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托班大和小教案反思 托班活动教案
(优秀9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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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班大和小教案反思篇一

1、学习双手、双膝着地倒退爬。

2、敢于尝试各种动作。

3、体验模仿游戏的乐趣。

1、遥控汽车一辆。

1、出示遥控汽车，引起幼儿的兴趣。

2、示范遥控汽车，让汽车倒开，同时反复说“倒车请注意”。

3、请一位动作发展比较好的幼儿表演倒退爬，其他幼儿一起说
“倒车请注意”。

4、鼓励每位幼儿尝试倒爬，边爬边说“倒车请注意”。

托班幼儿的思维正处在直觉行动思维向具体形象思维过度的
时期。他们情感外露、不稳定，带有很大的情绪性。他们学
习、活动的特点是只关心活动的过程，不关心活动的结果。
因此，托班的教学活动应更注意游戏化、情景化。强调让幼
儿在愉快、轻松、自由的游戏中自娱自乐，玩中学，玩中获
发展。



托班大和小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1、乐意参加活动，体验活动的乐趣。

2、通过活动，学习朝着目标动作较协调的跑。

活动准备：珊瑚、水草若干，鱼游音乐（中间穿插不协和音
表示鲨鱼来了）。课前听过表示鲨鱼的音乐及看过鲨鱼吃小
鱼的动画。吹泡泡工具、小鱼胸饰与托儿人数相同、鱼妈妈
胸饰。

活动过程：

（一） 开始部分

小鱼们跟着妈妈到大海里去玩吧。

听音乐进入活动场地，在教师带领下，学小鱼游的各种动作
（准备活动）。

（二）游戏《小鱼追泡泡》

1、提出游戏的要求：追泡泡时不要把其他托儿撞到了，如果
撞到了也没关系，自己爬起来，我们都是勇敢的小鱼。

2、小鱼听着音乐去追泡泡，鲨鱼来了小鱼去躲藏。

3、游戏中教师提醒托儿注意安全。

（三）结束部分

1、教师小结、表扬平时胆小的孩子及摔到了自己爬起来的托
儿

2、托儿听音乐结束活动。



托班大和小教案反思篇三

1、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2、引发幼儿乐意跟着老师表演故事。

多媒体课件、人手一个小动物胸饰

一、听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1、播放多媒体课件，教师边讲第一句故事边做动作，同时提
问：——“一只小鸭子，嘎嘎嘎，嘎嘎嘎，扑通跳进小河
里”请问：是谁来了？来了几只？它是什么颜色的？它又是
怎么叫上午呢？小鸭子呢？（鼓励幼儿用语言表达：不见了，
没有了，跳进小河里等等）

2、“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呱，扑通跳进小河里”请问：
谁来了？什么颜色的？怎么叫的？小青蛙呢？（鼓励幼儿大
胆表达）

4、播放多媒体课件，请幼儿再次听一遍故事。

二、表演故事

1、现在我们来表演一下，请幼儿在座位上跟着老师边说边做
动作表演。

2、出示胸饰（小朋友表演得真棒，看，现在小朋友来做小动
物，请幼儿将胸饰贴在胸前），老师讲故事，请表现得好的
幼儿贴上胸饰上来表演。

3、重复游戏一次。

4、教师和幼儿边讲故事边和幼儿集体表演一遍。



三、结束

小动物都玩累了，口渴了，我们一起回家和牛奶吧！走出活
动室。

托班大和小教案反思篇四

四肢协调活动

１．教师边念儿歌边示范做《动物模仿操》。

２．幼儿跟着录音念儿歌。

３．教幼儿学做《动物模仿操》。

１．《动物模仿操》的内容和动作应根据各班幼儿动作发展
情况进行调整。

２．墙面布置成天空、小河、草地的森林背景，提供一些动
物粘贴卡片，让幼儿自主地贴贴玩玩。

小小鸡，叽叽叽，(动作：两个食指碰着做，小鸡嘴巴，学小
鸡点头走路四次)

爱吃小虫和小米。(动作：下蹲，用小鸡嘴巴做出啄米的动作
四次)

小小鸭，嘎嘎嘎，(动作：双臂放在身体两侧，手心朝下，学
小鸭左右摇摆走动四次)

跳到水里去捉鱼。(动作：双脚一起往前跳跃2―4次)

