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盒子教案中班(通用18篇)
教案是教师教学的重要依据，它可以帮助教师规划、组织和
实施教学活动。通过教案模板，我们可以更好地组织教学内
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盒子教案中班篇一

盒子是生活中到处都能看到的物品，他们对此有丰富的感性
经验。盒子中蕴藏着“大小”“形状”“高低”“功能”等
方面的信息，有很大的教育价值。让幼儿试着整理盒子，对
于培养幼儿良好的整理物品的习惯以及发展幼儿空间概念有
很大帮助，于是让幼儿学会合理整理盒子的设想就浮现出来。

盒子教案中班篇二

盒子是孩子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品，我们班的孩子接触到
盒子时，他们玩的很高兴，也玩出了很多的方法,盒子又蕴藏
着有很大的教育价值。于是，我就生成了这样一个活动。

1、在观察、比较盒子的大小、形状、用途等的过程中积累相
关的生活经验。

2、在感知不同盒子外形特征的过程中，了解一些整理物品的
方法。

不同形状、大小和用途的盒子

在观察、比较盒子的大小、形状、用途等的过程中积累相关
的生活经验。

在感知不同盒子外形特征的过程中、知道一些关于整理物品
的方法。



幼儿挑一个自己带来的或者自己喜欢的盒子，说说“你的盒
子是什么样子的，里面是装什么的？”

1、猜猜里面装的是什么？

2、数数一共有几个？他们是怎么排队的？

幼儿根据教师的要求独立操作。

盒子教案中班篇三

盒子是生活中到处都能看到的物品，他们对此有丰富的感性
经验。盒子中蕴藏着“大小”“形状”“高低”“功能”等
方面的信息，有很大的教育价值。让幼儿试着整理盒子，对
于培养幼儿良好的整理物品的习惯以及发展幼儿空间概念有
很大帮助，于是让幼儿学会合理整理盒子的设想就浮现出来。

盒子教案中班篇四

1、观察、比较盒子的大小、形状和用途，尝试大胆表达。

2、整理各种大小不同的盒子，初步感受空间利用与合理摆放
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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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盒子教案中班篇五

活动目标：



1、认识各种各样的盒子，了解盒子的用途。

2、会按照盒子的一个共同特征进行分类，提高合作能力。

3、增强环保意识，能利废利旧参加游戏活动，提高跳跃能力。

活动准备：

各种各样的盒子若干（包括泡沐盒、纸盒、木盒、铁盒）；
分类架三只

活动过程：

一、认识各种各样的盒子

1、师：小朋友你们看，这里都是什么呀？（盒子）那这些盒
子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样子的？请小朋友边看边讲。（探索
一）

2、幼儿自由操作并讲述，教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从盒子
的形状、颜色、材料以及用途四方面来讲述。）

3、个别幼儿回答。

4、教师小结：小朋友真会动脑筋。知道这种盒子叫牙膏盒、
这种叫饼干盒……这些盒子除了名字不一样，还有什么地方
也是不一样的呢？可以用两种盒子进行比较。（探索二）

5、幼儿操作讲述，教师引导幼儿从多方面（形状、大小、颜
色、质地、盒盖、用途）进行比较。

6、个别幼儿回答，教师对讲述完整，与别人不一样的给予奖
励。

7、教师小结：大家讲得非常好！盒子与盒子相比，各不相同。



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正方体，有的是长方体；有的是木头
制成的，有的是硬板纸做的，有的是塑料做的。种类真不少。
就连盒盖也是品种繁多，有的是抽拉式的，有的是全掀式的`，
有的是半掀式的。这么多盒子都堆放在一块儿，很乱。下面
请小朋友学习营业员阿姨将各类盒子分分类好吗？下面就以
小组为单位，先讨论，再分类。要求按一个共同特征分类，
看哪组小朋友想的办法多。

