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长短大班教案(通用8篇)
高二教案是根据高二学生的特点和学习目标而设计的教学计
划，它是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学习的有力工具和指南。这些高
中教案范文都是经过教师实践验证的，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
助。

比长短大班教案篇一

虽是学前大班的学生，但学生的书本学具时常乱放，小书包
里的东西也是乱糟糟的;通过此课的学习，旨在培养学生爱护
学具，按书本学具的大小、长短，有序地整理自己小书包的
能力。

1.通过学生观察，初步感知物体有长有短。

2.通过学生操作学会一般比较物体长短的方法，知道长和短
是比出来的。

3.培养学生操作、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4.培养学生爱护学具的良好习惯，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5.使学生初步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掌握比较方法，会比几个物体的长短。

1.十二袋不同的`物品。

2.两支不同颜色、不同长度的铅笔。

一、感知物体有长、有短

1.引导观察



2.交流、汇报

(1)问：能告诉老师，你发现什么了吗?

(2)小组交流。

(3)学生汇报。

(4)引导说出：物体有长、有短。

二、探究比较长、短的方法

1.提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物体有长、有短的呢?

2.小组合作探究方法。

3.小组汇报。

4.揭示比较的一般方法。

我们不管把铅笔竖着戳在桌面上或手上，把尺子平放在桌面
上，还是把小棒平放在桌面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般
把要比的几个物体一端对齐。

5.出示铅笔图，引导学生说出谁比谁长，谁比谁短，并板书
长、短。

三、反馈练习

1.教师谈话：现在,我们做一个比较长短的游戏，你们可以自
由结组，想比什么就比什么，愿意比什么就比什么。

2.学生活动。

学生会比学具、跳绳、胳膊、手、脚等。



四、巩固练习。

做书中的练习题。

五、整理学具

教师提出要求：

1.原来学具袋中的东西不动，把书和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2.每两人装一袋，再把桌面上的学具摆一摆,比一比，听清要
求。

3.把桌面上的学具中最长的一个装进纸袋里;再把桌面上的学
具中最短的一个装进袋里。

4.各组都只剩下一个学具时，让学生把剩下的一个学具也装
进袋里。

5.把装好的学具袋放在桌子的左上角。

六、小结。

比长短大班教案篇二

启发小朋友用身体动作体会音的长短和起拍的感觉。

体会音的.长短。

数拍子。

小花猫、小花狗、花公鸡的头饰。

1．朗诵：跟老师轻声朗诵歌词．教师一定要按节拍朗读。



2．拍节拍：熟练后，教小朋友按节拍拍手朗读歌词。

3．做一做：待小朋友学会后，让他们随着歌曲做动作，进行
表演。

"伸个大懒腰"：做转腰的动作；"爱把尾巴摇"可以做一个二
拍子的动作，用前臂转两周来表示；"伸着脖子叫"可以做四
个一拍子的动作，用手指点四下。

4．演一演：小朋友戴上头饰，分别扮演小花猫、小花狗、花
公鸡，轮流边唱边做动作。

6、、结束。

比长短大班教案篇三

启发小朋友用身体动作体会音的长短和起拍的感觉。

感受乐曲欢快富有律动感的`情绪。

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体会音的长短。

数拍子。

小花猫、小花狗、花公鸡的头饰。

1．朗诵：跟老师轻声朗诵歌词．教师一定要按节拍朗读。

2．拍节拍：熟练后，教小朋友按节拍拍手朗读歌词。

3．做一做：待小朋友学会后，让他们随着歌曲做动作，进行
表演。



"伸个大懒腰"：做转腰的动作；"爱把尾巴摇"可以做一个二
拍子的动作，用前臂转两周来表示；"伸着脖子叫"可以做四
个一拍子的动作，用手指点四下。

4．演一演：小朋友戴上头饰，分别扮演小花猫、小花狗、花
公鸡，轮流边唱边做动作。

6、评价、结束。

在活动中，我为了避免孩子从头唱到尾，在解决难点四分音
符与感情技巧处理部分，我采用了谈话的方法，让孩子稍微
休息了一会，使活动能够动静结合，孩子们的表现基本上完
成了我预设的目标。当然了，本次活动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希望各位老师和专家多加指点。

比长短大班教案篇四

1.引导幼儿学习区别长短、宽窄、厚薄，并能用词表达。

2.让幼儿学习按照长短、宽窄、厚薄的差异进行正逆排序，
初步体验序列中物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3.鼓励幼儿完成多种活动内容，并大胆讲述操作过程和操作
结果。

