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社会有趣的吆喝说课稿 大班数学教
案及教学反思有趣的门卡(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大班社会有趣的吆喝说课稿篇一

活动目标：

1、学习辩认楼房的层数和间数。

2、初步感知坐标图和含义。

活动流程：

1、学习认识单层放你房子的间数。

教师：森林里住着一群小动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住在什
么地方?这排房子有几间?(从左边数)

教师：从左往右数小动物们分别住在第几间?

2、认识单栋楼房的层数。

教师：从下往上数，小动物分别住在第几层?

3、学习楼层和房间空间位置的表示方法。

教师：这些小动物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都特别想住在
一起，于是他们就搬到了一座非常大的楼房里，现在让我们
来看看，这栋房子一共有几层?第一层在哪里?第二层呢?…我



们用数字标出来，你们会怎样标?1、2、3、4、5分别代表什
么?(楼层的层数)

教师：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每一层又有多少间呢?让我们从左
边开始数，第一层有几间?第二层又几间?…让我们用数字标
出来，这些数字有代表什么呢?(楼房每层的.间数)

4、学习坐标位置的表示方法?

教师：现在呀，小动物们都非常开心地搬到了新房子里，让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小猫住在哪里呀?他
住在第几层?住在第一层的第几间?那让我们先用数字来表示?
可以怎样表示呢?(小猫：1.3)。

教师：在引导幼儿示范看一看小狗住在哪里?并用数字表示出
来。

5、操作幼儿用书，完成练习。

教师：每个小朋友分别住在第几层的第几间?

教师：请你们用正确的数字把他们的位置表示出来，前面表
示第几层，后面表示第几间?

6、幼儿操作后互相检查对错，教师小结。

活动反思：

从活动的设计到教学的过程，这个活动基本上都能做到层层
递进，第一、第二个环节是对楼房的层数和第几间复习巩固，
第三个环节是联系坐标认识楼房的层数以及第几间。在整个
学习的过程中孩子也很感兴趣，能用较完整的语言描述各个
楼房的层数、第几间。但在最后一个环节出示一栋楼房，并
标明楼房的层数、第几间的坐标，让孩子自己独立看坐标写



出各个小朋友所住的楼层及第几间时，有个别孩子吧楼层的
层数与第几间的先后顺序搞乱。另外一组小朋友是黄启凤老
师上的，前面的第一、第二个环节省略，他直接出示一栋楼
房，让孩子分辨几楼、第几间，而且楼房的层数教师没有用
数字坐标标明，孩子的记录反而全部正确。思考：第一组孩
子出错是否受坐标的影响，教师在引导的过程中有没有必要
介绍认识坐标。

大班社会有趣的吆喝说课稿篇二

运动目的：

1、进修8的加减运算，能准确地列出8的加减算式。

2、实验用三个数字在标记板上摆出差别的加减算式，开端感
觉加法互换律和减法的交换干系。

3、努力地震脑思索，自动摸索数字在算式中的差别地位。

运动预备：

1、履历预备：幼儿学过7以内各数加减法及8的构成。

2、物资预备：

―教具：标记底板(底板分成四格，两格上写有加号和等号，
别的'两格写有减号和等号，标记中心有空间便于写数字)，8、
3、5三个数字各一张，笔一支。

―学具：《幼儿用书》(p14、15、16)，幼人手一支笔。

运动历程：

1、稀罕的门卡。



―西席：爸爸带花花到其他都会去嬉戏，他们住饭馆时，幼
儿园教育随笔办事员给他们出了一道题，我们一路去看一看。

―幼儿思索。请个体幼儿来演示，说一说本身摆的是什么算
式，团体查抄。勉励幼儿用三个数摆出四道差别的加减算式。

2、幼儿操纵运动。(幼儿用书p14)

―看屋子特性列算式。不雅察8座斗室子，凭据屋子的色彩，
在加减标记旁边填写数字，列出四道差别的加减算式。

―不雅察左边的数字，请你列出四道差别的算式。

―不雅察三组蔬菜，想一想：哪两组蔬菜力口起来和下面的
数字雷同，请画线连起来。

―领导幼儿分离打开第15、16页引诱幼儿训练8的第二组、第
三组和第四组加减运算。(也可以接纳分组训练的方法，本；
舌动只完成一页训练，别的训练放在曰常或地区中举行。)

3、运动评价。

―请幼儿先容操纵运动。

―引诱幼儿不雅察两道加法算式和两道减法算式的雷同点与
差别点，发明两道加法算式的数字都雷同，但加号双方的数
字地位差别；两道减法算式是等号双方的数字地位互换了。

幼儿园教案―请幼儿不雅察本身的记载效果，看看有没有同
样的发明。表彰准确列出四道差别的加减算式的幼儿。

这是篇好文章，涉及到幼儿园大班数学教案：有趣的门卡等
方面，觉得好就请收藏下。



大班社会有趣的吆喝说课稿篇三

活动目标：

1.感知生活中有规律的序列，产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2.辨认图形排列的规则，并按照其序列延伸该图形。

