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谁最高谁最矮中班教案(模板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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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谁最高谁最矮中班教案篇一

1、乐于参加测量活动，感受动手操作的快乐。

2、知道记录测量结果。

3、学习用自然物测量图形的边长

学会用自然物测量物体的边长。

掌握正确的测量方法。

1、幼儿认识正方形，对知道正方形的四条边一样长。

2、若干大小相同的正方形和小长方形。

3、幼儿没人一张记录表。

1、出示正方形卡片导入。

（1）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图形宝宝，你们看看它是谁？
（正方形）

正方形有几条边？（四条）

四条边一样长吗？你怎么知道的？（看的）



（2）用眼睛看也可以，但是不够准确。想一想可以用什么方
法可以知道边的准确一点的长度呢？（尺子量）

2、教师示范操作方法，提出操作要求。

（1）师：是的，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进行测量，今天老师请
来了一个小帮手，你们看看是谁？（长方形）它也可以量正
方形的边长。

（2）师：如果我们要测量这条边的长度应该从哪里开始测量
呢？到哪里结束呢？（幼儿举手回答）

师：用小长方形量时应该注意什么呢？（对齐）嗯，第二个
小长方形的头要和第一个小长方形的尾巴接在一起，一个接
着一个，一直到正方形边的另一头。

（3）师：每个边量的结果应记录在对应的格子里，用了几个
小长方形就画几个圈。

3、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1）将一条边完整的量出来。

（2）把长方形一个接着以首尾相接，再数数用了几个长方形，
然后记录下结果（画圈）。

4、交流、评价幼儿的记录结果。

5、教师及时小结及延伸。

师：原来正方形的边是一样长的。小朋友知道刚才的测量方
法还可以用来测量什么呢？（幼儿举手回到）好，小朋友回
家后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量一量物体。



谁最高谁最矮中班教案篇二

1、通过说说、数数理解６以内数的实际意义；

2、激发对自我的认同及喜爱之情。

活动准备：记录卡活动重难点：理解６以内数的实际意义

意图：点五官游戏，了解自己的身体。

1、点五官游戏"眼睛眼睛在哪里？""眼睛眼睛在这里。"（眼
睛，鼻子，嘴巴，耳朵，眉毛）

2、你最喜欢你五官的里的哪一个，为什么？

小结：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官，每个人的五官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眼睛大，有的眼睛小，有是招风耳，有的是小鼻
子……我们都要喜欢自己的身体。

意图：寻找自己和周围人身上的数字，通过操作巩固6以内的
数数。

1、寻找身上的数字关键提问：

（1）我们身上的五官分别有几个（二只眼睛，一张嘴巴，一
只鼻子，两个耳朵，两条眉毛）

（2）除了五官，身上还有什么可以用数字表示？

（有5只手指，头上有3个发夹，裤子上有2个口袋，衣服上
有3颗纽扣……）

（3）找找同伴和老师身上的物品用数字表示。

小结：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充满了数字，数数的时候可以从



左往右数，也可以从右往左数，还可以从上往下数，也可以
从下往上数。数数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规律数，这样就
不会数错啦。

2、每人一张记录卡，记录图片中的数字，可以用点来表示。

"这是刚进幼儿园的一位小妹妹，请哥哥姐姐们帮她数数身上
的东西，并用点填写在表格里"

3、作品展示，共同验证。

意图：通过数字对应游戏，感受数字游戏的快乐游戏规则：
每个人身上都贴有一个6以内的数字，当ppt中展示出来的是3
个橘子，那么贴有数字3的小朋友马上站到最前面，成功的可
以获得一颗五角星。

结束语：我们把这个游戏一会儿交给班级里其他的小朋友吧。

1、这是一节主题活动“我们的身体”中派生出的数活动，活
动内容的选择既来自于孩子的自身，又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符合幼儿的“最近发展区”。

