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数学有趣的几何图形教案反思与评
价 中班数学有趣的几何图形教案(大全8

篇)
教案的编写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成功案例分享：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初二教案成功案例，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中班数学有趣的几何图形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一

1、通过对比，让幼儿感知圆形、三角形、长方形的基本特征，
能够识别和区分三种几何图形。

2，在老师的指导下，能用数来描述图形。

3，让幼儿学会初步的记录方法。

4、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过创设愉悦的游戏情节，运
用多种感官来调动幼儿的思维、想象能力，发展幼儿的观察
力和动手能力。

1、三种几何图形卡片若干，固体胶。

2、ppt几何图形拼组成的图片

3、魔术箱、魔法棒。

1、开始部分：教师带幼儿做手指游戏，集中幼儿的注意力师：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到图形王国去，那里啊，会
变出好多好多有趣的东西，好了，我们先来做个小游戏，看
哪个小朋友表现得最好。

2、中间部分：用游戏的'方式让幼儿认识三种几何图形(1)游



戏：摸一摸"魔术箱"。

中班幼儿已经认识了长方形、正方形、梯形、三角形、圆形、
半圆形、椭圆形，对几何图形有着浓厚的兴趣。帮助幼儿进
一步感知、并掌握有关几何图形的基本特征。充分调动幼儿
的各种感官，满足幼儿探索发现、尝试创作的欲望，符合大
班的年龄特点。

中班数学有趣的几何图形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二

1、引导幼儿区分圆形、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并能按标
记进行分类。

2、通过情景游戏等活动，让幼儿初步感知图形之间的转换关
系，并能想办法解决问题。

3、有兴趣参加数学活动。

4、能与同伴合作，并尝试记录结果。

1、学会了各种图形的特征。

2、自制的“小路”，上面镂刻大小不同的图形“土坑”，将
镂刻下来的图形作成铺路的“石头”。小篮同幼儿人数。

3、圆形、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的图形标记，音乐。

1、幼儿操作材料放入活动室计算角，让幼儿在自由活动中继
续操作。

2、让幼儿回家找一找、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东西的
形状是圆形、三角形、长方形及正方形，回园告诉老师，并
列出图表。



中班数学有趣的几何图形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三

中班的幼儿已有了粗浅的几何概念，这一阶段的幼儿能正确
地认识圆形、叁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梯形、，但他们不
是从这些形状的特征来认识，而是将其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熟
悉的物体相对照。因此，我设计了《有趣的图形》的活动，
让孩子在游戏探索中对图形产生兴趣，并通过观察、比较、
想象、动手等，感知不同图形的不同特征。

1、通过对比，让幼儿感知圆形、叁角形、正方形的基本特征，
能够区分叁种几何图形。

2、通过创设愉悦的游戏情节，运用多种感观来调动幼儿的思
维、想象能力，发展幼儿的观察力。

3、激发幼儿探索的欲望。

4、有兴趣参加数学活动。

5、体验数学集体游戏的快乐。

活动重点、难点：圆形和方形的认识和区分。

1、叁种几何图形若干。

2、魔法衣、魔法棒。

3、课件《图形变变变》

(1)、教师念儿歌：“魔法口袋东西多，让我先来摸一摸，摸
出来看看是什么?”摸出正方形，问：“这是什么?(正方形的
卡片)小朋友们真棒!“正方形有四条边它们一样长”问："我
们在平时生活中，我们见过哪些东西是长方形的?(启发幼儿
说出)小朋友真棒!那小朋友们一起来看看罗老师找出的图片。



(2)、再念魔法：“罗老师要变魔法啦!来看看罗老师变出了
什么，魔法变变变，变出了长方形”(正方形对折)长方形的
两条边都是一样长(摸一摸)一边长，一边“短”，那小朋友
想一想，我们见过什么东西是长方形的?(启发幼儿说出)那我
们一起来看看罗老师找出的图片。

(3)再念魔法：“罗老师又要变魔法啦!来看看罗老师这次又
变出了什么，魔法变变变，变出了叁角形”(正方形对折)叁
条边，叁个角，像座小山立得牢，小朋友想一想，我们见过
什么东西是叁角形的?(启发幼儿说出)那我们一起来看看罗老
师找出的图片。

