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教案天平 幼儿园大班数学教
案设计意图(大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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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教案天平篇一

结合主题“我要上小学”中孩子们互留电话的主题背景进行
活动预设，通过活动中孩子集体编出的密码，自然地引导他
们学会关注同样答案下式题与式题间的关系，理解一个答案
可以对应多个式题的道理。

活动目标

1.熟练运用10以内的加减法，理解相同答案可以对应多个式
题。

2.熟悉生活中一些重要的电话号码，愿意了解与同伴的联络
方式。

3.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4.培养幼儿相互合作，有序操作的良好操作习惯。

5.提高数数的兴趣和积极思维的能力。

重点难点

熟练10以内的加减法。熟悉生活中一些重要的电话号码。



活动准备

1.10以内加减式题卡，破译电话号码练习纸，由加减法式题
组成的电话号码卡片，红旗、黄旗、蓝旗、绿旗，记分牌。

2.开展主题活动“我要上小学了”，幼儿有了解同伴联络方
式的愿望。

活动过程

一、导人部分：复习10以内的加减法。

师：我们小朋友就要毕业了，前几天大家也讲到过分手后联
系的方式，有写信、寄贺卡、串门，还有打电话……今天我
们就来玩一个破译电话号码的游戏。

(一)看式题破译电话号码。

老师出示由8道加减法式题组成的号码卡，
如3+3，7-4，8+1……

这个环节是帮助幼儿复习10以内的加减法。

活动中：

师：你们真棒!一下子就把这个电话号码破译出来了，你们是
怎么破译的?

幼：是用加减运算的方法破译的。

师：你们知道这是谁的电话吗?

幼：幼儿园。

(二)心算破译电话号码。



1.老师出示第二个电话密码，提出要求：在心中计算，把答
案记在心里’等一会儿我们大家一起说。

2.老师出示第三个电话密码，要求破译准确、迅速，一下子
把电话密码破译出来。

二、学习部分：为电话号码设置密码并破译。

(一)根据式题计算答案。

1.将幼儿分成红、绿、黄、蓝四个队，每一队有10个电话密
码’用小组竞赛的形式，比一比哪一队的本领最大，破译的
电话号码又快又准确。

2.各组交换检查。

3.请每一组派一名代表报对方的得分数。

(二)尝试根据答案编式题。

师;这里有三个很特别的电话号码，等一会儿你们要用10以内
的数为这些电话号码设置密码，电话号码里的每一个数字都
是答案。你们编的密码要给别的组破译，所以要编得越难越
好。

——刚开始请幼儿编题时，老师提供的号码可以是数字少但
较特殊的(如110、119、120)o这个环节引导幼儿理解一个答案
可以对应多个式题-如可以将“119竹编成一组密
码：4-3,7-6,2+7.厨样还可以编成：7-5+2-3,5-2-2,1+5+3等
等。

1.幼儿分组尝试编式题。

2.小组相互交换式题并进行破译。



3.请你们把破译出来的`、与黑板上号码一样的电话号码贴在
黑板上。

教学反思

在学习完10以内的加减法后，孩子们已对教材丰富多彩的知
识呈现方式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喜欢了。我深深认识到把生
活带进课堂，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习数学，能激起学习的兴
趣，扩展思维的空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注意问题呈现多样性，激起挑战的欲望

解决问题，是课程标准提出的重要学习目标，怎样才能更好
的落实教学目标，在教学中也作了深深的思考，真诚的感谢
实验教材的编委，教材本身与安排上都注意了有层次的创设
问题情境，紧密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学生提出问题，以教材为
依托。平时教学中注意结合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注意问
题呈现的多样化，例本案例的教学中，由学生创设情境后自
主提出问题，创设一种游戏、挑战性的问题情境，生问、生
答，更能激起学生的解决欲望。平时课堂上“你难不倒
我”“我来考考你”都是学生积极主动参与问题解决的表现，
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大家解决后，也注意人际化的情感教育。
“对同学们的解答你满意吗?”“谢谢大家”，无一不透露出
浓浓的情。平时结合课本的实际情景，常以第三人称的方式
请小朋友帮助解决。

二、紧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提供思维发展的空间

低年龄儿童的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而数学中的计算教学，
以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这种过渡不能是跳跃
式的，应该给孩子一根拐杖扶持。在低年级教学中，这根拐
杖是十分有必要的，即创识与生活实际紧密相关的问题情境，
通过直观的操作、观察，过渡到抽象的算式表达。有了问题
情境的创设，学生们才会更清晰地了解算式的计算过程，依



次运算、条理清晰。所以低年级的教学中把数学还源于生活，
在生活中找数学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计算教学中渗透实际问题，改变问题呈现方式

