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数学分灯笼反思 大班数学活动教
案(优秀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班数学分灯笼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了解测量的概念、条件和方法，形成比较的概念。

活动准备：

塑料绳、卡纸、纸绳、皮尺等。

活动过程：

1、情景引入：小朋友都上大班了，大家都长大了一岁了，今
年我还发现小朋友都长高了。

3、幼儿猜想及记录：请幼儿以玩游戏的方式猜想哪位小朋友，
在他的名字后面贴上他猜想的的小朋友，并填上他选择的工
具。

4、验证：请每位幼儿找一位好朋友进行测量，并把测量结果
贴到记录纸上进行比较。

5、活动延伸：我们想比较某件事物的长短光靠目测是不准确
的，要用比较的方法才能准确的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
样。



活动结束

小朋友一起探讨.

中班数学分灯笼反思篇二

能积极关注身边的事物，发现生活中的数字，初步了解它们
的不同作用，从中体验活动的乐趣。

发现生活中的数字，尝试运用数字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
题。

数字卡片、图画纸、水彩笔若干。

一、开始部分：

师："今天，小朋友都带来了有数字的物品，我们去参观一下，
都有些什么物品?这些物品上的数字有什么用?参观后告诉老
师和小朋友。"让幼儿带着问题去观察、去思考，自然地感受
数字和它们的作用。

二、基本部分

1、提问：

(1)在观察时你发现了什么?这些物品上的数字有什么用?

(2)小朋友还在哪些地方看到过数字，它们有什么用?

2、仔细观察，了解数字的更多作用。

(1)通过说明方式，幼儿交流、讨论。

(2)提问：观察中，哪些地方有数字?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3、利用游戏，升华主题。

游戏《数字排队》：让幼儿自由选择数字，自由进行组合，
并充分讲述。

三、结束部分：

想象作画，尝试用数字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中班数学分灯笼反思篇三

一、活动目标：1、引导幼儿在欣赏动画的过程中，学习7的
第一组加减。

2、借助动画演示，引导幼儿初步感知加减的互逆规律。

3、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和逆向思维能力。

二、活动准备：

教学课件《学习7的第一组加减》

幼儿每人一套数字三、活动过程：

开始部分：

问答游戏：复习7的组成与分解点击课件，出现猫妈妈："小
朋友看，谁来了?猫妈妈要和小朋友做一个问答游戏!

点击课件，猫妈妈问：小朋友，我问你，7可以分成1和几?

幼儿回答：7可以分成1和6依次复习7的组成和分解，猫妈妈
表扬小朋友"棒极啦!"调动幼儿学习积极性。

基本部分：



(一)欣赏"小猫钓鱼"，学习7的第一组加减。

1、演示课件，幼儿欣赏动画，回答问题。

(1)小猫咪也来啦，看一看，猫妈妈和小猫一共有几只?你是
怎样算出来的?可以怎样表示。学习1+6=7 6+1=7 。

(2)猫妈妈带小猫到河边钓鱼，观看小猫钓鱼、吃鱼，学
习7-1=67-6=1 。

2、动画演示加减互逆规律动画演示数字和加减号的移动、变
化，引导幼儿发现规律。

(二)欣赏"小猫扑蝶小猫追鸟"自编应用题。

1、课件演示小猫扑蝶：来了几只蝴蝶，飞走了几只，还剩几
只?

幼儿自编应用题，操作练习：6+1=7 1+6=7 7-1=6 7-6=1 。

(三)根据实物编应用题。(泥工在计算活动中的应用)(四)看
算式编应用题

中班数学分灯笼反思篇四

1、在数积木的过程中，学习有序地观察和统计数量的方法。

2、能清晰地表达观察的内容，喜欢挑战空间逻辑游戏。

【活动准备】

正方体小积木;“积木房”图片若干;记录用纸和笔。

【活动过程】



一、话建筑，赢积木。

激趣：想不想造一幢喜欢的房子?

过渡：今天我们就用积木来造房子!每组的桌上有几块积木
呀?够不够造一幢房子?

那就请你们就分成4组在数积木游戏中赢取更多的积木。

二、争回答，数积木。

(一)数数相同数量的积木房。

导语：听清题目哟!(出示相同数量积木建造的不同房子)

形式：将答案记录在记录纸上，呈现在每幢房子的下方，答
对的为本组加上一块积木。

验证：移去屋顶，拆层演示

重点提问：房子有几层?每层有几块?一共有几块?

小结：数量相同的积木能造出不同的房子，只是有的积木被
其他积木挡住了，我们不容易发现，点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
层一层的数清楚，不多数，也不漏数看不见的那些积木。

(二)找找躲起来的积木块。

导语：有的小组了，有的小组暂时落后，不过没关系，我又
造了一幢房子，房子里有些积木很顽皮，像玩捉迷藏一样躲
了起来。让我们仔细观察，把藏起来的积木找出来。

出题：准备好了吗?请问这幢房子有几层?每一层有几块?共有
几块积木建成?



重点：移去屋顶，拆层演示，帮助幼儿学会数隐藏起来的积
木块。

小结：房子一层层往上造，如果上层有几块积木，那这些积
木下一定也有几块积木

三、造房子，数“砖块”。

(一)造幢房子把分数。

导语：经过两轮的比赛，哪一队的了呢?请每组朋友用你们现
有的积木造一幢房子，然后我们一起来数数你们的房子由几
块积木建成，共得到了几分。

重点：鼓励各组建造出点数上有难度(有多层、有重叠)的房
屋

集体点数时一层一层数清楚。

(二)学做小小建筑师。

要求：每队派一个代表挑选喜欢的图纸，用积木搭出与图中
相同的房子，要造的又快又好!

