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数学加减法教学反思(精选5篇)
在一分钟内，我们可以回顾过去、思考现在、规划未来。一
分钟内，我们要避免冗长和重复的内容。接下来是一些关于
如何在一分钟内进行自我反思，发现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的
建议，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大班数学加减法教学反思篇一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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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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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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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学习在合作中做事。

活动准备：



一盘花生，每组三个盘子，记录纸、笔、四列小火车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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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数学加减法教学反思篇二

教育理念:应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向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
活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



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
广泛的数学活动的经验。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
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

活动目标：

1．在游戏活动中归纳、总结、学习3、4的组成，知道把3分
成两份有2种份法，知道把4分成两份有3种份法。

2．在操作活动中不断探索数的多种分法，并学会记录。懂得
交换两个部分数的位置合起来总数不变。

3．在游戏中学习3、4的组成，发展动手能力及观察思维能力。

活动准备：

荷叶与蜻蜓的图片若干，黑板、糖果。

活动过程：

1．创设情境，引起幼儿兴趣。游戏：分蜻蜓。

2．初步探索3的组成。

（1）出示3只蜻蜓的图片请小朋友动动脑把它们分成两份、
提问幼儿。（2）老师小结：3分成两份有2种分法，3可以分
成1和2，2和，1和2；2和1合起来都是3、让幼儿指读加深映
象。

3．初步探索4的组成。

（1）出示4片荷叶的图片请小朋友动动脑把它们分成两份

（2）让幼儿把荷叶分成两份你们会怎么分？有几种分法？



（3）老师写出4的分合式：4分成1和3，还有3和1这两组数都
有一个相同的`数字几？它们的数字相同，但是它们的位置不
同，只要知道了一种分法后，将两个部分数的位置交换一下，
就是另一种分法，左边的数后面一个数比前面一个数多1，右
边的数后面一个数比前面一个数少1，左右两边的数合起来都
是4。

（4）老师小结：4分成两份有三种分法，4可以分成1和3，3
和1，还有2和2，1和3，3和1，还有2和2它们合起来都是4。

4．幼儿操作练习，巩固游戏----“分糖果”：3的组成3颗糖
分成2份，4的组成4颗糖分成2份。

5．集体讲评幼儿操作练习，进一步巩固3、4的组成。

活动反思：教学不能只光教学当下的知识点，更要为以后的
教学服务，好的方面是准备充分课堂氛围比较好幼儿积极性
高，不足的方面是幼儿造作较少应让幼儿多动手多探索。

大班数学加减法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通过实物操作。学习3的分解组成，了解互换规
律。

2、培养幼儿的理解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引导幼儿理解相邻数的关系。

活动准备：



每个幼儿1个小盒子、2个小口袋、3个苹果图。

活动过程：

（一）3的分解。

1、以讲故事的形式引题。

（让幼儿边数边回答）

2、师：我们的爸爸妈妈工作辛苦了一天了，让我们把它放
到2个口袋里带回家让他们尝一尝好吗？幼儿回答。

师：现在让我们看看每个口袋里能分几个？（让幼儿自己动
手）

3、引导幼儿说出自己是怎样分苹果的。并引导幼儿理解3可
以分解成2和1，1和2。

（二）学习3的减法。

1、教师请一位小朋友让他说说把果园叔叔给我们的3个苹果。
其中一袋给爸爸，那妈妈的那一袋应该是几个？（让幼儿动
手操作、数一数、说一说。）

2、引导幼儿根据分解式，学习3的减法算式。

（3可以分成1和2，2和1，3—1=2，3可以分成2和1，1
和2，3—2=1）3、引导幼儿根据教师的故事进行操作。

（三）学习3的加法。

1、师：爸爸妈妈是爱我们的.，爸爸的苹果和妈妈的苹果又
放回了盒子里。宝宝们你们摸一摸现在的盒子里有几个苹果？
（让幼儿动手操作、数一数、说一说。）



2、学习3的组成，让小朋友知道3是由1和2或2和1组
成。1+2=3，2+1=33、引导幼儿根据教师的故事进行操作。

（四）巩固练习（老师和小朋友互动）小朋友问问你，3可以
分成几和几？

老师，我告诉您，3可以分成1和2，1和2合起来是3。

3、可以分成2和1，2和1合起来就是3。

教学反思：

学习《3以内的分解与组成》是让学生理解分与合的重要思想，
是认识客观世界常用的方法。让孩子在操作中认识数的组成，
体验分与合，所有的例题和练习都是先把若干个实物分成两
部分，再把分实物抽象成分解数，从数的分解体会数的组成。
孩子通过这样的活动，不断体会分与合，感受分与合既是不
同的，又是有联系的，从做题的角度来看，孩子都会这类型
的题目了。

大班数学加减法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设计背景

新《纲要》中关于数学领域的目标定义为“能从生活和游戏
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所以
我和幼儿互动。让幼儿在游戏中学到新的知识。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通过实物操作。学习3的分解组成，了解互换规
律。

2、培养幼儿的理解能力。



3、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4、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教学重点、难点

