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数学比轻重教案(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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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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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数学比轻重教案篇一

1、通过比较轻重，让幼儿感知、学习比较轻重的方法。

2、让幼儿学习比较物体的轻重，并根据物体的轻重排序。

3、提高幼儿的感知觉能力。

1、衣架一个

2、三个相同的矿泉水瓶（一个装满水，一个装半瓶水，一个
空瓶）三个相同的易拉罐（一个装满水，一个装半瓶水，一
个空瓶）

3、一大一小积木若干，大小、形状相同的积木若干（按3、6、
10数量扎一起）

4、棉花沙包、豆子沙包若干、篮球、铁球、苹果、梨、桔子

5、在生活活动、区域活动中学习如何使用天平

一、出示平衡的衣架，让幼儿观察并提问：

师：小朋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衣架）它有什么作用？
（挂衣服用的）现在我挂在前面，它处于什么位置？（水
平）。请小朋友再看：我在衣架的一侧挂上一袋橡皮，你们
观察衣架有什么变化？（挂橡皮的一侧下垂）为什么会有这



种现象？（挂橡皮一侧重，另一侧没挂物品的轻），你们在
看，我在衣架另一侧挂一把尺子，你会发现什么变化？（挂
尺子的一端下垂，挂橡皮的一端翘起来）为什么会有这种现
象？或这说明了什么？（挂尺子的一端比挂橡皮一端重）

师：小朋友非常聪明，知道在平衡的衣架上挂物品，重的一
端下垂，轻的一端上翘，衣服架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哪个物体
重，哪个物体轻。

二、出示矿泉水瓶、易拉罐等相同材料的物品来比较轻重

（一）

幼儿：装满水的重；装半瓶水的轻；空瓶子的最轻（利用目
测）

教师：请幼儿验证，用手掂一掂，感知哪个瓶子重？哪个瓶
子轻？

2、按由轻到重、由重到轻排序

（二）

1、教师：矿泉水瓶透明，小朋友用眼睛看就知道，哪瓶水重，
哪瓶水轻，我这里还有三个不透明的相同的易拉罐，你们怎
么分辨哪个罐重？哪个罐轻？（一个装满水；一个空的；一
个装半罐）并按由轻到重顺序排起来。

2、一大一小的积木

3、大小、形状相同、块数不同的积木（3块扎一起；6块扎一
起；10块扎一起）

4、幼儿自由看、玩、掂，比较轻重并排序。



5、师幼一起验证幼儿操作，总结：相同的易拉罐，空的最轻，
装半瓶水的较轻，装满水的最重；相同的积木，大的重，小
的轻；大小、形状相同的积木，块数多的重，块数少的轻。

三、比较不同物品的轻重

（一）

1、大的棉花沙包、小的豆子沙包

师：请小朋友猜一猜，哪个沙包重，哪个轻？

2、篮球、铁球

师：这两个球，哪个最重，哪个最轻？

3、大小几乎相同的苹果、桔子、梨

师：这三个水果，大小差不多，用掂的方法很难比较，我们
用什么方法来比较这三个水果的轻重呢？来小朋友动手玩一
玩。

（二）幼儿玩

2、请个别幼儿验证怎样比较苹果、梨、桔子的轻重（用天平
秤，称一称）

四、比赛

两组比赛：不同轻重的物体混放，每一种两个，每组幼儿协
商每人排一种，比较同类物体的轻重，分别摆放在两个写有
轻重的箱子里，快、对的那一组为优胜组。

另换两组比赛：不同轻重、不同类物体混放，请幼儿用掂、
称等方法，按照从轻到重的顺序排序，正确的一组为优胜组。



大班数学比轻重教案篇二

1.引导幼儿步入神奇的数学领域。

2.帮助幼儿理解物体轻重所具有的相对性，掌握正确的比较
方法。

3.幼儿能够正确比较物体的轻重。

4.发展辨别、分析、归纳智力和运用智力。

5.通过各种感官训练培养幼儿对计算的兴致及思维的'准确性、
敏捷性。

图片两幅;小筐子一个;铁球、皮球、棉团各一个;绒毛玩具小
猫、小鸡、小、各两个。场地画有迷宫图。

玩法指导：

首先请幼儿画一画，把第一幅图中重的物体下面画。

比一比，比较第二幅图中桶和袋子谁重，谁轻?

