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托班认识大小教案反思(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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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
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托班认识大小教案反思篇一

本课学习是在认识公顷的基础上学习的又一个土地面积单位。
这节课上让学生感知的比较多，从看例题的图片，到自己说
说对平方千米的认识，到揭示新知。课上我并没有急于求成
的去完成各种巩固练习，而是花了很多时间让学生去体验，
去想象，再把他们的体验和想象转化成语言，描述出来，带
动更多的学生。因此课上不乏精彩的回答，如在叙述边长
是1000米的正方形面积是1平方千米时，就有学生发表在自己
的意见，“1000米大约就是7000个同学手拉手的距
离！”“我们学校的操场是300多米，相当于把操场的3圈拉
直的长度。”当谈到“1平方千米=100公顷”时，又有学生发
出惊叹，“如果我们学校的占地面积大约是2.5公顷，那么1
平方千米大约有40个学校的大小了！”这样的描述，体现了
数学与生活的衔接，也还原了学生真实的学习状况。但学生
的生活经历还不够多，只回拿学校、操场比较。

练习中，学生对是选择公顷还是平方千米拿不定主意。同时
对于换算中，因为进率比较大，所以学生在具体的计算中问
题也比较多。所以需要通过多媒体等让学生感知，多操练来
强化练习。

托班认识大小教案反思篇二

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应当是学生学习数学的背景，书本数学
只是生活数学的一种提取、概括和应用，给学生学习生活数



学提供了一种视野，搭起了一座平台，任何贴近学生生活的
素材通过教师的艺术加工都可以成为学生学习的内容。教学
时我队对教材进行重组，创设了生活情境，即学生熟悉的、
自己班男生25人，女生17人这一生活情境着手，通过让学生
提出能够说明男女生人数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激起学生原有
的知识经验和认知水平，通过讨论，使学生明白男生人数是
女生人数的17分之25又可以说成男生人数和女生人数的比
是25比17，让学生初步建立起比的概念，立足于学生已有的
经验并丰富他们新的经验，又通过解读大量生活中的比，让
学生大量的说甲是乙的几分之几也可以说甲和乙的.比是几比
几的语言，欣赏了生活中的“黄金比”更深入的了解了比的
内涵。

托班认识大小教案反思篇三

千米的认识对于学生来说，要建立这一观念的难度较大，所
以，在教学时我十分注重学生已有的基础，强调新、旧知识
的关系，从基本的长度单位米开始，在新旧知识的引申、发
展处加以复习、强化、沟通新旧知识的联系，促成新旧知识
的转化，尽量使学生较快地建立起1千米的观念，使课堂教学
过度自然，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但是，千米这么抽象的一
个长度单位，对于八岁的孩子来说那是很难想像的，单靠学
生自己的凭空想像，那是非常难达到该课时的教学目标和任
务的。这需要很多的实际例子，而且要是跟学生的实际生活
联系比较大的。当然，学生也并非对此一无所知，在平时生
活中对千米已有所认识，所以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开展合作
学习，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想象，联系生活实
际，用他们的眼光去认识千米，建立1千米的观念。

除此之外，教学千米的认识时，考虑到千米是个较大的长度
单位，学生在生活中很少接触，建立千米的长度观念就比较
困难。因此，我就引导学生联系实际，让学生实际走一千米
的路，这样从实践中感知1千米有多长，就比较容易建立千米
的观念。这样有一部分的学生就能跟实际操场的情况联系起



来理解和掌握。这对于一部分学生有了很好的帮助，不过在
课堂教学时我带学生下操场实际测量和感知的时候，有部分
注意力比较容易分散的学生，对于该课时内容的关注减少了，
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学生来说，达到的效果就并不是那么的理
想了。所以在以后的教学中，这一方面的处理还需要更加的
谨慎。

托班认识大小教案反思篇四

《气球娃娃》这节课的目标是：

1、增进幼儿对五官特征和相应位置的了解。

2、提高幼儿动手制作的兴趣。活动的重难点是：提高幼儿动
手制作的兴趣。气球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种玩具，丰富的
颜色也另孩子们很欣喜，本节课以气球为主题，契合孩子的
心理，能够充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以保证课程目标的顺利
完成。

