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量的比较教案设计意图(大
全8篇)

教师在编写小学教案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引导他们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去。整理了一些经验丰富的
教师们编写的初中教案，供大家学习和借鉴。

大班量的比较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数学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为了达到“学以致用”
的目的，我充分利用教学资源，让幼儿不断体验、感受物体
的轻与重，真正让幼儿感受到数学是来源于生活的。让幼儿
理解物体的轻与重和掌握判断物体轻与重的方法，同时让幼
儿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物体体积不一定重的道理，以及在不
同情况下可采用不同的判断方法。让幼儿在自主探索、合作
交流中，发现和解决问题，获得成功的体验。

1、通过活动让幼儿学习比较轻重的方法，并初步学会记录。

2、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

1、一个布娃娃，苹果、梨、柑橘各一个。

2、每个幼儿一架自制天平称、一个小篮(内装玻璃珠、木珠、
积塑等)、记录纸、笔等。

1、教师出示一个小娃娃和橘子：

请一幼儿上前分辨，并说出方法。

教师小结：刚才这方法叫惦一惦。

2、出示各种玩具、材料，让幼儿分组用各种方法比出它们的



轻重。

教师：你们用什么方法分出它的.轻重?

启发幼儿说出：端一端、提一提、抱一抱的方法比较物体的
轻重。

3、教师出示自制的天平称认识并使用测量。

介绍天平的使用方法

师：老师手里有一个宝贝，它的名字叫天平，它有一个神奇
的本领，可以测量出哪个轻哪个重。

教师操作：教师在天平称一头放木珠，一头放玻璃珠，请幼
儿观察，哪边重哪边轻。

师小结：玻璃珠重，木珠轻，重的一凸下去，轻的一头翘起
来。(学习词汇：垂、翘)

4、幼儿分组操作

5、师幼一同验证结果

师：你们都测量好了吗?我们一起在来看看你们都猜测量的都
对不对。对的表扬，不对的纠正在哪里环节出错。学会了这
个本领在家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
测量。

以前，孩子们总认为的物体就重小的物体就轻。他们是从外
在感官上去判断物体的轻重，却不知物体的轻重可以测量。
所以我设计的这节课以幼儿操作为主探索比较物体轻重的方
法。

开始活动时，我出示两个一样小的鸡蛋娃娃。其中一个是蛋



壳做的。当提出哪个重时有的孩子立刻答出一样重，因为他
认为两个鸡蛋一样所以一样重。我把两个鸡蛋放在孩子们的
手中，让他们感受了一下，他们体验到了用蛋壳做的轻，实
蛋重。我告诉他们这种方法叫掂掂法。

给孩子们分组，发放物体。让他们讨论比较物体轻重的方法。
通过这个活动，他们得出了端一端，提一提，抱一抱等的方
法。通过感官去判断物体的轻重。

天平测量法，告诉孩子们要准确测量物体的轻重还可以用天
平。通过操作发现，(重的一边垂下来，轻的一边翘上去。)
这一发现是重点也是难点。他们不知道天平的原理，对重的
垂下来轻的翘上去这一现象的感知比较模糊。所以在后来通
过看图判断谁重谁轻的活动时有的幼儿出现了错误。

大班量的比较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1.认识天平，学习使用天平，用科学的方法测量物体的轻重。

2.学习按物体的轻重给三个或四个物体排序，感知理解序列
之间的关系。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比较的物品若干对

一、请幼儿选择3种(或4种)瓜果，运用已有经验比较轻重。

1.这些瓜果一样重吗?怎么辨别轻重?

2.引导幼儿用手分别去掂各个瓜果的份量，然后再记录



表“用手掂”一栏中，按物体的轻重用数字进行排列。(引导
幼儿知道物品的轻重是相对的，学习尝试按物体的轻重给三
个物体排序)

二、教师设疑：有的瓜轻重差别很小，很难用手掂出来，怎
么办?(出示两个重量相近的瓜)

提问：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这两个瓜哪个重，哪个轻呢?

三、认识并使用测量工具天平。

1.介绍天平的使用方法(准星必须居中，物品应轻拿轻放)和
利用天平判断物体轻重的方法(哪边翘起哪边物品就轻，哪边
下沉哪边物品就重)。

2.猜想：这两个瓜哪个轻?哪个重?

