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数学量一量教案反思(大全8篇)
小学教案是教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有利于教师清晰地
传递知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在阅读这些大班教案
范文时，大家可以思考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
的改编和创新。

中班数学量一量教案反思篇一

1、学习用目测和自然测量的方法，识别物体的长、宽、高。

2、激发幼儿进行测量活动的兴趣。

3、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4、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判断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幼儿人手1只空纸盒、1把自制多用尺(见图7―12)。图7―12
自制多用尺

1、教师介绍

(1)教师以空纸盒、桌子、教室为直观演示教具，让幼儿分别
感知它们的长、宽、高。

(2)用什么方法能知道它们的长、宽、高?

在幼儿议论后教师归纳：用测量的方法。

目测法：用自己的眼睛看，可大致比较，但不精确。

测量法：用尺子来量一量。



幼儿人手一把多用尺，教师提醒幼儿数一下，多用尺上有几
个小格子，幼儿数后发现多用尺由10个彩色小方格组成：红
一黄一蓝一绿一橙五色相间。教师再提示幼儿，这把多用尺
可用来量物体的长、宽、高。

2、演示

(1)教师用钢卷尺或木尺量桌子的'长、宽、高。

(2)个别幼儿用多用尺量空纸盒的长、宽、高，说出长、宽、
高分别是几个小方格。

3、操作

(1)幼儿用各自的多用尺测量空纸盒，分别量出空纸盒的长、
宽、高各是几个小方格，并记录在纸上。

(2)幼儿合作用多用尺测量小桌子，量小桌子的长、宽、高是
几尺(10个小格为1尺)或几尺零几个小方格，并记录在纸上。

(3)幼儿尝试进行自然测量，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1、启发幼儿在使用多用尺测量时，可以1个小方格作单位，
也可以1尺作单位(10个小方格为1尺)。量同样长的物体，单
位小，测量的数大;单位大，测量的数小。例如，空纸盒的长
可以说是2尺长，也可以说是20个小方格长。

2、可再让幼儿想想，除了用多用尺测量外，还可以用什么作
为度量工具?(小棍、绳子、筷子、脚步、手等)

中班数学量一量教案反思篇二

1、初步了解和学习直尺的使用方法。



2、欣赏各种尺子(直尺、三角尺、卷尺等)，了解其不同的作
用。

3、萌发对测量的兴趣。

4、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1、与幼儿人数相等的各种尺子(直尺、三角尺、卷尺等)

2、测量的表格、笔和纸盒

一、提问引发思考

师：教师里面的桌子、椅子、黑板，你们知道他们有多宽有
多长么?

师：那如果我想知道他们的有多长有多宽，谁可以帮助我
呢?(幼：尺子)

师：现在请你观察一下尺子上有什么?尺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尺子呢?

教师小结：尺子上面有数字、有刻度，是一格一格的;尺子是
能够用来测量物体长度的工具。

二、演示和操作

师：请你们拿出自己准备好的尺子，现在请你来数一数直尺
上面的`小格子(就是刻度)，数完以后请你尝试测量一下铅笔
盒的长度。量出请闭合的长是几个小格子，宽是几个小格子，
并把你量出来的结果记录在纸上。

师：现在你已经量好了，我请几个小朋友来告诉我你的测量



结果?

教师小结：测量时尺子和被测量的物体起点要对齐，要及时
做记号，继续测量。要记住原来量了多少格，然后把你几次
测量的数据加在一起，最后结果就是物体的测量长度。

三、幼儿思考，提出问题

师：下面请你们讨论一下为什么小朋友测量的铅笔盒的长和
宽是不一样的呢?(引导幼儿小结：铅笔盒的大小不同，他们
测量出来的结果就不同。)

师：现在你可以用你的尺子，和刚刚老师教你们的那种方法
去测量别的物体了。

四、问题迁移，欣赏各种尺(直尺、三角尺、卷尺等)，并了
解作用。

中班数学量一量教案反思篇三

幼儿在这个年龄段对数和量的认识是很敏感的，在一次区域
角活动中，我发现孩子们在数学区域中玩的孩子很多，很投
入。于是为孩子们设计了这节课。

1、通过数方块比较面积大小。

2、能数数并写出数字。

3、激发幼儿对数量的兴趣。

4、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5、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按物计量

活动准备

幼儿挂图、幼儿用书

一、出示幼儿挂图观察并提问：

1、从图中你看到了哪些动物?

2、你能告诉看到了哪些动物?

3、它们又在做些什么呢?

三、提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的方法是什么?

