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科学教案比高矮反思 中班科
学教案比高矮(优秀8篇)

中班教案可以帮助教师系统地组织教学内容，确保教学目标
的达成。如果你正在为编写安全教案而困扰，不妨看看以下
范文，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

中班科学教案比高矮反思篇一

一、活动目标：

1、学习用正确的方法比较高矮，感知两个或三个物体的高矮。

2、初步理解掌握“高”“矮”的相对关系。

3、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乐于和同伴分享快乐。

二、活动准备

1、环境准备：入口处摆放一个小拱门。

2、幼儿准备：画有高矮不同的三棵树的练习纸。

三、指导要点

1、活动重点：感知高矮，学习比较高矮的`方法。

2、活动难点：理解高矮的相对关系。

3、指导要点：引导幼儿用目测、对比的方法比较高矮，初步
了解比较高矮是需要参照物的，是相对的。

四、活动过程



1、初步感知高矮。

（1）请幼儿入场。（幼儿依次从入口的小拱门下走过）

（2）提出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走过的时候要弯腰才能过，
有的人走过的时候不需要弯腰呢”幼儿自由讨论并发言。

（3）教师总结：小朋友有的高，就要弯腰才能过。有的矮，
就不需要弯腰。

2、比高矮，初步了解比高矮的正确方法。

（1）教师和幼儿比高矮。

教师站在地上立正，幼儿站在地上立正，比一比，谁高谁矮？

“老师比小朋友高，小朋友比老师矮”。

（2）幼儿之间比高矮。

小结：比高矮的正确方法，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比。

3、初步理解“高”和“矮”的相对关系

（1）请一高一矮两个小朋友比较，再让高的小朋友跟老师比
较或让矮的跟更矮的小朋友比较。让幼儿理解比较高矮是相
对的。

（2）分别请三个小朋友从高到矮排队，并分别说出谁高谁矮，
谁比谁高，谁比谁矮。

（3）幼儿练习：请幼儿给高矮不同的三棵树涂上不同颜色，
并按从高到矮、从矮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序。老师巡回指导、
评价。



（4）游戏：找个朋友比一比。

幼儿边拍手边念儿歌：“找、找、找，找朋友，找到一个好
朋友，立正，比一比，我是高来还是矮。”游戏反复进行2~3
次。

幼儿每次找不一样的朋友，说说比高矮的结果。说出；“我
和xx一样高”、“我比xx高，xx比我矮”等。

4、延伸活动：

在活动室，鼓励幼儿可以找任何物体或小朋友和自己比高矮。
并能用语言表述出来，如：我比画高，画比我矮；我和栏杆
比，我高、栏杆矮等等。提醒幼儿要站在同一平面上做比较。

五、评价要素

是否掌握比较高矮的方法，发现高矮的相对性。

六、活动建议

1、回家和爸爸、妈妈分别比高矮，如果小朋友和爸爸、妈妈
三个人一起比高矮，该怎样比？把比的方法告诉大家。

中班科学教案比高矮反思篇二

活动准备

1.教师演示图片。

（1）小猴。

（2）小猴和长颈鹿站在同一平面上比高矮。



（3）小猴站在椅子上和长颈鹿比高矮。

（4）小兔、小猴、长颈鹿站在同一平面上比高矮。

2.分组操作材料。

（1）玩具比高矮：各种玩具、记录表、笔。

（2）最高和最矮：图片、笔。

（3）高矮排排队：高矮不同的瓶子。

活动目标

感知高矮的相对性。

乐意参与比较高矮的操作并用语言交流表达。

尝试用目测的方法比较高矮，知道要在同一平面上比较高矮。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景、激趣引入。

