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比较轻重教案(大全8篇)
《古文阅读》教学设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初一教
案范文，希望能对大家编写教案有所启发。

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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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体会数学的生活化，体验数学游戏的乐趣。

4、了解多与少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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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活动来源于幼儿生活，体现了尊重幼儿的发展、让幼儿
成为学习的主动者与活动的主体这一教育思想。活动一开始，
教师以游戏的方式引入活动，选用压跷跷板这一生活场景，
使幼儿在轻松自然的氛围中对比较轻重产生了兴趣。接着，
教师引导幼儿比较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物品，通过对不同
物品不同形式的比较，进行多角度顺向与逆向的提问，激发
了幼儿积极思考，发挥了幼儿的创造性。整节活动设计紧凑，
环环紧扣，幼儿在动手操作、动脑思考、动口表达的过程中，
比较了物体的轻重，体验了采用多种方式比较物体轻重的乐
趣。

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二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班幼儿越来越喜欢动手操作，进行简单
的对比、分类、估量、判断等活动，对周围生活中不同物品



的轻重、大小感兴趣，喜欢尝试比较，。针对这个特点，因
此，我设计了数学活动：比轻重，让幼儿用自然估量的方法
学习比较物体的轻重，并通过目测、手握等方法判断物体的
轻重，发展感知与判断能力。

1.学会用掂一掂、试一试、比一比等自然估量的方法比较物
体的重量。

2.能正确判断并用通顺、完整语言表达物体的轻重。

3.体验采用多种方式比较物体轻重的乐趣与成功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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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培养幼儿边操作边讲述的习惯。

1、学会自然估量的方法比较物体的重量。

2、能正确判断并用通顺、完整语言表达物体的轻重。

1.小熊、小兔、小鸭子毛绒玩具各一件;跷跷板;电脑课件。

2.每人一个学具筐，装有大小不同的木制积木两块，大小相
同的玻璃球两个，棉花球一个，小磁铁一块，两个完全相同
的杯子和适量的水。

1.情景导入。

利用跷跷板和毛绒玩具创设动物乐园的情境，并进行演示。
启发幼儿用目测判断的方法比较小动物的重量，说出几个小
动物中谁最重、谁最轻、谁不重也不轻。通过目测的方法判
断轻重，生动自然、富有童趣，既成功导人了活动，又激发
了幼儿学习的兴趣。



2.多种材料的探索。

引导幼儿充分运用学具进行操作，感知不同物品的重量，学
习比较物体的轻重。

(1)任意选择两件物品，感知并发现有的物品轻，有的物品重。
放在手里掂一掂，说一说有什么感觉。(有的东西重，有的东
西轻。)

(2)比较大小不同的木制积木，了解大的积木重、小的积木轻。

(3)比较同样大小的玻璃球的轻重。

(4)发现同样大小的棉花球与玻璃球，棉花球轻，玻球重。

(5)比较大棉花球与小磁铁，幼儿比较后奇怪地感到大棉花球
轻，小磁铁重。

3.生活中的运用。

为幼儿提供两个完全一样的水杯，调动幼儿的学习主动性，
激发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1)先比较、判断两个水杯的重量。

(2)引导幼儿自由探索，体验通过多种思维方式改变物体轻重。

教师引导幼儿比较生活中两个一样的水杯的轻重，将活动引
入生活，引导幼儿在生活中学习。在比较时，通过幼儿探索
如何将两个一样重的杯子变成不一样重、不一样重的杯子变
成一样重，调动了幼儿思维的创造性，而对于思维品质的培
养是大班数学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目标。

此次活动来源于幼儿生活，体现了尊重幼儿的发展、让幼儿
成为学习的主动者与活动的主体这一教育思想。活动一开始，



教师以游戏的方式引入活动，选用压跷跷板这一生活场景，
使幼儿在轻松自然的氛围中对比较轻重产生了兴趣。接着，
教师引导幼儿比较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物品，通过对不同
物品不同形式的比较，进行多角度顺向与逆向的提问，激发
了幼儿积极思考，发挥了幼儿的创造性。整节活动设计紧凑，
环环紧扣，幼儿在动手操作、动脑思考、动口表达的过程中，
比较了物体的轻重，体验了采用多种方式比较物体轻重的乐
趣。

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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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重与小、多少、材料等的辨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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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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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与小桶”。

一、教师表演哑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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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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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章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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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与小桶”想象搬很重或很轻的东西自然离开
活动室。

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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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5.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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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鼠、狮子各两个。场地画有迷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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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五

