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活中的比的说课稿 生活中的暖
色说课稿(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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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比的说课稿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过程：通过对本课观察回忆表现的学习，初步掌握暖
色的基本知识、并用语言和绘画的方式进行表现。

态度与方法：了解暖色知识，体验暖色带来的感受，提高学
生对色彩的感受能力。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引导学生学会享受生活，从色彩中感受
生活的美好。

教学重点：通过本课学习让学生了解生活中的暖色，初步掌
握暖色基本知识，并能根据观察回忆表现生活中以暖色为主
的景象。

教学难点：以暖色为主的画中冷暖的搭配和感受。

教具准备：教学、色彩卡片、简笔图、

学具准备：绘画工具

教学过程：



一、复习色彩知识、选择题引入新知

1、复习

同学们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习过三原色，谁知道是哪三
种色彩?(学生回答)

教师：三间色呢?(生答)

师结：可以看出咱班同学对以前的知识掌握的不错哦!

2、提问

提问：现在是什么季节?(生答)。这样的季节有一个很明显的
特点，到外边站一会儿有些冷。

选择题的安排：有这样的一件事需要同学们做个选择：在一
个寒冷的雪天，你行走在马路上，嘴里鼻孔里呼出的气瞬间
凝成了霜花儿，冻结在帽子的四周，北风呼呼的叫着，把你
冻的鼻酸头疼，两脚跟冰块似的。这时，你想暖和暖和，有
两个房间可以进入，一个是红色的房间，一个是蓝色的房间，
你会进入哪个房间?(生答)

3、提问：你为什么会选择红色的房间。(生答)

既然同学们一致选择红色，说明不同的色彩会带给我们不同
的感觉。红色就带给我们( )的感觉。

4、在色相环中辨别冷暖色

这是一张色相环，我们现在把它分为两部分，你认为哪些色
是暖色，哪些色是冷色?

5、师结：像这种偏红偏黄的色，我们称为暖色，像这种偏蓝
偏绿的色，我们称为冷色。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走进生活，



共同学习《生活中的暖色》 (出示课题)

6、拿出自己的水彩笔或是油画棒，快速的从彩笔盒中挑出暖
色。

7、、色彩的冷暖是通过对比产生的。

师述：同学们，老师这有几种色彩，咱们来辨别一下它属于
冷暖哪类色，(师出示红色与草绿色、蓝色与草绿色的对比
图)师帮助学生分析出：草绿色与红色比，为冷色，与蓝色比
为暖色，可见，冷暖是通过对比产生的。

二、说暖色景，看暖色图

1、联系生活，说出生活中的暖色

同学们，人是最聪明的了，因为我们会联想，我现在就让你
联想一次，当你看到像偏红偏黄这类暖色的时候，你想起了
生活中的哪些场合，景色或是物体呢?(生答)(秋天的庄稼、
树林、火红的枫叶、朝阳、晚霞、结婚时的场面、过年时、
火烧云、辣椒地，油菜花、橘子园里、大地里的向日葵花、
粉色的玫瑰……)

2、师结：暖色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了暖色生活更加丰富

4、欣赏后说一说看了这些暖色后的感觉。(生答)

5、师结：暖色带给我们喜庆、温暖、温馨、热烈、欢快的感
觉。(华丽、生动、色彩明媚、阳光、欢快、外向、发展、兴
奋、悦目、刺激、自由、激情、亮丽、活泼、热情、积极、
活跃、饱和度高、醒目、惹眼存在感强、热烈、明快、艳丽、
爽朗、甜蜜、健美、光辉、健美、青春、鲜明。)

三、欣赏师生绘画



1、走进大师的`作品

同学们，生活赋予我们丰富多彩的暖色，有许多画家也喜欢
利用暖色作画，我们一起看看吧!(欣赏大师作品)

2、同学们，画家画的好吗?你说他们都是画家，我想知道像
咱们这么大的小朋友能画吗?

现在咱就一起欣赏和我们同龄的小朋友的作品。(欣赏学生作
品)

师结：原来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也能运用暖色创作出温暖、欢
快的作品

四、冷色在暖色画中的作用

1、师述：咱们想想，我们在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学习过红色
的画，在表现红色的画的时候，我们是全部用红色还是以红
色为主，点缀其他的色彩?(生答)那么暖色的画中是怎样表现
的呢?我们先来欣赏一幅画马蒂斯的《红色的房间》，你来说
一说画面中有什么色?(生答)。师述：再来说一说什么色多，
什么色少，用今天学习的内容来说就是暖色多，冷色少，画
家为什么要在暖色画中用一点冷色调呢，冷色在这里起到什
么样的作用呢?(生答)

