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寻找生活中的数学活动教案(精选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寻找生活中的数学活动教案篇一

活动名称：

会发出声音的玩具

目的：

1、通过幼儿自主探索，了解玩具发声的各种方法。

2、初步激发幼儿对探索活动的兴趣。

准备：

各种玩具

设计思路：

“二期课改”的教育理念告诉我们，孩子的“兴趣”和“需
要”是幼儿生成活动的契机。教师要注意观察幼儿的日常生
活，了解他们近期的兴趣点以及已有的经验基础，从而生成
新的主题活动。幼儿的年龄特点就是对身边的事物特别感兴
趣，近期我班幼儿对于声音非常敏感，针对他们这一需求，
故生成了“声音”这一主题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在“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一活动中，幼儿发现玩具也会发出
声音，但究竟怎么会发出声音则是一知半解，于是我便预设了
“会发出声音的玩具”这一活动，为幼儿提供了丰富多样的
玩具，旨在让幼儿在活动中，通过自己操作和尝试，了解玩
具发出声音的多种方法，从而进一步激发幼儿探索周围事物
的愿望和兴趣。

活动过程：

（一）启发提问，引起兴趣：

通过游戏，引出声音的主题。

（二）第一次探索：

1、激发幼儿让玩具发出声音的愿望。

2、幼儿探索电动玩具的发声方法。

（三）交流讨论：

1、幼儿介绍自己用了什么方法让玩具发出声音的。

2、引导幼儿说出“开关”，了解开关的作用。

（四）第二次探索：

1、启发提问，激发幼儿帮助其他的玩具发出声音。

2、幼儿第二次探索，尝试用其他方法来让玩具发出声音。

3、引导幼儿用与别人不一样的方法进行尝试。

（五）讲评：



1、幼儿介绍自己用了什么方法。

2、引导幼儿说出各种方法的名称，如：捏、拉、摇、敲……
大家一起做动作。

寻找生活中的数学活动教案篇二

设计思路：

前几天，连下了几天雨，有一天在户外活动时，一个孩子发
现了一条蚯蚓，顿时所有的'孩子都围了上去仔细“研究”起
来：“它叫什么名字？”、“它住在哪里？”、“它为什么
会在操场上？”……根据幼儿的一系列讨论，设计了这个活
动。

教学目标：

1、初步学习用一一对应的方法使两组物体一样多。

2、体验操作的成就感。

教学准备：

母鸡头饰，小鸡、虫各三只，幼儿操作纸教学过程：

一、游戏：

小鸡吃虫

1、学小鸡走路老师：我的小鸡宝宝在哪里啊？小鸡宝宝真乖，
今天妈妈带你们去找好吃的好吗？你们喜欢吃什么？那我们
一起去吃虫吧！

幼儿学小鸡走路，鸡妈妈念儿歌：“小鸡小鸡叽叽叽，找找



小虫叽叽叽。”鸡妈妈说：“小虫找到了！”小鸡做吃虫状。

2、学儿歌老师：你们吃饱了吗？那我们一起回家吧！

儿歌：小鸡小鸡叽叽叽，一起回家叽叽叽。

二、小鸡找虫

1、给小鸡排队老师：叽叽叽，谁来了？请宝宝给小鸡排队。
（个别幼儿操作）老师：我们一起数数有几只小鸡？（3只）

2、吃虫子老师：小鸡饿了，要吃东西了，小鸡喜欢吃什么？

老师：小鸡有几只？小虫有几条？谁多谁少？

三、比多少

3、出示示范纸3老师：纸上有几只鸡？有几条虫子？想各办
法把他们变得一样多？

4、幼儿操作，教师个别指导。

四、结束教学活动。

寻找生活中的数学活动教案篇三

愿意和同伴一起参加老师组织的《找朋友》游戏。

教学准备

1、苹果标志(红、绿两色)每人一个，魔术袋一个。

2、苹果若干。

教学过程



一、引起幼儿兴趣

老师拿出魔术袋，让幼儿摸摸、闻闻、猜猜、看看魔术袋里
是什么?

二、谈话

1、苹果是什么颜色的?苹果的气味怎样?味道怎样?

2、学说：红的、绿的、香喷喷、酸酸的、甜甜的。

三、游戏-找朋友

1、让每位幼儿拿一个自己喜欢的苹果标志，请老师帮助粘贴
在手背上。

2、弹奏歌曲-找朋友

(1)幼儿边唱边找朋友，找和自己颜色相同的苹果朋友。

(2)找和自己颜色不同的苹果朋友。

四、游戏结束

大家一起吃苹果。

寻找生活中的数学活动教案篇四

活动背景:

小班幼儿年龄小，而且都为独生子女，在家中事事都由家长
包办，所以，至今有许多小朋友不会扣钮扣，习惯依赖成人。
但是孩子虽然小，却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对周围充满浓厚的
兴趣，对新鲜事物有动手尝试的愿望，会主动接近。同时这
一年龄的孩子，交往范围有了很大拓展，逐渐认同和接纳家