能够感知和区分物体的轻重，会适当运用轻重来描述物体的
特点。

1、大小不同的沙包，天平。

2、脸盆几个，同样大小的木块几个，不同重量的小物品几个。

3、铅笔和彩笔。

1、分组活动

1)掂沙包。请幼儿任取一个沙包，然后互相掂量、比较、说
说谁的沙包重，谁的沙包轻。

2)请幼儿互相抱一抱，说出谁重谁轻。

2、游戏：“猜轻重”。

1)教师选择教室内的任何两件小物品，让幼儿用目测和用手
掂量的方法判断轻重。



2)教室可用天平确定每次幼儿的判断是否正确。

3、分组活动，让幼儿用天平比较教室内一些小物品的轻重。

4、集体谈话：还有那些方法可以区分物体的轻重?

5、小实验：那个木块上的东西重?

1)让幼儿往浮在同一个脸盆中的两个木块上分别放不同的小
物品，并根据木块的沉浮情况判断哪个木块上的'东西重，并
想想为什么。2)教师讲解利用船体的沉浮判断物体轻重的简
单方法：船体深，船上的东西越重。还可以给幼儿讲“曹冲
称象”的故事。

6、指导幼儿完成书上的练习：请幼儿给轻重不同的物体画上
标记。

7、户外游戏：跷跷板

1)幼儿自由玩跷跷板，引导幼儿发现跷跷板的原理。

2)请2—3个体重相差比较大的幼儿，让他们通过跷跷板两两
比较，找出最重的和最轻的，使幼儿明白轻重是相对的。

3)让幼儿想想怎样玩跷跷板才好玩?

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六

1、在问题情境中探索出比较物体轻重的方法，并能用语言清
楚地表达出物体的轻重关系。

2、能根据三个物体在天平上的轻重关系示意图进行简单的推
理，培养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



1.苹果、桔子、黑布林、剪刀、橡皮、胶水，天平称一台，
记录表等。

2.操作材料若干。

课件。

教师提问：

1.他们在玩什么？

2你们平时玩过跷跷板吗？跷跷板是怎么玩的？（一跷一跷的，
一个跷得高、一个跷得低）

3.说一说，两个物体之间谁重谁轻。

可是今天它们为了一件事吵得不开心，小老鼠说它带来的桔
子重，大象说它带来的苹果重。

2、提问：出示一个桔子和一个苹果，请幼儿说说我们可以通
过哪些方法来知道谁轻谁重。（大的重，小的轻。用手掂一
掂，用称来称一称。）

1、认识天平：小朋友们说的都很好，老师也想到了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既准确又省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方法好不
好？（出示天平）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仪器吗？这个
仪器的名字叫天平，它可以测得某一物体的重量。可以比较
物体的重量。

2、用天平进行秤桔子和苹果，得出苹果重，桔子轻。

3、鼠小弟很不服气的取走了桔子又拿出了一个橙子放到了天
平上。

提问：让我们再来称下看看哪个重些。我们看见苹果那边往



下沉，所以我们通过天平称得苹果重些。所以苹果比橙子也
要重。

4、提问：现在小朋友们说说这三个水果哪个最重呢？

5、小结：苹果最重，桔子最轻。

2.第二个上场的是动物队，小鸡和小猪比轻重，小鸡说‘我
比小猪重’，小猪说‘我比小鸡重’，小鸡、小猪到底谁重
谁轻？小朋友们评一评！

3教师：“第三个上场的是蔬菜队，大南瓜和胡萝卜比轻重，
大南瓜说‘我重我重’，胡萝卜说‘我重我重’，大南瓜、
胡萝卜哪个轻？那个重？小朋友们来评一评！”

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可要仔细观察，认真把结果记录下来好
吗？

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七

游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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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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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鼠、狮子各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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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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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比较轻重教案篇八

1、学习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轻重。

2、知道物体的小与轻重不一定成正比。



学习用天平测量物体的重量。

操作发现物体的小与轻重不一定成正比

纸盒、天平、积木、玻璃球、棉花等物品。

1、幼儿用自己的方法比较物体的.轻重。

(1)、这些物体是一样重吗?(鼓励幼儿用自己的方法去比较)

用手去掂分量或其他方法。

(2)、助幼儿发现物体的轻重是相对的。有的物体的轻重差别
很小，很难用手掂出。

2、介绍测量工具天平。

(1)、幼儿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轻重。

猜猜这两样东西哪个重哪个轻?

3、选择体积相同质地不同的物品比轻重，理解物体小与轻重
不成正比。

(1)、出示小不同的盒子比轻重。

(2)、幼儿自由比比其他一些物体。

4、收拾整理物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