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五彩石教案(汇总7篇)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学目
标选择的有效教学手段。下面是五年级教案的案例，希望对
大家的备课工作有所帮助。

幼儿园五彩石教案篇一

“这是我们送给松鼠大婶的礼物!”兔姐姐和兔弟弟神气地
说“多漂亮的围巾!要是妈妈围上，一定会非常好看。”兔姐
姐和兔弟弟很想给妈妈买一条漂亮围巾。

“我们去采鲜花来卖钱，有了钱就可以买围巾了。”兔弟弟
想出了办法。“可是，鲜花是给大家看的呀!”兔姐姐说。

“要不，我们画几张画来卖。”兔姐姐和兔弟弟画了好多画
摆在商店门口卖。“卖画喽!卖画喽!”兔姐姐和兔弟弟喊哑
了嗓子，就是没人来买。“在纸上画画，大家都会，谁来买
你们的画呀?”商店里的松鼠大婶好心地告诉他们。

太阳快要下山了，兔姐姐和兔弟弟回家去，他们一边走，一
边想：怎么才能给妈妈买漂亮围巾呢?他们走到小河边。太阳
给小河边的石头画上了美丽的颜色。大大的石头，小小的石
头，圆圆的石头，扁扁的石头，一块块石头，都那么好看。

兔姐姐和兔弟弟捡起石头来，捡了一块又一块，捡了好多好
多。“太阳下山了，石头不漂亮了!”兔弟弟喊了起来。“我
们在石头上画上画，它又会漂亮起来的。”兔姐姐想出了好
办法。

第二天，兔姐姐和兔弟弟给石头画上五颜六色的画，摆到商
店门口去卖。“哟!石头画!”到商店来的人都喜欢地喊起来。
大家都来买，一会儿就都卖完了。



兔姐姐和兔弟弟去给妈妈买围巾。松鼠大婶说：“你们的石
头画五颜六色的，太漂亮了。这是给你妈妈的围巾。我还要
给你们一人一条围巾。”

兔姐姐和兔弟弟给妈妈围上围巾。“这是我们画了漂亮的石
头画，换来的。松鼠大婶还送给我们围巾。我们也要送她一
件最好最好的礼物。”兔姐姐和兔弟弟神秘地说。

“你们送一件什么礼物?”兔妈妈问。“明天，你到商店门口
来看。”这一天早上，兔妈妈和松鼠大婶看见商店门口铺了
一条五颜六色的石头路。原来，这是兔姐姐和兔弟弟画了更
多的石头铺上去的。

“哇!多漂亮的五彩石头路!”到商店来的人都喜欢地喊起来。

“这是我们送给松鼠大婶的礼物!”兔姐姐和弟弟神气地说。

月亮池的小路

很远的地方有一座月亮森林，森林里有一个月亮池，每天，
都会有很多小动物沿着一条小路走到月亮池边去喝水。

有一天，森林里来了一只大狗熊，他也走到了小路上。

大狗熊看见路上有一排小小的竹叶状脚印，知道小鸡在前面，
就“嘭嘭嘭”地追上去，一把拎起小鸡说：“让开!让开!这
条路只许我一个人走!”

小鸡吓得一声也不敢吭。大狗熊又看见路上有一排扇子状脚
印，知道小鸭在前面，就“嘭嘭嘭”地追上去，一把推开小
鸭说：“让开!让开!这条路只许我一个人走!”

小鸭吓得“嘎嘎嘎”乱叫。

大狗熊还看见路上有一排梅花状脚印，知道小狗在前面，



就“嘭嘭嘭”地追上去，一脚踢开小狗说：“让开!让开!这
条路只许我一个人走!”

小狗吓得呜呜呜叫。

个子最小的小鸡，想了一个好主意。

第二天，大狗熊又走在小路上，去月亮池喝水。他昂头挺胸，
又得意又骄傲：“看我多么高大，瞧我多么强壮，路我一个
人走，水我一个人喝!”

正得意呢，大狗熊一脚踩到了坑里，他慌忙低头一看，哎呀，
是一个大脚印，这个脚印可真大，大狗熊的两个脚掌摆在里
面，还空出一圈哪!

大狗熊往前一看，嗬，前面还有一大排这样的大脚印呢!

