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数学活动序数教案(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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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数学活动序数教案篇一

图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孩子们经常会对老师或
同伴说：我发现养殖角里的小房子是三角形的，我们吃的桔
子是圆形的，我们教师的门是长方形的，为了使孩子进一步
对图形有所了解，激发兴趣，我设计了数学活动《有趣的图
形》在活动中，通过让孩子说、看、寻找，培养他们的观察、
分析、判断的能力。

1、启发幼儿运用多种感官，观察周围环境，加深对圆形、三
角形、正方形的认识。

2、步培养幼儿分析、判断能力。

1、日常活动中引导幼儿找找周围环境中的几何图形。

2、室内墙饰增添几何图行拼成的作品。

3、图片一副，小动物卡片。

4、音乐磁带《郊游》、《划船》音乐、录音机。

1、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1)师：太阳公公咪咪笑，花儿草儿弯弯腰，今天天气真正好，
小动物出来玩了?



(2)师：有那些小动物要到公园去玩耍?(依次出示小兔、小鸭、
小猫)它们还带了许多好吃的点心，请家仔细看看有什么形状
的点心?(互相讲，个别讲)(巩固对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的'
认识)

它们放好了点心背好了小包出发了!放歌曲《郊游》

(3)钻近几何图形门

a师：看公园的门多神气!这些门的形状棒吗?有什么形状的
门?

b“小动物们造了自己喜欢的门进了公园。”

提问：小动物分别是从什么形状的门进了公园。

4、中班数学礁有趣的几何图形

一、引导幼儿区分圆形、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并能按
标记进行分类。

二、通过情景游戏等活动，让幼儿初步感知图形之间的转换
关系，并能想办法解决问题。

三、培养幼儿思维的灵活性，发展幼儿动手能力，激发幼儿
学习数学的欲望。

1、学会了各种图形的特征。

2、自制的“小路”，上面镂刻小不同的图形“土坑”，将镂
刻下来的图形作成铺路的“石头”。小篮同幼儿人数。

3、圆形、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的图形标记，音乐。



一、情景导入“捡石头”，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1、“小朋友，今天的天气真好，我们一起去郊外捡石
头!”(随音乐进入活动室)

2、教师提出操作要求：“快看!有那么多五彩缤纷的小石头，
家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捡。”

3、引导幼儿观察、操作，鼓励幼儿边操作边交流。

4、请小朋友胆介绍自己喜欢的石头(颜色、形状)。

5、游戏：按标记举“石头”。

二、铺石头：

1、“家捡了那么多漂亮的石头，我们用它来铺一条石子路，
好吗?”

2、幼儿自由操作：把捡到的“石头”一一对应地嵌入相应形
状的“坑”里。

3、出现问题：“小石突有了，但是还有坑没有铺好，该怎么
办?”

4、幼儿再次操作。

5、发现问题：“老师发现这里有块石头很特别，是用两种颜
色的石头拼起来的。”请个别幼儿介绍他的方法。

6、引导幼儿想办法互相合作，用捡来的“石头”铺平“地
上”的“坑”。

7、教师小结：用几个不同形状的图形能拼出一个新的图形来。



三、踩石头：

1、“路铺平了，我们来玩踩石头的游戏!”

教师介绍玩法：“音乐一响，小朋友就一边念儿歌一边动起
来，音乐一停就立即踩到“石头”上，并说说踩的是什么形
状、颜色的“石头”。

2、游戏重复2~3次。

3、让幼儿找找在幼儿园里有没有这样的图形，结束活动。

1、幼儿操作材料放入活动室计算角，让幼儿在自由活动中继
续操作。

2、让幼儿回家找一找、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东西的
形状是圆形、三角形、长方形及正方形，回园告诉老师，并
列出图表。

5、中班数学说课稿有趣的几何图形（附礁）

大班数学活动序数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能以不同方向为起点，认识10以内的序数。

2、掌握序数词，会用第几准确地表示在序列中的位置。

3、喜欢参与游戏，并从中获得快乐。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5、发展目测力、判断力。



活动重点难点：

重点：能以不同方向为起点，认识10以内的序数。

难点：把掌握序数词，会用第几准确地表示在序列中的位置。

活动准备：

为了给幼儿创造一个良好的游戏情景，椅子排成横排。

方向箭头标记卡、伴奏音乐、教师演示板、幼儿操作板、油
画棒等。

活动过程：

(场外发好入场券带领幼儿进入会场)

一、谈话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请小朋友拿着手上的入场券按照座位号，安静有序的坐到位
置上。

小结：入场券上的座位号能帮助我们找到对应的位置，保持
会场秩序。

二、游戏互动，巩固对序数的认识。

(幼儿坐好后，和幼儿一起活动活动吧!)