小小猫，喵喵喵，(动作：双手五指分开在嘴边，学小猫摸胡
须动作四次)



看见老鼠快快抓。(动作：做自然跑步动作，念到“快快抓”
时，学做小猫抓老鼠动作一次)

小小鸟，飞呀飞，(动作：张开两臂，上下摆动三下)

飞到树上唱首歌。(动作：边走边拍手两下，念到“唱首歌”
时，两臂上举拍三下手)

托班大和小教案反思篇五

目标：

学说“我摸到了……”的句式

材料：

百宝箱内装有玩具动物、水果、蔬菜等

过程：

1.老师把手伸进百宝箱中，让宝宝猜“老师摸到了x x”。

2.示范说：“我摸到了x x。”

3.请宝宝自己摸一摸，说说“我拿到了x x”。

4.宝宝互相猜一猜“我拿到了x x”。

5.将小物品送回百宝箱。

提示：

1.游戏开始时，可以放一些幼儿常见的物品，以后逐渐增加
一些不认识的物品。



2.还可以借此方法，在箱内放些软硬、光滑粗糙等不同特征
的材料。

托班大和小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知道交通警察是指挥车辆、行人的。

2．乐意模仿警察叔叔(阿姨)的指挥动作。

3．学说：警察叔叔(阿姨)辛苦了。

活动准备

事先选好观察地点。

活动过程

1．行前检查托儿的鞋子、衣服，进行安全教育。

2．观察、认识交通警察，看看叔叔(阿姨)穿什么制服，是怎
样指挥车辆、行人的。

3．托儿自由模仿警察叔叔(阿姨)的指挥动作。

4．引导托儿看看交通信号。

活动目标

1．在音乐的伴奏下做开汽车动作。

2．根据“红绿灯”的指示，“前进”或“停下”。

活动过程



1．听歌曲音乐，做开汽车动作。

2．听教师唱歌。

3．在座位上看教师举起的红灯或绿灯标记，做骑车或停止的
动作。

4．集体跟着老师边唱歌曲，边四散玩游戏。

活动目标

1．初步学习在较大的圆内涂色，不涂在线外。

2．知道一个圆圈内只涂一种颜色。

活动准备

1．画有红绿灯圆圈的作业纸若干，油画棒。

2．教师示范材料。

活动过程

1．随着“小汽车”的音乐，边。昌边做动作进活动室。谈谈
红、绿灯亮了；汽车干什么。

2．示范涂红、绿灯：在圈内涂色，朝一个方向涂色。

3．托儿自由涂色，教师巡视，提醒托儿，一个圈内只涂―种
颜色。

活动目标

1．热爱、尊敬交通警察。



2．理解儿歌内容，初步学会念儿歌。

活动准备

1．已观察过交通警察指挥交通。

2．儿歌、录有马路上汽车呜叫声的录音带、录音机。

活动过程

1．播放马路上汽车呜叫的录音，激发兴趣。

2．教师念儿歌，托儿说说儿歌内容。

3．学习念儿歌，教师用动作提醒。

4．欣赏，听儿歌录音并一同念儿歌。

活动五：数学游戏“开汽车”

活动目标

1．感知数字“1”、“2”、“3”。

2．游戏中能找到和自己胸饰上相同的数字。

活动准备

1.托儿人手一份汽车胸饰，分别标上“1”、“2”、“3”的
数字；大的“1”、“2”、“3”数卡一套。

2．三块贴有“1”、“2”、“3”数字的大积木。

3．开汽车的音乐、录音机。



活动过程

1．听音乐，托儿做开汽车动作到操场上。

2．托儿相互说说自己是几路车。

3．游戏“开汽车”。

（１）教师分别呼喊x路车，配带x路车胸饰的托儿应答“嘀
嘀”。

（２）托儿随音乐开汽车，听指令“x路车进站”，配带相应
数字的托儿就把“车”开进x路车站。

附：儿歌《警察叔叔顶呱呱》

大马路，宽又宽，

警察叔叔中间站。

刮风下雨都不怕，

指挥交通顶呱呱。

托班大和小教案反思篇七

1、知道鱼是有各种形状、颜色、大小的，并初步了解鱼的基
本结构。

2、区分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半圆形，尝试用组合图形
的方法拼搭鱼。

3、培养幼儿喜爱小动物的情感。



1、带幼儿到 “海底世界”参观

2、各种大小、颜色的半圆形、长方形、三角形、正方形的形
状模板

3、印有水草等装饰的画纸

4、各种颜色的蜡笔、浆糊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前几天我们参观了海底世界，海底世界里都有哪些小动物
住在里面呢?”(知道海底世界里有许多鱼和其他的小动物。)

“他们长得一样吗?”“你都看到了哪些形状的鱼?”