二、学习按盒子的一个共同特征进行分类

1、幼儿分组分类

2、提问：你们一组按什么来分的？你还会怎么分？

三、增强环保意识，能运用盒子开展游戏

1、师：盒子到底有什么用？盒子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处处
都要用到盒子。可是有的盒子象牙膏盒、牛奶盒用完了就扔
掉了，很可惜。我们怎样来很好的利用它，使它变废为宝呢？
（讨论）

2、幼儿大胆想象、大胆讲述（做装饰品：小动物头饰、家用
电器、机器人；玩游戏）

3、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运盒子的游戏。要求双脚夹紧盒
子往前跳，双手同时也搬运盒子。

盒子教案中班篇六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金盒子》。

它大体讲了这么一件事：作者的一位朋友有一个小女儿，不
久前，小女孩因在钱很紧的时候浪费了一卷金箔纸而使这位
朋友大怒。第二天，当小女孩把用金箔纸装饰的一个盒子给



他时，又发现盒子是空的，就生气地训斥起小女孩来。可小
女孩却说：“爸爸，它不是空的，我在里面吹进了我的吻，
所以它装满了我对你的爱，都是送给您的，亲爱的爸爸。他
十分感动，向小女孩请求原谅，并把那个盒子保留了好几年，
每当泄气时就从中取出想象中的吻，想到孩子放到其中的爱。

我想，其实每个家长都得到过一个“金盒子”，即使丑陋，
空虚，但也包含着孩子对父母的'爱。“礼轻情意重嘛”！如
果，全世界的人都能了解“礼轻情意重”的含义，都能感到
爱的话，那么世界将会变得非常美好。孩子也会乐意与家长
接近了。

希望父母们能更加了解孩子以及他们给予的爱！

附：这是我的第一篇读后感，大人们一定要记住懂得珍惜孩
子的爱呦！

今天妈妈有感：从小就给我们家长提要求！我们得不断进步，
不断地深入地了解孩子的内心。

盒子教案中班篇七

1、喜欢和老师、同伴一起看看、猜猜、讲讲各种有趣的盒子，
乐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经验。

2、初步感知探索盒子和盒中物品的关系，尝试用各种方法打
开盒子。

大盒子三个、各种小盒子等。

一、导入——引起活动的兴趣

二、看看猜猜盒子



1、猜猜第一个盒子——盒子和物品的匹配

“大盒子、大盒子，真有趣，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找找里面的小秘密”

盒子里面是什么？原来是——玩具盒、电吹风盒和领带盒

小结：

盒子能帮助我们把需要的各种东西都整理好。

2、猜猜第二个盒子——形状和声音

猜猜第二个盒子里有什么秘密？盒子里面是什么？原来
是——糖果盒、饼干盒、巧克力盒

这些盒子是什么形状的？方形的盒子、圆形的盒子、心形的
盒子

哪个盒子里放了东西？你能猜出来吗？有什么好办法知道

小结：

盒子有各种形状，真有趣！

3、猜猜第三个盒子——尝试打开盒子的各种方法

尝试打开小盒子；

小结

三个打开的方式：翻盖；锁扣；插盖。

三、分享和延伸



这些装糖果的盒子叫糖果盒，你们还看见过什么盒子呢？
（铅笔盒、玩具盒、工具盒、肥皂盒、饼干盒、眼镜盒等）
聪明的宝宝再找一找，家里还有什么盒子，发现的来告诉老
师和小朋友。

盒子教案中班篇八

教案示例1

教案重点：

1．学习“金线串珠”的写作手法。

2．品味质朴平淡而感情至深的语言。

难点：

对文章的主题的深入理解

本文对骨肉亲情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写了兄妹情，又写了
姐弟情，还写了父女、母女情；既写了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
之间乐融融的亲情，又写了遭受巨大不幸时的悲痛。文章前
半部分主要写兄妹情，后半部分主要写姐弟情。“我”由于
身份的变化而有不同的经历和情绪。而这一切都与金盒子密
切相关。对父女情母女情的描述贯穿始终，与兄妹情、姐弟
情相交织，使家庭亲情表现得更为浓烈、深厚。

