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机和船教案小班 托班教学反思(优质5
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
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飞机和船教案小班篇一

本次活动孩子们在游戏中练习了四散跑，在活动中以游戏的
形式让幼儿的兴趣活跃度加大，这既培养幼儿乐意参与集体
游戏的兴趣程度，在追追、跑跑中也感受游戏的快乐，也同
时能够在练习跑动中增强动作的灵活性，培养了幼儿的注意
力。本次活动的目标已基本达到，孩子参与游戏的积极性高、
活动的环节也比较的清晰。孩子们在这个游戏活动中既锻炼
了自己、也感受了游戏的快乐。正如《纲要》中指出：“在
游戏中学习、在快乐中学习，让孩子自主的参与游戏、让孩
子感受成功的喜悦。”

但在活动中我发现，四散逃开时部分幼儿会因为太过兴奋而
冲撞的其他幼儿，这在安全方面具有很大的隐患。所以我让
幼儿在逃跑前的鱼儿游时，先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相互之
间靠的太近，这样当要四散逃时，每位幼儿都有充足的空间
进行转身跑动，不易撞到其他幼儿。要进行本次活动必须在
相对空旷宽大的场地里，这样对幼儿来说玩的更安全，玩的
更开心。除了安全问题我还发现个别幼儿知道了要最后要逃
跑，所以从游戏的一开始躲在很远的地方防止被掉到，这样
的情况就会导致游戏失去趣味性。在这个方面我在以后进行
这个游戏活动时要更加注意强调一下。

总体来说本次活动开展的顺利，不仅让幼儿锻炼灵活性，更
让幼儿乐于和别的幼儿一起参与游戏活动，从中感受到了快



乐。

飞机和船教案小班篇二

我原本以为这一环节是不会有问题的，最重要的是撕贴问题
上，可是这问题就是出现了，这让我反思教学反思自己。对
于托班幼儿，最重要的就是吸引他们，以最易表现的方式让
他们感兴趣。对于这样的一个美术活动，撕下撕贴纸是小朋
友最想尝试的，在他们的意识里还没有准确的定位手工纸和
撕贴纸，看着老师在上面撕，他是非常想尝试的`，而我一发
下纸，正好满足了他，他只知道他可以像老师一样撕了，而
忽略了手上拿的并非是撕贴纸，他拿着的是小衣服的手工纸。
对于托班的幼儿，他能进一步思考吗？？我这样反问自己，
而答案很明显，托班的幼儿还处在最直接的想法，拿到纸先
撕就对了。那么这就是我的问题了，我在环节中并没有给幼
儿认识撕贴纸和手工纸，并没有指出不能撕手工纸。最后展
示宝宝的撕贴作品时，又一问题出现了：有些宝宝把小纸叠
在一起了，一张上叠一张。这一问题也是托班幼儿的自然反
应，也是我没详细考虑所引起的。

活动过后，我想着这些先前并未考虑到的问题，而真实呈现
的这一现象，我开始进一步反思，我老是以自己的角度去看
问题，并没有真正了解托班幼儿的特点。作为托班幼儿的老
师想事情应该仔细，全面地考虑问题，特别是宝宝可能会出
现的问题。托班的宝宝是两三岁的孩子，我们只能手把手示
范，想他们没想过的问题，而他们却会出现的现象。以他们
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最后再放手！

飞机和船教案小班篇三

户外游戏活动不仅是幼儿园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活动，
还是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提高幼儿自我保护的重要形式。今
天铅笔哥哥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体育游戏《我是小
小消防员》。孩子们在活动中，开心快乐的进入到角色中去，



铅笔哥哥以游戏的口吻带领幼儿模仿开车寻找火源、用牛津
绳当灭火器灭火，还让孩子们扮演消防员抢救伤员。让孩子
们在快乐的游戏中了解了消防员叔叔工作的辛苦，学习了灭
火器的使用方法,知道了遇到火灾时的自我保护方法。

