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图形宝宝找朋友教案(汇总5
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图形宝宝找朋友教案篇一

作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就难以避免地要准备教案，编写
教案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与难点，进而选择恰当
的教学方法。那么优秀的教案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中班科学图形宝宝找朋友教案，仅供参考，欢迎
大家阅读。

1、能用根据图形的大小、颜色、形状特征选标记。

2、通过观察、比较、判断图形之间的.相同和不同特征。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乐意与同伴合作游戏，体验游戏的愉悦。

1、黄色小蘑菇、红色大蘑菇、黄色和红色标记、大小标记若
干

2、各种颜色、各种大小、不同形状的图形若干。

3、标记卡若干活动过程:

一、比较蘑菇的大小和颜色



师:(出示红、黄蘑菇)小朋友看这是什么?这两个蘑菇有什么
不同?(大小、颜色不一样)

师:用什么办法可以把不一样的地方记录下来?(标记)

师:(出示标记)小朋友你们还认识这些标记吗?现在请小朋友
来给蘑菇送标记,一边送一边说什么颜色的蘑菇我送你什么颜
色的标记。

二、比较大的红色的圆形卡片和小的黄色的正方形

师:(出示大的红色的圆形卡片和小的黄色的正方形)小朋友看,
老师还给你们带来了什么?他们有什么不同?(大小、颜色、形
状不一样)

师:现在请小朋友也来给这两个图形宝宝送标记,一边送一边
说一句好听的话?

三、看图形找标记卡

师:老师给每个小朋友发一个图形宝宝,请4个小朋友一组,去
找老师给你们准备的和你们图形相应的标记卡做朋友。

师:小朋友找好了把他们贴在黑板上介绍你找的是什么?

四、师总结:这个长方形宝宝找到了大的蓝的长方形标记卡做
朋友

五、找朋友游戏

师:小朋友真聪明!帮图形宝宝们都找到了朋友。现在我们也
来玩一玩找朋友游戏。老师给你们发图形和标记卡,如果你拿
到的是图形就去找和你相应的标记卡做朋友,如果你拿到的是
标记卡就去找图形宝宝做朋友。



师:现在我们带着你的朋友一起去玩吧!

六、活动评价小结

引领幼儿再次深入地进行探索，给幼儿留出探索的余地和延
伸的空间。整个活动，给予幼儿较宽松的氛围，教师只是充
当了活动中的支持者，鼓励者，合作者，引导者，用心倾听
幼儿的表述，并及时的梳理与小结。

幼儿园图形宝宝找朋友教案篇二

1.学习按物体的颜色、种类进行分类。

2.积极参与分类活动，体验数学游戏的快乐。

前期经验准备：认识蜡笔和铅笔。

投影机、smart白板、白板课件、黑板、操作实物、涂卡、操
作单人手一份。

1.设置情境，引出话题。（同形不同色）

它找出来，再把它送回家吧！（集体操作：提示幼儿看清楚
蜡笔的颜色之后送到相对应的“家”检查是否送对家）

2.观察思考，学习分类。

师：蜡笔宝宝可喜欢交朋友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的新朋
友吧！（出示三支铅笔）

师：他们在一起做游戏，玩累了，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这
是x的家呀（依次认识三种颜色）

太棒了！（欢呼声）在我们的小椅子下面呢还有很多笔宝宝



也在做游戏呢，他们也想回家了，我们一起来送他们回家吧？
（幼儿集体在黑板上操作）

小结：同一个颜色的笔宝宝住在相同颜色的家里。（同色不
同形）

（依次认识铅笔、蜡笔的妈妈，集体操作请孩子按品种分类
操作）宝贝们找对了没有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欢呼声）

小结：同一个种类的笔宝宝住在一个家里哦！（同形不同色）

3.互动游戏，寻找“同类”。

师：嘘，听，是谁在哭呀？哦，是红色的蜡笔宝宝在哭鼻子
呢！因为呀，他找不到自己的好朋友了，小鸭子来帮助他了，
瞧，他找来了谁呀？哦，红色的铅笔、黄色的蜡笔、蓝色的
蜡笔都是他的好朋友，红蜡笔不孤单了耶，开心地笑了呢！
（笑声）

小结：同一个颜色或同一个种类的笔宝宝都是好朋友！（同
色或同形都可）

4.自主选择，幼儿作业。

师：瞧，这个圈圈里面的是谁呀？对了，还有红色的铅笔宝
宝也找不到自己的好朋友了，我们一起来帮帮他吧！（示范
操作单连线）

师：在桌子上呀还有笔宝宝在伤心呢，请你给圈里面的蓝蜡
笔找找好朋友吧——幼儿作业，教师巡回观察，个别指导，
鼓励孩子能大胆说出连线的理由。

5.小结结束。



幼儿园图形宝宝找朋友教案篇三

1.巩固对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的认识，知道各形状的简单
特征。

2.愿意为图形宝宝找朋友，并按规则进行游戏。

1.三种图形（圆形、正方形、三角形）、图形的家

2.三种形状的图形（与幼儿人数相等）

3、幼儿操作材料

1、师：小朋友，今天有许多客人老师来看小朋友上课，你们
开心吗？今天老师还带来一位小客人，看看是谁呀？这可不
是普通的口袋，它很神奇哦，可以给小朋友变出好多好玩的'
东西，你们想要吧！

