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数学活动认识时间中班教案设计
认识中班数学活动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数学活动认识时间中班教案设计篇一

一．活动目标：

1、较熟练地掌握5的数数，认识“5”，知道它所表示的含义。

2、通过游戏激发幼儿对数学活动的兴趣。

二．活动准备：

空瓶子一只，硬币、珠子、纽扣若干

1---5的数字卡片每人一套

夹子每人15个

数字火车

三．活动过程：

1、游戏：“看数拍手”

（1）今天老师要和小朋友来玩一个游戏，叫“看数拍手”。
这是几？

（2）小朋友应该拍几下？，请小朋友听到“预备拍手”后一



起拍手。

2、游戏：听音猜数。

（1）、教师一粒一粒地想空瓶子里装硬币，让幼儿听硬币掉
落瓶子里的声音，猜猜瓶子里装了几枚（4枚）硬币。

（2）、倒出瓶子里的硬币，让幼儿数一数，验证自己猜得对
不对。

（3）、教师再装入1枚硬币，请幼儿猜猜现在瓶子里有几枚
硬币，并验证。

（4）、教师向空瓶子里装5颗珠子，5颗纽扣，请幼儿听音猜
数。

2、认识数字“5”。

（1）、提问5枚硬币，5颗纽扣，5颗珠子都可以用数字几来
表示？教师出示相应的数字卡片，请幼儿认读，分析字形。

（2）、如果老师想用小点点来表示，可以用几个小点点，2
呢，3呢？

3、夹子游戏。

（1）、数物匹配游戏。

师：小朋友看看，谁来了，今天我们的数字宝宝想和夹子做
朋友，看看这是几？（3）可以用几个小点点来表示，它应该
找几个夹子做好朋友。依次类推，（请小朋友来夹）

（2）、幼儿操作，给点卡夹上相应数量的夹子。

教师：先数数卡片上有几个点？（看看卡片上数字是几？）



再想一想应该给它送几个夹子？

（3）、幼儿给所有的卡片夹上相应数量的夹子，教师巡回观
察指导，检查幼儿的完成情况，引导先完成的幼儿按照数量
多少进行排序。

（4）、教师小结验证：你夹对了吗？请把数字1，举起来，
数字1要夹几个夹子，数数你夹对了吗？幼儿与老师一起点数
自己的夹子。

4、数字火车，分类整理。

（1）、教师出示数字火车，“看看我们的火车有几节车厢”
引导幼儿认识数字火车上的数字。

（2）、做游戏“坐火车”，把数字宝宝和夹子送到相应的车
厢。

数字宝宝和夹子都累了，要坐上数字火车回家了，请你看一
看，1号车厢要坐谁？（师幼一起验证是否正确）后面的车厢
也一样，把你的卡片送到相应的车厢。

（3）、结束：数字宝宝和夹子都坐上火车回家了，我们也一
起坐上火车去玩吧！

数学活动认识时间中班教案设计篇二

设计背景

幼儿对左右认识模糊，我想通过本次活动，以轻松的游戏，
将抽象的左右概念具体化，形象化，让幼儿以自己的亲身体
验，学习区分左右，发现并理解以自我为中心和以客体为中
心的左右的差别。



活动目标

1.幼儿能以自己为中心认识左右的位置关系，并能以客体为
中心区别左右。

2能正确使用方位词左和右。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正确认识和区分左右。

教学难点：能正确使用方位词左和右。

活动准备

音乐磁带《健康歌》，《找朋友》，小星星贴片，椅子，动
物图片，小房子。

活动过程

开始环节：律动：随音乐《健康歌》做动作，让幼儿体会左
右。

基本环节：

1.认识自身的左右。

(1),教师指导幼儿把小星星贴在画画拿画笔的那只手上,然后
请幼儿把这只手举起来,告诉幼儿举起的手是右手,另一只手
是左手。

(2),游戏:听口令做出相应的动作

用右手摸右耳,右眼,右腿;用左手摸左脚.左腿左肩,用右手拍
左肩左腿,用左手拍右肩右腿。



2.区别左边和右边

做音乐游戏换座位儿,请幼儿感知自己右手一边是右边,左手
一边是左边。

(1).音乐开始,边听音乐边在椅子周围自由做动作说儿歌:小
朋友听仔细,音乐停下来找椅子.音乐停止,小朋友迅速走到小
椅子旁坐好。

(2).请幼儿说一说:我的左边是谁,右边是谁?

