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爷爷的礼物教案反思(优秀6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冬爷爷的礼物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探索数字排列组合规律，并尝试对给定的3个数字进行不
同的排列组合，体验数字的不同组合带来的乐趣。

2、感知数字在生活中的运用，体验数字的不同组合带来的乐
趣，初步了解车牌的重要性。

3、让幼儿学习简单的数学题目。

4、引导幼儿对数字产生兴趣。

活动准备：

1、汽车图片（两张红色汽车图，一张黄色汽车图，六张汽车
图片）。

2、两人一套数卡。

3、铅笔和白纸。

活动重难点：

掌握数字不同的排列组合。



能对给定的三个数字进行6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题

2、师：除了分辨汽车上的牌子、外形和颜色，还能用什么办
法找出自己家的车子？（引出车牌号）

3、师：什么是车牌号呢？

5、师：小兔突然想起来了，它家的车牌号是681，那请小朋
友找出这辆车子，（数字排列是从左到右的）

师：小朋友们真能干，要想找到自己家的车，看来非得要看
车牌号才能知道。

二、猜车牌号，学习三个数字的不同排列组合

1、师：兔宝宝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兔宝宝的爸爸又有麻烦了，
它们家今天又买了一辆新车，可是还没有车牌号，现在请你
们来帮忙用1、2、3这三个数字给车子编上车牌号，车牌号上
的每个数字只能出现一次，现在谁来试一试呢？（请几名幼
儿上来操作数字卡）

2、师：现在我们一起看看一共有哪些车牌号？（教师记录车
牌号）

师总：这些车的车牌号排列是有规律的，如果开头的数字宝
宝是1，接下里跟它排队的有2和3，还有是3和2，也就是123
和132这两个车牌号，那要开头的数字宝宝是2，有213和231
这两个车牌号，开头的数字是3，有312和321连个车牌号，3
个数字排列一共有6个不同的车牌号。

三、编车牌号



1、幼儿两人结对合作，用三张数字进行排列组合。

师：老师这里有几辆车子，但是它们都没有车牌号，现在请
你们试一试用数字456给它们编车牌号，每个数字只能出现一
次。

师：现在请小朋友两个人之间相互合作，1个小朋友摆数卡，
另1个小朋友记录这些车牌号。

3、把开头数字相同的两组车牌号摆在一起，让幼儿寻找数字
排列组合的规律。

师：让我们一起把这些车牌号贴到每辆车上吧。

四、探索车牌的秘密：汉字、英文字母、颜色

看来，车牌不仅字、字母可以不同，颜色也可以不同。今天
回家的路上可以仔细看看，车牌还有哪些地方不一样，明天
再来和好朋友交流。

五、活动总结

1、师：现在这么多的车子都有车牌号了，我们可以很快在大
街上找出这些车子了。

2、师：现在我们出去看一看，为那些刚买的汽车业编上车牌
号吧。

3、结束活动。

活动反思

活动过程中，我发现孩子们的积极性特别高，他们都很认真
的在编车牌号，数学活动中引导小朋友探索数字排列组合规
律，并尝试对给定的3个数字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同时引导



幼儿感知数字在生活中的运用，体验数字的'不同组合带来的
乐趣。活动中，首先引导孩子们思考：除了分辨汽车的牌子、
外形和颜色，还能用什么方法很快找到自己的车？小朋友纷
纷发言，能干的小朋友想到了可以看车牌号。

好多小朋友都对编车牌号产生了兴趣，他们又利用其它的三
个数字进行编车牌号，有的小朋友一下子就编出了好多个车
牌号码，但也有的小朋友没有理解编排的规律，仅编出了一、
二个车牌号，还有的小朋友由于没有数字卡片只能看着同伴
开心的操作，而自己没得尝试，希望这些小朋友的家长帮忙
赶快做好一套数字卡片给小朋友在幼儿园用。

不足：

对于编车牌号的要求，讲的不清楚，导致幼儿为车子编出一
样的车牌号。针对这个不足之处，我的解决策略是在区域角
投放若干个车牌号，让幼儿了解所有的车辆车牌号都是不一
样的。

