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数学活动认识椭圆形教案 中班
数学活动(优质7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班数学活动认识椭圆形教案篇一

设计意图：

游戏是幼儿最为喜爱的活动，幼儿在游戏中能够获得快乐，
发展各方面的能力。我利用孩子们对游戏的兴趣，而进行
了“老游戏新玩法”这样一个改变。这样可以保证有益的民
间游戏不再流失，同时让这些游戏更加适合我们的孩子，促
进孩子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老狼、老狼几点了》这个传
统游戏，“老狼”和“小兔”这两个角色是孩子最为熟悉，
最为喜欢的小动物。游戏主要发展孩子的反应和奔跑能力，
但我将游戏进入到数学活动中来，进行新游戏的尝试，希望
孩子在游戏中除了锻炼身体还能掌握知识。

活动目标：

1、巩固对图形的认识，能根据图形的两个特征进行匹配。

2、体会同样的问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答。

活动准备：

1、教具：空心的各种不同颜色，大小的图形；老狼头饰一个

2、学具：实心空心的各种不同颜色，大小的图形。



活动过程：

一、第一次游戏，巩固对图形的认识。

1、回忆游戏规则。

师：我们以前玩过《老狼老狼几点了》的游戏，你们还记得
怎么玩么？

教师小结：老狼说到天黑了，我们就要躲起来，那老师给你
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房子。

2、巩固对图形的认识。

师：你们都认识这些房子么？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等一下你
就躲到其中一个房子中不动，并回答对老狼的问题，老狼就
不会抓你了。老狼没问你你就不要说话，要不然也会被老狼
抓走的哦。

3、幼儿游戏。

师：小朋友乖乖，快点回答，房子是什么样的

幼儿：老狼坏坏，我的房子是

教师评析：第一次游戏除了提高幼儿的活动兴趣外，还在教
师提问和孩子会到中，让孩子体验“老游戏新玩法”的乐趣，
同时巩固了孩子们对图形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幼儿进行下面
的游戏。

二、第二次游戏，能根据图形的一个特征进行匹配。

1、介绍游戏新规则

师：老狼捉不到我们，它把所有的房子都上了锁，不过我们



也不用担心，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万能钥匙，有了它我们可以
打开任意一个锁。但你们只有躲到与钥匙有一个地方相同的
房子中，老狼就不会抓你。

2、出示钥匙

教师评析：帮老师找房子，也是让幼儿了解新游戏的规则，
同时举一反三的帮助幼儿找与自己钥匙有一相同特征的房子，
也第一次体验同样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3、现在我们小朋友就来领一个钥匙，想想你的钥匙开哪个房
子老狼才不会抓你。

4、幼儿第二次游戏。

师：小朋友乖乖，快点回答，你的钥匙和房子哪里一样？

幼儿：老狼坏坏，我的钥匙和房子都是

教师评析：在教师和幼儿一问一答中，可以帮助幼儿检查是
否找对了，同时使幼儿真正的掌握知识，而不是随便乱找一
个房子躲好。

三、第三次游戏，能根据图形的两个特征进行匹配。

1、师：小朋友们真厉害，不但找对了，而且回答对了老狼的
提问。但老狼有点不服气，所以它说只有我们小朋友躲到与
你的钥匙有两个地方相同的房子才不会抓你们。

2、师：你觉得这次你躲在那个房子里。老狼才不会抓你？为
什么？

教师评析：这里的提问起一个缓冲的作用，因为孩子们在游
戏的短暂时间里也许找不到与自己钥匙有两个相同特征的房
子，在这里提问，有助于等一下他们快速的找对房子。



3、师：现在我们了解自己可以躲哪里，那现在我们再来试试。

4、幼儿游戏

师：小朋友乖乖，快点回答，你的钥匙和房子哪里一样？

幼儿：老狼坏坏，我的钥匙和房子都是

教师评析：这里教师和幼儿一问一答中，也是可以帮助幼儿
检查是否找对了。如果回答不对或找错了也会被老狼抓走。

四、第四次游戏，体验同样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答。

1、师：好玩么？想在玩么？你的钥匙还可以开哪个房子，老
狼也不会抓你。

2、幼儿游戏

师：小朋友乖乖，快点回答，你的钥匙和房子哪里一样？

幼儿：老狼坏坏，我的钥匙和房子都是

教师评析：这里重点让孩子们体验同样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
解答。来解决本次活动中的难点。

