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数学活动单数和双数 大班数学教案
单数双数(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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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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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活动单数和双数篇一

设计意图：

数字对幼儿来说是空洞枯燥，但幼儿对生活中的物品充满了
乐趣，于是我将一个个的数字融入幼儿的生活，激发幼儿对
数学的兴趣，让幼儿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来感受单、双数的
概念、并区分10以内的单、双数，本次活动设计的主导是让
幼儿在游戏的情景中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依据：《指南》提出成人要善于发现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
充分利用自然和实际生活机会，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比较、
操作、实验等方法，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
等。

活动目标：

1、通过幼儿尝试操作，能熟练区分10以内的单、双数。

2、培养幼儿从身边事物中发现单双数的能力。

3、体会数学的生活化，体验数学游戏的乐趣。

4、发展观察、辨别、归案的能力。



活动准备：

1、课件、音乐《小树叶》、玩具小火车。

2、幼儿分组操作材料（树叶、小猫小狗图片、纽扣、瓶盖）
依据：《指南》指出5-6岁幼儿能发现事物简单的排序规律，
并尝试创造新的排列规律；同时，教师应充分运用废旧品，
让幼儿在有效的探索中充分发展。

活动重难点：

正确区分10以内的单双数，知道两相配的是双数，余下的一
个不能两两相配的是单数。

依据：《指南》指出5-6岁能发现生活中许多问题都可以用数
学的方法来解决，体验解决问题的乐趣。

活动过程：

（一）以歌曲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兴趣。

（二）学习新知，让幼儿找出10以内的单数、双数。

1、出示挂图，让幼儿感知什么是单数，什么是双数。

2、幼儿分组操作（小猫小狗图片、纽扣、瓶盖废旧品），尝
试区分10以内的单、双数。

（三）开火车体验学数学快乐，结束教学。

依据：《指南》指出要让幼儿在生活中感知数学，幼儿每天
接触的各种事物都会和数、量、形有关，教师应充分运用废
旧品，让幼儿在有效的探索中充分发展。



数学活动单数和双数篇二

数字对幼儿来说是空洞枯燥，但幼儿对生活中的物品充满了
乐趣，于是我将一个个的数字融入幼儿的生活，激发幼儿对
数学的兴趣，让幼儿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来感受单、双数的
概念、并区分10以内的单、双数，本次活动设计的主导是让
幼儿在游戏的情景中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依据：《指南》提出成人要善于发现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
充分利用自然和实际生活机会，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比较、
操作、实验等方法，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
等。

1、通过幼儿尝试操作，能熟练区分10以内的单、双数。

2、培养幼儿从身边事物中发现单双数的能力。

3、体会数学的生活化，体验数学游戏的乐趣。

4、发展观察、辨别、归案的能力。

1、课件、音乐《小树叶》、玩具小火车。

2、幼儿分组操作材料（树叶、小猫小狗图片、纽扣、瓶盖）
依据：《指南》指出5-6岁幼儿能发现事物简单的排序规律，
并尝试创造新的排列规律；同时，教师应充分运用废旧品，
让幼儿在有效的探索中充分发展。

正确区分10以内的单双数，知道两相配的是双数，余下的一
个不能两两相配的是单数。

依据：《指南》指出5-6岁能发现生活中许多问题都可以用数
学的方法来解决，体验解决问题的乐趣。



（一）以歌曲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兴趣。

（二）学习新知，让幼儿找出10以内的单数、双数。

1、出示挂图，让幼儿感知什么是单数，什么是双数。

2、幼儿分组操作（小猫小狗图片、纽扣、瓶盖废旧品），尝
试区分10以内的单、双数。

（三）开火车体验学数学快乐，结束教学。

依据：《指南》指出要让幼儿在生活中感知数学，幼儿每天
接触的各种事物都会和数、量、形有关，教师应充分运用废
旧品，让幼儿在有效的探索中充分发展。

数学活动单数和双数篇三

活动名称：

有趣的单双数

活动要求：

1、通过的形式让幼儿自由探索了解单数和双数。

2、感受同伴间相互交流的乐趣。

活动准备：

花片、大数字卡片若干、一幅美丽的图片（各类动植物若干）
单双数的汉字词组卡片

活动过程：

1、导入——“猜花片”



我们小朋友很喜欢玩花片，今天老师就用花片和小朋友一起
做个猜花片的好吗？（好）请小朋友每人抓一小把花片，数
一数有几个花片，可以用数字几来表示？并找出数字卡片。
两个好朋友相互检查一下拿得对不对。

2、探索单双数——“找朋友”

（1）现在老师请小朋友帮他们找好朋友，要2个2个做好朋友，
看看他们能不能全都找到好朋友。全都能找到好朋友的，你
把你的数字卡片举起来，（教师挑几张2、4、6、8、10贴在
黑板上）不能全部找到好朋友的数字卡片举起来，（教师挑
几张1、3、5、7、9）贴在黑板上）。

（2）师生共同检验：小朋友看一看你们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3）小结：都能找到好朋友的数字卡片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你们知道叫什么吗？（双数）不能都找到好朋友的数字卡片
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什么？（单数）出示汉字词组。那哪
些数字是双数？（2、4、6、8、10）那哪些数字是单数？（1、
3、5、7、9）幼儿跟念几遍。