四、教师出示实物让幼儿进行判断

五、分组议论

六、个别发言

3、在以后的数学课堂中我们应做到多让幼儿分组讨论，个别
发言以及大胆表现自己的想法。

中班数学量一量教案反思篇四

1.学习用目测和自然测量的方法，识别物体的长、宽、高。

2.激发幼儿进行测量活动的兴趣。

3.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4.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判断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幼儿人手1只空纸盒、1把自制多用尺(见图7―12)。图7―12
自制多用尺

1.教师介绍

(1)教师以空纸盒、桌子、教室为直观演示教具，让幼儿分别
感知它们的长、宽、高。

(2)用什么方法能知道它们的长、宽、高?

在幼儿议论后教师归纳：用测量的方法。

目测法：用自己的眼睛看，可大致比较，但不精确。

测量法：用尺子来量一量。

幼儿人手一把多用尺，教师提醒幼儿数一下，多用尺上有几
个小格子，幼儿数后发现多用尺由10个彩色小方格组成：红
一黄一蓝一绿一橙五色相间。教师再提示幼儿，这把多用尺
可用来量物体的长、宽、高。

2.演示

(1)教师用钢卷尺或木尺量桌子的`长、宽、高。

(2)个别幼儿用多用尺量空纸盒的长、宽、高，说出长、宽、
高分别是几个小方格。

3.操作

(1)幼儿用各自的多用尺测量空纸盒，分别量出空纸盒的长、
宽、高各是几个小方格，并记录在纸上。



(2)幼儿合作用多用尺测量小桌子，量小桌子的长、宽、高是
几尺(10个小格为1尺)或几尺零几个小方格，并记录在纸上。

(3)幼儿尝试进行自然测量，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1.启发幼儿在使用多用尺测量时，可以1个小方格作单位，也
可以1尺作单位(10个小方格为1尺)。量同样长的物体，单位
小，测量的数大;单位大，测量的数小。例如，空纸盒的长可
以说是2尺长，也可以说是20个小方格长。

2.可再让幼儿想想，除了用多用尺测量外，还可以用什么作
为度量工具?(小棍、绳子、筷子、脚步、手等)

中班数学量一量教案反思篇五

1.学习用目测和自然测量的方法，识别物体的长、宽、高。

2.激发幼儿进行测量活动的兴趣。

3.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4.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判断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幼儿人手1只空纸盒、1把自制多用尺(见图7―12)。图7—12
自制多用尺

1.教师介绍

(1)教师以空纸盒、桌子、教室为直观演示教具，让幼儿分别
感知它们的长、宽、高。

(2)用什么方法能知道它们的长、宽、高?



在幼儿议论后教师归纳：用测量的方法。

目测法：用自己的眼睛看，可大致比较，但不精确。

测量法：用尺子来量一量。

幼儿人手一把多用尺，教师提醒幼儿数一下，多用尺上有几
个小格子，幼儿数后发现多用尺由10个彩色小方格组成：红
一黄一蓝一绿一橙五色相间。教师再提示幼儿，这把多用尺
可用来量物体的长、宽、高。

2.演示

(1)教师用钢卷尺或木尺量桌子的长、宽、高。

(2)个别幼儿用多用尺量空纸盒的长、宽、高，说出长、宽、
高分别是几个小方格。

3.操作

(1)幼儿用各自的多用尺测量空纸盒，分别量出空纸盒的长、
宽、高各是几个小方格，并记录在纸上。

(2)幼儿合作用多用尺测量小桌子，量小桌子的长、宽、高是
几尺(10个小格为1尺)或几尺零几个小方格，并记录在纸上。

(3)幼儿尝试进行自然测量，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1.启发幼儿在使用多用尺测量时，可以1个小方格作单位，也
可以1尺作单位(10个小方格为1尺)。量同样长的物体，单位
小，测量的数大;单位大，测量的数小。例如，空纸盒的长可
以说是2尺长，也可以说是20个小方格长。

2.可再让幼儿想想，除了用多用尺测量外，还可以用什么作
为度量工具?(小棍、绳子、筷子、脚步、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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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数学量一量教案反思篇六

1、学习用目测和自然测量的方法，识别物体的长、宽、高。

2、激发幼儿进行测量活动的兴趣。

3、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4、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判断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幼儿人手1只空纸盒、1把自制多用尺（见图7—12）。
图7—12自制多用尺

