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多重教案北师大教案 大班两斤有多重
社会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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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重教案北师大教案篇一

名称：两斤有多重

目标：

1、初步感知水果的重量大小、多少与水果重量的关系。

2、能熟练使用弹簧秤。

准备：

1、弹簧秤若干(贴有两斤标志)

2、各种水果

3、笔、纸、记录板若干

过程：

一、引起兴趣

二、幼儿假设

教师鼓励幼儿大胆想象



自由分组幼儿记录自己的假设内容

三、幼儿实验

重点观察幼儿称的物品，以及记录的方式

四、交流分享

幼儿相互交流实验的结果

相互解答问题

总结：重量相同、水果不同、水果数量可能不一样。

重量相同、水果相同、数量可能不一样

有多重教案北师大教案篇二

1、让幼儿初步认识天平，并了解它的用途。

2、让幼儿通过观察、理解、验证等活动，初步体会等量代换
的等量关系。

3、通过活动，培养幼儿的推理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发展幼
儿的思维，初步形成观察、分析及推理的能力。

故事挂图《比比有多重》；天平卡片；牛奶卡片；果冻卡片；
棒棒糖卡片；“=”卡片；胡萝卜卡片；菜花卡片；西红柿卡
片。

水果卡片；铅笔‘橡皮；蜡笔

一、导入活动：

1、教师出示故事挂图《比比有多重》，讲故事并引导幼儿回



答问题。教师：“老师是用什么来称物品的呢？”

“两盒牛奶的重量等于几根棒棒糖的重量呢？”

二、集体活动：

1、认识天平，为下面的教学做铺垫。

教师：“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个新朋友，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吗？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幼儿可根据已有的经验自由回答。

教师：“这是天平，它可以用来比较物品的重量，如果天平
的指针指在中间不动了，这样两边的重量就相等，今天‘天
平’将和我们一起学习‘等量代换’的'知识。”

2、认识天平，为下面的教学做铺垫。

教师依次取出天平、牛奶、果冻、棒棒糖。

教师：“两盒牛奶的重量等于几个果冻的重量呢？”（摆放）

教师：“老师把两盒牛奶取下来，放上几根棒棒糖，天平才
能平衡呢？”引导幼儿看教师摆放的两个等式（两个等式横
向排列），然后提问幼儿。

教师：“2盒牛奶的重量等于几个果冻的重量，等于几根棒棒
糖的重量呢？”将两个等式合并，摆出下列等式：

教师：“老师又要考考小朋友了，1盒牛奶的重量等于几根棒
棒糖的重量呢？”

4、教师创设农民伯伯卖菜的场景，设置等量代换的条件，完
成推理。



教师：“小朋友们，农民伯伯们正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种的蔬
菜，4个胡萝卜可以换2个菜花，1个菜花可以换3个西红柿，
小朋友们4个胡萝卜能换几个西红柿呢？”

三、操作活动：

第一组：教师引导幼儿观察水果等式，找出等量关系，完成
操作。第二组：教师为幼儿出题目。

教师：“4支铅笔可以换2块橡皮，1块橡皮可以换3支蜡笔，
小朋友们，4支铅笔可以换几支蜡笔呢？”

让幼儿利用铅笔、橡皮、蜡笔按老师给的代换条件，完成操
作。四、延伸活动：

1、园内延伸：

（1）教师可带领幼儿去户外坐跷跷板，在玩的过程中告诉幼
儿跷跷板的平衡原理跟天平是一样的。

（2）园内完成《操作册》41、42页。

2、家庭延伸：

（1）家长可以从生活中找一些可以进行等量代换的物品，创
设等量的条件，让幼儿自己动手尝试一下，退出正确答案。

（2）家庭完成《亲子册》41、42页。

有多重教案北师大教案篇三

1.结合具体生活情境，感受并认识质量单位千克和克，了解1
千克和1克有多重。



2.掌握1千克=1000克，并能进行简单的换算。

3.体验数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感受数学就在身边，提高对
数学知识的应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设计意图〗

本单元主要是让学生感受并认识质量单位克、千克、吨，教
材安排先认识千克和克，再认识吨。虽然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都接触过物体轻重的问题，但对质量单位还缺乏认识，而且
质量单位不像长度单位那样直观、具体，所以不能只靠观察
得到认识。为了使学生获得克、千克的明确概念，我为学生
准备了充分的教具、学具和实物，如：每个小组一个台秤、
天平和一个体重计，还有许多盐、水果等物品。在学习活动
中教师要注重活动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联系起来，以
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再结合具体情境让学生开展各种实
际操作活动，让学生在猜一猜、掂一掂、称一称、算一算、
比一比等实践活动中去体验、去感受。

