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数学集合包括哪些 幼儿园数学
小游戏教案设计(模板8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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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数学集合包括哪些篇一

1、帮小熊按数取物玩法：小熊来坐客，请幼儿按照小熊的数
量摆椅子、小碗、勺子、杯子等图片，如一只小熊坐一把椅
子，9个客人就要9把椅子。

2、“超市”游戏玩法：小熊要陪客人，没时间去购物，请每
个幼儿手里拿着一张数量不等的购物券，各拿一个小筐，根
据购物券上的数字卡到“小超市”购买相应数量的物品，购
买后回到座位。

3、找妈妈玩法：幼儿听音乐自由地跑动，音乐停后，分别蹲
在地上的瓢虫身上，要求7个幼儿合作变成七星瓢虫身上的7
个点。瓢虫妈妈(教师)找自己的宝宝，成人引导本组幼儿进
行点数、检查游戏结果：是否是7个幼儿变成7个黑点，鼓励
孩子进行及时的调整。

4、看数字捶捶背玩法：两人一组，一人从-9的数字卡中任意
抽取一张数字，看一看是数字几，然后就在另一位幼儿的背
上捶几下，被捶的幼儿说出捶的次数，若与数字卡的数量相
同，游戏成功，交换角色。

5、看数字捶捶背玩法：7-8为幼儿一组，把小椅子摆成小火
车的样子，幼儿骑在小椅子上排成几列。每列最后面一位幼



儿由一套-9的数字卡，该幼儿任意抽取一张数字卡，数字卡
是几，就给前面的小朋友捶几下背，前面的小朋友认真计数
被捶的次数，然后再给前面的小朋友捶一样多的次数，一次
传到最前面的一位幼儿，最前面一位幼儿大声地说出是数字
几，看哪一组传得快。(要求数字卡不能让前面的小朋友看到，
捶的时候力量要适当，前面的小朋友不能往后看。)

6、撒数块玩法：请幼儿将各色小数块撒在画有大圆圈的纸上，
然后数一数，各色数块在圈里、圈外各有多少?并进行插卡记
录。

7、小青蛙爱玩耍玩法：师幼共同扮演“青蛙”，教师带领幼
儿边念儿歌边游戏，幼儿根据儿歌的内容，跳到池塘里或池
塘外。教师引出里、外标志卡，再次玩游戏，当教师随机抽
取里、外标志卡时，幼儿看标志快速地跳到池塘里或池塘外，
巩固辨识里、外方位及标志卡。

8、过河寻宝玩法：场地布置成一条小河，起点放三个圈，终
点放一个百宝箱，孩子连续跳三个圈，家长手里拿着钥匙跟
在其后面跳到第二个圈里，拿起后面的圈递给孩子，孩子把
圈放在前面跳进去家长跟在孩子后面，直至河对岸，家长打
开锁，孩子取出“宝物”，举起来，快者胜。

9、看谁投得快又准玩法：起点放置海洋球，终点和距离终点
两米的距离拦两道皮筋，孩子站在起点，家长站在终点的皮
筋后面。孩子每次拿两个球，跑到第一条皮筋处向家长手持
的小筐中掷球，时间为一分钟，筐内球多者胜。家长可以向
左、右、后走动，不可向前移动。

10、炸碉堡玩法：起点放置一块草坪，草坪上一尺拦几条皮
筋，终点放一个圈，里面有一个手榴弹。家长在终点两手拿
碉堡，藏在碉堡后面。孩子从皮筋下面匍匐前进过草坪后，
拿起手榴弹投向碉堡，投中后，家长把碉堡放在地上，孩子
跑到家长处，家长抱起孩子，快者胜。孩子要站在圈处投掷，



投不中家长不得放下碉堡。

幼儿数学集合包括哪些篇二

1、让幼儿正确读写数字5，并能数出5以内的物体数量。

2、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3、培养幼儿学习数字的兴趣和创新能力。

1、课件-到5的数字

2、小圆片、小正方体、数字卡、铅笔、多媒体课件、白纸

1、教师：小朋友，喜欢漂亮的小金鱼吗？

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些小金鱼，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它们有多少
条，好吗？

2、播放课件

鱼缸里有四只小鱼游来游去的玩耍，一会儿又放了一只小鱼。

3、提问：现在有几条鱼啊？

1、出示鱼缸：（里面有4条鱼）

教师：小朋友，我们来数一数，鱼缸里有多少条鱼，好吗？

（老师边引导数边在黑板上贴小圆片）

2、教学认识“5”