引导语：听说今天森林里在举行比较高矮大赛，让我们一起
去看一看。

二、问题引导，学习方法。

1.问题1：小猴子说自己最高？对吗？为什么？

小结：小猴子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高矮是要通过比较才知
道的。

2.问题2：小猴子站在椅子上和长颈鹿比高矮，这样做对吗？



为什么？

小结：比较高矮要在同一平面上，否则得出来的结果就不准
确了。

3.问题3：小猴子到底是高？还是矮？为什么？

小结：和不同的对象比高矮，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
为高矮是相对的'。

三、操作比较，巩固认知。

1.幼儿相互比较高矮。

（1）提出活动要求：三个人一组，两个背靠背，另一个观察
比较。

（2）鼓励幼儿用较完整的语言表达比较结果。

（3）小结幼儿活动情况。

（4）经验拓展：用身高仪进行测量得出的结果比用眼睛观察
更准确。

2.幼儿操作。

（1）介绍操作材料和要求：每个小朋友桌上都有一张图，图
上有许多高矮不一样的积木，请小朋友给最高的积木涂上绿
色，给最矮的积木涂上红色。

（2）幼儿分组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四、谈话小结。

小朋友们平时区域活动的时间可以选择不同的材料继续比较



高矮。我们生活中许多物品也可以比较高矮，大家可以用今
天学到的本领再去试一试。

延伸活动

区域活动：在科学区提供各种比较高矮的材料，引导幼儿继
续操作比较。

生活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比较高矮。幼儿教育网

中班科学教案比高矮反思篇三

（第9――－10页，完成第12页的第5题―――第9题）

1、养学生认真观察事物的良好习惯，体会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2、使学生体会到长和短也是相对的，进一步建立比较的意识。
在比较的过程中，差别比较明显的`，可以直接感知得到结论，
差别不明显的，就要利用数量进行刻画，再比较。

3、学生在不同的解题策略过程中，选择自己认这最为适合的
方法，培养学生的优化意识。

教学重、难点：在比较过程中，差别比较明显的，可以直接
感知得到结论；差别不明显的，就要利用数量进行刻画再比
较。

教学准备：师生共同准备：长短不同的绳子、铅笔、纸条、
玩具等

准备：三个大小不同的小人卡片；二瓶大小相同的汽水和豆
奶

（1）问：你喜欢《神探柯南》中柯南吗？柯南抓坏人可能干



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观察事物非常仔细，细小的差别也能
看出来。今天我们就学习他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精神，看谁
观察最仔细！

1、活动之一

老师拿出二根长短不同的绳子，请学生认真观察：

看看你发现了什么？

你能用一句话完整的话来描述它们呢？

2、活动之二

a：教师拿出二根长短不同的尺子，请小朋友比一比，看一看
谁比谁长，谁比谁短？

b：请每个小朋友拿出一支铅笔，然后比一比，看一看，谁比
谁长，谁比谁短？（同桌互相说）

3、活动之三

师：请每个小朋友拿出自己的两只小手比一比，看一看你又
发现了什么？

板书：一样长

4、活动之四

1、教师任意指二名高矮不同的学生上台比高矮，并请小朋友
说一说：谁高，谁矮？

（学生随意回答）

教师小结：高矮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5、活动之五

1、比较谁喝的多

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二瓶饮料，我要请二个小朋友来喝，
谁想来？

先请大家比较它们的多少，然后让两个小朋友背对着大家喝，
然后问其中一个小朋友：

（1）你认为自己与他相比，谁喝的多？其他朋友有什么看法？

（2）小组讨论：想一想，到底是谁喝得多？为什么？

教师小结：能从剩下的水比较出谁喝得多，真了不起！

a：让两个学生上台比较高矮（故意让其中一个学生踮着脚）
学生马上会叫：“不公平”。师：为什么不公平？让学生明
白：事物比较，要在同一起点上。

b：第12页的第5题―――第9题，学生独立完成，然后集体订
正，看一看有谁能得到一张小笑脸。

1、自我评价。

2、学生互评

3、全班进行评价。

中班科学教案比高矮反思篇四

1、感知物体的高矮，学习用正确的方法比高矮。

2、初步掌握高矮的相对关系。



3、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感受活动所带来的快乐。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发展动手观察力、操作能力，掌握简单的实验记录方法。

1、环境准备：入场处悬挂的小铃铛。

2、幼儿准备：画有高矮不同的三棵树的练习纸。

1、活动重点：感知高矮，学习比较高矮的方法。

2、活动难点：理解高矮的相对关系。

3、指导要点：引导幼儿用观察、对比的方法比较高矮，初步
了解比较高矮是需要参照物的。

1、体验高矮。

(1)带幼儿入场。(幼儿依次从入场悬挂的小铃铛下走过)

(2)提出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走过的时候小铃铛响了，有的
人走过的.时候小铃铛没有响呢?”

(3)教师总结：小朋友有的高，就碰到了小铃铛。有的矮，就
没有碰到小铃铛。

2、比高矮——比高矮的正确方法。

(1)教师和幼儿比高矮。

教师站在地上立正，比一比，谁高谁爱?

学说：老师比小朋友高，小朋友比老师矮。



(2)幼儿与幼儿比高矮。

两个幼儿站在不同的高度比高矮(再对调位置进行比较)。

引导讨论，两个人比高矮应该怎么比才是正确的?