试一试，完成以上任务后，幼儿在筐中用自己的方法比较铁
球、皮球和棉团的重量，将最重的给爸爸，比较重的给妈妈，
最轻的给自己。

玩一玩，三人快速来到迷宫前，放下手中的物品。手持重物者
(爸爸)走蓝线，手持最轻物品者走红线(孩子)，妈妈作裁判。

爸爸和孩子分别从起点出发，依次比较两动物的重量，取重
量重的动物前行，沿线走到终点，又快又正确者为胜。

以前，孩子们总认为大的物体就重小的物体就轻。他们是从



外在感官上去判断物体的轻重，却不知物体的轻重可以测量。
所以我设计的这节课以幼儿操作为主探索比较物体轻重的方
法。

大班数学比轻重教案篇三

1、能知道物品具有轻重不同的特征。

2、运用感官比较两个物体的轻重。

书包两只（一只空的，一只装书），笔，玻璃瓶，铁块，石
头，积木，盘子等实物，作业单若干。

1、运用感官比较轻重。

l出事装书的书包与空书包，请幼儿背一背。

提问：两个书包有什么不同？

结论：空书包轻，装书的书包重。

l幼儿分组操作，感知各种材料的轻重。

从盘中去两个物品，比比是否一样重，什么轻，什么重。

2、幼儿操作练习：该放几个苹果？

l在作业单上画上所缺的'苹果。

将操作材料摆放在数学角，巩固幼儿对物体轻重的概念。

大班数学比轻重教案篇四

1、能知道物品具有轻重不同的特征。



2、运用感官比较两个物体的轻重。

书包两只（一只空的'，一只装书），笔，玻璃瓶，铁块，石
头，积木，盘子等实物，作业单若干。

1、运用感官比较轻重。

l出事装书的书包与空书包，请幼儿背一背。

提问：两个书包有什么不同？

结论：空书包轻，装书的书包重。

l幼儿分组操作，感知各种材料的轻重。

从盘中去两个物品，比比是否一样重，什么轻，什么重。

2、幼儿操作练习：该放几个苹果？

l在作业单上画上所缺的苹果。

将操作材料摆放在数学角，巩固幼儿对物体轻重的概念。

大班数学比轻重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用眼看一看、动手掂一掂、称一称的活动，让幼儿小
朋友亲身体验到物体有轻有重，逐步加深对轻重的感受和理
解。

2．使幼儿体会到物体的轻重和物体的体积之间没有必然的联
系。



3．提高小组合作的能力，培养幼儿的探索精神。

活动准备：图片、天平秤，各种水果若干

活动重难点：通过幼儿的实际操作，能够分辨什么样的物体
轻，什么样的物体重。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

师：星期天，动物乐园可热闹了，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课件出示情境图。）

师：动物乐园来了哪些小动物？它们都在干什么？（噢，有
马、大象、小兔，还有小熊和小猴在玩跷跷板呢!）你知道小
熊和小猴谁轻谁重呢？你是怎么知道的？今天我们就来比较
一下轻和重。

二、探究新知

1、看一看，比一比

师：在动物园里有许多动物，你还知道谁轻谁重呢？你们又
是怎么知道它们的轻重的

呢？（幼儿根据已有经验进行回答）小朋友们的方法可真多
啊，下面我们来看看生活中的物体都可以怎样比较轻重吧。

2、掂一掂，比一比

师：这有两本相同大小的图书你们能看出它们谁轻谁重吗？
（你们都认为不能用眼睛



看出来）那么，你能想出什么办法比较它们的轻重呢？

幼儿操作，掂一掂。（现在请一幼儿用掂一掂的方法比两本
图书的轻重，以及其它感兴趣的物体的轻重）

3、称一称，比一比

1、出示水果提问

师：有幼儿说，他反复掂了一个苹果和一个梨，它们的轻重
不是很明确，你们想一想，该怎么办呢？（对了，我们可以
借助秤这种工具称一称，现在，我们用天平这种秤称一称。）

2、教师示范并提问

教师示范称一称，课件出示称苹果和梨的图画。问：谁轻谁
重呢？你怎么看出来的？（很多同学都看出来了，放苹果的
这边矮，说明苹果重，放梨的这边高，说明梨轻。而且，有
的同学还发现，天平秤的指针会偏向重的那边呢，可见同学
们观察的真仔细啊！）

三．幼儿操作，秤物体，比轻重。

师：下面小朋友们可以用天平来撑一撑你带来的水果，看一
看那个水果更重。幼儿自由操作教师巡回指导工具的使用方
法。

四、总结

师：小朋友们回顾一下，本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内容？比较
物体的.轻重一般用哪些方法？在哪种情况下用哪种方法？
（幼儿根据本节活动所学知识回答问题）对，小朋友们用这
些方法就可以比较两个物体的轻重了。

（比较物体的轻重有很多的办法，一眼就能看出轻重的物体，



我们可以用看一看的方法；当看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掂
一掂的方法；当掂不出又看不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称一称
的方法）

大班数学比轻重教案篇六

1、能知道物品具有轻重不同的特征。

2、运用感官比较两个物体的轻重。

书包两只（一只空的，一只装书），笔，玻璃瓶，铁块，石
头，积木，盘子等实物，作业单若干。

1、运用感官比较轻重。

l出事装书的书包与空书包，请幼儿背一背。

提问：两个书包有什么不同？

结论：空书包轻，装书的书包重。

l幼儿分组操作，感知各种材料的.轻重。

从盘中去两个物品，比比是否一样重，什么轻，什么重。

2、幼儿操作练习：该放几个苹果？

l在作业单上画上所缺的苹果。

将操作材料摆放在数学角，巩固幼儿对物体轻重的概念。

大班数学比轻重教案篇七

数学活动——比较轻重



1、通过活动让幼儿学习比较轻重的方法，并初步学会记录。

2、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

1、两个蛋壳小娃娃、一篮玩具、一桶水、一个布娃娃，苹果、
梨、柑橘各一个。

2、每个幼儿一架自制天平称、一个小篮（内装玻璃珠、木珠、
积塑等）、记录纸、笔等。

1、教师出示两个蛋壳小娃娃：“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
两个小娃娃，它们是用什么做的？（蛋）这两个小娃娃，一
个是用蛋做的，一个是用蛋壳做的。请小朋友想办法分辨出
哪一个是蛋？”

