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相同的教案设计意图(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找相同的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1.鼓励学生尝试用绘画、剪贴或拓印等形式来表现相同与不
同的图形。

2.体会相同与不同的图形所表现出来的美感。

教学重、难点：

本课的重点是用相同与不同的图形来组织画面。

难点是让学生用绘画、剪贴或拓印等形式，表现相同与不相
同的图形。

教学准备：

教具：课件、示范作品、各种图形、学生作品。

学具：铅笔、记号笔、油画棒、剪刀、固体胶等工具。

第一节

一、引导阶段：

今天咱们来进行一个小游戏：比眼力。

放课件，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找别扭”，每次都出现两幅



非常相似的画，请你从中找出哪些是不同的。

学生游戏。

刚才的游戏玩得不错，请优胜者说说自己成功的原因。(观察
仔细等)

二、发展阶段：

刚才咱们找的是不同的，现在请你从一幅画中找找哪些是相
同的。

放课件，大家来辨一辨、认一认。

(让学生欣赏和观察作品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图案的选择可
以是学生喜欢的物品或动物，但是图形要相对简单一些。在
这个基础上设计一个有点不同的图案，如不同颜色，不同的
图形等。)

总结：生活中，谁先学会了发现，谁就拥有了智慧和美丽。

说说刚才的画面里，相同的与不同的图形所表现出来的是什
么样的美感。

三、创造阶段：

用老师带来的各种图形摆一摆“哪些是相同的”。

小结，再次体会相同的与不同的图形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
的美感。

执教时间：5月11日——5月12日

第二节



一、导入：

上节课我们用摆的方法表现了“哪些是相同的”，现在请大
家看看小朋友们是怎样绘画“哪些是相同的”。

放课件，请学生欣赏。

二、发展阶段：

示范：

制作作品，可以先画一个图形，再反复剪出或印出几个相同
的图形，把其中一个图形涂上不同的颜色，或者将其中一个
画成不同的图形，然后贴在底板上做好。

三、创作阶段：

作业要求：

?用绘画、剪贴或拓印等形式，表现相同与不同的图形。

指导中，应鼓励学生用多种形式来进行创作。

作品完成后，可组织学生互相来辨一辨、认一认。

拓展

?可利用各种废弃材料来做立体的图形。

教学评价

?能否在作品中体现相同与不同的图形。

?能否积极参与班级的自评或互评的活动。



执教时间：5月15日——5月17日

札记：在导入阶段我找了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找别扭”，每
次都出现两幅非常相似的画，请学生从中找出哪些是不同的。
学生游戏后我说：刚才的游戏玩得不错，请优胜者说说自己
成功的原因。学生说是因为自己认真观察了哪些是相同的。
借此我引出了课题。小游戏的运用让孩子们既亲切，又感兴
趣。

找相同的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一组物品的色彩、图案等细节发现相同的物品，
并将相同的物品放在一起。

2、能按教师的指令操作，并愿意边操作边讲述。

3、乐意参与科学活动。

4、发展幼儿的观察、分析能力、动手能力。

5、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活动准备：

教具：5张小熊的图卡（颜色和装扮各不一样）贴在教师身体
的各个部位，有口袋的围裙（当作一个小熊的家），透明文
件袋4个（分别当作其他小熊的家）贴在4张大椅子，幼儿操
作大图。

学具：每人2张小熊图卡（1张是大家和教师一样的小熊，还
有一张分别和教师的其他小熊图片是一样的），幼儿用书，
彩笔一支，人手一个小篓子。



活动过程：

一、热身游戏：找小熊

1、教师：“我身上藏了许多小熊，请你们把它们找出来好
吗？”

2、教师念儿歌：“找小熊，找小熊，我的小熊在哪里？”请
个别幼儿找出来。

3、教师将找到的小熊图卡展示在展板上，请大家向小熊们问
好。

二、问题解决

1、教师戴上贴有小熊标记的围裙，请幼儿找出和围裙上一样
的小熊。

教师：“这是小熊的家，请你们找出一只和它一模一样的`小
熊。仔细看一看，比一比，它们什么地方是相同的？”

2、教师引导幼儿边送边说：“小熊，我送你回家。”

3、请幼儿在自己的篓子中找出和围裙上相同的小熊并将小熊
送回家，教师提醒幼儿边送边说“小熊，我送你回家”

