想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一个是
写6个两位数。用“2钟法”写出了4个
数：30、39、90、93“叶氏法”写
出03、30、09、90、39、93（学生是把039删去的）。就这样，
这部分让我担心孩子们会学不懂的知识，在孩子们的自主探
究、小组合作学习中顺利地学会并做到了熟练的运用，教学
效果真的很好。

幼儿园大班数学教案比大小篇三

1、初步感知圆柱体的外形特征。

2、会辨认圆柱体的物体，能从周围环境中找出相似的物体。

1、教具准备：圆柱体的积木若干;

2、操作册：第6册p53.

1、预备活动。



(1)师幼互相问候。

(2)走线，线上游戏：摸摸**快回来。。教案来.自:屈;老师
教.案网，圆圈中摆放若干大砖块、大积木、易拉罐。幼儿听
音乐在圆圈周围自由走动。

2、集体活动。

(1)复习长方体、正方体、球体等，感知圆柱体。

请一名幼儿把双手伸到相中选中一个几何体，摸一摸、想一
想，充分感知后大声地向其他幼儿描述魔道的东西是什么样
的。

(2)认识圆柱体。

游戏继续进行，当幼儿摸到圆柱体，经过描述后，其他幼儿
不能准确猜出是什么几何体时，教师举起圆柱体，告诉幼儿：
这种形体叫圆柱体。

请幼儿在教室里找出和圆柱体的积木相同形体的物品，通过
自有触摸和摆弄，感知圆柱体的外形特征。

(3)请幼儿试着滚动圆柱体和球体，观察它们在滚动的时候有
什么特点，有什么不一样。并尝试从写披上向下滚，看看谁
滚得快、滚得远。

3、完成操作册。

(1)教师示范、讲解操作册习题。

(2)分发幼儿操作册，教师巡回指导幼儿进行。

(3)教师批改幼儿操作册，错误的地方督促幼儿订正。



4、交流小结，收拾学具。

指导幼儿参观学习同伴的活动成果，收拾操作材料。

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接触到圆柱体，但对圆柱体是一种常
见的立体几何图形，幼儿的意识是模糊的，并且很难联系到
社会中去。通过生活中常见的杯子和罐子之间的比较，让孩
子在自由扩展的玩当中寻找其中的特殊性，从而来认识圆柱
体的具体特征。因此，孩子会比较感兴趣。我们班孩子由于
多种客观原因，因此，差异性比较大。能力较强的幼儿语言
表达能力好，回答问题完整，并且善于观察。而能力较弱的
孩子却相差比较大。所以，在设计活动时要考虑到这种情况。
在活动中我采用了强弱互相搭配的方法，能力强的孩子带着
相对较差的孩子一起活动，引导他们去相互学习。我的这个
活动也是培养幼儿的观察力，使幼儿通过观察、比较判断圆
柱体的外形特征，并学会运用各种感官感知多种多样的圆柱
体。最后，孩子们在愉快地手拉车游戏中结束活动。新《纲
要》提出：创设宽松的环境，让每一个幼儿都能参与实际探
索活动，感受探索的乐趣，感受发现的喜悦。经过各位专家
的指点和不断的试教修改反思。在这个教学活动中我已经幸
福的感受到了。

幼儿园大班数学教案比大小篇四

活动目标：

1、认识时钟，了解钟面的主要结构。

2、学习分辨分针和时针，并了解他们呢之间的运转关系。

3、学习记录整点。

活动准备：



时钟钟面10个。

活动过程：

2、简单认识时钟的用途。

——提问个别孩子时钟的用途。

教师小结：他能告诉人们时间，人们学习工作、生活都离不
开时钟。

3、认识钟面的结构。

教师：出示一个时钟问：小朋友，你们看这个时钟表面有什
么？钟面上有两根长度不一样的指针，两根指针一样长吗？
介绍短针名字叫时针（也是大哥），长针的名字较分针（也
叫二哥）。钟面周围有数字，有什么数字？这些数字是怎样
排列的？钟面上有12个数字，数字从1开始按小到大、顺时针
方向排列。

4、认识整点。

——你们有谁会看时钟吗？你是怎样看的？个别幼儿回答。

——请个别幼儿来拨动指针，拨出你想要的整点呢？（多请
几个幼儿来演示，没拨一个整点就展示在前面让幼儿观察）

——提问幼儿时钟整点时发现了什么规律？（整点时，分针
总是指着12的，时针指着数字几就是几点）

5、了解时针与分针之间的运转关系。

——教师拨动时钟让幼儿观察时针和分针是怎么走的？

——教师小结：时针和分针是同一个方向走的，分针走一圈，



时针走一格，走一格就是一个小时，无论是几点整，分针总
是对着12，时针对着几，就是几点整）

5、游戏：我拨时间你表演，巩固对整点的认识。

——教师拨时间，幼儿表演。

——幼儿两两拨时间表演。

6、教师小结：时间是很宝贵，过去的时间不会在回头，结合
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做事情要抓紧时间，如在每一个时间段我
们规定要完成事情要抓紧时间完成，节约时间，我们才有更
多的游戏时间。

活动反思：

这个活动我结合了之前看的`“精品课”进行设计，活动流程
基本都一样，但活动的效果却不理想，原因一：孩子的注意
力不集中是这个活动最失败的地方。原因二：没有调动孩子
的学习兴趣，语言的组织不够精炼。

