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数学教案设计意图及反思 小班数学
教案(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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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数学教案设计意图及反思篇一

1、尝试按物体的颜色、形状进行分类，巩固14的数数。

2、乐于与同伴进行交流，体验师生共同游戏的快乐。

鱼竿、篮子人手1份，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的小鱼若干，圆
形、正方形、三角形的鱼缸各一个，其他形状的鱼缸一个。

1、你们看看我是谁呀？（猫妈妈）今天我来扮演猫妈妈，你
们来扮演猫宝宝，好不好？

2、宝宝们，和妈妈一起做做操吧。

老师念儿歌，幼儿和老师一起做做操。

1、现在妈妈带你们去散步，好吗？这里有好多小兔子，我们
和小兔打个招呼，小兔你好！咦，前面是什么呀？我们过去
看看。

2、原来这里是个池塘，里面有许多鱼，这些鱼长的是什么样
子的，有什么颜色呢？

3、池塘里有这么多的鱼，宝宝们想不想把他们钓上来呀？看
看妈妈手里这个是什么呀？（鱼竿、篮子）



4、你们看看妈妈一共钓到了几条鱼呀？（一起点数）

5、幼儿自主钓鱼。你们想不想来钓鱼呀？每人去拿一个篮子，
找个空地方钓鱼。

6、带幼儿回到座位。宝宝，拿好你的篮子到妈妈这里来，我
们要回家了。

7、分散交流：和你的好朋友说说你钓了几条鱼，是什么样的？

8、请个别幼儿交流。

1、宝宝们，我们钓了这么多的鱼尝尝味道吧，今天宝宝的本
领很大的，钓了很多鱼，这么多的鱼吃不完，怎么办呀？
（幼儿自由想办法）妈妈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把它们养在
鱼缸里，等想吃的时候再吃。

2、出示鱼缸：这个鱼缸是什么形状的呀？圆形的小鱼说我喜
欢住在和我相同形状的鱼缸里。这里还有正方形的鱼缸，我
们请什么形状的小鱼住进去呀？三角形的小鱼住在哪里呢？
师演示贴的方法。

3、请幼儿送小鱼，并一起检查。

4、刚才我们把小鱼都养在了鱼缸里，妈妈这里还有许多小鱼
呢？但是这些小鱼喜欢住在和它相同形状相同颜色的鱼缸里。
这个鱼缸没有颜色，妈妈变个有颜色的鱼缸好不好。请小鱼
住在相同颜色相同形状的鱼缸里吧。

5、请幼儿送小鱼，并一起检查。

6、宝宝们，现在小鱼都养在鱼缸里了，我们去外面看看哪里
还有小鱼，和客人老师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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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小、长短、高矮

1、使幼儿联系生活经验认识大小、长短和高矮的含义，体会
比较一般方法，初步学会比较物体的大小、长短和高矮。

2、使幼儿经过比较的活动，初步建立大小长短和高矮的观念，
培养初步的观察、判断和推理的能力。

1、知道长短、高矮、大小的含义。

2、初步懂得直接比较长短、高矮、大小的思维方法。

1、掌握比较的标准和比较的方法。

2、用正确的数学语言表达比较的结果。

1课时

实物

一、复习

了解幼儿对实际生活中大小、长短、高矮已有的`感性认识。

二、新课导入

1、取出一把尺子，问：这把尺子长还是短？

2、当幼儿说出答案或争论时，再分别拿出比它短和比它长的
尺子，引起幼儿对刚才答案的怀疑，从而导入新课。

3、出示课题，明确目标。



三、新课教学

1、明确比较的要求。

（1）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才能作比较，对单个物件
不存在什么比较。

（2）确定什么和什么比较，比较的标准是什么。

（3）比较时，要把两种物体的一端对齐，然后再看它们的另
一端是否对齐，从而进行比较。

2、教学“大小‘长短”、“高矮”。

（1）提问：

图中画了些什么？你能说一说吗？

（2）比一比

让幼儿看图找一找、比一比。同桌小朋友互相交流。

3、练习

4、小结

比较大小长短和高矮都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才能作
比较，单个物件不存在大小、长短、高矮的，比较大小长短
和高矮的方法一样，一定要把一头对齐，才能正确比较出大
小长短和高矮。

5、拿出课前准备好的实物，分组进行比较，相互讲出比较的
结果。

六、总结



这节课你学会了什么？谈谈你的收获。

七、作业

运用已学的知识，找身边熟识的事物比一比，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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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感知4以内的数量，练习手口一致点数并说出总数。

