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大班比较轻重教案(通用8
篇)

教师在编写小学教案时应注重反思教学过程和学生的学习情
况，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策略。以下是一些经过多次实践和
反复修改的高中教案，希望能够对大家的教学有所启发。

幼儿园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一

1、能知道物品具有轻重不同的特征。

2、运用感官比较两个物体的轻重。

书包两只（一只空的.，一只装书），笔，玻璃瓶，铁块，石
头，积木，盘子等实物，作业单若干。

1、运用感官比较轻重。

l出事装书的书包与空书包，请幼儿背一背。

提问：两个书包有什么不同？

结论：空书包轻，装书的书包重。

l幼儿分组操作，感知各种材料的轻重。

从盘中去两个物品，比比是否一样重，什么轻，什么重。

2、幼儿操作练习：该放几个苹果？

l在作业单上画上所缺的苹果。

将操作材料摆放在数学角，巩固幼儿对物体轻重的概念。



幼儿园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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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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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示大小相差不多的瓜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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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不断反思。

幼儿园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三

1、感知物体的轻重，能用多种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正确运用
“轻”、“重”表述物体比较结果。

2、初步理解轻重的相对性，并按物体轻重进行正、逆排序。

3、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4、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经验准备：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已具备对轻重的初步认识。

物质准备：花片、积塑、石头、核桃、积木、幼儿天平人手
一架；排序板，花片、积塑、石头、核桃、积木图片人手一



套记录表幼儿人数一份、示范记录表二份。

1、学习比较两个物体的轻重，能正确运用“轻”、“重”词
汇表述比较的结果。通过师幼互动游戏“抱一抱”，引导幼
儿通过目测比较两个物体的轻重。

（1）师：老师和小朋友，谁重？谁轻？为什么？

（2）学习用“”符号表示物体轻重。

师小结：我们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了老师比小朋友重，小朋友
比老师轻。

2、能用多种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

（1）出示大袋和小袋，引导幼儿通过提一提比较两个物体的
轻重。

师：雷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两个袋子，小朋友猜猜，这两个
袋子哪个轻？哪个重？

小结：看来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准确，这时你可以用手
掂一掂，再判断物体的轻重。

（2）出示苹果和梨，介绍天平，通过工具称一称，比较两个
物体轻重。

师：雷老师还给小朋友带来了苹果和梨，小朋友猜猜，哪个
重，哪个轻？（介绍天平）

小结：比较物体的轻重有很多方法，可以用眼睛看一看，用
手提一提，还可以用工具称一称。

（3）幼儿操作，尝试用多种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



第一组：乒乓球和实心球

第二组：花片和积木

第三组：实心球和绿球

师：

（1）请小朋友比一比它们谁重，谁轻？

（2）你是用什么方法判断的？

3、比较和讨论三个物体轻重，初步理解轻重的相对性。

师：（请出两个小朋友）

（2）为什么一会儿说这个小朋友重，一会儿说它轻？他到底
是重还是轻？

（3）小结：看来这个小朋友是重还是轻要看它和谁比。

4、进行3个物体重量的正、逆排序练习。

师：请小朋友根据我们三个人重量给它们排排队，怎样排呢？

5、提供材料（石头、积塑、花片），介绍材料的名称及操作
方法。

（1）幼儿操作，按照排队的顺序，用图片把它插在排序板上，
师巡回指导。

（2）师讲评幼儿操作情况。

6、自然结束活动。



将5种材料（核桃、积木、石头、积塑、花片）投放到数学区
让幼儿继续比较。

今天我执教的内容是省领域中下《比较轻重》。数学教学应
当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教学。因此，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以幼
儿的实践体验为主线，通过体验生成，方法引入，推理，来
展示幼儿比较轻重的思维过程，使幼儿获得数学思考的方法。
由此我设计了：情境中体验、活动中探索、操作中提升这三
个环节来构架起本课的教学过程。