3、巩固单双数——“抱双，躲单”

规则：幼儿根据教师念或举单数双数，如果教师念的是单数
就把头埋在膝盖上，如果教师念的是双数，就用双手抱住手
臂。

4、寻找单双数——“捉迷藏”

（1）让幼儿找出自己身上成双和成单的东西。让幼儿在活动
室里找成双和成单的物品。

（3）谁先来介绍给大家听，你找到哪些动植物是单双数？
（个别幼儿介绍）我知道小朋友都想介绍给大家听对吗？好，



现在你可以找你的好朋友介绍一下你找到的单双数。（生生
互动）

5、结束：向你的好朋友介绍完后，可以向客人老师介绍。

数学活动单数和双数篇四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对单双数的兴趣，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数学活动。

2.通过创设情境、游戏化的教学，让幼儿在操作中理解并区
分10以内的单双数。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感知“单”和“双”

（在谈话中，幼儿说嘴巴是一只，眼睛是两只，教师小结，
像嘴巴、鼻子这样只有一个的，叫“单”，像鞋子、手、眼
睛这样两个两个成双成对的，叫“双”。）

二、参加动物party

1。小动物圆舞曲

故事情境：今天来了3只小兔子、4只小狗，5只小猫，6只小
山羊……，他们要结伴条圆舞曲了，帮他们找找舞伴吧！

幼儿操作动物卡片，两个两个拉在一起。

教师：发现了什么？

幼儿：有的小动物剩下一只，没有舞伴；有的小动物都找到



舞伴了。

教师：哪些小动物剩下一只没有舞伴？这些小动物是几只？

幼儿：小兔子（3只）、小猫（5只）

教师：哪些小动物都有舞伴？这些小动物是几只？

幼儿：小狗（4只）、小山羊（6只）

教师小结：两个两个找朋友，到最后剩下一个，孤孤单单没
有朋友，这样的数叫单数；两个两个找朋友，最后都有朋友，
没有剩下，这样的数叫双数。

现在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抱双，躲单”的游戏，好吗？

三、巩固单双数——游戏“抱双，躲单”

游戏规则：幼儿根据教

师念或举单数双数，如果教师念的是单数就把头埋在膝盖上，
如果教师念的是双数，就用双手抱住手臂。

四、结束

小朋友们真棒，老师非常喜欢你们这些聪明的孩子，老师要
奖励每个小朋友一张火车票，一会儿老师要带你们坐着火车
去旅游，小朋友们把火车票戴在胸前，并仔细看一看你的车
票是单数还是双数，单数的去单数列车，双数的去双数列车，
如果上错车，检票员会把你赶下车，你就不能和小朋友们一
起去旅行了，大家准备好火车进站了，小朋友们请上车火车
马上开啦！



数学活动单数和双数篇五

活动目标：

1、认识10以内的单双数。

2、在操作中理解并区分10以内的单双数，

3、能寻找生活中的单数和双数的物体。

活动准备：

1、课件

2、单双数1——10的数字卡、小动物卡片

活动过程：

1、手指数“10个小朋友”

2、1——10报数

3、出示单数图，与幼儿共同观察，发现10以内的单数和双数。

教师：数一数每栏中都有多少张笑脸，把他们两个两个围在
一起，说说你发现了什么规律。与幼儿共同小结，凡是两个
两个地数完就是双数，还余下一个就是单数。

教师：说1——10中的那些是单数，那些是双数。

二、游戏：

1、小动物找队：引导幼儿把1——10带数字的小动物找到自
己的队，单数为白菜队，双数为萝卜队。



2、搭桥：双数动物与萝卜队（双数队）连，单数动物与白菜队
（单数队）相连。

3、我会想：1——10号小朋友出来站队，单数一队，双数一
队按顺序站好，把一位小朋友藏起来，让幼儿推理出1，3后
面是5，再后面是7，9，同种方法推理双数。

三、动一动，找一找

1、把自己课前准备的十个小东西拿出来，摆一摆单数和双数，
并说一说。

2、引导幼儿寻找身边单数与双数的物品。

四、连一连，画一画

情幼儿看自己身上的数字号码，找到自己是白菜队的成员还
是萝卜队的成员。

教学反思：

1、整个活动结合幼儿日常生活来学习单双数，并运用观察法，
游戏法、赏识激励法，特别是操作法是运用，是突破重难点
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法。因为在操作中，能引起幼儿思维的
积极碳素。

2、幼儿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为小动物、小伙伴和
自己找队，幼儿表现出高昂的情绪。教具的运用符合幼儿的
年龄特点，是幼儿付出智力上的努力能独立完成的。在操作
中，幼儿能自己开动脑筋碳素知识，获得经验，并运用各种
感言参与，多种智能得到了发展和提高。

3、本次活动以游戏开始，在游戏中收尾，整个活动贯穿于一
系列动静交替的游戏中，并结合幼儿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收菜



为主题，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单双数，丰富多
彩的形式使抽象知识变得生动，形象起来，让幼儿更容易接
受，更喜欢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