活动准备：

1.课前在活动室布置四个活动区域：”超市“、”书
店“、”展示大舞台“、”数学角“。

2.在”超市“里摆满五颜六色的项链、花纹有一定规律的发
饰、桌布、衣服、包装纸，卡片花边、国际象棋棋盘，美人
痣。

3.”书店“里摆设按事件变化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图片：有种
子发牙、蝌蚪变青蛙、月圆月缺、小孩长大成人。

4.”展示大舞台“里准备了各种颜色的纸环、五颜六色的彩
色纸、串珠、纯白色的衣服、裤子、围巾、裙子、手套、袜
子、剪刀、画笔、花边、各种颜料、针线、双面胶。

5.”数学角“里准备了按故事情节变化的先后顺序的小卡片、
故事磁带。

活动过程：

二、合作活动--逛”书店“老师带幼儿们逛完了”超市“，
又带领幼儿们来到了”书店“，这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书、图片。老师说”孩子们，今天书店阿姨把图片的顺序搞
错了，我们来帮助阿姨给图片分类排序好吗?“大家等不急了，
忙说：”好!“接着幼儿自主的三五成群的自发的组织成一组，



开始按事件变化的先后顺序排列图片，幼儿拼拼说说，合作
活动，这样既发展了幼儿的口语，又培养了幼儿热爱集体的
好品德。接着，每组推选一名代言人起来表述本组的排列结
果，说出小组的队名、口号，展示交流，要求发言的幼儿
用”先……后……最后……“的句式来讲述。

三、操作活动--展示大舞台老师带领孩子们帮”书店“阿姨
把图片整理好后，又带大家来到”展示大舞台“，这里是幼
儿们动手操作的区域;在这里，幼儿们可以充分自主的发挥他
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老师给他们准备了各种丰富多
彩的材料;在这里，小朋友们可以尽情的享受创造的乐趣，培
养幼儿的自信心，增强了学习数学的心趣，一举几得，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操作活动开始，老师以一个主持人的身份
出现在小朋友的活动中，小朋友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材料进行，
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后，带上或穿上自己的作品走向展
示舞台，在轻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向模特一样展示自己
的风采。每一个”模特“展示完毕，”主持人“采访”模
特“：”你脖子上的项链的创作灵感来自怎样的排序规
律?“他非常自豪地回答：”我制作的项链是用红、黄、蓝、
绿，红、黄、蓝、绿.....的规律来排列制成的，记住我哦，
我是二十号选手，投我一票!“主持人接着喊：”下一
个。“一个个都是那么自信，一个个都是那么出色，一个个
都是那么充满活力，最后主持人讲评：每一个参赛选手都表
现不错，都发给一份优秀奖。

大班社会有趣的吆喝说课稿篇四

一、活动目标：

1、在学习玩轮胎的基础上，进一步练习轮胎的多种玩法，发
展幼儿的综合能力和运动技能。

2、培养幼儿对玩轮胎和体育活动的兴趣，发展幼儿的自主性
和创造性。



3、通过小组合作，共同商量表达表现的形式，大胆表演。

4、引导幼儿初步掌握日常生活中的xxx。

二、活动准备：

清洗、消毒后的轮胎

三、活动内容：

1、玩法

(1)滚轮胎：两名幼儿一只轮胎，甲队幼儿将轮胎滚出。乙队
幼儿为接轮胎人。当甲队幼儿将轮胎滚出后，乙队上接住轮
胎，接住轮胎后交换角色。规则：轮胎要挨地滚动，不能倒
下。

(2)钻轮胎：幼儿分成两组，进行钻轮胎游戏，两名幼儿手扶
轮胎，两组幼儿一个接一个的钻轮胎，进行比赛。

规则：幼儿不能把轮胎碰到。

四、活动结束：

放音乐，进一步让幼儿自由尽情的发挥，展示自己的多种玩
法。

活动反思：

幼儿是在与材料相互作用中主动学习和发展的，因此，教师
要提供适宜的材料，激发幼儿主动探索和发现、创造的欲望。

活动中运用轮胎开展活动，活动练习能循序渐进地展开，借
助幼儿园宽阔的活动场地，我创设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幼儿
充分探究、想像，使孩子们创造出了玩法，如：小兔跳、过



河拆桥、曲线障碍跑、钻山洞等，轮胎花样玩法的整个过程
促进了幼儿走、跑、跳、爬、钻、滚等基本动作的发展，轮
胎作为一种运动器材，它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此基
础上，我开展了小组竞赛的形式，游戏中，幼儿情绪高涨，
把活动推向了**。在整个活动中，我让所有幼儿都能情绪愉
快，团结协作地完成游戏，并通过游戏促进幼儿的自主性、
创造力的发挥。如果我能针对不同能力的幼儿，采用不同的
鼓励引导方式，能提供每人一个轮胎，效果将更好。

大班社会有趣的吆喝说课稿篇五

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教学是重要的任务之一，对学到的教
学技巧，我们可以记录在教学反思中，快来参考教学反思是
怎么写的吧！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大班科学优秀教案及
教学反思《有趣的旋转》，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激发幼儿对旋转现象的兴趣及探究欲望，体验发现的乐趣。