(二)、出示各种形状模板，拼拼玩玩，认识鱼。

1、认识鱼，知道鱼是有哪几个基本部分组成的。(鱼身、鱼
尾和鱼鳍)

2、观察认识材料。

(1)请你们看看这里都有哪些形状的材料?(出示四种形状模
板)

(2)分别辨认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半圆形，并在自己的
桌子上找出图形。

3、 尝试拼搭各种形状的鱼

(1)、材料准备好了，让我们试试用这些材料能不能造出新房
子。(老师示范模板拼搭小鱼)

(2)、幼儿操作，师指导幼儿拼搭



(三)、幼儿作画，教师进行指导。

1、将拼搭好的“小鱼”粘贴在纸上。

(1)“我们做好的小鱼十分想家了，让我们把他们送回海底世
界吧。”

(2)教师示范一条小鱼的粘贴过程：鱼身—鱼尾—鱼鳍

2、添画鱼的各种花纹

“小鱼的身上还有许多美丽的花纹，请小朋友用小蜡笔为它
们画上吧。”

(四)、幼儿自我介绍并欣赏作品：

1、“你的海底世界里，都有哪些形状的鱼呢?”

2、为自己的小鱼取名字。

“你为它们取什么名字?”

托班大和小教案反思篇八

1、学习运用各种感官感知糖果的特征，知道糖果的种类很多。

2、愿意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发现和感觉。

各种糖果、主题墙是贴上大的超级糖果屋、每组一个糖果小
屋。

1、谈话导入：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糖果吗？你吃过什么糖
果？是什么味道的呀？

2、猜糖果。



今天老师带来了许多糖果宝宝，它们躲在了糖果屋里，请你
们猜一猜有什么糖果。（圆圆的棒棒糖、软软的棉花糖、巧
克力糖、彩虹糖、花生糖）

1、糖果屋

你想和漂亮的糖果宝宝做朋友吗？这里有许多的糖果宝宝，
请每个小朋友找到一个你喜欢的糖果宝宝做你的好朋友吧。

2、看包装

那谁来告诉我，你的糖果宝宝穿了一件什么样的衣服？

小结：原来糖果宝宝的衣服是五颜六色的，真漂亮。

3、捏质地

现在请你轻轻地捏一捏你的糖宝宝，告诉我你捏上去有什么
感觉？

小结：有的糖果宝宝的身体是软软的，有的是硬硬的。

4、剥糖

糖宝宝有些热，请你帮糖宝宝把衣服脱了吧（幼儿自由剥糖）
脱下来的衣服放到（提醒幼糖果小屋里，提醒幼儿不能乱扔
糖纸）你是怎么帮糖宝宝脱衣服的？（请幼儿自由讲述）

小结：原来帮糖果宝宝脱衣服的方法有很多，可以拉一拉、
扭一扭、撕一撕。还可以用剪刀来帮忙，还有一个好办法，
在小缺口的地方撕就容易剥下来。

5、看颜色、形状

你的糖宝宝是什么形状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小结：糖果宝宝有圆圆的、有的长长的、有的扁扁的，形状
也是多种多样的呢。

6、闻气味

每个糖宝宝都有不同的气味，你想知道你的糖宝宝的气味吗？
请你仔细地闻一闻吧！

小结：不同的糖宝宝闻起来的气味也不同呢。

7、尝味道

把糖宝宝放进嘴巴里会是什么味道呢？我们一起来尝一尝！
（幼儿尝味道）你的糖宝宝是什么味道的？糖果宝宝在我们
的嘴巴里会怎么样呢？（提醒幼儿了解糖会慢慢融化）学说
儿歌：花纸包里，有个宝宝，剥开尝尝，宝宝变小。

