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教师年度考核表个人总结家长工
作(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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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教案格式篇一

出示彩色飞标：你们见过这个吗？它叫彩色飞标，可好玩了。
教师玩飞标，引起幼儿学习兴趣。教师示范做飞标：先把皱
纸撕成一条条，再把它们整齐地叠在一起，最后用夹子夹住，
一个彩色飞标做好了。

幼儿园托班游戏教案:彩色飞标活动内容: 彩色飞标活动目标：

1． 能把皱纸撕成长条状，并在老师的帮助下做成飞标。

2． 学习把飞标投向空中。

3． 体验做飞标、玩飞标的快乐。

活动准备：皱纸、木夹。

活动过程：

1． 出示彩色飞标：你们见过这个吗？它叫彩色飞标，可好
玩了。

2． 教师玩飞标，引起幼儿学习兴趣。

3． 教师示范做飞标：先把皱纸撕成一条条，再把它们整齐
地叠在一起，最后用夹子夹住，一个彩色飞标做好了。



4． 幼儿分组操作，教师帮助幼儿夹飞标。

5． 户外玩飞标，指导幼儿用力把飞标抛向空中。

提示与建议：

可当户外活动玩具，教师抛飞标，幼儿捡飞标。

幼儿园教案格式篇二

一、创设森林情景，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初步感知诗歌的内
容。

幼:森林。

师:你们想去吗?

幼:想。

幼:准备好了。

师:好，我的汽车开动啦，请小朋友坐好!(播放愉快的音乐，
带孩子进入活动室。)2.出示小动物，感知诗歌内容。

师:小朋友，我们已经到达大森林啦，森林里的景色漂亮吗?

幼:漂亮。

师:请小朋友告诉老师，森林里有什么?

幼:会。

师:好，请你跟小象打招呼。

幼:小象，好。



小象:小朋友，好。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小象吗?

幼:喜欢。

师:哦，请问你为什么喜欢小象呢?

幼儿自由回答师:小朋友，你们知道小象的鼻子可以做什么
吗?

幼儿自由回答师:假如你有一个长鼻子你想干什么?

幼儿自由回答师:小朋友都很棒。

幼:想。

师:好，请小朋友跟蔡老师说一遍"如果我是小象，我就会用
鼻子和小象握握手"。(请幼儿跟老师边说边做握握手的动作)
师:好，我们跟小象已经握握手了，做了好朋友了，我们不打
扰小象了，跟小象说再见吧!

幼:小象，再见。

依次介绍小猴和小鹿，引导幼儿学会:如果我是小猴，我想用
尾巴和小猴拉拉勾，如果我是小鹿，我想用犄角和小鹿顶顶
牛。

二、欣赏、理解诗歌，并表演诗歌。

幼儿园教案格式篇三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对美好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2.在给诗配画的基础上理解古诗的内容，学会整首吟诵。

3.采用字图搭配的方法理解动
词“鸣”、“上”、“含”、“泊”的含义。

活动准备：课件、挂图、画有古诗内容的小图片、字卡：鸣、
上、含、泊。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师幼自由交流认识的飞禽引入课题。

2.教师利用课件引导幼儿简单了解黄鹂和白鹭：黄鹂：羽毛
的颜色非常好

看，经常站在树枝上展示它动听的歌喉。白鹭：是一种水鸟，
会用嘴捉鱼，当它们成群的飞上天空的时候，经常是排成一
行。

3.师幼一起或请个别幼儿朗诵这首关于黄鹂和白鹭的古诗
《绝句》。

二、展开

1.前两句采用幼儿给诗配画的方式，引导幼儿理解内容。

老师朗诵“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请幼儿根
据自己对诗句的理解和想象画出这两句的意思，并请幼儿解
释其含义。（两个黄鹂在翠绿的柳枝上鸣叫，白鹭排成一行
飞上晴朗的蓝色的天空。）