3、在幼儿交流记录内容时，老师有意识将不变和可变的数字
分别记录在两张卡上来暗示幼儿，对进入下个环节起到承上
启下的作用。

谁最高谁最矮中班教案篇三

1、引导幼儿认识宽窄，在比较中区分宽窄，会运用感官比较
两个以上物体的宽窄。

2、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能力，知道物体特征的相对性和可
变形。



活动准备

1、各种宽窄不同的纸板若干

2、活动室置放宽窄不同的物体。

活动过程

一、小客人“皮皮”导入

1.出示各种纸板，引导幼儿观察并发现纸板的不同。

2.介绍活动材料，提出操作要求。

二、游戏：帮助小客人

1、启发幼儿用不同方法比较宽窄。

2、引导幼儿按意愿分组比较各自的纸板，交流比较结果。

幼儿会用正确方法比较物体的宽窄。

三、游戏：小小修路工

幼儿同宽窄不同的纸板拼搭各种路，并比较宽窄。

四、游戏：超级变变变(课件)

1、幼儿按指令出示自己手中宽、窄不同的纸板。

2、幼儿按要求出示后，再相互比较宽窄。

(了解宽窄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幼儿知道物体特征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五、游戏：找找看

寻找教室中宽窄不同的物体。

谁最高谁最矮中班教案篇四

中班幼儿对数的形成、点数已有粗浅的经验，本活动通
过“纸宝宝找家”的游戏情景，引导幼儿在游戏和操作中，
学习、理解7的数数与形成，懂得两数多一少一的关系，促进
幼儿数字概念的形成，激发幼儿对生活中的数字的兴趣。

【活动目标】

1、学习7的形成，知道6和7之间多1、少1的关系，理解7的实
际意义。

2、能运用多种比较多少的方法比较6、7两数的多少。

3、体验学习数学的乐趣。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出示图片《快乐的纸宝宝》，复习6的点数。

提问：瞧，谁来了？来了几个纸宝宝？（引导幼儿手口一致
的点数）

二、出示各种颜色的“纸宝宝”，引导幼儿认读数字7，学
习7的形成。

1、学习7的形成，理解7的实际含义。



提问：又来了一名纸宝宝，现在一共有多少个纸宝宝？数字7
像什么？7还可以代表什么？

小结：7像镰刀，7可以表示任何7种物品。

2、观察不同颜色的“纸宝宝”，知道7里面有7个1。

提问：请你仔细观察，这7个纸宝宝有什么不同？

小结：每种颜色有1个纸宝宝，7中颜色就有7个纸宝宝，7里
面有7个1。

三、出示“纸宝宝找家”图片，引导幼儿操作实践，理
解6、7两个数字之间的关系。

游戏一：幼儿操作“找到和自己颜色一样的家”，提问：纸
宝宝找到家了吗？怎么帮助没有找到家的纸宝宝？（理解6
和7之间多1、少1的关系）。

小结：6比7少了1，7比6多了1。

游戏二：幼儿操作“纸宝宝吃水果”进一步巩固6、7两数的
关系。

教师敲响小鼓，请为纸宝宝拿比敲的次数多1的葡萄；第二次
游戏，请为纸宝宝拿

比敲的次数少1的草莓。

四、引导幼儿玩游戏“抱一抱”，结束活动。

教师播放音乐，音乐停止，教师说出数字，或比数字多1少1，
几人抱一起。



谁最高谁最矮中班教案篇五

1、 学习根据图形的不同颜色进行有规律排序。

2、 发现颜色的排序的规律，并能够根据规律继续排序。
（重点）

3、 尝试自己设计不同颜色的排序规律，（难点）感受规律
美，体验排序的快乐。

多媒体，彩笔，多种颜色的卡纸。

（一）引题激趣，认识排序。

师：小朋友们好，今天王老师要带你们去参观小兔子的家，
你们想不想去啊。哇！小兔子的家可真漂亮啊，我们一起来
看看。

我们现在来到了小兔子家的客厅，咦？客厅墙上的瓷砖可真
漂亮啊，你们看看，在上面看到了什么？有哪些颜色？它是
按照怎么样的顺序来的啊？这种按一定规律排列的方法，它
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排序。

（二）加深了解，探索排序。

现在小兔子家的厨房也想像客厅一样在墙上贴上漂亮的瓷砖，
可是小兔子很烦恼不知道要怎么去贴，小朋友们一起来帮帮
它好吗？展示纸板，让幼儿根据排序的颜色将后面的空白处
涂上对应的颜色。

教师巡回指导

（三）经验提升，设计排序。



幼儿操作摆放颜色卡片，（教师选择集中较好的排列，用手
机拍下，传到多媒体上播放），看！我们班的小朋友设计了
这么多漂亮的瓷砖，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瓷砖用到了哪几
种颜色，是如何摆放的。