本节课的教学以实践活动为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
学生各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数学是来源
于生活的，使学生体会1克、1千克有多重。本节课主要采取
小组合作学习方式，异质分组，为成员之间互相帮助提供了
条件，组内设有组长、汇报员、记录员来组织和调控整个学
习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通过动手“做数学”亲自体验获得
知识的快乐，同时养成学生乐于与同学交流想法的习惯。

设计思路

1.创设情境。

在教学中结合实际为学生提供有趣的、丰富的情境，使学生
感到数学就在自己身边，从而体会学习数学的乐趣和数学价
值;同时让学生在情境中发现矛盾，引起思考，激发学生用数



学知识去解决发现的问题。

2.构建新知。

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出发，让学生经历从实际问题抽象出数学
模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自主探索”为核心，
将“合作交流”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设计生动有趣、直观形象的数学
教学活动，如猜盒子、称物体、称体重等，让学生在这种情
境中学习数学、理解数学和发展数学。

3.应用拓展。

使学生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生活中处处用数学”。
利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体会数学在生活中的作用以
及学习数学的必要性。

〖学校及学生状况分析〗

学校有一流的教学设施，为教学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班级现
有学生42人，其中大部分能够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乐于
动脑，敢于向困难做斗争。由于学生的生活背景不同，所接
触的事物及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有所不同，因此出现了个体差
异。针对这些问题，我采取的对策是：创设愉快的教学情境，
利用有趣的数学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挖掘教材及学生
的潜力，根据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做到因材施教，使每一
位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境，初步感知

教师自制两个相同的盒子，其中一个是空的，另一个里面装



满砝码，将每个盒子系上细绳。

师：请同学们猜一猜哪一个盒子能将绳子拉断?(学生争先恐
后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教师将绳子向上拉，装砝码的绳子
被拉断。)

师：同样的盒子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生猜到一轻一重，
之后让学生掂一掂这两个盒子，感受它们的轻重。)

(给孩子创造了猜测和判断的机会，让他们在判断中树立自信
心。)

师：我知道同学们都喜欢做游戏，现在我们做“背一背”的
游戏好吗?(教师选择三名学生，一位同学背另两位同学，并
说一说背的感受。)

(这一富有情趣的、生活中常见的活动，让学生感知物体的轻
重，并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愿望。)

(二)实践体验，建立概念

1.认识秤。

师：要知道物体到底有多重该怎么办呢?

生1：用手去掂一掂。

生2：用秤去称一称。

师：谁能介绍一下你都见过哪些秤?(让学生将课前搜集的图
片展示给大家。教师也准备一些图片，如：玻璃体重计、婴
儿秤等。)

2.建立千克的质量观念。



(1)称一称。

师：今天我们要用台秤和天平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你们
认识台秤吗?(主要让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向大家进行简单介
绍，教师补充。)

师：你们都是生活中的有心人，大家对台秤有了初步的了解，
下面我们就以小组为单位，称一称两袋盐的重量。(小组人数
不宜太多，2～4人学习效果比较好，要求小组长监督每一位
学生读出台秤上的数字。)

学生开始活动，教师参与到学生活动中去，给予指导和帮助。
小组汇报。

师：哪个小组先说一说这两袋盐有多重啊?

生1：我们小组称的两袋盐是1千克。

生2：我们小组的盐差一点点到1千克。

师：也许是我们在调秤的时候有点误差，总之它是非常接近1
千克对吗?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1千克。

师：在台秤上你们看到“千克”的字样了吗?

生：没有，我们看到了“kg”。

师：“kg”就是……

生：是千克的英文名字。

教师在千克的下面板书：kg。



(2)掂一掂。

师：请同学们把两袋盐放在一只手上掂一掂，感受一下1千克
有多重。教师边说边示范，然后学生开始活动。

教师与学生一起活动，同时搜集来自学生的信息。

师：感觉怎么样?

