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高矮小班教案(实用8篇)
高一教案是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针对一堂具体课程进
行编写的。化学高一教案范文：化学反应速率

比高矮小班教案篇一

1、掌握比较物体高矮的正确方法。

2、能用三个高矮不同的物体进行排序。

3、愉快参与活动，大胆讲述自己的观点。

人物卡三张;《幼儿画册》(第三册p7)

今天老师和小朋友玩一个游戏，比一比谁的个子高，谁的个
子矮。

(1)教师和幼儿比高矮。

教师站在地上立正，幼儿站在地上立正，比一比，谁高谁
矮?(学说老师比小朋友高，小朋友比老师矮)

(2)幼儿与幼儿比高矮。

一幼儿站在地上立正，另一幼儿站在小椅子上立正。提问：
谁比谁高?谁比谁矮?

引导讨论：小朋友，你怎么想?

两个人比高矮，哪种方法是公平、正确的?哪种方法是不公平、
不正确的?

(3)游戏：找个朋友比一比。



(1)三人比高矮。

爸爸、妈妈、小明三个比一比，谁最高?谁最矮?(学说爸爸最
高，小明最矮。)拓展----师幼三人比高矮;人、物比高矮。

(2)三个排序。

爸爸、妈妈、小明要像小朋友一样排队，个子矮的排前面，
个子高的排后面。排在哪儿呢?请个别幼儿上黑板操作。

(1)请幼儿翻开《幼儿画册》，仔细观察图上小动物的高矮，
然后看清排列的标记，从不干胶纸上揭下小动物，贴在相应
的位置上。

(2)鼓励幼儿相互检查，与同伴分享、交流自己的经验。

本次活动的重点是通过三个活动环节，让幼儿感知物体的高
矮，比较高矮;学会运用高高的、矮矮的、比较高、比较矮、
最高、最矮等语词，并理解物体高或矮的相对关系;初步尝试
将物体从高到矮或从矮到高的有序排列。我认为本次活动设
计是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先请两个幼儿上台比较高矮，让
幼儿作为活动的主体，比起图片来更直观，先让幼儿自己来
比较，更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再来观察图片比较高矮，
最后进行排序。幼儿学起来是层层递进的，对高矮概念掌握
的较好，完成原先设立的目标。

比高矮小班教案篇二

1、感知物体的高矮，学习用正确的方法比较高矮。

2、学习将2~5个物体从高到矮或从矮到高的方法进行排序。

3、能积极主动参与操作活动，体验活动的乐趣。



操作卡两个小朋友布

1、师生问好

2、接数、报数游戏

3、激趣，感知高矮

师：老师这有丝巾，你们谁能碰到它？为什么老师能碰到小
朋友不能碰到呢？

1、猜想，学习比较高矮的方法

师：请你找一位朋友比一比你们两个谁高谁矮。

2、请两位幼儿进入教室，女孩站在物体上，用布遮住，请幼
儿观察。

教师小结：原来比高矮的时候，我们要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3、请幼儿进行操作比高矮

（1）评价

（2）请幼儿找相同的卡片进行比较

（3）再次评价

比高矮小班教案篇三

1、能直观比较两物(或人)的高矮。

2、能直接操作图卡直接比较图卡人物的高矮。

高矮不同的玩偶数个。



人物图卡数张。

2、幼儿直观比较两玩偶的高矮，并回答。

3、教师请两位幼儿到前面比较高矮。(先找两位身高差异较
大的，再找两位身高差不多高的。第二种情况时，幼儿如果
回答“一样高”也可以。)

4、教师将幼儿每三人分成一组，请幼儿两两互相比较(以背
对背站在一起的方式)，另一个人轮流练习判断。(教师可以
到幼儿旁边询问谁高谁矮)