课前，我按照教案把本节课需要用到的材料准备好。在准备
的过程中，我发现，让幼儿自己从即时贴、彩纸上剪下五官
形状很难，毕竟刚入托班3周。于是我自己剪下足够多的五官
形状，准备让幼儿寻找五官，根据五官的分布制作气球娃娃。
在授课的过程中，我暗自庆幸采用了这种方法，因为我发现，
幼儿对五官的分布都不熟悉，如果我没有事先给他们剪好五
官，这节课势必来不及，那么幼儿的耐心就会被磨光，本课
程的目标肯定完成不了。让幼儿自己挑选自己想要先黏贴的
五官，再尝试贴在气球的一个地方，让幼儿积极性十足。但
是我也有疑问，我这样临时性的设计，确实是降低了本课时
的制作难度，但对托班孩子合不合理？是不是剥夺了孩子自
己动手剪的权力呢？这两个问题还没有向老教师请教。

在课时的末尾，我还添加了展示环节。我们逐一欣赏孩子的
作品，幼儿们也纷纷为同伴点评，“他的鼻子横过来



了。”“他的嘴巴歪过来了。”“他的眼睛靠太紧
了。”……孩子们高兴地拿着自己制作的气球娃娃，甩啊、
玩啊。

托班认识大小教案反思篇五

中午吃好饭后，我总会带着孩子去后面的小花园散步。正值
春暖花开季节 ， 我发现他们对颜色特别感兴趣，孩子们经
常会自觉的'说：“太阳公公是红色的”“这朵花儿是 红 色
的 ，小草是绿色的等等 。”“今天我穿的是黄衣服。”等
等。既然小朋友对颜色那么感兴趣，何不抓住契机 ，以颜色
为突破口，从幼儿熟悉的几种颜色着手，通过游戏、探索、
直接感知、讲述、环境创设等途径来实施 找颜色 活动 。

1、体验游戏的快乐。

2、通过活动，巩固幼儿对红、黄、蓝颜色的认识，学习区别。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以及参与游戏的兴趣。

一幅图画 天线宝宝的娃娃 展示仪 红黄蓝圆点 房子 头饰

录音机 磁带

出示图画：情景讲述—天线宝宝

通过故事的形式引起幼儿学习的兴趣。

幼儿学习认识三种颜色：红、黄、蓝。

1、 教师与幼儿分角色扮演：xx颜色的妈妈，xx颜色的宝宝。

幼儿自由选择颜色。



教师讲解游戏的玩法：妈妈说“红颜色的宝宝学小鸟扉到妈
妈跟前，那红色的宝宝就马上飞到妈妈面前”，“蓝色的宝
宝学小鱼游”，“黄色的宝宝学小兔跳”。游戏反复几次，
并随时检查颜色的对错。

2、游戏：“谁找对了家”。

规则：当狼来的时候，宝宝们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家。

颜色宝宝回家画画，用不同的颜色画自己的家。

：从活动设计、实施上来看，这个活动是比较成功的，幼儿
的兴趣得到了很好地激发，在活动过程中也体验到了操作的
乐趣，活动结束后更加体验到大家在一起的快乐感。但是，
在颜色宝宝做游戏的部分中，让幼儿找相应的颜色宝宝，这
个环节中，我发现幼儿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有的幼儿会
很快的找到，而幼儿却对颜色有点混淆，可以说”举棋未
定”。能力强的幼儿很快就完成了。所以，从活动中我感觉
到：根据不同幼儿的能力水平，我们提供给幼儿的操作材料，
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能力强的幼儿，操作的材料相对
来说难度稍微高一点，而对于能力弱的幼儿，操作难度也相
应地应该降低一点。我们在平时的区域活动中，能够做到根
据幼儿的能力水平提供层次性的材料，但是，我们在教学活
动中，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得有点欠缺，往往提供的材料都是
相同的，很少考虑幼儿的能力特点。不同难度、不同层次的
操作材料，能够满足不同能力水平的幼儿，使不同能力水平
的幼儿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我
觉得对托班的幼儿在操作上是很难的，特别是把它放在集体
活动中，如果放在区域活动中，效果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尝
试。

托班认识大小教案反思篇六

《纲要》对艺术活动提出的“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



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
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

春天到了，很多幼儿在晨间谈话中提到小蝌蚪，还把小蝌蚪
带到了幼儿园。对小蝌蚪非常感兴趣，在活动之前就让孩子
们观察小蝌蚪的外形特征以及在水中游泳的形态，为活动课
作铺垫。通过美术活动把幼儿眼中的蝌蚪用点画的形式表现
出来，进一步了解蝌蚪。让幼儿在愉快的氛围中，感受美术
活动带来的乐趣。

我为美术活动设定了活动目标，让幼儿能用手指蘸上黑色的
颜料点画小蝌蚪的身体，在欣赏了动态的小蝌蚪视频的基础
上，再尝试用直线添画蝌蚪的尾巴。是本活动的难点。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是幼儿的基本活动，游戏能激发幼儿活
动的兴趣。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所有的智力活动都依赖于
兴趣。”培养幼儿对活动的兴趣，就要激发幼儿活动的激情。
我在活动中创设了情景，由愉快的情景引入主题。儿
歌：“小蝌蚪游啊游，摇摇尾巴点点头。这游游，那游游，
找到朋友握握手。”

