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数学数的守恒活动反思 中班数学活
动教案的守恒(大全8篇)

文明礼仪是一种美德，它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宁静和满足感。
在面对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群时，我们需要尊重差异，遵守
相应的文明礼仪规范。在公共场合中，尊重他人、遵守规则
是文明礼仪的核心要求，以下是几个典型案例。

中班数学数的守恒活动反思篇一

设计意图：

《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4—5岁幼儿在教师
指导下，对环境中的各种数字的含义有进一步探究兴趣，能
感知和体会有些事物可以用数来描述，生活中很多地方可以
用到数，并关注周围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数的信息。幼儿
一日生活中的各个环节都渗透着数字，如：早晨入园时与幼
儿交谈：“今天几点起床的？几点上幼儿园的？”让幼儿对
数字有了感性认识；又如：在幼儿做操排队时，问问幼
儿：“谁排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让幼儿形成了
序数概念。中班幼儿年龄还小，属于直觉行动思维阶段，他
们对数概念的获得需要大量操作活动和游戏来完成。传统的
数字教学略显单调、枯燥，因此我大量运用多媒体和操作卡，
让教学内容更加生动有趣，使孩子们能更好地学习。

教学重点：

掌握8的实际意义。

教学难点：

学习8的形成。



活动目标：

1、学会8的形成，并认识数字“8”;

2、初步掌握8的实际意义;

3、体验成功后的乐趣，增强参与活动的自信心。

教学准备：

1、自制课件一套。

2、点卡若干。（卡片上有数量1至7的点）

3、操作图片若干。（卡片上有数量1至8的物体）

4、活动室周围放置若干身上有1至8点子的老鼠图片。

教学过程：

（一）开始部分：

1、老师带幼儿玩“开火车”的游戏，复习认识数字1-7。

2、幼儿自由选择1-7的点卡，继续巩固对数字1-7的认识。

（二）基本部分：

1、操作课件，学习数字8的形成。

2、让幼儿看幻灯片数一数有几个樱桃，几条小狗，并出示数字
“8”，观察其外形特征。

3、进行闯关游戏，巩固幼儿对数字8的认识和理解。



（三）结束部分：

游戏《捉老鼠》，继续巩固幼儿对数量“8”的正确判断。

玩法：请出“黑猫警长”，黑猫警长请大家帮他捉身上有8个
圆点的老鼠。在《黑猫警长》音乐声中，幼儿快乐的捉老鼠，
教师参与并指导游戏至结束。

（四）延伸活动:

1、依班级幼儿能力表现,设置相关作业投置益智区,供幼儿练
习;

2、家园配合:利用生活,游戏等,帮助幼儿充分理解8的意义。

1、让幼儿感受音乐速度和节奏的变化。

2、大胆创想各种动作，表现音乐内容，体验表演的乐趣。

3、了解毛毛虫变蝴蝶的过程。

4、启发幼儿按照原歌词的结构，创编新歌词并演唱。

5、通过肢体律动，感应固定拍。

活动准备：

多媒体课件（蝴蝶的演变过程）、纱巾一人一条、彩条袜子
一人一只。

中班数学数的守恒活动反思篇二

根据本班人数的实际情况，设计是围绕以幼儿为主题的，团
体式的完全互动的教学活动，并以动静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



1、学习5以内的点数。

2、通过不同的变换方式，了解5的守恒。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5、有兴趣参加数学活动。

点数5以内的事物，并能用相应的数字表示

1、轻音乐

2、大小不同的5个泡泡卡片15套小和小女孩卡片一套

1、走线

放轻音乐，锻炼幼儿形体和平衡能力，并做线上游戏“抱抱
团”。

2、课堂导入

以小女孩吹泡泡的故事引入课堂，并念儿歌“吹泡泡、吹泡
泡、吹个大泡泡、吹个小泡泡，泡泡飞高了，泡泡飞低了，
泡泡爆炸了”

3、内容呈现

出示小女孩卡片和吹出的5个大小不同的泡泡，吸引幼儿的.
兴趣。

让幼儿观察泡泡的大小、形状和颜色等;