小结：比高矮的正确方法，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比。

3、初步理解简单的高矮的相对关系。

(1)请一高一矮两个小朋友比较，再让高的小朋友跟老师比较
或让矮的跟更矮的小朋友比较。让幼儿理解比较高矮是需要
参照物的。

(2)请三个幼儿排队(从高到矮)，并说出谁高谁矮，谁比谁高，
谁比谁矮。

(3)请幼儿为高矮不同的三棵树涂三种不同的颜色。

(4)游戏：找个朋友比一比。

幼儿边拍手边念儿歌：“找、找、找，找朋友，找到一个好
朋友，立正，比一比，我是高来还是矮。”游戏反复进行2-3
次。

要求幼儿每次找的对象不一样，游戏后请幼儿说说比的结果。
要求用语言正确表达：“我和xx一样高”“我比xx高，xx比
我矮”。

4、延伸活动：

到操场上去找任何一种物体与自己比高矮。并能用语言表达
出来，如：我和大树比，树高我矮;我和栏杆比，我高栏杆矮。
提醒幼儿要站在同一水平面上做比较。



我觉得这节科学活动课很有趣，跟我们的生活比较靠近，所
以幼儿也很容易理解，这节活动课我比较关注幼儿的操作，
所以在设计幼儿操作环节是用了层层递进。如第一组：两两
比较，分出高矮。第二组：在一组物体中找出最高和最矮的
物体。第三组：按高矮排序。第四组：目测物体高矮。这样
操作的目的性比较明确，层次清晰，由易到难的让幼儿能根
据自身情况多层次的选择操作。最后，我通过游戏《找朋友
比高矮》让幼儿理解物体高矮是需要参照物的。

虽然我的设计很好，幼儿也很积极的参与，但是还是存在一
些不足的地方如：在幼儿两两比较高矮时应该要为幼儿提供
一些大型积木、椅子等，让幼儿有机会站在不同水平面比较，
能自己寻找出比较高矮的正确方法。同时将高矮的相对性引
出，使层次与层次之间过渡自然，还有在时间把握上我没有
调配好，导致最后的找好朋友环节有点匆忙的就结束了，而
且场面有点乱，原因是自己在游戏之前并没有给幼儿正确的
指令，只是含糊的说了一下，幼儿游戏起来才那么的乱，所
以今后我要多加细心，规范语言，给幼儿最明确的指令，让
他们明白，也把每一节课都上了很好!

中班科学教案比高矮反思篇五

引导幼儿比较两种物体的高矮，懂得高与矮的比较是相对的。
培养幼儿比高矮的兴趣，发展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1、悬挂气球，同样大小的红色、绿色大长方体积木各一块，
两张小鸡和小鸭图片，一把贴绒小椅子。

2、每人一份高矮不同的材料：红色、绿色的小长方体积木、
圆柱体积木各若干，木珠若干，大小不同的量杯各一个，套
管、盘子各一个。（盘子的正面有方格，反面有凸钉）

1、谁拍到了气球



请甲乙两名幼儿来拍悬挂着的气球（不能踮起脚或跳跃），
可看到甲拍到了气球，乙却拍不到。（教师为什么甲拍到了
气球，乙却拍不到——引出比高矮话题）

2、与同伴比高矮

幼儿两两组合比高矮（也可以和老师比），讲出谁高、谁矮
或两个人一样高。自由交换伙伴再比，可多次进行。（教师：
甲和乙比，甲高乙矮；甲和丙比，甲矮丙高）

3、比用具

4、比积木

教师出示红色、绿色长方体大积木各一块，变换摆放方法，
让幼儿观察比较：两块积木平放——一样高；红积木竖起来，
绿积木平放——红高绿矮；红积木平放，绿积木竖起来——
红矮绿高。教师拿掉红积木，问：绿积木是高还是矮？（幼
儿无法比）由此使幼儿懂得了一种物体不能比出高矮，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物体之间才能比出高矮来。

幼儿人手一份高矮不等的'材料进行比较。

1、让幼儿用同样方法将相同数量的小长方体积木在桌子上搭
高。（教师问：你们谁搭得高，谁搭得矮？幼儿：一样高）

2、让幼儿将相同数量的木珠穿入套管，再插在凸钉盘上，相
互比高矮。（教师：看看谁插得高，谁插得矮？幼儿：一样
高）

3、让幼儿将大小不同的两只量杯比高矮。（教师问：哪只高，
哪只矮？幼儿：大杯高，小杯矮）

4、请幼儿把6块红圆柱体积木搭在一起，再把5块绿圆柱体积



木搭在一起，然后比一比。（教师：哪个高，哪个矮？幼儿：
红圆柱体积木比绿圆柱体积木高。教师：用什么方法能让红
圆柱体积木比绿圆柱体积木矮呢？幼儿：拿走两块红圆柱体
积木，或加上两块绿圆柱体积木就行了）

教师出示小鸡、小鸭的图片（遮住下半部分）玩游戏。（教
师用小鸡的口吻说我小鸡高，你小鸭矮。教师然后又用小鸭
的口吻说：不，我小鸭高，你小鸡矮）

教师请幼儿判断一下小鸡、小鸭哪个高，哪个矮？（幼儿可
能回答一样高，因为它们的下半部分被布遮住了，从头部看
是一样高的）

教师揭去遮盖的布，幼儿看到小鸡站在小椅子上，小鸭站在
地上。再请他们想一想，小鸡、小鸭哪个高，哪个矮？教师
可边说边把小鸡从椅子上取下来与小鸭比，使幼儿懂得比高
矮必须在同一平面上。

