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数学认识球体反思 大班科学课教案
及教学反思认识小麦(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数学认识球体反思篇一

1、教育幼儿尊重农民的辛勤劳动，养成爱惜粮食的习惯。

2、培养幼儿的动脑思考能力和反应能力。

3、引导幼儿认识小麦的生长过程及其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4、促进幼儿的创新思维与动作协调发展。

5、能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体验成功的快乐。

1、重点：让幼儿了解小麦的生长过程和用途，教育幼儿节约
粮食。

2、难点：区分出各种麦制品。

1、自制ppt课件；小麦头饰；饼干面包图片（打印）；儿歌
《大馒头哪里来》。

2、实物小麦一株、麦粉制的食品、麦杆工艺品。

中班社会课件《小麦的一生》ppt课件

一、以谈话的形式导入，引导幼儿了解小麦的外形特征和组



成部分，认识其根、茎、叶的形状；并了解小麦的播种和收
获季节。

幼儿园中班社会教案《小麦的一生》含ppt课件

二、出示各种麦制品，了解麦子的用途。

1、出示各种麦制品，引导幼儿了解这都是用麦子做的。

2、引导幼儿了解麦子的用途：麦粒可磨成面粉；面粉可做成
馒头、面条、饺子、蛋糕、饼干、面包等；麦秸可编制各种
草帽、扇子、草绳、草包等。

3、游戏“麦爷爷找孩子”。请一个幼儿带上小麦头饰，当麦
爷爷。其余小朋友当面粉制品（把饼干面包的图片贴在幼儿
胸前）。麦爷爷说：“我的孩子不见了，他们都变了样，哪
是我的孩子呀？”幼儿依次说：“我是面包，是麦爷爷的孩
子。”“我是饼干，是麦爷爷的孩子。”

三、联想活动：

小麦是夏季里成熟的粮食作物，你在夏季里还见过哪些粮食
作物？（出示ppt图片：早稻、玉米、高粱、红薯……）

四、教育幼儿爱惜粮食。

通过儿歌《大馒头哪里来》体验农民伯伯的辛勤劳动，珍惜
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爱惜粮食，不剩饭，不掉饭粒。

幼儿园可适当组织幼儿到麦田参观或参加拾麦穗的公益劳动，
以体验粮食来之不易，加深节约粮食的认识。



大班数学认识球体反思篇二

1、复习整点，通过观察、操作认识半点。

2、发展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

幼儿人手一个表盘、头饰、多媒体课件

重点：了解时钟的结构及分针、时针的运行规律，学会看整
点。

难点：教育孩子珍惜时间，养成按时作息的好习惯。

1、复习了解时钟的结构及分针、时针的运行规律

(1)ppt演示时钟上有什么。

有了数字，还应该有什么呢?(时针、分针)播放下一页我长得
矮矮的胖胖的，我是时针，我长得高一点，瘦一点，我是分
针。哦，原来还有时针和分针呢。

(2)教师演示分针运行一圈

师：时针走一格，分针走一圈，虽然分针走的快，时针走的
慢，但他们表示的时间是一样的，时针走一格是一小时，分
针走一格也是一个小时。

2、复习认识整点

(1)多媒体课件播放整点并强调表示时间的写法(2页)

时钟上现在是几点?为什么是8点整?

游戏：老狼几点了



师总结：当时针正指着一个数字时，分针又正好指向12，就
表示整点了

(2)、认识半点

3、教师操作，让幼儿认识半点

(1)教师请幼儿观看课件滴答滴答几点了?

师：12点半

教师小结：时针指到12和1的中间还不到1分针指到6，

就是12点半，也是12点30分。

师：老师边拨钟表边问，滴答、滴答、滴答几点呐?

3点半呐

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好玩的游戏好不好?

(2)师：滴答、滴答、滴答几点呐?师说时间，幼儿操作学拨
半点

4点半呐····(请小朋友说说时针和分针的位置)8点
半，10点半。

(3)、请幼儿自己操作播出一个半点，请旁边的小朋友说一说

(4)请个别幼儿说一说你拨的是几点?(教师纠正拨的不正确的
幼儿)

4、幼儿操作、复习巩固整点，半点：边看本班幼儿生活的课
件边拨



下面老师要来考考小朋友，请每个小朋友上来拿一个时钟。

5、活动延伸：找好朋友(连线)

6、在《钟表店》的歌声里结束本课

本次活动我认为的教学目标基本达成，通过游戏复习整点引
出对半点的认识，让幼儿在操作中感知半点，巩固对半点的
认识。在活动中通过让幼儿观察、自主探索、提供可操作的
时钟材料，使每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
索，在活动中让幼儿感受探究的过程和方法，体验发现的乐
趣。

