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数学活动自然测量 大班数学活
动测量教案(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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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数学活动自然测量篇一

测量是数学在真实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的应用。《纲要》指出：
“让幼儿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数学
的重要和乐趣”。本次活动源于幼儿真实的生活，从最近我
园种植地里的甘蔗成熟后对甘蔗长度的讨论引发，内容抓住
孩子的兴趣，贴近其最近发展区水平。活动中，从创设“很
多――一个――没有”测量物的问题情境入手，步步推进，
引导幼儿通过猜测讨论、观察比较、实验操作、交流分享等
方法，帮助幼儿在与熟悉的自然测量物：树叶、胡萝卜等环
境材料的相互作用中发现和建构对测量的直接经验，积累学
习感受，建构数学知识，同时也积累各种解决问题的经验并
激发其探索精神与愿望，促进其社会性的发展。

1、尝试用不同的测量物测量长度，感知多种测量方法。

2、引发幼儿对使用生活中常见自然物进行测量的兴趣。

重点：在探索中学习感受多种测量方法。

难点：测量工具只有一件时，怎样学会正确做标记的方法完
成测量。

ppt课件；树叶、胡萝卜若干；黑板等。



（价值分析：用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引发幼儿探究的兴趣）

种植地里的甘蔗宝宝，很想知道自己到底长得有多高？蚯蚓
们是他的好朋友，大家自告奋勇来帮忙，为它量量到底已经
长得多高了。

蚯蚓们开始到处找材料为甘蔗宝宝量身体，你们说可以找哪
些材料呢？

（价值分析：多种测量方法、问题的设疑，让孩子们在一次
次的完成任务的快乐中，迎接新的挑战，积累对测量的直接
经验。）

幼儿操作，交流分享

分析测量要点：

从头至尾

树叶要像好朋友似的紧紧挨着

排成一直线

幼儿操作，交流分享

关键问题：胡萝卜从哪里开始放？为什么要做记号？

分析测量要点： 从头至尾

首尾相连（做好标记）

一边量一边数

幼儿操作，交流分享



分析测量要点：当没有材料时用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也能测
量，是最简单、方便的测量工具。

（价值分析：进一步引发幼儿对生活中测量的关注，不断积
累新经验）

生活中还有哪些简单、方便的测量好方法。如：尺等。

这个大班数活动来源于幼儿真实的生活。它所选用的测量工
具和测量物都来自于幼儿日常接触的生活中的物品。因此在
活动中，我觉得幼儿对材料操作很熟练，避免了材料本身由
于陌生引起的无关探索的干扰。活动的整体设计是层层推进
的，从创设“很多――一个――没有”测量物的问题情境入
手，引发幼儿一步一步探索新的测量方法，在这其中幼儿能
积极开动脑筋，相互讨论、大胆猜测，将日常的生活经验运
用其中，事实上最终孩子们找到了全部适宜的测量方法，在
活动中获得了探索成功地满足。在建构数学知识的同时也积
累各种解决问题的经验，并激发其探索精神与愿望，促进其
社会性的发展。

活动中不足的地方是，我对于提问的设计还不能很好地做到
引导幼儿推进猜测、进一步思考，在本活动的难点部分：测
量工具只有一件时，怎样学会正确做标记的方法完成测量。
花了较长时间在这个环节上，致使整个活动时间上略有超出。

大班数学活动自然测量篇二

1、初步学习利用自然物，对物体使用首尾相接的方法进行测
量。

2、大胆的用语言表述测量的结果，体验合作测量带来的愉悦。

重点难点活动重点：掌握对物体使用首尾相接的方法进行测
量



能与同伴合作进行测量活动

不同长度的积木、吸管、书本、纸条等材料若干，记录表、
白板笔若干，课件

一、故事情景导入，引出主题

师：在《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中，泸定桥被敌军炸毁了，我
军在作战路线中需要通过泸定桥去攻打敌军，所以红军叔叔
们决定修复泸定桥。

