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数的运算设计意图 大班数学教案玩
具超市含反思(优秀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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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我班本月的主题是“我要上小学了”，在数学活动中，小朋
友们对钱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对买卖物品非常感兴趣，在
科学活动中，对小学学习用品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对小学
的生活十分向往，于是我两个内容整合起来设计了这节活动。

活动目标：

1、通过购物复习10以内数的加减运算，进行统计列出算式。

2、通过讨论知道有些文具是一年级小学生必备的，而有些文
具是今后才会用到的.。

3、能大胆的发表自己的见解。

4、引导幼儿对数字产生兴趣。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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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1、用幼儿和老师共同收集的文具布置“文具小超市”。

2、幼儿每人一份钱（钱的数目15元、16元、17元不等）

3、每人一个框、一张统计表、铅笔、橡皮，有关“文具”的
文字卡片。

活动过程：

一、超市买文具

1、教师：“再过不久，我们小朋友即将读小学一年级，上学
时需要文具，今天，邓老师就请小朋友到“文具小超市”买
你们需要的文具。”

2、小朋友填写文具购物统计表（姓名和日期），每人拿一个
框，数数你一共有多少钱？然后用框里的钱去买文具。

3、幼儿根据各自不同的数目的钱购买文具，并进行记录，用
算式列出所购买文具的情况。

4、请个别幼儿说说算式的意思。

二、讨论：哪些文具是一年级所必须准备的？

1、小朋友把买来的文具都集中在一起，大家看一看，这些文
具是不是一位一年级小学生必须准备的。

2、小朋友之间相互讨论，并能做出适当调整。鼓励幼儿把重
复或者不需要的文具放回超市，并重新拿回一些大家认为是
必须的的文具。

三、结束部分

1、教师总结，培养幼儿收藏玩具或物品的良好习惯。



2、活动结束：被排除的这些文具，在我们今后的学习中还是
会用到，除了这些，你们还知道有哪些文具吗？让我们到教
室外面找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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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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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幼儿的学习方法与生活不同于成人，提供给他们的学习内容
应有助于其生活与发展，并能进行有效的学习。因此，课程
的设计与实施必须遵循幼儿发展规律与特点，满足幼儿的兴
趣与需要；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通过幼儿亲身参与，
直接感知和体验来学习；对幼儿进行的综合教育，用整合的
观念和方法组织课程活动。同时二期课改也提出数学生活化。
因此，此次活动用逛超市的形式，让幼儿在游戏中得到学习
的兴趣和快乐的体验。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在消费的过程中，体验货币的价值。

2、初步认识植物的根、茎、叶

3、通过讨论了解钱是大人辛苦挣来的，平时要节约用钱。。

活动准备：



不同标价的`商品若干、篮子、自制电脑、

幼儿人手10元(用雪花片替代)，

活动过程：

一、引起兴趣：

1、宣布消息

顾佳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开了一家娃娃超市。里面
的东西又多又便宜，欢迎大家光临。

顾佳说：我的超市还缺三个营业员，谁愿意？

幼儿自由聘请营业员。

二、高高兴兴逛超市

1、观察幼儿购买的情况，鼓励幼儿购买不同的商品。

2、适时引导幼儿看清标价后再拿。

3、观察幼儿付钱的情况，适时引导。

三、交流分享

1、你买了什么商品？（根据幼儿购买的植物介绍植物的根、
茎、叶）

植物都有根、茎、叶，谁能找到这些植物的根？茎？叶？

幼儿指认青菜、芹菜、郝菜、萝卜、土豆等的根、茎、叶

2、你买了几件商品，他们分别是多少钱？



引导幼儿猜一猜算一算用掉了多少钱？还剩下多少钱？

你们真有爱心！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平时处处想到我们，关
心我们，我们也要想到他们，关心他们。

4、引导：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花了不少钱，这些钱是从哪
里来的呢？

四、与客人交流

沈一阳：娃娃超市的东西可多了！请客人老师也来逛逛我们
的娃娃超市，好吗？（幼儿邀请客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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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我班幼儿在年龄层次上有一定的差异，在前面的数学教育中
幼儿学习了数的合成，建立了数名、数量、数字统一的概念,
根据《规程》提出的“幼儿的教育重在激发幼儿的探究欲望，
创造条件让幼儿实际参加探究活动”的要求，结合蒙台梭利
遵循儿童成长的原则,为幼儿提供有准备的环境,在活动中积
累的知识经验。我设计了本次活动依据是我班幼儿的年龄特
点以及引导幼儿学习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利用已有的知
识经验在游戏中加强对10以内数的合成练习，激发幼儿对加、
减运算的兴趣，同时在游戏中逐步掌握人民币中元、角之间
的单位换算。

活动名称：《逛超市》

活动目的：

（直接）：



1、利用游戏的形式培养幼儿对10以内数加、减运算的兴趣。

2、认识人民币中的元、角；初步学会简单的换算关系，并能
运用心算或利用数学教具进行加减法运算。

（间接）：

1、引导幼儿在游戏中运用礼貌用语，遵守规则。

2、通过购物等活动体验数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活动准备：

1、创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二
角、一角人民币若干张；存折若干张。

2、创设小超市，超市分三个区：生活用品区、玩具区，食品
区商品上分别贴上不同价格的标签，收银台。

3、辅助材料―蒙氏数学教具：加法板、减法板、邮票游戏、
计算架、数棒。

4、幼儿计算纸若干张、笔若干支。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

师：今天我们一起去逛超市，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师：超市里的商品种类真多呀！你们准备买些什么呢？

※可是买东西需要钱,我们没钱怎么办？(去银行取钱)