2.后两句采用看大挂图的形式，理解其诗句的内容。

（1）“窗含西岭千秋雪”。西岭：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千秋雪：一年又一年，

几千年都化不了的雪；
窗含：从窗户里向外望去，这些景色好像含在窗户里一样。
幼儿用手势当作“小窗户”，看一看西岭的千秋雪是不是含
在你的“小窗户”里了。

（2）“门泊东吴万里船”。东吴：是一个地方的名字，离这
里有几万里路，

这些船有将要驶向东吴的，也有从东吴来的，都停在这里；
停也叫停泊，或者直接叫一个字“泊”；
门外停着将要驶向几万里外东吴的船和从万里东吴驶来的船。

3.老师示范朗诵并演示操作活动教具，请幼儿完整欣赏古诗。

4.教师采用字图搭配的方法，帮助幼儿理解古诗中的动词。

鸣：鸟的叫声；
上：飞上；
含：向外望去，西岭的景色好像含在窗户里一样；
泊：停泊、停靠。

5.知识拓展：古诗是描写人物的还是描写景色的？哪个季节
的景色？ 你是

从哪里知道的？作者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首古诗？

三、结束

幼儿自由朗诵学过的古诗。



大班古诗教案《一去二三里》

【活动目标】

1、初步学习朗诵古诗《一去二三里》，理解诗歌的意境，体
验数字诗的趣味。

2、用拍手、敲击节拍的方法感受古诗的韵律美。

3、增进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热爱，提高与同伴协调一致为故事
打节奏的自我控制能力。

【活动准备】

1、一到十的汉字卡片。

2、《一去二三里》ppt课件。

3、古诗联唱伴奏音乐。

4、积木两块。

【活动过程】

一、教师创设情境，激发幼儿学习古诗的愿望。

教师出示一到十的汉字卡片，引导幼儿认读。

师：你们认识这些字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古时候啊有一个诗人很伟大，他把这十个数字啊写到了一首
古诗中，老师把这首古诗读给你们听，请你们找一找这十个
数藏到了哪里。这首古诗的题目就叫做《一去二三里》。

二、教师引导幼儿欣赏古诗。



师：你听到诗歌中都有哪些数字？猜猜这样的诗又叫什么诗？
（强调这样的诗又叫数字诗）

师：老师再来读一遍这首古诗，请你找一找，除了有数字，
你还听到诗歌中说了什么呢？（幼儿自由讲述）我们一起来
看图说一说吧！

师：小朋友们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说一说你都看到了什么呢？

有房子。哦，这些房子里可能都住着人家呢，这儿有四五家
人家，仔细看这些房子上还有什么啊？对，是烟囱，做饭了，
烟囱里就会飘出白烟。想一想，诗歌中是怎么说的啊？不记
得没关系，老师再来读一读这首诗歌，请你找一找，哪一句
写的是这些有烟囱的小房子，（烟村四五家）这些房子错落
有致，可真漂亮！

这幅图上还有什么啊？远处好像也有房子呢！这些房子它的
屋顶是尖尖的呢，这样的房子叫亭子，来我们一起读一读。
诗歌中是怎么说的呢？（亭台——六七——座）对啊，亭子
我们说是一座一座的。这些亭子可真古朴美丽！

好，现在请你来做一朵花儿，美美地开着。

图上还有两个小朋友，你觉得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看到小山
村的美丽风景啊，可能决定去逛一逛，瞧一瞧。这么美的风
景他们一走就走了多远？诗中是怎么说的？（一去二三里）。
是的呀，天气真好，我出门走走、逛逛，不知不觉啊就走了
二三里路，看到不远处的小村庄里，有四、五户人家已经冒
起了炊烟。我走着走着，又看到路边有六、七座古朴美丽的`
亭子，嗯？什么东西可真香啊！原来是路边开着许多美丽的
小花呢！

师：这幅图画真美啊！《一去二三里》这首古诗说的就是图
上的意思，诗人用短短的四句话说出了这么多的意思，可真



了不起。现在我们来试着朗诵这首古诗吧！（孩子朗诵古诗
一遍，强调题目要念，题目和古诗第一句一样）

教师提要求：我们朗诵古诗的时候要慢一些、这首诗写出了
这么美丽的景色，那你看到美丽的景色心情是怎么样的啊？
那我们就用愉快的心情来朗诵这首古诗。（孩子朗诵古诗第
二遍）