教学过程：

1.先浏览一遍，只求粗知，不求甚解。这一遍浏览还应当疏
通字句，解决词语障碍。

2.再读一遍，了解故事的梗概，把握文章的基本内容，知道
作者在文中写了哪几件事。



这一遍阅读时，教师应当督促学生圈点批注，在文章字里行
间做记号，注明所发生的事件或关键句子。

3.读第三遍时，注意文中的几件事是怎样贯穿起来的。找出
与金盒子相关的描述，并进行分类：哪些是叙事的，哪些是
抒情的；哪些是写高兴的事情的，哪些是写哀伤的事情的；
哪些是记实，哪些是回忆。进而理解金盒子在文中主要起的
作用。

4.在全班进行交流阅读的成果，讨论明确以上过程中布置的
的思考题。

明确：“金盒子”在文章中，不仅是叙事的线索，而且还是
抒情的依托。年幼时，金盒子是“我”和哥哥的宝物，是乐
趣的所在，是不可分离的“良伴”，还是“我”与弟弟争抢的
“玩具”。哥哥、弟弟去世之后，金盒子里装载着太多的回
忆和思念。它“不仅是一种纪念，而且是骨肉情爱之所系”。
它由“寂寞中的良伴”，变成“逗人伤感的东西”。“我”
可以对它倾吐满心的忧伤委屈，可以捧着它“尽情一哭”。
随着人事的突然变化，“我”对金盒子的感情也波澜起伏。
睹物思人，百感交集；痛悼之心，与日俱增。金盒子的故事，
见证了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架构了一篇催人泪下的美文。

5.在仔细体味的基础上，请学生找出最令自己感动的句子，
思考被感动的原因，分析语言的表达效果，在全班交流。教
师应当尊重学生个人情感的体验，倾听学生发言，及时激励
评价，对体会深入、有质量的发言要大力表扬。

板书

点评：

新课标指出：“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
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



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
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
验和理解。”这一课通过反复默读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手段，
达到品味质朴平淡而感情至深的语言的目的。

教案示例2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下列词语：

玲珑噩耗恸哭愤怒恍惚突如其来晴天霹雳变幻无常

小心翼翼支离破碎与日俱增踽踽独行

二、能力目标：

通过体会语句的深层含义，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三、情感目标：

引导学生体会亲情的可贵。

重点难点

1、重点：理清文章的结构，会分析文章的线索。

2、难点：体会语句背后的深层含义；会分析渗透在字里行间
的手足深情是如何贴切的表达出来的。

3、解决办法：对于文章的重点通过指导学生分段来解决。难
点通过指导学生抓重点词语，重点句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步骤

一、教学导入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各种各样，总的'说可以概括为：友情、
亲情、爱情。亲情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情感，她是人世间纯天
然的情感。

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文章，名为“金盒子”。本文所写的事虽
然发生在很久以前，但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手足之情，至今仍
使人为之泪下。

二、指导研究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把“自读提示”中的词语从文中找出
来画上，查字典注好拼音，并根据上下文掌握词语在文中的
意思，记在生字本上。

玲珑：精巧细致。

噩耗：指亲近或敬爱的人死亡的消息。

恸哭：极悲哀的大哭。教师备注

愤怒：非常气愤。

恍惚：不真切，不清楚，神志不清。

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到来。（事情发生在突然之间）

晴天霹雳：比喻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

变幻无常：变化很多，无法掌握，难以预测。



小心翼翼：本是严肃虔敬的意思，现在用来形容举动十分谨
慎，丝毫不敢疏忽大意。

支离破碎：形容零散破碎，不成整体。

与日俱增：一天天增长，形容增长快。

踽踽独行：形容一个人走路孤零零的样子。

2、解题：题目“金盒子”与文章是什么关系？

题目“金盒子”是贯穿全文的线索。

明确：文章围绕金盒子写了作者与早逝的哥哥和弟弟之间曾
发生过的事，表现了作者与兄弟之间深深的手足之情。

全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1―8）记叙了金盒子的来历和“我”与哥哥的
交往与哥哥的去世后金盒子对我们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第二部分：（9―14）记叙了“我”与弟弟围绕金盒子所发生
的故事。

