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数学活动二维分类 大班数学活动教案
(实用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大班数学活动二维分类篇一

1、引导幼儿尝试将数字进行不同的组合，排列不同的号码。

2、引导幼儿感受数字在生活中的应用。

3、激发幼儿对数学活动的兴趣。

教具准备：故事挂图《大森林里装电话》数字图片。

1、教师引导幼儿说一说家中的电话号码，通过比较各自家中
的电话号码，发现号码与数字的关系。

教师：“请小朋友们看一看这些号码有什么特点呢？”

“这些号码都是由哪些数字组成的'？”

“每家的电话号码有什么不一样呢？”

2、教师出示故事挂图《大森林里装电话》，讲故事并引导幼
儿回答问题。教师：“每个小动物的电话号码你都认识
吗？”

“小动物们该如何整理电话号码呢？”



1、教师引导幼儿读出故事挂图中小动物们的电话号码。

2、教师引导幼儿重新为小动物们编电话号码，每一个号码都
不能重复并进行区域划分。

教师：“是的大王让小动物们怎么整理电话号码呢？请你帮
帮他们吧！”

（1）教师引导幼儿说出每种动物住的区域。教师：“小动物
们都住在哪里？”

（2）教师引导幼儿为住在水里的小动物们编电话号码、

（3）教师引导幼儿为住在树上的小动物们编电话号码。

3、教师出示不同种类的数字图片，引导幼儿说一说生活中还
有哪些地方有数字。

（1）教师引导幼儿说一说代表价格的数字和单位。

（2）教师引导幼儿说一说代表重量的数字和单位。

（3）教师引导幼儿说一说代表时间的数字和单位。

（4）教师引导幼儿说一说代表身高的数字和单位。

（5）教师引导幼儿说一说代表车牌号的数字。

教师引导幼儿为住在山里的小动物们编电话号码，并让幼儿
大声说出来。

1、园内延伸：

（1）教师引导幼儿编手机号码。



（2）教师引导幼儿编车牌号。

（3）园内完成《操作册》第17、18页。

2、家庭延伸：

（1）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发现身边的数字，并读出这
些数字。

（2）家庭完成《亲子册》第17、18页。

大班数学活动二维分类篇二

1、在游戏中体会一分钟长短的相对性，了解一分钟有60秒。

2、初步发现时间与生活的关系，知道要珍惜时间。

ppt课件（大钟面、配上声效、幼儿生活场景上厕所、午睡的
图片）、汉字（长、短）、幼儿选择情况记录用表、拼板玩
具活动流程：

小结：时钟能告诉我们时间，让我们遵守时间。

二、感受一分钟（在此环节进行两个小游戏，感受一分钟时
间的长和短，了解一分钟是60秒）讨论：那么一分钟我们能
够干些什么？一分钟到底是长还是短？第一次幼儿根据自己
的体会分别站立在"长、短"两个汉字边，根据幼儿选择情况
进行数据的记录。

1、游戏：木头人（感觉一分钟时间很长，忍也忍不住）第二
次幼儿根据自己的体会分别站立在"长、短"两个汉字边，根
据记录的数据，简单地进行比较。

2、游戏：拼图（体会有时一分钟会感觉变得很短，时间不够



用）第三次幼儿根据自己的感受进行选择，并分别站立。

讨论：一分钟时间到底是长还是短呢？（出示两组图片）小
结：同样的一分钟，从事不同事情，有着不同的心情，都会
产生，长短不同的感觉。

跟着时钟数一数。

小结：一分钟还是一分钟，一分钟就是60秒，专注于一分钟
能够完成一些重要的事，但有时一分钟很快就会从身边悄悄
溜走。

三、珍惜一分钟（在此环节，播放一分钟短片，让孩子们发
现一分钟世界上发生着许多奇妙的事情，同时发现专注于观
看短片的一分钟能够有所收获，稍稍分神，一分钟就溜走了。
）小结语：可别小看了这一分钟，有时短短的几秒钟都能够
做好一件事情呢！

大班数学活动二维分类篇三

1.运用已有的数学知识解答虚拟游戏中的问题。

2.体验“登月”过程中的快乐。

写有5—8数字的星星四颗；模拟的大张登月轨道图，在轨道
的七个点上写数字8，幼儿每人一张相同的小图、笔；幼儿每
人1—8数卡一套；通行证每人一张。

（一）给星星打电话

1.师：在漆黑的夜晚，月亮和星星为我们照明，星星眨着小
眼睛，月亮露着笑脸，我非常想去月球上看看，你们知道月
球是什么样的？那你们想看吗？可以怎么去呢？（请幼儿说
一说）