活动中探索比较物体的轻重的`多种方法：

（1）先出示两个袋子，“雷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两个袋子，
小朋友猜猜，这两个袋子哪个轻？哪个重？”你能猜出它们
谁轻谁重吗？此时认知矛盾的设计，会让孩子感到困惑，单
用眼睛看经验估计这样的判断方式已经不够准确了，必须要
想出另外一种解决办法。这时请孩子将带着提进来，这时孩
子发现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准确，这时你可以用手提一
提，大袋子比小袋子轻，小袋子比大袋子重。

（2）再出示大小差不多的苹果和梨子各一个，“小朋友，老
师这里有一个苹果和一个梨”你能猜出它们谁轻谁重吗？这
时单用眼睛看估计轻重的判断方式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要想
出另外一种解决办法。一个孩子左手拿苹果和右手梨在手上
掂一掂时，其他的孩子开始了关注开始了模仿，“人类文明
不断向前推进源动力来自模仿与创新”我想我的孩子们已经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尽管如此，可是问题还是出现了，一
部分孩子的说苹果比较重，一部分说梨比较重，矛盾再一次
出现。“小朋友，你们除了用手掂一掂还能想到其他办法
吗？”天平——这个测量物体质量的计量工具被顺理成章的
引入了课堂，当我把苹果和梨分别放在天平的两端时，答案
昭然若揭。此时的孩子已然体会到，当我们无法用双手很准
确的感受出轻重时，我们可以借助工具！从而完成预设目标
中的通过实践，让孩子体验具体比较轻重的方法。



操作中提升：我为幼儿提供了三组操作材料，第一组：乒乓
球和实心球，第二组：花片和积木，第三组：实心球和绿球，
请小朋友比一比它们谁重，谁轻？并说出你是用什么方法判
断的？让幼儿尝试用多种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

接下来比较和讨论这三个物体轻重，初步理解轻重的相对性，
并进行3个物体重量的正、逆排序练习，最后延伸活动进行5
个物体重量的正、逆排序练习。

在整个活动中我极力引导孩子运用数学语言合乎逻辑地进行
讨论质疑，激发孩子学习数学的兴趣。幼儿正处在好奇又好
动的年龄，课中我极力鼓励他们多动手，多表达，多思考，
引导幼儿利用生活和游戏的实际情景感知和理解事物的轻重
特征，并用相应的词语描述。我认为本次活动的不足是活动
时间较长，下次活动各环节应更紧凑。

小百科：轻重，指重量的大小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
长短。

幼儿园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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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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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示大小相差不多的瓜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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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不断反思。

幼儿园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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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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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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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请一幼儿上前分辨，并说出方法。

小结：刚才这方法叫惦一惦。



1.教师：你们用什么方法分出它的轻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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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师：要想准确比较物体的轻重还可以用称一称的方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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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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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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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师：老师这儿有三个水果，苹果、梨，柑橘它们谁重、
谁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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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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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七

1.感知物体的轻重，能用多种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正确运用
“轻”、“重”表述物体比较结果。



2.初步理解轻重的相对性，并按物体轻重进行正、逆排序。

3.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4.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经验准备：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已具备对轻重的初步认识。

1.学习比较两个物体的轻重，能正确运用“轻”、“重”词
汇表述比较的结果。通过师幼互动游戏“抱一抱”，引导幼
儿通过目测比较两个物体的轻重。

(1)师:老师和小朋友，谁重?谁轻?为什么?

(2)学习用“”符号表示物体轻重。

师小结：我们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了老师比小朋友重，小朋友
比老师轻。

2.能用多种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

(1)出示大袋和小袋，引导幼儿通过提一提比较两个物体的轻
重。

师：雷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两个袋子，小朋友猜猜，这两个
袋子哪个轻?哪个重?

小结：看来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准确，这时你可以用手
掂一掂，再判断物体的轻重。

(2)出示苹果和梨，介绍天平，通过工具称一称，比较两个物
体轻重。

师：雷老师还给小朋友带来了苹果和梨，小朋友猜猜，哪个
重，哪个轻?(介绍天平)



小结：比较物体的轻重有很多方法，可以用眼睛看一看，用
手提一提，还可以用工具称一称。

(3)幼儿操作，尝试用多种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

第一组：乒乓球和实心球

第二组：花片和积木

第三组：实心球和绿球

师：

(1)请小朋友比一比它们谁重，谁轻?

