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个趣味数学小游戏 小学生趣味活
动方案(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个趣味数学小游戏篇一

一、活动目标：

3、帮助学生懂得在活动中要合作、谦让、遵守规则，敢于克
服困难，能体验胜利的愉悦;

二、活动准备：

1、会场布置：横幅标语为“快乐运动，健康成长”、“我运
动、我健康、我快乐”

2、游戏准备：奖票(红票、黄票、蓝票)、奖状、六段布绑带、
垒球、手榴弹、实心球若干、塑料筐、石灰、秒表、垫子、
音乐;公布游戏规则以及参赛人员的口哨。

3、各班自己设计并号码布

三、活动主题：“快乐大课间，健康一家人”

四、活动原则：

每个家庭参与两个游戏项目，游戏项目的设置符合孩子年龄
特点，富有趣味性、竞争性。



五、活动口号：各班根据自己的特点，喊出口号

六、活动时间：5月20日

七、活动地点：xx小学操场

八、活动安排：

3、家长和运动员代表发言

4、裁判代表发言

个趣味数学小游戏篇二

为营造校园数学学习氛围，弘扬数学文化，激发提高学习兴
趣，培养数学学习方面创新能力。我们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各项数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了解数学、获取数学知识的
舞台，在校园里形成浓郁的数学文化氛围，让学生充分感受
数学魅力，发现数学的无尽乐趣与无穷奥妙，进而产生一个
良性循环，服务与提高自己数学的学习。

活动主题：传播数学文化，展现数学魅力

活动口号：我动手，我思考，我快乐

活动时间：20__.3.11-4.11

1.3月11日升旗仪式数学节活动开幕式

2.3月11日活动小结(发活动中一些奖状，数学组全体老师负
责)

活动目的：



1、通过此次活动培养学生对学习数学的兴趣，让学生感受到
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学会用数学的眼光去关心环境，关心社
会，去获取和发现新的知识。

2、促进教师思考与实践课改下的数学教学与活动该如何开展，
如何提高课堂活动的.数学内涵，如何在培养数学能力及素养
上下功夫，促进学生自主地展示数学才能，体验数学价值。

组长：___

组员：______、各年级数学教研组长

1--6年级全体学生，全体数学老师

学生活动：

(一)数学手抄报、数学日记评比(第四周)

负责人：____

参加对象：三--六年级

1、手抄报：以“传播数学文化展现数学魅力”为主题，要求
规范、整洁、美观，做出个性。比赛统一用8开的纸张，右下
角写明姓名、班级、指导师。手抄报内容可包括：数学家的
故事、数学名人名句、数学名题、数学趣题(符合本年级孩子
思维水平)……。

2、数学日记：必须是学生自己写的，内容最好是写所学知识
在生活情境中的运用，目的让学习充分感知数学源于生活，
用于生活。

3、以上两项都是先在每个班级进行评比，然后选出3份优秀
作品参加校级评比。(数学日记用统一稿纸书写)



注:作品上交到教研组长处，年级组的数学老师一起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

(二)100题口算无错比赛(第五周)负责人：负责人：____

参加对象：一、二年级

比赛规则：8分钟100道题，每个班级由数学老师自行选拔5位
学生参加比赛，根据个人成绩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

(三)20题笔算无错比赛(第六周)负责人：__

参加对象：三年级、四年级

比赛规则：20分钟20道题，三、四年级的每个班级数学老师
自行选拔5为学生参赛，比赛的内容为适合本年级的各种竖式
计算题。

根据班级的总体成绩评出一、二、三等奖。

(四)数学故事比赛。(第七周)负责人：____

参赛对象：三---六年级

比赛规则：三至六年级各班选一名优秀学生，进行全校数学
故事比赛，故事内容可以是数学名人故事、数学趣事、生活
中的数学等。具体时间比赛时间另行通知。

(五)总结表彰。(第八周)

备注：作品收集时间、评选工作等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各项内容的具体工作另行通知到老师本人。

附：(负责部分具体工作的老师名单)



