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中班烧烤教案(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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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中班烧烤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1、懂得如何热情待客及礼貌做客。

2、发展交往能力和同伴间的情感。

3、学会用“请”“谢谢”等礼貌用语。

活动准备：1、做客的相关图片若干。

2、幼儿每人准备一份礼物。

活动过程：

一、谈话：观看图片讨论如何做客，路上行走时的安全要点。

1、带幼儿做客让幼儿懂得得到别人家做客要先敲门，要有礼
貌称呼主人，做小主人的热情接待客人，并会把家里好吃好
玩的东西拿出来招呼客人。

2、和同伴玩耍要有合作、友好、友爱的氛围，学习互相谦让。

二、情景：做客(请几名幼儿尝试情景表演)

轻轻敲门——向小主人及家长问好——小主人请大家坐下请
喝茶——谢谢小主人——小主人请客人吃糖果——小主人拿
出玩具请大家玩——小主人向客人介绍玩具名称和玩法——



请客人下次再来——客人向小主人和家长道谢并邀请到自己
家做客。

三、尝试去做客

请幼儿准备好小礼物到幼儿园里自己熟悉老师或班级做客。

四、请幼儿用简短的语言讲述作客的经过，分享自己是如何
礼貌做客的。

幼儿园中班烧烤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调查爸爸、妈妈身边的手机，引发幼儿对手机外形的
观察。

2、通过欣赏各种手机的图片，萌发幼儿设计手机的意念。

活动准备：

1)调查表：调查项目：品牌、大小、功能、颜色

2)手机各类手机的图片

3)投影设备

活动过程：

一、通过打电话的形式引起幼儿的兴趣

师：刚才吴老师不见了，有什么办法在最快的时间、用最方
便的办法找到吴老师吗?(引发幼儿用打手机的办法)

二、出示调查表，让幼儿介绍自己身边的手机，在幻灯机上



出示各类调查表，让幼儿介绍爸爸妈妈的手机。

三、让幼儿说说自己最喜欢的手机，并说出理由

四、请幼儿设计各类手机

五、展示幼儿设计的手机，请幼儿介绍自己设计的手机，对
自己设计的手机进行推销。

六、延伸活动：游戏“卖手机”

幼儿园中班烧烤教案篇三

一、活动目标：

1、幼儿进行环保教育，使幼儿懂得个人行为对环境产生的影
响。

2、让幼儿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护环境。

3、幼儿能积极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二、活动准备：

1、活动前，每个幼儿都吃一块口香糖，并在开课前做自行处
理。

2、6张不同处理口香糖方法的图片及投影仪。

三、活动过程：

1、让幼儿说一说自己是怎么处理刚才那块口香糖的。

2、启发幼儿回忆并讨论在哪些地方见过人们吃过的口香糖。



b、把口香糖吐到地上

c、把口香糖粘到墙上

d、把口香糖拿在手里玩e、把口香糖粘到汽车的座位上

f、把口香糖扔到垃圾桶里

4、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口香糖才算是正确的呢?(教师鼓
励幼儿进行回答，并及时的给予鼓励和表扬)找出正确处理口
香糖的方法，并让未吐口香糖的幼儿当场用正确方法处理口
香糖。

5、老师介绍关于“广场地面被口香糖污染”的新闻，从而使
幼儿知道乱吐口香糖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它会污染环境。

6、教育幼儿也要为建设美丽的环境做贡献。

7、幼儿朗诵师生共同创编的诗歌“地球妈妈，我爱您!”

四、活动总结：

教师总结幼儿今天在活动中的表现，表扬和鼓励幼儿积极参
与的幼儿。同时，教师要照顾到那些在活动中比较安静的幼
儿，让他们在活动结束的时候也能得到老师的肯定，以培养
其对教学活动的兴趣。

幼儿园中班烧烤教案篇四

同学们，大家喜不喜欢做游戏?那好，今天郑老师就带大家做
一个别开生面的游戏。(板书：盲人与拐杖)

师：看到这个题目，你有什么想法?



生1：我很好奇，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生2：老师，这个游戏好玩吗?

生3：老师，是不是让一部分人扮演盲人，一部分同学扮演拐
杖啊?