教师让幼儿到操场上去找任何一种物体与自己比高矮。如，
让幼儿比过后说，我和大树比，树高我矮；我和栏杆比，我
高栏杆矮。教师提醒幼儿要站在同一平面上做比较。

教师请幼儿回家后和爸爸、妈妈分别比高矮，如果小朋友和
爸爸、妈妈三个人一起比高矮，该怎样比？把比的方法告诉
大家。

1、设计中将高与矮比较中的相应性、相对性、可变性巧妙地
渗透在集体活动和分组操作中。在演示游戏和延伸活动中，
还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的物体比高矮时，必须在同一平面上。
这样，有利于幼儿仔细观察、多做比较。

2、设计中的各环节注意动静交替，既有拍气球时的向上跳跃
等活动性比高矮设计，又有桌面组合、摆弄操作材料等安静
性比高矮设计。幼儿不仅人人有亲身投入比较活动中去的机



会，同时还有思考、判断、应用和再创造的机会。

这节活动是从幼儿实际生活出发，在整个环节中，流程进行
的比较顺利，也有不足之处：让幼儿在不同一水平线上比较
的高楼的高矮时，讨论还不够充分，仅仅通过教师小结性的
语言将概念灌输给幼儿，反而使幼儿对于物体比较高矮需要
在同一水平线上直立进行的概念理解不深，在后来的区域活
动中将继续针对此问题设计专门的游戏让此概念让幼儿通过
游戏进一步体验、领悟。

中班科学教案比高矮反思篇六

1、通过幼儿自主的探索活动认识高矮、高矮的相对性以及高
矮排序。

2、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形、时空和空间等现象并体
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中班科学教案比高矮反思篇七

1、培养幼儿相互合作，有序操作的良好操作习惯。

2、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及比较判断的能力。

3、引导幼儿学习比较高矮，知道高矮是通过比较而来的，学
习在同一高度平面上比较高矮，并能按高矮给物体排序。

二、活动准备



1、每人一套操作材料（大矿泉水瓶、小矿泉水瓶、椰奶瓶、
旺仔牛奶瓶）。

2、事先设置好表演情境。

三、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学习在同一平面上比较两个物体的高矮。

设置表演情境。请两个小朋友比高矮，甲站在地板上，乙站
在椅子上，问：他们俩究竟谁高，谁矮呢？这样能比出高矮
来吗？为什么？鼓励幼儿充分讨论。

教师小结：比较高矮时，俩人必须都站在同一平面、同一高
度上，这样才能比较出谁高谁矮。

幼儿示范正确的比高矮方法。

2、引导幼儿发现高矮是通过比较而来的。

引导幼儿观察、思考得出结论：说一个人是高还是矮要看他
和谁比。

3、引导幼儿不受物体大小、形状的影响，按高矮给物体排序。

指导语：一天，几只瓶子在一起吵吵嚷嚷，它们想出去走走，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排队，现在请小朋友都来帮它们排排队，
排好以后要说说你们是怎么给它们排的队。

4、幼儿通过自身参与，进一步体验物体的高矮是比较出来的。

玩《比高矮》：将幼儿分成几个小组，选出每组最高的小朋
友，再派出来比赛，选出全班最高的小朋友，颁发奖牌，并
鼓励小朋友，多吃饭菜、多运动，才长得高。



四、活动延伸

带领幼儿观察的房屋、树木、运动器械等，并比较它们的高
矮。

中班科学教案比高矮反思篇八

1、排队编号。请幼儿从矮到高排队编号。教师交代：每组幼
儿从矮到高排队后，报数编号，每人按编号领取相应的数字
卡片。幼儿分组排队编号并互相交流，说一说：“自己这队
小朋友是怎么排的队？自己排在第几？其他人排在第几？”

2、从高到矮排队编号，方法同上。

3、幼儿讨论。教师提问：“两次排队有什么不同？你都排在
第几个？为什么？如：从矮到高排，明明排第1，从高到矮排，
明明排第5。明明两次排队位置不同，这是为什么？”

活动（二）给物品编号

1、幼儿操作

教师请每个幼儿自由选5件同一种大小不同的物品。根据教师
的要求，给自己所选物品按大小进行正逆排队编号。每次排
队后，按编号给每个物品对应一张数字卡片。

2、讨论交流

建议：

教师可根据本班情况，让幼儿按量的不同属性给物品排队编
号。如找长短不同的物品，也可以找高矮、宽窄、厚薄、粗
细等不同的'物品，按量的差异进行正逆排序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