(3).游戏:小动物找家(出示小房子)。

按指令帮小动物找到自己的家:熊猫家在最左边,小鸡家在最
右边,小兔家在熊猫家的右边,小狗家在小鸡家的左边。

结束环节;幼儿随音乐健康歌做动作,结束本课。

数学活动认识时间中班教案设计篇三

活动目标：

1、认识球体和圆柱体，知道他们的名称和基本特征。能从周
围环境中找出相似的物体。

2、能区别平面图形和几何图形以及几何图形之间的不同，发
展幼儿的辨别力。

3、发展幼儿空间概念想象和思维能力。

活动准备：

1、教具：课件《认识球体与圆柱体》、电脑.

2、学具：每人一只球、五只一圆的硬币、一只篓子、一张有



圆形或球体或圆柱体的图片。各类废旧报纸、毛线等。

3、座位安排：两个半圆行、每人一只垫子，席地而座。

4、三处有圆形、球体、圆柱体娃娃的标志。

活动过程：

一、出示课件，引起兴趣。

小朋友，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老师，开心吗？姜老师告诉你
们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位客人要来做客呢，你们看，他来了。

（出示课件一：硬币来了。通过硬币的介绍，进一步感知圆
形，初步感知球形。）

这是谁呀？他是什么形状的？转起来呢又是怎样的？

二、通过硬币的引见，导出球体，体现圆与球的特征。

1、球和硬币有什么区别。

（出示课件二：球和硬币的区别）

2、请幼儿看一看，球与硬币在外形上有什么区别。

3、请幼儿比一比，球与硬币谁滚的快。

4、请幼儿讲一讲，球与硬币的特征。

5、小结：对，小朋友讲的真好。我们来听听硬币和球体是怎
么说的？

（课件三：通过硬币与球的比赛，以及形象的讲解进一步了
解硬币与球的特



征：硬币圆圆的、扁扁的，就象一张纸；球不管从哪个方面
看都是圆的，不管从哪个方向滚都可以。）

三、认识球体与圆柱体。

1、通过课件四，引出圆柱体。（五个硬币叠在一起变成圆柱
体。）

2、摆一摆，（把五个一圆的硬币叠在一起，看看变成了什
么？）

3、球体和圆柱体比赛滚。（课件五比滚）

a、请个别幼儿上来滚一滚老师叠起来的圆柱体与球体，看看
他们谁快谁慢？

b、讲讲为什么？

4、球体和圆柱体比叠高。（课件五比叠高）

a、请小朋友把你叠的圆柱体和好朋友再叠一叠，可以吗？把
两个球也叠一叠，可以吗？

b、为什么？

四、通过讲讲生活中的圆形、圆柱体、球体，发展幼儿的扩
散性思维。

2、哪里看到过球体？比一比谁想的最多。

3、硬币叠起来就是圆柱体，那你还在哪里看到过圆柱体呢



数学活动认识时间中班教案设计篇四

1.能正确数出数量是8和9的物体的个数，会读、写数字8和9。

2.使学生掌握9以内的数的顺序，会比较9以内数的大小，并
掌握8和9的组成。3培养学生有序地看图，掌握有序数数的方
法。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9以内数的顺序，会比较9以内数的大小。

难点：掌握8和9的组成。

教学用具

课件、数字卡片、计数器、直尺图、小棒、三角形、学具盒
等

教学过程

谈话引入

探究新知

一、

8、9的基数含义

1、出示情境图

学生在随意数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按照一定的方位和顺序来
数。配合学生回答贴出相应的图片并抽象出数字。如学生
说“有9盆花”，老师就可以贴出此图片，并说明9盆花可以
用数字“9”表示。同时在图右边对应贴出数字卡片“9”。



2、摆学具。

师：大家分别拿出8个圆片和9个圆片摆两种图形，自己动手
摆一摆。看能摆出什么图形?

二、

8、9的顺序

让学生拿出计数器自己动手拨出7颗珠子。问：再拨一颗是几
颗?(8颗)8颗珠子再拨一颗是几颗?(9颗)师引导学生多拨几次。
并说清自己的想法：师：通过拨珠子，你有什么发现?生1：7
的后面是8，8的后面是9。生2：9的前面是8，8的前面是7。

师小结：同学们真聪明，发现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课件出示
直尺图)

师：你能快速地把缺的数字填在括号里吗?请试着填一填。学
生填完后集体订正。

三、比较

7、

8、9的大小

师：现在请大家把书本打开，翻到第54页，运用你发现的知
识，来解决书上的问题。(课件出示点子图，让学生观察点子
图。)

师：怎样很快数出点子数?看你能发现什么?