第三部分：（15）当父母相继去世后留下孤独的我一人，金
盒子成为了“我”痛悼手足深情寄托之物。

分段的根据：是按时间顺序来分的。

4、阅读课文你最受感动的语句或段落，说明受感动的理由。

布置作业

同学们，你有类似的金盒子这样的玩具吗？它的背后是否也
有一些故事呢？它引起你哪些联想和感受呢？写下来，一二



百字。

语文

盒子教案中班篇九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下列词语：

噩耗晴天霹雳恸哭支离破碎小心翼翼

恍惚踽踽独行玲珑突如其来变化无常

2．关于观察与思考

观察是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方法。培养观察能力是培养语文
能力的基本一环。阅读时，要靠平时观察生活的体验去理解
作品内容；写作时，“第一须观察”，是从生活中获取材料。

思考是对观察对象（人物、景物、事物、环境等）进行分析
研究的思维和规律。

观察和思考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事物，发现
其中的含义和规律。

3．关于文章的结构

文章的结构，是文章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内在联
系和外部形式的统一。结构的基本内容包括：层次和段落、
过度和照应、开头和结尾。一般我们主要分析层次和段落，
便于我们把握文章的内容。



能力目标：

1.从表情达意和文章结构两个方面去理解“金盒子”在文中
的作用。

2.分析文章所表现的兄妹情与姐弟情在内涵和写法上的相同
和不同之处。

3.学习本文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真挚的情感的写法。

情感目标：感受文章所抒发的手足深情。

教学建议

一、文章主旨：

本文以时间为序，以金盒子为线索，用朴素、平实的文字记
叙了金盒子从最初的玩具箱变为寂寞的良伴，最后竟变为纪
念的信物的过程，充分表达了兄妹姐弟的关爱、理解，渗透
了难以割舍的手足深情。

二、文章思路

文章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1－8）写金盒子的来历和我哥哥与金盒子的不解
之缘以及哥哥去世后金盒子对我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9－13）写弟弟、金盒子与我的故事。

第三部分（10－11）写哥哥、弟弟、双亲去世后，金盒子对
我的重要意义。

三、写作特点



1.结构严谨、周密，层次清晰，首尾呼应。

文章以金盒子为叙事线索构思谋篇。这条线索贯穿全文，首
尾呼应，浑然一体，表现出手足深情的深刻主题。文章又以
时间的发展为顺序，用一连串的表示时间的状语，写出了作
者在不同年龄的情感体验，思路十分清晰。

2.文笔自然开朗，平淡简约。

本文语言质朴、平淡，没有雕琢痕迹，却在看似拉家常的娓
娓言谈中透露出一份真情实感。全文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记录
了发自内心的真情独白，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四、课文教读方法建议

这篇文章细腻感人，不要当作一般的记叙文教读，也不要从
记叙文“六要素”入手，而应当反复默读，从整体上感受文
章的思想感情，力求与作者的感情产生共鸣。阅读时，可引
导学生参照如下的步骤进行：

1．先浏览一遍，只求粗知，不求甚解。

2．再读一遍，了解故事的梗概，把握文章的基本内容，知道
作者在文中写了哪几件事。

3．读第三遍时，注意文中的几件事是怎样贯穿起来的。找出
与金盒子相关的描述，并进行分类：哪些是叙事的，哪些是
抒情的；哪些是写高兴的事情的，哪些是写哀伤的事情的；
哪些是记实，哪些是回忆。进而，理解金盒子在文中主要起
的作用。

4．在仔细体味的基础上，找出最令你感动的句子，思考被感
动的原因，分析语言的表达效果。



重点：

1．学习“金线串珠”的写作手法。

2．品味质朴平淡而感情至深的语言。

难点：

对文章的主题的深入理解

本文对骨肉亲情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写了兄妹情，又写了
姐弟情，还写了父女、母女情；既写了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
之间乐融融的亲情，又写了遭受巨大不幸时的悲痛。文章前
半部分主要写兄妹情，后半部分主要写姐弟情。“我”由于
身份的变化而有不同的经历和情绪。而这一切都与金盒子密
切相关。对父女情母女情的描述贯穿始终，与兄妹情、姐弟
情相交织，使家庭亲情表现得更为浓烈、深厚。