引导幼儿学习按照物体长短、宽窄、厚薄的差异进行正逆排
序。

引导幼儿不受物体颜色、形状、材料的干扰，进行长短、宽
窄、厚薄差异的排序，并在选择的.过程中强化幼儿对序列中
物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的体验。

1.活动室布置：摆放一些宽窄、厚薄不同的物品，如：围巾、
毛巾、皮带、桌子、凳子、积木、书、毛衣、衬衫等。



2.教具：宽窄的纸条若干（同颜色、同长度；同颜色、不同
长度）；按长短、宽窄、厚薄、高矮、大小、多少等差异排
序好的材料纸各一张（如图1-图7）；录音机、磁带。

3.学具：每人一个信封，信封内有两张形状相同、厚薄不同
的纸片；每人两张宽窄、颜色各不同的纸条：黄色的宽，绿
色的窄；垫板若干；宽窄不同的布若干。

第一组：宽窄排序材料（同颜色、同长度、宽窄不同）；数
字卡片；厚薄排序材料（同质料、不同厚薄）；长短排序材料
（同颜色、同宽窄、不同长度）。

第二组：宽窄排序材料（不同颜色、同长度、不同宽窄）；
厚薄排序材料（同材料、不同颜色、不同厚薄）；长短排序
材料（同材料、不同颜色、不同长度）。

第三组：宽窄排序材料（颜色、长度、宽窄均不同）；厚薄
排序材料（颜色、质料、厚薄均不同）;长短排序材料（颜色、
质料、长短均不同）。

1.集体活动：

1.游戏：说相反。

2.区别宽窄：老师启发幼儿用重叠比较的方法区别宽窄。

3.找一找屏幕中或教室里有哪些东西宽，哪些东西窄。

4.幼儿练习按宽窄排序。（老师重点指导幼儿用重叠比较的
方法区分纸条的宽窄。）幼儿操作，老师检查。（幼儿边操
作边讲述：从怎样排到怎样。）

5.教师在幼儿摸索按宽窄排序的基础上概括按宽窄排序的方
法。（再让幼儿在屏幕上操作不同的排序方法，体验序列中



物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6.区别厚薄：

1.摸一摸信封里哪一块片片厚，哪一块片片薄。

2.玩踩垫游戏。（体验哪块垫厚，哪块垫薄）

3.想一想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东西厚，哪些东西宝。

1.小组活动：

按不同难度分成三个小组。（要求边操作边讲述）（争取每
人都能完成三种活动）

2.活动评价

1.在实物投影仪中出示幼儿的操作结果，幼儿集体检查。

2.小结。

1.游戏活动

彩布排序。

活动结束

音乐起，小朋友离开活动室。

比长短大班教案篇五

《比较长短》引导幼儿学习比较长短的方法，作为教师，在
授课前应该对教学内容制定一份优秀的教案，下面是《比较
长短》的幼儿园优秀教案，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学习比较长短的方法，能独立地给3件同类物体
比较长短。

2、引导幼儿描述比较结果，感知长短的.相对性，初步学习
长短排序。

活动过程：

一、出示铅笔，引出课题。

二、引导幼儿学习比较长短。

1、学习两支铅笔比较长短。

这两支铅笔哪支长?哪支短呢?可以用什么方法比出来的
呢?(把两只放在一起比一比，其中一端要对齐)。

小结：原来比的时候，要把两根支铅笔靠在一起，下端对齐，
这样就能看出哪支长，哪支短了。

2、学习三支铅笔比较长短。

小结：比的时候，仍然要把铅笔靠在一起，下端对齐，这样
就能看出哪支长的，哪支是短的，哪支是最短的?原来物体的
长短是相对的，比较的物体不同，长短也不相同。

三、学习按长短排序

1、(出示排队标记)，小朋友看这是什么标记?(排队标记)。
怎样排呢?

小朋友想想哪支铅笔排应该排在最前面，哪支铅笔跟在它的
后面，哪支排在最后面?



