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数学小猴玩游戏教学反思(汇
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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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班数学小猴玩游戏教学反思篇一

1、教幼儿学习按物体的颜色、形状进行分类，巩固对黄、绿
两种颜色的认识。

2、初步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

3、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重点：教幼儿学习按物体的颜色、形状进行分类。

难点：初步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

教师示范材料一份，幼儿操作材料人手一份，图形宝宝的家
两个。

(一)、引出课题

a）今天老师带来了图形宝宝，出示三角形，这是什么图形宝

宝？它穿什么衣服啊？出示其他三角形，请幼儿说一说。

b）出示正方形，这是什么图形宝宝？它又是穿着什么衣服啊？



再出示其他图形，请幼儿们说一说。

(二)、教师讲解、示范

(三)、幼儿操作

图形宝宝们为了谢谢小朋友们，它们想和我们交朋友，想试
试我们小朋友是不是每一个都认识它们。

教学反思：

为了更好地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提高孩子对活动的兴趣，同
时根据小班的年龄特点，我特别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三种
图形比作图形宝宝与小朋友交朋友，还特别设计了一个故事
情境作为导入，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激发幼儿
探索的欲望。

小班数学小猴玩游戏教学反思篇二

1、按物体的关联性将常见的物品进行归类。

2、增进幼儿及家长之间的亲子感情。

3、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4、发展目测力、判断力。

活动准备

1、《幼儿画册》人手一本，配套贴纸。

2、实物手套、拐杖、公文包、老花镜、围裙、杯子（大、中、
小）。

3、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头饰各一个。



活动过程

1、情景表演。

（1）师：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客人，一起看看他们是谁呢？

爷爷，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进来，把拐杖放下；

奶奶，戴着老花眼镜走了进来，把眼镜放下；

爸爸，夹着公文包进来了，把公文包放下；

妈妈，围着围裙在厨房做饭，把围裙拿下。

（2）师：你知道是谁到我们教室来做客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分别有什么特征？（幼儿进行观察并回答）

2、宝宝送物品。

（1）请一幼儿上前将爷爷的物品送给爷爷。（提问：他送的
对吗？如果不对，你觉得应该是送给谁的呢？）

（2）请几名幼儿上前将物品依次送给爸爸、妈妈、奶奶，其
他幼儿仔细观察，物品送的对不对。

（3）出示《幼儿画册》：在这里也有四个人，我们一起看看
是谁呢？（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

（5）教师进行示范：公文包是送给爸爸的，男式手套是爸爸
的……

（6）幼儿进行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通过情景表演，让幼儿了解物品与人的关系，幼儿
特别感兴趣，学得也比较轻松，很快就能够将物品进行分类。
接着我又让幼儿自己操作按物体的大小、特征进行匹配，孩
子们忙的不亦乐乎，既高兴又学到了知识。

小班数学小猴玩游戏教学反思篇三

目标：

1、学习用对称方法或用喜欢的方法装饰塑料袋。

2、通过观察，明确自己的装饰想法敢于用简单的图案装饰塑
料袋。

3、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4、增进参与环境布置的兴趣和能力，体验成功的快乐。

材料设计：

油画棒、各色卡纸、闪光纸、碎布料、小亮片、双面胶、固
体胶等。

玩法提示：

1、将塑料袋剪成各种形状的塑料纸。

2、用各色油画棒为其添色。

3、将各色卡纸、闪光纸、碎布料等有机组合，装饰树叶拼图。

4、用一张透明的同形状塑料纸覆盖，密封。

5、还可以将各色卡纸拼图、碎布料拼图作为主要图案，辅以
其他装饰。



指导要点：

1、教师可以视幼儿水平提供更多的材料。让幼儿借助多种材
料尝试给塑料袋装饰。

2、帮助拼图案有困难的幼儿，树立他们的自信心。

小班数学小猴玩游戏教学反思篇四

教材简解：

本活动来源于主题《亲亲热热一家人》，目的是让幼儿按照
物体的关联性将常见的物品归类，从而能增进宝宝与家长之
间的情感。小班的孩子刚刚脱离家庭，对生活中常见的物品
较感兴趣，但是他们对这些常见物品的认知还不够全面和深
入，《宝宝送物品》这一活动从幼儿实际生活出发，用游戏
的形式开展教学，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引导幼儿通过
看一看、说一说、找一找、送一送形成对生活中常见物品更
准确的认知并能在此基础上为不同人物匹配物品。

活动目标：

1、能按物体的关联性将常见的物品归类。

2、愿意参与为家人送物品的活动。

重、难点：按物体的关联性将常见的物品归类。

活动准备：

1、教具：图片：手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各一）、人
物图片：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2、学具：幼儿操作纸、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各一）、