（四）知识拓展，生活延伸。

小兔子很感谢小朋友的帮忙，邀请我们一起来跟小兔子跳舞，
听听音乐，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舞蹈的动作来表示排序，来看
看王老师的动是如何有规律的重复。

小朋友们也一起来试试，你还可以设计出怎么样的动作，做
出来。

（五）活动结束。

小朋友们真棒！跳得累了，我们一起回教室喝点水，休息下
吧

谁最高谁最矮中班教案篇六

1、探索运用各种材料变出梯形的方法，进一步认识梯形的特
征。

2、喜欢操作各种材料，摆出各种梯形。

1、直角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图卡若干。(拼摆用。)

2、正方形、三角形、长方形纸卡。(折叠用。)

3、火柴棒若干。

4、幼儿用书、教学挂图。



（一）进一步认识梯形特征。

1、出示梯形图卡。

这是什么图形，我们为什么给它起了个梯形的名字?

2、梯形有什么特征?(梯形有两条平平的边，还有两条斜斜的
边。)

（二）分组操作活动：摆一摆，摆出各种梯形。

2、幼儿用操作材料试一试，摆出各种图形。

3、教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相互观摩交流。

（三）分组操作活动，拼一拼，折一折。

1、介绍并示范。

2、幼儿操作，老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相互观摩交流。

（四）引导幼儿翻开幼儿用书第37面。

1、小动物们也在玩梯形游戏，我们看看它们用什么材料变出
梯形的。

2、小结小动物的'操作方法。(用两个三角形和一个正方形拼
出梯形;长方形的纸沿虚线向里折;三角形的纸沿虚线把上面
部分剪去;用棉签首尾相连摆出梯形。)

谁最高谁最矮中班教案篇七

让幼儿学会根据点子图列出相应的算式，编10以内蒙古自治
数的加、减应用题。



2.使幼儿会用一道算式来表示不同画面上所表示的相同数量
关系。

准备点子图示张，范例1张。活动接龙卡幼儿每人6―8张。

1.以游戏“开火车”形式复习10以内数的'加、减。如教师边
说边有节奏地拍手：“呜呜，我的火车就要开，几点开？”
（出示算式，如6+4=？）。幼儿回答：“10点开”。

2.出示点子图。问幼儿：图上分别有几个什么样的点子？合
起来是多少？回答后让幼儿用算式记录并讲述：3+5=8。即3
个红点子和5个蓝点子合起来是8个点子。

3.出示点子图。问幼儿：图上分别有几个什么样的点子？表
示什么意思？然后请幼儿用算式记录并讲述。

4.分小组活动。

a第一、二组用算式卡片接龙，前一幼儿所出算式的得数为后
一幼儿所出算式虚线前的数字。

b第三、四组看图，编应用题、写算式，先看看纸上的点子表
示的是什么意思，用算式把它记下来，再说说算式是怎样表
示图上的意思的。

请参加不同活动内容的幼儿互相交换操作材料继续活动，从
而使幼儿加深理解一道算式可以表示不同事物中的相同数量
关系。

谁最高谁最矮中班教案篇八

1、探索运用各种材料变出梯形的方法，进一步认识梯形的特
征。



2、喜欢操作各种材料，摆出各种梯形。

1、直角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图卡若干。(拼摆用。)

2、正方形、三角形、长方形纸卡。(折叠用。)

3、火柴棒若干。

4、幼儿用书、教学挂图。

（一）进一步认识梯形特征。

1、出示梯形图卡。

这是什么图形，我们为什么给它起了个梯形的名字?

2、梯形有什么特征?(梯形有两条平平的边，还有两条斜斜的
边。)

（二）分组操作活动：摆一摆，摆出各种梯形。

2、幼儿用操作材料试一试，摆出各种图形。

3、教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相互观摩交流。

（三）分组操作活动，拼一拼，折一折。

1、介绍并示范。

2、幼儿操作，老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相互观摩交流。

（四）引导幼儿翻开幼儿用书第37面。

1、小动物们也在玩梯形游戏，我们看看它们用什么材料变出
梯形的。



2、小结小动物的操作方法。(用两个三角形和一个正方形拼
出梯形;长方形的纸沿虚线向里折;三角形的纸沿虚线把上面
部分剪去;用棉签首尾相连摆出梯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