4、出示另外的4只小熊的家，请幼儿仔细看一看小熊家的标
记，并将自己的小熊送到和标记相同的家里，教师提醒幼儿
边送边说：“小熊，我送你回家”。

5、集体检查：看一看每个家里的小熊是不是相同的。

三、操作练习

1、出示挂图，介绍操作内容与方法。



教师：“麦斯一家都有自己爱吃的东西，看一看他们手上拿
的，再看看桌子上有些什么食物？”“请找出和她们手上一
样的东西，然后用一条直直的线把它们连起来”。（教师先
示范将相同的两个物品旁的点点用直线连起来，然后请幼儿
徒手练习）。

2、幼儿操作，教师巡回观察与指导，提醒幼儿从点点开始到
连线。

3、师幼一起检查操作结果。

教学反思：

此次活动的内容还需要创新，提高难度。在找相同中，要提
升活动的梯次性，要有层层递进的过程，教师要挖掘新的内
容，填充活动，使活动变得有创新性。

小百科：相同两种事物对比其中一方没有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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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草和大树一样，具有生命体的共同特征。

2、大树和小草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植株的高矮、茎的粗细和
质地。

3、大树和小草都有生长在土壤中，都有绿色的叶，都会开花
结果，都需要水分、阳光和空气。

过程与方法

1、用简图画出小草的主要形态特征，能看懂维恩图的表达方
式。



2、情感、态度、价值观：

3、体会到小草和大树一样，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具有
爱护小草，不践踏不草的意识。

教学重点

找大树和小草的相同点，体会陆生植物生命体的特征。

教学难点

看懂维恩图的表达方式。

教学准备

分组材料：几种常见的小草，有三叶草(黄花酢浆草)和狗尾
草;一条樟树枝和它的果实、叶片。

教学过程：

一、认识常见的小草

2.教师指导：对不知名的小草怎么认识?提供认识的方法及资
料。

二、观察记录狗尾草

1.教师引导：在校园、田野、路旁、果园中都能找到狗尾草，
为什么叫狗尾草?是呀，它的果实串毛茸茸的，很像狗尾巴。
它是一年生杂草，各地都有分布。

2.观察记录要求：运用前面学过的观察顺序、观察方法、记
录方法来观察记录一株狗尾草。

3.小组学生活动：观察狗尾草，我们用简图把它的样子画下



来。上台描述互相补充：这是我们观察的狗尾草。(能把狗尾
草的主要特征根茎叶果实大致画下来即可。)

4.组间活动：比较不同的草，找出它们的相同和不同。(启发
引导：从植物器官及生存环境、生长年限、生长变化规律等
方面比较)不同的小草千姿百态，各有差异，但是它们之间存
在着很多共同特征，说说你对小草的想法，是呀，小草虽小，
但也十分可爱，我们应当呵护它们。

三、比较樟树和狗尾草

1.引导讨论：可以从哪些方面比较樟树和狗尾草的相同和不
同之处?

2.交流汇报：樟树和狗尾草的相同和不同。引导学生了解：
像樟树茎一样的茎叫木质茎，像狗尾草一样的茎叫草质
茎。(让学生在汇报中能使用这些词语即可，不要求对概念进
行背诵，以下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例同。)

四、作业

1.比较汇报内容：总结大树和小草的不同之处，记录在下面
圈图的非交叉位置中。

2.全班讨论：大树和小草有哪些相同之处，记录在下面圈图
的交叉框内。

五、板书

大树小草区别

常见的植物根茎叶

反思



找相同的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教学目标：

1、通过搭一搭、分一分、看一看、摸一摸，从实物抽象出图
形，对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有一定的感性认识，知道
这些形体的名称和特征，能识别这些形体。

2、感知平面与曲面，发展初步的观察能力和空间观念，感受
数学的美和数学思想方法。

3、培养与人合作的意识，发展初步的实践能力，感受数学与
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点、难点：发展初步的观察能力和空间观念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激趣导入

介绍物体

（1）个别介绍物体。

“小朋友，你们在课前收集了很多各种各样形状的物体，今
天，我们一起来玩一玩，好吗？

在玩之前，谁愿意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物体来介绍一下：你带
来的是什么？它的形状是怎么样的？”