2、幼儿说，教师在黑板上操作，然后集体验证操作结果。

3、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说出操作结果。

四、小结上课情况。

比长短大班教案篇六

1.引导幼儿学习区别长短、宽窄、厚薄，并能用词表达。

2.让幼儿学习按照长短、宽窄、厚薄的差异进行正逆排序，
初步体验序列中物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3.鼓励幼儿完成多种活动内容，并大胆讲述操作过程和操作
结果。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活动重点

引导幼儿学习按照物体长短、宽窄、厚薄的差异进行正逆排
序。

活动难点

引导幼儿不受物体颜色、形状、材料的干扰，进行长短、宽
窄、厚薄差异的排序，并在选择的过程中强化幼儿对序列中
物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的体验。

1.活动室布置：摆放一些宽窄、厚薄不同的物品，如：围巾、
毛巾、皮带、桌子、凳子、积木、书、毛衣、衬衫等。

2.教具：宽窄的纸条若干（同颜色、同长度；同颜色、不同



长度）；按长短、宽窄、厚薄、高矮、大小、多少等差异排
序好的材料纸各一张（如图1-图7）；录音机、磁带。

3.学具：每人一个信封，信封内有两张形状相同、厚薄不同
的纸片；每人两张宽窄、颜色各不同的纸条：黄色的宽，绿
色的窄；垫板若干；宽窄不同的布若干。

第一组：宽窄排序材料（同颜色、同长度、宽窄不同）；数
字卡片；厚薄排序材料（同质料、不同厚薄）；长短排序材料
（同颜色、同宽窄、不同长度）。

第二组：宽窄排序材料（不同颜色、同长度、不同宽窄）；
厚薄排序材料（同材料、不同颜色、不同厚薄）；长短排序
材料（同材料、不同颜色、不同长度）。

第三组：宽窄排序材料（颜色、长度、宽窄均不同）；厚薄
排序材料（颜色、质料、厚薄均不同）;长短排序材料（颜色、
质料、长短均不同）。

1.集体活动：

1.游戏：说相反。

2.区别宽窄：老师启发幼儿用重叠比较的`方法区别宽窄。

3.找一找屏幕中或教室里有哪些东西宽，哪些东西窄。

4.幼儿练习按宽窄排序。（老师重点指导幼儿用重叠比较的
方法区分纸条的宽窄。）幼儿操作，老师检查。（幼儿边操
作边讲述：从怎样排到怎样。）

5.教师在幼儿摸索按宽窄排序的基础上概括按宽窄排序的方
法。（再让幼儿在屏幕上操作不同的排序方法，体验序列中
物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6.区别厚薄：

1.摸一摸信封里哪一块片片厚，哪一块片片薄。

2.玩踩垫游戏。（体验哪块垫厚，哪块垫薄）

3.想一想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东西厚，哪些东西宝。

1.小组活动：

按不同难度分成三个小组。（要求边操作边讲述）（争取每
人都能完成三种活动）

2.活动评价

1.在实物投影仪中出示幼儿的操作结果，幼儿集体检查。

2.小结。

1.游戏活动

彩布排序。

活动结束]

音乐起，小朋友离开活动室。

比长短大班教案篇七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有必要进行细致的教案准备工作，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
大家知道正规的教案是怎么写的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
大班数学长短厚薄宽窄排序教案，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1.引导幼儿学习区别长短、宽窄、厚薄，并能用词表达。

2.让幼儿学习按照长短、宽窄、厚薄的差异进行正逆排序，
初步体验序列中物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活动重点：引导幼儿学习按照物体长短、宽窄、厚薄的差异
进行正逆排序。

活动难点：引导幼儿不受物体颜色、形状、材料的`干扰，进
行长短、宽窄、厚薄差异的排序，并在选择的过程中强化幼
儿对序列中物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的体验。

1.活动室布置：摆放一些宽窄、厚薄不同的物品，如：围巾、
毛巾、皮带、桌子、凳子、积木、书、毛衣、衬衫等。

2.教具：宽窄的纸条若干(同颜色、同长度;同颜色、不同长
度);按长短、宽窄、厚薄、高矮、大小、多少等差异排序好
的材料纸各一张(如图1-图7);录音机、磁带。

3.学具：每人一个信封，信封内有两张形状相同、厚薄不同
的纸片;每人两张宽窄、颜色各不同的纸条：黄色的宽，绿色
的窄;垫板若干;宽窄不同的布若干。

第一组：宽窄排序材料(同颜色、同长度、宽窄不同);数字卡
片;厚薄排序材料(同质料、不同厚薄);长短排序材料(同颜色、
同宽窄、不同长度)。

第二组：宽窄排序材料(不同颜色、同长度、不同宽窄);厚薄
排序材料(同材料、不同颜色、不同厚薄);长短排序材料(同
材料、不同颜色、不同长度)。

第三组：宽窄排序材料(颜色、长度、宽窄均不同);厚薄排序
材料(颜色、质料、厚薄均不同);长短排序材料(颜色、质料、
长短均不同)。



1.集体活动：游戏：说相反。

2.区别宽窄：老师启发幼儿用重叠比较的方法区别宽窄。

3.一找屏幕中或教室里有哪些东西宽，哪些东西窄。

4.幼儿练习按宽窄排序。(老师重点指导幼儿用重叠比较的方
法区分纸条的宽窄。)幼儿操作，老师检查。(幼儿边操作边
讲述：从怎样排到怎样。)