解决问题教学长久以来一直是数学教学的一个重点项目，教
材的精心编排我深深认识到虽只涉及到10以内的加、减教学，
然而每一课的计算教学无一不渗透着应用教学，所以在课的
设计上，尽力挖掘计算教学中的应用素材，不仅有利于计算
教学中算理的讲清、讲透，更是渗透了数学来源于生活、应
用生活的思想。

幼儿园教案天平篇二

教学目标：

1、在探索活动中感知风的存在，体验探索的快乐。

2、愿意用语言讲述自己的发现。

教学准备：

1、各种物品。

2、活动前让幼儿与家长一起寻找风会把什么东西吹起来。

3、一次成像照相机、多媒体活动室。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观察材料。最近，小朋友们带来了许多和风爷爷做游戏的
材料，看看有些什么?(结合色彩、数字)



二、探索

1、和风爷爷做游戏的时候，看看风爷爷会把什么东西吹起
来?看到了，再和你的好朋友去试一试，风爷爷是不是会把它
吹起来。

2、幼儿自由探索，教师观察。

注意点：

(1)观察幼儿参与探索的情况。

(2)及时发现孩子使用不同材料与风爷爷做游戏的效果，并用
一次成像照相机拍摄下来，为交流分享提供材料。

三、结合活动照片进行交流分享，再次感受探索活动的快乐。

(一)结合照片，进行交流分享。

引导问题：

1、看看这是谁呀?

2、____爷玩什么游戏呢?

3、请照片上的幼儿介绍自己的活动。

(二)幼儿自由交流。

引导语：跟边上的好朋友说说你在游戏中的开心事好吗?

幼儿园教案天平篇三

活动目标：



1、利用不同的材料制造人工雨。

2、创造下雨情景，感受想象创造的乐趣。

3、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5、培养幼儿对科学现象进行探索的兴趣。

活动准备：

1、提供一些供幼儿制造雨的材料，如可乐瓶，有孔的瓶盖，
吸管，树叶，海绵等，分类放在材料筐内。

2、准备几盆清水放置在室外。

活动过程：

(一)说说我认识的雨

师：1、小朋友，你们看到过下雨吗?你们看到的雨是从哪里
来的?

2、下大雨时是怎么样的?什么声音?(哗哗哗)

3、下小雨时是怎么样的?什么声音?(淅沥沥)可引导幼儿用动
作表示

4、你知道雨有什么用吗?

(二)探索人工降雨的.方法

今天请小朋友们来当一回“降雨师”，我们也来下一场雨吧。



1、参观材料

老师准备了很多材料，请你用小眼睛仔细看一下

(1)幼儿参观

(2)交流

你看到了什么材料，教师根据幼儿说的，逐一出示材料

2、引导幼儿探索人工降雨的方法：

你们能用这些材料把水变成雨吗?

教师提出操作要求：选你喜欢的材料找一块空地进行尝试，
注意不要将水弄到自己的身上或别的小朋友身上。

幼儿自由探索

(1)乐瓶降雨：在可乐瓶内灌些水，拧上有孔的瓶盖，向地上
喷射雨

(2)管小雨：吸管蘸上水，向空中甩一甩，下小雨了

(3)海绵雨：将海绵吸饱水，一挤，下雨了

(4)树叶雨：用树叶兜水，向空中撒雨

(5)牙刷雨：用牙刷蘸点水，向空中甩一甩，下雨了

(6)小手来降雨：舀一把水洒洒是小雨，捧一捧水淋下来是大
雨

3、请幼儿分享自己是怎么样人工降雨的，演示降雨的方法



(三)给花草树木下场雨

师：花草和大树渴了，请为他们下场雨吧。

请幼儿选择一种或几种材料，给花草树木下下雨。

幼儿园教案天平篇四

活动目标：

1.给宝石博物馆中的宝石进行排列，学习10的减法运算。

2.为皇冠正确的画上宝石数量，喜欢动脑筋。

3.激发幼儿学习兴趣，体验数学活动的快乐，并感受集体活
动的乐趣。

4.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活动过程简录：

1.复习十以内的分合式以及加法运算--复习10的分合式--10
的碰球游戏。

--播放ppt--有三个宝石箱子，工作人员把宝石放进箱子中，
可是数量搞错了，我们一起帮他重新放一下。

--第一个箱子应该放几个宝石?为什么?现在有几个?那怎么
办?拿掉几个?谁能够用数学算式讲出来。

--第二个箱子应该放几个?我们来数一数工作人员放了几个?
他放的对吗?那怎么办?

--宝石博物馆里有一个很大的宝石箱子，上面的宝石有规律



的排列着，每一排都是十颗宝石，但是工作人员粗心大意，
漏放了几颗，你们能够帮他加上去吗?放完宝石后你可以在两
边的线上写上数字，这样可以方便检查，看看两边加起来是
不是10颗。

--博物馆中还有一个漂亮的皇冠，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把宝石
镶到皇冠上，你们会吗?