五、活动结束。

师：你的钥匙还可以开哪个房子，老狼还是不会抓你呢？那
我们还其他小朋友一起找找，然后再来玩着游戏。

活动反思：

《老狼老狼几点了》是一个分角色的游戏。教师扮演老狼，
幼儿扮演小动物。游戏目标是为了练习幼儿的奔跑的能力并
学会闪躲，在游戏中不与他人碰撞。游戏玩法是小动物跟在



老狼的身后，边走边问：“老狼老狼几点了？”老狼回
答：“点了。”重复几次，当老狼回答“天黑了！”就要突
然转身去捉小动物，小动物也要赶紧回家。如果在到家之前
被老狼捉住，就算输了。而我根据自己活动的需要进行
的“老游戏新玩法”的改编。在活动中首先改变的不是回一
个固定的家，而是回到一个图形中。第二个改变是教师和幼
儿的提问和回答，这样不仅增加了游戏的难度也帮助老师来
检验幼儿是否找对和掌握相关管的知识。在新玩法中，幼儿
们没有减少游戏的兴趣，甚至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中班数学活动认识椭圆形教案篇二

1、探索运用各种材料变出梯形的方法，进一步认识梯形的特
征。

2、喜欢操作各种材料，摆出各种梯形。

1、直角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图卡若干。(拼摆用。)

2、正方形、三角形、长方形纸卡。(折叠用。)

3、火柴棒若干。

4、幼儿用书、教学挂图。

（一）进一步认识梯形特征。

1、出示梯形图卡。

这是什么图形，我们为什么给它起了个梯形的名字?

2、梯形有什么特征?(梯形有两条平平的边，还有两条斜斜的
边。)



（二）分组操作活动：摆一摆，摆出各种梯形。

2、幼儿用操作材料试一试，摆出各种图形。

3、教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相互观摩交流。

（三）分组操作活动，拼一拼，折一折。

1、介绍并示范。

2、幼儿操作，老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相互观摩交流。

（四）引导幼儿翻开幼儿用书第37面。

1、小动物们也在玩梯形游戏，我们看看它们用什么材料变出
梯形的。

2、小结小动物的操作方法。(用两个三角形和一个正方形拼
出梯形;长方形的纸沿虚线向里折;三角形的纸沿虚线把上面
部分剪去;用棉签首尾相连摆出梯形。)

中班数学活动认识椭圆形教案篇三

1、了解梯形的基本特征，能不受其他图形的干扰找出梯形；

2、认识不同的梯形，发展观察、比较、动手能力。

图片：有长方形、正方形、梯形组合而成的一间屋顶为梯形
的房子，图形可拆分；等腰梯形、直角梯形等各种梯形图片，
长方形、三角形的纸（数量与幼儿人数相同），剪刀；人手
一张白纸，上画三个正方形，剪刀；幼儿活动材料《数学》
第21页《梯形大聚会》。

（一）导入主题，引起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猪一家造了新房子，这幢房子的屋顶很特别，让我
们一起来找一找，这幢房子上有什么形状。"请幼儿在"小猪
的新房子"中找出长方形和正方形，并数数各有几个。

（二）认识梯形

教师："这个一边可以当滑梯的图形是不是梯形？"（出示直
角梯形的图片）"这个两边有一样长滑梯的图形是不是梯
形？"（出示等腰梯形的图片）

（三）让幼儿动手操作，加深印象。

教师："猪妈妈又生了很多猪宝宝，她准备给每只小猪盖一幢
房子，小猪们都喜欢梯形的屋顶，下面就请小朋友来帮帮忙，
帮小猪们设计出梯形的房顶。""老师这里有长方形和三角形
的纸，请你们用折纸的方式把长方形和三角形变成梯形，有
谁想上来试试？"幼儿尝试把长方形和三角形变成梯形，再将
剪下来的梯形拼在白纸上所画的正方形房子上面，作为小猪
家的屋顶。