大狗熊越想越害怕，腿脚发软，再也不敢往前走，悄悄地逃
离了月亮池。

躲在树丛后的小动物们哈哈哈笑起来。月亮森林里没有大怪
兽也没有大恐龙，是他们做了两个大脚板，一起“制造”了
那些大脚印!

幼儿园五彩石教案篇二

1、乐意参与活动，体验玩石头的乐趣。

2、学习按石头的特征有规律的进行排序。

3、发展幼儿的数数和分类、排序的能力。

4、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5、能与同伴合作，并尝试记录结果。

石头若干，每人一只筐

（一）引题

回忆故事，引导幼儿一起去铺路

（活动一开始通过老师简短的话，既帮助幼儿复习了有关故
事的角色，同时也揭示了本次活动的主题。运用开门见山的
方法和去帮兔姐弟来引起幼儿铺路的兴趣。为整个活动的有
序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捡石头

1、观察石头

1）看看这里有多少石头？

2）这些石头是怎么样的？

3）小结：原来石头是各种各样的。有大有小，有的粗糙，有
的光滑。

（让幼儿通过自己的观察，进一步掌握、了解石头的特征，
并突出了石头特征中的大和小，粗糙和光滑，为后面的根据
石头的特征进行排序埋下了伏笔。同时在这一环节中，既发
展了幼儿的观察能力，又使他们的语言得到了发展。在实际
的教学过程中，幼儿不仅说出了石头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
粗糙的，有光滑的，有大的，有小的，还有的幼儿说出了石
头是冷冷的，摸上去象冰一样，这些都说明了幼儿比较细致
的观察能力。如果在教学中老师能及时的抓住幼儿的这一回
答引导幼儿再细致的进行观察、描述，那么更加体现了多种
教育内容的整合。可见老师心中应该时时装有整合的目标。



使整合真正落实、体现，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整合而整合。）

2、捡石头——能数量捡石头

1）听口令捡石头

2）听拍手声捡石头

3）石头排队，你捡了几块石头？

幼儿捡相应的石头。然后又让幼儿自己数数捡来的石头一共
有几块。同时老师又把石头的数量控制在6以内。使的幼儿能
数的清楚、正确。然后让幼儿根据石头的光滑、粗糙的特征
分类，使得幼儿对于石头的这两个特征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了
解，又为下一环节的捡石头奠定了物质的准备。）

3、分类

把捡到的'石头送回家：光滑的石头放在红筐里，粗糙的石头
放在绿筐里

4、捡石头

1）要求幼儿在规定的时间里捡不同的石头

2）数数你捡到了多少石头？

（再一次让幼儿来捡石头，而这次捡石头老师充分的放手，
让幼儿自由的捡石头，但是在放手的同时又有一定的控制，
如让幼儿一块一块的捡不同的石头，主要是为后面的排序作
好准备。由于幼儿动作有快慢，捡的时候有的幼儿一块一块
的在挑选，有的则见一块捡一块。因此幼儿捡的数量都不一
样，这样在数数的时候也显示了差距。同时每位幼儿不同数
量的石头也为后面的排序铺路造成了数量上的差距。但是在
教学的时候，老师的时间没有很好的控制，给幼儿的时间稍



长了点，导致有的幼儿捡了17、18块石头，数量过多。不仅
为数数带来了难度，更影响了后面的排序。）

（三）铺路

1、幼儿自由铺路

2、交流：你用石头是怎么铺的？（老师把幼儿的铺法陈列在
黑板上）

3、学别人的方法铺路

4、学习按间隔的方法进行铺路

的某一段有一定的规律，如有的幼儿用大小间隔的方法拍了
四块石头。有的幼儿用光滑粗糙间隔的方法拍了三块石头。
老师在孩子自由铺路的时候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敏锐的观察
到孩子的排序方法。在孩子交流的时候让他们把好的方法说
给同伴听，并通过在黑板上的现场图示，让幼儿更加的看清
楚排序的方法。在图示的基础上让幼儿根据图示来进行对应
的排序。在幼儿自己经验的基础上老师加以提升，让幼儿学
习间隔的排序方法。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对于幼儿原
有经验的提升显得着急了点，如果在提升的时候能更仔细、
详细就更加完美了。）