提问：红军叔叔交给小小兵们一个任务，帮他们一起修桥梁。

二、“作战路线有多长？”幼儿尝试测量

（一）鼓励幼儿用自然物（如长度相同的纸条、布袋等）进
行直线距离的测量。

1、请幼儿观察测量材料，尝试用一种测量材料；

2、幼儿尝试测量，教师观察；

3、鼓励别幼儿分享自己的测量方法及结果，引导幼儿发现测
量中的问题。

（二）教师向幼儿讲解正确的测量方法

1、观看课件，了解测量的.要领：顶端要对齐，末尾做标记，
首尾要相接，结果要记录；

2、教师小结及介绍测量方法和测量统计表的使用方法。

（三）幼儿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再次测量，讨论交流并小结

1、让幼儿明确测量的要求及规则；



2、幼儿尝试操作进行测量；

3、幼儿交流讨论测量的结果；

4、教师做小结。

三、游戏“桥梁有多长”感知发现测量工具与测量结果之间
的关系

3、交流讨论测量结果，引导幼儿感知发现测量工具与测量结
果间的关系；

4、教师小结：测量工具长，测量次数少，测量工具短，测量
次数多

四、结束部分

教师提出带领幼儿一起去户外帮红军叔叔测量铺桥工具，活
动自然结束。

大班数学活动自然测量篇三

1．感受并体验远近的含义，激发幼儿的求知欲望和探究精神。

2．学习用工具测量远近，并能将测量结果记录在表格中。

3．初步感知同样的距离，使用的测量工具不同，测得的次数
也不同以及同样的距离，使用的工具不同，测量的次数也不
同，越长的工具所用的测量次数越少。

4．培养幼儿对数字的认识能力。

5．知道按事物不同的特征进行排序会有不同的结果，初步了
解排序的可逆性。



1．重点：按照正确的步骤用工具测量2．难点：（1）理解不
同的距离，用同一种工具测量，测量的次数越多越远，测量
的次数越少越近（2）同样的距离，使用的工具不同，测量的
次数也不同，越长的工具所用的测量次数越少活动准备：

铅笔，表格、路线图每人一份、水彩笔盖、短水彩笔、没削
过得铅笔。

二、学习用工具测量的方法比较路线的远近。

2．师：用眼睛看的方法叫做目测法，但是目测法比一定准确，
我们还能用什么方法来判断路线的远近呢？（请幼儿讲讲自
己的想法，如工具：尺子、棍子、绳子、积木等）老师今天
也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种测量工具，你们看看老师带来了什
么工具？（水彩笔盖）3．师：你们觉得这样工具能测量小动
物家到学校的距离么？（能）那咱们就先量一量小猫家到学
校要几个水彩笔盖，你会量吗？（会），请你来试一试。

在幼儿尝试过程中教授测量方法，，边演示边引导幼儿一起
讲述测量的正确步骤（找起点，沿着线，接着量）将测量结
果记录在表格中（小猫家到学校量了5个水彩笔盖）4.师：请
你们也量一量小猫家到学校用了几个水彩笔盖。并将结果记
录在表格里。

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请你再量量其他两个小动物家到学校用了几个水彩笔盖，把
结果记录在表格里。

5、请幼儿坐好，检验幼儿测量的结果，教师小结不同的距离，
用同一种工具测量，测量的次数越多越远，测量的次数越少
越近6、师：郑老师还给你们准备了两种测量工具呢，我们就
用这两种工具来量一量咱们的小椅子好不好。



请幼儿示范测量方法，及时纠正不对的测量步骤。

7、请幼儿坐好，检验幼儿测量结果，教师小结同样的距离，
使用的工具不同，测量的次数也不同，越长的工具所用的测
量次数越少。

这节教学活动有好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

因为活动中所要测量的就是我们天天要用的桌子，非常的贴
近生活，所以幼儿在测量的时候特别的开心，积极性也特别
的高。在操作的过程中，因为幼儿之间的能力有所差距，所
以有对有错，所以在活动的过程中给幼儿多次交流多次尝试
的机会。发现问题就要给幼儿解决问题的机会。允许他们犯
错误，再尝试用别的方法。每当孩子遇到困难，我都会让他
们先自己想办法，大胆去尝试。

