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变化的队形教案反思中班(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数学变化的队形教案反思中班篇一

活动目标：

1、学习目测数群，能不受物体排列形式的影响，感知7以内
的数。

2、能进行数物匹配，并根据数量的多少进行排序。

3、增强幼儿参与数学活动的兴趣。

4、培养幼儿对数字的认识能力。

5、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活动准备：

多媒体课件，实物投影仪。数字卡片（5、6、7）人手一份。
水果图片若干。操作材料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1、出示多媒体，导入课题，引起幼儿兴趣。

“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位朋友。你们看他是谁呀？
（小猴）秋天到了，小猴要摘果子送给小朋友们。”（出示
多媒体：三棵果树，梨5个，苹果7个，柿子6个。）



提问：“你们看见了什么？”

“小猴也看见了。猴摘了几只梨？几只苹果？几只柿子？”

2、数量配对

（1）“请小朋友帮小猴摘的果子找一个数字朋友。找到后把
数字高高的举起来。”（放多媒体证实幼儿的答案）

（2）“现在我们小朋友也来装一种果子，装的果子的数量要
和

小猴装的一样多。”幼儿自由选择水果，进行操作。

提问：“你装了几个什么水果？”

3、按顺序给水果排队

“小猴说呀要请小朋友来帮个忙，给这些水果按从少到多，
数字从小到大的的顺序来排队。谁该排在第一呢？”

4、小猴要把它的果子送给它的好朋友小兔、小猫和小狗，一
样多的水果送给一样多的朋友。

5、分组活动

“小猴出了几道题目要考考我们小朋友，你们有没有信心
做？”教师讲解题目要求（点卡接龙、添去点子）幼儿自由
选择操作材料，进行练习。

6、评价幼儿作业。

“你做了什么？你是怎样做的？”

活动反思：



《小猴摘果子》是幼儿园中班数学教学的内容，这一活动的
重点和难点在于教师不仅要帮助幼儿掌握，而且要引导幼儿
逐步能够不受物体的大小和排列形式的影响正确感知和判断7
以内的数量。充分利用幼儿现实生活中的资源，通过作用于
幼儿的活动对幼儿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让幼儿在生活和游戏
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体验数学的重要和有趣。

数学变化的队形教案反思中班篇二

我们需要这样的“融错教育”

――――听华应龙老师的“猜想之后”

当孩子们的作业出现错误的时候，您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是置之不理告诉答案，还是劈头臭骂一通“这个我已经讲过
了，你怎么又错了”，还是细心地给他讲解。华老师给我们
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给我们的启示很大，他的课堂就是从
孩子们的两道题着手让孩子们猜想与思考。学习材料是进行
数学探究、发现数学事实、提炼数学知识的重要载体。好的
学习材料，不一定新颖醒目，但必定贴近学生。“学生的错
题导入”是孩子们喜闻乐见、极其熟悉的“平常事”，这样
子的导入孩子们会很快的融入到课堂。

这几天我也刚好在上关于数方面的教学内容，我上的是整百、
整千数的加、减法。没上这个课之前，我视乎觉得这个很简
单啊，比起以前的进退位要简单多了，而且在课堂上很多学
生也能很快地对例题说出答案并且迅速地说出解题思路。然
而当课堂作业本和口算纸改完以后，我一肚子的气“怎么这
么简单的口算题，只有这么几个人对呢？”我马上把这个原
因归在孩子身上，是不是学校最近的艺术节一搞，孩子们都
没心思做作业了。自己在位置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顺便随手
翻着孩子们的作业，我发现不是孩子们没心思做作业而是我
老师的责任，我没能及早地告知孩子们哪几类是我们特别要
注意的。



“4+7=11,40+70=111,400+700=1111”，同学们马上一顿大笑，
“你们笑什么啊？”“错了。”“你有没有想过怎么会错的
呢？他怎么会想到这个答案呢？”“他找到了前面的加数是
有规律的，所以他们的.答案也是有规律的就是加1”一位同
学马上站起来回答了，“回答得真好，你是不是这样子想的，
”我反问了一下错掉的同学。接着我就和孩子们正确地分析
这道题该怎么做，你可以后面的0划一划先不去考虑，把它简
单的看做是4+7=11后面再加上0就是110，“在加、减法中你
可以前面划1个0后面计算完了加1个0，但在乘法和除法中是
否也可以这样子看呢？”同学们一听到我的问题就开始议论
了，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我只告诉孩子们是不可以
的，为什么不可以等你们学上去以后就知道了。这是一组数
据另一组是“9800-500=4800”“谁分析一下他的答案”“他
把这个5当做是千位上的5了，这个5是百位上的应该和8进行
计算”我还给孩子们讲了一个生活的常识我说你能不能穿你
爸妈的衣服啊，孩子们当时是一笑了之，但我想留在他们心
底的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了，下面我还举了好几个孩子们犯的
错误我们一一地加以评判在纠正最后我还请学生总结了我们
刚才的错误。通过这样子的十几分钟，我发现孩子们后面的
计算错误就少了很多。