（四）延伸活动

1、今天我们一起铺了一条石头路，上次我们去哪里走过？

2、一起去踩踩自己铺的石头路

本次活动主要是让幼儿在感知石头特征的基础上，学习按石
头的特征进行排序的一个数学活动。其中也整合了数学中的
一些数量，分类等内容。



在这个活动中主要的教具就是石头，老师有意识的选择不同
特征的石头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角。石头是幼儿平时生活中比
较常见的，也是幼儿十分很感兴趣的东西。通过这样的集体
教学活动使幼儿对石头的认识更深了一步。同时也得到了数
学方面的发展。在活动中老师所提供的石头数量应该更加充
足，这样在幼儿排序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的补充
一些自己所需要的石头。

文档为doc格式

幼儿园五彩石教案篇三

1、乐意参与活动，体验玩石头的乐趣。

2、学习按石头的特征有规律的进行排序。

3、发展幼儿的数数和分类、排序的能力。

4、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5、能与同伴合作，并尝试记录结果。

石头若干，每人一只筐

（一）引题

回忆故事，引导幼儿一起去铺路

（活动一开始通过老师简短的话，既帮助幼儿复习了有关故
事的角色，同时也揭示了本次活动的主题。运用开门见山的
方法和去帮兔姐弟来引起幼儿铺路的兴趣。为整个活动的有
序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捡石头



1、观察石头

1）看看这里有多少石头？

2）这些石头是怎么样的？

3）小结：原来石头是各种各样的。有大有小，有的粗糙，有
的光滑。

（让幼儿通过自己的观察，进一步掌握、了解石头的特征，
并突出了石头特征中的大和小，粗糙和光滑，为后面的根据
石头的特征进行排序埋下了伏笔。同时在这一环节中，既发
展了幼儿的观察能力，又使他们的语言得到了发展。在实际
的教学过程中，幼儿不仅说出了石头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
粗糙的，有光滑的，有大的，有小的，还有的幼儿说出了石
头是冷冷的，摸上去象冰一样，这些都说明了幼儿比较细致
的观察能力。如果在教学中老师能及时的抓住幼儿的这一回
答引导幼儿再细致的进行观察、描述，那么更加体现了多种
教育内容的整合。可见老师心中应该时时装有整合的目标。
使整合真正落实、体现，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整合而整合。）

2、捡石头——能数量捡石头

1）听口令捡石头

2）听拍手声捡石头

3）石头排队，你捡了几块石头？

幼儿捡相应的石头。然后又让幼儿自己数数捡来的石头一共
有几块。同时老师又把石头的数量控制在6以内。使的幼儿能
数的清楚、正确。然后让幼儿根据石头的光滑、粗糙的特征
分类，使得幼儿对于石头的这两个特征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了
解，又为下一环节的捡石头奠定了物质的准备。）



3、分类

把捡到的石头送回家：光滑的石头放在红筐里，粗糙的石头
放在绿筐里

4、捡石头

1）要求幼儿在规定的时间里捡不同的石头

2）数数你捡到了多少石头？

（再一次让幼儿来捡石头，而这次捡石头老师充分的放手，
让幼儿自由的捡石头，但是在放手的同时又有一定的控制，
如让幼儿一块一块的捡不同的石头，主要是为后面的排序作
好准备。由于幼儿动作有快慢，捡的时候有的幼儿一块一块
的在挑选，有的则见一块捡一块。因此幼儿捡的数量都不一
样，这样在数数的时候也显示了差距。同时每位幼儿不同数
量的石头也为后面的排序铺路造成了数量上的差距。但是在
教学的时候，老师的时间没有很好的控制，给幼儿的时间稍
长了点，导致有的幼儿捡了17、18块石头，数量过多。不仅
为数数带来了难度，更影响了后面的排序。）

（三）铺路

1、幼儿自由铺路

2、交流：你用石头是怎么铺的？（老师把幼儿的铺法陈列在
黑板上）

3、学别人的方法铺路

4、学习按间隔的方法进行铺路

的某一段有一定的规律，如有的幼儿用大小间隔的方法拍了
四块石头。有的'幼儿用光滑粗糙间隔的方法拍了三块石头。



老师在孩子自由铺路的时候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敏锐的观察
到孩子的排序方法。在孩子交流的时候让他们把好的方法说
给同伴听，并通过在黑板上的现场图示，让幼儿更加的看清
楚排序的方法。在图示的基础上让幼儿根据图示来进行对应
的排序。在幼儿自己经验的基础上老师加以提升，让幼儿学
习间隔的排序方法。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对于幼儿原
有经验的提升显得着急了点，如果在提升的时候能更仔细、
详细就更加完美了。）