铅笔哥哥，每当他出现在孩子们的视线中，孩子们都会非常
兴奋的喊道：“铅笔哥哥，铅笔哥哥!”他独特的上课风格，
精彩的语言动作，多层次的教学游戏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
方式，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幼儿园一道亮丽风景
线。在他的课程中让孩子们利用简单的道具如沙包（弟弟）、
彩虹伞（彩虹姐姐，大汉堡）、牛津绳（灭火器）、圆环
（汽车方向盘）等，他总能让这些简单的道具具有神奇的色
彩，在孩子心中具有了生命活力的形象比喻来辅助游戏，孩
子们再伴随着节奏鲜明、动感轻快的音乐，在轻松活跃的气
氛中完成教学目标，从而让幼儿体验到克服困难、团结合作、
获得成功的喜悦之情。

铅笔哥哥开展的多样化体育活动，让我们受益匪浅。作为幼
儿教师，我们应该多学习这种以游戏形式、肢体语言贯穿于
整个活动中的方法，让幼儿在玩中学、操作中学、感知中学、
体验中学，从而提高幼儿了幼儿的身体素质和学习兴趣。

飞机和船教案小班篇四

在整个音乐活动中，以游戏的形式进行，加上生动形象的'背
景图，幼儿兴趣性一直都很高，特别是大于博、悦悦等小朋
友在这个活动中兴趣性极高，以至于几乎听不到老师的一些
指令。通过本次活动反思，我觉得老师由于过多关注这几个
过于活跃的孩子，因此，在难点方面有些忽略，比如：谁和
鱼妈妈表演的不一样？孩子们没有能真正的自由发挥，老师
应该在幼儿没有自由发挥情况下，想办法启发幼儿的自由表
演，真正做到幼儿的自由表演，从而使这个活动的难点到达
预期效果。



飞机和船教案小班篇五

一、教材简解：

糖果是小班幼儿十分喜爱的食品，它们精美的包装、奇特的
外形、各异的口味，都对幼儿产生了很强的诱惑力，对于糖
果有着浓厚的兴趣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对此他们会有许多话
要说，因此，我从幼儿最感兴趣、也非常熟悉的“糖果”入
手，选择了《各种各样的糖果》这一教学活动。

二、活动目标：

1、了解糖果的种类，能运用多种感官感知糖果的特征。

2、尝试撕、剥几种常见糖果的包装。

3、大胆表述自己的发现，并愿意与老师、同伴交流分享。

三、活动的重点与难点：

本次活动的重点是：能用多种感官感知糖果的多种特征，并
用语言进行表达。

本次活动的难点是：尝试将袋子装的糖果撕开。

四、设计理念：

这次集体活动的题材来源于幼儿的生活，这正符合我们选择
科学活动的.要求“来源于幼儿的生活，立足于幼儿的兴趣与
经验”，这是发挥幼儿在活动中的主体性的前提和保证。

五、设计思路：

本次活动以“变魔术”导入活动，围绕“各种各样”展开，



引导幼儿运用多种感官，通过看一看、摸一摸、压一压、尝
一尝等方法，使孩子们较系统地感知糖果的特征，并在主动
的探索中获得有关糖果的直接经验，整个活动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进行，不仅有效地激发了幼儿对科学探索的兴趣，
更挑战和提高了幼儿的认知能力。