师:小朋友们真棒，认识了这么多图形宝宝，魔术王国里还有
好多有趣的'东西，你们看，这是魔法棒，(出示魔法棒)它也
会变出好多的东西。我们来看看它变出什么了?魔法变变
变(边说边出示其中的一幅图画)“机器人”。现在小朋友们
来找一找这个机器人它由哪些图形宝宝组成的?(表扬)。

“魔法魔法变变变，哇，魔法棒真厉害一下子变出叁幅
图，”教师用魔法棒“变”出另外的几幅图画，现在我想请
小朋友来找一找。

二、游戏：小动物找家师：“魔法棒的本领可真大，它还会
边出小动物呢!小朋友们，你们看都是谁啊?”魔法变!变!
变!(“变”出叁种小动物)师：“咦!这叁个小动物好像不高
兴，我们来问问他们怎么了。”

“小狗、小猪、小兔子，你们怎么啦?”

(小动物说话：)“我们找不到家了!”

“小朋友们，我们来帮小动物找家吧!你们愿不愿意啊?”

幼：愿意。



师：“你们看，这些都是小动物的房子，现在我们来帮小动
物找找家。”(把叁种几何图形的卡片发给幼儿)师：“小动
物说它们的房子都是有形状的，我们来听一听，小猪说：我
们的房子是正方形的，小朋友们看到正方形的‘房子’了
吗?”让幼儿把正方形的卡片举起来。

师：“小朋友们做得真好，都帮小猪找到家了。小狗说：它
们的房子是叁角形的，小朋友们看到叁角形的‘房子’了
吗?”让幼儿把叁角形的卡片举起来。

师：“小狗也找到家了，小兔子说：它们的房子是圆形的，
小朋友们看看圆形的‘房子’在哪里?”让幼儿把圆形的卡片
举起来。

师：“小朋友们真能干，也帮小兔子找到家了”。师：“小
朋友们真聪明，都帮小动物们找到家了，小狗、小兔子、小
猪可高兴了。”(把叁种小动物分别“送到”相应的“房子”
里)(叁)、结束部分：让幼儿巩固对叁种几何图形的认识。

师：“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在魔术王国认识了好多的图形宝
宝，小朋友们说说它们是谁啊?”(依次出示叁种几何图形的
卡片，让幼儿说出图形的名称)。

中班数学有趣的几何图形教案反思与评价篇四

活动目标：

1、通过对比，让幼儿感知圆形、三角形、长方形的基本特征，
能够识别和区分三种几何图形。

2、在老师的指导下，能用数来描述图形。

3、过创设愉悦的游戏情节，运用多种感官来调动幼儿的思维、
想象能力，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和动手能力。



4、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活动准备：

1.三种几何图形卡片若干，固体胶。

几何图形拼组成的图片

3魔术箱、魔法棒。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教师带幼儿做手指游戏,集中幼儿的注意力。

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到魔术王国去,那里啊,会
变出好多好多有趣的东西,好了,我们先来做个小游戏,看哪个
小朋友表现得最好。”

(教师做示范):“捏拢,放开;捏拢,放开;小手背起来。”

(二)、中间部分:用游戏的方式让幼儿认识三种几何图形。

1、游戏:摸一摸“魔术箱”

师:“小朋友们,魔术王国到了,魔术王国里有一只奇妙的箱子,
你们看,就是这只魔术箱?(出示魔术箱)你们想不想知道里面
藏的是什么秘密吗?好了,我们来看看这只魔术箱会给小朋友
们变出什么有趣的东西。

(1)、教师念儿歌:“魔术箱子东西多,让我先来摸一摸,摸出
来看看是什么?”

问:日常生活中还有那些东西是正方形的?(启发幼儿说出)

(2)、再念儿歌:“魔术箱子东西多,请某某小朋友来摸一



摸。”

当幼儿摸到后,要求说出生活中还有哪些这样的物品?游戏反
复进行。

(3)、教师总结:魔术箱里的东西有的是圆形的、有的是三角
形的、有的是正方形的。(边说边指相应的物品)

(4)、你怎么知道它是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的?