教师又出示一个里面有1条金鱼的鱼缸，将两个鱼缸并列放在
一起。



提问：现在一共有几条鱼啊？

3、教师用另一种颜色的圆纸片在4后加1个。

（让幼儿认识到比4多1就是5和4过后就是5）

4、认识5的组成数出下列每组图形中物体的数量。

5、找一找

让幼儿相互看一看，摸一摸，看看身体哪些部位的数量是5？

教师展示自己用5个图形组合的图形，要求幼儿用自己喜欢的
图形画一个物体，

但图形的数量必须是5个。

教师在室外操场上画若干圆圈，幼儿围成一个大圆，然后师
生一起数：1、2、3、4、5，当数到5时，幼儿迅速站到圈里，
每个圈只能站5人。给站得快又好的小朋友进行奖励。

幼儿数学集合包括哪些篇三

活动目标

2、能够手、口一致地点数，并正确说出总数；

3、学习按照数量对应摆放物体。

活动的重点、难点

1、感知、了解数与数量的关系，理解数的实际意义；

2、能够按照数和数量的对应关系摆放物体。



活动准备

纸箱做的小火车一辆(一节车头和写有1-5数字的.车厢5节)，
画有不同图形和个数的火车票若干(数量与幼儿人数相等)，
小蚂蚁头饰若干(数量与幼儿人数相等)，小黑板15个，小玩
具盆15个(小蚂蚁放豆豆用)、铃鼓一个，桌子一张、小抹布、
小石子、粉笔、1-5的数字卡、小磁铁和小红花(装在教师衣
袋内)若干。

活动过程

开始部分：

老师扮作蚂蚁小皇后：“小蚂蚁们注意了，根据蚂蚁侦察兵
的报告，发现很远的地方有很多粮食，今天蚂蚁皇后就带领
你们去把粮食搬运回来。”“我们怎么去呢?我们坐火车
去!”

基本部分

2、认识“车票”，知道看票上的图形个数对照火车上的数字
乘坐不同的车厢。教师分别出示几张画有不同图形的大“火
车票”：“上面画的是什么?有几个?那我应该上几号车厢
呢?”引导幼儿理解数字的实际意义：“不管车票上面画的是
什么图形，你只要数清楚图形有几个，就上几号车厢。”教
师可个别询问几个幼儿(能力差的)应该上几号车厢，重点帮
助他们掌握数的实际意义。幼儿回答的正确要给予鼓励，回
答的不正确，可请其他幼儿纠正。

4、蚂蚁皇后带领小蚂蚁一边唱着《火车隆隆响》的歌曲，一
边开火车到另一游戏场地。

5、提醒幼儿把火车票拿好，回来时还要凭票上车。



游戏(二)《蚂蚁搬豆》

1、老师扮蚂蚁皇后站在中间，旁边放好一张桌子、数字
卡、“豆豆”和铃鼓。

2、小蚂蚁两个自由组合成一组，并在游戏中分工合作：一个
小蚂蚁负责拿数字卡运“豆豆”，一个负责记帐。

3、游戏开始，负责拿数字卡的幼儿到蚁后那里任意拿一张数
字卡并根据卡上的数字运送相应数量的“豆豆”，然后到记
帐的幼儿那里，由其检查并画相应的圆圈记帐。

4、摆放方法：数卡放在前面，“豆豆”摆在后面。

5、蚂蚁皇后规定一定的时间，在这一时间内比比谁搬运
的“豆豆”多，可得一朵小红花。

6、引导幼儿观察、发现问题(观察、比较、发现搬“豆豆”
多的幼儿拿的数字卡有什么特点，帮助幼儿理解数与数量的
关系，学习数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

“蚂蚁皇后发现一个问题：大家来看一看搬豆豆最多的小蚂
蚁每次拿的数字卡都是几?(出示数字4或5)这些数字和1、2比
起来哪个大哪个小?如果拿1，每次都运几个豆豆?如果拿5，
每次能运几个豆豆?那么，小蚂蚁们想一想，你是想拿数字大
的呢?还是拿数字小的?为什么?“数字大，运的豆豆就多；数
字小，运的豆豆就少”。(教师可以不问“为什么”，而是直
接进入第二次游戏，让幼儿在第二次游戏中自我解决后再提问
“为什么”。)