2.师：月亮和星星可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先和星星通个电话
吧，看它有什么好办法！

3.（出示四颗星星）师：看，星星的身上有什么？（数字）

4.师：我们只要从卡片中找出两个数字，如果两个数字合起
来和6或者7或者8一样大，电话就可以拨通了。

5.幼儿自主摆卡片，教师巡回指导。

（幼：我找出了2和4，拨通了6号星星的电话。）

师：为什么能拨通？（因为2和4合起来是6）师：老师来记下
来。

师：谁也拨通了6号星星的电话？请把卡片都举起来。

师：还有小朋友拨通了其他星星的电话吗？

师：那7号星星的电话呢？8号星星的电话呢？

小结：小朋友们真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拨通了所有星星
的电话。但是除了这些组合号码，肯定还有其他的组合号码
也能拨通，所以星星在电话里告诉我们还要闯一关，这一关
要经过一个轨道。

（二）解密上月球

1.（出示登月球轨道图）师：在轨道上，你们看见了什么？
（数字8）还有吗？有几扇门？谁能一下子就看出来？（那我
们一起数数吧！）

2.师：每扇门上都有一个密码，密码是由两个数字组成的，
这两个数字合起来都必须等于8，而且每扇门的密码都不能重
复。想想，如果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解开密码，可以用什么



方法？（请幼儿说一说）

4.幼儿在小图上的门上写出8的各种组合数字。

（三）领取通行证

1.师：大家都解开密码了吗？

2.师：（出示一张正确的密码图）看看，他有没有把每扇门
的密码都解开？他的密码是什么呢？（引导幼儿一起说出7扇
门上的组合数字）我们恭喜他得到了第一张登上月球的通行
证。

3. 师：（出示一张错误的密码图）他有没有解开每一扇门的
密码？你发现了什么问题？（请个别幼儿说一说）如果你想
得到通行证，就请把它改正过来。

4.师：（出示一张正确的、有规律的密码图）再来看看这张
密码图，他能顺利登上月球吗？请仔细观察一下，他解的密
码有什么规律？（引导幼儿按顺序说出每扇门的密码，教师
在一旁记录）这个密码解得可真棒！他也能得到一张通行证。

5.师：其他的小朋友可以给客人老师们看一下，自己能不能
得到通行证。

（四）登上月球

1.师：小朋友们，有没有都拿到通行证啊？

2.师：来，我们一起坐宇宙飞船出发咯！带上头盔，穿上宇
航服，系好安全带，出发！

3.教师播放登月课件，引导幼儿边看边说。

4.师：如果大家还想知道更多关于月球，甚至是整个宇宙的



奥秘，回去可以到网上查查资料，网络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各
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

大班数学活动二维分类篇四

1、尝试分析图形的三项特征。

2、发展幼儿逻辑分析判断能力。

3、感受在游戏中学数学的快乐。

二、准备

教具：冰柜样式的表格若干、大小颜色形状标记若干、奖品

三、过程

1、导入，激发兴趣。初步感知鱼的三种特征。

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去钓鱼吧！

哟，这里有一个大池塘。哇，里面有许多鱼，有些什么样的
鱼呢？（请幼儿自由说说颜色、形状、大小）

2、整体感知鱼的三种特征，并尝试用语言完整表达。

我们来个钓鱼比赛吧！比一比，谁钓得又多又快！（幼儿钓
鱼，钓完后坐下休息）

小朋友，你钓到的鱼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和别人比一
比，是大的还是小的？谁能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自由交
流、个别介绍，引导幼儿将三种特征完整表达）