(5)、老师总结:圆形:圆溜溜,没有角,滚来滚去真能跑;

三角形:三条边,三个角,像座小山立得牢;

正方形:四条边一样长,四个角一样大,方方正正本领好。

2、游戏:谁的本领大

(1)、教师用魔法棒“变”出有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组成
的图片,请幼儿找出其中的图形宝宝。

师:“小朋友们,魔术王国里还有好多有趣的东西,你们看,这
是魔法棒,(出示魔法棒)它也会变出好多的东西。变!变!变!
咦!魔法棒变出什么了?边说边出示其中的一幅图画)原来是一
幅漂亮的图画。现在,小朋友们来找一找,这幅图由哪些图形
组成,比比哪个小朋友的本领大。

(2)、教师用魔法棒依次“变”出另外的几幅图画,请幼儿分
别找出各种图形。

3、游戏:小动物找家

师:“魔法棒的本领可真大,它还会边出小动物呢!变!变!
变!(“变”出三种小动物)小朋友们,你们看都是谁啊?”



幼:……

师:“咦!这三个小动物好像再哭,我们来问问他们怎么了。”

“小狗、小鸭子、小蜜蜂,你们怎么啦?”

(教师模拟小动物的声音)“我们找不到家,见不到妈妈了!”

“小朋友们,我们来帮小动物找家吧!你们愿不愿意啊?”

幼:……

师:“你们看,这些都是小动物的房子,现在我们来帮小动物找
找家。”(把三种几何图形的卡片发给幼儿)

师:“小动物说它们的房子都是有形状的,小鸭子说,它们的房
子是正方形的,小朋友们看到正方形的‘房子’了吗?”让幼
儿把正方形的卡片举起来。

师:“小朋友们做得真好,都帮小鸭子找到家了。小狗说,它们
的房子是三角形的,小朋友们看到三角形的‘房子’了吗?”
让幼儿把三角形的卡片举起来。

师:“小狗也找到家了,小蜜蜂说,它们的`房子是圆形的,小朋
友们看看圆形的‘房子’在哪里?”让幼儿把三角形的卡片举
起来。

师:“小朋友们真能干,也帮小蜜蜂找到家了”。

师:“小朋友们真聪明,都帮小动物们找到家了,小狗、小鸭子、
小蜜蜂可高兴了,唱着歌快快乐乐地回家去了。”(把三种小
动物分别“送到”相应的“房子”里)

(三)、结束部分:让幼儿巩固对三种几何图形的认识。



师:“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在魔术王国认识了好多的图形宝宝,
小朋友们说说它们是谁啊?”(依次出示三种几何图形的卡片,
让幼儿说出图形的名称)。

师:“魔术王国里还有好多好多奇妙的东西,下次老师再带你
们去,好不好?我们也唱着歌回家吧!”

活动延伸:

1、让幼儿把小动物的‘房子’分类放到区域角中。

2、让幼儿在日常生活中找出其他的图形。

中班数学有趣的几何图形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五

引导幼儿区分圆形、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并能按标记
进行分类。

通过情景游戏等活动，让幼儿初步感知图形之间的转换关系，
并能想办法解决问题。

培养幼儿思维的灵活性，发展幼儿动手能力，激发幼儿学习
数学的欲望。

主动参与实验探索。

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1、学会了各种图形的特征。

2、自制的“小路”，上面镂刻大小不同的图形“土坑”，将
镂刻下来的图形作成铺路的“石头”。小篮同幼儿人数。

3、圆形、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的图形标记，音乐。



1、幼儿操作材料放入活动室计算角，让幼儿在自由活动中继
续操作。

2、让幼儿回家找一找、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东西的
形状是圆形、三角形、长方形及正方形，回园告诉老师，并
列出图表。