二、取钱



引导幼儿观察银行取款处，并请幼儿拿着自己的存折到银行
取出需要的钱数。（提醒幼儿使用礼貌用语，相互谦让,知道
遵守规则。）

三、购物

师：拿了钱我们可以去买东西了。

1.交待购物要求。

师：这么多的商品，每样商品是多少钱呢？我们可以看什么？
（标签）

※今天我们每人只有十元。请选好商品后，自觉的在收银台
按商品价格交款、找钱。

2.幼儿自由选购商品，并交款付钱。（注意人民币元、角的
兑换关系）

※引导幼儿利用蒙氏教具，进行物品价格统计。

3.提醒幼儿做文明顾客，轻拿轻放。

四、分享购物的快乐

1、你们都买到了什么东西？

2、买这些东西你花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

五、小结

师：今天我们自己去超市买了东西，知道人民币元、角的兑
换关系，会用加减运算的方法计算自己购物的价格，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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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在逛超市活动中学习6以内的加减运算。

2、鼓励幼儿积极参加“逛书店”的游戏活动，理解“付钱”和
“找钱”的关系。

3.能将自己的活动过程清楚正确地填写在表格中，初步感知
用表格的好处。

4.能相互协作，做文明顾客。

活动准备：

1、各种各样的书，上面标有价格。

2、若干二元币、一元币。

活动过程：

一、引入：小朋友们你们看我们的“宝贝书店”已经开张了，
里面有许多好看的书，你们想去买吗？（想）那你们知道买
书需要什么吗？（钱）

1、介绍银行

师：我们应该到哪取钱？（银行）在银行设置有两个窗口，
一个是一元钱的窗口，一个是两元钱的窗口。

2、分配角色

师：小朋友去买书时，想一想我们怎样去买？（可以是一家
有爸爸、妈妈、孩子，或跟好朋友一起去买书。）



要求：不管几个人合作去买书，最多只能取6元钱。

3、理财单

教师示范讲解表单。

二、逛超

在孩子们相互协商找到合作伙伴并在表单上填上要取的钱数
后就可以陆续进入书店选购书刊了。

1、教师在书店内观察幼儿怎样选书。

2、在收银台观察幼儿交钱和找钱的过程。

3、选好书交钱回“家”后，要在表单上记录今天你都买了几
元钱的书，还剩了几元？

三、幼儿对照表单讲述取钱、用钱的过程。

教师小结附：表单

取钱数

买书花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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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知立体图形在空间的存在形式，正确点数立方体。

2、体验数形关系，有一定的空间概念。

多媒体、30个立方体、若干积木、笔、调查表以及操作纸。

1、复习几何形体。



2、学习数立方体。

1）看图数立方体

要求幼儿看清图形，正确点数正方体。"来；自。屈；老师；
教。案；（小朋友之间进行校对；通过多媒体来进行校对。）

2）幼儿操作活动

把幼儿分成三组，用立体图形进行拼搭，要求幼儿说出“我
用了几个立体图形拼搭了什么？”

3）运用多媒体让幼儿正确点数立方体，学会将隐藏部分给找
出来。

通过此活动来提高小朋友学习的兴趣。

3。延伸活动：数高楼

运用调查表的形式让幼儿对小区内的高层楼房进行层次的统
计，从中了解到我们的楼房也是通过一个个的立体图形而组
成的。

充分利用幼儿现实生活中的资源，通过作用于幼儿的活动对
幼儿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让幼儿在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
数量关系，体验数学的重要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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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10以内为计量的人民币，能说出它们的单位名称。

2.知道人民币有纸币和硬币，并有不同的面值。

学具：人手一份买文具的作业单。



一、认识人民币。

"小朋友这是什么，你们认识它吗?"(钱、钞票)"我们熟称的
钱，也可以称为人民币，它分为纸钞和硬币。""请小朋友仔
细观察一下，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通过观察人民币上的数字让幼儿认
识它们不同的面值)幼儿依次认识l角、2角、5角、1元、2元、
5元、10元。

二、游戏"买文具"。

"今天我们要去文具小超市逛一逛，请小朋友注意观察，文具
超市里都有哪些文具?"

(1)幼儿逛文具超市。

(2)幼儿用完整地语句讲述文具超市里文具用品。

"今天我们要来买文具，大家看一看这些文具需要多少钱?"

先引导幼儿观察物品的价格.了解小数点前面数字和后面数字
所表示的意思。

3)幼儿操作。

三、小组活动。

"今天老师为每个小朋友都准备了一张买文具的作业单，我们
也来做一次小顾客，也来买文具。买的时候请小朋友看清楚
文具的价格和人民币的面值，然后用线把它们连起来。"

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四、活动评价。



在组织认识人民币这一课前，我们还在犹豫着是让老师自己
准备，还是请幼儿自己带?起初我们想自己带省得引起不必要
的麻烦?怕有些家长认为幼儿园里要家长配合的地方太多，一
会儿带这，一会儿带那，连钱也要带?又怕万一丢了，引起不
必要的误会和麻烦。但一想，明天刚好是远足活动，也许准
备一些食物和水，何不趁此机会来一个购物实践活动?不
是“结合家庭教育资源，优化教育活动”，很好的一个机会
吗?通过孩子自己带钱，并去体验购物带来的快乐，一举两得，
再麻烦，我们也决定抛开顾虑，试一试。

更令我们欣慰的是，在放学时，家长们见孩子拎着自己买的
东西，兴奋地告诉他们自己购物时的经历，那快乐的模样，
都感到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中确实成长了，对老师的做法也
表示赞同，没有丝毫的责备麻烦的意识，他们纷纷表示，会
更加支持我们的工作。

对家长，对孩子，对自己，多一些信任，相信我们的收获会
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