最后环节播放幼儿平时在幼儿园的照片与时间结合，加深了
对时间的认识，这样孩子的兴趣就更浓厚了。

大班数学认识球体反思篇三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1、在教学中熟悉斑马线的感化，相识斑马线在交通平安中的
主要性。

2、引诱幼儿有过马路走斑马线的意识，做个服从交通法则的
好孩子。

配景图（马路）、斑马图片、斑马线。

一、故事导入

1、报告故事“有一群快活的…………自动放慢了速率”。

1）本日有小动物到我们班级来，他们要给我们说个好听的故
事。故事的名字是《马路上的斑马线》。



2）小动物们是怎么过马路的？（坐在斑马叔叔的背上，让斑
马叔叔驮着过马路）

3）但是斑马叔叔天天这么背小动物过马路，他多累啊，你们
有没有好措施？（幼儿想措施）

4）你们想了许多好措施，小动物们也想到好措施了，让我们
来听听他们的措施。

2、报告故事“智慧的小山公想出了一个好措施……就一点也
不畏惧了”。

1）小山公想了个什么措施？（在马路上涂上跟斑马身上一样
的白色条纹，画斑马线）出示斑马线图片。报告幼儿马路中
心人行横道上的一条条白线，就叫斑马线。

2）为什么要叫斑马线？出示斑马图片。

3）如今小动物们有了斑马线，他们是怎么过马路的？（看看
旁边有没有车，再走斑马线）

3、如今小动物们找到好措施了，在马路上画上斑马线，过马
路再也不怕了。

二、评论辩论：斑马线的感化

1、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斑马线？

2、哪些处所有斑马线？

3、你过马路的时间是走那里的？（斑马线）

4、为什么要走斑马线？斑马线到底有什么用？

5、小结：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斑马线是专门为行人预备的，



来交往往的车辆瞥见我们从斑马线上过马路，都自发地放慢
了速率，如许我们可以宁神地过马路了。

三、游戏：过马路。

游戏法则：要服从交通法则，留意旌旗灯号灯，过马路要走
斑马线。

大班数学认识球体反思篇四

1、了解小麦的特征及用途。

2、知道农民伯伯劳动的艰辛，了解粮食的来之不易。

小麦生长期图片，实物麦子一小捆、麦粒一盘、面粉一小袋。

1、出示小麦生长期图片，让幼儿了解小麦的生长过程。

2、出示实物麦子，让幼儿观察小麦的外形特征，知道小麦生
长在土地里。小麦的茎俗称麦秸、空心、有节、光滑，麦叶
狭长。茎的顶端长麦穗，麦穗有象针一样的麦芒，麦穗上的
麦粒整齐地排列着，小麦未成熟时呈绿色，初夏成熟时是金
黄色的。

3、发给每个幼儿一个麦穗，让幼儿看、摸，了解麦粒是椭圆
形的，知道麦粒磨成面粉可以做馒头、面条、饺子、蛋糕、
饼干、油条、面包等等。

4、让幼儿知道麦秸可用来烧饭、烧水，也可用来盖房子、造
纸，还可编各种用品，如：草帽、扇子、凉席子、草包等等。

5、教师引导幼儿了解农民伯伯收割麦子的情景。

教师讲解炎热的.夏天，农民伯伯收割麦子、捆麦子、搬麦子



时汗水直淌，满脸是红的、衣服是湿湿的，腰酸悲痛，让幼
儿从中感受收割麦子是辛苦的，应当尊重农民伯伯的，爱惜
粮食。

结束部分：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快》

教师提问：

1、小麦的茎叫什么?(麦秸)麦叶是什么形状的?(狭长)茎的顶
端长什么?(麦穗)小麦未成熟是什么颜色?绿色)初夏成熟时是
什么颜色?(金黄色的)面粉可以做什么?(馒头、油条、饼干等
等)麦秸可以做什么?(草帽、扇子、凉席子等等)。

2、以回答速度快，正确的小朋友为胜。

大班数学认识球体反思篇五

·理解故事，了解斑马线的作用。

·继续了解一些常见的设施和规则，愿意遵守交通规则，做
一个文明的小市民。

童易软件故事

1、从开始——“主动放慢了速度”

提问：

（1）斑马叔叔是怎么帮助小动物们的？

（2）你有什么好办法帮助小动物们安全地过马路？你平时是
怎么过马路的？

·过渡：小动物想了什么好办法呢？让我们继续听故事。



2、从“树上的一只猴子”——结束。

提问：

（1）谁想出了好办法？

（2）是什么办法？

提问：

1、现在小动物们是怎么过马路的？

2、为什么过马路的线叫它斑马线？

3、你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吗？

4、为什么要在斑马线上过马路？来往的车辆看见斑马线是怎
么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