中班数学有趣的几何图形教案反思与评价篇六

活动目标：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课堂。

（幼儿回答）

老师：今天呀，老师带了一位可爱的宝宝跟小朋友们做朋友，
现在老师就把它请出来吧！

（老师出示圆形、正方形、三角形。）

二、初步认识圆形、正方形、三角形。

老师：小朋友们请看，这个宝宝可爱吗？它们有个共同的名
字叫做图形宝宝吧！

老师：这些图形宝宝是一样的吗？

老师：对了，他们的形状不一样；这个是圆形，就像大大的
月饼一样的形状，我们一起来说出这个图形宝宝的名字
来――圆形。

老师：这个是正方形，就像我们会玩的玩具魔方一样，我们



一起来说出这个图形宝宝的名字来――正方形。

老师：这个是三角形形，它有三个尖尖的角，我们一起来说
出这个图形宝宝的名字来――三角形。

三、练习认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

老师：那小朋友们仔细的看一看，这是什么呀？（出示三角
形、圆形、正方形拼成的的画）

老师：这幅画里小朋友们你们能找出都是用什么形状组成的
呢？

（幼儿回答）

老师：对啦，我们今天这位图形宝宝呀是由三角形，圆形和
正方形组成的。图形宝宝告诉老师它很喜欢小朋友们，所以
它带了许多礼物给小朋友们，我们去看看是什么礼物吧！

（老师出示各种图形的片片）

（幼儿回答）

老师：刚刚小朋友们回答的都很棒，现在老师要把礼物发给
小朋友啦！小朋友们仔细的摸一摸自己的片片礼物，等下老
师想要请小朋友们告诉老师自己的礼物是什么形状，发言之
前要干什么呀？对啦，要先举手，看哪个小朋友把手举的很
端正，老师就叫他来回答。

（老师点名让几个小朋友回答）

四、活动小结。

五、活动结束。



[幼儿园《认识几何图形》教案]

中班数学有趣的几何图形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七

1、学习9的组成，知道9有8种分合法。

2、感受和体验9的组成两个部分数之间的关系，根据分合法
列加减法。

活动准备

画有圆点的购物劵若干、水果、布置好的水果店。

活动流程

一、复习8以内的加减法。游戏：开火车。师：我的火车就要
开。幼：儿点开。老师出示算数卡，说：请你猜一猜。
幼：1+7=8你的火车8点开。游戏由慢到快。

二、学习9的组成；

（1）分给幼儿购物劵，让幼儿共同认识购物劵上的圆点，告
诉幼儿一个圆点代表1圆钱。

（2）水果店里的水果每一种都是9圆钱小朋友想一想，你手
中的哪两张合起来是9。

（3）请幼儿到水果店买水果，一幼儿当营业员。一定看好，
小朋友是不是付的9元钱请幼儿说一说，我用哪两张购物劵买
的水果……买的越多越好，然后让幼儿进行记录。

三、师幼共同讨论9有8种分合法。师：有这么多的分合法，
我们来顺序一下，9的分合法，让幼儿读一读。



四、引导幼儿根据9的分合法列出相应的加减法。

1、教师：9能分成1和8，1和8合起来是9.合起来是什么意思？
谁能根据这个分合法列出一道加法式子。

2、引导幼儿理解交换规律，感受两个加数交换，得数不变。

五、让幼儿根据书上的要求进行操作，教师巡视。

活动反思

活动时以游戏方法复习8的加减法幼儿学习兴趣高。进一步理
解巩固进行第二个环节。学习9的组成时，用购物劵买水果，
让幼儿进行购买水果。来掌握9的组成，并进行记录。然行讨
论、，最后引导幼儿根据9的分合法进行设计提问，并请幼儿
列出相应的加法算式。

课后

本次活动，幼儿通过动手操作、学习，掌握39的组成，并能
根据分合法进行运算，感知互认、互换的关系。

中班数学有趣的几何图形教案反思与评价篇八

1、能用目测的方法判断、比较物体的粗细与宽窄，感知它们
的相对性。

2、大胆讲述比较的结果，获得探索的乐趣。

【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

1、班级环境中布置一些粗细、宽窄不同的物品，如：绳子、



平衡板、圆柱积木等。

2、课件、《幼儿画册》。

知识准备：能够说出不同事物的特点。

【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比较，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难点：能正确判断、比较物体的粗细、宽窄等。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引起兴趣。

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几位好朋友，来看看都
有谁？

二、播放课件，观察比较。

小结：原来有的东西粗一点，有的东西细一点。

小结：原来有的东西宽宽的，有的东西是窄窄的。

三、组织操作，比比说说。

1、师：现在老是要给小朋友们每人发张操作纸，上面有几张
图片，请小朋友们仔细观察图片，找一找图片中比较粗的或
者比较宽的东西，用笔把它圈出来。可以吗？那就动手吧。

2、巡回指导，个别展示并讲评。

3、师：都完成了吗？老师挑选了几张小朋友们的操作纸，我
们一起来检查一下有没有找对。



4、师：看一看自己的操作纸，都找对了吗？没有都找对的，
把它改正确。

四、结束活动。

刚刚小朋友们在教室里找到了很多粗细的、宽窄的东西，现
在跟老师一起到教室外面也去找找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