请第一排的小朋友拍手……一号的小朋友踏脚。

三、操作练习，鼓励幼儿主动参与活动。巩固对“左右”概
念的认知，在操作过程中达到目标1。

师：请小朋友猜一猜，两只手伸出来会变成什么呢?



(出示ppt让幼儿认识这些鸟从哪个方向来)

小鸟们在森里里玩累了，想回家休息。你们看，小鸟的家多
美呀!__鸟住在什么哪里?(例如：__鸟住在从左往右数第一层
的第_号)

--依次提问其他小鸟的位置，引导幼儿说完整，巩固对序数
的认知。

师：这里环境优美，把附近的小鸟都吸引过来了。这些小鸟
应该住在哪个房间里呢?让我们跟着老师的图卡帮助鸟儿们
吧!

--出示提示卡，引导幼儿完成两张图卡，其余三张图卡粘贴
在黑板上，鼓励幼儿自己完成。

四、音乐节奏游戏，体验参与活动的乐趣。

师：小鸟们，多么开心呀!谢谢大家帮助它们找到家，为了感
谢大家，小鸟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段好听的音乐，只要按照小
鸟们的房间位置来打节奏，就可以为好听的音乐伴奏了。咱
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五、结束部分

师：今天我们一起玩了很多关于序数的游戏，在生活中有很
多地方会用到序数，你们在哪儿见过呢?(引导幼儿说出生活
中的序数，然后看图。)

延伸及总结：请小朋友回去后，看一看你们家的家庭住址或
找一找有关序数的内容，回来后和大家一起分享。



大班数学活动序数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正确感知10以内物体的数量，探索、发现自然数列的等差
关系。

2、学习用语言表述“x比x多1，x比x少1”。

3、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4、能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体验数学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可以挂在幼儿胸前的卡片若干，卡片正面分别画有1-10个
实物，反面标有相应的`数字，每种数字的卡片数量相等。

2、多媒体音乐3、教学ppt。

活动过程：

1、小朋友好（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小朋友，谁能告诉我他
是谁？（出示爸爸去哪儿中村支书的扮演者李锐）。

2、原来是村支书呀，他来干什么呢？我来问问。哦，原来他
想邀请我们班小朋友去参加《爸爸去哪儿》的节目啊，你们
高兴吗？（高兴）。那我们一起出发吧，闭上眼睛。

3、出示ppt，进行讲解。

小朋友玩的开心吗？我们休息吧。



大班数学活动序数教案篇四

1、认识1~10 的序数，学习确定物体在序列中的位置。

2、掌握序数词，会用第几准确地表示物体在序列中的位置。

认真听清楚各项活动的规则， 用过的物品能归还原处。

1、幼儿人手一本《幼儿园课程指导.数学》。

2、小黑板一块，粉笔若干。

投影仪

1、发放《幼儿园课程指导.数学》，幼儿人手一本。

2、集体活动

（1） 按数拍手。

“我们来听数拍手，我报几你们就拍几下。”

（2） 认识序数。

老师在投影仪上出示书画面。“有几张小椅子，椅子上有几
个小朋友？第几张椅子是空着的？我们按顺序说说空着的小
椅子的位置。”教师手指第三张空椅子。“这是第几张空椅
子？谁会用一个数字来表示这张小椅子的位置？”“你在这
里写上‘3’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平时还可以用‘3’
来表示什么？”“现在你知道数字有几个用处了吗？”（表
示物体的.位置，表示物体的数量。）

“能在每张空椅子上都写上一个数字来表示它们的位置
吗？”老师盖着第三第六第九张空椅子。“谁能说说，哪几



张椅子不见了？你又是怎么发现的呢？谁帮助你一看就知道
第几张椅子不见了？”

3、分组活动。

数数第几张椅子是空的。

“说说范样上每张椅子的位置，看看第几张椅子没人来，是
空的，请你把能表示空椅子位置的数字写在书上，边做边讲，
第几张椅子是空的，做完后说说哪几张椅子是 空的。”

