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活动分类计数教案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
文，方便大家学习。

数学活动分类计数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了解电的用途，知道安全用电不会发生危险。

2、通过辨析活动，了解安全使用电器的基础知识。

3、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准备：

1、幼儿用书人手一册。

2、电线一段、插座一个、"电"的标志一个。

活动过程：

1、在教师提问的基础上，初步了解电器的用途：

(1)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电器产品，你知道哪些电器
呢?它们有什么作用?

(3)你知道电从哪里来?(发电站)

(4)教师：电给我们人类带来了许多方便，我们的生活再也离
不开它了。它是我们的好朋友，但这位电朋友有时候也会发



脾气伤人的。

2、出示电线，向幼儿介绍有关知识。

(1)这是什么?你在哪里见过?仔细看看里面和外面有什么不一
样的地方?

(2)教师介绍：这是电线，里面是铜线，会导电。外面是塑料，
包裹着铜线，是保护层，我们抓在手里没有电。但是塑料坏
了，我们就会碰到电，发生危险。

3、组织幼儿讨论：

(1)如果你们家的电线破了，怎么办?(用专用胶布包裹)

(2)如果你看见电线断落在路上，应该怎么办?(绕过去)

4、出示插座，向幼儿介绍有关知识。

(1)这是什么?它有什么用?

(2)教师介绍：这是插座，里面有铜丝或铜片，可以导电，外
面是塑料做的盒子，是保护层。如果将手伸进去，就会碰到
铜片，电就会传到人的身上，发生危险。除了人和铜会导电，
水也会导电，所以小朋友不能用潮湿的手接电源。

(3)出示"电"的标志，让幼儿认识，并知道看见"电"的标志就
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5、引导幼儿观察幼儿用书，看图说说：图片上的小朋友在做
什么?他们这样做对吗?

使幼儿知道简单的安全用电常识，学会保护自己。活动前给
幼儿看各种家用电器的图片，激发他们的兴趣。在安全用电
环节上，请孩子们再看使用电器正确与错误的录像，知道安



全用电的重要性。

数学活动分类计数教案反思篇二

本学期，我将认真贯彻好幼儿园的工作计划.在教学上，认真
抓好每各项活动，活动要质量，让幼儿在“动中学”，提高
幼儿的学习兴趣;并进一步加强班级的常规管理，培养幼儿良
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根据幼儿园的课程指导思想并结合本班幼儿年龄特征和个性
差异，从实际出发认真制定适合幼儿发展的教育教学内容：

(一)提高学习书面语言的兴趣，懂的口语与文字和图书的对
应与转换关系。

(二)养成早期阅读的良好习惯，掌握早期阅读的有关技能。

(三)掌握阅读图书的基本方法，能集中注意阅读图书，倾听?
理解图书内容。

(四)能在教师的指导下创造性的在生活中再现故事冲突以诗
歌意境。

(五)在阅读中伴随认识60个汉字。

(一)能主动、有礼貌地与老师、同伴交流，情绪愉快，喜欢
阅读图书，欣赏和表达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情境。

(二)能认真地倾听他人说话，不插嘴、不随意干扰，有良好
的倾听习惯。

(三)能用较完整的语句讲话和回答问题，声音响亮，速度适
中。



(四)能用较完整连贯的语言，回忆讲述生活趣事或围绕主题
进行谈话。能在各类讲述中，学会运用新词。

(五)喜欢看书，能看懂每幅画的大意。

(六)知道每本书都有封面和书名，会按页码顺序一页一页翻
看，并保持正确的阅读姿势。

(七)爱护图书，能按一定规则整理叠放图书。

(一)能愉快地参加各项活动，体验与老师、同伴共同生活的
乐趣。

(二)了解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初步学会和同伴交往、合作：
学习处理交往中的冲突，并学习谦让和分享。

(三)关心和了解社会生活及各项社会行为规则，初步形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并能遵守一日生活常规。

(四)学习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意见;愿意承担力所能及的
自我服务的劳动。

(五)初步形成诚实、助人等良好品行。

(六)爱父母长辈、老师、同伴并能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爱
集体、爱家乡。

(七)知道我国的首都?主要文化传统及节日。

(一)喜欢幼儿园的集体生活，乐于参加老师引导下的各类活
动。

(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懂得良好生活习惯与健康的关系，
初步具有生活自理能力。



(三)爱清洁、讲卫生，在老师的帮助下能保持个人卫生，愿
意参与幼儿园的环境整洁活动。

(四)知道并喜欢自己的性别，具有初步的健康的性别意识。

(五)增强自我保护的观念，学习避免危险和意外事件的有效
方法。

(六)能坚持做自己喜欢并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七)在大人的帮助下，不怕困难和失败，愿意进行多次尝试。

(一)喜欢参加美术活动，有欣赏美和表现美的愿望。

(二)学会运用图形组合的方法表现物体的基本部分与主要特
征，能围绕主体安排画面，确定和处理主体与添画物的位置
及上下、左右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三)认识多种颜色，有目的地选用颜色，并能小面积涂色。