师述：在暖色中加入少许的冷色使画面在统一中产生了变化，
从而使画面更加协调，达到色彩平衡，但是加入冷色不能太
多，依然要以暖色为主。

2、师述：同学们，我们来回顾刚才我们学习的内容，第一个
问题，什么样的色彩为暖色?(生答)

怎样用色彩组织画面?(画面中要以暖色为主，辅以少量的冷
色使画面达到统一协调。)咱们现在就学习这种方法，用你喜



欢的暖色表现画面。

五、学生作业，提出要求

1、老师为每位同学准备了一幅简笔图，现在同学们就可以利
用咱们这节课学习的内容表现画面。

师出示作业要求，明确目的。

2、学生表现。 (播放音乐)

六、作业展示

1、介绍自己画中的暖色

2、找一找自己绘画的优点

3、暖色是否突出

七、小结和延伸

1、考考你

2、师述：我们中国人喜欢用红色表示热烈、喜庆的心情，像
过年时张贴的年画，燃放包裹成红色的鞭炮、生活中正因为
有了这些色彩才变得更加丰富、多姿。老师希望同学们能运
用色彩装扮我们的生活。

生活中的比的说课稿篇二

她永远也无法忘记，在那银装素裹大地上的一抹暖色。

——题记

大雪封山，白雪飘飘，轻云村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超级暴风



雪！山上山下的道路与通讯已经中断一个多星期了。再这样
下去，轻云村村民的粮草和生活用品将会告罄！

“资源队来喽！”窗外，传来村民们兴奋地喊声。小斓一惊，
看向窗外：此时，太阳的余晖即将隐去，灰白的雪地上，一
群身穿暖色服装的人推着摩托车，缓缓地挪动着步子，车上
绑着一些大包小包的，这正是村民们所需的物资！

小刘是资源队的领头人，只见他潇洒地飙车飙了个圈，跳下
车，指挥着大家。小斓在一旁看着，要是她能得到一些煤炭，
或一些食物，哪怕是一件棉衣该多好啊！可是资源太少。小
刘看见了她，疾步走了过去。“嘿，给你的。”小刘笑着递
给她一个包。他知道，小斓与奶奶相依为命，可奶奶如今却
身患重病。“真的吗？”看得出神的小斓也吓了一跳。“嗯。
”小刘笑着。此刻，身着暖色工作服的他就如同一块燃烧的
煤炭一般，温暖着小斓。“谢，谢谢。”小斓小声地说，感
激地看了看小刘，朝家飞奔而去。

回到家，小斓却不怎么开心――奶奶的病情更重了！吓得浑
身颤抖的小斓只好找到了准备离开的小刘。“你能帮我……
带点药吗？”小斓乞求着小刘。“包在我身上吧！”小刘毫
不犹豫地答应了。

接下来的时间，小斓简直是在煎熬中渡过，奶奶的病情越来
越重，有时还会咳血，而小斓的心也在滴血。

黎明将至，咳嗽了一晚的奶奶，快要支撑不住了。“我恐怕
见不到今天的太阳了。”奶奶有气无力地说。“不，奶
奶！”小斓歇斯底里地喊着。

黎明的第一缕曙光终于降临，可小斓的曙光在哪里？小刘会
来吗？小斓不禁低声抽泣起来。就在此时，在那银色的地平
线上，一抹暖色鱼跃而出。是资源队！那抹暖色如一个熊熊
燃烧的火把，点亮了小斓心中的希望。



小刘来了，他将药带来了，也带来了小斓留住奶奶的希望。
小刘告别了奶奶一家，又投入到其他的地方去工作了。

生活中的比的说课稿篇三

各位领导、老师：

大家好！我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侯梦琦，今天，我说课的
内容是：幼儿园大班数学活动《生活中的数字》。

一、设计意图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数学教育必须要让幼儿能
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学数学的
重要和趣味。使儿童体会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密切联系，体会
数学的价值，增进对数学的理解和应用数学的信心”。本次
活动，是以幼儿的生活为课程，开发新的生长点，将幼儿的
学习和他们真实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密切数学和
现实世界的联系，使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在研究现实问题
的实践活动中，学习数学，理解数学。

二、活动目标

教育活动的目标，是教育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它着重于孩子
的发展。教育目标在整个教育活动中起着导向作用，也是教
育价值的具体体现。根据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已有经验及
成长需求，我将本次活动的目标定位为：

1.发现生活中的数字，初步了解数字在不同物品上的不同用
途。

2.尝试运用数字进行游戏活动，从中体验游戏的乐趣。

3.幼儿能对数字产生兴趣，能积极关注身边事物的情感态度。



《纲要》中指出：“教学活动内容的选择既要贴近幼儿生活，
是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又要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
视野”。因此，我将本次活动的重难点定位为：活动重点：
发现生活中的数字，了解它们的不用用途。活动难点：知道
人类与数字的密切关系。

