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环保小报教案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
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
够喜欢!

社会环保小报教案反思篇一

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教
案有助于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应当如何写教案
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幼儿园中班社会活动教案《能干
的值日生》含反思，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知道值日生的工作是为大家、为班级服务的，建立为集体
服务的意识。

2、初步了解做好值日生的方法。

3、体验为集体服务的快乐。

4、初步懂得自己长大了，遇事能够试着面对。

5、大胆想象，尝试讲述故事的不同发展。

1、观看大班幼儿餐前擦桌子、摆放碗筷及课前分发学具、摆
椅子等情景表演。

2、供幼儿演练用的学具、餐具和其他相关物品。

一、认识值日生，了解值日生的意义。

（1）观看大班幼儿佩带标记进行的情景表演。



哥哥姐姐身上的标记是什么意思，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为
谁做的.？

（2）讨论：为什么小朋友要轮流做值日生？

小结：有了值日生的服务，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学习时间学
习游戏，值日生可以学习做自己能做的事，小朋友得到快乐，
自己也得到快乐。

（幼儿是最喜欢模仿的，他们刚刚萌发为集体服务的意识，
情景表演为幼儿梳理了生活经验，从而知道那些事是为大家
服务的。

二、引导幼儿结合生活经验讨论：值日生服务的内容和方法。

（1）、讨论值日生可以在那些方面为大家服务？怎样才能做
好？

（2）、讨论怎样做一名能干的值日生？

（在互动的过程中，有效的提问，才有更好的反馈信息，幼
儿讨论后得到的结论，表现了幼儿的评价观）

教学设计意图：

经过小班一年的集体生活，已逐步具备了一定的自我服务能
力，同时也萌发了为他人服务的意识，如：活动中帮老师发
发水彩笔，排一排小椅子，午睡时帮同伴拉一拉衣袖，无不
体现了这种意识。新《纲要》要求引导幼儿体验为他人服务
的乐趣，而幼儿本身也正是把为他人服务的当作一件快乐的
事，因而设计了这一活动。



社会环保小报教案反思篇二

1、认识到节约用纸，利用废纸是保护森林，保护资源的实际
行动。

2、通过活动产生节约用纸的意识和行为，养成节约用纸的习
惯。

1、视频《纸是怎么来的？》

2、废纸再利用等图片。

3、再生纸的实验。

1、观察班级小朋友节约行为的图片，引出主题。

--照片上的小朋友是谁？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2、播放视频《纸是怎么来到的？》，引导幼儿讨论为什么要
节约用纸？

--帮助幼儿了解纸是劳动人民用树木制造成的。

--树木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节约用纸等于在
保护树木。

3、人能不能不使用纸，生活中哪些地方要用到纸？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纸，这样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吗？

4、怎样节约用纸和怎样利用废纸？

--广告纸、废报纸可以用来做手工。



--纸箱可以用来做收纳箱。

5、纸是可回收垃圾，废纸可以用来制造再生纸。

6、造纸会产生很多的污染。

--造纸需要消耗很多的资源如水电人力等，同时造纸会产生
废气、废水，严重污染了我的生活环境。

7、小结：节约用纸的好处。

《你会用纸吗？》这一课的活动内容主要是引导小朋友节约
用纸保护环境的，目的是让小朋友了解纸的来源，知道节约
用纸的重要性，做到节约用纸。我以观察图片的方式导入活
动，播放课件让小朋友了解生产纸对环境的影响，讨论制定
节约用纸公约，共同来遵守公约。在活动中让小朋友明白树
木越来越少对人类的危害，不能让他们的意识仅仅停留在没
有树就不能造纸的简单思维上，树木跟人类的关系是至重要
的，它关系到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等等问题。利用有关图片
和音像资料让他们去感受环境收到污染的后果，从而让他们
进一步提升爱惜资源的意识，并落实到行动上去。

社会环保小报教案反思篇三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可能需要进行教案编写工作，教案
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教案要怎
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幼儿园大班社会活动儿歌教案
《我会搬椅子》含反思，欢迎大家分享。

宝贝们情绪稳定下来了，愿意参与班级活动。但是，还不会
将小椅子一个一个的放好，经常乱放。搬椅子的方法也不对，
拖着椅子走，推着椅子走，甚至有个别孩子还把椅子扛到了



头上，针对这种情况，设计了本次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中
学会了搬椅子的本领。

生活游戏：我会搬椅子

1、学会搬、摆小椅子的方法，会一个挨着一个摆。

2、知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4、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1、小兔头饰人手一个、大灰狼的头饰一个。兔跳的音乐、大
灰狼的音乐。

2、场景布置：散放在活动室中的小椅子。

3、教会幼儿说儿歌《搬椅子》

一、 师扮演妈妈，幼儿扮演小兔子，跳进活动室。

师：“兔宝宝们在外面玩累了，和妈妈一起回家吧!”师生共
同学小兔子跳进活动室，发现散放在地上、桌边的小椅子。
兔妈妈：“哎呀，我们的家怎么这么的乱，小椅子怎么到处
乱跑呀?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引导幼儿说出把椅子摆好。

二、幼儿一边念儿歌《搬椅子》，教师根据儿歌内容，引导
幼儿模仿搬椅子的方法。

三、引导幼儿把椅子排成同字形，幼儿在中间玩小兔和大灰
狼的游戏。

我们用椅子来摆个家，好吗?来，和兔妈妈一起搭我们的新家。



兔宝宝们摆得真整齐，一定很累了，我们玩小兔和大灰狼的
游戏吧!请林老师来当大灰狼，待会大灰狼出来的时候，小兔
子们要赶快回家哦。(坐回椅子上)玩游戏两遍。

四、请幼儿把椅子放回桌子底下。

天黑了，小椅子要去找它的桌子妈妈了，小兔子快把它送回
家吧。记住怎么搬椅子了吗?

