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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学习数学始于动作--“抽象的思维起源于动作”
• 幼儿对数学知识的理解要建立在多样化的经验
和体验基础上

• 幼儿抽象数学知识的获得需要语言的参与
• 幼儿数学知识的巩固有赖于练习和应用的活动

一、幼儿学习数学的特点



二、数学教育的目标

根据《纲要》 中科学领域的目标精神，幼儿数
学教育总目标的具体内容包括：

周围环境中事物的数、量、形、时间和空间等感兴趣，
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喜欢参加数学活动。

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获得有关数、量、
形、时间和空间等感性经验，体验到数学的重要。

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生活和游戏中某些简单的问题，
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操作和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三、数学教育的内容

• 感知集合与分类
• 10以内的数概念

• 10以内数的加减运算

• 量的比较与自然测量
• 认识几何形体
• 空间和时间概念



（一）感知集合与分类

1、集合概念的发展：

笼统感知阶段（2-3岁）——大致辨别多与少
初步感知阶段（3-4岁）——能感知到集合的界限、对
比集合间元素数量的不等，感知仅限于小数量的集合。

准确感知阶段（4-5岁）——能感知集合及元素个数，
能感知集合中包含着子集，整体可以分成若干部分，
但思维不具备可逆性。

多角度感知阶段（5-6岁）——能把一个集合按照不同
特征（物体的内部属性和外部属性、多重属性）分成子集。



2、分类

幼儿常用的分类方式：按物体的名称、外部特征（颜色、
形状）、量的差异、用途、材料、数量、联系等分类。

    比较是分类的前提，通过比较才能进行分类和概括。

如图：要把线条的长短、粗细分开就必须比较



3、认识“1”和“许多”（感官感知、分合操作）
    

    首先要引导幼儿边观察边比较，看看什么东西是１个，
什么东西是许多个。

    例如，１个圆和许多圆，１条鱼和许多条鱼等。通过对各种１个和

许多个物体的观察和比较，使幼儿初步理解“１”和“许多”都是表
示物体数量的，从而学会区别１个物体和许多个物体。



• 简单的比较：是指对两个（组）物体的数和量的比较
           例：比较两根线的粗细

                 

• 复杂的比较：是指两个（组）以上物体的数或量的比较
    例：比较下面哪组的圆形最多？哪组最少？

4、比较两组物体的相等与不等
                     （重叠法、并放法、连线法）



•重叠比较
       把一个（组）物体重叠在另一个（组）物体上，形成两个
（组）物体元素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从而进行量或数的比较。 
如：将圆柱一一叠放在椭圆上；

 

•并列比较
    把一个（组）物体并放在另一个（组）物体的下面，形成两

个（组）物体元素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进行量或数的比较。
如：四个心，一一并放在四个笑脸下面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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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比较（一）
      将图片上画的物体和有关的物体、形状或数字等，用线联系起来

进行比较。

•连线比较（二）
       对两个集合间元素数量的比较也可以通过连线的方式加以一一对应。

如图：



（2）理解10以内自然数的顺序（10以内相邻数的关系）

活动结束后，请幼儿靠楼道的右边站队，下楼梯靠右边。
多角度感知阶段（5-6岁）——能把一个集合按照不同特征（物体的内部属性和外部属性、多重属性）分成子集。
帮助幼儿区分左右，能区分自己的左手、右手，左边、右边。
活动案例：
      日常生活中的数学教育活动设计

从笼统、不精确到逐渐精确
自然测量认识形体及特征（立体）
6、认识10以内数的组成（分合操作：几种分法）
（1）掌握10以内数的实际意义（基数/序数意义、数的守恒）

口头数数——按物点数——说出总数——掌握数的守恒
按性质分：简单的比较/复杂的比较
把时间空间等同起来理解（把一个物体移动距离的远近与时间的长短混同起来，不考虑速度）
如：引导幼儿对２的相邻数１和３ 的关系的认识。
从绝对到相对，如“我的球最大”
引导幼儿认识纸面上的左右。
例如，１个圆和许多圆，１条鱼和许多条鱼等。
计数活动是幼儿形成初步数概念的基本活动。
帮助幼儿区分左右，能区分自己的左手、右手，左边、右边。
受生活经验的影响（如，“早晨”=“起床、刷牙”）
例：比较两根线的粗细
（三）学习10以内数的加减运算

问：小猫的左边是谁？右边是谁？教师移动某一动物，请小朋友给小动物重新排队。
1、小朋友都有两只手，一只是左手、一只是右手。

通过对各种１个和许多个物体的观察和比较，使幼儿初步理解“１”和“许多”都是表示物体数量的，从而学会区别１个物体和许多
个物体。
周围环境中事物的数、量、形、时间和空间等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喜欢参加数学活动。
比较法：是通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的比较，让幼儿找出它们在数、量、形等方面的相同和不同。
在学习几何形体时，常常要运用比较来进行。
如：将圆柱一一叠放在椭圆上；
简单的比较：是指对两个（组）物体的数和量的比较
问：小猫的左边是谁？右边是谁？教师移动某一动物，请小朋友给小动物重新排队。

（二）10以内的数概念

1、幼儿计数能力的发展：

口头数数——按物点数——说出总数——掌握数的守恒
    计数活动是幼儿形成初步数概念的基本活动。

幼儿计数的三种水平：死记硬背式；理性计数；持久等
价的计数。

2、幼儿数概念形成的标志：

（1）掌握10以内数的实际意义（基数/序数意义、数的守

恒）

（2）理解10以内自然数的顺序（10以内相邻数的关系）

（3）理解10以内数的组成（一个数可分成两部分数）



3、认识10以内基数（按物点数、按物取数、按数取
物、倒数、接数）

4、认识10以内序数

注意：引导从哪里数，按什么方向数；基数和序数结合
练习，学习区分

5、认识10以内相邻数（小1，大1）

6、认识10以内数的组成（分合操作：几种分法）

探索数的组成规律：互换和互补关系

7、认读和书写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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