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球体与圆柱体教案中班(实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球体与圆柱体教案中班篇一

1. 通过摸、量、滚、比等活动，认识球体、圆柱体，辨别两
者异同。

2.提高观察、比较、想象、分析、综合等能力和动手操作的
技能。

3.产生探索的兴趣，发展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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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幼儿懂得简单的数学道理。

1.准备各种圆球。如小皮球、篮球、足球、乒乓球、玻璃球、
铅球、塑料球等。

2.准备圆柱体玩具若干。如积木、积塑、小棍棒、未用过的
铅笔、万花筒等。

3.关于球体与圆柱体的录象。

1.请幼儿猜谜：胖墩墩，圆溜溜，立不住，站不稳，哪边挨
地都会滚。

教师小结：许许多多的圆球，虽然它们的颜色不同，大小不



等，玩法也不一样，但是它们的形状相同，不管从哪个方向
看都是圆的，放在地上总是站不稳，并向周围滚动的，这就
是球体。

2.请幼儿用线、尺、小手分别量一量未用过的铅笔、小棍棒、
万花筒等，看看两头的圆的大小、两圆之间的距离，并说说
发现了什么。

3. 教师小结：测量时，两头有两个一样大的圆，两圆间的垂
直距离一样长；滚动时，只能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滚动；竖着
排列，看起来像柱子，这就是圆柱体。

4. 请幼儿每人拿两个玩具（球体、圆柱体玩具各一个），用
同样的方法在地上滚动，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能否停下来
站稳。

5. 引导幼儿试将两个球体、两个圆柱体分别重叠，观察发生
的现象。

6.教师小结：球体能向各个方向滚动，圆柱体只能向两个相
反的方向滚动；球体表面没有平面，不能重叠，圆柱体两头
有两个相等的平面，可以重叠。

7.请幼儿想一想，在幼儿园、家里或其他公共场所，有哪些
东西是球体？有哪些东西是圆柱体？分别说一说它们的名称
和作用。

8.观看球体与圆柱体的录象

优点：

1、 在活动中通过玩一玩及一些操作活动来让孩子们认识球
体和圆柱体，孩子们的兴趣很高，另外也体现了以孩子为主
体的教学理念，使孩子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2、 在玩一玩这一环节，孩子们的习惯也很好，在玩纸的时
候，孩子们可以一个一个地传;玩橡皮泥的时候，发挥小组长
的作用;再有操作活动中体现了孩子们的合作。

缺点：

1、 孩子的倾听能力和自控能力还有待加强。

2、 在寻找生活中的球体和圆柱体这一环节组织的不太好，
有些乱。还有待改进。

球体与圆柱体教案中班篇二

1．请幼儿观察桌上的玩具，自由探索、交流，发现可以滚动
的物体。

（1）引导幼儿按照能否滚动将玩具进行分类。

要求：把可以滚动的物品放在筐子里。

（2）鼓励幼儿相互交流自己的发现并通过演示进行验证。

（3）引导幼儿将会滚动的物体再按形状分类。

2．观察圆柱体和球体，尝试概括表达球体和圆柱体的主要特
征。

（1）引导幼儿摸一摸，转一转，从各个方向观察圆柱体和球
体的异同，尝试用简单的语言进行表述。

（2）引导幼儿向不同的方向滚动球体和圆柱体，发现并说出
它们的不同之处。

小结：球体不管从哪个方向看都是圆的；摸起来很圆滑；能



向任意方向滚动。圆柱体上下两个面是圆的且一样大，上下
一样粗：可以液动，但方向单一。

（3）鼓励幼儿找出周围环境中的球体和圆柱体，运用其特性
进行检验。

3．分组操作，尝试用各种材料制作球体、圆柱体。

（1）幼儿根据兴趣自主选择操作材料，分组进行制作活动。

报纸组：引导幼儿用报纸制作球体或圆柱体，鼓励幼儿通过
测量、比较等方法进行验证卡纸组：提供大小不同的长方形
硬卡纸，引导幼儿制作圆柱体。

硬币组：提供各种硬币若干，引导幼儿将其变成圆柱体和球
体。例如：把一个硬币竖起来迅速转动，看看像什么把相同
大小的硬币叠放在一起，看看变成了什么。

橡皮泥组：引导幼儿用橡皮泥做球体和圆柱体，鼓励幼儿采
用观察、触摸、液动等多种方法进行验证。

（2）各组操作后，集体交流、分享请幼儿将制作好的球体和
圆柱体滚一滚、试一试，重点引导幼儿交流怎样利用材料让
球体滚得更流畅，让圆柱体上下一样粗。

球体与圆柱体教案中班篇三

1、备课过程中对活动的安排过少，活动设计背景单一，幼儿
在认识球体和圆柱体后，增加手工操作的课程，以增强幼儿
的记忆，切实掌握整个课程内容。

2、对过小的幼儿认知能力考虑过于缺乏，如粉笔这个活动背
景，物体小又较隐蔽，大多幼儿查找不到。活动中应带领幼
儿在教室及附近进行辨别、查找。



3、整个活动效果还是比较可以，不足在于和幼儿配合较少，
今后应加大与幼儿的互动。

4、如果重新上这堂课应尽量考虑过小的幼儿认知能力，加大
活动的范围、时间以及互动效果。

球体与圆柱体教案中班篇四

球体和圆柱体是幼儿在生活中能经常接触到的几何形体。大
班幼儿基本具备区别典型球体和圆柱体的能力，也能够发现
生活中与球体和圆柱体形状相似的物体，但对球体与圆柱体
的异同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如何使幼儿通过直接体验与感知
发现、了解、表达球体与圆柱体的异同是本次活动的重点。
教师可引导幼儿从物体滚动方向切人活动，鼓励幼儿大探索、
仔细甄别并有条理地表达。

