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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内容：

教学内容及方法建议

本周教学重难点解析（4.5-4.14）

课程案例分享《认识整点》

分享儿歌和游戏

沟通与讨论



一、小班教学内容和方法

语言

社会

科学艺术

健康

《比较轻重（2个）》建议：可结合教师或幼儿身边的
事物通过“摸一摸”的方式进行比较

《好朋友》建议：可结合字卡玩游戏，反复重复几个汉字，加强对汉字
的记忆和理解
《游乐场真有趣2》建议：可结合生活中实例培养幼儿安全意识，也可
结合园内的环境讲解

《小动物睡觉了-下》建议：

可引导幼儿在过度环节进行
练习

《小河》建议：可出示水墨画，培养幼儿
感知美的能力，也可在美工区进行创作水
墨画，也可设计相关的“水墨画”课程

《打嘟噜》建议：可通

过游戏的方式进行，可改
变速度与幼儿互动



课程名称 重点 难点

比较轻重（2个） 比较两个量的轻重，并用语言表达“轻”
与“重”

体验用多种方式比较轻重
的乐趣，培养探索精神

游乐场真有趣2 能够安全地滑滑梯、荡秋千和上下楼梯 初步发展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

小动物睡觉了-下 发挥想象力大胆表演，能根据节奏做动作 发展表演能力，模仿能力

小河 感知欣赏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美 发展幼儿对美的感知

我想念你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也能够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家人
的想念

小动物睡觉了-上 能够跟跳舞蹈 大胆想象，尝试不同的方
式表演

打嘟噜 嘴唇要放松，闭合，让气息大量通过嘴唇
吐出

感受送气的部位丹田和喉
咙打开的感觉

好朋友 会读、会认“帮”“梳头”，并理解它们
的含义

感知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
友好相处

拉勾勾 会读、会认“拉勾勾”“小拇指”，并理
解它们的含义

强幼儿对童谣的识记，并
锻炼幼儿的反应能力

二、小班教学内容重难点解析



三、中班教学内容和方法

语言

社会

科学艺术

健康

《小狐狸的家淹了2》建议：可在过度环节跟唱练唱儿歌
《郊游歌》《家》《浪花》建议：可结合字卡进行游戏，增强幼儿对汉字的记忆能力

《学习1到10的顺序》建议：可结合实际事物让幼
儿数一数，摆一摆

《小小椅子舞（下）》建议：在户
外带着幼儿跳小小椅子舞，且鼓励
尝试新的舞蹈动作

《勇敢尝试我最棒》建议：结合
实际渗透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一
切

《狐狸舞（上）》建议：发
展身体的协调性和小肌肉运动



课程名称 重点 难点

学习1-10的顺序 能按照顺着数的顺序排列数字1到10，感知数与数
之间的关系

能积极参与活动，体验活动的乐趣

小狐狸的家淹了2 学习儿歌《大雨哗哗下不停》和舞蹈《小狐狸变好
啦》，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儿歌和舞蹈内容

理解体验分享带来的快乐

郊游歌 会读、会认“郊游”“保护”“环境”“果皮”，
并理解它们的含义

通过游戏，增强幼儿对汉字的识记，
提高配对能力

香和臭 能够真实地表演再现出各种表情反应 锻炼孩子信念感、感受力和表现力

勇敢尝试我最棒 面对困难不惧怕，大胆尝试去克服 接纳幼儿不同的表现，鼓励幼儿勇敢
尝试

鸵鸟的围巾 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努力做到最好 细心留意身边朋友的需要

小小椅子舞（下） 完整完成整个椅子舞 能够跟节奏跳舞，发展身体协调性

狐狸舞（上） 学习并掌握狐狸舞的前两个舞蹈动作 能够跟着节奏跳舞

家 会读、会认“珊瑚”“蘑菇”“动物园”，并理
解它们的含义

增强对汉字的识记，提高专注力和反
应力

浪花 会读、会认“浪花”“知道”“朵”，并理解它们
的含义

增强幼儿对汉字的识记，并加深对童
诗的再认

四、中班教学内容重难点解析



五、大班教学内容和方法

语言

社会

科学艺术

健康

《认识整点》建议：可结合生活的钟表认识整点

《月》《走出地下城2》建议：教师可结合字卡玩我说你猜的
的游戏，强化对汉字的记忆能力

《甩甩舞》建议：可以准备便利贴，

让幼儿体验甩的乐趣。可在户外或过度
环节进行舞蹈的练习

《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建议：可结合
幼儿日常生活中的实例进行渗透

《指令舞—下》建议：发
展身体的协调性和小肌肉
运动



课程名称 重点 难点

认识整点 了解钟表的组成，学会看整点 发展时间概念和逻辑思维能力

走出地下城2 学习儿歌《勇敢的拉拉》、《茄子也能顶
呱呱》和《冷静的呱呱》，并用自己喜欢
的方式表现儿歌内容

理解勇敢、细心和冷静是非常重要的
品质

月 会读会认“窗户”“帘”“装”“满”，
理解他们的含义

激发幼儿丰富的想象力

指令舞-上 在规定音乐里，听着指令做出相应动作 训练节奏感和反应能力

尊重他人的劳动
成果

理解他人劳动的辛苦，珍惜他人的劳动成
果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
正确规范自己的行为