(1)一年级“百题口算”题由孙丽老师负责。

(2)二年级“百题口算”题由陈冬梅老师负责。

(3)三年级“笔算题”题由陈亚妹老师负责。

(4)四年级“笔算题”题由吴青老师负责。

(5)五六年级“数学故事比赛”题由各班主任老师负责。

教师活动：

课标学习，数学课标学习考核(第四周)负责人：___

备课比赛，分低中高年级指定课题备课(第五周)负责人：__

评课比赛，给定课堂写评课(第六周)负责人：____

个趣味数学小游戏篇三

丰富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增进友谊，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
感和的班级凝聚力，按计划举办此次“自行车慢骑”友谊比
赛。

一、参赛对象：每个班级在充分预选的基础上，推荐20名学
生参加，其中女生不得少于8名。

二、比赛地点：篮球场

三、比赛规则与方法：

1.比赛所用赛道共2条,每条跑道的终点站一名计时员。

2.比赛开始前,参赛者按规定在各自的起跑线前做好准备,前
车轮不得超过起跑线。



3.裁判吹响口哨,比赛正式开始,参赛者骑自行车沿各自的跑
道前行,计时员开始计时。

4.慢骑过程中，只许向前进,不得后退,也不得原地转圈,身体
任何部位不得接触地面（不得倒下）；车轮不得触及本人跑
道线,触线或中途倒下者，在违规地点继续开始比赛。每违规
一次，总成绩加时5秒。

5.每组参赛者完成比赛后,计时员及时将参赛者完成比赛所用
时间上报给对应的统计员,统计员及时统计选手成绩。

6.慢骑过程中，如遇其他意外事项，影响参赛选手正常比赛，
经裁判论证后，准许参赛选手重新开始比赛。

7.10名参赛选手成绩之和为班级总成绩。

8.请各位班主任组织好本班学生参赛，并提醒学生注意安全。
比赛期间，请班主任不要离开比赛场地。

9.活动人员安排：

第一赛道计时裁判：

第二赛道计时裁判：

辅助裁判（安全监控、过程监督）：

统计员、拍照：

场地布置：

四、比赛注意事项

1.活动期间，相关人员务必准时参加，切实履行相关职责，
确保活动安全顺利开展。



2.请各位班主任组织好本班学生参赛，并反复提醒学生注意
安全。

3．比赛期间，班主任和学生不要随意离开比赛场地，班主任
务必维持好本班级参赛纪律。

4.其他未尽事宜，现场处理。

个趣味数学小游戏篇四

活动设计:“1只小猴去钓鱼，鳄鱼来了，鳄鱼来了，嗷、嗷、
嗷……”这首是幼儿非常喜欢的数字手指谣。结合小班数学
活动宜情景化、游戏化的特点，以及孩子们已经学习了4的构
成的基础上，我以这个手指谣为引子，设计了这个《智救小
猴，勇闯难关》的数学游戏，引导幼儿初步理解4以内数的实
际意义，激发幼儿斗志，渲染活动氛围，使孩子们在解决难
题的过程中即可以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又能通过动手操作，
逐步建构抽象的数概念。让幼儿在游戏中逐步地亲近数学，
愉快地步入数学世界。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正确感知4以内的数量，初步理解4以内数的实际
意义。

2、能进行4以内的按数取物或按物取数。

3、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4、乐于参加集体游戏。

活动准备:

一个数字转盘、大鼓一个、1—4的数字卡若干



“数、物拼板”、印章若干、雪花片若干

活动过程:

一、预备活动:

教师带幼儿边念手指谣，边走到相应的位置。

二、集体活动:

1、引起幼儿活动兴趣

我昨天呀，乘鳄鱼不在，偷偷的到小猴家旁边看了看，我发
现了四个难题，我们就先来解决这四个难题吧。

2、复习4以内的数字

师:我们现在就来解决第一难题——数字大转盘。

在这个转盘上有数字和指针，教师来转动指针，当指针停止
指向数字几，就请幼儿大声地说出这个数字。

3、记忆4以内的数字

师:小朋友们真棒，一下子就解决乐第一个难题，现在我们来
解决第二题——“谁不见了”

教师出示1---4的大数字卡，拿掉其中一个数字，请幼儿说出
是哪个数字不见了。

4、4以内的按数取物

1)听鼓说数

师:第二题我们也顺利解决拉，我们每个人都表扬一下自己，



真棒。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游戏

我这有一个鼓，请小朋友们根据鼓声来说数字，告诉我我敲
了几下。

2)按数取物

师:现在，我们第三个难题来啦，准备好了没有?

