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娃娃家教案及活动反思(大全5
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教
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班娃娃家教案及活动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熟悉歌曲旋律，初步掌握歌曲的内容，能用身体动作表现
抱娃娃的动作。

2、借助情境表演、游戏、记忆歌词内容。

3、在结伴游戏时，愿意与同伴交换进行抱娃娃表演。

4、复习汉字：小娃娃活动准备：布娃娃若干

5、学唱歌曲，掌握断顿、欢快和连贯、舒缓的不同演唱方法。

6、能根据音乐的速度，变换动作速度。

活动过程：

一、复习导入

2、师生随着音乐用缓慢、轻柔的歌声演唱《我的小宝宝》

二、学习歌曲《小娃娃》

1、师：小娃娃睡醒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娃娃长得师什么样



子？身上穿着什么衣服？你喜欢它吗？你想抱抱它吗？我们
一起和小娃娃来做游戏吧，轻轻地抱他转一转，还要送给大
家玩。

2、老师这里有一首小娃娃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师表演唱《小娃娃》：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4、教师带领幼儿一起演唱。

三、幼儿学玩表演游戏1、教师示范讲解游戏玩法：出示娃娃，
边唱边示范游戏的玩法，唱到最后一句将娃娃送给另一个幼
儿，并与该幼儿交换位置。

2、师：我做妈妈抱娃娃唱歌，谁来和我一起玩游戏？

3、师：找一个好朋友做游戏，商量一个做妈妈，一边唱一边
抱娃娃做动作。

四、幼儿完整地表演做游戏1、请一组幼儿做这个游戏，每人
抱一个娃娃，唱最后一句时把娃娃送给好朋友，间奏后拿到
娃娃的幼儿继续表演做游戏。

2、师：娃娃要睡觉了，小朋友把小娃娃送到床上放好，轻轻
地离开，不影响娃娃睡觉。

活动反思：

《小娃娃》是托班宝宝第一次接触听旋律进行的律动活动，
此活动如果一下子就请宝宝听音乐或模仿老师抱着娃娃做动
作，宝宝的积极性不会很高，因此在一开始教师富有童趣的
讲述律动所表现的内容相关的故事就是激发幼儿兴趣拓展的
好办法，当宝宝被故事的小娃娃吸引后，请宝宝们以小娃娃
的角色来和老师一起进行表演，宝宝们就会自然的在老师的



带领下学习抱着小娃娃做抱着娃娃转个圈、双手送给别人的
动作，等宝宝都愉悦地进入表演的状态后再加入小娃娃的旋
律带领宝宝们表演，宝宝们自然会体验音乐的快乐和旋律的
美，宝宝们随着音乐在涌动成了一个个活泼的小精灵，在反
复的.表演中宝宝似乎听懂了音乐，随后的活动就开展的很顺
利，虽然有些宝宝还不能做到手口一致，做了动作就忘了唱
歌，唱了歌就不做动作，这可能是有些宝宝的年龄偏小，动
手能力弱的缘故吧，相信以后会改变的。

小班娃娃家教案及活动反思篇二

娃娃家游戏是最适合小班孩子的一种角色游戏，是孩子们日
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小班孩子不可缺少的活动。孩子们对
吃饭、睡觉这些内容很熟悉，他们也希望自己能成为爸爸妈
妈照顾宝宝，因此，游戏的内容孩子们都很感兴趣。但是发
现他们在“娃娃家”中的角色扮演表现不足，大多数的能力
都较差，缺乏生活经验，角色之间缺少语言交流，游戏气氛
不够活跃，大多数孩子不知道如何进行游戏。《纲要》指出：
“教师在游戏中要发挥观察者、组织者和协助者的作用，正
确处理教师在游戏中的地位，注意角色身份的转换。”这表
示孩子们是游戏中的小主人，而教师在活动中只是引导者、
支持者。教师在活动时要以适时适度的指导为主要策略，指
导时必须以正确的引导方式，才能让孩子们成为游戏的主人，
才能更好地参与游戏，使游戏能更加生动、有趣的进行，促
进孩子们的健康发展!

