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丽的花园教案大班数学(通用7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怎样写
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
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美丽的花园教案大班数学篇一

1、幼儿点数，感知7的数量。

（1）请幼儿扮作小花，教师扮作水壶给花儿浇水（7次），
请花儿数一数浇了几次水。

师：哎呀小朋友真棒，今天我们观赏了美丽的花园都很开心，
不如，我们手拉手做一个大花园好吗？（好）

（2）教师给花儿锄草7次。

师：再来给你们锄锄草，轻轻的数一数，我锄了几下，
（1234567）锄了几下呀？

（3）教师给花儿撒化肥7次。

2、师幼互动：

（1）请教师扮作花儿，幼儿扮作水壶给花儿浇水、锄草、撒
化肥7次。

师：哎呀，孩子们，咱们的客人老师看着你们玩得这么开心，
他们也想做一朵花，要请你来照顾他们，给它们浇水，锄草，
施肥，你们愿意吗？（愿意）我们的花儿已经盛开了（准备
好了），小朋友选一朵你喜欢的花站在她的周围，要想让他
们也开得很漂亮，就要按我说的数字去给花儿浇水、锄草、



施肥，做得好的小朋友，花儿会送给你礼物的，请你给花儿
浇7次水（给花儿浇水、锄草、施肥各7次）师：孩子们我觉
得你们做的很棒，你们问问花儿你做得棒不棒？你们看花儿
都高兴地点头了，请花儿为你们送上礼物吧。

2、花儿送礼物，蝴蝶、蜜蜂贴画

(析：感知7的数量是本节活动的难点，幼儿通过游戏感知7的
数量，游戏的创编与幼儿的生活经验相联系，符合活动的情
境创设，体现了幼幼互动、师幼互动，孩子们在游戏中对7的
数量感知得到巩固，突破难点。)

美丽的花园教案大班数学篇二

1、在《美丽的小花园》美术活动中，能够剪出各种不同花边
的花朵。

2、愿意创造出不同花边的花朵，能摸索出大小花的剪法。

剪刀、彩纸若干

1、你见过的花朵——“你见过的花朵，它们的花瓣都是什么
形状的呢？都有几片花瓣呢？”（幼儿泛谈）

2、出示作品——“你们都用蜡笔画过美丽的花朵了，今天我
们要换一个方式画画，我们要用手工纸和剪刀来剪出美丽的
花瓣来。”（教师出示作品）

1、看看、说说“这是我的美丽的小花园，好看吗？你们喜欢
吗？”

“我花园里的花朵，它们的花瓣都是什么形状的呢？都有几
片花瓣呢？”（幼儿观察，泛讲）“这些花瓣，都是一刀剪
下来的，今天我们就来学学用小剪刀剪出美丽的花朵来。”



1）一张正方形的纸，折成三角形的形状，然后在对折成三角
形的形状。

2）在三角形二条直角边相交的这个角处，离角一段距离的地
方用剪刀剪出花瓣的造型。

“你们仔细看看，我的有些花朵它很大，有的很小，有的花
瓣很多、有的花瓣却很少。我是怎么剪出来的呢？谁来猜猜
看？”（幼儿猜想）

1）怎么让花瓣多一点？

在折叠三角形的时候，次数要多。次数越多花瓣就越多。但
是在三折后，三角形的折法不能对折，而是要将一条闭合的
短短的边折向斜边。

2）怎么让花朵大一点？

在剪花瓣的时候，离尖角越远花瓣则越大，离尖角越近在花
瓣越小。

“这样的花朵是怎么剪出来的呢？”（空心的花朵）“我们
在剪完纸头后，剩下来的这片纸头也可以剪出花朵来。”
（教师演示，将剩下的纸头剪出花朵来。）

2、试试、做做“我们现在就动手来试一试，要记住重要的地
方。你折的三角形次数越多花瓣就越多，剪的长短不一样，
花瓣大小就不一样。”

教师带幼儿一起剪花瓣。

“我们都剪出了第一朵小花了对吗？那现在就请你们自己尝
试着动手试试，你想剪出什么样的花瓣，在用小剪刀剪之前，
请你先画一画，等一下就沿着你画的直线剪。”



美丽的花园教案大班数学篇三

此节美术活动的成功之处，也在于教师巧妙运用了一些教学
方法的原因，如：语言暗示、肢体演示、情境创设等。在感
受作品成功的这一环节时，为了让全体幼儿都能感受到这份
快乐，教师又采用了引导幼儿集体创作的方法，使幼儿在体
验合作的乐趣中再次感受创作成功的快乐。