引导幼儿理解相邻数的关系。

活动准备

每个幼儿1个小盒子、2个小口袋、3个苹果图。

活动过程

（一）3的分解。

1、以讲故事的形式引题。

（让幼儿边数边回答）

2、教师：我们的爸爸妈妈工作辛苦了一天了，让我们把它放
到2个口袋里带回家让他们尝一尝好吗？幼儿回答。

教师：现在让我们看看每个口袋里能分几个？（让幼儿自己
动手）

3、引导幼儿说出自己是怎样分苹果的。并引导幼儿理解3可
以分解成2和1，1和2。

（二）学习3的减法。

1、教师请一位小朋友让他说说把果园叔叔给我们的3个苹果。
其中一袋给爸爸，那妈妈的那一袋应该是几个？（让幼儿动



手操作、数一数、说一说）

2、引导幼儿根据分解式，学习3的减法算式。

（3可以分成1和2，2和1，3—1=2，3可以分成2和1，1
和2，3—2=1）

3、引导幼儿根据教师的故事进行操作。

（三）学习3的加法。

1、教师：爸爸妈妈是爱我们的，爸爸的苹果和妈妈的苹果又
放回了盒子里。宝宝们你们摸一摸现在的盒子里有几个苹果？
（让幼儿动手操作、数一数、说一说）

2、学习3的组成，让小朋友知道3是由1和2或2和1组
成。1+2=3，2+1=3

3、引导幼儿根据教师的故事进行操作。

（四）巩固练习（老师和小朋友互动）

儿歌：3的分解组成

小朋友问问你，

3可以分成几和几？

老师，我告诉您，

3可以分成1和2，

1和2合起来是3。

3可以分成2和1，



2和1合起来就是3。

教学反思

这节课我根据幼儿的思维特点和学习规律，在轻松的游戏中，
帮助幼儿通过充分的实物操作、建立和理解数及符号的意义，
真正地掌握数的.概念由此得出。活动中我选用了小盒子、苹
果图和小口袋都是幼儿平常熟悉、喜欢玩的物品，既能让幼
儿在活动中锻炼手部小肌肉的灵活性，又能把数学中数物的
匹配练习融入其中，使数学活动更具有情趣性。有趣的游戏
激发了幼儿参与活动的愿望和操作乐趣。

在活动中我是介绍者和参与者，是幼儿的游戏伙伴。当幼儿
活动中出现困难时，我有点急，反复的告诉幼儿。这时幼儿
就显得没有信心了。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应适时的加以引导、
鼓励，倾听幼儿的讨论与表述。

老师都应该有一颗宽容的心，当我们在面向全体幼儿的同时，
特别注意个体差异，尤其在材料投放上，要充分考虑不同幼
儿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

大班数学加减法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正确感知10以内物体的数量，探索、发现自然数列的等差
关系。

2、学习用语言表述“x比x多1，x比x少1”。

3、发展观察、辨别、归案的能力。

4、积极参与数学活动，体验数学活动中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可以挂在幼儿胸前的卡片若干，卡片正面分别画有1-10个
实物，反面标有相应的数字，每种数字的卡片数量相等。

2、多媒体音乐3、教学ppt。

活动过程：

1、小朋友好（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小朋友，谁能告诉我他
是谁？（出示爸爸去哪儿中村长的扮演者李锐）。

2、原来是村长呀，他来干什么呢？我来问问。哦，原来他想
邀请我们班小朋友去参加《爸爸去哪儿》的节目啊，你们高
兴吗？（高兴）。那我们一起出发吧，闭上眼睛。

3、出示ppt，进行讲解。

小朋友玩的开心吗？我们休息吧。

活动反思：

10以内数的大小比较，学生在幼儿园已有初步的接触，接受
起来不是很困难。但学生大多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此，
教学的重点就要落在“为什么是这样的”，要让学生通过观
察、思考、动手操作，弄清比较大小的方法，真正会比较数
的大小。另外，大于号、小于号的运用也是个难点，学生容
易混淆，所以要采用学生乐于接受的儿歌形式教学，便于学
生记忆，从而降低难度，正确应用。另外，在练习中，我设
计了这样一个题目：

（1）按大小排队。（学生可以用数字卡片自己摆摆看，再交
流）



（2）谁最大？谁最小？你能选出其中两个数比大小吗？（每
个学生用“”“”摆一摆）看谁想的多！再上台汇报。

这一设计，是在学生已认识了1-10各数及大于、小于、等于
的基础上安排的一个开放性练习。在这样的题目中，学生既
可以得到基础性的训练，又可以开阔思路，发散思维，同时
增加了练习的`乐趣，避免了呆板、枯燥的练习。与常规练习
相比，学生更乐于参与这样的游戏练习，效果较好。

并且在课的结束，我还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

下课后请大家观察一下我们的教室，或者回家看一看哪些东
西和哪些东西可以比？谁和谁比？几大于几？几小于几？几
等于几？我们下节课交流，比比看谁找得多！

这样就把简单的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
感受到生活中原来藏有这么多的数学知识，而学好了数学又
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悄悄的播
下了“学好数学大有用处”的种子，也使他们体会到“数学
并不遥远，就在身边”，从而树立起学好数学、用好数学的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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