4套1—4的物卡，请幼儿根据教师说的数找出相应的物卡。

三、分组活动:

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拉，这么快就解决了第三个难题。现
在我们就要向第四题出发拉，刚才前几题都是小朋友们在一
起通过的，第四关呀坏鳄鱼要把小朋友们分开了，要分组考
你们。

教师一一介绍每组的活动

第一组:盖印章

第二组:数、物拼板

第三组:数、物对应

幼儿活动时，教师巡回指导

四、教师讲评:

针对幼儿在操作中的现象加以讲评

五、收拾教具:

师:小朋友们，我们一下子就帮小猴他们解决了四个难题，让



猴妈妈能搬去离鳄鱼远一点点的地方啦，但是这只是前面四
题，而且在分组解决第四题的时候，有些小朋友只去解决了
其中一组。老师会把这几组投放到区角里，小朋友们你们有
时间还可以去练一练。

后面还有许多的难关等着我们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学习
更多的本领，解决更多的难题!

活动反思

数学活动离不开操作。为了让幼儿更好地掌握，在活动中我
准备了丰富的活动材料，引导幼儿运用多种感官感知4以内的
数量，并且我创设了幼儿喜欢的“解决难题”的游戏，让幼
儿听一听、说一说、动手做一做，吸引幼儿，使幼儿全身心
地投入到活动中去。在活动中，我力求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
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形成合作式的师幼互动。

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虽然我设计了
情景，但是没有将情景很好的贯穿于整个活动，一直没有出现
“救小猴”的环节，使孩子们都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影响
了整个活动的效果。今后，在环节的设计过程中，我会注意
这一点，让我的活动真正做到“情景化”，让孩子们在情景
中自然地习得知识。

个趣味数学小游戏篇五

在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习后，学生在基本知识、技能方面等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学习的目标，对学习数学有一定的兴趣，
大部分学生乐于参与学习活动。特别是动手操作、需要合作
完成的学习内容都比较感兴趣。丰富的课堂和数学学习的活
动，能充分体现一个孩子学习的真实情况。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应该更多关注的是使已经基本形成的兴趣再接再厉地保
持，并逐步引导到思维的乐趣、成功体验所获得的乐趣中。



1.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爱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
得成功的体验，建立自信的信心。

2.在教学中输入更多数学的知识并且更多的是讲述一些数学
的相关知识，让更多同学在数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使他们的
知识面得到很大的拓展。

3、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学习技能。

4、使学生获得一些初步的数学实践活动经验，能运用所学知
识和方法解决简单问题，感受数学在生活中的作用。

5、培养学生数学思考能力，观察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创新
能力

1.精选教学内容，力求内容生活化，形式多样化，解题思路
方程化，教学活动实践化

2.教学形式多样化，赋予启发性，趣味性和全面性，扩大学
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3.每次趣味数学课都有中心，有准备，课后有总结反思。

4.对于学生不要急于求成，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循序渐进

第一周：“0”和“1”的争斗

第二周：好玩的跷跷板

第三周：蜗牛何时爬上井?

第四周：高斯求和

第五周：唐僧师徒摘桃子



第六周：神奇的数王国

第七周：巧过数字河

第八周：智过数学谜林

第九周：关于“大月”和“小月”的故事

第十周：失窃了多少个桃子

第十一周：八戒吃了几个山桃

第十二周：唐僧师徒摘桃子

第十三周：巧住房间

第十四周;分马

第十五周：数学岛历险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