3、将鱼按三种整体特征分类



小朋友，真能干。这么多鱼来不及吃完，如果坏了怎么办呢？
（放进冰柜里）

（同样的方法：请幼儿个别或集体完整说说三种特征，根据
三种特征送相应的鱼到冰柜、检验操作结果）

4、按三种整体特征钓鱼

明白就开始！（幼儿到小池塘钓鱼，钓到后送到冰柜）

我们看看，全钓对了吗？（检验）

（同样方法，操作三次）

5、幼儿出题，分男女比赛钓鱼。

（a请一位幼儿从大小、颜色、形状标记中各选出一个特征组
成钓鱼要求）

（b男女对比赛，将鱼贴到冰柜表格内，表格分为男女两块）

（c检验结果，评出胜方发奖）

6、小结

小朋友钓鱼的本领真棒！钓得开心吗？我们下次再来钓，好
吗？

大班数学活动二维分类篇五

１.今天小超市开业了，你们想去逛逛吗？

２.逛超市买东西需要什么呢？（出示装有硬币的小包，请幼
儿猜猜里面装的是什么。）



３.取款机里有很多的硬币，请小朋友不用眼睛看，用手摸
出6个硬币。

４.跟好朋友检查一下，是不是都摸对了。

１.看看硬币是什么样的吗？它两面的图案一样吗？

２.正面是什么样的？反面有是什么样的？

３.你们知道一个硬币是多少钱吗？那你们手里有多少钱呢？

４.现在时间还早，超市还没开门呢，我们来玩个抛硬币的游
戏吧！

５.请小朋友回到座位上，把6个硬币轻轻撒到盘子里，

６.看看有几个正面？有几个反面？然后把它记下来。

７.幼儿游戏，并记录操作结果。

８.展示记录情况。你玩出了几种情况？你是怎样记录的？游戏
“猜硬币”

９.我手里有6个硬币，我将他们藏在两只手上，你们猜猜每
只手里藏了几个？

１０.和旁边的小朋友玩一玩。

１.小超市开门了，超市里的商品真多，它们的价钱是不一样
的，请小朋友用6元钱买两样东西，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手上的
钱用完。２.幼儿自由购物。教师做营业员检查幼儿活动结果。

３.送礼物。跟客人老师讲讲6元钱买了几元和几元的东西。



大班数学活动二维分类篇六

1、进一步了解时钟的表面结构及时针、分针的运转规律，学
会看半点。

2、发展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

3、教育幼儿珍惜时间，养成按时作息的'好习惯。

4、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5、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1、时钟模型每人一个，1—12的数字头饰一套。

2、大时钟两个。

1、拨钟听时间，复习整点及对表盘结构的认识。

2、学习看半点。

(1)动画城每天什么时间播出?引出半点。

(2)出示两个大时钟，一个是整点，一个是半点，引导幼儿观
察比较二者指针的不同，认识半点。

(3)拨针演示，引导幼儿了解分针、时针的运转规律，分针走
半圈，时针走半格。

3、幼儿操作。

(1)幼儿验证分针走半圈，时针走半格。

(2)教师说出一日活动的安排时间，让幼儿练习拨整点，和半
点。



4、游戏巩固《分针带着时针转》。

12名幼儿戴1—12的数字头饰，按顺序拉成圆圈，表示一个大
表盘，再请2名幼儿扮分针，1名幼儿扮时针，在圆内边念儿
歌边转圈。儿歌结束两针要指向教师事先要求的时间，扮数
字的幼儿当裁判看是否正确。

1、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注意观察时钟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2、回家和家长共同制作小钟表。

大班数学活动二维分类篇七

活动目标：

1、在游戏活动中学习10的形成，认识数字10，理解10的实际
意义。

2、激发学习兴趣，发展幼儿操作，思维能力

活动准备：

每张座位上贴上1-9的数字，每人一张胸卡(有数量不等的小
动物)

活动过程：

一、复习9以内的数量

1)导入：春天来了，我们一起去郊游吧!

2)游戏：上车，根据胸卡上图片的数量找相应的车号。

3)分别请幼儿数一数、说一说，并相互检查验证。(教案.出.
自：屈老师.教案网)师：请你用‘几只动物找几号座位’这



样的句式来说一说;请你们相互检查一下是否都找对了。

二、学习活动，认识数字10

1)复习9以内的数量

2)认识数字10并理解10的实际意义

*10长得象什么?(出示数字10)它由哪两个数字组成呢?这样看
是不是10呢(翻身)?(提醒幼儿知道10永远1在前，0在后面 )

3)游戏:老师请你们吃糖果，请你们自己从盘子里数出10颗糖
果。

出示操作板，先跟幼儿从左到右数到10.

幼儿按老师的指令把糖果的放进操作板。

如(教师：请拿出一颗糖果放在第6个格子里。)

4)操作练习。请把数量为10的圈出来

活动目标：

1、根据不同的画面进行讲述，并列出相应的分解式，从而感
知加法算式所表达的数量关系。

2、引导小朋友积极探索数学活动。

活动准备：

1、教具：课件、 1---10的数字卡。

2、学具：儿童用书，幼儿自带10根小棒。



活动过程：

一、复习数字10

1、教师：伸出小手，数数自己有几个手指头?(10个)

2、教师：数字10怎么写?