（四）延伸活动

1、今天我们一起铺了一条石头路，上次我们去哪里走过？

2、一起去踩踩自己铺的石头路

本次活动主要是让幼儿在感知石头特征的基础上，学习按石
头的特征进行排序的一个数学活动。其中也整合了数学中的
一些数量，分类等内容。

在这个活动中主要的教具就是石头，老师有意识的选择不同
特征的石头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角。石头是幼儿平时生活中比
较常见的，也是幼儿十分很感兴趣的东西。通过这样的集体
教学活动使幼儿对石头的认识更深了一步。同时也得到了数
学方面的发展。在活动中老师所提供的石头数量应该更加充
足，这样在幼儿排序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的补充
一些自己所需要的石头。

幼儿园五彩石教案篇四

作为一名老师，就难以避免地要准备教案，教案是保证教学
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快来参考教案是怎么
写的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小班上学期数学教案《五
彩石头路》，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1、乐意参与活动，体验玩石头的乐趣。

2、学习按石头的特征有规律的进行排序。

3、发展幼儿的数数和分类、排序的能力。

石头若干，每人一只筐。

（一）引题

回忆故事，引导幼儿一起去铺路

（活动一开始通过老师简短的话，既帮助幼儿复习了有关故
事的角色，同时也揭示了本次活动的主题。运用开门见山的
方法和去帮兔姐弟来引起幼儿铺路的兴趣。为整个活动的有
序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捡石头

1、观察石头

1）看看这里有多少石头？

2）这些石头是怎么样的？

3）小结：原来石头是各种各样的。有大有小，有的粗糙，有
的光滑。

（让幼儿通过自己的观察，进一步掌握、了解石头的特征，
并突出了石头特征中的大和小，粗糙和光滑，为后面的根据
石头的特征进行排序埋下了伏笔。同时在这一环节中，既发
展了幼儿的观察能力，又使他们的语言得到了发展。在实际
的教学过程中，幼儿不仅说出了石头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
粗糙的，有光滑的，有大的，有小的，还有的幼儿说出了石
头是冷冷的，摸上去象冰一样，这些都说明了幼儿比较细致



的观察能力。如果在教学中老师能及时的抓住幼儿的这一回
答引导幼儿再细致的进行观察、描述，那么更加体现了多种
教育内容的整合。可见老师心中应该时时装有整合的目标。
使整合真正落实、体现，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整合而整合。）

2、捡石头——能数量捡石头

1）听口令捡石头

2）听拍手声捡石头

3）石头排队，你捡了几块石头？

（第一次让幼儿捡石头的环节中老师给了幼儿多种的刺激，
通过听口令、拍手、小铃的声音等不同的方法来让幼儿捡相
应的石头。然后又让幼儿自己数数捡来的石头一共有几块。
同时老师又把石头的数量控制在6以内。使的幼儿能数的清楚、
正确。然后让幼儿根据石头的光滑、粗糙的特征分类，使得
幼儿对于石头的这两个特征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了解，又为下
一环节的捡石头奠定了物质的准备。）

3、分类

把捡到的石头送回家：光滑的石头放在红筐里，粗糙的石头
放在绿筐里

4、捡石头

1）要求幼儿在规定的时间里捡不同的石头

2）数数你捡到了多少石头？

（再一次让幼儿来捡石头，而这次捡石头老师充分的放手，
让幼儿自由的捡石头，但是在放手的同时又有一定的控制，
如让幼儿一块一块的捡不同的石头，主要是为后面的'排序作



好准备。由于幼儿动作有快慢，捡的时候有的幼儿一块一块
的在挑选，有的则见一块捡一块。因此幼儿捡的数量都不一
样，这样在数数的时候也显示了差距。同时每位幼儿不同数
量的石头也为后面的排序铺路造成了数量上的差距。但是在
教学的时候，老师的时间没有很好的控制，给幼儿的时间稍
长了点，导致有的幼儿捡了17、18块石头，数量过多。不仅
为数数带来了难度，更影响了后面的排序。）