六、活动准备：

一个装有各种糖果的礼盒。

七、活动过程：

一、以变魔术形式导入，激发幼儿的兴趣。

1、师：今天老师要和小朋友一起变一个魔术，请大家一起喊
一、二、三，看看能变出什么？（师幼一起喊一、二、三，
老师变出糖果盒）

2、老师打开糖果盒，出示糖果。

（评析：用变魔术的方法变出糖果盒，既有效激发了幼儿的
兴趣，五颜六色的糖果更令孩子们充满了好奇，为后面的活
动营造了宽松、愉快的心理氛围。）

二、了解糖果的种类，感知糖果的特征。

1、了解糖果的种类。

（1）师：请小朋友每人选一颗自己喜欢的糖果。（幼儿自由
选择糖果）

（2）师：你拿到了什么糖果？

幼儿1：我拿到了大白兔奶糖。



幼儿2：我拿到了棒棒糖。

幼儿3：我拿到的是棉花糖。

幼儿4：我拿到的是巧克力。

（3）老师小结：糖果宝宝可真多，有奶糖；有巧克力糖；有
棒棒糖；有棉花糖；水果糖等。

2、了解糖果形状。

师：看看你的糖果宝宝是长什么样子的？

幼儿：我的巧克力是方方的。

幼儿：我的棒棒糖是圆圆的。

幼儿：我的棒棒糖是扁扁的。

3、感知糖果的质地。

（1）师：现在请你用小手捏一捏、压一压，你的糖果宝宝是
软软的？还是硬硬的？

（幼儿讲述）

（2）再捏一捏边上小朋友的糖果是软的还是硬的？

（评析：通过相互比较，让幼儿充分感知糖果的质地。）

（3）老师小结：糖果宝宝有圆圆的，有方方的，有扁扁的，
有长圆形的；摸上去有的是软软的，有的是硬硬的。

4、观察糖果的包装。



师：看看你的糖宝宝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幼儿1：我的糖宝宝穿的是蓝衣服，上面有大白兔。

幼儿2：我的糖宝宝衣服是黄的。

幼儿3：我的糖宝宝衣服上有草莓。

三、尝试剥糖果，品尝糖果的味道。

（1）师：糖宝宝穿的衣服真漂亮！那你们想不想吃糖呀？怎
样才能把糖宝宝的衣服脱下来呢？请你自己试一试。

（2）幼儿尝试剥糖果，老师观察幼儿的剥糖果情况。

（3）师：你是怎么把糖宝宝衣服脱下来的？（请若干幼儿讲
述并示范。）

（评析：拟人化的手法非常适合小班幼儿的情感特点，使幼
儿凭借自己以往吃糖果的经验，尝试动手剥糖果，一方面激
发了幼儿的探索欲望，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心。）

（4）老师根据情况重点示范某种糖果的剥法，如：袋子装的
糖果上面和下面都有一排三角形的锯齿，用手小捏住锯齿往
下面撕就能打开了）。

（5）请还没有剥开的小朋友再试一试。

（评析：此过程能够面向全体幼儿，使能力较弱的幼儿也能
体会到成功的快乐，）

（6）教育幼儿把撕下来的糖纸不要乱仍，要放进垃圾箱里。

四、通过品尝交流，了解糖果有各种各样的味道。



1、幼儿品尝糖果。

2、老师提问：你吃的糖果是什么味道的？

幼儿1：我的糖是甜甜的。

幼儿2：我的糖有点甜有点酸。

幼儿3：我的糖有奶油味。

幼儿4：我的糖有薄荷味，凉凉的。

幼儿：多吃糖不好，牙齿要蛀掉的。

师：对，我们要保护牙齿可不能多吃糖，特别是晚上睡觉之
前一定不能吃糖。现在我们一起去漱漱口吧。

活动反思：

1、教学活动生活化。这次集体活动从幼儿非常熟悉的“糖
果”入手，题材来源于幼儿的生活，幼儿有着比较丰富的感
性经验，因此他们能大胆地表述自己对糖果的认识，这是发
挥幼儿在活动中的主体性的前提和保证。

2、教学活动的情感化：活动切合小班幼儿情感特点，是幼儿
在活动中始终保持着积极、良好的情绪状态，教师的提问也
符合幼儿的认识特点和思维特点，幼儿在宽松的气氛中充分
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从同伴身上获得了关于糖果的信息，得
到了经验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