2、探索使物体旋转的方法，提高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手
操作的能力。

1、经验准备：《有趣的转动》调查记录表。

2、每组一份操作材料：风车、呼啦圈、光盘、陀螺、筷子、
绳子、圆纸片、塑料管、木质圆形象棋、手绢、帽子、杯子、
薯片罐、硬币、裙子、雪花片、乒乓球、铅笔。

激发幼儿对旋转现象的兴趣及探究欲望，体验发现的乐趣。

探索使物体旋转的方法。

一、游戏——迷迷转，引出主题，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师：孩子们，我们一起玩一个“迷迷转”的游戏吧。游戏的
玩法是这样的：大家张开双手，边念儿歌边自转，“迷迷转，
迷迷转，转到天空我不动！”儿歌结束时就站在原地不动，
并做一个与众不同的动作。然后我念数字1～10。如果我念
到10，大家还能保持不动的话就算胜利。

师幼一起游戏（幼儿受知识经验所限，有时会将“转动”
与“滚动”相混淆。我们知道“转动”是围绕着一个轴运动，
“滚动”则是物体整体不断翻转着移动。这个游戏是让幼儿
通过自身行动来体验、感受、理解“转动”。）

小结：原来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转动的啊。

二、出示调查记录表，说说自己发现的生活中能转动的物品
及作用

师：昨天我请孩子们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寻找能够转动的
东西，谁来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能转动的东西？它是怎么
转的？（幼儿根据记录表大胆回答，并请个别幼儿模仿）

师：你知道这些能转动的东西它有什么用处吗？

小结：风扇转动能让人凉快，洗衣机转动能洗干净衣服，车
轮转动能让车跑起来。转动的作用可真大，能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很多方便。

三、幼儿第一次探索、操作，让容易转动的物体转起来

师：今天，老师也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下材料，你能想办法让
老师准备的这些东西转起来吗？

1、出示操作材料，请幼儿猜测感知。

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老师都为大家准备了一些什么材料



吧。猜猜看，哪些东西能转动，哪些不能转动呢？（师幼共
同观察）

师：我们猜测完了，将下来我们就要亲自动手尝试一下，看
看我们猜测的对不对呢？在实验之前我想先请孩子听清楚操
作要求，每组都有一份操作材料，不要讲话，安安静静地动
脑认真操作，当听到老师结束活动的口令后，要及时放下材
料，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实验结果。看看哪些东西
能转动起来，哪些不能转动？好，现在就请孩子们把小板凳
轻轻地面向小桌子，开始操作吧。

2、幼儿自主开展实验探究活动，教师巡回指导。

3、集中交流，并请幼儿用完整的语言讲述自己让材料转动起
来的方法，然后梳理小结。

小结：通过亲自操作，我们发现风车、呼啦圈、帽子、乒乓
球、硬币、裙子、雪花片等可以通过吹、跑、用胳膊转动、
用手摇、转、拨等方法让它们转动起来。像筷子、铅笔、毛
巾、绳子、塑料管等就不容易转动起来。

四、幼儿第二次探索、操作，想办法让“不能转”的材料转
起来

1、教师提出第二次探索的问题和要求，请幼儿做实验。

师：在刚才的材料中，你觉得有不能转动的吗？有没有什么
办法让它转动起来呢？

2、幼儿自主开展第二次实验探究活动，教师巡回指导，鼓励
幼儿想办法让看似不能动的东西转动起来。

3、集中交流，并请幼儿用完整的语言讲述自己让材料转动起
来的方法，然后梳理小结。



小结：孩子们在玩这些材料的时候，产生了许许多多奇特的
想法，有的小朋友想出了用嘴吹、用手转、用手拨、用手摇，
甚至还想到了借助一些辅助材料如牙签、绳子、筷子等，让
这些东西转动了起来。把铅笔放在手心里搓一搓，铅笔就转
动起来了；把筷子伸进瓶子里晃一晃，瓶子能转动。只要我
们肯想办法，动脑筋，也能想出一些办法让看起来不能转动
的东西转起来。

五、观看教学资源，进一步了解转动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师：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靠转动的东西。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猜一猜它有什么用处？（播放
图片：观看机器转动、风力发电机、螺旋桨等）

小结：

转动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还利用转动的原理，发
明了很多东西，像风力发电机、工厂里的机器、飞机上的螺
旋桨等，转动的用处可真大。

将操作材料投放到科学去，让幼儿继续进行有关转动的探索。
或者请幼儿自己在教室里寻找一些小一点的物品，探索使其
转动起来的方法。

幼儿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形象性、具体性的特点，喜欢直接参
与尝试，对操作体验型的活动尤为感兴趣。本次科学活动正
符合了孩子们好动手、喜探究的心理特点。活动的目的是培
养幼儿动手操作、主动活动的兴趣和创造意识。材料的提供
上既注意材料的平常性，又充分注意了材料的层次性、开放
性，幼儿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主动探索，
体验成功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