1、教师介绍

（1）教师以空纸盒、桌子、教室为直观演示教具，让幼儿分
别感知它们的长、宽、高。

（2）用什么方法能知道它们的长、宽、高？

在幼儿议论后教师归纳：用测量的方法。

目测法：用自己的眼睛看，可大致比较，但不精确。

测量法：用尺子来量一量。

幼儿人手一把多用尺，教师提醒幼儿数一下，多用尺上有几
个小格子，幼儿数后发现多用尺由10个彩色小方格组成：红



一黄一蓝一绿一橙五色相间。教师再提示幼儿，这把多用尺
可用来量物体的长、宽、高。

2、演示

（1）教师用钢卷尺或木尺量桌子的长、宽、高。

（2）个别幼儿用多用尺量空纸盒的长、宽、高，说出长、宽、
高分别是几个小方格。

3、操作

（1）幼儿用各自的多用尺测量空纸盒，分别量出空纸盒的长、
宽、高各是几个小方格，并记录在纸上。

（2）幼儿合作用多用尺测量小桌子，量小桌子的长、宽、高
是几尺（10个小格为1尺）或几尺零几个小方格，并记录在纸
上。

（3）幼儿尝试进行自然测量，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中班数学量一量教案反思篇七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幼儿园中班数学教案《量一量》！

活动过程：

一、激发用脚测量的兴趣。

二、幼儿感受用脚测量的乐趣。

（1）请个别幼儿练习跨步测量。

想试一试吗？我请一个小朋友从你的小椅子跨到前面的大椅
子要跨几步？我们可以边跨边数。



（2）请男小朋友练习跨步测量。

现在我请男小朋友从你的小椅子跨到黑板要跨几步？

（3）请女小朋友练习跨步测量。

看，女小朋友也等不及了。我们也来试一下从你的小椅子到
黑板要跨几步呢？

三、引导幼儿初步学习记录的方法。

四、幼儿在情境中练习用脚测量，并进行简单记录。

（1）练习用脚测量，进行简单记录。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动物朋友，看一看有谁呀？小
朋友要去小动物家，还必须有一张邀请卡，就是让小朋友知
道从你的小椅子到小动物家要跨几步，然后到前面的桌子上
找一个相应的数字贴上去。那如果我们要去第二个小动物家，
应该还是从哪儿出发？现在邀请卡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请
你们从椅子底下拿出来。请小朋友看一下，你第一个去谁的
家？第二次呢？好，现在我们开始吧！

（2）通过提问，幼儿得出测量结果。

你去了哪个小动物家？用了几步？谁来说说你到哪个小动物
的家近，到哪个小动物的家远？

五、幼儿自主选择测量的距离，并进行记录。

小朋友，想想看，还可以从哪些别的地方开始吗？谁来试一
试，我们把这个结果也记录下来。现在我们都来尝试一下，
你从哪个地方开始到哪个地方结束，把它量一量、画一画，
并在纸上记录下来。刚才，我们都是在教室里面量的，那现
在我们带着纸和笔去外面量一量、跨一跨吧！



中班数学量一量教案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学习用目测和自然测量的方法，识别物体的长、宽、高。

2.激发幼儿进行测量活动的兴趣。

3.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4.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判断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活动准备：

幼儿人手1只空纸盒、1把自制多用尺(见图7―12)。图7―12
自制多用尺

活动过程：

1.教师介绍

(1)教师以空纸盒、桌子、教室为直观演示教具，让幼儿分别
感知它们的长、宽、高。

(2)用什么方法能知道它们的长、宽、高?

在幼儿议论后教师归纳：用测量的方法。

目测法：用自己的眼睛看，可大致比较，但不精确。

测量法：用尺子来量一量。

幼儿人手一把多用尺，教师提醒幼儿数一下，多用尺上有几



个小格子，幼儿数后发现多用尺由10个彩色小方格组成：红
一黄一蓝一绿一橙五色相间。教师再提示幼儿，这把多用尺
可用来量物体的长、宽、高。

2.演示

(1)教师用钢卷尺或木尺量桌子的长、宽、高。

(2)个别幼儿用多用尺量空纸盒的长、宽、高，说出长、宽、
高分别是几个小方格。

3.操作

(1)幼儿用各自的多用尺测量空纸盒，分别量出空纸盒的长、
宽、高各是几个小方格，并记录在纸上。

(2)幼儿合作用多用尺测量小桌子，量小桌子的长、宽、高是
几尺(10个小格为1尺)或几尺零几个小方格，并记录在纸上。

(3)幼儿尝试进行自然测量，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活动建议：

1.启发幼儿在使用多用尺测量时，可以1个小方格作单位，也
可以1尺作单位(10个小方格为1尺)。量同样长的物体，单位
小，测量的数大;单位大，测量的数小。例如，空纸盒的长可
以说是2尺长，也可以说是20个小方格长。

2.可再让幼儿想想，除了用多用尺测量外，还可以用什么作
为度量工具?(小棍、绳子、筷子、脚步、手等)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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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