区角游戏开始了，洋洋一走进娃娃家，看到布娃娃躺在床上，
一把抓住布娃娃胸前的衣服，甩来甩去，从这边走到那边，
又从那边走到这边，还一边问：“谁有好吃的?给布娃娃吃点
儿东西吧!”其他的孩子在娃娃家里打电话的打电话，烧菜的
烧菜，就是没有人回应他，都自顾自的玩。他只好把娃娃扔
回小床上，也不管娃娃是否回掉到地上，转身就走了。

我走过去以客人的语气说：“洋洋，你的宝宝摔倒了，正在



哇哇大哭呢，你听到了吗?”洋洋马上跑过去把娃娃捡起来。
我又说：“娃娃哭得好厉害啊，你刚刚弄痛她了，哄哄他吧!
爸爸妈妈是怎么哄哄你的，你就怎么哄哄你的宝宝吧。”然
后，他把布娃娃抱在怀里，一只手拖着娃娃的头，轻轻的一
边拍一边说：“宝宝不哭，宝宝不哭，爸爸给你做好吃
的。”洋洋去拿来水果，喂给娃娃吃，过了一会，才将布娃
娃轻轻地放在床上，去打电话了。

洋洋还没有角色意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当“爸爸”
的感觉，没有照顾别人的经验，也不会把平时爸爸妈妈照顾
自己的经验转换到自己照顾娃娃身上，所以就出现了刚刚的
一幕。提醒洋洋平时爸爸妈妈是怎样照顾自己的，引导其进
行角色转换。洋洋是个很聪明的孩子，马上就想到了应该怎
样照顾娃娃，于是就轻轻地哄哄她，给她拿吃的，出现温馨
的一幕。

厨房里，歪歪把“蔬菜水果”全部倒进锅里，再从锅里倒出
来，如此反复很多次，还把锅敲得叮叮当当响，桌上、地上、
锅里、碗里、灶台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物品，一会又跑去
打电话，小桌子上既有电话又有锅、碗、蔬菜、水果等，然
后乐悠悠的唱着歌去抱娃娃了，厨房里一片狼藉。

我马上介入，以“娃娃家”的客人的身份说：“我来做客了，
你们欢迎吗?”“欢迎欢迎!”(我假装惊讶状)“呀!你们家怎
么这么乱呀?怎么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呀?餐具应该放在哪里
呀?他们回不了家会伤心地。”他们说：“我把它们都送回去。
”然后把锅放回灶台上，又把水果蔬菜捡起来放在盆子里。

小班的孩子年龄小，经验较少，自控能力差，对游戏材料缺
少整理的技能。在幼儿园虽然有整理积木的经验，但是一个
人主动要求整理的，基本上是没有，在家里都是爸爸妈妈帮
忙收拾，自己动手的机会非常有限，所以养成了东西随便乱
扔的习惯。我以客人的身份适时介入，孩子更容易接受，引
导其知道东西不能到处乱放，要摆放整齐，有规律，这样才



美观，也更方便下次玩。

开始时，孩子们对娃娃家的游戏十分感兴趣，抱抱娃娃，给
娃娃喂饭，打打电话等等，非常热闹，一段时间后，娃娃家
就比较冷清了，辉辉进入娃娃家转了一圈，走了;典典去摸了
一下娃娃，跑到我面前说：“老师，我不要玩娃娃家了，我
要到楼上去买肯德基。”我看到湘湘无聊的摸摸这个水果，
摸摸那个蔬菜，不知道做什么好，整个娃娃家非常冷清，连
一句简单的语言交流都没有。