冬爷爷的礼物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妈妈的生日是几月几日。

2、能够用连贯的语言复述故事的主要内容3、能够用自己的
方式表达对妈妈的爱。

3、感知故事中象声词运用的趣味性。

4、理解故事内容，能认真倾听，有良好的倾听习惯。

活动准备：



粉色心形贺卡小猪图片彩色笔剪刀幼儿用书活动过程：

1、通过谈话活动，引出妈妈的生日，激发幼儿对妈妈的爱。

教师提问妈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引发幼儿对妈妈的探讨，
激发幼儿对妈妈的爱。

2、教师出示图片，引出故事《给妈妈的`礼物》。

1）教师出示小猪图片，用小猪的口吻给幼儿完整地讲述一遍
故事。

教师（以小熊的口吻）：妈妈的生日快到了，我要送妈妈什
么礼物好呢？

2）教师引导幼儿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

教师：故事的名字叫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小猪嘟嘟想亲手做一个什么礼物送给妈妈？

3）教师复述故事，请幼儿仔细倾听。

3、幼儿制作礼物给妈妈。

教师为幼儿踢狗多种材料，鼓励幼儿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
制作礼物送给妈妈。

活动延伸：

在幼儿做好礼物以后，教师可以询问幼儿送给妈妈礼物的时
候想要说的话，锻炼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课后反思：



幼儿园的数学课，没有纯粹的数学内容，每个课题都以一定
的情景、游戏或故事等出现。

比如：《礼物送给好妈妈》，课堂的主体内容是让中班孩子
感知数字7的实际意义，理解数字和数量的关系。但是，却以
《礼物送给好妈妈》作为课题。为什么呢？原因很多。

首先，跟主题有关系，因为主题是“我有多爱你”。

冬爷爷的礼物教案反思篇三

1、复习5以内数的组成。

2、进一步理解两个部分数的交换关系，培养分析、推理能力、
思维的灵敏性。

各种各样的贺卡、铅笔、贺卡若干。

1、新年老人悄悄地来了，我们跟着新年老人的脚步，进入
了20xx年，你们开心吗?

2、新年老人要和我们来做个碰球游戏，你们高兴吗?交代你
的球和我的球合起来是几。

嘿!嘿!我的1球碰几球?

嘿!嘿!我的2球碰几球?

3、新年老人还给我们带来了礼物呢!教案网我们一起来摸一
摸。你们看!是什么呀?

贺卡!只要你把贺卡上面的算式题都做出来，新年老人就把贺
卡送给你了!



4、小组活动。

交代活动规则，幼儿操作。

出示放大的幼儿的操作材料，请幼儿讲讲是怎么完成这份作
业的。

我意识到本次活动有不足之处。在整个活动中，一个环节接
着一个环节过渡时，都是由老师提出问题，没能体现幼儿的
主动性，在语言组织中，不够精炼。这是以后教学需要改进
的地方。

冬爷爷的礼物教案反思篇四

设计思路：

新年的脚步悄悄地走向我们，一天我会听到龙龙在说：爸爸
妈妈昨天带我去亲戚家做客了，做客前爸爸妈妈会去超市买
很多礼物。其他孩子听到了也纷纷表示也去亲戚家做客了，
也买了很多礼物。在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幼儿对购买
礼物非常感兴趣，并且有的幼儿还可以说出具体的购物过程，
再加上大二班的小朋友开了家河马超市，我们的孩子非常渴
望到超市里亲自体验购物的感受。于是，我就创设了为熊猫
奶奶购买礼物的情景，从中既能让幼儿体验到购物的乐趣，
又能让幼儿了解合理安排钱币的重要性。

活动目标：

3、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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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新年马上就要到了，熊猫奶奶邀请我们去做客。