师：同学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一种体验。老师希望
你们在游戏的过程中，不但要全身心地投入游戏，而且要用
心去感受、去体验。游戏结束后我们评评谁最投入，谁体会
最深。

二、创设情景，组织活动

师：同学们，当我们用一双明亮的眼睛和这个美丽的世界对
话的时候，你可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四千多万人因为先天
性眼病、视神经萎缩以及车祸、药物治疗等原因失去了双眼，
成了盲人。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他们，世界卫生组织
在1984年把每年的10月15日确立为“国际盲人节”。今天，
就让我们走进盲人的世界，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并学会关
心盲人、体贴盲人。(教师请同桌左侧的同学来到讲台，让同
桌右侧的同学给他们戴上眼罩，并检查是否严实。教师板书：
准备)

(播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音乐的渲染下教师对“盲
人”进行引导)也许，生活对我们太不公平了，可是我们却不
能不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一下子跌入黑暗的世界，我们会
面临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你要外出、吃饭、购物、就
医甚至旅游，未来的路变得坎坷而艰辛，可怕的是，在以后
漫长的人生中，注定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我想问一下各位盲
人朋友，此时此刻你内心有何感想。

生1：当我眼前一片黑暗的时候，我开始绝望了!



生2：没有眼睛太可怕了!我真不知道我是否有活下去的勇气。

生3：没有眼睛我怎么生活呢?

生4：我真盼望着能有人来帮我一下，不然的话我肯定是寸步
难行。

师：同学们说得真好!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写作文时把这种感受
写出来，一定非常感人的。(转向台下其他同学)同学们，这
些盲人多么需要我们的帮助啊!你们愿意做他们的拐杖吗?(生
齐声回答：“愿意!”)听着你们响亮的回答，我仿佛看到了
二十多颗火红的心。可是，承诺是容易的，实践却是艰难的。
你们要带他们上下楼梯，还要穿越重重障碍，你能担负起这
份沉甸甸的责任吗?(生大声回答：“能!”)请你们上来选择
自己要帮助的“盲人”，充当他们的拐杖。但是，不能选择
你的同桌，不能让对方知道你是谁，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都不
能出声，因为你仅仅是不会说话的拐杖。你只能用肢体语言
引导他去走那段艰难的人生之路。记住了吗?(教师板书：活
动)

(教师带领大家走出教室，下楼梯，上楼梯，穿越由椅子胡乱
摆成的方阵、钻桌子，跨桌子。有的“拐杖”走神导致“盲
人”在楼梯上差点摔倒，吓得战战兢兢，几乎不敢走路。在
穿越障碍物时，“拐杖”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急得
满头大汗，不时有“盲人”的头碰到桌子，疼得“哎哟哎
哟”直叫，尤其是在过椅子阵时，“拐杖”们抱着“盲人”
的腿放进空隙里，再去搬另一条腿，等回到教室时，“拐
杖”们几乎筋疲力尽了。)

师：大家同心协力回到教室，真是不容易呀!咱们先请“盲人
朋友”谈谈自己此时此刻心里的想法。谁先说?(“盲人”争
先恐后地举手)

生1：哎呀(他一声长叹引来大家一片笑声)!这次我算是真正



体会到了，盲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
以后一定会尽力帮助他们。

生2：黑暗让人恐怖，这话一点也不假。深浅不知高低不明，
如果这样的不幸降到我头上，我真不知道我是否会有勇气去
承受。

生3：如果没有“拐杖”的帮助，我觉得我很难走完这段艰难
的路程。虽然我不知道我的拐杖是谁，但是在这里我也要对
他说一声“谢谢!”(他眼睛里含着泪花向台下鞠躬，同学们
为他的真诚鼓起了掌。)

生4：我为自己成为盲人的拐杖而骄傲，我的存在给他们带来
方便那是我的快乐!(他的发言引来同学们热烈的掌声。)

生5：眼睛看不见很难受，可是有嘴不让说话更难受呀!(同学
们哄堂大笑)在钻桌子的时候简直把我急坏了，怎么做他都不
明白，老师就在我身边，想作弊又不敢，那会我真想替他去
钻桌子，好在最后总算过去了，这拐杖也不好当啊!