让幼儿说出泡泡的数量，并用数字5来表示;



教师变化泡泡的大小和位置让幼儿观察，并用数字5表示;

4、操作练习

教师分发提前准备好的十五套泡泡;

让幼儿“变魔术”(拿着手中的5个泡泡随意拼图)，激发幼儿
的创新思维能力;

教师引导幼儿数量相同的泡泡可以变换出不同的东西(数的守
恒);

5、交流小结

让幼儿说出自己变换的图形，并给予评价和鼓励;

让幼儿展示自己的作品;

通过本堂课的学习，大部分孩子能在游戏中掌握5的守恒，能
用5以内的数字表示不同形状、颜色，但数量相同的事物;其
中的拼图游戏不仅锻炼了孩子的协作配合能力，还能激发幼
儿的创新思维能力。但是这种活动方案容易造成老师只注意
整体，从而忽视了孩子的个性化发展。

中班数学数的守恒活动反思篇三

1、学会8的形成，并认识数字“8”。

2、初步掌握8的实际意义。

3、体验成功后的乐趣，增强参与活动的自信心。

4、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5、激发幼儿学习兴趣，体验数学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1、1——8数字卡片、图片一幅、录音机、歌曲磁带、多媒体
课件

2、活动室周围放置若干身上有1——8点子或数字的形状。

3、人手1份实物卡片操作材料。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组织教学

（二）基本部分：

1、小朋友，今天老师和你们做一个数字娃娃的游戏，你们想
不想变个数字娃娃？你们想做个数学娃娃几？你们就戴上几
的头饰。

2、现在你们都变成数字娃娃了，你告诉我，你是数字几？这
个数字是怎么来的，看谁说的又对又快，幼儿回答。

3、孩子们，你们变的数字娃娃真可爱，我也想变成数字娃娃，
老师想变成数字几呢？看完老师变的魔术就知道了。

4、操作课件：

飞出7只蜜蜂，后来又飞出一只蜜蜂，现在一共是几只蜜
蜂？7只蜜蜂后来又飞来1只蜜蜂，一共是8只蜜蜂。8只蜜蜂
是怎么来的（7添上1是8）老师肯定并请全体幼儿说一遍。依
次播放花，苹果，，飞机等让幼儿说。

5、老师刚才变的蜜蜂是几？老师想变成数字几？（8）8像什
么？



6、8能表示8只蜜蜂、8只花篮、8还能表示8颗星星等，8能表
示好多好多是8个的物品。

7、闯关拜见黑猫警长，正确判断“8”以内的数量。！出自：
快思老、师！

（1）、第一关，请小朋友们从盒子里找出有8个礼物的卡片
送给黑猫警长比一比，谁找得礼物又对又多。（幼儿操作实
物卡片，教师观察。）

提问：你找到了什么礼物，它们的数量是几，

（2）、第二关，说出数字“8”像什么？请小朋友从数字卡
片中找出数字“8”，念一念。

（3）、第三关，考考你们的眼力，（出示图片）。请根据老
师的问题拿出相应的数字卡片放在桌子上。

8、游戏《捉》，巩固对8数量的正确判断。

活动室里藏了许多，请大家去捉身上有8个圆点的或者有数
字“8”的妖精，比一比，谁的本领大，捉的又对又多。幼儿
游戏，教师观察、指导。（播放歌曲《黑猫警长》）

（三）结束：小朋友们真能干，捉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和黑
猫警长一起到外面去玩一回吧。

教学反思：

通过本次教学活动，让我了解了孩子对数学都很薄弱，为了
能够使他们对数学感兴趣，我准备在以后的数学活动中多加
游戏，做到让幼儿在玩中乐、玩中学的目的。真正让幼儿成
为学习的主人，不断提升幼儿的自主探究能力。