（三）铺路

1、幼儿自由铺路

2、交流：你用石头是怎么铺的？（老师把幼儿的铺法陈列在
黑板上）

3、学别人的方法铺路

4、学习按间隔的方法进行铺路

（用石头铺路是本次活动的重点，也是难点。由于有了前面
对石头特征的了解的铺垫，因此在幼儿自由铺路的时候，有
的幼儿是按照大的石头排好再排小的石头，有的幼儿则是先
排光滑的石头再排粗糙的石头。而有的幼儿虽然整条路是没
有规律的，但是在路的某一段有一定的规律，如有的幼儿用
大小间隔的方法拍了四块石头。有的幼儿用光滑粗糙间隔的
方法拍了三块石头。老师在孩子自由铺路的时候进行了细致
的观察，敏锐的观察到孩子的排序方法。在孩子交流的时候
让他们把好的方法说给同伴听，并通过在黑板上的现场图示，
让幼儿更加的看清楚排序的方法。在图示的基础上让幼儿根
据图示来进行对应的排序。在幼儿自己经验的基础上老师加
以提升，让幼儿学习间隔的排序方法。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老师对于幼儿原有经验的提升显得着急了点，如果在提升的
时候能更仔细、详细就更加完美了。）



（四）延伸活动

1、今天我们一起铺了一条石头路，上次我们去哪里走过？

2、一起去踩踩自己铺的石头路

（最后通过回忆在梅苑公园走石头路的经历，再次激发幼儿
走石头的兴趣。）

幼儿园五彩石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乐意参与活动，体验玩石头的乐趣；

2、学习按石头的特征有规律的进行排序；

3、发展幼儿的数数和分类、排序的能力；

4、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教学准备：

石头若干，每人一只筐。

教学过程：

（一）引题

回忆故事，引导幼儿一起去铺路。

（活动一开始通过老师简短的话，既帮助幼儿复习了有关故



事的角色，同时也揭示了本次活动的主题。运用开门见山的
方法和去帮兔姐弟来引起幼儿铺路的兴趣。为整个活动的有
序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捡石头

1、观察石头

1）看看这里有多少石头？

2）这些石头是怎么样的？

3）小结：原来石头是各种各样的。有大有小，有的粗糙，有
的光滑。

（让幼儿通过自己的观察，进一步掌握、了解石头的特征，
并突出了石头特征中的大和小，粗糙和光滑，为后面的根据
石头的特征进行排序埋下了伏笔。同时在这一环节中，既发
展了幼儿的观察能力，又使他们的语言得到了发展。在实际
的教学过程中，幼儿不仅说出了石头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
粗糙的，有光滑的，有大的，有小的，还有的幼儿说出了石
头是冷冷的，摸上去象冰一样，这些都说明了幼儿比较细致
的'观察能力。如果在教学中老师能及时的抓住幼儿的这一回
答引导幼儿再细致的进行观察、描述，那么更加体现了多种
教育内容的整合。可见老师心中应该时时装有整合的目标。
使整合真正落实、体现，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整合而整合。）

2、捡石头——能数量捡石头

1）听口令捡石头。

2）听拍手声捡石头。

3）石头排队，你捡了几块石头？



（第一次让幼儿捡石头的环节中老师给了幼儿多种的刺激，
通过听口令、拍手、小铃的声音等不同的方法来让幼儿捡相
应的石头。然后又让幼儿自己数数捡来的石头一共有几块。
同时老师又把石头的数量控制在6以内。使的幼儿能数的清楚、
正确。然后让幼儿根据石头的光滑、粗糙的特征分类，使得
幼儿对于石头的这两个特征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了解，又为下
一环节的捡石头奠定了物质的准备。）

3、分类

把捡到的石头送回家：光滑的石头放在红筐里，粗糙的石头
放在绿筐里。

4、捡石头

1）要求幼儿在规定的时间里捡不同的石头。

2）数数你捡到了多少石头？

（再一次让幼儿来捡石头，而这次捡石头老师充分的放手，
让幼儿自由的捡石头，但是在放手的同时又有一定的控制，
如让幼儿一块一块的捡不同的石头，主要是为后面的排序作
好准备。由于幼儿动作有快慢，捡的时候有的幼儿一块一块
的在挑选，有的则见一块捡一块。因此幼儿捡的数量都不一
样，这样在数数的时候也显示了差距。同时每位幼儿不同数
量的石头也为后面的排序铺路造成了数量上的差距。但是在
教学的时候，老师的时间没有很好的控制，给幼儿的时间稍
长了点，导致有的幼儿捡了17、18块石头，数量过多。不仅
为数数带来了难度，更影响了后面的排序。）