等一等，再行动 学会耐心等待，把握时机再行动 初步培养幼儿有礼貌，能够尝试控制
自己的行为

甩甩舞 在音乐节拍里做甩的动作 培养舞蹈的律动感，身体协调性

指令舞-下 在规定音乐里，听着指令做出相应动作 训练节奏感和反应能力

春雨 会读、会认“滴答”“种”“发
芽”“说”，理解他们的含义

培养对识记汉字的兴趣

小鸟音符 会读会认“为什么”“线”“当成”，理
解它们的含义

激发幼儿丰富的想象力，培养幼儿的
语言表达能力

六、大班教学内容重难点解析



活动目标：了解钟表的组成，学会看整点
发展时间概念和逻辑思维能力
激发幼儿按时作息、珍惜时间的意识

活动重点：了解钟表的组成，会看整点
活动难点：激发幼儿按时作息、珍惜时间的意识
活动准备：教师：大钟表（一个）。

幼儿：《认识整点》操作卡（每人一张）、彩笔（一盒）
教学过程：
1.导入环节：
孩子们，今天我们要和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做游戏，那么先请你们认真听，想一想它是什么？
谜语：溜溜圆，光闪闪，两根针，会动弹，

一根长，一根短，嘀哒嘀哒转圈圈。
2.教学环节：
视频都都数学
准备：大钟表（一个）。
步骤1：观看视频。
步骤2：出示钟表，提出关键问题——钟表上有什么？有哪些数字？有几根指针？这两根指针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步骤3：小结——钟表上有数字1到12，还有两根指针。
步骤4：引出现在是几点。
视频C32认识整点1-1
步骤1：观看视频。
步骤2：提出关键问题——长长的分针指着几？短短的时针指着几？猜猜现在是几点？

大班-认识整点



视频C32认识整点1-2
步骤1：观看视频。
步骤2：小结——当时针指着2表示两点，分针指着12表示整点，所以是两点整。
步骤3：提出关键问题——那晚餐时间是几点？分针指着几？时针指着几？所以是几点？
视频C32认识整点1-3
步骤1：观看视频。
步骤2：小结——分针指着12表示整点，时针指着6所以是6点整。
步骤3：引出“火车时间”游戏。
视频C32认识整点2-1
步骤1：观看视频。
步骤2：提出关键问题——现在是几点？你是怎么判断的？
视频C32认识整点2-2
步骤1：观看视频。
步骤2：视频自动暂停，师幼互动问答。
视频C32认识整点3
步骤1：观看两次视频。
步骤2：提出关键问题——
指针转动的方向是什么呢？
1点过去一个小时，是几点？
再过一个小时呢？12点之后是几点呢
视频C32认识整点4-1
步骤1：观看视频。
步骤2：提出关键问题——（指着最左边的钟表）这个钟表表示几点呢？
步骤3：指导幼儿完成操作卡。
步骤4：幼儿分享交流自己的操作卡。



视频C32认识整点4-2
步骤1：观看视频，验证结果。
步骤2：积极评价——分针指着12，时针指着几就表示几点整。小朋友们完成很好！
3.结束环节：
步骤1：教师总结——分针指着12，时针指着几就表示几点整。请小朋友回家也自己认钟表，说一说早上几点吃饭、
晚上几点睡觉哦！嘟嘟嘟嘟，今天的都都数学就到这儿了。

互动延伸：
教师可在户外环节或过度环节用自制钟表与幼儿做游戏，让他们在游戏中反复认识钟表。在美工区也可

绘制钟表。



附：

1.游戏“时间超人”
一名幼儿站在大钟前，背对着大家，幼儿报时“X点整”。听到报时后，幼儿就用手臂来

摆出分针和时针的位置，游戏可反复进行。

2.游戏：“老狼老狼几点钟”
教师手拿1—12点钟的钟面卡片12张，走到前面扮演老狼。幼儿跟在“老狼”的后面边

走边问：“老狼老狼几点钟”？“老狼”举起1点钟的卡片，幼儿继续问老狼，当老狼举起
“12点”时，其他幼儿必须快速回到座位上安静下来。最后一个回到座位上的幼儿就被“老
狼”吃掉，游戏反复进行。

游戏：

注：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节部分内容



教研分享与反馈：

谢谢！

1.本周教研小结
2.《认识整点》课程教研反馈（《认识整点》实施过程中和结束后的教学反馈）

3.说说在我们的线上教研你还想听到哪些教学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