3、请孩子说一说，写一写。

二、学习10的组成(标题)

1、出示10张苹果图让学生数一数(课件演示)。

2、教师：请你尝试着把10根小棒分成两组，有几种分法呢?
引导学生自己动手操作。

3、请孩子想一想，说一说自己的分法。

4、(演示课件)教师根据交换规律和左边多1，(教案出自：屈
老师.教案网)右边少1的规律在黑板上写出10的分解式。(教
师板书)

5、教师总结，请学生分组读一读10的组成。

三、情境感知--看图学习加法应用题

1、出示苹果图。

看看这幅图，根据这幅图编出一道加法应用题出来?

2、引导小朋友用三句话表达图片的意思。(图上有4个红苹果，
6个绿苹果，问：图上共有几个苹果?)

3、小朋友口述图意并说出算式，老师记录。



4+6=10(个)

四、做游戏"找朋友"

1、教师提供每个孩子一张数字卡，组织孩子围成一个圆圈。

2、教师：音乐开始，当唱到"找到一个好朋友"时，请你找到
和你的数字卡合起来是10的同伴做好朋友。

3、游戏开始，可以让孩子互换数字卡反复游戏。

五、请孩子结合儿童用书练习。

教学目标：

1.复习巩固九以内的加法。

2.在情境教学中，学会10的加法。

3.能将的10的加法运用到超市购物的游戏中。

4.培养幼儿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教学准备：ppt、购物券、贴有数字的动物卡片。

教学过程：

1.碰球游戏。

师：小朋友，你们会玩碰球的游戏吗?(会)那今天小胡老师和
你们一起来玩玩这个游戏。这里有一个规则，就是我的球和
你的球碰起来是9。你们准备好了吗?嘿嘿，我的两球碰几
球?(嘿嘿，你的两球碰7球，2+7=9)... ...

2.新授10的加法。(ppt)师：刚才小朋友的表现可真好，所以我



决定要给你们一些奖励。老师准备带你们去动物园玩，你们
想去吗?(想)好，那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师：最后我们去美丽的花丛里看看，这里面也藏着小动物哦。
原来是勤劳的小蜜蜂。我发现这些小蜜蜂有些不一样哦，你
发现没有?有绿头发和黄头发的蜜蜂。数数绿色的有几只?黄
色的几只?总共有多少?一共有多少?我想请你来给小蜜蜂列算
式了。那这次还有没有其他的算式呢?(没有)为什么?(前面的
数字又是5，换位置以后也是一样的)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
个动物园的小动物呀，每个种类都是10个，这就是这个动物
园的特点。让我们一起把这些有趣的10的加法一起念一下吧。

3.游戏：动物超市

1)幼儿购物游戏师：动物园逛完了，我在动物园还找到了一
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动物超市。在里面我们可以买些纪念品。
看，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10元购物券，(教案出自：屈老师教
案网)你们等会可以去超市你买你喜欢的东西。每个纪念品后
面都标有价钱。在这里呀，我有一个要求，你只能买两样东
西，而且一定要把10元给用完了。有没有听明白。这是我在
动物超市买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买了什么?你们看，我
买了两样，这个是多少钱?这个呢?..+..=10，所以我刚好
把10块钱用完了。好，现在你们拿起自己的购物券去超市购
物吧。记住你只能买两样东西，而且一定要把10元给用完了。

2)互相检查师：买好的小朋友请回到位置上，现在你可以和
想你的好朋友介绍一下你买到了什么?还可以互相检查你有没
有买对，有没有符合老师的要求?发现错误的小朋友，老师再
给你一次机会，自己去改正一下。

3)幼儿介绍自己的购买情况师：谁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买
了些什么?