7、两名幼儿交换角色继续进行2d3遍(每次交换角色之前要求
小蚂蚁把搬回的豆豆放到自己的小玩具盆中)。

结束部分：



蚂蚁皇后：“今天小蚂蚁们搬运的豆豆真多呀，我们把豆豆
运回家吧。”小蚂蚁拿着自己的豆豆凭票坐火车回家。

幼儿数学集合包括哪些篇四

教学目的：

1、根据大小、颜色、形状三个特征标记找相应的图形。

2、培养幼儿正确使用操作材料，并遵守操作活动的规则。

3、培养幼儿观察、分析、概括图形特征的能力。

教学准备：

二种特征标记及相应的图形若干；

三种特征标记骰子各一个；数字骰子一个；

人手一份图形片；小动物两个。

教学过程：

一.律动进场

小朋友，今天我们去城玩好吗？（开飞机进场）

二.：找座位（根据二种特征标记找图形）

幼儿人手一份图形片，根据图形找相对应的二种特征标记座
位就座，并互相检查根据图形找特征标记是否正确。

三.：投骰子（根据三种特征标记找图形）

1.出示三个骰子，认识大小、颜色、形状三种特征标记。



2.请幼儿投三种特征标记骰子，并请幼儿说出是什么图形。

四.：接龙说图形

人手一块图形板，幼儿接龙说图形的三个特征。

五.：图形棋

分两组玩图形棋，每组每次出来两人，一人投骰子，另一人
走小动物棋子，并说出棋子停的位置上的图形的三种特征，
说对了前进一格，说错了后退一格，先走到终点的一队为胜。

六.颁发奖品，结束。

幼儿数学集合包括哪些篇五

1、积极参加数学活动，在活动中体验数学带来的快乐。

2、能在探究、发现中初步理解年历中不同数字的意义，了解
年历的用途。

3、知道一年有12个月，学习在年历中查找自己的生日以及自
己知道的节日等。

1、教具：旧年历、新年历各一份。

2、学具：幼儿园用书第33、34页。

1、导入活动：谈谈生日的话题，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

2、教师逐步引导幼儿观察年历，了解年历的用途。

（1）教师出示年历，引导幼儿观察。

（2）请幼儿在年历中找不同的数字，了解它们在年历中的不



同用途。（阿拉伯数字、大写数字、中文数字）

3、认识年、月历，学习查找日期。

（1）教师出示一份年历。

（2）请12月生日的幼儿介绍自己的生日，从中了解1年有12
个月。

（3）通过观察、探究月历，了解1个月有多少天？

（4）师幼讨论：在哪里能找到自己的生日是星期几？

4、游戏“看谁找得又对又快”，进一步加深其对年历及节日
的认识。

（1）说说自己知道的节日。

（2）幼儿游戏，教师指导。

（3）分组在年历中查找出相应的节日，比一比，哪组找得又
对又快。

5、幼儿分组操作。

（1）圈画时间。

依照图片上的日期，在年历上全画出来。

（2）完成“依样接画”。

按照书上所示的接画规律，依照前面的画样接着往下画。

将幼儿收集的年历分类，举办年历展。



幼儿数学集合包括哪些篇六

幼儿数学教育活动的设计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真正设计
好却是不容易的，如何设计幼儿数学教育活动。这是因为，
一个活动的安排 与设计，不仅涉及到教师对本班幼儿发展水
平的认识，对幼儿数学教育目标的理解，对教学目标的理解
与掌握 ；而且还涉及到活动设计的合理性、新颖性。笔者认
为，要设计好一个数学教育活动，必须根据以下的步骤进 行
充分考虑和安排。

一、确实把握本班幼儿的发展水平

这里所指的发展水平是指幼儿在数学教育方面的发展水平。
有的教师认为，自己天天接触幼儿，已经很熟 悉了，对幼儿
的了解肯定很透彻，很深刻，其实不然。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幼儿的身体、心理的发展 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尽
管我们许多教师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但对幼儿的了解往
往还是从成人的角度来揣摸 。要想真正了解幼儿，随时掌握
他们的所思所想，教师就应该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他
们进行交谈（包括 集体、小组和个别的交谈），也可以通过
倾听幼儿的谈话来了解幼儿。通过对幼儿的了解，我们才能
掌握大多 数幼儿在数学知识和技能方面哪些掌握得好，哪些
还有欠缺；幼儿最喜欢哪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最不喜欢哪种
形式的数学活动；幼儿最喜欢哪些数学学具，不喜欢哪些学
具；哪些幼儿有哪些长处，哪些幼儿有哪些不足之 处等等。