教学过程：

1.先浏览一遍，只求粗知，不求甚解。这一遍浏览还应当疏
通字句，解决词语障碍。

2.再读一遍，了解故事的梗概，把握文章的基本内容，知道
作者在文中写了哪几件事。

这一遍阅读时，教师应当督促学生圈点批注，在文章字里行
间做记号，注明所发生的事件或关键句子。

3.读第三遍时，注意文中的几件事是怎样贯穿起来的。找出
与金盒子相关的描述，并进行分类：哪些是叙事的，哪些是
抒情的；哪些是写高兴的事情的，哪些是写哀伤的事情的；
哪些是记实，哪些是回忆。进而理解金盒子在文中主要起的
作用。



4.在全班进行交流阅读的成果，讨论明确以上过程中布置的
的思考题。

明确：“金盒子”在文章中，不仅是叙事的线索，而且还是
抒情的依托。年幼时，金盒子是“我”和哥哥的宝物，是乐
趣的所在，是不可分离的“良伴”，还是“我”与弟弟争抢的
“玩具”。哥哥、弟弟去世之后，金盒子里装载着太多的回
忆和思念。它“不仅是一种纪念，而且是骨肉情爱之所系”。
它由“寂寞中的良伴”，变成“逗人伤感的东西”。“我”
可以对它倾吐满心的忧伤委屈，可以捧着它“尽情一哭”。
随着人事的突然变化，“我”对金盒子的感情也波澜起伏。
睹物思人，百感交集；痛悼之心，与日俱增。金盒子的故事，
见证了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架构了一篇催人泪下的美文。

5.在仔细体味的基础上，请学生找出最令自己感动的句子，
思考被感动的原因，分析语言的表达效果，在全班交流。教
师应当尊重学生个人情感的体验，倾听学生发言，及时激励
评价，对体会深入、有质量的发言要大力表扬。

手段：

反复默读与讨论相结合

设计思想：

新课标指出：“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
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
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
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
验和理解。”

板书设计：

扩展资料



琦君简介

琦君，19出生，现当代女作家。原名潘希真。浙江永嘉
人。14岁就读于教会中学。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师
从词学家夏承焘。1949年赴台湾，在司法部门工作了26年，
并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定居美国。
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而她现在已成散文大家。
她的名字总是与台湾散文连在一起。

琦君出版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包括
《烟愁》、《细纱灯》（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三更有梦
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
《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
《琦君寄小读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伤》
以及《琦君自选集》等。她是著名电视连续剧《橘子红了》
的作者。

琦君的散文

琦君的散文是一个情感的世界。8岁时她就因姨娘的突然来临，
哥哥的死，妈妈的泪眼……幼小的心灵里已感染了人世的哀
愁。母爱是一片辽阔的星空，闪烁着永不熄灭的星光；师情
是润物无声的春风雨露，滋润着精神的绿洲。母亲的发髻蕴
意着心灵的奥秘，是一个东方女性慈善美德的生命情怀的流
程。启蒙师、梁老师以及恩师夏承焘三十载教诲之恩……一
种人生相思离别，春恨秋怀，比兴寄托，感人情怀。

温州故乡的风物，渲染着千秋不褪的墨色，风月中展示着永
恒的思念。品味着故乡的杨梅滴着紫红的汁液，喝着透人胆
魄的.“八宝酒”，飘荡着思乡的醇厚酒味；吃着阵阵清香的
灰汤粽，浮现出母亲勤劳的倩影；看着映着雪地的红灯笼，
烘托着春节的欢乐；步入乡间绿野的平畴，环绕着一湾蔚蓝
的溪流；跟着策杖闲吟的父亲，散步在麦浪中，背着《千家
诗》……故乡白雪中的红梅，烟雨中的笛声，纷落肩头的桂