中班数学数的守恒活动反思篇四

因此，本次活动选择的内容是图数守恒中的一个内容：7以内
数的守恒，旨在让幼儿在游戏中愉快地学习数的守恒，通过
自身的操作，初步感知物体位置发生变化，总数不变的数现
象。让幼儿在看一看、说一说、玩一玩、摆一摆中理解数的
守恒，使幼儿对数的守恒有初步的概念。

活动目标

1、能不受物体的大小、形状和排列形式的影响，正确点数7
以内的数。

2、体验数守恒的有趣的现象。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以“月亮姐姐”身份引入,激发幼儿的兴趣。

二、开启“智力乐园”密码，复习7以内的数。

出示数字5、7、6，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示相应的数量三、参
观“智力乐园”，感知7以内的数守恒。

1、师讲解示范

3、交流操作结果

（1）出示大小、颜色、形状和排列形式不一样的实物卡片，
引导幼儿感知7以内数的守恒。

小结：虽然大小、颜色、形状、排列位置不一样，但数量一



样。

（2）验证。

4、游戏“捉迷藏”

（1）介绍游戏玩法及规则。（强调先数再比一比）

（2）幼儿游戏。

活动反思

1、本次活动，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让幼
儿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

2、整个教学以月亮姐姐带小朋友玩游戏为主线，把各环节串
联在一起，各环节层层递进，体现了数学教学的完整性和主
题性，便于幼儿掌握学习的内容。

3、提供了大量的操作材料，让幼儿自主探索，让幼儿在愉快
的操作中感知数的守恒，让枯燥的数学活动变得更有意思。

4、不足之处:教师试图把所有的事情交代清楚，所以语言烦
琐了一些，就怕孩子做不好，幼儿游戏兴趣高，可让幼儿多
玩几次。

中班数学数的守恒活动反思篇五

1、复习认读1-6数字。

2、教师出示两组实物卡片和写有数字的圆点卡片让幼儿观察。
然后提出问题：实物卡片上的正方形和圆形、五角星和红旗
是不是一样多？怎样使它们一样多？圆点卡片上的数字是不
是一样多？有什么办法使它们一样多？启发幼儿用添上1或划



去1的方法使两组数量一样多。

3、幼儿操作：

（1）、请幼儿按纸板上的数字摆放相应的花片。

（2）、请幼儿用添上1或划去1的方法使两组东西数量相等。

中班数学数的守恒活动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不受物体大小和排列顺序的影响，初步感知5的守恒。

2、尝试用棋子在插板上插出不同的排列样式，发展想象力。

3、在游戏中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和倾听习惯。

活动准备：

1、三只小猪的图片、15个蛋宝宝、一棵大树、小草若干堆。

2、教师演示板、幼儿插板。

活动过程：

一、思维训练：“圣诞老人躲闪”