（四）出示活动教材，再次感知梯形的特征。

出示幼儿活动材料《数学》第21页《梯形大聚会》，引导幼
儿通过观察、寻找、涂色、连线活动再次感知梯形的特征。

（五）幼儿操作，教师在旁指导。

中班数学活动认识椭圆形教案篇四

一、活动目标：

1、认识5以内的序数，学习序数词“第几”。

2、能从不同的方向找到物体排列的位置。



3、发展观察能力、判断能力，提高动手操作能力。

二、活动准备：

1、贴绒教具：五节车厢的火车图片，小狗、小猫、小兔、小
猪、小猴图片各一张。

2、小狗、小猫、小兔、小猪、小猴的动物卡每个幼儿一套。

3、幼儿人手一套1-5的数字卡。一个小圆片。

三、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二）以“小动物去旅游”活动，学习5以内的序数。

（1）出示贴绒火车和小动物图片，引导幼儿观察。

提问：这是什么？数数这辆火车一共有几节车厢？（引导幼
儿数一数）

（2）教师边操作边提问，让幼儿说说有哪些小动物要乘火车
去旅行，什么动物坐第几节车厢。

（3）教师小结：要知道每只小动物坐的位置，可以数一数，
数到几，就是第几节。

（4）游戏“找小动物”要求幼儿能正确迅速地说出“动物坐
在第x节车厢”。（老师说动物，幼儿举数卡）

（三）、幼儿操作游戏，了解从不同的方向找到物体排列的
位置。

玩游戏：



（1）、给小动物排队。教师要求幼儿将桌上的小动物排成一
排，然后分别说说排在第一到第五的小动物分别是谁。每个
幼儿排的顺序可以不一样。

（2）、给小动物传球。教师让小朋友将求传给第几个小动物，
幼儿就将桌上的小圆片传给第几个小动物。

（3）、要求幼儿将1-5的数字按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顺序
摆在桌子上，然后教师说将哪个小动物排在第几，幼儿就迅
速将该小动物找出放在第几个数字下面 个小动物。

中班数学活动认识椭圆形教案篇五

活动过程：

一、认识图形，按颜色，形状不同进行初步的分类。

教师：

1、小朋友，看，黑板上有什么？他们都一样吗？哪里不一样？
（颜色和形状不一样）

2、看我的图纸上有什么？（红、蓝）表示什么意思？谁来分
一分？

3、我这里还有一张图纸？表示什么意思？我把图形再摆在一
起，请小朋友上来分一分。

小结：我们按图形的颜色和形状不同把卡片分了一下。

二、按二维进行分类

1、说一说，你手上拿着怎样的图形？



2、大家都认识自己的卡片了，下面游戏开始了，听我的口令，
我说：红色的圆形，谁的手上是拿这个卡片的，我们就是好
朋友了，大家一起碰一下吧。

3、兰色的椭圆行

4、有3条边的红色图形……等

小结：我们刚才按图形的不同特征进行了分类。图形卡片都
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

三、幼儿操作

教师：我想把好玩的游戏放在区角里，需要小朋友帮助整理
图形卡片，请小朋友按找我手上的盒子里的要求去整理。

看，盒子里的图片，表示什么意思？

好，现在请小朋友2个人一组，一起去把盘子里的图形按盒子
上卡片的要求分清楚。

四、教师和幼儿一起检验。

我们一起来检验一下大家分的对不对。教师检验2——3个，
其他的盒子我们拿到教室里请大家一起来检验好了。

活动目标：1、识别图形，并学着按图形颜色，形状，大小的
不同进行二、三维分类。2、在观察，比较中训练思维的正确
性。

活动准备：1、图形卡片大的红色，兰色若干。2、幼儿操作
的小的图形卡片各色若干。



中班数学活动认识椭圆形教案篇六

设计意图：

智能数学的教学大多数需要洞洞板学具进行操作，在操作中
洞洞板学具盒、洞洞板摆放的位置及取、收棋子，都需要孩
子辨认左和右。中班的孩子还不能清楚辨认自身的左和右，
根据《纲要》中指出：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
的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我认为要先让孩子认识自身的左和
右，孩子们才会去按照学具的使用方法进行操作。因此，我
设计了本节中班智能数学教育活动《左和右》。活动中，我
运用手指点画导入，让幼儿右手食指上有个模糊记号，牢固
掌握哪知是右手，从而认识左手。接着又编儿歌和幼儿互动
做游戏，区别身体各部位的左和右，再让幼儿进行操作感兴
趣的洞洞板学具，孩子们会更快感知自身为中心的左和右。
最后加一些延伸游戏的方式结束活动，让幼儿在愉快的气氛
中巩固复习所学内容。

