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活动设计意图 数学活动大班教案设
计意图(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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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数学活动设计意图篇一

【教案目的'】

1、认识1和许多，感知许多可以分成1个1个，1个1个合起来
是许多。

2、鼓励幼儿大胆参与活动和讲述。

【教案准备】

1、事先布置好场景：萝卜地、玩具城、小熊家。

2、大树一棵、与幼儿人数相同的树叶。

3、与幼儿人数相同的小兔头饰和萝卜。

【教案流程】

一、活动引入：

师扮兔妈妈：“刚才，妈妈收到一封信，信上面说熊妈妈病
了，她的孩子们都不在家，她一个人很孤单，很想念我们，
宝宝们，我们一起去看看熊妈妈吧。”



二、初步感知许多可以分成1个1个，1个1个合起来是许多：

1、兔妈妈带宝宝出发，途径一块萝卜地，兔妈妈提醒小兔每
人拔一个萝卜送给熊妈妈。

（1）让宝宝们拔完后看看自己拔的是几个？（1个）并且要
说出来。

（2）师：“宝宝们真能干，每人不多不少都拔了1个萝卜，
现在把萝卜先给妈妈帮你们拿着吧。”——宝宝把萝卜都交
给兔妈妈，这时引导宝宝们说“小白兔，拔萝卜，一个一个
是许多。”

2、继续前进，兔妈妈带小兔们来到了玩具商场，妈妈再次引
导幼儿每人给熊妈妈带一个玩具去。

（1）先引导宝宝们说出商场有“许多玩具”，然后每人拿一
个。

（2）在兔妈妈的引导和鼓励下，宝宝和妈妈一起编出一句儿歌
“玩具娃娃有许多，分成一个又一个。”

3、来到熊妈妈家里，兔妈妈请孩子们排队把礼物送给熊妈妈，
提醒宝宝们边送边说“熊妈妈，我送给你一个玩具”、“熊
妈妈，我送给你一个萝卜。”

三、进一步感知1和许多的关系：

1、师：“宝宝们，刚才我们去熊妈妈家的时候，我们家的大
树上的叶子都给风吹落了，大树爷爷都伤心了，我们该怎么
办呢？（帮助树爷爷长上叶子。）

2、请宝宝们每人拿一片叶子给大树爷爷贴上，边贴边告诉树
爷爷“大树爷爷，我给你贴一片叶子。”



3、在兔妈妈的鼓励下，孩子们再次和妈妈一起编出一首儿
歌“许多树叶飞满天，宝宝一人分一片，一片一片合起来，
树上叶子许多多。”

四、教师小结，鼓励孩子，结束活动。

数学活动设计意图篇二

教师：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小朋友的汤泼在哪里了?(汤顺着
桌子往下流。)他该怎么办?“来听听这个小朋友是怎么做
的?(让开流下来的汤，再请成人帮忙。)教师小结：汤泼在桌
子上，又顺着桌子往下流，小朋友要立刻让开留下来的汤，
以免汤把自己的衣服、裤子弄湿。然后，可以请成人帮忙处
理泼下来的汤。

3、教师总结。

教师：有时，因为小朋友不小心把桌子上的汤弄泼了，当大
家遇到这种事时，首先要让开泼下来的汤，然后再请成人帮
忙。如果不让开，汤就会弄湿自己的衣服，甚至会烫伤自己。

2幼儿园小班安全教案：小手流血了

教学目标：

1、知道爱护小手，不玩尖利的东西。

2、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和保护方法。

教学准备：相关图片一张。

教学过程：

1、请幼儿观察图片，提问：



(1)这个小朋友的手怎么啦?(出血了)(2)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
血呢?(被东西划破了)(3)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玻璃
片、针、铁钉、铁丝、剪刀等。因为这些东西很尖，很锋利。
)(4)启发幼儿回忆：自己的手有没有被划破过，手划破了有
哪些不方便。

2、讨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平时不玩剪刀、小
刀、针、玻璃片、铁片等尖利的东西。)小结：我们周围有很
多东西，有的是很尖的，有的是很锋利的，如果我们去玩这
些东西，就会把手划破，给自己带来危险和许多不方便。所
以小朋友们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以免我们的手受伤，影响我
们的教学和生活。

3、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受了伤的手。

(1)如果手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
口?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会使伤口感染、
化脓。)(2)手受伤了怎么办?(如果擦伤了皮，要先清洗伤口，
然后涂上红药水或紫药水;严重的要找医生处理。)(3)手包扎
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不能把伤手浸在水里，不能随便揭掉
包布，要按时找老师、医生换药等。)小结：如果我们的小手
已经受了伤，就更要好好保护，这样才能使它快快恢复健康，
为我们服务。

数学活动设计意图篇三

活动目标：

1、让幼儿认识绿色。

2、让幼儿知道绿色的东西有哪些。

3、通过学唱歌曲，体验歌曲的氛围。



4、尝试仿编歌词，乐意说说歌曲意思。

活动准备：

瓶子、绿宝宝、青菜、西瓜、苹果、香蕉、气球

活动过程：

1、稳定幼儿情绪：变魔法。

--小朋友，这里一瓶水是不是？今天老师要施魔法哦，看一
下水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哇！原来水变成什么颜色？

2、小结：水变成绿色了。

3、出示“绿色宝宝”。

--小朋友，跟绿色宝宝打招呼，它穿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过来
哦！

--它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今天，老师还带来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过来哦！让我们来看
一看它们是谁？