一些幼儿对活动中布置的情景是非常感兴趣的，先由儿歌游
戏进入活动，情景的池塘背景画抓住了幼儿们的眼球，甚至
有的幼儿去触摸背景图，激发了幼儿创作的兴趣。

我对幼儿创作画有着不一样的方法，从科学的角度去分解蝌
蚪的形成。首先是卵的形成：手指点画，交代了卵的画法：
用食指轻轻地蘸上黑色的颜料，点在纸上，停一停。这一个，
那也一个，再蘸蘸，再点点。就连擦去手上的颜料也要花心
思从情境中找出亮点：“手上的卵宝宝快快藏到荷叶里面去。
”就连一块擦手抹布也装饰的像真正的荷叶，让幼儿一直沉
浸在情景中。

在点画卵的基础上，观看小蝌蚪的视频，在自己的作品上自



由添画尾巴，是活动中的难点。先通过引导让幼儿主动描述
尾巴的特点（细、短尾巴）。再进行用水彩笔添画。

活动反思：

本堂课我打破了常规的教学活动的形式，尝试以情景游戏和
幼儿一起发现、观察、表现卵、蝌蚪的外形特征。幼儿在前
期也对蝌蚪进行了观察，有一定的基础，但卵的形态没有经
验，需要为幼儿在活动前做铺垫。

设计的这节《小蝌蚪游来啦》的活动，大部分幼儿都能通过
动手操作而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并且在轻松自由的创作中，
丰富了他们的情感体验。让幼儿在美术活动中体验到轻松、
快乐。

托班认识大小教案反思篇七

中午吃好饭后，我总会带着孩子去后面的小花园散步。正值
春暖花开季节 ， 我发现他们对颜色特别感兴趣，孩子们经
常会自觉的说：“太阳公公是红色的”“这朵花儿是 红 色
的 ，小草是绿色的等等 。”“今天我穿的是黄衣服。”等
等。既然小朋友对颜色那么感兴趣，何不抓住契机 ，以颜色
为突破口，从幼儿熟悉的几种颜色着手，通过游戏、探索、
直接感知、讲述、环境创设等途径来实施 找颜色 活动 。

1、体验游戏的快乐。

2、通过活动，巩固幼儿对红、黄、蓝颜色的认识，学习区别。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以及参与游戏的兴趣。

一幅图画 天线宝宝的娃娃 展示仪 红黄蓝圆点 房子 头饰

录音机 磁带



出示图画：情景讲述—天线宝宝

通过故事的形式引起幼儿学习的兴趣。

幼儿学习认识三种颜色：红、黄、蓝。

1、 教师与幼儿分角色扮演：xx颜色的妈妈，xx颜色的宝宝。

幼儿自由选择颜色。

教师讲解游戏的玩法：妈妈说“红颜色的宝宝学小鸟扉到妈
妈跟前，那红色的宝宝就马上飞到妈妈面前”，“蓝色的宝
宝学小鱼游”，“黄色的宝宝学小兔跳”。游戏反复几次，
并随时检查颜色的对错。

2、游戏：“谁找对了家”。

规则：当狼来的时候，宝宝们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家。

颜色宝宝回家画画，用不同的颜色画自己的家。

：从活动设计、实施上来看，这个活动是比较成功的，幼儿
的兴趣得到了很好地激发，在活动过程中也体验到了操作的
乐趣，活动结束后更加体验到大家在一起的快乐感。但是，
在颜色宝宝做游戏的部分中，让幼儿找相应的颜色宝宝，这
个环节中，我发现幼儿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有的幼儿会
很快的找到，而幼儿却对颜色有点混淆，可以说”举棋未
定”。能力强的幼儿很快就完成了。所以，从活动中我感觉
到：根据不同幼儿的能力水平，我们提供给幼儿的操作材料，
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能力强的幼儿，操作的材料相对
来说难度稍微高一点，而对于能力弱的幼儿，操作难度也相
应地应该降低一点。我们在平时的区域活动中，能够做到根
据幼儿的能力水平提供层次性的材料，但是，我们在教学活
动中，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得有点欠缺，往往提供的材料都是



相同的，很少考虑幼儿的能力特点。不同难度、不同层次的
操作材料，能够满足不同能力水平的幼儿，使不同能力水平
的幼儿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我
觉得对托班的幼儿在操作上是很难的，特别是把它放在集体
活动中，如果放在区域活动中，效果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尝
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