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认识图形宝宝教案 小班科学教
案及教学反思认识图形(通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班认识图形宝宝教案篇一

一、活动目标：

1、巩固对圆形、长方形、三角形特征的认识。

2、激发幼儿对图形的兴趣，喜欢辨认生活中的图形。

3、练习按形状特征进行分类。

二、活动准备：

有圆形、长方形、三角形的汽车图一辆；三角形、圆形、长
方形积木饼干人手一份；嘴巴是三角形、圆形、长方形的动
物盒子各一个。

三、活动过程：

（一）、出示小车图片，认识图形

小朋友，昨天小花猫打电话给老师，她说她买了一辆新车，
你们看小花猫的车子漂亮吗？提问：

1、你们看，它的车头是什么形状的？（三角形）



2、车的身体是什么形状的呀？（长方形）

3、车轮子又是什么形状呢？（圆形）

（二）、在初步认识图形后，老师激发幼儿认识图形的兴趣。

小朋友真厉害，全部都答对了。我们的`图形宝宝也好厉害！
三角形可以做车头，长方形可以做车身体，圆形可以作轮子。

1、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是长方
形的？

2、哪些东西是三角形的？

3、哪些东西是圆形的？

（三）、幼儿给“小动物送食物”，进一步巩固认识图形。

小兔喜欢三角形的食物，现在他们都肚子饿了，我们来给他
喂食吧，你在喂食时，要把食物举起来给大家看下，让大家
都知道你喂了什么食物给小动物！（幼儿两个两个上去
给“小动物”喂食）

（四）、师点评。

师检查小朋友的“食物”是否放对，如果放错了，师用小动
物的语气说“小动物今天告诉老师，他们有点肚子痛，因为
她们吃错了东西，”让刚才喂错食物的孩子，重新喂食！

“三位动物朋友说他们吃得好饱，他们说谢谢你们！”

小班认识图形宝宝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运用角色游戏活动，帮助幼儿建立初步的角色意识，丰富
幼儿的生活经验。

2、复习区分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外形特征，尝试描述图
形的二维特征。

3、启发幼儿用礼貌用语，进行简单的交往，积累美好的情感
体验。

活动重难点：

活动重点：在游戏活动中积累生活经验，并愿意描述。

活动难点：区分物体图形、颜色的二维特征。

活动准备：

1、小熊两个；小羊、小兔、小猫挂饰若干；各种形状的`礼
物若干。

2、供幼儿操作的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大小、颜色不同
的饼干若干，贴有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标记的盘子各一。

3、布置一条镶有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的石子路。

4、录音机，录有“生日快乐歌”的磁带。

活动过程：

一、引起兴趣：

1、今天，我们来做个游戏――扮小动物，你愿意扮谁就选一
个挂饰挂在身上。

2、幼儿带上挂饰，你扮谁呀？（我是小兔、我是小鸭……）



3、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是小熊小黑和小白的生日，我
们一起去为它们庆祝好吗？

4、怎么去呢？买些什么礼物呢？

5、每位选一件礼物，你选的是什么？告诉你的好朋友。

6、出发（要经过一条镶有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的石子路。
并要求幼儿相互说说自己正走在什么形状的石子上。）――
小熊家到了。（幼儿坐回自己的座位）

二、送礼物：

1、告诉小熊自己送的是什么礼物，并祝小熊生日快乐。

2、按小组把礼物送给小熊。

3、请个别幼儿把礼物按图形分类。

三、小熊请客人吃饼干：

1、小黑和小白准备了点心给你们吃（出示两盆饼干）。

3、小白请大家动脑筋：

（1）请xx小动物吃红的三角形饼干；

（2）请xx小动物吃黄的圆形饼干；

（3）请xx小动物吃绿的正方形饼干。

四、结束部分：

1、我也准备了一份礼物（出示生日蛋糕），引导幼儿一起
唱“生日快乐歌”。



2、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等到明年再来给小黑、小白
过生日。

活动反思：

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接触三角形、长方形和圆形的事物，
他们对此也非常感兴趣。在《纲要》中提到：“善于发现幼
儿感兴趣的事物中索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
”根据小班幼儿的发展特点，他们能从生活和游戏中学习物
品的形状，让孩子在玩中学习了解图形。

小班认识图形宝宝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1、认识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等基本图形，初步
尝试拼合图形。2、在数学活动中感受各种图形带来的乐趣。
活动准备：1、在大而厚的纸上镂刻出大小不同的圆形、三角
形、正方形的“洞”当作“土坑”，排成一条小路。将镂刻
下来的图形贴上色纸做成彩色的“砖块”。有些圆形的“砖
块”剪成两个半圆，有些正方形的“砖块”剪成两个长方形。
2、兔妈妈和兔宝宝的图片3、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长
方形、圆形图片若干活动过程：一、引入：今天，有两位动
物朋友来到了我们小二班，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出示兔
妈妈和兔宝宝）哦，他们是兔妈妈和兔宝宝！兔妈妈告诉我
说她想带小兔到对面的草地上玩捉迷藏，去草地要经过一条
小路，我们来看看现在这条小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出示
小路）二、幼儿“修路“，认识图形哦，小路上有许多洞，
原来小路上的几块砖头不见了（指着图上的洞），大家快用
小眼睛找找小路上少了哪些形状的砖头？原来是少了三角形、
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的砖头。小朋友们看得真仔细，把这
些形状都找出来了！老师准备了许多不同形状的砖头，想请
几位小朋友来把这些砖头放回小路上，把路修修好，这样兔
妈妈就可以带小兔去草地上啦。每个上来的小朋友从篮子里
面选一块砖头补一个洞。（教师请小朋友来操作）三、圆形
与正方形（难点）刚才几位小朋友都找到了砖头，并且把它