师：要魔法袋变东西时，要说一句咒语“变变变”它才会变
哦！你们会说吗？

“小朋友，看看是什么呀（正方形，圆形、三角形）？它长
的什么样子呢！

2、师：小朋友，图形宝宝都认识吗？刚才魔法口袋告诉老师，
它想送一份礼物给小朋友，想要吗？闭上眼睛。

“小朋友，看看你桌子底下有什么呀？”！

“小朋友，自己说说找的什么图形宝宝。

3、师：图形宝宝说他今天看到小朋友都这么聪明非常开心，
想和小朋友来做做游戏！



师：图形宝宝边走边唱歌，然后找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图形宝
宝做游戏。

师：老师的是什么图形宝宝师：老师找他做好朋友呢？

师：你们会找朋友了吗？谁来试试师：下面我们一起来玩这
个游戏，好不好啊？

师：看一下你的好朋友找对了吗？

（10）师：哎呀！图形宝宝玩得有点累了，带他们回到座位
上休息一会儿了。

4、游戏《图形找家》。

（1）师：图形宝宝玩得有点累了，他想要回家了，我们一起
送他回家吧。

师：图形宝宝都回到自己的家里了吗？小朋友真棒，来表扬
一下我自己吧！

5、幼儿操作。

（1）师：今天帮图形朋友找到了家，它们真开心啊！

师：“早上老师去过图形宝宝家，发现图形宝宝家的地板破
了，看看破了哪些图形宝宝的小洞洞呢？找一块相同的形状
把它补好。

（2）幼儿每人一份补地板。

6、展示补好的地板。

师：小朋友你们真能干，帮图形朋友补好了地板，表扬表扬
自己。



幼儿园图形宝宝找朋友教案篇四

1、复习平面图形：圆形、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学习按
图形特征进行分类。

2、产生对图形的认知兴趣。

3、培养幼儿有礼貌、爱劳动的品质。

4、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1、颜色、大小、形状不同的图形胸卡若干。

2、圆形、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等小卡片若干。

3、"家"四个(家门分别为圆形、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

1、播放音乐《我想有个家》，教师和幼儿手牵手轻轻走进活
动室，幼儿排成两排坐在小椅子上。

2、教师提问：刚才这首歌好听吗?(好听)你们知道他们的名
字吗?(不知道)老师告诉你们：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想有个
家》。

3、小朋友你们都有自己的家吗?(有)你们认识自己的家
吗?(认识)可是今天有几个小宝宝不认识自己的家了，他们正
着急地哭呢?小朋友咱们来看看是谁?(出示圆形、三角形、正
方形、长方形图形)原来是这些图形宝宝不认识是自己的家了，
小朋友咱们应怎么办呢?(帮他们找到家、把他们送回家)那你
们认识它们的家吗?(出示图形宝宝的房子)请幼儿选一个自己
喜欢的图形宝宝把它送回自己的家。(教师和幼儿一起检查有
没有小朋友把图形宝宝送错了家的)

4、图形宝宝为了感谢小朋友他们给小朋友变了个魔术。(出



示图形拼贴画两幅，引导幼儿说出每种物品是有那几种图形
宝宝变成的.)

5、图形宝宝不仅给小朋友变魔术，他们还想和小朋友们一起
玩游戏，小朋友你们喜欢玩游戏吗?(喜欢)

6、每个幼儿的胸前都贴有一个图形宝宝的胸卡，教师引导幼
儿玩《找朋友》的游戏，引导幼儿找相同的图形宝宝做朋友。

引导幼儿到外面和图形宝宝玩其它的游戏。

通过本次教学活动，让我了解了孩子对数学都很薄弱，为了
能够使他们对数学感兴趣，我准备在以后的数学活动中多加
游戏，做到让幼儿在玩中乐、玩中学的目的。真正让幼儿成
为学习的主人，不断提升幼儿的自主探究能力。

幼儿园图形宝宝找朋友教案篇五

1、能用根据图形的大小、颜色、形状特征选标记。

2、通过观察、比较、判断图形之间的相同和不同特征。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乐意与同伴合作游戏，体验游戏的愉悦。

1、黄色小蘑菇、红色大蘑菇、黄色和红色标记、大小标记若
干2、各种颜色、各种大小、不同形状的图形若干。

3、标记卡若干活动过程:

一、比较蘑菇的大小和颜色师:(出示红、黄蘑菇)小朋友看这
是什么?这两个蘑菇有什么不同?(大小、颜色不一样)师:用什
么办法可以把不一样的地方记录下来?(标记)师:(出示标记)



小朋友你们还认识这些标记吗?现在请小朋友来给蘑菇送标记,
一边送一边说什么颜色的蘑菇我送你什么颜色的标记。

师:老师给每个小朋友发一个图形宝宝,请4个小朋友一组,去
找老师给你们准备的和你们图形相应的标记卡做朋友。

师:小朋友找好了把他们贴在黑板上介绍你找的是什么?

四、师反思:这个长方形宝宝找到了大的蓝的长方形标记卡做
朋友``````五、找朋友游戏师:小朋友真聪明!帮图形宝宝们
都找到了朋友。现在我们也来玩一玩找朋友游戏。老师给你
们发图形和标记卡,如果你拿到的是图形就去找和你相应的标
记卡做朋友,如果你拿到的是标记卡就去找图形宝宝做朋友。

师:现在我们带着你的朋友一起去玩吧!

教学反思：

引领幼儿再次深入地进行探索，给幼儿留出探索的余地和延
伸的空间。整个活动，给予幼儿较宽松的氛围，教师只是充
当了活动中的支持者，鼓励者，合作者，引导者，用心倾听
幼儿的表述，并及时的梳理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