美丽的花园教案大班数学篇四

幼儿共同准备画有各种昆虫的小纸片，搜集蝴蝶粘纸和固体
胶。

浅绿色正方形纸(纸上划有三条表示地面的绿色线条)，深绿
或深蓝色水笔，各色蜡笔。

愿意与同伴分享交流各自的经验，进一步感受散文诗的优美
意境。

在充分感知春天季节特征的基础上，尝试用不同的图像组成
画面，表达自己的发现。

美丽的春天已经来到了，我们每天走进花园都会找到许多小
可爱，还把它们记录了下来，一起做成了一个大花园，布置
在活动室里。现在，我们一起在这张画上找一找花园里有什
么。

按照画面上的四个人物，运用散文诗《花园里有什么》的内
容，共同寻找和讨论：

1．花园里看得到的是什么?花园里都有些什么样的花朵?它们
有些什么不同?

3．还有的东西用鼻子闻不出来，用耳朵也听不到，就真的找



不到了吗?……小朋友的小草为什么画得这样简单?请他来介
绍自己走在草地上的感觉。

1．我们在花园里发现的比图书里的小男孩更多，说也说不完，
我们就来画一张自己的花园，用它来编成自己的图画诗。

2．幼儿创作过程中教师结合散文诗关注幼儿当前的创作，引
导幼儿不断思考和交流。以下为活动过程中的部分实录。括
号里正体字为教师的介绍，斜体字为幼儿的介绍。

猜猜看，花园里有什么?看得到的是：

(小蝌蚪睁大了眼睛在找妈妈，一排排的小树在长高)，树林
里有树哥哥和树弟弟，花园里一定也有花姐姐和花妹妹。

(……已经看到了美丽的三角花，……发现了温暖的阳
光，……找到了泥土中的小虫，看到了好大一片草地，……
看到了池塘里的荷叶一片又一片。)

(……看到了正在飞舞的'蝴蝶)，蝴蝶是很难画的，你是怎么
学会的呢?(戎是照着书上画，然后就记住了。)

哇!一只蝴蝶只有一对翅膀活得成吗?不行，它受了重伤。(原
来漏画蝴蝶翅膀的幼儿，立刻添上了另一对翅膀)。 ……这
位小朋友画的蝴蝶特别美丽，给你们看一分钟。

呱呱呱，这是谁的叫声?(青蛙妈妈呱呱呱地叫，正在找勉的
宝宝。)嘎嘎嘎，又是谁来了?(一只小鸭正在草地上散步，)

有没有找到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的小可爱呢?f蝌蚪长出
了后腿——前几天它还没有长出来，现在长出来了，)(小鸟
在窝里的时候我看不见，飞出来我就看见了，) （我摸到了
毛毛虫软软的身体)还能摸到什么呢?……伸出小手摸到了粗
糙的树皮。



我们的花园越来越美丽，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花园里
看得到的是什么，听得到的是什么，闻得到的是什么，有的
东西我们看不到、听不到也闻不到，我们能找到吗?(幼儿欣
赏检查自己的花园。)

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美丽的花园，我们也能编一首自己的
《花园里有什么》，现在我们先来编第一段好吗?(教师说诗
歌的名称后，幼儿开始集体朗诵第一段词句，并在其中插入
自己画面上的内容。)

集体：猜猜看!花园里，看得到的是什么?看不到的是什么?
不用猜，我知道，花园里看得到的是个别插入：看得到的是
漂亮的小花和嫩草。看得到的是美丽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看得到的是小鸡和小鸭正在一起玩耍，看得到的是小蝌蚪在
找它们的妈妈……集体：还有……还有……哎呀!太多了，我
说不完啦!

花园里看不到的是花草的清香，凉凉的微风。

还有……还有……

附散文诗

花园里有什么

(划线部分为幼儿填词)

猜猜看!花园里，

看得到的是什么?看不到的是什么?

不用猜，我知道，花园里看得到的是，

太阳公公红红的脸膛，美丽的花朵在太阳底下张开了笑脸，



还有小白兔在一跳一跳又一跳。

还有……还有……哎呀!

太多了，我说不完啦!

花园里看不到的是花草的清香，凉凉的微风。

还有呢? 远处树丛中，布谷鸟”布谷”“布谷”的叫声：

阳光中的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

还有……还有……哎呀!

我不知道啦!我没看到，怎么会知道呢?

有一些东西，有时看得到，有时看不到，

像小蚂蚁在泥土里忙碌地松土，

白的云彩从头飘过

不过，有些东西真的看不到。

要用耳朵才能听得见，要用鼻子才能闻得到。

那是蜜蜂嗡嗡地扇动翅膀，

那是花草的清香，

那是青蛙的“呱、呱”叫声，

那是 小河在欢快地歌唱，

还有呼呼的风声，花园里粉红的百合花散发着沁人心的花香



还有些东西是用鼻子也闻不出来，

用耳朵也听不到的。

就真的找不到了吗?