在活动中尽管之前我已经考虑了很久怎么样把语言说的更周
密更完整，但是真正上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略显含糊的地方。
就因为这一点，幼儿的操作方法不是很准确，使得第一个活
动目标没有实现，所以在数学活动中，一定要尽量把话说周
全，以免有些小朋友喜欢转空子或者抓你的漏洞，不要只想
着自己的教学步骤，而忽略了口头的能力。

为了实现第二个活动目标，在活动中让幼儿大胆的发现然后
进行讲述，所以这个目标很容易就实现了。

在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困惑：

每个老师都跟我们说过，在互动上遇到紧急情况要懂得随机
应变，我们都觉得挺简单，但是当你真正遇到这种“突发状
况”的时候，也许你就没有自己预期的那么“灵活”。所以
无论如可，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大班数学活动自然测量篇四

新《纲要》中指出数学教育的新目标是“能从生活和游戏中
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因此我
从小朋友的生活经验出发，运用孩子常见的东西为工具，以
孩子身边的实物为对象，设计了《学测量》这个活动，让幼
儿用各种测量工具来学习测量身边的事物，引导幼儿在操作
中体会到数学可以用来解决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1、引导幼儿大胆的尝试用各种工具学习测量。

2、认识标准与非标准的测量工具，选择适合的工具去测量不
同的事物。

尺、回形针、牙签、毛线等人手一份，测量作业单人手一张。

计算

一、通过故事引出课题。

1、教师讲故事一遍，提问：我们可以想个什么办法来帮助这
三兄弟呢？

二、认识测量工具，学习测量及记录的方法。

1、请幼儿说说可以用哪些东西来测量？

2、教师介绍标准与非标准的测量工具、讲解测量的方法以及
相对应的记录方法。

3、教师分配任务，幼儿自由操作。

4、小结。请小朋友说说你是测量什么的？用什么工具测量的？



三、引导幼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请幼儿讨论：测量到最后，不能正好量完，有的多出一点，
有的不到了一点，这样该怎么来记录。

四、活动延伸。

表扬鼓励幼儿的表现，使幼儿体验到成功的乐趣。

第一环节主要是通过故事来激发幼儿的兴趣，提高幼儿的积
极性。

第二环节是让幼儿认识各种测量工具，通过自己身边所熟悉
的事物进行测量，每个幼儿都能大胆的运用各种测量工具测
量。

第三环节主要是引导幼儿去发现问题，知道有了问题就要想
办法解决，通过测量三兄弟的土地，让幼儿明白在测量过程
中要选择适合的工具，这样才会更方便，更有效。

大班数学活动自然测量篇五

1、乐意用测量的方法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体验测量在生
活的应用。

2、在探索比较中学习正确的测量方法，初步认识测量工具和
测量结果的关系。

3、在活动中发展幼儿观察、比较及判断能力。

4、体验数学活动的快乐。

5、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1、幼儿已有用等长的量具一一排列摆放进行测量的经验。

2、长短不一的学具如：尺子、绳子、小棒、积塑、纸条等；
笔、测量记录表等。

3、布置白雪公主的家的活动场景：小床若干、桌子等。

2、幼儿尝试用相同的工具测量。

3、引导幼儿比较测量的结果，探讨发现测量的正确方法。

讨论：选择相同的工具测量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方法：找准起点，沿边线测量，用笔（拇指）画个记号，首
尾相连。

1、思考：白雪公主想为小矮人的小床做新的`床套，怎么知
道床套的宽度和长度？

2、教师介绍测量记录表。

3、幼儿自主选择测量工具测量。

师巡回观察了解幼儿测量的情况；鼓励幼儿用不同的工具进
行测量，记录。

4、引导幼儿交流测量的结果，并初步认识测量工具和测量结
果的关系，积累测量经验。

讨论：量相同的位置测量结果一样吗？为什么？

小结：测量工具越长，测得的结果越小；测量工具越短，测
得的结果越大。

引导选择自己感兴趣的2—3种测量工具给周围生活中的物品



测量，积累测量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