们放回了小路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小路上还有几个洞没
有被补好？它们是什么形状的？（圆形和正方形）但是老师
这里没有圆形和正方形的砖头，只剩下两块长方形和两块半
圆形的砖头，我们一起想一想怎么把剩下的半圆形和长方形
的砖头拼成一块圆形和一块正方形的砖头补上去呢？现在老
师把砖头交到大家的手上，你们来想一想、拼一拼。（给一
半的小朋友发两个半圆，给另一半的小朋友发两个长方形，
请幼儿思考、讨论，请几位小朋友谈谈自己的想法）我听到
说可以把两个半圆形的砖头拼成一个圆形的砖头，我请他来
拼一拼。我请拿着半圆形的小朋友们自己动手和老师一起拼
一拼。老师还听到想出来的办法可以把两个长方形的砖头拼
成一个正方形的砖头，我请他来拼一拼。请手里有长方形的
小朋友们动手和老师一起来拼一个正方形。你们帮了兔妈妈
很大的忙，老师这就把这些砖头放回小路上。总结出：两个
一样的半圆形的可以拼成一个圆形，两个一样的长方形可以
拼成一个正方形。四、引申游戏小路修好了，兔妈妈说很感
谢我们，所以想请大家一起去和兔宝宝玩。从这里到草地上
还是要经过小路，现在我请丁老师和陶老师为我们在教室里
铺小路，我们一起闭上眼睛（趴在膝盖上闭眼）等待一下，
我们一起数20下：“1、2。。。。。20”现在请??家睁开小
眼睛，哇地上出现了两条小路，老师现在请丁老师和陶老师
从这条路上走过去，大家看看老师们是怎么走过去的。（出
示图片、教师出示什么形状的图片就从什么形状的图片上走
过去）现在丁老师和陶老师都来到草地上了，小朋友们有没
有发现她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有的小朋友发现了，老师给两
位老师看了圆形，她们就走到圆形上，老师拿出正方形，她
们就走到正方形上……现在我请几个小朋友来试试，看看她
们能不能成功地走过小路。活动结束：今天我们帮兔妈妈和
兔宝宝修好了小路，她们很感谢我们，兔妈妈说：“谢谢你
们！”我们应该怎么说？（不用谢）现在她们要回家了，我
们来对她们说再见吧！



小班认识图形宝宝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初步认识正方形，并能说出哪些物品是正方形。

2、让幼儿知道正方形有四条一样长的'边和四个一样大的角。

活动准备：

1、幼儿洗手用的毛巾每人一条。

2、正方形饼干若干、圆形饼干若干。

3、圆形和正方形图卡每人一个。

活动过程：

一、感知讨论：

1、提问：“在生活中怎样洗手？”

2、重点讲述怎样擦手，出示小毛巾。

师：用小毛巾擦擦手心、擦擦手背。请小朋友看看毛巾是什
么形状？（幼儿回答正方形）对折后是什么形状？看看两条
边是不是一样长？（幼儿观察回答：一样长）再对折后看看
是什么形状？（小的正方形）

二、操作体验：

1、师：今天请我们小朋友擦完手后，把小毛巾叠一叠，两次
对折后，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变成了小的正方形，四
条边是不是一样长。



2、幼儿操作，教师指导观察。

三、巩固应用：

1、教师：小朋友你们看看今天我们盘子里的饼干有什么不同？
（幼儿回答有两种，圆形和正方形）

今天我们吃点心有个要求，请小朋友拿正方形的饼干吃。

2、幼儿吃点心：

（1）观察指导。（个别指导）师：你是从哪里看出来是正方
形的。

（2）请小朋友数一数正方形宝宝有几条边？摸一摸正方形的
角，什么感觉。

（3）今天小朋友有没有都吃到正方形饼干呀？

师小结，正方形是方方正正的，四条边一样长，四个角一样
大。

3、请小朋友在教室里找一找正方形宝宝。

4、请小朋友想一想在家里、马路上有没有正方形的东西？

四、游戏：图形娃娃找家。

玩法：给每个幼儿一个图卡，分别扮圆形娃娃、正方形娃娃
请图形娃娃听音乐自由做动作，音乐一停，图形娃娃马上跑
到相应的图形娃娃的家。

备注：此教材自选。

活动反思：



运用游戏的形式开展数学活动，符合小班的年龄特点，在整
个活动中幼儿始终沉浸在游戏的欢乐中，兴趣很高。

小班认识图形宝宝教案篇五

通过教学活动，加深学生对图形的认识。这节课的教学目的，
主要是通过让

手操作和交流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使学生初
步感受数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物体，有利于学生把课本上的使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紧密的联
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