做出下面的减法算式你就能得到答案，知道镶宝石的数量了
哦。

幼儿操作，师巡回指导。

操作结束，教师讲评--表扬做得又快又准确的幼儿。

--做错的幼儿进行修改。

活动反思：

课文语言简洁，结构严谨，构思颇具匠心。从课题看，本文
的教学重点之一是关于“毁灭”的内容。然而，纵观教材不
难发现，全文写“毁灭”只用了一个自然段，且文字通俗易
懂；描述圆明园昔日辉煌却占用大部分篇幅，且难点较多。
凭借教材，我将课文第二部分（圆明园昔日的辉煌）确定为
教学重点，将“毁灭”的内容略作处理，原因有两个：第一，
昔日的圆明园已不复存在，其精美、壮观上能通过文中的语
言文字去品味、感受。因此，将其确定为教学重点，使其成
为语言文字训练的最佳落脚点。只有让学生充分感知语言、
品味语言，才能激起学生对昔日圆明园的无比热爱、无限向
往。第二，只有“爱之深”，才会“恨之切”。课文第二部
分内容教学的成功可为“毁灭”部分的教学埋下伏笔，以爱
激恨，从而化难为易，达到使教学结构优化，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的目的。



小百科：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
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并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
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分类，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
化教育的机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

幼儿园教案天平篇五

活动目标：

1、能辨别生活中几种不同的声音。

2、初步了解同一种物体，由于数量、材质的不同，发出的声
音也是不同的。

3、在玩玩、摇摇瓶子过程中，体验探究声音的乐趣。

活动准备：

1、课件《好听的声音》。

2、图标：大鼓和小鼓。

3、小瓶人手一个，小盆每组一个，黄豆若干，软硬糖果若干。

活动过程：

一、辨别生活中的声音。

1、听声音：（以宝宝早晨的生活背景）笑声——鸡鸣——盥
洗——汽车——问候（老师好）。引导幼儿说出笑声、动物
的叫声、听水声进行猜想、说出马路上的汽车声等。

（1）宝宝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客人老师来我们教室做客，你
们知道为什么？是来找耳朵最灵的宝宝，那我们来比一比，



听一听，谁的耳朵最灵。

这是什么声音呀？你知道是谁的笑声吗？（你们猜对了，这
是小宝宝夜里睡觉做梦发出来的笑声。）（图片宝宝）

（2）天亮了，听听看妈妈叫了哪个小动物去叫醒宝宝呢？
（大公鸡）（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大公鸡）还有哪些动物是会
叫的啊？（幼儿模仿）会叫的小动物还有很多很多，下次也
请它们帮忙来叫醒小宝宝。

（3）宝宝被叫醒了，你们听听，现在小宝宝在干什么？（洗
手图片）

（4）洗好手，吃好饭，宝宝准备坐车去上幼儿园啦，这个车
子在马路上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马路上除了这个声音之
外还有什么也能发出声音？（摩托车，自行车）

2、小结：我们的身边有这么多好听的声音，马路上也还有好
多好多，真的非常好听。

二、把黄豆装进瓶子里，根据装豆子的数量区分声音的不同。

（1）到了幼儿园里，老师要和小朋友一起玩游戏啦，看看今
天老师带来了什么好玩的呢？（出示空瓶子）

（2）听听这个瓶子有声音吗？（没有），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瓶子发出声音呢？（幼儿尝试让瓶子发出声音的方法：
碰碰手、碰碰椅子、放东西到瓶子里等。拍拍拍，瓶子有声
音，碰碰碰，瓶子有声音）

（3）老师有一种办法和你们不一样，我摇摇瓶子就会有声音，
（出示装有少量黄豆的瓶子摇一摇）问，你的瓶子也摇摇有
声音吗？如果我们在瓶子里装点豆子，瓶子能发出声音吗？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4）现在我们的瓶子宝宝有都有声音了吗？老师想请小朋友
们用自己的瓶子来学学这两样东西，看看，这是什么？（大
鼓和小鼓）

（5）现在我们的瓶子宝宝就来学大鼓和小鼓的声音：

大鼓——我是一只大鼓，我的声音很大，咚咚咚咚咚。

小鼓——我是一只小鼓，我的声音很小，咚咚咚咚咚。

（6）大鼓的声音很大，它是怎么发出来的呢？小鼓呢？（大
鼓力气用的大，小鼓用的力气小）

小结：原来，大鼓要用大一点的力气，小鼓要用小一点的力
气。

（7）师：小朋友们看，老师这里有两个瓶子宝宝，一个瓶子
里面装了很少的豆子，我们来听听看像大鼓的声音还是小鼓
的声音。另外一个里面装了很多的豆子，我们也来听听看。

小结：原来豆子要多放些，但是不能放满，力气大一些就是
大鼓的声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