我想：让孩子们走出娃娃家，再回来娃娃家继续玩，这方法
不是很好吗?我马上就对典典说：“好啊，你真会当爸爸，去
买点肯德基回家给娃娃吃吧，他们好像好久都没吃过肯德基
了，赶紧去吧!”典典高高兴兴的去了。我又对辉辉说：“辉
辉，你是哥哥吧?去看看妹妹是不是生病了，她的样子好像很
难受呢!”辉辉马上走过去，看看娃娃，又摸了摸娃娃的额头，
说：“好像发烧了，我带她去看医生吧!”说完就去隔壁的`
小医院了。湘湘说：“那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等你们回家
哦!”过了一会，娃娃家里有充满了笑声。

娃娃家里由于长时间没有新的材料加入，导致孩子们逐渐失
去兴趣，大多数孩子都不要去玩。我想，让娃娃家的孩子出
门去别的区角添置自己所需物品，并且加入新的材料，让别
的区角的孩子可以去做客，这样，娃娃家的人数增多，也给
娃娃家的孩子们新的挑战，学着怎样去接待客人。利用家庭
资源，让家长教给孩子一些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再利用晨
间接待和离园时间，和孩子们交流一些娃娃家里的一些问题，
如：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有客人来家里做客，我们应该怎么
接待客人?客人进门时我们要说什么?客人走了要怎么说?陌生
人来了我们能让他进去吗?如果我们要去娃娃家做客，我们应
该怎么说等等。

看到孩子们开心笑容，我由衷地高兴。我也以客人的身份加
入了他们，他们热情地跟我介绍他们都在做什么事情，在吃



什么，什么东西最好吃。结束时，我说：“客人们回家了，
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他们都说：“整理整齐。”看到孩子们
的表现，我开心的笑了。

本次活动游戏的内容有所丰富，从游戏中可以看出小朋友们
能运用到自己的生活经验，下次游戏中鼓励孩子们学做文明
的小主人、学做文明小客人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积累孩子们的
经验，并且增加一些半成品材料供孩子们操作，逐步增加材
料及难度，以保证孩子们的参与兴趣。

区角游戏是将生活中的活动模式缩小到幼儿园的各个板块中，
让孩子们体验生活，它可以丰富孩子们的知识，我们应该尽
可能地为孩子们创设良好的游戏条件。游戏中，孩子们会遇
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然后就逐渐对此游戏失去兴趣。此
时孩子的兴趣即将消失，我们就要参与进去，用有效的方法
激发孩子们参与游戏的兴趣，让孩子成为游戏的主人。以后，
我将根据孩子们的兴趣定期调整、投放新材料，适时的指导，
并引导孩子们与其他区域互动，以丰富游戏内容。还要以多
重身份进入，和孩子们一起游戏，开展有价值的游戏内容和
情节、促进孩子们在积极愉快的过程中获得发展。

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过：“惟有通过观察和分
析，才能真正了解孩子的内在需要和个别差异，以决定如何
协调环境，并采取应有的态度来配合幼儿成长的需要。”从
这句话可以看出，我们只有认真观察、了解孩子们的需要，
适时的引导，才能丰富幼儿游戏，增加游戏情节，促进交往，
才能发展幼儿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孩子们健康地发展。
我们只有对孩子们的兴趣、需要、表现，作出及时的反应，
提供适时、适当的指导与帮助，并进行材料补充、扩展，给
孩子们一定的发挥空间，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才能更
好地进行游戏，才能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游戏中的小主人!



小班娃娃家教案及活动反思篇三

游戏观察：

游戏开始了，陆诗宣第一个跑进娃娃家里，担任了“妈妈”
的角色。“爸爸”就由汤潇宇来担任了。两个人一会给娃娃
喂东西吃，一会又给娃娃换新衣服的，忙个不停。最后好不
容易停下来了，汤潇宇“爸爸”想要带娃娃出去玩玩，只见
娃娃只穿了一件毛衣，线面就穿了一条单裤，汤潇宇就抱在
怀里要往外走。这时候陆诗宣“妈妈“看见了，“现在外面
这么冷，你怎么只给娃娃穿这么点啊，要感冒生病的呀！这
里不是有新的围巾、手套和小被子嘛，快点来给娃娃戴
上！”只见陆诗宣抱过娃娃有模有样给娃娃穿戴起来了，可
是在给娃娃帮小被子的带子的时候出现问题了，两只手拿着
带子在不停转动交叉，可是没有成功......