4、出示青菜、西瓜，让幼儿再次认识绿色，加深印象。

--这是什么？什么颜色的？

--小朋友，你们看一下我们教室有没有绿色的东西呢？我们
一起来找一下。

5、游戏巩固。



--黑板上贴上红色的苹果、黄色的香蕉和绿色的气球，让幼
儿找出绿色的东西。

6、活动总结。

--小朋友今天我们认识了什么颜色？（绿色）--绿色的东西
还有很多哦！我们回家和爸爸妈妈找一下，明天来和老师分
享。

教学反思：

(1)本次活动课，是根据我们孩子的年龄特点及接受新知识情
况来设计的。由于我们班孩子没有操作过书本练习，因此我
在设计作业时，是以实物操作的方式，让幼儿能更好地进行
操作，孩子们都很感兴趣，他们都乐于参与其中。

(2)本次活动，我以游戏的形式，为幼儿创造轻松自由的活动
学习氛围，孩子没有约束，学习更主动。

(3)从孩子的操作情况来看，孩子们都能清楚的区分红、黄、
蓝三种颜色，并能按要求将物品分类放好。

数学活动设计意图篇四

活动目标：

1、通过分离、挖、塑造、经验回忆等活动，感知探索沙轻、
细小、不溶于水及加水后容易塑造的特性。

2、发展幼儿的感知能力，诱发想象力和创造能力。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能积极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激发进一步探索事物变



化的愿望。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活动准备：

玩沙工具、水若干桶、纱布、吸管若干。

活动过程：

1、运用沙子宝宝的秘密这个话题引起幼儿活动的愿望。

师：我们今天要和沙子宝宝交朋友。沙子宝宝呀，最喜欢和
知道它秘密的小朋友玩。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找一找沙子宝宝
的秘密吧。

2、运用各种工具，引导幼儿用不同的感官感知沙的特性。

(1)用纱布分离出小石子和细沙，并通过触摸、抓捏感受和体
验沙细小的特点。

(2)用吸管吹一吹干沙，体验沙轻的特点。

(3)把筛出的细沙倒入水桶中，通过观察和搅拌体验沙不溶于
水的特点。

3、组织幼儿积极讨论玩沙活动中的发现。

小结：所以我们小朋友在玩沙的时候不要把沙子拿来扔，避
免沙子飞到眼睛里。

4、再次玩沙，引导幼儿用水把沙浇湿，观察沙子遇水后结块
的变化。

往沙箱中倒入水，用手感知干沙与湿沙的区别，干沙轻，不



易捏合;湿沙重，易捏合。

小结：沙子可以和水一起玩，那么我们小朋友也可以利用水
和沙子一起做游戏。

5、组织幼儿分组进行小组造型，体验干沙和湿沙的任意造型。

幼儿自由分组玩沙，教师适当引导，帮助能力弱的幼儿共同
完成作品。

6、评价幼儿的表现。

你们今天表现都很棒，都找到了沙子宝宝的秘密。沙子宝宝
说下次还想和你们做游戏呢!

活动反思：

联系生活揭示科学知识的意义。要做到科学教育与幼儿的生
活相结合，不仅是学习课题来自生活，还应该引导幼儿能运
用科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体会到了科学知识可以为生
活服务。这样做，可以拉近幼儿与科学的距离，使幼儿对科
学产生一种亲切感。

数学活动设计意图篇五

教案目标：

1、通过送礼物等游戏的方式，认识大小标记及其特征。

2、学习用目测的方法比较物体大小。

3、有兴趣参加数学活动。

教案准备：



1、大、小标记图片、大小娃娃各一。

2、各类大小不同的物品：幼儿人手一份、教师处若干。

3、一把大椅子和一把小椅子、大小娃娃家。

教案过程：

1、导入。“今天，老师和小朋友玩个游戏。我说‘请起立’，
你就说‘我起立’；我说‘请坐下’，你就说‘我坐下’，
试试看好吗？”

2、“今天，有两位客人和我们一块儿做游戏。”

1出示大娃娃。“这是大大，我们拍拍大大，对它说句话好
吗？”（大大你好！大大我喜欢你！大大欢迎你！）“请起
立”“我们一起说‘大大力气大、大大是个大胖子、大大要
吃大蛋糕’…”（加上动作）

2出示小娃娃。“这是小小，我们也和小小打个招呼好吗？”
（小小你好！小小我请你喝水！小小我跟你玩！）“请起
立”“我们一起说‘小小力气小、小小不锻炼、小小吃小面
包’…”

3、游戏：给大大、小小坐椅子。

“这儿有两把椅子，看看它们一样吗？”（不一样。一把大、
一把小）“我请大大和小小坐椅子，谁来帮助它们？”

小结：大大坐大椅子，小小坐小椅子。

4、幼儿送礼物

要求：幼儿能在目测比较出礼物的.大小后，将对应的送给客
人，并能讲一句话。



（1）教师提供，个别幼儿进行。

1相同的两件东西，比较后大的送给大大，小的送给小小。

2相同的三件东西，比较后大的送给大大，小的送给小小。

3从许多同类的东西中（每类3---4个）找出大小不同两件东
西，比较后，大的送给大大，小的送给小小。

（2）每个幼儿将自己小篮里的礼物送给大大和小小。

（3）将大大小小送回相应的家，幼儿在娃娃家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