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认识长方形教学反思 中班认
识梯形教学反思(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班认识长方形教学反思篇一

梯形是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是幼儿所要认识的平
面xxx形中最难理解的一种，尤其是梯形的概念。梯形的概念
是较抽象的，幼儿要了解它的特点，就要借助于操作，对比，
观察等方法来理解，如果教学方法不当，更会使幼儿对学习
数学感到枯燥乏味。因此，我通过课件制作了一个闯关的游
戏，让幼儿在游戏中把握对梯形的认识。活动开始，我以幼
儿熟知的动画角色—孙悟空导入，邀请幼儿们帮助他勇
闯“梯形城”，使孩子们学习的兴趣一下子激发出来。

在第一关，我设置正方形门、长方形门和梯形门，每道门的
问题使幼儿初步感知梯形和已学过的xxx形的相同和不同的特
点，同时进一步通过看一看，说一说来了解不同的梯形。在
第一关中，我发现幼儿对于直角梯形的认识有点难度，我将
直角梯形的特点“上下两边平行，一边斜的，一边直的”做
了重点讲解，并且孩子们自己也发现这个梯形的一个角和长
方形正方形的直角是一样的。

幼儿喜欢在“玩”中“学”、在“学”中“玩”，这样的方
式，不仅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也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学习的主
动性也会随之大大增强!于是在第二关，我设置一条xxx形通
道，通道内摆放不同xxx形，要求通过时只能踏在梯形xxx形
上，碰到其他xxx形就要跳过去。这里的梯形都有不同程度的



倾斜，第一关认识了梯形，而这一关就是对上一关梯形学习
的检验和提高。在此活动中，我发现幼儿都能很快地找出一
般的等腰梯形和直角梯形，但是当遇到一个斜边不一样长的
梯形时，有一些幼儿认为它不是梯形。虽然此类梯形第一环
节让幼儿看过，可是到这里有些幼儿却忘记了，我以梯形的.
特征提醒幼儿这也是梯形中的一种，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如
何将梯形的概念阐述得又科学又能让幼儿明白，这是一个值
得深思的问题。

在第三关，我让幼儿在一幅xxx片里找出隐藏的梯形并涂色。
通过幼儿实际操作，使幼儿进一步掌握梯形的概念，让幼儿
切实感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同时，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
又培养了幼儿勤动手动脚，勤探索的良好品质。由于有了前
两关的知识铺垫，这一关，孩子们进行的都很顺利，几乎所
有的幼儿都正确地找到了隐藏在xxx片中的梯形。

反思整个活动，我觉得我的教师评价缺乏感染力，当幼儿很
好地完成一个任务时，我只是以“你们真棒”“恩”“好”
等简单带过，而且给孩子说的机会也不够多，每个问题都有
很多孩子抢着回答，为了方便我只是随意叫几个前排的幼儿
回答，这无形中扼杀了一些幼儿的创造性想法，也降低了一
些孩子的积极性，这点是要在以后的教学中特别注意的，当
然课件制作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以后也要认真专研教材，
精心设计。

中班认识长方形教学反思篇二

对于梯形，大多数孩子都对它有着感性的认识。这节课我结
合幼儿的这种感性认识，设计了找xxx形、剪xxx形和画xxx形
等环节。让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强化这种感性认识，同时，
通过比较，通过老师的点拨，把这种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整节课由“找xxx形”导入，学生在找的过程中，能体验到一



种亲身参与，获得成功的体验。在找xxx形的过程中，让幼儿
把梯形和其他xxx形分开来，这样很大程度上结合了幼儿对梯
形的感性认识。在找xxx形之后，我没有让幼儿直接拿材料出
来剪，而是让他们把梯形和长方形重叠起来比较，在比较的
过程中认识梯形的一些特征，这样更强化了幼儿的感性认识。

在剪梯形环节中，让幼儿拿一张xxx形纸把它剪剪，让它变成
梯形。这个过程充分激发了幼儿的动手能力和对梯形基本特
征的认识能力。幼儿剪梯形虽然有的剪的不是很到位，浪费
了些时间，但我认为这很真实，这是他们很宝贵的一个自主
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就获得了对梯形特征的
直接经验。