三、活动准备

为使活动呈现趣味性、游戏性、实践性，寓抽象的数学教育
于游戏之中，我做了如下活动准备：1.每位幼儿自带一件上
面有数字的物品，课前可与家长一起寻找生活中的数字。

2.0-9的数字卡片10张。

3.电话号码卡片若干，数字饼干。

四、教法、学法

(一)说教法新《纲要》指出：“教师应该成为活动的支持者、
合作者、引导者。活动中，教师要心中有目标，眼中有幼儿，
时时有教育，以互动的、开放的研究理念，让幼儿真正成为
学习的主体”。因此，我采用了操作法、游戏法、交流讨论
法，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充分发挥幼儿学习的积极性。1.
操作法：操作法是幼儿构建活动的基本方法，在活动中，幼
儿主动操作数字卡片，不仅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兴趣，而且也
提升了教学活动的有效性。2.游戏法：游戏是幼儿教育的基
本活动，对幼儿身心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促
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最佳动力和途径。孩子是好动的，与其
让他们低效率的听，还不如让他们高效率的动。陶行知先生
说，教育要在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本次活动中，
通过设计游戏能让幼儿在有趣的氛围中学习知识。3.交流讨
论法：通过引导幼儿适时的交流讨论，聆听幼儿对数学的了
解程度和积累程度，拓展幼儿的数字经验和视野。



(二)说学法幼儿园教学以幼儿为主体，我们教师要积极创设
条件让幼儿参加探究活动，运用多种方法获取知识经验，培
养能力，使他们在有趣的气氛和愉快的体验中成为学习的主
体，从而促进学习方法的落实，促进学习目标的达成。本次
活动中，采用的学法有：谈话导入法、多种感官参与法、对
应法。

1.谈话导入法：以谈话方式导入数字，激发兴趣。例如：(小
朋友们，你们在生活中都见过哪些数字？它们都有什么作用
呢?)

2.多种感官参与法：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喜欢呆板
的教学过程，要想调到幼儿的学习兴趣，就要善于调动他们
多种感官的共同参与，本次活动我通过说一说，想一想，动
一动，谈一谈，调动幼儿多种感官的参与，使幼儿在不知不
觉中理解合作的重要，体验合作的快乐，学习合作的方法。

3.对应法：通过出示的电话号码卡片，让幼儿对数字进行排
序，感知周围生活中的数字，体验数字与人们生活的密切联
系。

五、活动过程

在活动中，我结合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通过（谈话导入，
发现数学）-(参与游戏，学习数学)-（交流讨论，拓展数学）
几个环节步步深入展开教学，充分体现孩子的主体地位。1.
师：小朋友们，你们的数字宝宝今天来了吗？好，那么请今
天来的数字宝宝们，给大家打个招呼吧!(让幼儿逐个展示自
己带来的数字物品，通过讲述、猜想来激励幼儿畅所欲言，
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拓展幼儿已
有的生活经验)。师:小朋友们，除了今天来的数字宝宝，生
活中，还有哪些数字宝宝今天没来？（幼儿回答，如：车牌
号、门牌号、钢琴简谱等）。2.把幼儿分成两组，进行游戏。
师：（小朋友们，你们打过电话吗？今天呀，老师带来了一



张号码卡片，现在请小朋友们按照卡片上的号码，对应着给
数字卡片排排队，看哪一组排的又快又好）。此环节可培养
幼儿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

3.师：现在有0-9十个数字，现在请小朋友们来设计电话号码，
不能有重复的，看谁设计得最多。(幼儿运用已有的知识解决
问题，为自己编电话号码。让每个幼儿参与其中，从而体验
成功感，使他们对数字产生极大的兴趣，激励幼儿在生活中
主动观察事物和运用数字，此环节可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和
创新能力)。完成后，激励幼儿相互交流，说说自己的发现。

4.逐个出示数字饼干，依次让幼儿回答这个数字，答对者奖
励数字饼干，最后大家一起分享数字饼干。

根据《纲要》中指出：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
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本活动利用游戏导入，能
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气氛活跃，而重点部分的教学采取动
手操作实践，保证数学活动效果，本教学活动是环环相扣的，
让幼儿在学中玩，玩中学。通过数学学习,幼儿能认识数学与
现实世界的联系，以及数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在情感体验方面，幼儿能积极参与数学学习活动,乐意与他人
合作交流,对数学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养成尊重客观事实的态
度；在思维能力方面,幼儿能运用数字描述现实世界,通过尝
试活动,建构初步的数概念,发展探究问题和获取信息的能力。