（学生介绍）

生1：我带来的是一个球盒子，它长长的，有一个面是圆圆的，
还有两个面是圆形的，平平的。



生2：我介绍的是一个药盒，它的形状是长方体，有6个平平
的面，还有8个尖尖的角。

生3：我手里的这个是魔方，它是方方正正的，也有6个平平
的面，8个尖尖的角。

生4：我带来的是一个球，它是圆圆的，能滚来滚去。……

（2）同桌介绍物体。

“这么多的小朋友都想来介绍自己带来的物体，那你就看一
看、摸一摸，然后介绍给同桌小朋友听听。”

（学生活动，同桌介绍。）

二、思索探究交流共享

1、分类。

“刚才通过小朋友的介绍，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物体，
都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老师从小朋友当中拿了几个，
也带了几个，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吗？”

（出示各种形状的物体）

2、出示名称。

“每类形状的物体，他们都有个共同的名字，你们知道
吗？”

（出示：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

3、抽象成几何图形。

“刚才小朋友通过观察，发现这四类形状的物体，都有着各



自的特点。”

“现在我们脱去它们的花外衣，你还能认出它们吗？谁来给
它们找找自己的家？”

（4名学生分别把图形贴到黑板上）

“闭上眼睛，想一想这四种形状。”

4、举例欣赏。

“请你找一找、看一看、想一想，在我们的周围，还有哪些
物体的形状是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呢？先说给同桌小
朋友听听，看谁找得多、说得多？（反馈）”

生1：空调接近长方体的。

生2：日光灯的灯管是圆柱；吊扇的杆子也是圆柱。

生3：篮球、乒乓球都是球。

生4：魔方、骰子形状是正方体的。……

归纳：“生活中这些形状的物体随处可见，用处可大了。”

（课件欣赏）

初步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通过生活举例，进一步认识物体，用数学的眼光去看待生活
问题。

三、反馈完善，深入感知。

1、你能找到它们的朋友吗？



2、下图中有哪些图形?

长方体有（）个，正方体有（）个，

圆柱有（）个，球有（）个。

3、猜一猜

圆圆鼓鼓小淘气，

滚动起来不费力。（球）

正正方方6张脸，平平滑滑都一样。（正方体）

上上下下一样粗，放倒一推就滚动。（圆柱）

长长方方一物体，平平稳稳随处见。（长方体）

4、总结

1.今天，我们和谁成了好朋友？学到了哪些知识？

2.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朋友，课后，
大家再去找找吧！

找相同的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主备人：王洁

坡头镇五星小学

认识物体

【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

1．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操作和观察,使学生初步认识长方体、
正方体、圆柱、球；知道它们的名称，并会识别。

2．培养学生善于动手操作、观察的能力，初步建立空间观念，
发展学生的想象能力。

3．通过学生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合作、探
究的意识。

【重点难点】

初步认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的实物与图形，初步建
立空间观念。

【教具准备】

各种形状的物体、图形卡片。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老师：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物
体，今天我给大家带了几样（字典、笔筒、乒乓球、积木、
粉笔盒、八宝盒、茶叶盒……），你们认识吗？请把你们带
来的物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四人一组。把形状相同的物体
放在一起。（学生动手操作）

老师：说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分？

学生：（能够说出简单的理由即可）。

二、动手操作，认识物体的名称。



1．动手分一分，建立表象。

（1）分组活动。（把形状相同的物体放在一块）

（2）教师巡视、纠错。

2．提示物体的名称。

老师：我这里也有许多常见的物体，谁能给老师把它们分开？
（叫一个同学上来分组。）

老师：小刚同学分的好。（顺手拿出长长、方方的物体）我
们叫它长方体。（板书：长方体）说说你有几个长方体。
（学生数，老师指正。）

（依上方法，介绍其他三种物体名称。）

3．动手摸，感知特征。

（1）让学生动手摸，细观察，分好各种物体，然后同桌相互
交流感受和发现。

（2）老师点拨指导，学生交流。

总结：长方体--相对面大小一样；

正方体--四个面相等；

圆柱和球能任意滚动，但圆柱有两个大小一样的平面。

4．让学生闭着眼睛想像四种物体的样子。然后按要求摸出长
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

三、巩固练习。



1．找朋友。

教科书第69页第1题，让学生说说各物体的名称。

2．数图形。

教科书第69页第2题。

3．分组活动。

学生拿出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和球四种物体搭一搭，看看
又会有什么发现。

通过活动，使他们发现，球没有平面，和圆柱一样能滚动。

四、全课总结。

1．这节课大家学会了认识物体。

2．放学回家后，找一找生活中哪些物品的形状是长方体、正
方体、圆柱和球。

五、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69页第3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