在画xxx形的环节中，让幼儿在很多xxx形中选出是梯形的给
予涂色，进一步加深对梯形的判断和认识。

学是幼儿对数学知识的获得，技能技巧的形成，智力能力的
发展以及思想品德的养成的主要途径.为了达到预期的教学目
标,我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了系统地教学设计.梯形对中班的
孩子来说并不陌生，因为现在的家长也很重视这方面的教育，
但是幼儿对体型的认识可能只停留在表面，而不知道其真正
的一些特征。所以通过这次活动，让幼儿对梯形有一个更深
入的认识。这节课我设计了认识xxx形、区分xxx形、给xxx形
涂颜色和剪xxx形、游戏、活动延伸等环节。让孩子们在这次
活动中，强化感性认识并通过自己亲身参与，获得成功的体
验。在给xxx形涂色的环节中，让幼儿在多个xxx形中选出梯
形并给予涂色，进一步加深对梯形的判断和认识。因为时间
的关系我没有让小朋友在课上剪xxx形，而把这个过程放到活
动区中作为活动的延伸，让小朋友自主的进行，在活动区中，
很多小朋友模仿着老师在课上变魔术的样子，熟练地使用着
剪刀，一丝不苟认真的剪着，这个过程充分激发了幼儿的.动
手能力和对梯形基本特征的认识能力。虽然有的小朋友剪的
不是很到位，但我认为这是他们很宝贵的一个自主探索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对梯形特征的直接经验。值得说
明一点的是希望各位家长多给孩子们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

当然，在设计问题这块上，我做的还很不够，很多问题问的
比较随意，并且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性与引导性，这点还需
在今后的教学中，认真钻研教材，精心设计。

中班认识长方形教学反思篇三

梯形是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是幼儿所要认识的平面
图形中最难理解的一种，尤其是梯形的概念。 梯形的概念是
较抽象的，幼儿要了解它的特点，就要借助于操作，对比，
观察等方法来理解，如果教学方法不当，更会使幼儿对学习
数学感到枯燥乏味。因此，我通过课件制作了一个闯关的游
戏，让幼儿在游戏中把握对梯形的认识。活动开始，我以幼
儿熟知的动画角色—孙悟空导入，邀请幼儿们帮助他勇
闯“梯形城”，使孩子们学习的兴趣一下子激发出来。

在第一关，我设置正方形门、长方形门和梯形门，每道门的
问题使幼儿初步感知梯形和已学过的图形的相同和不同的特
点，同时进一步通过看一看，说一说来了解不同的梯形。在
第一关中，我发现幼儿对于直角梯形的认识有点难度，我将
直角梯形的特点“上下两边平行，一边斜的，一边直的”做
了重点讲解，并且孩子们自己也发现这个梯形的一个角和长
方形正方形的直角是一样的。

幼儿喜欢在“玩”中“学”、在“学”中“玩”，这样的方
式，不仅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也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学习的主
动性也会随之大大增强!于是在第二关，我设置一条图形通道，
通道内摆放不同图形，要求通过时只能踏在梯形图形上，碰
到其他图形就要跳过去。这里的梯形都有不同程度的倾斜，
第一关认识了梯形，而这一关就是对上一关梯形学习的检验
和提高。在此活动中，我发现幼儿都能很快地找出一般的等
腰梯形和直角梯形，但是当遇到一个斜边不一样长的梯形时，



有一些幼儿认为它不是梯形。虽然此类梯形第一环节让幼儿
看过，可是到这里有些幼儿却忘记了，我以梯形的特征提醒
幼儿这也是梯形中的一种，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将梯形
的概念阐述得又科学又能让幼儿明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
问题。

在第三关，我让幼儿在一幅图片里找出隐藏的梯形并涂色。
通过幼儿实际操作，使幼儿进一步掌握梯形的概念，让幼儿
切实感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同时，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
又培养了幼儿勤动手动脚，勤探索的良好品质。由于有了前
两关的知识铺垫，这一关，孩子们进行的都很顺利，几乎所
有的幼儿都正确地找到了隐藏在图片中的梯形。

反思整个活动，我觉得我的.教师评价缺乏感染力，当幼儿很
好地完成一个任务时，我只是以“你们真棒”“恩”“好”
等简单带过，而且给孩子说的机会也不够多，每个问题都有
很多孩子抢着回答，为了方便我只是随意叫几个前排的幼儿
回答，这无形中扼杀了一些幼儿的创造性想法，也降低了一
些孩子的积极性，这点是要在以后的教学中特别注意的，当
然课件制作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以后也要认真专研教材，
精心设计。

中班认识长方形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感知梯形的基本特征，巩固对几何图形的认识。