1、讲解玩法：圣诞老人向上，请你拍拍手；向下，请你跺跺
脚；向左，请你抬舌头；向右

请你拍拍肩；躲到背后，请你点点头。

2、幼儿游戏。



二、情境游戏，初步感知5的守恒。

1、故事导入，初步感知蛋的不同排列样式。

师：森林里的三只小猪看到这么好的天气也出来玩了。（教
师讲述故事内容）

师：它们都说自己的蛋多，结果争吵起来！小朋友，你能告
诉它们正确的答案吗？

2、幼儿观察、讨论蛋的不同排列样式，感知数的守恒。

师：谁来说说三只小猪到底捡到了多少蛋呢？为什么？

3、教师小结：

师：这下大家都明白了，这些蛋不管是大的.、横着排的、竖
着排的、还是堆在一起的，我们通过数一数的办法知道了它
们都是一样多的，猪兄弟们每人都捡到了5个蛋。

三、借助演示板，进一步感知5的守恒。

1、出示各种不同的排列样式，充分观察。

师：我这里还有一些棋子宝宝，请你也来说说它们谁多谁少？

2、幼儿讨论、交流。

3、小结：大家用数一数的方法知道了，不管这些棋子怎么排、
怎么变，它们的数量始终都是一样的，都是5个。

四、幼儿操作，尝试插出不同的排列样式。

1、借助插板，按要求插出各种样式。



师：请大家轻轻从插板里取出5个红色的棋子，横着插一插。
（再拿出5个黄棋子竖着插一插……）

2、经验交流、共享。

3、尝试用棋子插出各种不同的样式，体验成功。

师：请大家再拿出棋子插一插，看一看、比一比你还能插出
几种不同的花样？

4、教师小结：虽然只有5个棋子，但是在大家的积极动脑下
可以插出许多种不同花样，我发现小朋友们可真能干！

五、游戏：马兰花

师：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马兰花”，要听清楚我的要求
哦！

中班数学数的守恒活动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能不受物体的大小、形状和排列形式的影响，正确点数7
以内的数。

2、体验数守恒的有趣的现象。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5、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活动准备：



各种实物卡片、数字卡片、食物盘、摸箱若干，笑脸、哭脸
粘图若干，音乐磁带、录音机等。

活动过程：

一、以“月亮姐姐”身份引入，激发幼儿的兴趣。

二、开启“智力乐园”密码，复习7以内的数。

出示数字5、7、6，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示相应的数量

三、参观“智力乐园”，感知7以内的数守恒。

1、师讲解示范。

2、幼儿自由操作。

(1)比较两组实物卡片的数量。

(2)比较盘子里两组实物的数量。

(3)比较两个箱子里的实物数量。

3、交流操作结果。

(1)出示大小、颜色、形状和排列形式不一样的实物卡片，引
导幼儿感知7以内数的守恒。

小结：虽然大小、颜色、形状、排列位置不一样，但数量一
样。

(2)验证。

4、游戏“捉迷藏”。



(1)介绍游戏玩法及规则。(强调先数再比一比)

(2)幼儿游戏。

中班数学数的守恒活动反思篇八

1、引导幼儿排除外部因素(颜色、大小、空间排列形式、空
间距离)的干扰，并理解体验5以内数的守恒。

2、培养幼儿对数的兴趣，从而发展幼儿的思维想象能力。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养成有序做事的好习惯。

5、积极参与数学活动，体验数学活动中的乐趣。

教学重点：初步让幼儿感知数的守恒。

教学难点：用不同的方法来验证数的守恒。

1、情景表演(数量相同，大小不同，引起2个小动物发生争
吵)请中班幼儿来表演。

2、课件(制作大小不一，颜色不一，排列不一的花)

3、操作材料，用卡纸做的三角形(2个颜色，大小)

一、景表演

提问：小朋友你看他们怎么吵起来呢，让老师去看看，看看
有什么要帮忙的?

(从中引入数的守恒，教师可小结虽然箩筐的大小不一，但里
面装的东西的数量是不变的，是一样多的)



二、学习数的守恒

1、看课件

(1)、出示两幅颜色不同的花，让幼儿观察，说说什么不同?
并数数数量是不是相同的。

小结：刚才的花啊，颜色不同，但是它的数量是相等的，都
是5。

小结：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他们数量都是一样的，都是5，所
以看东西的数量是不是一样多的，和大小没有关系。

(3)、出示四幅排列不同队行的图，让幼儿观察，他们哪里不
同?哪里是一样的?

小结：虽然他们排队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数量还是
一样的，都是5。

三、幼儿操作

(1)、老师告诉幼儿操作的方法，每个小朋友只能拿5个图形
宝宝，组成不同形状的图形。

(2)、请每组推选一个好的，上来到投影前演示给小朋友看，
让他自己说说。(自己的方案)

四、老师总结

刚才啊，4组小朋友选上来的代表啊，各个都棒极了，都用不
同的方法演示了，其实啊我们的生活中啊，还有许多像颜色
不同，大小不同，但数量是相同的东西，下面老师就带你们
去一起找找吧。

数的守恒对于中班小朋友来说是比较难掌握的，怎样吧这样



的一个比较难的数学概念形象化，让幼儿好接受呢?想到了用
情境展开并贯穿教学活动，让幼儿体验数守恒现象。

整个活动进行下来，感觉还是比较顺畅的，幼儿在活动中也
基本掌握理解数的守恒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