师：同学们说得真好。下面有请“拐杖们”站到自己的盲人
身边，双方交流，时间限制在三分钟内。(教师播放音乐《相
亲相爱一家人》。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男孩子紧紧握
手，女孩子大多数选择了拥抱，他们彼此交流着，说着感谢
和客气的话，孩子脸上洋溢着真诚，看不出任何游戏的痕迹。
)

三、启发明理

师：这个游戏活动到此就结束了，让老师感到高兴的是，同
学们在游戏的过程中都非常投入，使大家有了许多真实的体
验。老师想问一下同学们，参加完这个活动，你有什么话要
说吗?比如关于人生的认识、做人的道理，请大家随便谈。



生1：感谢老师给我提供这么一个体验的机会，使我对那些生
活在黑暗中的盲人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以后不论在哪里，
遇到盲人我一定向他们伸出热情之手，绝不袖手旁观。

生2：作为一名“拐杖”，我的想法是：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

生3：我想，在人的一生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戴眼罩的日子，
请不要气馁，挺过去前面就是一片阳光!

生4：(顺着前一位同学的思路)摘掉眼罩的时候，让我们多去
帮帮那些戴眼罩的人吧!(掌声)

师：同学们说得太好了!让老师也深受启发。游戏让我们明白
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这是老师没有想到的，你们真的很优秀，
相信你们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教师板书：明理)

四、指导习作

生1：我觉得可以用游戏的名字作题目，《盲人与拐杖》。

生2：《一场感人的游戏》。

生3：《游戏让我长大》。

生：“准备”和“明理”应该简略写，活动部分应该具体写。
(随机板书：简略具体)

师：他说得很对。那么，怎样把这部分写具体呢?请大家想想
以前老师教给你的方法。

生1：要抓住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

生2：要注意运用联想的方法。



生3：可以用上比喻、夸张、拟人一类的修辞方法。

生4：还要写出活动的环境和氛围。

师：很好!同学们把老师教的方法都记住了，老师更希望你们
能把这些方法运用到习作中去。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请
大家完成习作。

幼儿园中班烧烤教案篇五

设计思路：

1、5、12四川地震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为了能尽快地帮
助灾区人民恢复生活，支援灾区的建设，全国人民万众一心，
慷慨解囊。由于电视、电台、报纸等都在报道四川地震的情
况，幼儿对四川地震情况都非常关注，我们想借助这一教育
契机，通过运动教学注入情感教育，所以我们设计了“小小
志愿者”的运动教学。

2、在此次活动中，幼儿用的运动器械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见用品
“饮水桶”，因为“饮水桶”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用品，是
幼儿熟悉的生活物品，而且我们发现它通过开发有一定的锻
炼价值，同时用“饮水桶”锻炼也是一种创新之举，装了手
柄的“水桶”更受幼儿喜爱。因此，我园利用“水桶”设计
了本次运动教学。目的是想利用水桶这一物品在运动中的运
用，提高中班幼儿动作的协调性，促进幼儿身体的素质发展，
同时，利用玩“饮水桶”活动促进幼儿创造思维的发展，养
成同伴间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玩的良好品质。

活动目标：

1、提高幼儿动作协调性，并用多种方法“玩水桶”。

2、引导幼儿能将同伴的经验进行迁移，并能与同伴合作玩。



3、通过此次运动教学，激发幼儿的情感与同情心。

活动重点：

观察并引导幼儿用多种方法“玩水桶”。

活动难点：

利用“饮水桶”物品能轻松的跳进跳出及灵活的钻进钻出。

活动材料及创境创设：

装柄的水桶每人一个、游戏环境：医院、幼儿园、超市、工
地、背景音乐、优秀志愿者奖牌。

活动过程：

一、幼儿扮演角色，调动身心

1、幼儿扮演小小志愿者推着水车去探路。幼儿沿场地四周推
水车，再推水车过程中，听信号推水车。

(如教师说：“上高速公路啦”幼儿就将水车推的快。如教师
说：“过小路了”，幼儿将水车推的慢。如教师又说：“爬
山了”幼儿将水车拉在身体的后面，跨大步走……。

2、幼儿在推水车过程中教师巡回指导，指导幼儿散开推水车。

要点：指导幼儿散开推水车不和别人挤在一起。

二、启发引导

1、启发：我们小小志愿者要到灾区去送水，要走过很远的路，
因此我们要练好本领，将身体练得棒棒的，才能把水送到灾
区。



2、怎么样用“饮水桶”练本领，组织幼儿讨论。

三、幼儿尝试“玩水桶”活动

1、幼儿自选“饮水桶”尝试“玩水桶”活动。

幼儿在尝试过程中，教师进行观察并引导幼儿用多种方
法“玩水桶”。

观察要点：

1、观察哪些幼儿会动脑经想办法 “玩水桶”