2，能不受其他图形的干扰在各种图形中找到梯形，学习用多
种方法将各种图形变成梯形。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初步了解梯形的特征。



教学难点：用多种方法将各种图形变成梯形。

活动准备：

1，环境创设准备：活动室内放一些包含梯形的图画。

2，教师演示用具：自制动物模型(小猴子的圆形嘴巴，小兔
子的三角形嘴巴等等)几何图形饼干若干(三角形，长方形，
正方形，圆形等)多媒体课件。

3：幼儿学具：包含有梯形的图画若干张(没涂色)。

活动过程：

1，游戏：给小动物喂饼干

2，观察了解梯形特征

(1)出示梯形，提问：有几条边?几个角?这个图形像什么?

(2)小结：这个像滑梯的图形叫——梯形

(3)各种各样的梯形。(出示多媒体课件)

(4)两边一样长，只有一边是滑梯的图形是梯形吗?

3，操作

在各种图形的饼干中找梯形饼干喂小动物吃。要求?想拿一块，
在拿两块不同的梯形饼干喂小动物。

4，找梯形

(1)在教室里，院子里找一找，说一说。



(2)出示课件:寻找梯形宝宝。

5，分组活动

(1)给梯形穿衣服(涂色)

(2)拼一拼：用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拼梯形。)

6，小结，结束。

活动反思：

课堂教学是幼儿对数学知识的获得，技能技巧的形成，智力
能力的发展以及思想品德的养成的主要途径.为了达到预期的
教学目标,我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了系统地教学设计.梯形对
中班的孩子来说并不陌生，因为现在的家长也很重视这方面
的教育，但是幼儿对体型的认识可能只停留在表面，而不知
道其真正的一些特征。所以通过这次活动，让幼儿对梯形有
一个更深入的认识。这节课我设计了认识图形、区分图形、
给图形涂颜色和剪图形、游戏、活动延伸等环节。让孩子们
在这次活动中，强化感性认识并通过自己亲身参与，获得成
功的体验。在给图形涂色的环节中，让幼儿在多个图形中选
出梯形并给予涂色，进一步加深对梯形的判断和认识。因为
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让小朋友在课上剪图形，而把这个过程放
到活动区中作为活动的延伸，让小朋友自主的进行，在活动
区中，叮当小朋友龙女小朋友模仿着老师在课上变魔术的样
子，熟练地使用着剪刀，一丝不苟认真的剪着，这个过程充
分激发了幼儿的动手能力和对梯形基本特征的认识能力。虽
然有的小朋友剪的不是很到位，但我认为这是他们很宝贵的
一个自主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对梯形特征
的直接经验。值得说明一点的是希望各位家长多给孩子们提
供动手操作的机会。

当然，在这节课设计问题上，我做的还很不够，很多问题问



的比较随意，准备的还有欠缺，我会在今后的教学中，认真
钻研教材，精心设计，使小朋友在游戏中学到更多的知识。

中班认识长方形教学反思篇五

1、初步了解钟的表面结构及时针、分针运转规律，学习看整
点。

2、养成按时作息，珍惜时间的好习惯。

3、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4、促进幼儿的.创新思维与动作协调发展。

《时钟》

时钟模型一个、小时钟若个

一、游戏：猜谜语你见过什么样的钟?(闹钟、座钟、落地钟)
钟有什么作用?(起床)

小结：最短的叫时针，较长的是分针。钟面上有数字1-12，
数字紧挨着数字之间为1格，一共有12格。

三、《龟兔赛跑》故事导入师：谁赢了?

小结：分针跑一圈，时针跑一格，也就是一小时。

四：出示三个钟，请幼儿观察。

师：这三个钟一样吗?哪里一样?有不一样的地方吗?请幼儿回
答。

例：分针指向12，时针指向1，师1点整。



(分针指向12，时针指向几，就是几点整)游戏：考考你，请
幼儿拨钟。

那请小朋友想一想，怎样来记录时间?(几点整就写几，两个
点，两个0，表示整点)

五、游戏：《老狼老狼几点了》

幼儿说：老狼老狼几点了?教师出示卡片，幼儿拨。

六、出示两幅图，你发现了什么?

为什么时间一样，而小朋友干的却不一样?

你的一天是怎样安排的?回家和妈妈一起制定一个时间表。

教学反思：

幼儿兴趣非常高，并记住了时间，培养了他们热爱时间的好
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