(2)你是用什么方法判断的?

3.比较和讨论三个物体轻重，初步理解轻重的相对性。

师：(请出两个小朋友)

(2)为什么一会儿说这个小朋友重，一会儿说它轻?他到底是
重还是轻?

(3)小结：看来这个小朋友是重还是轻要看它和谁比。

4.进行3个物体重量的正、逆排序练习。

师：请小朋友根据我们三个人重量给它们排排队，怎样排呢?

5.提供材料(石头、积塑、花片)，介绍材料的名称及操作方
法。

(1)幼儿操作，按照排队的顺序，用图片把它插在排序板上，
师巡回指导。



(2)师讲评幼儿操作情况。

6.自然结束活动。

将5种材料(核桃、积木、石头、积塑、花片)投放到数学区让
幼儿继续比较。

今天我执教的内容是省领域中下《比较轻重》。数学教学应
当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教学。因此，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以幼
儿的实践体验为主线，通过体验生成，方法引入，推理，来
展示幼儿比较轻重的思维过程，使幼儿获得数学思考的方法。
由此我设计了：情境中体验、活动中探索、操作中提升这三
个环节来构架起本课的教学过程。

情境中体验：老师和幼儿抱一抱比较轻重，一个生活化人情
化的真实情境导入让全班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孩子们的
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小孩比大人轻，大人比小孩
重。”’孩子马上从自己的知识储备中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至此，至此引入课题“今天我们就来玩比轻重的游戏。

活动中探索比较物体的轻重的多种方法：

(1)先出示两个袋子， “雷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两个袋子，
小朋友猜猜，这两个袋子哪个轻?哪个重?”你能猜出它们谁
轻谁重吗?此时认知矛盾的设计，会让孩子感到困惑，单用眼
睛看经验估计这样的判断方式已经不够准确了，必须要想出
另外一种解决办法。这时请孩子将带着提进来，这时孩子发
现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准确，这时你可以用手提一提，
大袋子比小袋子轻，小袋子比大袋子重。

(2)再出示大小差不多的苹果和梨子各一个，“小朋友，老师
这里有一个苹果和一个梨”你能猜出它们谁轻谁重吗?这时单
用眼睛看估计轻重的判断方式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要想出另
外一种解决办法。一个孩子左手拿苹果和右手梨在手上掂一



掂时，其他的孩子开始了关注开始了模仿，“人类文明不断
向前推进源动力来自模仿与创新”我想我的孩子们已经成功
的迈出了第一步!尽管如此，可是问题还是出现了,一部分孩
子的说苹果比较重，一部分说梨比较重，矛盾再一次出
现。“小朋友，你们除了用手掂一掂还能想到其他办法吗?”
天平——这个测量物体质量的计量工具被顺理成章的引入了
课堂，当我把苹果和梨分别放在天平的两端时，答案昭然若
揭。此时的孩子已然体会到，当我们无法用双手很准确的感
受出轻重时，我们可以借助工具!从而完成预设目标中的通过
实践，让孩子体验具体比较轻重的方法。

操作中提升：我为幼儿提供了三组操作材料，第一组：乒乓
球和实心球，第二组：花片和积木，第三组：实心球和绿球，
请小朋友比一比它们谁重，谁轻?并说出你是用什么方法判断
的?让幼儿尝试用多种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

接下来比较和讨论这三个物体轻重，初步理解轻重的相对性，
并进行3个物体重量的正、逆排序练习，最后延伸活动进行5
个物体重量的正、逆排序练习。

在整个活动中我极力引导孩子运用数学语言合乎逻辑地进行
讨论质疑，激发孩子学习数学的兴趣。幼儿正处在好奇又好
动的年龄，课中我极力鼓励他们多动手，多表达，多思考，
引导幼儿利用生活和游戏的实际情景感知和理解事物的轻重
特征，并用相应的词语描述。我认为本次活动的不足是活动
时间较长，下次活动各环节应更紧凑。

幼儿园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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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