——（孩子试着做动作）那烟村四五家呢？下面又是哪一句
啊？准备怎么做？最后一句呢？（孩子朗诵古诗第三遍，边
念边做动作。）小朋友，古人可真了不起，他们表走边看美
丽的风景让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感叹，一首诗就出来了。现
在啊，老师就请一个小朋友来做一回小诗人，一边走一边来
朗诵这首古诗。（引导幼儿做动作，读出古诗韵味。请一到
两个孩子表演。）

嗯，他可真的很像一个小诗人呢！

三、教师用多种游戏的方式帮助幼儿朗诵诗歌，体会诗歌的
韵律之美。

师：小朋友，古诗我们慢慢读来还真有一番味道呢！其实呀，
我们还可以变一种方式来读古诗呢！还记得我们之前唱过的
《静夜思》吗？我们就把它唱出来吧！

现在我们来试试用静夜思的曲调来唱《一去二三里》吧！

嗯，小朋友们唱的可真好，这样唱出来又是一番味道呢！

我们还有更多的方法来读这首古诗，小朋友们你们看老师还
可以怎么读这首古诗。（教师边用积木打着拍子边朗诵诗歌）

原来古诗有这么多种有趣的朗诵方法，小朋友们可以下课之
后试着用老师这样打拍子的方法读古诗，你也可以想想还可



以用别的来朗读今天学的这首古诗！

幼儿园教案格式篇四

1、学习配对，知道大瓶子对大瓶盖，小瓶子对小瓶盖。

2、发展孩子的观察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活动准备

各式大、小瓶子，瓶盖。

活动过程

一、故事《瓶宝宝找瓶盖》引出活动主题，激发幼儿活动兴
趣。

教师：瓶宝宝找不到帽子了，

请小朋友帮帮他们，大瓶子对大瓶盖，小瓶子对小瓶盖。

二、操作活动《找瓶盖》，教师巡回指导。

1、教师帮助能力弱的幼儿分清瓶子和瓶盖的大小。

2、鼓励能力较强的幼儿以瓶子的大小、形状来匹配。

三、鼓励幼儿交流找瓶盖子的经验。

幼儿园教案格式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对作品中“莎娜与伙伴们在水桶里嬉戏”画面的观察，
了解蓝色水桶会变大、变小的神奇变化，丰富相关文学语言：



越变越大等……。

2、通过与教师、同伴合作表演，进一步体验蓝色水桶逐渐变
大又变小的趣味。

3、在与教师、同伴共同表演中，体验合作、交流的乐趣。

活动准备：

1、课件《神奇的蓝色水桶》

活动过程：

1、教师操作幻灯片，出示“蓝色水桶”图片，激发幼儿阅读
文学作品的兴趣。

2、教师演示课件，引导幼儿共同阅读作品前半部分，引导幼
儿了解蓝色水桶的神奇变化。

提问：这只水桶怎么神奇？

谁发现水桶能变大的？

3、教师再次引导幼儿共同阅读作品前半部分，并通过对“莎
娜与伙伴们在水桶里嬉戏”画面的观察，丰富相关文学语言，
进一步感知水桶的变大的神奇。

插问：都有谁到水桶中玩的？水桶变得怎么样？他们在水桶
里都玩儿了些什么？

（学习对话与及作品语言：越变越大等……）

书里又是怎么表现“水桶”很大的呢？我们来看看！

4、教师引导幼儿猜测故事后半部分，激发幼儿继续阅读的兴



趣。

提问：鲸鱼在水桶里玩什么的？鲸鱼越游越快会发生什么事，
水桶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幼儿自由猜测。

5、教师继续朗读作品后半部分，帮助幼儿验证对故事结尾的
猜测。

6、教师与幼儿分别扮演作品中的角色，在共同表演中体验水
桶逐渐变大又变小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