3.用天平测量验证这两个瓜谁轻谁重，初步学习使用天平的
方法。

4.用天平测量验证前一环节中“用手掂”排序三个物体重量
的准确性。

四、游戏“猜猜谁轻谁重”。

出示小相差不多的瓜果，让幼儿猜哪个轻，哪个重，然后用
天平验证。

本次活动以瓜的实物引出，请幼儿先用自己的方式想出比较
的方法，通过用眼睛看、天平秤、用秤重量的方法和用生活
经验脑子想等方式进行，教师在引导中要多用扩展性的话题
引到，到后面有些幼儿又想出了用纸沉下去的程度来进行比
较，方式多变，但有时教师在活动还欠缺，喜欢重复幼儿的
话语，需要不断思。



大班量的比较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1、教会幼儿区别高矮，初步掌握高矮的相对关系。

2、教幼儿一些简单的比较方法，发展幼儿观察、比较、判断
能力。

3、发展幼儿思维的敏捷性、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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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件-数学：3-3比较概念3-4比较概念3-5比较概念

2、日常生活中能比较高矮的实物若干

一、教幼儿区别高矮和一样高

1.课件：3-3比较概念

让幼儿通过观察比较，找出图画物体的不同点：

两栋楼房，一栋楼房高，一栋楼房矮。

两座房子，一座房子高，一座房子矮。

两个厨子，一个厨子高，一个厨子矮。

两个梯子，一个梯子高，一个梯子矮。

2.逐一出示实物，让幼儿比一比，谁高谁矮，还是一样高。

3.请两个小朋友上来比比谁高谁矮，还是一样高，



再请全体幼儿互相比比，谁高谁矮，还是一样高。

4.请幼儿说说自己熟悉的东西中什么是可以比较高矮的。

二、教幼儿一些比较高矮的方法

1.请一高一矮两个小朋友，矮的站在凳子上，

前面用一块布遮住，让幼儿判断，谁高谁矮。

当幼儿发生错觉时，揭开谜底，并告诉幼儿比较高矮时要把
物体放在同一高度

2.课件：3-4比较概念

让幼儿判断物体最高、最矮。

三栋楼，哪栋楼最高?哪栋楼最矮?

三棵树，哪棵树最高?哪棵树最矮?

3.课件：3-5比较概念

看一看图片上有谁?

公鸡，狗，长颈鹿，猫，小鸡。

比一比它们谁最高?谁最矮?

谁比谁高?谁比谁矮?

三、告诉幼儿简单的高矮的相对关系

1.请一高一矮两个小朋友比较，



再让高的小朋友跟老师比较，

让矮的跟更矮的'小朋友比较，

使幼儿知道：高的小朋友跟矮的小朋友比是高的，跟老师比
是矮的，

矮的小朋友跟高的小朋友比是矮的，但跟更矮的小朋友比是
高的。

告诉幼儿单独的某样东西是不能定高矮的，要看它跟什么比
较。

2.请三个小朋友上来，再请一个幼儿为他们从高到矮排队，

并说出谁高谁矮，谁比谁高，谁比谁矮。

四、幼儿实践操作

请每个幼儿依次画高矮不同的三棵树(或三栋楼等)。

大班量的比较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1、通过活动让幼儿学习比较轻重的方法，并初步学会记录。

2、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

1、 两个蛋壳小娃娃、一篮玩具、一桶水、一个布娃娃，苹
果、梨、柑橘各一个。

2、 每个幼儿一架自制天平称、一个小篮（内装玻璃珠、木
珠、积塑等）、记录纸、笔等。

1、教师出示两个蛋壳小娃娃：“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



两个小娃娃，它们是用什么做的？（蛋）这两个小娃娃，一
个是用蛋做的，一个是用蛋壳做的。

请小朋友想办法分辨出哪一个是蛋？”

请一幼儿上前分辨，并说出方法。

教师小结：“刚才这方法叫惦一惦。”

2、出示各种玩具、材料，让幼儿分组用各种方法比出它们的
轻重。

教师：“你们用什么方法分出它的轻重？”

