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数花生的教学反思(实用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数花生的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引导幼儿认识5元以内的人民币，并学习钱币的
简单换算。

2、培养钱币换算的能力。

3、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4、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与幼儿一起运用事先收集好的饮料瓶子布置好成超市的情景，
并在每样物品前放好价格标签(1-5元)。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回忆并叙述买东西的经历。

（1)教师：小朋友，有没有去超市买过东西?

2、亲身体验，情景游戏“超市购物”。

今天梁老师在路上碰到了熊猫老板，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他说的他的商场今天刚开张，商店粒所有的东西都打折，你
们想去大采购吗?哦!熊猫老板他还麻烦我一件事，就是他要
招两名服务员，谁想去?(然后教师对想去当服务员的小朋友
进行了简单的面试，如认识钱、各种物品的价钱、买几种物
品要收多少钱等，每次游戏后可轮流做服务员)

（1)幼儿进行游戏，自由购物，每人一元的硬币共8元，第一
次购物只能买一样东西，买好后到柜台结账才能离开。

（2)第二次购物，幼儿随意买两样东西自己计算要付多少钱?

（3)第三次购物，熊猫老板为了答谢大家，他给每人一张5元
的购物卷，小朋友用这5元钱去购物，必须卖完，不能找零钱。

（4)完成购物后，请幼儿相互交流购物，付款的情形，以及
自己计算方法。教师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引导。

（5)最后根据幼儿游戏情况大家游戏的难度，引导幼儿多买
几件物品，提高幼儿的兴趣。

3、操作幼儿用书，并完成练习。

活动反思：

今天的数学活动孩子的兴趣都很高都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
但在第一组的活动中，孩子比较躁动，课后我作了分析，原
因有两个，一是第一组上课时我的准备不够充分，各个环节
的过度没有充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另一个原因课前没有让
孩子完全安静下来再开始活动。

在第二组的活动中我对整个活动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中
间也加入了一些情景，孩子们学习的兴趣更高，如面试当服
务员，在面试的'服务员的过程中无意地加入了如何购物、买
什么东西需要多少钱的知识。而且整个活动我都是在进行购



物游戏，难度一次比一次高，这样能较好地调动孩子的积极
性。

这个活动的整个过程孩子都在购物时间中完成，不会的孩子
都是在购物的过程中进行引导，而不是停下来要求全部的孩
子都要学习。这样避免了会的孩子重复学习,在购物的过程中
对个别孩子进行指导更有针对性，特别是能力较弱孩子的指
导更加到位。从结果看，第一、二次游戏，所有的孩子都能
掌握，第三次游戏，只有两个孩子没有完成任务，一个孩子5
元买了一支一元的水，两外一个用5元买了2元的月饼，最后
在服务员和老师的帮助下也操作成功。

数花生的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

2、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和思维能力。

3、引导幼儿探索学习5的组成分解，知道5可以分成1和4、2
和3、3和2、4和1的方法。

活动准备：卡通人物图片3张、雪花片玩具数片。

活动过程

一、游戏引入

1、今天我要和小朋友来玩一个游戏，小朋友看过米奇妙妙屋
吗？（看过）

2、里面都有哪些人物啊？（米奇、米妮、黛西、高飞、布鲁
托、唐老鸭）



3、小朋友们都看过，今天我们就来扮演一下里面的人物好吗？
（好）

4、老师扮演米奇，1组小朋友扮演米妮，2组小朋友扮演高飞，
3组小朋友扮演唐老鸭。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游戏开始喽！
（准备好了）

二、开始游戏

1、嗨！大家好！我是米老鼠，哎对了！小朋友要不要跟我进
我的妙妙屋啊？（要）

2、太好了，我们走吧，哦！差点忘了，要进入妙妙屋，我们
必须要念奇妙的咒语，米是噶，莫是噶，米老鼠。跟我说一次
（米是噶，莫是噶，米老鼠）

3、m－i－c－k－e－y，m－o－u－s－e，米奇妙妙屋开启，快进来，非
常好玩，点名唐老鸭、米妮、高飞。（有、有、到）

4、今天米奇遇到了一个难题，想请我的好朋友唐老鸭、米妮、
高飞和我一起来，解开它好吗？（好）

5、我这里有5个小雪花片玩具，需要分别放在2个筐里，我不
知道该怎么分，你们来帮我好吗？（好）

6、可是我的东西忘带了，怎么办呢？（看看妙妙工具箱有没
有）

7、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一起来说：“呕，土豆”
（呕，土豆）

8、下面我请几个小帮手来帮我给每个小朋友发5个玩具，谁
愿意来帮助我？（我）



9、现在小朋友都拿到了5个雪花片玩具，那就开始来帮我一
起解决我的问题好吗？（好）

10、小朋友们想一想5个玩具怎样分成2份，都有哪些分法，
那么我们开始吧，找到答案的小朋友请举手好吗？（好，5可
以分成1和4、2和3、3和2、4和1）

11、小朋友们真是太聪明了，这么快就找到了答案，可是我
不知道哪一队的小朋友最厉害，最聪明，你们比一比好吗？
（好）

三、讲述比赛规则

1、如果我说5可以分成1和4开始时，那么小朋友就迅速把5个
玩具分成1和4。

2、先说的数字1放左边，后说的数字4放右边，我说结束，所
有的小朋友一起把手背背后。如果没有把手背背后的小朋友，
就是违反了游戏规则，那么就不计分哦，小朋友们都明白了
吗？（明白了）