我的说课到此结束，谢谢各位领导和老师的观看，谢谢！

生活中的比的说课稿篇四

我说课的内容选自大班数学领域《生活中的数字》。"数"来
源于生活，运用于生活。寻找生活中的数字这一活动内容灵
活丰富，根据大班年龄特点和已有的生活经验，他们对生活
事物充满好奇心。《纲要》中指出："教学活动内容的选择既
贴近幼儿生活，使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又有助于拓展



幼儿的经验和视野。"因此我选择了这一活动。

1、发现生活中的数字，初步了解数字在不同物品上的不同用
途。

2、尝试运用数字纸条进行游戏活动，从中体验游戏的乐趣。

3、幼儿能对数字产生兴趣，能积极关注身边事物的情感态度。

新《纲要》指出：教师应该成为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
导着。活动中教师要心中有目标，眼中有幼儿，时时有教育，
以互动的、开放的研究理念，让幼儿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因此我采用了操作法、情景法、互动法，并设计游戏形式，
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充分发挥幼儿学习的积极性。

本次活动中，主要的学习方法是让幼儿在游戏和实际操作中
运用各种感官，感知周围生活中的数字，体验数字与人们生
活中的关系。本活动自始至终让幼儿处于活跃、积极的学习
状态中。

发现生活中的数字，了解它们的不用用途，并知道人类与数
字的密切关系。

1、数字找朋友——激发幼儿对数学活动的兴趣。

2、找数字——幼儿在食物上找数字，并激励幼儿相互交流，
说说自己的发现。

3、生活中的数字——通过讲述、猜想来激励幼儿畅所欲言，
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拓展幼儿已
有的生活经验。

4、幸运号码——通过游戏发现数字的趣味性和丰富性，从而
更真切的体会数字的神奇，随便的调换数字的位置就可以排



成不同的数字组合。

5、设计电话号码——幼儿运用已有的知识解决问题，为自己
编电话号码。让没个幼儿参与其中，从而体验成功感，使他
们对数字产生极大的兴趣，激励幼儿在生活中主动观察事物
和运用数字，为以后学习奠定基础。

根据《纲要》中指出：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
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本活动利用游戏导入，能激
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气氛活跃，而重点部分的教学采取动手
操作实践，保证数学活动效果，本教学活动是环环相扣的，
让幼儿在学中玩，玩中学，使新知识得到巩固和利用。

生活中的比的说课稿篇五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为幼儿园课程改革指明了
方向，使我们对幼儿园课程有了新的理解——幼儿园课程需
要生活化，课程要追随幼儿的生活和经验，并且《纲要》中
科学领域这样的价值取向已清晰可见：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
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使儿童体会
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密切联系，体会数学的价值，增进对数学
的理解和应用数学的信心。当前的社会已步入一个数字时代，
数字已随处可见，并正日益显示出它无穷的力量。而生活在
这一时代的孩子，也每天接触着出现在不同地方，发挥着不
同作用的数字。本次活动，是以幼儿的生活为课程开发的新
的生长点，将幼儿的学习与他们真实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突出科学领域的知识具有“情景化、过程化、活动化、经验
化”特点的一个尝试性的活动。设想通过类似的数学活动，
达到：密切数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使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
在研究现实问题的实践活动中学习数学，理解数学，发展数
学。

1、能从活动中感受、体验数学的重要和有趣，提高幼儿学习
数学的兴趣。



2、巩固对数字的认识，进一步感知数字和日常生活的密切联
系。

1、每位幼儿自带一件上面有数字的物品；课前与家长一起寻
找生活中的数字。

2、数字卡片：2、4、5、7、8。

3、幼儿人手一份操作材料：活动数字一套，；每桌一盒印泥，
电话卡若干张；号码纸。

(一)引题：

1、交流：你带来了什么？上面的数字有什么用？

2、相互交流。

（二）迁移经验，感知数学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1、生活中除了这些，你还在哪里见到过数字？这些数字有什
么用？

2、观看生活中有数字的实物图片。

3、生活中如果没有数字会怎么样？

（三）数字游戏——巩固对数字的认识，感受数字的有趣和
神奇。

1、人手一张号码纸。

2、教师编号码，幼儿对号码，看是否和教师编的号码一样。

（四）幼儿制作电话号码。



从孩子自带的生活物品入手，便于唤起幼儿的生活经验，提
高活动兴趣；激发幼儿想说的欲望，为活动的顺利开展作好
铺垫。

提供给每个幼儿交流表现的机会，培养幼儿合作学习的能力
和分享的意识。

利用教学媒体，展示生活中有数字的图片，进一步让幼儿感
知数字在生活中的运用，体验数字和我们的密切关系。

体验数字对生活的重要。

通过游戏巩固幼儿对数字的认识，感知数字排列顺序的多样
化，体验数字的有趣和神奇。

进一步让幼儿感知数字与我们生活的密切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