（三）铺路

1、幼儿自由铺路。



2、交流：你用石头是怎么铺的？（老师把幼儿的铺法陈列在
黑板上）

3、学别人的方法铺路。

4、学习按间隔的方法进行铺路。

（用石头铺路是本次活动的重点，也是难点。由于有了前面
对石头特征的了解的铺垫，因此在幼儿自由铺路的时候，有
的幼儿是按照大的石头排好再排小的石头，有的幼儿则是先
排光滑的石头再排粗糙的石头。而有的幼儿虽然整条路是没
有规律的，但是在路的某一段有一定的规律，如有的幼儿用
大小间隔的方法拍了四块石头。有的幼儿用光滑粗糙间隔的
方法拍了三块石头。老师在孩子自由铺路的时候进行了细致
的观察，敏锐的观察到孩子的排序方法。在孩子交流的时候
让他们把好的方法说给同伴听，并通过在黑板上的现场图示，
让幼儿更加的看清楚排序的方法。在图示的基础上让幼儿根
据图示来进行对应的排序。在幼儿自己经验的基础上老师加
以提升，让幼儿学习间隔的排序方法。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老师对于幼儿原有经验的提升显得着急了点，如果在提升的
时候能更仔细、详细就更加完美了。）

（四）延伸活动

1、今天我们一起铺了一条石头路，上次我们去哪里走过？

2、一起去踩踩自己铺的石头路。

（最后通过回忆在梅苑公园走石头路的经历，再次激发幼儿
走石头的兴趣。）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主要是让幼儿在感知石头特征的基础上，学习按石



头的特征进行排序的一个数学活动。其中也整合了数学中的
一些数量，分类等内容。

在这个活动中主要的教具就是石头，老师有意识的选择不同
特征的石头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角。石头是幼儿平时生活中比
较常见的，也是幼儿十分很感兴趣的东西。通过这样的集体
教学活动使幼儿对石头的认识更深了一步。同时也得到了数
学方面的发展。在活动中老师所提供的石头数量应该更加充
足，这样在幼儿排序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的补充
一些自己所需要的石头。

小百科：石头，一般指由大岩体遇外力而脱落下来的小型岩
体，多依附于大岩体表面，一般成块状或椭圆形，外表有的
粗糙，有的光滑，质地坚固、脆硬。可用来制造石器，采集
石矿。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是用石头来生火。石头一
般由碳酸钙和二氧化硅组成。

幼儿园五彩石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乐意参与活动，体验玩石头的乐趣

2、学习按石头的特征有规律的进行排序

3、发展幼儿的数数和分类、排序的能力

教学准备

石头若干，每人一只筐

教学过程

(一)引题



回忆故事，引导幼儿一起去铺路

(活动一开始通过老师简短的话，既帮助幼儿复习了有关故事
的角色，同时也揭示了本次活动的主题。运用开门见山的方
法和去帮兔姐弟来引起幼儿铺路的兴趣。为整个活动的有序
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捡石头

1、观察石头

1)看看这里有多少石头?

2)这些石头是怎么样的?

3)小结：原来石头是各种各样的。有大有小，有的粗糙，有
的光滑。

(让幼儿通过自己的观察，进一步掌握、了解石头的特征，并
突出了石头特征中的大和小，粗糙和光滑，为后面的根据石
头的特征进行排序埋下了伏笔。同时在这一环节中，既发展
了幼儿的观察能力，又使他们的语言得到了发展。在实际的
教学过程中，幼儿不仅说出了石头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粗
糙的，有光滑的，有大的，有小的，还有的幼儿说出了石头
是冷冷的，摸上去象冰一样，这些都说明了幼儿比较细致的
观察能力。如果在教学中老师能及时的抓住幼儿的这一回答
引导幼儿再细致的进行观察、描述，那么更加体现了多种教
育内容的整合。可见老师心中应该时时装有整合的目标。使
整合真正落实、体现，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整合而整合。)

2、捡石头——能数量捡石头

1)听口令捡石头



2)听拍手声捡石头

3)石头排队，你捡了几块石头?