那是凉凉的微风吹在脸上痒痒的感觉!

那是呼吸清新的空气舒服的感觉，

那是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

还有些东西是用鼻子也闻不出来，

用耳朵也听不到的。

就真的找不到了吗?

那是泥土下的种子宝宝!

那是……

还有……

池塘里刚出生的小蝌蚪宝宝和河里游动着的鱼群，

草丛里跳出来的蚱蜢

嘘——让我们仔细去寻找，

小声点，

不要吓跑了花园里各种看得到、看不到的小可爱。



美丽的花园教案大班数学篇五

我根据幼儿年龄特征设计了该活动，让幼儿通过撕、贴，感
受活动中的乐趣。在活动中，大部分幼儿表现都很棒，能跟
随老师一起活动。有个别两三个幼儿注意力不集中，因为他
们的年龄比其他幼儿小，还无法适应活动常规，所以在活动
中会出现乱跑，坐不住的情况。

美丽的花园教案大班数学篇六

1.引导幼儿按照指定的方向确定物体的排列次序，正确说出
制定物体的序数

2.感知数的概念了解数的含义

情境挂图、磁性教具、方向卡、实物卡

1.师幼互相问候并以歌曲《娃哈哈》引入

2.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夏天的时候大自然是什么样的（五颜六
色的）

夏天的时候，天特别热。花都开了草也长得高高的宝宝兔家
的花园也变得特别漂亮，徐老师把他们家的花园拍了一张照
片，你们想不想看一看呀（想）

3.教师出示情境挂图引导幼儿观看

4.教师引导幼儿按着箭头的方向，正确的认识序数

教师在黑板上贴出实物卡。每种实物卡摆一排，每一排实物
卡中有一个与其他的颜色不同。左上方摆一张实物卡。

1.请幼儿找出各排哪一个不一样



2.从箭头的方向数过来。不一样的东西排在第几位

3.将相应的数字卡摆在左边的.括号里

4.可变换实物卡也可将颜色不同的实物卡变换位置游戏反复
进行

《看看我在第几个》

教师组织幼儿玩开火车的游戏。引导幼儿正确的说出自己的
座位号、相应的序数词。

美丽的花园教案大班数学篇七

一、活动目标：

1、能将夹子有序地夹在容器边缘，并刷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2、体验变废为宝，进行艺术创作的乐趣。

二、活动准备：

1、绿色小盆栽、各种仿真花、各类废旧盒子、木夹子若干。

2、每组红、黄、蓝三色颜料各一盘。

3、幼儿小围裙若干条。

三、活动过程：

（一）带领幼儿参观小花园。

1、师：我们教室里建了一个小花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引导幼儿参观小花园，重点欣赏装饰过的小花盆。（重点



引导幼儿观察小花盆的材料、颜色。）

师：“你觉得哪边的花漂亮呢？”

“小花盆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小花盆上的夹子有什么颜色啊？”

师：“小花住进小花盆里变得更加好看了？还有一些小花也
想住进小花盆里，可是不够了怎么办呢？”

（二）介绍小花盆的装饰材料和方法，激发幼儿操作的兴趣。

1、介绍装饰小花盆的材料之一：木夹子，引导幼儿学习夹夹
子的方法。（两个手指捏一捏，夹子张开小嘴巴，一个一个
排好队，）

师：“夹的时候啊要往下夹一点这样才能站得稳站得直。”

师：“夹子和夹子要不要靠的很紧啊！（不要）就像我们小
朋友排队一样，靠的很紧就不舒服了。”

师：“夹子夹好了这样完成了吗？（没有）还要做什么呢？
还要帮他刷上颜色呢！这时就要请颜料和毛笔来帮忙了！

2、引导幼儿讨论：如何将小花盆打扮得更加美丽？（选一种
自己喜欢的颜色，用毛笔轻轻蘸上颜料，在小夹子上涂色，
把所有的夹子都涂上颜色。）

师：（刷刷刷从上往下刷，刷刷刷，上下来回刷）要把夹子
朝外的一面全部刷满哦！

3、欣赏成品，激发幼儿操作的愿望。

（三）幼儿装饰小花盆，教师巡回指导。



1、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个小盒子。

2、提醒幼儿夹夹子的时候在两个夹子之间留有空间。

3、夹子朝外的一面要刷满颜料。

4、刷的时候手要扶着盘子。

（四）作品展示。

将幼儿装饰好的作品摆放到“小花园”里，分享成功的喜悦，
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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