拐杖、女士包、领带等。（幼儿人手一份）

设计理念：

《纲要》中指出，幼儿的科学活动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
活，教师应充分利用幼儿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
对象。本次活动从实际生活出发，用游戏的形式开展教学，
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引导幼儿通过看一看、说一说、
找一找、送一送形成对生活中常见物品更准确的认知并能在
此基础上为不同人物匹配物品。

设计思路：

活动开始我通过谈话，引导幼儿回忆，迁移生活中的经验，
分辨常用的一些物品，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家人，并引导他
们去发现。在此基础上进行操作，操作又分为个别操作和集
体操作，引导幼儿通过找一找、说一说进一步认识物品与人
之间的联系。最后是集体检验纠错，利用幼儿间的个别差异
来进行纠错。

活动过程：

1、了解物品与人的关联性。（3分钟）出示人物（爷爷、奶
奶、爸爸、妈妈）图片。

师：看，谁到我们教室来做客？你是怎么知道的？

幼儿进行观察并回答。

教师小结：小朋友的眼睛可真亮，从他们身上的不同物品就
可以看出他们是谁了。

小班幼儿已经初步具有观察的经验，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幼儿
通过观察了解不同人物的不同特征，能通过人物身上的物品



分辨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同时，教师的小结帮助幼儿进一步
了解了“物品与人的关联性“。

2、宝宝送物品。

（1）个别幼儿送物品。（3分钟）请个别幼儿送手套并讲述
原因。

师：你是怎么送的？为什么要这么送？

教师小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手套是不一样的，我
们从手套的不同特征就可以看出来了。

用同一种物品——手套来引导幼儿通过细致观察、一一比较
的方法来判断手套送给谁。

（2）全体幼儿送物品。（12分钟）师：家里还有很多其他的
物品，我们首先来看看他们是什么。

介绍操作材料和操作要求。

师：我们一起来送一送，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东西
放到他们下面，记住一边送要一边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送。

幼儿送物品并讲述原因。

幼儿集体操作时，教师所选材料有了递进，有一组（4双鞋子）
同类的物品，还有一些其他特征比较明显的物品，如拐杖、
领带等。引导幼儿在细致观察、一一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更全
面的判断，进一步巩固幼儿对“能按物体的关联性将常见的
物品归类”这一目标的.达成。

3、展示幼儿作业，集体检验。（2分钟）师：谁来说说你是
怎样送的？为什么要这样送？



教师和幼儿一起检验、纠错。

评价幼儿作业时，先选用操作正确，比较有序作业进行点评，
再选用一些比较典型的作业，引导幼儿自评，利用幼儿间的
差异资源进行互评。

课后反思：

本活动来源于主题《亲亲热热一家人》，目的是让幼儿按照
物体的关联性将常见的物品归类，从而能增进宝宝与家长之
间的情感。小班的孩子对生活中常见的物品较感兴趣，但是
他们对这些常见物品的认知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宝宝送物
品》这一活动从幼儿实际生活出发，引导幼儿通过认一认、
说一说、找一找、送一送进一步认识常见物品，并能给不同
人物进行匹配。教师在教学具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在
教具方面，首先选用一组同类物品，让幼儿通过观察发现方
法——比较，同一组物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很容易就能判
断出物品该送给谁。在幼儿操作材料方面，又有了递进，用
了一组同类物品，另外还选了4个特征较明显的物品，难度有
所提高，对幼儿更具挑战性，幼儿对判断物品的关联性有了
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判断物品该送给谁，不仅可以通过
比较，还应从实际生活出发，明白物品的用途，从而进行判
断。

小班数学小猴玩游戏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知道游戏的规则和玩法；

2、能够迅速记住自己的组别；

3、乐意参加游戏活动准备：在场地的两侧画两个大圆圈，作
为粮仓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教师对幼儿进行分组：一组金豆豆，一组银豆豆。

2、带领幼儿到户外场地明确两个大圆圈，一个为黄色粮仓，
一个白色粮仓。

二、具体部分

1、请两组幼儿混合蹲在一个圆圈内，老师念儿歌：“金豆豆，
银豆豆，一颗一粒不能丢，颗颗汗珠粒粒豆，拣到我的盒里
头。边念边摸圈里幼儿的头，被摸到的幼儿马上起来跟着走，
直到豆豆拣完为止，最后拣豆人说：“金豆豆进黄色粮仓，
银豆豆进白色粮仓。”大家马上分开，各自向指定地点跑去，
并拉成圆圈，看哪对拉得又快又好。

2、幼儿开始游戏数次。

规则：金豆豆必须进黄色粮仓，银豆豆必须进自己粮仓

三、结束部分教师对本次游戏中表现好的幼儿进行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