只有了解和掌握了幼儿的发展水平，教师才可考虑具体活动
的目标，考虑所选择内容的范围和多少，考虑 设计的合理性
与新颖性，才能胸有成竹地去设计幼儿数学教育活动，数学
论文《如何设计幼儿数学教育活动》。

二、选择合适的.具体活动的目标

幼儿数学教育的目标包括总目标（教给幼儿有关数学方面的



粗浅知识和技能，培养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和 良好的学习习
惯，培养幼儿的智力，促进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单元目标
（10以内数及加减运算、量、几何 形体、时间、空间五个单
元的目标）、年龄阶段目标（在每一个单元目标下，根据小
班、中班和大班幼儿不同 的年龄特点，提出的不同的教学目
标）和具体活动目标（每一个具体的数学教育活动的目标）。

在选择具体的活动目标之前，教师首先要了解幼儿数学教育
的总目标，将总目标时时放在心上，在每一个 具体的数学教
育活动中都要体现这个总目标。具体地说，就是在设计数学
活动时，要合理地安排有关内容，使 每个活动设计都包含着
知识或技能方面的要求、培养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良好的
学习习惯方面的要求、培养 幼儿智力方面的要求、促进幼儿
身心和谐发展方面的要求。如在“复习6以内加减运算”的活
动中，教师可以通过复习6以内的加减运算的内容体现出幼儿
对运算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可以通过小组竞赛激发幼
儿的学习兴趣；可以通过幼儿在操作时的表现（如取放用具
的动作轻、快等）体现教师平时对幼儿学习习惯方面的要求 ；
还可以通过对幼儿运算时的速度、准确性等的要求体现对幼
儿思维的准确性、灵活性和敏捷性方面的培养； 通过幼儿饱
满的学习情绪、积极参与运算竞赛的热情体现教师对幼儿身
心和谐的重视程度。当然，不是每一个 活动都能体现总目标
的方方面面，如其中的“促进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这一条，
在上述活动中就不可能全部 体现。但是，每一个具体的数学
教育活动，都应该或多或少地体现总目标涉及的各方面的内
容，都不应该违背 总目标提出的在知识、技能、兴趣、学习
习惯、智力、身心和谐发展等方面的要求。

其次，教师要了解有关的幼儿数学教育的单元目标和年龄阶
段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了解具体活动目标可能 包括哪些目标。
单元目标和年龄阶段目标是教师设计具体活动目标的参照物，
教师可根据单元目标和年龄阶段 目标来确定具体活动目标，
了解自己需要设计的具体活动目标在单元目标中处于什么样
的地位，应该考虑哪些方面。



幼儿数学集合包括哪些篇七

1、引导感知6以内的序数，并会从不同的方向辨别数序，发
展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

2、鼓励幼儿大胆地思考，敢于表达自己的发现。

3、让幼儿体验数学游戏的快乐。

图片：动物之家（设计为6层，每层为6间房，住着各种小动
物）

各种标有楼层和房间号的小动物卡片（人手一张）

小猫手偶一只。2只老鼠动动偶

一、导入

师：美丽的大森林里，小动物们一起建了一座新房子。我们
一起来看看！

二、引导幼儿看一看，数一数初步感知6以内数的序列。

1、认识楼房的层数。

师：a这座楼房一共有几层？

b第1层在哪里？

师：a那么第2层在哪里？

b最高的那一层是第几层？

c师幼共同小结：这座楼房一共有6层，第一层在最下面？第



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2、认识每层楼的房间数。

师：a第一层楼上有几间房？

b第1层的第1间在哪里？(依次认数第2—6间)

c第2层有几间房？

d第3层有几间房？

e那么第4层有几间房呢？第5层、第6层呢？

f师幼共同小结：这座楼房的每一层都有6间房。

三、引导幼儿从不同的方向辨别数序

1、师：这座楼房可真大啊，看，已经有小动物搬进来啦。

a小狗住在第几层，第几间呀？

b你是怎么知道的？

c小猪（小羊、小牛）住在第几层，第几间房？

2、帮助小动物找到朋友的家

师：小动物来看望搬新家的动物朋友，**动物来看**动物，
它住在第*层第*间，请小朋友说说，它在哪里。

3、师幼共同小结。小朋友们真能干，帮助了那么多的小动物。
而且，我们也都学会了：数楼层都要从下往上数，数房间号，
要从左往右数。



四、游戏“猫捉老鼠”