大班数学活动序数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认识1”10的序数，学习确定物体在序列中的位置。

2、掌握序数词，会用第几准确地表示物体在序列中的位置。

3、认真听清楚各项活动的规则，用过的物品能归还原处。

4、让幼儿学习简单的数学题目。

5、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准备：

1、幼儿人手一本《幼儿园课程指导.数学》。

2、小黑板一块，粉笔若干、投影仪教学过程：

1、发放《幼儿园课程指导.数学》，幼儿人手一本。

2、集体活动



(1)按数拍手。

“我们来听数拍手，我报几你们就拍几下。”

(2)认识序数。

老师在投影仪上出示书画面。“有几张小椅子，椅子上有几
个小朋友?第几张椅子是空着的?我们按顺序说说空着的小椅
子的位置。”教师手指第三张空椅子。“这是第几张空椅子?
谁会用一个数字来表示这张小椅子的位置?”“你在这里写
上‘3’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平时还可以用‘3’来表示
什么?”“现在你知道数字有几个用处了吗?”(表示物体的.
位置，表示物体的数量。)“能在每张空椅子上都写上一个数
字来表示它们的位置吗?”老师盖着第三第六第九张空椅
子。“谁能说说，哪几张椅子不见了?你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谁帮助你一看就知道第几张椅子不见了?”

3、分组活动。

数数第几张椅子是空的。

“说说范样上每张椅子的位置，看看第几张椅子没人来，是
空的，请你把能表示空椅子位置的数字写在书上，边做边讲，
第几张椅子是空的，做完后说说哪几张椅子是空的。”教师
巡回指导。

活动反思：

《认识钟表》这节课的目的旨在使幼儿认识时钟，能区分时
针、分针，了解钟面上数字的排列规律，初步了解时针、分
针的运转规律，认识整点、半点。为提高幼儿学习的兴趣，
我采用课件教学，使幼儿在保持兴趣的同时更直观、更主动
的去掌握教学目的。整节课堂上幼儿学得主动，课堂气氛热
烈，知识获得与情感体验同步进行。



我用参观钟表店的方式引出课题，出示了形状、大小、颜色
不一的时钟，引导幼儿充分观察钟面相同的地方有哪些，孩
子们一下子就找到了，七嘴八舌的说开了，课堂气氛一下子
就高涨了。

接着，我引导幼儿先观察并认识钟面上的1—12个数字，重点
认识12、3、6、9这四个数字的位置。了解12个数字的排列规
律，知道这些数字是按顺时针方向走。然后让幼儿认识时针
与分针，让孩子们仔细看看这两根针有什么不同，根据指针
的长短、粗细辨别时针与分针。并通过实物演示，让幼儿知
道时针和分针之间的运转关系，两根指针朝着一个方向走，
叫顺时针方向，分针走一圈，时针走一格，通过演示，幼儿
看得清晰明确，兴趣浓厚。

在认识整点这一环节中我在课件中出示了12个整点的钟面，
让幼儿自己通过观察发现整点时时针在哪里，分针在哪里。
接着我再出示几个整点的钟表让幼儿巩固对整点的认识。然
后我就请他们拿出学具“企鹅钟”听老师报时，他们来拨一
拨整点，这一环节因为有了实际操作，幼儿大多掌握得较好。

活动的难点是认识半点，如何让孩子轻松掌握难点呢?我采用
了对比的方法：让幼儿观察整点、半点两个时钟，孩子们大
多说出了整点的时间，亦有个别幼儿说出了半点的时间，我
就请他来说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最后我再来引导幼儿自
己小结：半点时分钟总是指向6，时钟指在2个数字的中间。
对于究竟是几点半这个难点中的难点，我借助实物大钟边拨
钟边解释：看现在时针在4和5的中间，那么时针已经走过的
数字4，有没有走到数字5上，所以现在应该是4点半而不是5
点半。当再出示课件请他们看看、说说几点半时，发现孩子
们大多掌握了半点。接着又让幼儿看数字时间，自己拨一拨
学具，帮助他们对于半点的巩固。

整个活动由浅到深、循序渐进,以游戏作引导,以幼儿操作为
手段,让幼儿从感知入手,以多媒体、实物教学具为媒体,给孩



子清晰、准确的概念。在活动中始终以幼儿为主体，在活动
中遵循活动性原则，综合运用发现法、游戏法，让幼儿通过
操作活动、言语活动，促进幼儿主动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