(第一次让幼儿捡石头的环节中老师给了幼儿多种的刺激，通
过听口令、拍手、小铃的声音等不同的方法来让幼儿捡相应
的石头。然后又让幼儿自己数数捡来的石头一共有几块。同
时老师又把石头的数量控制在6以内。使的幼儿能数的清楚、
正确。然后让幼儿根据石头的光滑、粗糙的特征分类，使得
幼儿对于石头的这两个特征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了解，又为下
一环节的捡石头奠定了物质的准备。)

3、分类

把捡到的石头送回家：光滑的石头放在红筐里，粗糙的石头
放在绿筐里

4、捡石头

1)要求幼儿在规定的时间里捡不同的石头

2)数数你捡到了多少石头?

(再一次让幼儿来捡石头，而这次捡石头老师充分的放手，让
幼儿自由的捡石头，但是在放手的'同时又有一定的控制，如
让幼儿一块一块的捡不同的石头，主要是为后面的排序作好
准备。由于幼儿动作有快慢，捡的时候有的幼儿一块一块的
在挑选，有的则见一块捡一块。因此幼儿捡的数量都不一样，
这样在数数的时候也显示了差距。同时每位幼儿不同数量的
石头也为后面的排序铺路造成了数量上的差距。但是在教学
的时候，老师的时间没有很好的控制，给幼儿的时间稍长了
点，导致有的幼儿捡了17、18块石头，数量过多。不仅为数
数带来了难度，更影响了后面的排序。)



(三)铺路

1、幼儿自由铺路

2、交流：你用石头是怎么铺的?(老师把幼儿的铺法陈列在黑
板上)

3、学别人的方法铺路

4、学习按间隔的方法进行铺路

(用石头铺路是本次活动的重点，也是难点。由于有了前面对
石头特征的了解的铺垫，因此在幼儿自由铺路的时候，有的
幼儿是按照大的石头排好再排小的石头，有的幼儿则是先排
光滑的石头再排粗糙的石头。而有的幼儿虽然整条路是没有
规律的，但是在路的某一段有一定的规律，如有的幼儿用大
小间隔的方法拍了四块石头。有的幼儿用光滑粗糙间隔的方
法拍了三块石头。老师在孩子自由铺路的时候进行了细致的
观察，敏锐的观察到孩子的排序方法。在孩子交流的时候让
他们把好的方法说给同伴听，并通过在黑板上的现场图示，
让幼儿更加的看清楚排序的方法。在图示的基础上让幼儿根
据图示来进行对应的排序。在幼儿自己经验的基础上老师加
以提升，让幼儿学习间隔的排序方法。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老师对于幼儿原有经验的提升显得着急了点，如果在提升的
时候能更仔细、详细就更加完美了。)

(四)延伸

活动

1、今天我们一起铺了一条石头路，上次我们去哪里走过?

2、一起去踩踩自己铺的石头路



(最后通过回忆在梅苑公园走石头路的经历，再次激发幼儿走
石头的兴趣。)

幼儿园五彩石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2、启发幼儿在操作中发现美、创造美。

活动准备：

1、区角活动中的各种石子。

2、彩笔、录音机、故事磁带。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组织幼儿，听故事《五彩石》，导入课题。

二、基本部分：

1、与幼儿交谈：“小朋友，故事听完了，故事中有美丽的五
彩石，你们愿不愿意拥有这样美丽的五彩石，”(愿意)，引
起幼儿兴趣“现在老师给你们画石子，自己做一个《五彩
石》”，好不好?(好)

2、现在先请小朋友们拿起你面前的小石子，看一看，它们长
什么样子?摸一摸有什么感觉?它们像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装
饰这些小石子呢?好，请看老师这里。

3、老师教幼儿画石子的步骤：

(1)选一颗石子，先观察外形，如：心形的可画桃子、草莓、



胡萝卜等，椭圆形的可画小鸡头、小猫头、小孩头等，有角
有棱的石子可画，小草、大树、小房子等。

(2)观察好之后，可作画，用左手拿好石子，右手拿彩笔开始
作画，作画时，必须把石子的全身都画满，不要只画一画，
这样不美观。

(3)画完后，要放在桌上晾干，不要把颜色给抹了。

4、幼儿独立作画，老师巡回指导，特别是能力差的.幼儿，
老师要重复指导。

5、老师结合当前季节，设计一个《美丽的夏天》的主题，分
别让幼儿作画，分工有序，如，有画炎热的太阳的，有画夏
天的水果的，有画水中的荷花的，有画大树、小草、小花的，
有画小动物的等。

6、展示幼儿作品。

三、活动延伸：把幼儿的独立作品，放到区角中，用主题画
来装饰自己的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