1、我们把糖果一起送到超级糖果屋里去。

2、吃过糖要漱口，讲卫生。防止蛀牙！

托班大和小教案反思篇九

1、重点内容：宝宝天天爱喝水

2、措施：

1)利用儿歌引导幼儿多喝水，喝多少，倒多少，不浪费。

2)运动后提醒幼儿洗手后再喝水。

3、观察与指导：

1)观察幼儿是否找到小脚印再倒水，幼儿间不争抢。



2)师提醒个别幼儿:不挤同伴，找好小脚印，一个一个倒水喝。

3)提醒幼儿喝多少，倒多少，不浪费水。

(一)主题游戏：

1、喂娃娃吃饭、小动物吃豆豆：提供大小不同的勺子

2、打扮娃娃：探索打扮娃娃的方法，提供头绳、发夹，梳子
等

3、帮妈妈折叠衣服：提供小衣裤

4、找朋友：袜子配对：提供小袜子及夹子

5、找朋友：帮妈妈摆鞋子：提供大小不同的鞋及大小鞋柜

6、拼图：能找到相应的积木宝宝和图片，提供拼图、积木

7、贴贴说说：我的小手会……提供可供幼儿粘贴的图片

(二)非主题游戏：

1、看大图书《小蝌蚪找妈妈》

2、掷色子：贴动物、水果图片

3、手指点画：大蝴蝶等

4、敲印章：花布，可供幼儿敲的材料如积木

5、玩颜色：颜色娃娃滑滑梯：要求(提供眼药水瓶，内装颜
料、脸盆)

6、粘贴：小蝌蚪、蝴蝶等：发展幼儿手部精细动作



7、喂天线宝宝吃饼干：图形或颜色配对

(三)观察与指导：幼儿在活动中，是否能和同伴友好相处，
不争抢玩具、积木;幼儿的在游戏中的语言交往。

(四)个别交流评价：重点讲评"打扮娃娃"，引导幼儿讨论"我
帮娃娃打扮好了，别的小朋友也要打扮娃娃，怎么办?"

1、目标：

1)鼓励幼儿愉快主动参与活动，体验快乐和友爱的情感。

2)锻炼幼儿动作的灵敏性。

2、分散活动：拍拍小动物

准备：垫子、圈、小动物图片

3、集体游戏：送蛋宝宝回家

规则：启发幼儿学小蚂蚁爬行，听指令行动。

4、观察与指导：

1)观察幼儿衣着是否适合锻炼

2)避免幼儿过多出汗，提醒及帮助幼儿擦汗、喝水

3)指导个别幼儿,能积极地参与与同伴的游戏.

设计思路：

日常的生活中2—3岁的幼儿开始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尝试着
自己洗手，自己吃饭，自己穿脱衣物等，由于受动作能力发
展的制约，动作仍较迟缓、笨拙，需要成人的帮助，对



于2—3岁的幼儿而言，教育的出发点除了为幼儿提供表现和
表达的机会外，还应发展他们的肌肉动作为主。2—3岁的幼
儿对新奇事物特别感兴趣，色彩鲜艳、有声响的物品能激起
他们的喜爱和注意，在"小手真能干"这个主题活动中，通过
尝试打开各种有声响、色彩鲜艳的容器这个学习活动，让幼
儿在自发的反复动作中，积累直接经验。那么在下阶段的活
动中，我会帮助幼儿再梳理这方面的经验，让幼儿对这几种
方法归类。

目标：

1、鼓励幼儿尝试打开各种容器。

2、幼儿通过操作摆弄，体验获得成功的快乐。

准备：

1、小粘纸若干;

2、拉链袋、盒子、塑料瓶等容器;

3、小熊手偶。

流程：引起兴趣---操作示范---幼儿自主操作

过程：

1、导入：幼儿和老师一起做游戏，今天小熊来作客，我们和
小熊打各招呼。

(幼儿向小熊问好)，小熊带来了好多礼物，宝宝想不想看?

2、幼儿操作：

(1)小熊："我把这些礼物都藏在各种各样的瓶子、罐子、盒



子、袋子里，宝宝要想办法才能拿到好东西哦!"

(2)徐老师来打开一个盒子，我怎么打开呢?宝宝来帮我，好
吗?(引导幼儿来操作，尝试一起说转、掰、拉、掀开等开启
的方法)

(4)幼儿尝试打开各种瓶子等

师巡回指导，帮助幼儿共同回忆自己的操作过程，如自己是
如何打开盒子的等，鼓励幼儿尝试打开各种不同的容器，并
引导幼儿将礼物盒送回大箱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