重点观察：每组搭的房子是否与图纸上的一样，各组搭建、
点数的方法。

验证：他们搭的房子与图纸上的一样吗?记录的对不对呢?

小结：虽然各队拿到的图纸看起来不一样，其实是同一幢房
子从不同的角度拍出的照片，所以搭出的房子是相同的。

四、延伸。

小小建筑师们让我们回去建造更多独特的房子，考考你的好



朋友们你是用几块积木建成的好不好!

【教学反思】

今天的活动较为顺利的开展了，也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还
成为了我园计算专题组的“一课多研”研讨的课例，反思一
路走来获得成功的的原因，我觉得有：

a)关注细节的设计

计算活动教具多，对环节间的小结语要求也高，在这一次组
织活动前教案在我的脑海中一次次的“过电影”，把握了每
一个环节的细节要点(孩子合作中可能的状况、每一次小结重
点提炼和梳理的内容、重难点落实的方式)。“细节决定成
败”，活动前我让一个个环节都顺溜了，我想这也是活动活
动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b)注重互动的有效性

我的教学对象是一群大班的孩子，所以在今天的活动中我不
仅关注师生间的有效互动，也为孩子们创造了很多合作互动
和思考的机会，无形中提高了生生互动的有效性。

中班数学分灯笼反思篇五

密切联系幼儿和生活，利用幼儿平常接触到的、熟悉的事物
来设计数学活动，是解决数学知识的抽象性与幼儿思维具体
形象性这一矛盾的方法。现在正值秋收季节，“种子”对于
我们农村孩子来说，是熟悉的。根据孩子的这一特点，我就
设计了本次活动：种子排队。

活动目标：

1、巩固数量，能将收集的种子进行分类、排列，并做记录。



2、积极探索，感知物体的大小、数量与排列长短的关系。

活动准备：

幼儿人手一份种子（蚕豆、黄豆、赤豆若干） 记录表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1、看看口袋里有什么？（蚕豆、黄豆、赤豆）

2、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什么？（种子）

二、第一次探索活动：感知数量相同，大小不一的种子，排
列长短不一样。

1、现在老师想请我们小朋友帮个忙，给这些种子分分家 。
（出示记录纸）

3、幼儿操作，用种子在纸板上排队。

4、交流：请幼儿讲述排列结果。

7、小结：相同数量的种子，颗粒越小，排列越短，颗粒越大，
排列越长。

三、第二次探索活动：感知大小不一的种子，排列长短相同
时，数量不同。

1、观察纸板

看看纸板上有什么？（种子标记、线）这三条线怎么样？
（一样长）



2、设疑、思考

3、交待探索要求，幼儿操作。

4、交流：讲述操作结果。

（不一样多，红豆用得最多，蚕豆最少）

5、讨论：为什么排一样长的队伍时，红豆用得最多，蚕豆用
得最少呢？”

6、小结：队伍一样长时，小种子用得多，大种子用得少。

四、结合生活实际进一步感知大小、数量与排列长短的关系。

2、想一想，我们到后面墙边，老师用的步子多，还是你们小
朋友用的步子多？是吗？呆会我们一起去试一试。

中班数学分灯笼反思篇六

幼儿用书彩色笔

1.知道同一起点可以到达不同的路，同一条路可以有不同的
起点和终点。

2.培养幼儿从不同方向思考同一问题的'思维习惯。

1.生活经验

2.学习经验

引导幼儿看情境主题图“小红帽”观察路径，引导幼儿充分
利用情境图。理解起点到终点所经过的路。

3.让幼儿翻开幼儿用书。



4.看上图，图上有那些小动物，每条路上有什么东西。

5.找找看，贝贝羊到邻居家去，路上有什么？

6.其他小动物到邻居家去，路上会有什么？

7.根据上图，让幼儿再下图找出每条路上分别有什么实物，
将正确的答案圈起来。

幼儿有序收书，整理自己的物品。

中班数学分灯笼反思篇七

1、通过操作了解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各种连接方法，萌发探索
兴趣。

2、发挥想像力、创造力，并能完整地表达。

1、纸环，绳子、夹子、纽扣、订书机、纸张、固体胶、小棒
等。

音乐停止时，你们也停下来，老师看看谁能找到好朋友，好
不好?

2.游戏：找朋友

教师：嗯，老师看出来了×××和×××是好朋友，老师说
的.对吗?

你知道老师是怎么知道的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吗?

因为你们两个拉起手来了，连接在一起了。

(1)出示两个纸环



教师：谁能想办法把这两个纸环连接在一起呢?

(启发幼儿积极动脑筋，想出多种办法连接。)

(2)出示生活中经常要用到的东西

教师：你们认识这些东西吗?它们都叫什么名字?

它们也想找好朋友，你们能帮它们连一连吗?

(3)幼儿尝试用多种方法连接所给材料，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1)你是选用哪两样东西的?用什么方法把它们连接起来的?

(让幼儿分别说说自己的连接方法。)

(2)连接的方法很多，可以粘贴，串，钉，套，夹，挂等等。

鼓励幼儿想出更多的连接方法。

1.请幼儿发挥想像，再次将物品连接起来。

2.教师观察指导，并给予提示和帮助。

幼儿介绍自己的连接作品，分享成功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