活动目标：

1、 以自身为中心区分自己身体的左和右，分清自己的左边
和右边。

2、 发展幼儿的空间方位知觉和判断力。

活动准备：

红色水分颜料、教具图片2张，洞洞板学具。

活动重点、难点：

分清自己的左边和右边，发展幼儿的空间方位知觉。

活动过程：



1、 手指点画导入，认识右手。

（1） 请幼儿排队进入教室，伸出靠近桌旁的这只手指蘸一
下红色颜料，给绿芽点上花。

（2） 告诉幼儿蘸有红色颜料的这只手是右手，幼儿摇着右
手，一个跟着一个听音乐取洞洞板学具回到位置上，面向老
师坐好。

2、 认识身体的左和右。

（1） 认识自己的左手和右手。

请幼儿挥挥右手想一想：右手还可以干什么？

（2） 告诉幼儿另外一只手是左手，请幼儿伸出左手挥一挥。

（3） 小结：左手和右手是一对好朋友，左手和右手一起做
事情做的又快又好。

3、 认识身体其它部位的左和右。

（1） 提问：身体除了左手和右手，还有什么有分左和右的？

（2） 小结：左手这边是左边：有左耳朵、左眼睛、左脚等，
右手这边是右边：有右耳朵，右眼睛、右脚等。

（3） 游戏“拍、拍、拍”，幼儿跟着节奏说儿歌做动作，
看谁做的动作又对又快，巩固认识自身的左右。

（儿歌）：拍拍手，摸摸左耳朵；拍拍手，指指右眼睛；拍
拍手，踏踏左脚丫、感知自己的左边和右边：

（1） 请幼儿改变坐的方向，找找自己的左边和右边的同伴
各是谁？



（2） 请幼儿用右手捏住盒盖的右上角的“小耳朵”，按照
打开棋子盒的步骤把棋子盒打开后放在左边（要求图案朝洞
洞板方向），洞洞板放在右边。

4、 操作学具：进一步感知以自身为中心的左边和右边。

（1） 请幼儿用双手取出一摞红色棋子拿在左手中，用右手
一个一个插棋子，插满洞洞板的第五列（教师边示范，让幼
儿学习插），红色棋子把洞洞板分成左边和右边。（附图1）

（2） 请幼儿取出一颗绿色棋子插在洞洞板的左边，依次取
出一颗黑色、一颗黄色、一颗蓝色、一颗白色的棋子各插在
洞洞板的左、右边。（附图2）

（3） 小结：自己面前的洞洞板让红色的棋子分成左边和右
边，其它棋子只要插在洞洞板的左边或右边的孔中就对了。

（4） 按步骤收棋子盒和洞洞板学具。

活动延伸：

老师和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利用户外活动或在家和孩子做
游戏时，边说儿歌边让幼儿区分自己的左和右。

附儿歌：左三拳，一、二、三，

右三拳，一、二、三。

跺跺左脚，一、二、三，

跺跺右脚，一、二、三。

向左转，向右转，开着汽车，嘀嘀嘀、左转了，右转了、



中班数学活动认识椭圆形教案篇七

学习将两种实物有规律地交替排序，对应匹配，感知序列。

正确感知5以内数量的多、少和一样多。

能正确使用单位量词；根、只、条、头。

教具：贴绒或磁性图片：大象5只、香蕉5根；小狗4只、骨
头4根；小猫3只、小鱼3条，青蛙5只，荷花5朵，标记图一张。

学具：幼儿用书，彩色笔若干。

一、 集体活动

1，  依样接放，交替排序。

2，   对应匹配食物

出示香蕉和骨头图片，让幼儿看图说说，这里有什么？谁来
把它们送给大象个小狗，边送边说：。。。，我送你一根什
么，。。。

请个别幼儿在磁性板上操作，学习正确运用量词。

1、 第一，二，三组，排序匹配活动。

观察标记图上的动物，学习依样接着摆放动物，再对应匹配
食物，鼓励幼儿边操作边说。

2、第四、五、六组。

依样排序。观察标记图上的图片，请你依样排列。

观察实物数量，画出相应数量的短线或小圈，记录实物数量。



展示幼儿活动材料，请幼儿说说他是怎样排卡片的，体验有
规律的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