汇报交流，引导学生说出：我知道了点子图是从左到右每次
多1个，从右到左是每次少1个;我还知道9比8大，7比8小……。



让学生自由回答自己的发现，老师及时评价。

比较

7、

8、9的大小

请同学们从这三个数中选择两个数，用以前学过的“”“”
来表示它们的大小。学生的答案有以下6种：788979879798提
醒学生书写要整洁、美观。

四、

8、9的序数含义

(课件出示图片，第一排10只蝴蝶)

做完后，师指名学生把自己的作品展示在实物投影上，并引
导学生说说这样涂的理由。

师小结：同学们做得真好，能够按要求涂得这么快，这么好，
老师太佩服你们了。

五、教学

8、9的写法

教师先在画好的田字格的黑板上板书

8、9的写法。

师小结：同学们学得真快，很快就学会了怎样写

8、9，而且写得都很漂亮。回家后再写给你的爸爸、妈妈看，



好不好?

六、

8、9的组成

1、学习8的组成

(1)师把8个红五星分抓在两手掌中，让学生猜猜左右手各有
几个?猜中后亮出双手再来。

(2)几次下来，学生的情绪一定很高，人人都会参与到这一游
戏中来。(3)师：大家也一起来玩一玩，好吗?同学2人一组用
学具玩这“猜数”游戏。游戏要求：同桌进行游戏，猜中后，
猜的同学及时记录下猜中的结果，然后交换再来。就这样，
并适时把猜中的结果记录下来。

(4)汇报结果。同桌展示各种不同的记录结果，引导整理得
出8的组成。(重点强调：8可以分成1和7，8可以分成2和6，8
可以分成3和5，8可以分成4和4。)(板书)

2、学习9的组成

(1)师：请同学拿出9个圆片，把它们分成两堆，有几种分
法?(同桌合作，一个分，一个记录)

师巡视，并提示学生：探究出4种方法后，不用操作，想出另
外4种方法。(2)学生汇报，教师板书9的组成。

(3)重点讲解：9可以分成1和8，9可以分成2和7，9可以分成3
和6，9可以分成4和5，9可以分成5和4，9可以分成6和3，9可
以分成7和2，9可以分成8和1。

巩固练习，实践应用



1、完成课本54页第4题。

学生独立完成，老师巡视，完成后小组内讨论，最后老师公
布答案。

2、完成课本53页的练习题。

学生独立完成，老师巡视，完成后由单个学生汇报每个题的
答案，其他同学对照自己的结果，出现结果不同时课上讨论，
最后由老师讲解、确定答案。

3、完成课本练习十二的第1题及其它练习题。

学生独立完成，老师巡视，完成后由单个学生汇报每个题的
答案，其他同学对照自己的结果，出现结果不同时课上讨论，
最后由老师讲解、确定答案。

课堂小结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

8、9的组成和加减法。这节课的内容较多，同学们要多做练
习，充分掌握每一个知识点。同学们都看过楼房吧，如果在
建房的时候地基没有打牢，大楼能结实吗?肯定住不了多久就
会倒的，我们现在学的知识就是在打地基，现在的知识没有
记住，那么以后学数学就会很吃力，所以同学们要珍惜每一
堂课，把握好每一个知识点。

板书

第2节8和9

1、学习

8、9的基数7添上1是88添上1是9



2、学习

8、9的顺序123456789

3、比较

7、

4、

8、9的序数含义(区分第几和几个)

5、学写

8、9

6、

8、9的组成

7、学习

8、9的加减法

一图4式2+6=86+2=88-2=68-6=2

数学活动认识时间中班教案设计篇五

活动目标：

1．认识梯形，能按图形特征进行归类。

2．探索用不同形状的纸变出梯形的多种方法。



3．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活动准备：

1．教具：教学挂图（一）中同样大小的长方形和等腰梯形各
一个，不同大小的四边形和等腰梯形。

2．学具：幼儿用书第14页《认识梯形》的操作材料，正方形、
长方形、三角形的纸，剪刀、笔。

活动过程：

（一）认识梯形。

1.教师提供各种各样的图形，让幼儿进行分类，并说出图形
名称。

教师：这里有几个图形，谁能说出它们的名字？

2.教师：梯形和长方形相比，哪里一样？哪里不一样。

3.教师在幼儿讲述时，可将长方形和梯形重叠起来，引导幼
儿观察比较，然后请幼儿回答。

教师：梯形有两条平平的边，还是两条斜斜的边？

（二）运用已知经验正确判断图形。

1.教师出示倒放、斜放的梯形和四边形，引导幼儿观察。

3.教师引导幼儿运用刚才得出的经验进行判断。

（三）幼儿操作。

2.教师：小朋友可以拿一张图形纸先折一折，让它变成梯形



后再沿着折痕把多余的部分剪掉，变完之后还要将你变梯形
的'方法记录在相应的图形标记上。变一次记一次，看看谁变
的方法多。

（四）活动评价。

请个别幼儿介绍自己的方法：你是怎么做的？怎样记录的？
还有谁有不一样的方法？

活动延伸：

区域活动：数学区活动中让幼儿自由探索如何用各种小图形
拼成梯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