五、小结：

附儿歌《搬椅子》

小椅子，我会搬，两手抓住放胸前。

一个挨着一个放，整整齐齐真好看。

因为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游戏能增强幼儿参与活动的
兴趣。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游戏中很容易就能掌握所学技能。
因此，我设计了这次活动，孩子们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
兴趣很高，在游戏中学会了搬、摆椅子的方法。这个活动结
束后，大部分的孩子都掌握了搬椅子的方法。因为对他们来
说不是学本领，而是玩游戏。以后设计教学活动内容时，要
多思考，多找些适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使他们乐意参与，并
愿意在游戏中学会的活动。

社会环保小报教案反思篇四

作为一名教师，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累
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应该怎么写教案呢？以
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幼儿园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好玩的沙发
垫》含反思，欢迎阅读与收藏。



1、鼓励幼儿大胆尝试，探索沙发垫的多种游戏方法

2、在游戏中发展幼儿合作交往能力，启发幼儿的创新思维

3、发展幼儿的观察、分析能力、动手能力。

4、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小动物沙发垫若干;录音机等。

一、进入活动场地：教师与小朋友边走边唱进入活动区(地上
散放着沙发垫)

二、认识沙发垫，激发游戏兴趣

1、小朋友你们看(指沙发垫)活动室里有什么?

2、这叫沙发垫，你们想不想有一个这样的沙发垫――脱掉鞋
子，到地毯上来吧!

3、你们手里有几个沙发垫?压一压、拍一拍有什么感觉?

4、请幼儿坐在地毯上“这是什么样的沙发垫?”(启发幼儿从
形状、颜色、图案等多方面观察)

5、你还见过什么样的沙发垫?在哪里?

6、沙发垫可以用来做什么?我们试一试(靠、抱、躺、坐等)

三、游戏：

1、沙发垫不但可以抱、靠、躺，还可以玩，看谁玩得最开心。

2、幼儿伴随欢快的音乐进行游戏，教师适时的.参与并鼓励
幼儿大胆尝试多种方法，在游戏中与同伴合作、交流、学习。



四、介绍游戏方法，互相学习，共同游戏。

“老师发现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开心，谁来说一说你是怎么玩
的?(鼓励幼儿大胆说出各种游戏的方法，引导幼儿互相学习)

例如：骑大马、跳房子、学小乌龟爬等可以单独游戏;走小桥、
盖房子等可以合作进行。

五、结束：

沙发垫作为一种家居用品，既轻巧美观又安全舒适，适合小
班幼儿摆弄，漂亮童趣的沙发垫又可以营造一种家的氛围，
让孩子们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动手、动脑、学习、游戏。

社会环保小报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观看视频，了解并学习拍手、握手、摆手等礼仪动作
和用语，学习礼仪儿歌。

2.在日常与朋友的交往知道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体验知
礼、懂礼、学礼的快乐。

活动准备：

视频三段

动作图片若干

活动过程：

1. 观看第一段视频



(1)今天孙老师带来了一段视频，请你仔细地看一看，有谁?
他们说了什么?幼儿观看视频。

2.观看第二段视频

(2)观看结束提问“朋友见面了，说了什么?边说边做什么?教
师总结：你好你好点点头。

(3)哪两个小朋友来学一学

3.看图模仿动作学儿歌

(2)那请你看看老师在做什么动作?(伸手)在哪里看到过这个
动作?(幼儿先说后呈现图片)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引出儿歌：
请进请进伸伸手。

(3)做个礼仪好宝宝，伴随着礼仪动作说礼貌用语宝宝像个小
淑女、小绅士，老师这还有一些动作图片，请你去看一看，
学一学图片上的动作，想一想，什么时候做这个动作?(幼儿
看图并模仿动作)

4.完整儿歌表演

学着做个礼仪好宝宝，相信大家都会喜欢你，生活中的礼仪
还有很多呢，现在我们先把今天学的这些礼仪看着图完整的
做一做、说一说。

5. 迁移经验讨论：

6.延伸活动：

附儿歌：

我有一双小小手，要拉许多好朋友，你早你早弯弯腰，你好
你好点点头，谢谢谢谢拱拱手，请进请进伸伸手，欢迎欢迎



握握手，真棒真棒拍拍手，再见再见挥挥手，做个礼仪好宝
宝。

备注：

为了避免活动的说教与枯燥乏味，考虑到动静交替的原则，
我加了一点模仿动作的图片让幼儿看一看、学一学、做一做，
不知是否合理，本次活动整体感觉是在幼儿的学说与学做中
展开，大家看过后，有什么问题或是宝贵的好建议提出来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