花，碧荷丛中的游船……啊，故乡的一切都是美的风华，爱
的雨露，善的赞歌！故乡的梦，是那么五彩缤纷，开放着百
花的秀媚；故乡的路，是那么弯弯曲曲，路边的小草沾着唐
风宋韵的苍苔露珠；故乡的情，是那么魂牵梦萦，绕绕缠缠
到天涯……长逝无回的生命流程，宛如滚滚向前的瓯江浪涛，
逝者如斯夫。追忆往昔乡恋的情怀，成为精神大树的根须，
吮汲着故乡文化精神的营养，永远挺拔葱郁。这不仅仅是个
人情感天地中的回旋，而是提升了一个时代乃至人类乡愁内
心深处的忧愁，写出了人间无常、悲苦乡恋的真挚之情。

琦君正是把迷惘的乡愁，悲哀的愁绪化为灵情慧性的美，以
中国古典词学境界，表达东方人性人情人道的丰富伦理情感，
蕴意着深厚的瓯越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清雅疏淡、意味深
醇的人文艺术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的艺术魅力。琦君
的散文给我们凭添了一分家乡山水田园的文化灵气，开拓了
一片充满诗性宇宙的极美风景！温州山水清华，秋雨送情，
望着苍翠的云溪树木，听着溪流潺潺，琦君的散文激起我无
限的情思：云溪涌天水，琦玉蕴清辉。

盒子教案中班篇十

1、喜欢和老师、同伴一起看看、猜猜、讲讲各种有趣的盒子，
乐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经验。

2、初步感知探索盒子和盒中物品的关系，尝试用各种方法打
开盒子。

大盒子三个、各种小盒子等。

一、导入——引起活动的兴趣

二、看看猜猜盒子

1、猜猜第一个盒子——盒子和物品的匹配“大盒子、大盒子，



真有趣，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找
找里面的小秘密”

盒子里面是什么？原来是——玩具盒、电吹风盒和领带盒

小结：盒子能帮助我们把需要的各种东西都整理好。

这些盒子是什么形状的？方形的盒子、圆形的盒子、心形的
盒子

哪个盒子里放了东西？你能猜出来吗？有什么好办法知道

小结：盒子有各种形状，真有趣！

3、猜猜第三个盒子——尝试打开盒子的.各种方法

l尝试打开小盒子；

l小结

三个打开的方式：翻盖；锁扣；插盖。

三、分享和延伸

这些装糖果的盒子叫糖果盒，你们还看见过什么盒子呢？
（铅笔盒、玩具盒、工具盒、肥皂盒、饼干盒、眼镜盒等）
聪明的宝宝再找一找，家里还有什么盒子，发现的来告诉老
师和小朋友。小班科学活动：大盒子、小盒子真有趣。

盒子教案中班篇十一

盒子是生活中到处都能看到的物品，他们对此有丰富的感性
经验。盒子中蕴藏着“大小”“形状”“高低”“功能”等
方面的信息，有很大的教育价值。让幼儿试着整理盒子，对



于培养幼儿良好的整理物品的习惯以及发展幼儿空间概念有
很大帮助，于是让幼儿学会合理整理盒子的设想就浮现出来。

1、观察、比较盒子的大小、形状和用途，尝试大胆表达。

2、整理各种大小不同的盒子，初步感受空间利用与合理摆放
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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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重点：整理各种大小不同的盒子，初步感受空间利用与合理
摆放是有关系的。

难点：两人合作整理盒子，大胆表述自己的操作。

1、各种大小不同的盒子若干、5个相同大小的鞋盒及鞋盒盖；

2、教师自制从大到小的套盒一套；

一、说“盒子”

1、找一个盒子，与大家说说：“你的盒子是什么样子的，里
面是装什么的？”

2、师小结：“这么多盒子宝宝，他们形状、大小都不同，里
面装的东西也不一样，有的盒子是专门装好吃的东西的，有
的盒子是放有用的东西的。”

3、送盒子宝宝回家：

师：看看你手里的盒子宝宝是装吃的'还是装用的，把它们送



回家。

二、猜“盒子”