分析与对策：

从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出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角色意识，有了
与材料的互动性，知道娃娃家的妈妈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但
是在妈妈系带子这个点上，我们也发现了孩子虽然有这个打
结的活生活常识，但是打结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动手技能，
而且往往我们的家长更注重的是系统的知识积累而忽视了生
活技能的培养，因此实践起来对于小班的孩子来说还是有一
定的'难度的。

教师作为角色游戏中的观察者、引导者、支持者，游戏过程
中孩子碰到这个问问题时，我们可以参与到游戏中并担任角
色，以角色的身份通过语言或动作示范促进游戏的开展。如
在这个游戏中老师可以以客人的角色进入，并以儿儿歌的形
式来引导孩子怎么打结。



小班娃娃家教案及活动反思篇四

“你是爸爸，爸爸不抱宝宝，妈妈抱宝宝。”晨晨说着，便
伸手去接庭庭怀中的娃娃。“我是妈妈，是妈妈!”庭庭说着，
双手更紧地抱着娃娃。“我抱一下，抱她吃药。”晨晨不再
争抢娃娃，—副商量的语气在同庭庭协商着。“我是妈妈，
妈妈喂宝宝吃药。”庭庭边说边煞有介事地拿起桌上的小勺，
摆出喂娃娃吃药的架式，不再理睬晨晨。他一手抱着娃娃，
一手拿着小勺，嘴中念念有词：“不苦，这是果汁。吃药就
不打针了。”此时，晨晨插进话来：“爸爸下班啦，爸爸亲
亲宝宝。”说着，再次伸出手抱宝宝。“爸爸下班啦，妈妈
去做饭。”庭庭说完，将娃娃递给晨晨，拿起一把刀做起饭
来。庭庭“妈妈”很专注地又是切菜，又是煮饭，晨晨“爸
爸”抱着娃娃在旁边督阵，真是一派和谐的家庭气氛。

此一幕使我们看到了3——4岁孩子同样也会逼真地做家务，
演绎着家庭和谐的氛围。在模仿中孩子体验了游戏的快乐。
随着孩子感觉经验的.丰富，他们在游戏中从不会交往发展到
能互相协商、协作。教师此时以旁观者的身份，当看到幼儿
出现争抢娃娃时，并不急于介入，留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
空间与机会，以欣赏的态度看到孩子的进步与发展，并感到
由衷的高兴。

小班娃娃家教案及活动反思篇五

角色游戏是幼儿喜欢的一种游戏，尤其是小班幼儿。它是幼
儿对未来社会角色身份和未来社会角色交往以及未来社会角
色情感的初步体验。在角色游戏时，孩子们充当着不同的角
色，而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就有不同的
表现，如各种语言、动作、形象等，这些不同的角色就是孩
子对未来社会角色身份的初步体验。

角色游戏同时也是较难玩“好”的一种游戏。对于刚进入集
体社会的上小班幼来说，脱离了原本独个的生活方式，进入



一个集体小社会，一方面孩子们生活经验缺乏，另一方面则
是难以掌握所表演的社会角色，如营业员、、理发师等的行
为、语言乃至社会义务。父母是人生的第一启蒙老师。所以，
孩子们最先熟识和接触的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对角色身
份的体验也就是从爸爸妈妈开始的。幼儿体会不同身份的角
色，孩子们在游戏中充当爸爸妈妈的角色，很自然地去模仿
爸爸妈妈的言谈举止，学习他们的日常行为，将自己理解的
爸爸妈妈形象表现出来，这就是孩子们对角色身份的初步体
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