3、areyouready?（yes,i'mready）

4、5可以分成1和4，2和3，3和2，4和1。

四、游戏结束

1、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一队获得了胜利，恭喜某某对获得了
胜利，没有获得胜利的小朋友也不要灰心，你们已经很棒了，
掌声送给获胜队也送给自己。

2、大家跟我一起读一次5的分成。

3、游戏结束，大家站起来跟着音乐一起跳米奇妙妙舞，游戏



随着音乐自然结束。

数花生的教学反思篇三

随着“东阳土特产”这一主题活动的开展，孩子们对家乡土
特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花生就是其中的一样。为了进一步
让孩子们去探索、发现花生的秘密，我预设了“剥花生”的
活动。目的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活动氛围中，发现花生的秘
密，并从幼儿感兴趣的问题中选取有价值的问题进行探索。
花生内花生米的数量就是其中一个兴趣点，于是我让幼儿尝
试用数字、符号来记录花生的数量，感知发现花生里花生米
数量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操作要求，
让幼儿初步学习统计，从而学会用记录统计的方法去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

1、在剥一剥、记一记中发现一颗花生中花生米数最多的是几
粒。

2、学习在合作中做事。

一盘花生，每组三个盘子，记录纸、笔、四列小火车

一、猜一猜，剥一剥，感知花生内花生米数量的不同。

1、情景谈话，梳理经验。

你喜欢吃花生吗?……

你吃过的花生里有几颗花生米?

2、猜一猜，剥一剥

教师出示一颗花生：猜猜这颗花生里有几粒花生米?你是怎么
知道的?



幼儿选一颗花生，先猜猜里面的花生米粒数，再剥开验证。

你在剥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秘密?

小结：花生里花生米的数量不相同。

二、剥一剥，记一记，发现一颗花生中最多的花生米数。

1、引发争论，提出记录。

引发争论：剥出来最多的有几粒花生米?

怎样记录?

2、幼儿剥一剥、记一记

幼儿把花生剥开，数数里面有几颗花生米，并记录在纸上。

注意观察每个幼儿剥与记的方法与步骤，了解幼儿解决问题
的策略。

3、引导先完成的幼儿观察自己的记录单，找找剥出来最多的
是几粒?

三、尝试用统计的方法了解一堆花生中几粒花生米的花生最
多。

1、观察记录单上的数量：你发现了什么秘密?

讨论：到底是几粒的最多?用什么办法知道?

2、幼儿示范统计

重点指导：怎样才能不漏数?



3、幼儿分组统计

将统计表粘贴在火车上。

两人合作统计。

幼儿相互比较验证。

4、观察统计表，交流自己组几粒的花生最多。

5、幼儿交流总结。

数花生的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通过看电影找座位活动，理解电影票上的数字含义，学习
用数交集的方法，对号入座。

2、帮助幼儿解决生活中的数问题，丰富生活经验，感受数游
戏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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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多媒体课件；教室布置电影院场景；电影票20张；抽号箱及
座位号。

活动过程：



一、价值取向：了解看电影的生活常识。

1、观看多媒体课件，了解看电影常识：

（1）今天天气真好，大头儿子打电话约大耳朵图图一起去看
电影。

（2）他俩来到电影院，已经是几点了？（9：30）

（3）今天电影院播放哪几部电影啊？观察播映表。

他俩不想等太久，所以想看离9：30最近的那部电影。

大家一起帮忙找找哪部电影离9：30最近。（10点播放的喜羊
羊与灰太狼）。

（4）他俩买了2张电影票。座位号写在哪儿啊？谁知道？

（5）大头儿子的座位号是：第3排6座。谁帮他去找到座位。

图图的座位是两道算式题：第6—4排9—5座。

算对了答案才能知道几排几座，找对座位。请一幼儿算出答
案，并找到座位。

二、价值取向：模拟游戏，提升看电影的生活经验。

今天免费看电影，你们想不想去看啊？但是这些票子上的座
位号有点奇怪：有的是加法算式题，有的是减法算式题，还
有的就是单个的数字。只有坐对座位的小朋友才可以在下个
抽奖活动中得到奖品。（幼儿自己伸手在箱子内抽票、算出
答案、入场、对号入座）

（1）老师提示幼儿：对号入座。



（2）验证游戏：

今天电影院举行抽号中奖活动，被抽到座位号的观众可以得
到一个奖品；如果你坐错了座位，与抽到的座位号码不一样，
那就请你重新对号入座。

（3）结束：

今天我们学会了去电影院看电影找座位的方法，这样看电影
的人再多，也不会拥挤，也都能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了。