1、师：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个盒子，猜猜看，哪个盒子里的小
盒子最多？为什么？

2、集体验证：看一看，数一数，哪个盒子里的盒子最多？

3、讨论：为什么看起来有的多有的少，其实却是一样多的呢？

4、小结：堆的高的看起来多，堆的整齐的看起来少。如果我
们能整齐摆放，大盒子就能放更多的小盒子。

三、装“盒子”

1、师：我们也来试一试，把小盒子放进大盒子里，看哪组放
的小盒子最多

2、幼儿探索操作：5人一组，看哪组动作最快，放的小盒子
又多。

4、2人一组再次操作。

5、小结：除了整齐摆放，我们还可以把大盒子放在下面，或
者把盒子竖起来，把盒子靠紧，也可以在盒子里放盒子，都
能让盒子看起来更少，让空间变得更大。

6、（出示盒盖）这是什么？试试你们的盒子，盖得上吗？好
像都不能。现在我们要重新放盒子，用我们刚才学到的好方
法来放，最后把盖子盖得平平整整，里面的盒子不能破坏。

7、幼儿重新整理盒子，将盒盖盖好。

1、运用盒子进行创意建构并探索新的玩法。



2、协助班级整理盒子。

幼儿通过有趣的盒子,深入积累了相关的生活经验,在活动中,
了解了整理物品的一些方法.整节活动按设计环节流畅进行,
目标基本完成.

活动中,孩子们对盒子非常感兴趣,提问后,能够大胆的发言,
把自己的经验和同伴快乐的分享,在猜盒子环节,幼儿充分发
挥自己的想象力,动脑筋回答的很热闹.

活动中出现的问题：

1.说盒子环节:占有时间有点常,到教师总结时,孩子们有些乱
了.

2.活动中有一两位小朋友性格内向,没有积极的参与到活动中
来,我没有很好的关注这些孩子,今后要特别关注这些性格内
向的孩子,在提问,举例环节要主动提问不爱举手的孩子,让大
家都感受到活动带给每一位孩子的快乐.

盒子教案中班篇十二

1、观察、比较盒子的大小、形状和用途，尝试大胆表达。

2、整理各种大小不同的盒子，初步感受空间利用与合理摆放
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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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盒子教案中班篇十三

1．出示盒子：这是什么？这些盒子叫什么名字？它们是什么
样子的？

2．幼儿分组观察讨论。

3．师幼小结。

4．幼儿操作讲述，比较盒子的不同。

5．教师小结：盒子有大，有小；有正方体，有长方体；有木
头制成的，有硬板纸做的，有塑料做的……种类繁多。将盒
子分类（以组为单位，先讨论，再分类。按一个共同特征分
类）

二、按盒子的一个共同特征分类

你们按什么来分的？还会怎么分？

三、运用盒子开展游戏，增强环保意识

1．做装饰品：小动物头饰、家用电器、机器人，玩游戏。

2．游戏：要求双脚夹紧盒子往前跳，双手同时也搬运盒子。

盒子教案中班篇十四

1、提问

师：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吗？

幼：盒子



师：是的，这些盒子是装衣服用的，是衫衣盒子。

这些衫衣盒子想和我们小朋友玩游戏，看看哪个小朋友能想
出更多好玩的办法来，好吗？

2、幼儿自由玩

（1）教师在幼儿活动中观察幼儿的玩法，抓住一些新颖的玩
法，让全体幼儿跟着学做。

（2）教师提醒幼儿除了一个人玩，还可以和同伴一起玩，让
幼儿想出更多的玩法，初步尝试同伴合作的愉快。

3、交待要求，幼儿进行场境设置。

二、游戏

集队，分四组。

师：商店的售货员阿姨想请我们小朋友帮她进货，你们愿意
吗？

在进货的路上，我们会沿着阶梯上山，再过一座独木桥，还
要越过一条小河，才能到进货的地方。每组选出一位队长，
先商量一下，然后用小朋友手里的盒子把进货的路用摆出来，
看哪组摆得又快又好。