球体与圆柱体教案中班篇五

1、认识球体和圆柱体，知道他们的名称和基本特征。能从周
围环境中找出相似的物体。

2、能区别平面图形和几何图形以及几何图形之间的不同，发
展幼儿的辨别力。

3、发展幼儿空间概念想象和思维能力。

1、教具：课件《认识球体与圆柱体》、电脑、背投各一。

2、学具：每人一只球、五只一圆的硬币、一只篓子、一张有
圆形或球体或圆柱体的图片。各类废旧报纸、毛线等。

3、座位安排：两个半圆行、每人一只垫子，席地而座。

4、三处有圆形、球体、圆柱体娃娃的标志。



一、出示课件，引起兴趣。

小朋友，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老师，开心吗?姜老师告诉你们
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位客人要来做客呢，你们看，他来了。

(出示课件一：硬币来了。通过硬币的介绍，进一步感知圆形，
初步感知球形。)

这是谁呀?他是什么形状的?转起来呢又是怎样的?

二、通过硬币的引见，导出球体，体现圆与球的特征。

1、球和硬币有什么区别。

(出示课件二：球和硬币的区别)

2、请幼儿看一看，球与硬币在外形上有什么区别。

3、请幼儿比一比，球与硬币谁滚的快。

4、请幼儿讲一讲，球与硬币的特征。

5、小结：对，小朋友讲的真好。我们来听听硬币和球体是怎
么说的?

(课件三：通过硬币与球的比赛，以及形象的讲解进一步了解
硬币与球的特

征：硬币圆圆的、扁扁的，就象一张纸;球不管从哪个方面看
都是圆的，不管从哪个方向滚都可以。)

三、认识球体与圆柱体。

1、通过课件四，引出圆柱体。(五个硬币叠在一起变成圆柱
体。)



2、摆一摆，(把五个一圆的硬币叠在一起，看看变成了什
么?)

3、球体和圆柱体比赛滚。(课件五比滚)

a、请个别幼儿上来滚一滚老师叠起来的圆柱体与球体，看看
他们谁快谁慢?

b、讲讲为什么?

4、球体和圆柱体比叠高。(课件五比叠高)

a、请小朋友把你叠的`圆柱体和好朋友再叠一叠，可以吗?把
两个球也叠一叠，可以吗?

b、为什么?

5、小结：(观看课件六。)象球这种每个面都是圆形的，可以
往前往后，往左往右往很多方向滚，但不可以叠起来的物体，
我们叫他球体。象几个硬币叠起来的，上下两个面都是一样
大小的圆，上下一样粗，可以向一个向前向后滚的物体，我
们叫他圆柱体。

四、通过讲讲生活中的圆形、圆柱体、球体，发展幼儿的扩
散性思维。

2、哪里看到过球体?比一比谁想的最多。

3、硬币叠起来就是圆柱体，那你还在哪里看到过圆柱体呢?

五、游戏：找家

1、电脑游戏：找家



(给各种圆形的物体、圆柱体的物体、球形物体分别找到各自
的家。)

2、综合游戏：找家

你们都想做游戏，我们一起来做，好吗?请小朋友们轻轻地拿
出垫子下面的图片，看看是什么形状的?把他送到图形宝宝的
家。

六、变一变，尝试用各种材料制作球体、圆柱体。

(孩子们开始积极地寻找制作球体、圆柱体的材料，有的孩子
选择报纸做金箍棒，有的选择长方形纸张做望远镜，有的把
圆形图片叠在一起做柱子，有的用橡皮泥做球……蔡浩翔拿
起毛线绑来绑去的，说“太难做了”我走到他身边，捡起地
上的毛线团起来，立刻高兴地说，“我会了，把线团起来就
可以变成球了。”开开拿起碎布也团团团，变成球。……)

七、相互交流各自的作品，结束教学活动。

新《纲要》中指出：“学习科学的过程是幼儿主动探索的过
程，教师应充分利用幼儿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
对象。”幼儿学习活动应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幼儿的兴趣。
本次活动的设想来源于幼儿的兴趣,为了让孩子在轻松的环境
中进行科学探究，活动前我和孩子共同收集会滚动的的废旧
物品以及一圆硬币。同时，根据本班幼儿喜欢探索及看动画
片的年龄特点,我设计了以看电脑课件为主线以动手操作为探
索过程的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由轻松的氛围中观看及尝试操作
各种物体中认识圆形、球体、圆柱体,感知圆形、球体、圆柱
体的基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