2、哪些幼儿是跟着别人模仿玩

找出难点重点练习

1、幼儿集合请个别幼儿进行示范，

2、在幼儿示范中找出一至两个难点动作。

3、让幼儿重点练习(集体练习、小组练习、个别练习)

四、幼儿合作“玩水桶”活动

1、幼儿结伴一起“玩水桶”活动。

幼儿在尝试过程中，教师进行观察并进行适时引导。

观察要点：

1、观察哪些幼儿能合作玩，并玩的方法最多

2、观察哪些幼儿合作有困难。



找出难点重点练习

1、幼儿集合分别请两对幼儿进行示范，

2、在幼儿示范中找出一至两个难点动作，并让幼儿重点练习。

五、游戏：“为灾区运水”

1、教师介绍游戏的方法与要求

场地上四周设置若干大山(爬网)和医院、幼儿园、超市、工
地，中间放置若干“饮水桶”的图片，幼儿扮演小小志愿者，
听到信号，推着水车为灾区运水，在运送过程中，听到“地震
“的声音时，就要进行躲避，直至将“饮水桶”全部运完为
止。

要点：

1、运水过程中不能碰撞。

2、幼儿在运水过程中如听到地震的声音时，必须在原地进行
躲避，并用多种方法进行表现。

规则：

1、每次送水时只能送一瓶。

2、设置的医院、幼儿园、超市、工地处，小小志愿者都要为
之送水。

六、放松活动

1、小小志愿者胜利的完成了运水的任务，教师用奖品进行鼓
励。



2、幼儿推着水车绕场一周，活动结束。

案例：小小志愿者

在开展“小小志愿者”的运动活动中，教师运用了废旧的饮
用水的水桶和塑料水管做成的水车，引导幼儿用多种方法玩，
激发了幼儿很大的兴趣。

幼儿人手一个水桶探索着玩，教师不难发现，幼儿一开始只
是想办法托着水车向前、向后行走或跑，此时幼儿的思维产
生了一定的局限性，看到了这种状况，教师连忙于暗示
道：“孩子们你们让水车滚动起来，这个办法很好，那么，
如果把它放在地上可以怎么样玩呢?”幼儿听了教师的启发，
思路一下子打开了，朱泰达把水车放在地上，时而单脚跳、
时而又双脚并拢用力向前跳跃;阎斯淇围着水车学着青蛙跳跃
一周;许亦斌围着水车学小兔跳跃一周;居一航围着水车学小
鸟踮着脚飞翔一周;田仁彦用单脚跨的方法，不断的挑战自己，
一次次的跨过水车;张乐瑶一手扶着水车的柄，身体轻松的钻
过水车。

分析：

1、在整个活动中，教师始终以孩子为主体，教师的位置是置
后的，时而点拨幼儿的方法、时而拓展幼儿的思路、时而给
予鼓励，使幼儿的创造潜能得到了的发展。

2、活动的环节是层层推进的：幼儿从独自创新的玩到结伴玩，
在每一次玩的时候，教师的暗示语是层层递进，不断的挑战
幼儿，激起幼儿思维的火花，挖掘了幼儿创意的潜能。

3、对于幼儿的想象老师是出乎于意料之外的，幼儿从一开始
不知道如何玩，到后来越玩越精彩，在这其中教师并没有教
会幼儿怎么玩?而是给予幼儿充足的时间去探索、去思考，从
中让幼儿积累了创造的方法，让幼儿了解什么是“求异思



维”，让幼儿了解只有多动脑筋、多探索才会有新办法，才
会获得成功，幼儿已经从中摸索到一定的思维方法，了解了
这些思维方法幼儿在以后的学习中就会迁移到其他各个领域
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