请一幼儿上前分辨，并说出方法。

教师小结：“刚才这方法叫惦一惦。”

2、出示各种玩具、材料，让幼儿分组用各种方法比出它们的
轻重。

教师：“你们用什么方法分出它的轻重？”

启发幼儿说出：端一端、提一提、抱一抱的方法比较物体的
轻重。

3、教师出示自制的天平称：“要想准确比较物体的轻重还可
以用称一称的方法。”教师在天平称一头放木珠，一头放玻
璃珠，请幼儿观察，哪边重，哪边轻。师小结：“玻璃珠重，
木珠轻，重的一头垂下去，轻的一头翘起来。”（学习词汇：
垂、翘）

4、幼儿第一次分组操作



活动—比较两种物体轻重。

（1） 请幼儿从篮子里拿两样东西比轻重。

（2） 请幼儿与同伴交流操作结果。

5、教师出示三种水果：“老师这儿有三个水果，苹果、梨，
柑橘它们谁重、谁轻？”请一名幼儿用教师的天平称，共同
得出结论后，教师在黑板的记录纸上示范记录结果。（学习
词语：不轻不重）

6、幼儿第二次分组操作活动—比较三种物体的轻重。

（1） 请幼儿从小篮子里拿三样东西比轻重。

（2） 请幼儿记录操作结果。

大班数学比轻重教案篇八

1、学习比较两个物体的轻重，能正确运用“轻”、“重”词
汇表述比较的结果。通过师幼互动游戏“抱一抱”，引导幼
儿通过目测比较两个物体的轻重。

（1）师：老师和小朋友，谁重？谁轻？为什么？

（2）学习用“”符号表示物体轻重。

师小结：我们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了老师比小朋友重，小朋友
比老师轻。

2、能用多种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

（1）出示大袋和小袋，引导幼儿通过提一提比较两个物体的
轻重。



师：雷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两个袋子，小朋友猜猜，这两个
袋子哪个轻？哪个重？

小结：看来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准确，这时你可以用手
掂一掂，再判断物体的轻重。

（2）出示苹果和梨，介绍天平，通过工具称一称，比较两个
物体轻重。

师：雷老师还给小朋友带来了苹果和梨，小朋友猜猜，哪个
重，哪个轻？（介绍天平）

小结：比较物体的轻重有很多方法，可以用眼睛看一看，用
手提一提，还可以用工具称一称。

（3）幼儿操作，尝试用多种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

第一组：乒乓球和实心球

第二组：花片和积木

第三组：实心球和绿球

师：

（1）请小朋友比一比它们谁重，谁轻？

（2）你是用什么方法判断的？

3、比较和讨论三个物体轻重，初步理解轻重的相对性。

师：（请出两个小朋友）

（2）为什么一会儿说这个小朋友重，一会儿说它轻？他到底
是重还是轻？



（3）小结：看来这个小朋友是重还是轻要看它和谁比。

4、进行3个物体重量的正、逆排序练习。

师：请小朋友根据我们三个人重量给它们排排队，怎样排呢？

5、提供材料（石头、积塑、花片），介绍材料的名称及操作
方法。

（1）幼儿操作，按照排队的顺序，用图片把它插在排序板上，
师巡回指导。

（2）师讲评幼儿操作情况。

6、自然结束活动。

大班数学比轻重教案篇九

１、尝试用多种简便的方法区别和记录物体的轻重，初步了
解轻重与大小、多少、资料等的辨证关系。

２、培养幼儿好探究、敢实践的科学精神，提高他们解决问
题的能力。

１、幼儿人手两、三个小件物体、一张记录单、一张操作单、
一支水彩笔。

２、分组资料：用裤架改制的"天平秤"、一次性透明水杯、
牛皮筋若干。

３、音乐磁带"大桶与小桶"。

（一）教师扮演哑剧"举重"，引出课题：

１、我在干什么？举了几次？每一次的`结果怎样？你觉得为



什么会这样？

（二）幼儿尝试用各种日常的资料比较物体的轻重并加以记
录。

介绍操作方法和记录要领：

２、幼儿尝试用目测和其他各种简便的方法比较盆中物体的
轻重并加以记录。

３、汇报并交流：

４、操作练习：

印章婴幼儿也想玩跷跷板比轻重的游戏，请根据纸上跷跷板
的平衡情况在两边敲上一定数量的印章。

（三）听音乐"大桶与小桶"想象搬很重或很轻的东西自然离
开活动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