5、师总结：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安排钱币，有
多少钱用多少钱，不要超支。

活动反思：

在导入部分，我通过问话让学生说一说农历九月九日是什么
节日，有几个学生能说出是重阳节，我向学生简单介绍了一
下重阳节，并希望同学们在重阳节这一天能够为家里的老人
献上一份爱心。不管是在什么课上，我们都应该有机会教给
学生除了科学知识之外的东西：向敬爱老人、爱护花草树木、
爱护益虫益鸟等等。利用课本上提供的素材和导入环节的两
三分钟就能够灌输给学生很多思想、情感方面的教育，这一
方面在以后还要继续坚持多关注，充分利用好这一环节。

在教学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对于运算顺序都能够掌握，在计
算时，为了便于学生对计算过程的检查,我要求学生用递等式
的形式来计算，但是有部分学生对于递等式掌握的不是很好，
在练习课上还要再通过练习题巩固一下才行。另外有的学生
没有列竖式的习惯，虽然口算能锻炼学生的计算能力，但是
这样练习的正确率就很难保证。我让学生用两个竖式连写，
这样就简便一些了。我想在以后的课上应尽量让学生自己通
过观察分析总结、找出比较简便的计算方法，而不是由老师
直接告诉他们。

冬爷爷的礼物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活动准备：

图片、卡片。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新年马上就要到了，熊猫奶奶邀请我们去做客。

3、购买礼物

4、交流分享：你买了什么礼物，为什么买这份礼物?一共用
了多少钱?[教案来自：.]

5、师总结：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安排钱币，有
多少钱用多少钱，不要超支。

活动结束：

小朋友一起互相商量一下，看看自己有什么打算。

活动反思：

数学能为幼儿动手、动口、动脑，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创
设最佳情景，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最大
限度地发挥学生身心潜能，省时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同时，
渗透思想品德教育，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心理素质，使智
力和非智力品质协调发展。引导学生在玩中学,趣中练,乐中
长才干,赛中增勇气。

冬爷爷的礼物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初步的理解两数之间的多大小。

2、更进一步得理解数数。

活动注意：



在数物时的手不要遮住图案，最好是用小木棍，或时有一定
长度的东西来带领幼儿按物数数。

活动准备：

1、一张图，上有20个苹果、15个梨、10个香蕉，按每排5个
用排列法排列。

2、卡纸做的奖品彩色小苹果、香蕉、梨图案小勋章数个。

活动过程：

教师：小朋友们好，你们喜欢吃水果吗？

幼儿；喜欢。

教：那有些什么水果呢？

幼：苹果、香蕉、杏、还有…

教：那么多，哦那天水果王国给我送来了

幼：好看。

教：想要吗？

幼：想。

教：那好。（拿出图）你们看这上面有什么呀？

幼；恩有苹果……

教：对了，我们来看看他们有多少个，我们一起来数好吗？

幼：好。



（1、2、3、4、5、6、…）

教；哦苹果有20个，小朋友苹果有多少个呀？谁来回答。举
手回答，不举手我不让回答，如果不举手，你也说我也说，
那水果图案小勋章给谁呢？所以回答问题要把手举好老师叫
了才回答。要不然水果家族的朋友不喜欢你们了，不给你们
图案小勋章了哟（好，xx你来吧）

xx幼：20个。

教：恩对了，来，你回答的很好，给你一个苹果图案小勋章。

（一样的依次的和幼儿再数一数香蕉和梨各多少）

教：数出了香蕉15个梨10个，香蕉和苹果谁多一点呀？

幼儿：苹果比香蕉多一点。（教师在黑板上写上苹果多一点，
再在苹果和香蕉的下面对应的写上个数的数字）

教师：对了，那苹果20个，香蕉15个，那么20个苹果比15个
香蕉多，也就是20比15多、是20比15大，小朋友们跟着我说：
20比15多，20比15大，20个苹果比15个香蕉多。

（再依次说苹果和梨、香蕉和梨的大小关系）

结束语：小朋友你们回家后再数一数别的玩具呀，杯子呀等
等再比比谁比谁多，谁的数量大）

活动反思：

在教学中组织数学活动，目的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使学生
体验除法竖式抽象的过程；通过动手操作，使学生发现生活
中有很多经过平均分后还有剩余的现象，体会学习有余数除
法的必要性，了解有余数除法竖式每步的含义；通过自主探



索，发现余数和除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解余数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