5.教师在幼儿摸索按宽窄排序的基础上概括按宽窄排序的方
法。(再让幼儿在屏幕上操作不同的排序方法，体验序列中物
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6.区别厚薄：

1.摸一摸信封里哪一块片片厚，哪一块片片薄。

2.玩踩垫游戏。(体验哪块垫厚，哪块垫薄)

3.想一想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东西厚，哪些东西宝。

小组活动：按不同难度分成三个小组。(要求边操作边讲
述)(争取每人都能完成三种活动)

1.活动评价在实物投影仪中出示幼儿的操作结果，幼儿集体
检查。

2. 小结。游戏活动彩布排序。

活动结束：音乐起，小朋友离开活动室。

数学来源与现实，存在于现实，并且应用与现实，数学过程
应该是帮助幼儿把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的过程。教育活
动的内容选择应既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



和问题，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

比长短大班教案篇八

1.引导幼儿学习区别长短、宽窄、厚薄，并能用词表达。

2.让幼儿学习按照长短、宽窄、厚薄的差异进行正逆排序，
初步体验序列中物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活动重点：引导幼儿学习按照物体长短、宽窄、厚薄的差异
进行正逆排序。

活动难点：引导幼儿不受物体颜色、形状、材料的干扰，进
行长短、宽窄、厚薄差异的排序，并在选择的过程中强化幼
儿对序列中物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的体验。

1.活动室布置：摆放一些宽窄、厚薄不同的物品，如：围巾、
毛巾、皮带、桌子、凳子、积木、书、毛衣、衬衫等。

2.教具：宽窄的纸条若干(同颜色、同长度;同颜色、不同长
度);按长短、宽窄、厚薄、高矮、大小、多少等差异排序好
的材料纸各一张(如图1-图7);录音机、磁带。

3.学具：每人一个信封，信封内有两张形状相同、厚薄不同
的纸片;每人两张宽窄、颜色各不同的纸条：黄色的宽，绿色
的窄;垫板若干;宽窄不同的布若干。

第一组：宽窄排序材料(同颜色、同长度、宽窄不同);数字卡
片;厚薄排序材料(同质料、不同厚薄);长短排序材料(同颜色、
同宽窄、不同长度)。

第二组：宽窄排序材料(不同颜色、同长度、不同宽窄);厚薄
排序材料(同材料、不同颜色、不同厚薄);长短排序材料(同



材料、不同颜色、不同长度)。

第三组：宽窄排序材料(颜色、长度、宽窄均不同);厚薄排序
材料(颜色、质料、厚薄均不同);长短排序材料(颜色、质料、
长短均不同)。

1.集体活动：游戏：说相反。

2.区别宽窄：老师启发幼儿用重叠比较的方法区别宽窄。

3.一找屏幕中或教室里有哪些东西宽，哪些东西窄。

4.幼儿练习按宽窄排序。(老师重点指导幼儿用重叠比较的方
法区分纸条的宽窄。)幼儿操作，老师检查。(幼儿边操作边
讲述：从怎样排到怎样。)

5.教师在幼儿摸索按宽窄排序的基础上概括按宽窄排序的方
法。(再让幼儿在屏幕上操作不同的排序方法，体验序列中物
体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6.区别厚薄：

1.摸一摸信封里哪一块片片厚，哪一块片片薄。

2.玩踩垫游戏。(体验哪块垫厚，哪块垫薄)

3.想一想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东西厚，哪些东西宝。

小组活动：按不同难度分成三个小组。(要求边操作边讲
述)(争取每人都能完成三种活动)

1.活动评价在实物投影仪中出示幼儿的操作结果，幼儿集体
检查。

2. 小结。游戏活动彩布排序。



活动结束：音乐起，小朋友离开活动室。

数学来源与现实，存在于现实，并且应用与现实，数学过程
应该是帮助幼儿把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的过程。教育活
动的内容选择应既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
和问题，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