庭成员以外的教师和同伴。动作开始协调，双手协调技能有
了很大发展，逐步精细化。并产生了美术表现的意愿，愿意
尝试各种新材料，表达熟悉物体的粗略特征。

而教师利用生活中孩子生活中发现的这一事件，针对孩子的
年龄特点，进而引发了这一主题活动，让幼儿通过一系列游
戏活动，既对钮扣的外形特征、及与人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
识，又使幼儿的需要得到满足，通过活动发展他们的语言表
达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动手能力……。而且以此在班级
开展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及互相帮助的活动，提高了幼儿的
自理能力，并学会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树立良好的道德品
质。

活动目标：

1、活动适合小班年龄段幼儿开展。

2、通过收集各种钮扣，鼓励幼儿利用身边常见材料进行操作
和探索，培养幼儿积极参与、大胆创造的能力。

3、激发幼儿自主想象、大胆尝试，体验成功的喜悦。

4、通过活动培养幼儿互助的能力。

活动准备：

1、通过家长园地的途径，向家长介绍幼儿的兴趣与需求。并
请家长和孩子一起收集各类有趣的钮扣。

2、在家中，幼儿与家长共同说一说钮扣的外形、特点及玩法。

3、教师准备：根据孩子的兴趣，教师思考可能开展的活动。

主要活动：



游戏活动一:好看的扣子

目标：1、能够用简单的语句讲述钮扣的外观及用途。（如颜
色、形状、花色等）

2、鼓励幼儿与同伴积极交流。

准备：师生收集的各种钮扣、实物投影仪、视频展示台

在家中与父母一同收集、认识钮扣

过程：1、操作活动，幼儿自由结伴交流自己带来的钮扣。

2、个别幼儿介绍自己的钮扣：外形、色彩、用途等。

3、教师出示与幼儿介绍不同的钮扣，进行介绍。

4、师生互相介绍，加深对钮扣的认识。

游戏活动二：好玩的钮扣

目标：1、引导幼儿创造性地用钮扣玩出各种玩法。

2、鼓励幼儿与同伴交流玩法，体验分享的快乐。

准备：幼儿已与家长在家中玩过扣子、各种钮扣若干

过程：1、幼儿实践活动：这儿有许多扣子，你想玩玩吗，看
谁玩的方法最多。

2、幼儿介绍自己的玩法。

3、学习同伴既新又好的玩法。

4、表扬玩法多的幼儿，鼓励大家学习。



游戏活动三：帮小兔穿衣

目标：1、学习将5以内数量的排序。

2、继续练习扣钮扣的技能，激发幼儿帮助他人的良好品质。

准备：人手一套兔子玩具（还可准备一些其它动物玩具，如
小狗、小猫等），并穿一件带按扣的衣服（衣服上的钮扣数
目1—5）

过程：1、出示玩具兔子，引起幼儿的操作兴趣。

2、幼儿操作活动，教师巡回指导。

请幼儿先帮兔子扣好钮扣再按数量的多少排序，并数一数，
说一说。

3、幼儿相互交换玩。

4、师生交流评价。

游戏活动四：我设计的'钮扣

目标：1、通过活动激发幼儿设计各种各样的扣子。

2、鼓励幼儿积极想象，大胆绘画。

准备：自制衣服样本若干张、彩笔、剪刀、浆糊、抹布

过程：1、出示衣服样，提问：“这件衣服缺了什么呀?”

（钮扣）“这么办呢？”（做钮扣）

2、幼儿介绍自己准备设计的钮扣。



3、提要求，幼儿操作活动。

（1）大胆想象，设计与别人不一样的钮扣。

（2）剪好以后，粘贴在相应的位子上。

4、幼儿作品展示，介绍及评价。

游戏活动五：做钮扣

目标：1、学习用搓圆、压扁、压模的技能制作钮扣。

2、学会正确使用辅助材料。

准备：油泥、泥工板、油泥模子、火柴棒、

大衣服样一件（贴在黑板上或活动室的墙上）

过程：1、出示大衣服样，启发幼儿除了用画的方法，还能用
什么方法做钮扣。（油泥）

2、引导幼儿回忆钮扣的外形特征。

3、认识辅助材料，教师示范讲解制作方法。（可自做、可压
模，做后用火柴棒做钮扣洞眼）。

4、幼儿自由操作。

5、幼儿将自己做的扣子粘在大衣服上，共同欣赏。

寻找生活中的数学活动教案篇五

1.使幼儿初步认识数字1、2、3。

2.让幼儿能用实物来表示1、2、3。



活动准备

1.卡通数字1——3。

2.大数字卡1、2、3以及相应图片。

活动过程

1.教师：1象铅笔细又长，2象小鸭水中游，3象耳朵听声音，

我们请他们来做客。

那么数字宝宝是不是象铅笔、小鸭和耳朵呢，让我们一起来
看看吧。

2.出示数字卡

让幼儿看看数字是否象儿歌中说的一样，加深幼儿对数字的
理解和记忆。

3.教师出示大数字卡，让幼儿念出卡片上相应的数字。

4.用手指表示数字

教师：那么你会用小手表示1、2、3吗？

教师带领幼儿用手指表示1、2、3，同时纠正幼儿的错误手势。

5.游戏：看实物出手指。

教师拿出相应数量的实物，让幼儿说出数字同时用手指头来
表示其数量是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