6、教师在黑板上画一条线代表地面，并说明：你们和其他同
学比身高的时候，都是站在地上比的，所以娃娃图卡要比身
高，脚也要先对齐，再看谁比较高。

7、教师重复5、6的操作，那出其他的人物图卡重新布题。

9、请幼儿拿出娃娃图卡，将手上拿故事书的娃娃和拿积木的
娃娃图卡放在框框中比一比。

10、教师提醒：比身高时，娃娃的脚要对齐框框中的底线。

11、幼儿任意选择2个娃娃图卡，重复练习判断高和矮。

12、教师可以在角落摆放身高不同的玩具数个，让幼儿不断
练习比较。

让幼儿了解和同学比较身高的方法，以及操作娃娃图卡比较
身高时，脚要对齐底线的做法。

比高矮小班教案篇四

按物体的高矮分类活动目标



1、能区分物体的高矮，按高矮的标注分类

2、能用这些都是高（矮）的来表述分类

2、高矮标志，高矮不同、外观相同的罐子若干

3、幼儿活动操作材料

1、出示大小相同的红色房子和蓝房子，引导幼儿比较，复习
对高矮的认识。

4、按物体的高矮分类。

5、罐子分类：提供高矮不同、外观相同的罐子，要求幼儿看
标志进行高矮分类。

6、引导幼儿操作《高矮娃娃分类》要求幼儿看标志进行高矮
分类。

7、幼儿操作，教师观察并引导幼儿表述分类的理由，你是怎
么分的？

比高矮小班教案篇五

1、学习一些简单的比较高矮的方法，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
和判断的能力。

2、学习在比较高矮的过程中，懂得高矮的比较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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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高矮小班教案篇六

1、能区分物体的高矮，按高矮的标注分类

2、能用这些都是高(矮)的来表述分类

1、大小相同、高矮不同的红房子个蓝房子个一座。高矮不同
的白色杯子、黄色杯子个两个

2、高矮标志，高矮不同、外观相同的罐子若干

3、幼儿活动操作材料

1、出示大小相同的红色房子和蓝房子，引导幼儿比较，复习
对高矮的认识。

4、按物体的高矮分类。

5、罐子分类：提供高矮不同、外观相同的罐子，要求幼儿看
标志进行高矮分类。

6、引导幼儿操作《高矮娃娃分类》要求幼儿看标志进行高矮
分类。

7、幼儿操作，教师观察并引导幼儿表述分类的理由，你是怎
么分的?

数学活动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个很愉快的课程，因为整节活动
中游戏的时间多，而且小朋友动手操作的机会比较多，但是
要让孩子们能真正的理解这节教学活动的内容，并做到熟练
掌握、灵活运用却不是那么容易。



比高矮小班教案篇七

1、分散探索：

(1)带幼儿到操场上自由寻找比较操场上的各个物品“什么比
什么高，什么比什么矮”。

(2)在能比较高矮的情况下，引导幼儿寻找，操场上有什么东
西是“一样高”的。

2、集中探索：

(1)请幼儿回答在自己探索比较的结果。

(2)请几位幼儿上前比身高，全体幼儿讨论“谁比谁
高”，“谁比谁矮”“谁和谁一样高”。

(3)每队请一名幼儿将本队的同伴按从高到矮的顺序排列。大,
考吧.幼,师,网全体幼儿做监督。

(二)探索高矮的相对论

1、请一高一矮两名幼儿比较身高，然后高的幼儿和教师比较。
让幼儿发现，某个东西的高矮是不能绝对的，看它和谁比
较(高的幼儿和矮个比是高的，跟高个比是矮)。

2、请幼儿在同伴中寻找一个比自己高的小朋友，然后想办法
让自己变得比他(她)高。通过自己的探索，明白高矮的相对
论。

(三)小结总评。



比高矮小班教案篇八

1.通过比较高矮、长短的活动，让学生感受教学与生活的联
系，培养学生仔细观察、认真思考的良好习惯。

2.使学生经历比较事物的高矮、长短的过程，体验一些具体
的比较方法。

3.让学生经历简单的推理活动，培养学生初步的推理能力。

1、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秋天来啦，苹果都熟了，老师想请小朋友们把苹果摘下来放
到篮子里，谁愿意来?(学生摘到下方的苹果，怎么都拿不到
黑板上方的苹果。这时，老师轻松地将苹果拿下来。)

小朋友为什么没能摘到苹果，而老师为什么能摘到呢?

对，老师和小朋友比，老师比小朋友高，小朋友比老师矮。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比高矮。(板书：比高矮)。

2、例举生活中的高矮。

在我们的生活中，你还能想到哪些物体能比高矮吗?

1、学生活动，探讨比较方法。

2、学生汇报，展示不同方法。

学生每汇报一种，教师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游戏。

下面，咱们来做个小游戏，请小朋友们猜一猜，谁长得高些?



看看，到底谁长得高些?

请你再看看是谁高?

他们比身高的方法对吗?那你们说正确的应该怎么比?

4、小结。

我请坐得最好的小朋友到前面来排排队。谁愿意来给他们排
队?

小结：小朋友们合作得很好，队伍排得很整齐，在我们的学
习生活中，这种排队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1、小动物们看见小朋友这么热闹，它们也想来比高矮，看!
这是?

(大象和犀牛)你能用学过的知识说一句话吗?

3、(出示图片)汽车能从桥下通过吗?要想使汽车顺利通过大
桥下，可以怎样做呢?

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会了?(比高矮)

请你在班级中找出三个比你高的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