在这个过程中活动流程是完成了，但由于孩子的注意力不集
中，影响了活动的效果，如没有根据孩子的已有经验（大部
分孩子对整点都已经认识）调整活动的重点，在孩子已认识
整点的情况下，应把侧重点放在探索时针与分针的运转规律
方面。

另外这是孩子大班的最后一个学期，考虑到“幼小衔接”，
在教学的方法上我也做了一些调整，如以故事情节、情景的
引入相对减少了，这样不能很好地调动孩子的学期兴趣，这
种比较直接的教学方法孩子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如与
孩子共同讨论制定相关的课堂纪律，让孩子清楚课堂纪律，
才能自己管好自己。



在第二组的活动时，我同样也是按第一组活动时的流程进行，
但做了小小的调整，如针对孩子已有整点的经验，我把重点
放在探索时针与分针的运转规律，活动中通过操作时钟让孩
子观察时针和分针是怎样走的？通过几次操作观察，孩子基
本上都能了解时针和分针的运转关系：时针和分针是同一个
方向走的，分针走一圈，时针走一格，走一格就是一个小时。
同时活动中加入了少许的情景把时针说成大哥、分针是二哥，
说时间的时候要先叫大哥再到二哥，通过这中具体的比喻孩
子基本上都掌握了整点的认识，加入了情景孩子的学习兴趣
也相对提高了。

幼儿园大班数学教案比大小篇五

1.学习10的减法，感知减法算式表达的数量守恒关系。

2.尝试运用正确的词汇表达图意并进一步理解减法的实际意
义。

知识经验：幼儿已掌握10的组成。

物质材料：ppt，钥匙题卡，门

师：经过大家的努力，小白兔家的门终于开了。屈,老师.教,
案,网咦!小白兔在家吗?(不在)看，桌上有一张纸条，原来啊
是灰太狼留下的，它说小兔被它抓走了，想要救小兔，去狼
村找!我们一起出发吧!

1.学习第一组算式10-1=9和10-9=1

(1)师：你们看前面有群小鸡，谁能用一句完整的话来说一说
这幅画的意思?(图上一共有10只小鸡，1只小鸡在小桥上，还
剩下9只小鸡在草地上)

(2)师：谁能根据小鸡的不同位置，列出一道减法算式



题?(10-1=9)

(3)师：10表示什么?(图上一共有10只小鸡)1表示什么?(1只
小鸡在桥上)9表示什么?(9只小鸡在草地上)

(5)师：这两道题中有什么秘密呢?

小结：原来这两道算式都有数字10、1、9，最大数排在最前
面，等号前后的数字交换了一下位置，算式仍然成立。

2.学习第二组算式10-2=8和10-8=2

(1)师：我们一起到前面去看看吧!谁能用一句完整的话来说
一说鸭子这幅图的意思?(图上一共有10只小鸭子，有2只蓝色
的鸭子，还剩下8只黄色的鸭子)

(2)师：谁能根据鸭子颜色的不同列出一道减法算
式?(10-2=8)

(3)师：谁能列出另外一道减法算式题?(10-8=2)

(4)小结：以后看到10、2、8就可以列出两道不一样的减法算
式题。

3.学习第三组算式10-3=7和10-7=3

(2)师：谁能列一道减法算式来表示这幅图的意思?(10-3=7)

(3)师：看到10、3、7这三个数字，谁能列出另一道的减法算
式题?(10-7=3)

4.学习第四组减法算式10-4=6和10-6=4

(1)师：前面到沙滩了，你们能用完整的话来表示沙滩上的乌
龟吗?



(2)师：用一道减法算式来表示，谁来?(10-4=6)

(3)师：看到10、4、6还可以列出另外一道减法算式题，谁来
试一试?(10-6=4)

5.学习第五组算式：10-5=5

(1)师：羊村到了，谁来用一句好听的话来说说这幅图的意
思?(草地上一共有10只懒羊羊，5只在吃东西，5只不在吃东
西)

(2)师：用一个减法算式来表示，谁来?(10-5=5)

(3)师：10,5,5分别表示什么?(强调前面一个5和后面一个5分
别表示什么)

(4)师：这个算式等号前后的数字一样吗?那它还可以列出另
外一道减法算式吗?

(1)师：看，是灰太狼，听听他会说些什么呢?想要进去，先
回答我的问题!我这儿有些数字宝宝找不到家了，请你们送他
们回家!

(2)师：你们愿意接受灰太狼的挑战吗?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活动，我从两方面谈一下：因为本班都是
维吾尔族小朋友，对于汉语的表达还是有困难的，前几节课
学过1-9的加法，部分幼儿有了一些基础。因为是纯汉语授课，
对于我的授课一部分幼儿听起来还是有困难的，从他们的眼
神中我就知道根本就不懂，只有少数幼儿可以和我配合一下，
在我讲完以后，民考汉教师再进行解释，那些和我配合的幼
儿进一步理解了，至于那些听不懂的幼儿，对民考汉教师的
讲解的维语可以理解了，但是用汉语就根本表达不出来。所
以一节课上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我的备课是按照教师指导用书的思路设计的，课也是按照几
个环节的设计开展的，能听得懂汉语的孩子和我配合得很高
兴，听不懂汉语的孩子认识一脸的茫然，总之，每次上课之
前我准备一些教具来提高幼儿学习的积极性，结果在语言的
障碍中枯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