2。在感知物体颜色，数量的基础上，尝试根据二维特征分类。

3。乐意参与喂瓶宝宝吃饭的活动，体验数学情境游戏的快乐。

1。人手一个瓶宝宝（瓶身、瓶盖上贴有数量为2~4的.点子）

2。人手一个小勺、木质串珠若干

3。音乐三段（哭泣声、摇篮曲、欢乐舞曲）

一、导入

1。播放哭泣声，引出主题

t：听！什么声音？是谁在哭啊？

2。出示瓶宝宝，介绍活动内容

二、教师示范讲解

1。出示木质串珠，讨论操作要求

2。提醒幼儿观察瓶盖上的点子

t：到底瓶宝宝应该吃多少呢？看看瓶宝宝的肚子上面有记号



呢。肚子上有几个小圆点，就吃几个小串珠。

3。请幼儿个别示范

t：谁来帮我数一数，我的这个瓶宝宝应该吃几个小串珠？

4。教师示范喂瓶宝宝，要求：边喂边数，不能多，也不能少。

三、幼儿喂瓶宝宝

1。幼儿个别操作，教师观察指导

2。集体交流操作结果，表扬操作正确的幼儿，帮助错误的幼
儿进行纠正

四、帮瓶宝宝戴帽子

1。出示瓶盖子，提醒幼儿注意数量的匹配

t：瓶宝宝吃饱了，真开心。我们带瓶宝宝出去散步好吗？可
是外面风大，瓶宝宝要带上帽子再出去。你们看，这些帽子
上也有小圆点。你要仔细数一数，让瓶宝宝肚子上的小圆点
和帽子上的小圆点一样多。

2。请个别幼儿示范，集体检验

3。幼儿集体操作，教师随机检验

4。听欢快音乐，和瓶宝宝散步跳舞。

五、送瓶宝宝睡觉

1。播放摇篮曲，提出要求

t：瓶宝宝玩累了，要睡觉了。我们悄悄地送它要摇篮里睡觉



吧

2。引导观察摇篮上的点卡和摇篮颜色

t：看，这些摇篮上面有什么？原来瓶宝宝要找和自己点子一
样多的摇篮睡觉。

3。幼儿送瓶宝宝睡觉，教师随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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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正确感知5以内的数。

二、幼儿通过自己的探索，讨论和操作，学会按事物的'数量
对应匹配。

三、在活动中感受数学活动的乐趣。

一、教具：动物卡片若干；信封和邮箱卡片各五个。灰兔木
偶。

二、学具：练习材料，铅笔人手一份。

一、出示小动物卡片，感知5以内的数量。

“小动物幼儿园开学啦!今天，小动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上
幼儿园了，你们想知道他们是谁吗？”

出示小猫卡片。“这是谁？（小猫）有几只？（两只）那我
们就来学两声小猫叫。”

出示小羊卡片。“这是谁？（小羊）有几只？我们一起来数
一数。”



“‘嘎嘎嘎’，猜猜，谁来啦？（小鸭）”出示小鸭卡
片。“有几只？（三只）有几只？我们也来学学小鸭叫
吧。”

出示小兔卡片，“呀，小兔也来了，他们真可爱，你们想不
想学学小兔跳呀？“

“最后来得是谁呢？”出示小猪卡片。

二、按数量对应匹配。

（1）找妈妈。

“灰兔老师知道小动物第一天上幼儿园会想念妈妈，就特地
为他们准备了照片。”出示卡片，“但是它把照片藏在了气
球后面，要小动物自己去找，找对了，才能见到自己的妈妈，
小朋友快想想办法，帮他们准确的找到自己的妈妈。”

小朋友讨论找方法和依据。

（2）领信箱。

“灰兔老师还为小动物们准备了悄悄话信箱呢，你们看。”
出示信箱卡片，“这些信箱有什么不一样？”（信箱上有点
卡做的标记）请小朋友帮小动物们认领信箱，并请小朋友说
说认领的依据。（找一样多的）

三、幼儿操作。

（1）幼儿用连线的方法将信箱和信匹配。

“有了信箱还没有送信个邮递员呢，灰兔老师想在我们小（2）
班选能干的小朋友来帮他送信，你们愿意吗？”

“灰兔老师给每个小朋友都准备了三封信，并且在信封上用



苹果做了标记，这些信该送到哪个信箱里，请小朋友自己想
一想，做一做。”

个别示范操作，帮助幼儿检查操作结果。

四、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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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观察、触摸，让幼儿认识三角形，掌握三角形的主要
特征，并找出生活中的有关物体。

2、培养幼儿的观察、思维及操作能力。

画有图像的大三角形，圆形、正方形、三角形若干。

1、出示大三角形：请小朋友看看你的桌面上有没有和老师一
样的图形，把它找出来。鼓励找得又快又对的幼儿。

1、请幼儿仔细观察手中的三角形，触摸三角形的边和角，引
导幼儿说出三角形有三条边、三个角。

2、教师小结三角形的特征：有三条边，三个角的封闭图形叫
三角形。

1、出示大三角形：三角形妈妈有很多娃娃，她想请小朋友给
她的娃娃们照相，如果别的图形照进来，其它图形的妈妈可
要生气的。

2、依次出示各种不同的三角形及其它图形，如果是三角形让
幼儿作照相的姿势照相，嘴里发出“咔嚓”的声音，如果不
是就不照，照了相的图形就放在大三角形下。

3、游戏结束，请幼儿检查这些图形是否都是三角形妈妈的娃



娃。

请幼儿说说教室里有哪些物品是三角形的，日常生活中还见
过哪些三角形的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