1、老鼠在房子里窜来窜去。

2、师：不好，房子里有老鼠了，我们请猫先生来帮忙捉老鼠，
你们一起说出老鼠在第几层第几间，告诉猫先生，让他以最
快的`速度抓到老鼠。

3、猫捉老鼠（一）

引导幼儿准确快速的找出老鼠在第几层，第几间。促进思维
性的发展。

（最终老鼠被捉住，感谢幼儿，使其获得成功感。）

4、猫捉老鼠（二）。

引导幼儿回忆，老鼠刚刚出现在第几层第几间，促进幼儿记
忆力的发展。

最终捉住老鼠，提问老鼠是在第几层第几间捉到的？

五、小动物搬家

引导幼儿学会看地址，每人帮助一个小动物搬家，并做到互
相谦让，文明搬家。

幼儿操作时，教师进行个别指导。

六、结束活动。

幼儿数学集合包括哪些篇八

幼儿数学教育活动的设计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真正设计
好却是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一个活动的安排 与设计，不仅



涉及到教师对本班幼儿发展水平的认识，对幼儿数学教育目
标的理解，对教学目标的理解与掌握 ；而且还涉及到活动设
计的合理性、新颖性。笔者认为，要设计好一个数学教育活
动，必须根据以下的步骤进 行充分考虑和安排。

一、确实把握本班幼儿的发展水平

这里所指的发展水平是指幼儿在数学教育方面的发展水平。
有的教师认为，自己天天接触幼儿，已经很熟 悉了，对幼儿
的了解肯定很透彻，很深刻，其实不然。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幼儿的身体、心理的发展 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尽
管我们许多教师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但对幼儿的了解往
往还是从成人的角度来揣摸 。要想真正了解幼儿，随时掌握
他们的所思所想，教师就应该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他
们进行交谈（包括 集体、小组和个别的交谈），也可以通过
倾听幼儿的谈话来了解幼儿。通过对幼儿的`了解，我们才能
掌握大多 数幼儿在数学知识和技能方面哪些掌握得好，哪些
还有欠缺；幼儿最喜欢哪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最不喜欢哪种
形式的数学活动；幼儿最喜欢哪些数学学具，不喜欢哪些学
具；哪些幼儿有哪些长处，哪些幼儿有哪些不足之 处等等。

只有了解和掌握了幼儿的发展水平，教师才可考虑具体活动
的目标，考虑所选择内容的范围和多少，考虑 设计的合理性
与新颖性，才能胸有成竹地去设计幼儿数学教育活动。

二、选择合适的具体活动的目标

幼儿数学教育的目标包括总目标（教给幼儿有关数学方面的
粗浅知识和技能，培养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和 良好的学习习
惯，培养幼儿的智力，促进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单元目标
（10以内数及加减运算、量、几何 形体、时间、空间五个单
元的目标）、年龄阶段目标（在每一个单元目标下，根据小
班、中班和大班幼儿不同 的年龄特点，提出的不同的教学目
标）和具体活动目标（每一个具体的数学教育活动的目标）。



在选择具体的活动目标之前，教师首先要了解幼儿数学教育
的总目标，将总目标时时放在心上，在每一个 具体的数学教
育活动中都要体现这个总目标。具体地说，就是在设计数学
活动时，要合理地安排有关内容，使 每个活动设计都包含着
知识或技能方面的要求、培养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良好的
学习习惯方面的要求、培养 幼儿智力方面的要求、促进幼儿
身心和谐发展方面的要求。如在“复习6以内加减运算”的活
动中，教师可以通 过复习6以内的加减运算的内容体现出幼
儿对运算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可以通过小组竞赛激发
幼儿的学习兴趣；可以通过幼儿在操作时的表现（如取放用
具的动作轻、快等）体现教师平时对幼儿学习习惯方面的要
求 ；还可以通过对幼儿运算时的速度、准确性等的要求体现
对幼儿思维的准确性、灵活性和敏捷性方面的培养； 通过幼
儿饱满的学习情绪、积极参与运算竞赛的热情体现教师对幼
儿身心和谐的重视程度。当然，不是每一个 活动都能体现总
目标的方方面面，如其中的“促进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这
一条，在上述活动中就不可能全部 体现。但是，每一个具体
的数学教育活动，都应该或多或少地体现总目标涉及的各方
面的内容，都不应该违背 总目标提出的在知识、技能、兴趣、
学习习惯、智力、身心和谐发展等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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