下次你们一家人去电影院，你要走在爸爸妈妈前面，不但要
找到自己的座位，还要帮爸爸妈妈找到座位，好不好？播放
一小段《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动画片，现在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会儿继续再看。

活动反思：

对小班幼儿来说是枯燥而又抽象的。而今天这节课，我将要
教会孩子们理解并区别“1”和“许多”，为了让孩子们更好
的感知这种量的关系，我通过直观的教具在营造氛围的同时
适当渗透认知，让幼儿了解“1”和“许多”的关系，使幼儿
在游戏中建立初浅的数概念。

数花生的教学反思篇五

一让幼儿掌握20以内数的顺数和倒数

二学会比较20以内两个数大小的方法

三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关系，培养幼儿的比较能力，从实践中
学习数学知识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询问并比较弟弟妹妹年龄谁大？

复习十以内的比较大小

二、比较大小，层次一，两个数的位数不同，如何比较？

先比较位数位数多的数大位数少的数小

如两位数大于一位数

有一个数就是一位数，有两个数就是两位数

三、比较大小，层次二，两个数十位相同，个位不同

这里要让幼儿首先认识个位与十位，从右数第一位是个位，
第二位是十位

强调两位数和两位数相比较的时候，十位相同个位大的数就
比较大

五、组织练习，并说出幼儿的想法

六、比较大小层次三，位数相同，十位相同，个位相同怎么
办？

总结延伸

今天我们通过生活中的比教学习了数学中的比较，明白了，
数位不同，比较数位，数位多的数大，数位少的数小，数位
相同，十位相同，个位不同时，比较个位，个位大的数比较
大，数位相同，十位相同，个位也相同，要填等于号，现在
我们一起开始做练习吧！



数花生的教学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能与同伴协商、分工，合作完成活动任务。

2、通过测量、比较面积的大小，初步体验面积守恒。

3、能积极尝试和比较主动地学习。

活动准备：

场地布置：面积大小相同、形状不同底块场地。

物质准备：塑胶板70块记录单、笔若干

活动过程：

一、集体活动：

1、给每个幼儿人手5块塑胶板，让幼儿用塑胶板自主地拼图。
然后，请幼儿根据拼出的场地的形状，想想它们分别像什么？
再请幼儿比较这些场地的面积大小。

2、引导幼儿讨论：你们拼出的场地的面积大吗？让幼儿通过
铺垫子去发现5块场地是否一样大。

二、操作活动：给5块场地铺垫子并记录用了多少块板。

引导幼儿讨论如何分工合作完成任务。

出示记录单，引导幼儿将操作结果记录下来。

3、通过给不同的场地铺垫子，比较结果发现5块场地面积的
大小。



三、活动评价：初步体验面积守恒。

2、引导幼儿比较自己或别人的操作结果，并讨论：你认为
着5块场地一样大吗？为什么？

数花生的教学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能与同伴协商、分工，合作完成活动任务。

2、通过测量、比较面积的大小，初步体验面积守恒。

3、能积极尝试和比较主动地学习。

4、引发幼儿学习图形的兴趣。

5、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活动准备：

场地布置：面积大小相同、形状不同底块场地。

物质准备：塑胶板70块记录单、笔若干

活动过程：

一、集体活动：

1、给每个幼儿人手5块塑胶板，让幼儿用塑胶板自主地拼图。
然后，请幼儿根据拼出的场地的形状，想想它们分别像什么？
再请幼儿比较这些场地的面积大小。

2、引导幼儿讨论：你们拼出的场地的面积大吗？让幼儿通过
铺垫子去发现5块场地是否一样大。



二、操作活动：给5块场地铺垫子并记录用了多少块板。

1、引导幼儿讨论如何分工合作完成任务。

2、出示记录单，引导幼儿将操作结果记录下来。

3、通过给不同的场地铺垫子，比较结果发现5块场地面积的
大小。

三、活动评价：初步体验面积守恒。

2、引导幼儿比较自己或别人的操作结果，并讨论：你认为
着5块场地一样大吗？为什么？

小结：大家都用一样大小的垫子去铺场地，虽然场地的形状
不一样，但每一块场地都是用了12块垫子，说明这5块场地一
样大。

课后反思：

幼儿园的数学教育活动应密切联系幼儿的生活，在这个活动
中教师选择了对大班幼儿比较难理解的面积守恒作为教学内
容，旨在帮助初步理解面积守恒概念，教师能将这一知识点
转化成一节操作性和探究性很强的一节教学活动，同时培养
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和思维能力，让幼儿通过活动初步感知测
量物体面积的大小可以转化成数单位格子的大小或移动棋子
的面积与个数的方法。整个活动由浅入深，幼儿能积极参与，
对活动充满兴趣。幼儿在解决问题时进行了充分的思考、探
索、创造，较好的完成了预期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