启发幼儿说出：端一端、提一提、抱一抱的方法比较物体的
轻重。

3、教师出示自制的天平称：“要想准确比较物体的轻重还可
以用称一称的.方法。”教师在天平称一头放木珠，一头放玻
璃珠，请幼儿观察，哪边重，哪边轻。

师小结：“玻璃珠重，木珠轻，重的一头垂下去，轻的一头
翘起来。”（学习词汇：垂、翘）4、分组操作活动—比较两
种物体轻重。

（1）请幼儿从篮子里拿两样东西比轻重。

（2）请幼儿与同伴交流操作结果。

5、教师出示三种水果：“老师这儿有三个水果，苹果、梨，
柑橘它们谁重、谁轻？”请一名幼儿用教师的天平称，共同
得出结论后，教师在黑板的记录纸上示范记录结果。

（学习词语：不轻不重）6、幼儿第二次分组操作活动—比较
三种物体的轻重。



（1）请幼儿从小篮子里拿三样东西比轻重。

（2）请幼儿记录操作结果。

大班量的比较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本次活动以瓜的实物引出，请幼儿先用自己的方式想出比较
的方法，通过用眼睛看、天平秤、用秤重量的方法和用生活
经验脑子想等方式进行，教师在引导中要多用扩展性的话题
引到，到后面有些幼儿又想出了用纸沉下去的程度来进行比
较，方式多变，但有时教师在活动还欠缺，喜欢重复幼儿的
话语，需要不断反思。

大班量的比较教案设计意图篇六

1．认识天平，学习使用天平，用科学的方法测量物体的轻重。

2．学习按物体的轻重给三个或四个物体排序，感知理解序列
之间的关系。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大班量的比较教案设计意图篇七

1、学习用数图形的方法,测量面积,比较面积大小。

2、培养幼儿主动探索、尝试的精神,发挥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3、培养幼儿耐心、细致的品质。



4、了解数字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初步理解数字与人们生活
的关系。

5、积极参与数学活动，体验数学活动中的乐趣。

1、画有坐标点和花园的作业纸每人两份;铅笔、橡皮每人一
份2、正方形图形若干;小动物若干教学过程：

一、引出课题小朋友,你们看,这是谁?(出示小猪)小猪在这块
土地上建造了一个大花园,(出示花园)老师要来做回设计师,
帮小猪把这个花园打扮的漂亮一些。

1、小朋友点数正方形(默数)

2、师幼齐数(老师一个个拿下来数)

3、小结:用什么方法不容易出错小结:这个花园有18个正方形
合起来那么大。

1、幼儿尝试。通过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得出花园的面积有多
大?并把结果记录在()里。

2、讨论、交流a你算的花园有多大?你用什么好办法知道的?

b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不容易出错?

c你觉得谁的办法最好?(做标记、标数字)3、再次尝试:用一
边数一边做记号或标数字的方法,准确得出花园的大小。

4、总结:原来他们的花园虽然形状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大小都
一样。

1、说说两个花园与刚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多了三
角形)



2、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分别数出正方形的个数和三角形的
个数填在相应的()里

3、幼儿猜测谁的面积大

4、教师验证结果。老师将正方形和三角形拿下来,放成上下
两排做对比,得出小公鸡的花园要比小兔的花园大。

五、幼儿练习(引导幼儿算出正方形和三角形个数都不一样的
花园面积)小公鸡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可不服气了,它又悄悄地
在自己的花园上加了两个三角形,它想:小兔只比我多了一个
正方形,现在我比你多两个三角形,这回我的花园肯定比小白
兔的大了!小朋友,小公鸡的花园真的比小白兔的大吗?请你们
赶紧仔细想一想。

1、幼儿回坐位操作练习后猜测大小

2、教师引导得出结论(引导幼儿得出两个三角形的大小等于
一个正方形的大小)3、给小兔也加上一个五角星。

今天的活动主要是引导孩子认识“〉”和“〈”，能准确区分
“〉”符号和“〈”符号。整个活动的层次比较清晰，孩子
通过观察、比较认识了“〉”和“〈”，通过老师的引导以
及操作的过程，大部分孩子能正确区分符号，并能准确的在
两个数字中选择符号，虽然孩子能进行区分，但在表达上有
些孩子会出现读错现象，主要是对符号的认识还不够，我将
在区域活动中进行个别辅导及帮助，让孩子在正确区分的基
础上并能掌握正确的读法。

大班量的比较教案设计意图篇八

1、学习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轻重。

2、知道物体的小与轻重不一定成正比。



学习用天平测量物体的重量。

操作发现物体的小与轻重不一定成正比

纸盒、天平、积木、玻璃球、棉花等物品。

1、幼儿用自己的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

(1)、这些物体是一样重吗?(鼓励幼儿用自己的方法去比较)

用手去掂分量或其他方法。

(2)、助幼儿发现物体的轻重是相对的。有的物体的轻重差别
很小，很难用手掂出。

2、介绍测量工具天平。

(1)、幼儿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轻重。

猜猜这两样东西哪个重哪个轻?

3、选择体积相同质地不同的物品比轻重，理解物体小与轻重
不成正比。

(1)、出示小不同的盒子比轻重。

(2)、幼儿自由比比其他一些物体。

4、收拾整理物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