生1：很重。

生2：掂时间长了感到很累。

师：请记住这个感觉，现在我就要考考你们的感觉准不准。

(3)估苹果。

师：请你估计几个苹果的质量大约是1千克，然后和小组的同
学商量一下，并把这几个苹果装在袋子里，轮流掂一掂，找
一找掂盐的感觉。

学生选的数量各有不同。

师：每个小组都选好了苹果，在台秤上称一称吧，看你们估
计得准不准。

通过实践，验证了自己估计的结果，有的小组估计的质量差
很多，于是迫不及待地向秤里面添苹果。

师：请同学们在小组内再说一说1千克苹果大约有几个。

生1：老师，我发现我们小组选的苹果差不多大。

生2：我发现如果是小苹果数量就多，如果是大苹果数量就少。



生1：我觉得2瓶水的质量大约是1千克。

生2：我认为4本书大约1千克。

生3：老师，你的包大约是1千克。

生4：10枝钢笔的质量大约是1千克。

师：好，现在请你们把自己估计的物体拿过来，实际称一称，
看看它们到底多重。

称过之后，学生发现了自己估计的质量与1千克的差距，教师
要求差得多的同学再掂一掂两袋盐，重新感受之后，再去估
计。估计两瓶水的小组称过之后，结果是1千克多一点，当看
到这个结果时，小组的成员都兴奋得跳了起来。

(4)称体重。

3.建立克的质量概念。

(1)猜一猜，称一称。

师：刚才每个小组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个
猜一猜的游戏好吗?猜一猜我手里的1角硬币有多重?(学生猜
到1克、3克、10克各有不同)

师：我们来称一称。(向学生简单介绍天平的使用方法)

结果是1??1克，教师板书：克和g。

(2)掂一掂。

师：原来1枚1角钱的硬币大约有1克重，现在把这枚硬币放在
你们的小手上掂一掂感受1克的质量;然后再把小组同学的硬
币放在一起看是几克再掂一掂。



(3)找一找。

师：谁能说一说生活中哪些物体的质量大约是1克重?

生1：我的铅笔头。

生2：一片药。

教师将学生说的物体称一称来验证他们估计的结果。

有一名学生张朝宇说：“我的钮扣可能比1克多，因为它
大。”另一生吴瀚反驳道：“那不一定，你的扣子要是木头
做的呢?”张说：“木头做这么大也能超过1克。”吴又反驳
道：“也许它还是空心的呢?”

这时教师并没有急于插话，一番争辩之后，教师提出一个问
题让学生思考：1千克的棉花和1千克的铁哪个重些?有的学生
不假思索地说铁重。小组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同样重。

师：请你们做个手势1千克铁有多大、1千克的棉花有多大。

师：再想想刚才的钮扣问题，你们想说点什么?

生：大的物体并不一定重，小的物体不一定轻。

4.自主探索千克和克的关系。

学生活动后小组汇报。

小组1：我们小组认为1千克和1000克相等，因为我们小组的
大袋盐是1000克，放在秤上正好是1千克。

小组2：刚才我们称这两袋盐是1千克，我们又称了一袋盐
是500克，所以我们小组也认为1千克=1000克。



小组3：我们小组不是称的，是看出来的，你看一袋盐上面写
着500克呢!

有的小组没有得到这样的结论，教师让他们用其他小组的方
法验证一下获取这个结论。

师：今天你们开心吗?有什么收获呀?回家要跟爸爸妈妈讲一
讲，然后再称一称家里的物品。

北师大三年级数学下有多重教案

有多重教案北师大教案篇四

天平、砝码或各种不同重量的物体（小木块等）

成品

让幼儿在天平两边分别摆放砝码或小木块等材料，通过增减
个数，感知轻重变化。

在天平一侧放上称量物，另一侧加砝码，看看放多少眩码能
让两侧保持平衡。

随意在两侧托盘上放小物品，看怎样让天平保持平衡。

在玩的过程中指导幼儿认识天平，了解其在生活中的应用。

指导幼儿在游戏中感知物体的轻重，不需要确切的称量结果。

指导幼儿通过不断地替换物品，了解只有两侧物体的.重量相
同，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指导大班幼儿用符号或数字记录称量结果，并进行简单的计
算。



有条件的幼儿园可以提供各种称量工具，如：托盘天平、杆
秤、弹簧秤等。

可提供支架、横杆、两个大小相等的托盘，让幼儿自制简易
天平。

有多重教案北师大教案篇五

1、初步感知水果的重量大小、多少与水果重量的关系。

2、能熟练使用弹簧秤。

1、弹簧秤若干(贴有两斤标志)

2、各种水果

3、笔、纸、记录板若干

教师鼓励幼儿大胆想象

自由分组幼儿记录自己的'假设内容

重点观察幼儿称的物品，以及记录的方式

幼儿相互交流实验的结果

相互解答问题

： 重量相同、水果不同、水果数量可能不一样。

重量相同、水果相同、数量可能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