通过这十几分钟的谈话，我觉得比做很多练习都要好。有的
时候放慢我们的脚步，细细地观察孩子们的错误也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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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1.学习将物品按用途分类

2.根据物品的共同特征设计标记

3.仔活动中学习，能够有条理的对物品进行收拾和整理

准备：ppt图片



幼儿之前要有按标记分类的知识积累、黑色水笔、白纸

过程：1.首先以圣诞节到了，帮助托板的小朋友整理收到的
礼物为情景展开活动，出示图片，让幼儿知有哪些礼物。

2.首先让幼儿自主分类（有的按形状、有的按颜色、有的按
质量的软硬等等），并让幼儿说出为什么这样分。

3.以托班只有三个箱子为由，引导幼儿按物品的用途分三类，
把那个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分？（引导幼儿说出吃的、用的、
玩的.）

4.分好后，为了让托班的小朋友更容易的辨认箱子里的东西
是什么，引导幼儿说出做标记，并在纸上画出来。

活动结束。

数学变化的队形教案反思中班篇四

一、说教材

在我们的生活中，数学无处不在，它是现在儿童必备的科学
文化素质之一，所以幼儿园的数学教育活动对于幼儿发展的
影响不可忽视。

在幼儿初步数概念的发展与教育中，10以内基数的教学时幼
儿园数学教育的重点内容。帮助幼儿形成10以内基数概念，
可以为其进一步学习加减运算奠定基础。考虑的不同阶段儿
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我借鉴设计了中班数学教育活动《变化
的队形》。

二、教学重难点

三、教学方法



幼儿10以内基数的数数方法主要有按物点数、感官计数、比
较相邻数、按数取物等。这里，我们主要运用按物点数。

四、教学目标

1、能不受物体形状、大小、排列形式的干扰，正确判断10以
内的数量；

2、能探索用不同的排列方式排列图形；

3、能倾听同伴的发言，乐意跟同伴、老师表达自己的想法。

五、教学准备

材料准备：

1、一张森林运动会的ppt图片2、大象图片7个、小鱼图片8个、
小猪图片9个。

经验准备：正确认识10以内的基数、会口手一致地点数

六、教学过程

1、导入（3分钟）

（1）出示ppt图片（森林音乐会），导入情境，“森林最近
要举办一场音乐会，小动物们忙着排列自己的队形，下面我
们来认识几个小动物。”

（2）请幼儿说出黑板中图片上的小动物名称。

2、活动过程（20分钟）

（1）请幼儿仔细观看小动物们的排列队形，提问幼儿“那个
队形的动物数量最多，哪个队形的动物数量最少？”



（2）在给幼儿一定时间思考之后，请幼儿发言。

（3）针对幼儿的回答，进一步提问：“你怎么知道是大象
（小鱼）多呢？”

（4）在明确幼儿的真实想法后，引导幼儿排除队伍排列方式
的影响，用点数的方法正确判断动物数量多少。

（5）请幼儿在黑板是给小动物们分别变换队形，教师再次引
导幼儿判断哪个队的小动物数量最多，哪个队的小动物数量
最少。“小动物们这次又变换了队形，这次又是谁最多，谁
最少？”

数学变化的队形教案反思中班篇五

数学活动《变化的队形》主要是让幼儿能够不受物体形状、
大小排列形式的干扰，正确感知10以内的数量。本次活动吕
老师首先利用情境导入“今天森林里的小动物要举行舞会，
看有哪些小动物来表演，首先登场的是谁？”引起幼儿对活
动的兴趣。然后，出示大小不同排列的两组猫，让幼儿说一
说，“这些猫有哪些不同？”“大猫有几只？小猫有几
只？”大猫小猫是一样多的，如此来让幼儿了解数量的多少
与大小无关。

活动第二部分是出示大小一样的10只燕子，分别请幼儿来说
一说，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燕子是怎样排列的？“一字
形”、“弧形”“三角形”它们的数量一样吗？（一样）从
而老师得出结论，“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不管队形怎么变，
它的数量都不会增多或减少”。

活动的第三部分最难，教师出示了“一字形”排列的大
象、“弧形”排列的小羊以及“三角形”排列的蚂蚁（既有
大小不同、又有排列不同），让幼儿看一看哪个小动物最多、
哪个小动物最少？小朋友是怎么知道的？用什么方法最好？



从而教师小结“感知数量的多少，不能受大小、排列的干扰，
要用数的方法才能正确得出结论”。

活动的第四部分是操作，教师首先讲解操作要求，然后幼儿
操作。在操作过程中教师注重个别指导，特别是对能力差的
小朋友进行一对一引导，让幼儿掌握今天所学内容。最后教
师评讲幼儿操作。此次活动小朋友们的操作正确率很高，基
本可以掌握今天所学内容。

数学活动本来是枯燥无味的，但是教师加入了有趣的故事情
境，然后还有ppt动画，紧紧地抓住了幼儿的注意力，而且整
个活动由浅入深，结构合理，重点突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师幼互动良好。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了幼儿的
主体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