在幼儿摆放的过程中，教师重点指导摆放的方法，在教师的
引导下，让幼儿自己摆出正确的路。在摆放不合理的情况下，
让幼儿自己改过。讲评时重点指出一组，在修改合理后，提
示其余三组幼儿参考这一组的摆法，达到路线统一。

4、交待游戏要求，有秩序地进行游戏。

引导幼儿说出留两个盒子踩在脚底下过河。



到了进货的地方，拿了衣服从旁边返回，把盒子交给第二个
小朋友。

5、针对每组完成情况进行简单点评，检查幼儿的活动量，在
放松运动中结束活动。

盒子教案中班篇十五

盒子是幼儿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他们对此有丰富的感性经验。
盒子又蕴藏着“大小”“高低”“功能”等多方面的信息，
有很大的教育价值。整理大小不一的盒子对于培养幼儿良好
的整理物品的习惯，发展幼儿的空间概念都有很大的帮助。

盒子教案中班篇十六

幼儿通过,深入积累了相关的生活经验,在活动中,了解了整理
物品的一些方法.整节活动按设计环节流畅进行,目标基本完
成.

活动中,孩子们对盒子非常感兴趣,提问后,能够大胆的发言,
把自己的经验和同伴快乐的分享,在猜盒子环节,幼儿充分发
挥自己的想象力,动脑筋回答的很热闹.

活动中出现的问题：

1.说盒子环节:占有时间有点常,到教师总结时,孩子们有些乱
了.

2.活动中有一两位小朋友性格内向,没有积极的参与到活动中
来,我没有很好的关注这些孩子,今后要特别关注这些性格内
向的孩子,在提问,举例环节要主动提问不爱举手的孩子,让大
家都感受到活动带给每一位孩子的快乐.



盒子教案中班篇十七

一、说“盒子”

1、找一个盒子，与大家说说：“你的盒子是什么样子的，里
面是装什么的？”

2、师小结：“这么多盒子宝宝，他们形状、大小都不同，里
面装的东西也不一样，有的盒子是专门装好吃的东西的，有
的盒子是放有用的东西的。”

3、送盒子宝宝回家：

师：看看你手里的盒子宝宝是装吃的还是装用的，把它们送
回家。

二、猜“盒子”

1、师：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个盒子，猜猜看，哪个盒子里的小
盒子最多？为什么？

2、集体验证：看一看，数一数，哪个盒子里的盒子最多？

3、讨论：为什么看起来有的多有的少，其实却是一样多的呢？

4、小结：堆的高的看起来多，堆的整齐的看起来少。如果我
们能整齐摆放，大盒子就能放更多的小盒子。

三、装“盒子”

1、师：我们也来试一试，把小盒子放进大盒子里，看哪组放
的小盒子最多

2、幼儿探索操作：5人一组，看哪组动作最快，放的小盒子



又多。

4、2人一组再次操作。

5、小结：除了整齐摆放，我们还可以把大盒子放在下面，或
者把盒子竖起来，把盒子靠紧，也可以在盒子里放盒子，都
能让盒子看起来更少，让空间变得更大。

6、（出示盒盖）这是什么？试试你们的盒子，盖得上吗？好
像都不能。现在我们要重新放盒子，用我们刚才学到的好方
法来放，最后把盖子盖得平平整整，里面的盒子不能破坏。

7、幼儿重新整理盒子，将盒盖盖好。

盒子教案中班篇十八

1、纵观整个活动，感觉过程轻松、自然、和谐，幼儿在动手
操作活动中，体验了成功的快乐，获得了有关分类、语言、
科学等综合能力的发展。

2、透过孩子们在活动中的表现，我们得到这样的启迪：

（1）简单、操作性强的材料，有利于幼儿活动的开展，有利
于幼儿的探索和创造。

（2）只有当幼儿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与想法来使用材料时，
他们才能全身心投入活动之中，才能充分体现活动的多样性、
灵活性和创造性。

小百科：盒子是指可盛放物体的东西,多为方形且有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