(四)能正确使用多种手工工具和材料。喜欢用折、剪、贴等
玩纸方法和捏、粘、接等泥塑手法进行简单的造型。

(五)初步理解和感受作品主体形象的造型美、色彩美，并学
习讲述自己对作品的感受。能积极关注周围生活中具有美感
的事物。

(六)参与创设艺术化环境的活动，感受创造美的快乐。

数学活动分类计数教案反思篇三

1.引导幼儿自己尝试做小实验，使幼儿初步感知“水蒸气蒸
发”以及“雨是怎样形成的”等一些科学现象。



2.了解雨与人类的关系。

3.激发幼儿观察、发现、探索自然的兴趣。

4.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5.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活动准备

1.木偶台、木偶小兔、兔妈妈。

2.酒精灯、烧杯、玻璃片、玻璃杯、火柴。

3.投影机、故事《小水滴旅行记》、有关幻灯片、磁带。

活动过程

一、教师木偶表演，提出尝试问题，教师以兔妈妈带小兔出
去玩，忽然天下雨了，小兔问妈妈：“天上为什么会下雨?”
的故事情景导放课题，提出问题：“小朋友，你知道天上为
什么会下雨吗?”

二、小朋友做小实验(幼儿第一次尝试，分组活动)

1.幼儿点燃酒精灯，把水加热。

2.教师提出尝试问题：仔细观察一下，你发现了什么?

3.小结：水热了就会有水蒸气，许多水蒸气向上跑的现象叫做
“蒸发”。

4.讨论：你平时看到过“蒸发”现象吗?(发散性思维)

三、观察水蒸气遇冷变成小水珠的现象“幼儿第二次尝试，



集中活动)

1.请你摸一下，玻璃片是冷的还是热的?

2.倒热水在杯里，问：杯子里冒出来的是什么?(水蒸气)

3.把玻璃片盖在茶杯上，会出现什么?为什么玻璃片上会有小
水珠?得出实验结果：水蒸气遇冷就会变成小水珠。

四、放幻灯(通过直观教学，重点理解“为什么会下雨”的科
学现象)

2.请小朋友听一个有趣的故事《小水滴旅行记》(结合幻灯)

3.请小朋友把“天上为什么会下雨”的小秘密告诉兔妈妈和
小兔。

五、了解雨与人类的关系

1.请幼儿试着说出雨的好处。

2.请幼儿试着说出雨的危害。

3.总结幼儿讲的雨的好处的危害，教育幼儿从小学知识、学
本领，长大当下名科学家，要让雨为人类做更多的好事。

数学活动分类计数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知道指甲长了对自己身体及同伴带来的危害，养成勤剪指
甲的良好卫生习惯。

2.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3.了解保持个人卫生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4.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活动准备：

有关细菌影响身体健康的vcd，图片等。

活动过程：

1.组织幼儿收看有关细菌影响身体健康的vcd，图片等。

2.让幼儿在观察、讨论、辨析、交流的过程中，感受体验勤
剪指甲的重要性及正确的方法。

讨论：为什么长指甲容易抓伤皮肤?被指甲抓伤的皮肤为什么
红肿?

小实验：将剪下的指甲放在放大镜或显微镜下观察。

3.请幼儿园的保健医生介绍指甲所藏细菌，以多种途径进入
人体，给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

4.教育幼儿要勤剪指甲，并请家长配合教育。

数学活动分类计数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分离、挖、塑造、经验回忆等活动，感知探索沙轻、
细小、不溶于水及加水后容易塑造的特性。



2、发展幼儿的感知能力，诱发想象力和创造能力。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能积极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激发进一步探索事物变
化的愿望。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活动准备：

玩沙工具、水若干桶、纱布、吸管若干。

活动过程：

1、运用沙子宝宝的秘密这个话题引起幼儿活动的愿望。

师：我们今天要和沙子宝宝交朋友。沙子宝宝呀，最喜欢和
知道它秘密的小朋友玩。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找一找沙子宝宝
的秘密吧。

2、运用各种工具，引导幼儿用不同的感官感知沙的特性。

(1)用纱布分离出小石子和细沙，并通过触摸、抓捏感受和体
验沙细小的特点。

(2)用吸管吹一吹干沙，体验沙轻的特点。

(3)把筛出的细沙倒入水桶中，通过观察和搅拌体验沙不溶于
水的特点。

3、组织幼儿积极讨论玩沙活动中的发现。

小结：所以我们小朋友在玩沙的时候不要把沙子拿来扔，避
免沙子飞到眼睛里。



4、再次玩沙，引导幼儿用水把沙浇湿，观察沙子遇水后结块
的变化。

往沙箱中倒入水，用手感知干沙与湿沙的区别，干沙轻，不
易捏合;湿沙重，易捏合。

小结：沙子可以和水一起玩，那么我们小朋友也可以利用水
和沙子一起做游戏。

5、组织幼儿分组进行小组造型，体验干沙和湿沙的任意造型。

幼儿自由分组玩沙，教师适当引导，帮助能力弱的幼儿共同
完成作品。

6、评价幼儿的表现。

你们今天表现都很棒，都找到了沙子宝宝的秘密。沙子宝宝
说下次还想和你们做游戏呢!

活动反思：

联系生活揭示科学知识的意义。要做到科学教育与幼儿的生
活相结合，不仅是学习课题来自生活，还应该引导幼儿能运
用科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体会到了科学知识可以为生
活服务。这样做，可以拉近幼儿与科学的距离，使幼儿对科
学产生一种亲切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