大班数学活动二维分类篇八

1.在游戏中，尝试有规律排列材料。

2.能手眼协调地进行操作活动；学习按规律说说自己的排列
方法。

3.有兴趣地参加活动。

4.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5.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布娃娃一个；吸管，长纸条，蜡光纸若干；胶棒若干。

1、出示娃娃，引起幼儿兴趣

（1）老师以娃娃口吻说：“小朋友你们好！我要开一个商店，
需要你们帮我加工一批项链和腰带，你们愿意帮我吗？”

（2）出示范例腰带“我需要这种样式的腰带，谁会
做？”“这是怎么做的？”

引导幼儿说出排列规律。

2、介绍材料，幼儿操作。

（1）老师：“我为你们准备了许多材料，这边一排是做项链，
那边是做腰带的材料；胶棒用完，盖子要盖上。做好后送给
娃娃，要说：“娃娃，我给你送项链了……”

（2）幼儿上位操作，老师指导。

3、结束。



“小朋友，谢谢你们，为我们加工了这么多漂亮的项链和腰
带，下次，我再请你们帮我加工好吗？”

活动的重点是让幼儿感知规律，让幼儿增强观察力和思维能
力。难点是再现或再造规律，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排序。
在环节设置上，我采用了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方法。

大班数学活动二维分类篇九

1、通过送礼物等的方式，认识大小标记及其特征。

2、学习用目测的方法比较物体大小。

3、有兴趣参加数学活动。

1、大、小标记图片、大小娃娃各一

2、各类大小不同的物品：幼儿人手一份、教师处若干

3、一把大椅子和一把小椅子、大小娃娃家

1、导入。“今天，老师和小朋友玩个。我说‘请起立’，你
就说‘我起立’；我说‘请坐下’，你就说‘我坐下’，试
试看好吗？”

2、“今天，有两位客人和我们一块儿做。”

1出示大娃娃。“这是大大，我们拍拍大大，对它说句话好
吗？”（大大你好！大大我喜欢你！大大欢迎你！）“请起
立”“我们一起说‘大大力气大、大大是个大胖子、大大要
吃大蛋糕’…”（加上动作）

3、出示小娃娃。“这是小小，我们也和小小打个招呼好
吗？”（小小你好！小小我请你喝水！小小我跟你



玩！）“请起立”“我们一起说‘小小力气小、小小不锻炼、
小小吃小面包’…”

4、给大大、小小坐椅子。“这儿有两把椅子，看看它们一样
吗？”（不一样。一把大、一把小）“我请大大和小小坐椅
子，谁来帮助它们？”

小结：大大坐大椅子，小小坐小椅子。

5、幼儿送礼物

要求：幼儿能在目测比较出礼物的大小后，将对应的送给客
人，并能讲一句话。

（1）教师提供，个别幼儿进行。

1、相同的两件东西，比较后大的送给大大，小的送给小小。

2、相同的三件东西，比较后大的送给大大，小的送给小小。

3、从许多同类的东西中（每类3———4个）找出大小不同两
件东西，比较后，大的送给大大，小的送给小小。

（2）每个幼儿将自己小篮里的礼物送给大大和小小。

（3）将大大小小送回相应的家，幼儿在娃娃家。

大班数学活动二维分类篇十

1、习将数量是5的水果分成2份，探索分合的不同答案，分水
果。

2、按每次取5个苹果放成一排，分成2份的程序进行操作。

教具一块大磁性黑板，上面贴有爷爷、奶奶头像。



学具人手一份（磁性板，25个苹果，人物头像2个），幼儿操
作材料若干。

1、小组活动。

（1）引导幼儿观察材料，激发；活动兴趣。

“每位小朋友面前都放着什么？”“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个给
爷爷奶奶分苹果的游戏。”

（2）交代活动规则要求。

a每次取5个苹果拍成一排，燃后把5个苹果分成两份，一份给
爷爷，一份给奶奶。

b每次分给爷爷、奶奶的苹果数量都不能相同。

c分好后，说一说：第一次分给爷爷几个、奶奶几个，第二次
分给爷爷几个、奶奶几个等。

(3)幼儿操作活动，探索雪洗的组成。

a先请幼儿每人从框子里拔个苹果在磁板上拍成一排，然后分
成两份，做好一次后再接着往下做。

b幼儿操作，教师迅速浏览全班幼儿活动的情况，虽没有按要
求操作的幼儿及时提示，教师重点观察拿取得十否是个苹果，
分成两份有无重复现象，又没有遗漏。

2、集体活动。

(1)学习按指示监查的分合结果。

a请几位幼儿展示并将数自己分合苹果的结果，师生共同检查



他的每排是否拜访了5个苹果，每次视否把5个苹果分成了不
同的两份。

b小朋友看一看分合的'苹果数量又没有重复，想一想还可以
怎么分。

(2)让幼儿在此操作，探索不同的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