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做有礼仪的好宝宝教学反思 小班数
学教案宝宝送物品教案及教学反思(大

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做有礼仪的好宝宝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能按物体的关联性将常见的物品归类。

2、愿意参与为家人送物品的活动。

3、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4、让孩子们能正确判断数量。

重点难点：

能按物体的关联性将常见的物品归类。

活动准备：

1、教具：图片：手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各一）、人
物图片：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2、学具：幼儿操作纸、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各一）、
拐杖、女士包、领带等。（幼儿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1、了解物品与人的关联性。

出示人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图片。

师：看，谁到我们教室来做客？你是怎么知道的？

幼儿进行观察并回答。

教师小结：小朋友的眼睛可真亮，从他们身上的不同物品就
可以看出他们是谁了。

小班幼儿已经初步具有观察的经验，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幼儿
通过观察了解不同人物的不同特征，能通过人物身上的物品
分辨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同时，教师的小结帮助幼儿进一步
了解了“物品与人的关联性”。

2、宝宝送物品。

（1）个别幼儿送物品。（3分钟）请个别幼儿送手套并讲述
原因。

师：你是怎么送的？为什么要这么送？

教师小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手套是不一样的，我
们从手套的不同特征就可以看出来了。

用同一种物品--手套来引导幼儿通过细致观察、一一比较的
方法来判断手套送给谁。

（2）全体幼儿送物品。（12分钟）师：家里还有很多其他的
物品，我们首先来看看他们是什么。

介绍操作材料和操作要求。



师：我们一起来送一送，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东西
放到他们下面，记住一边送要一边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送。

幼儿送物品并讲述原因。

幼儿集体操作时，教师所选材料有了递进，有一组（4双鞋子）
同类的物品，还有一些其他特征比较明显的物品，如拐杖、
领带等。引导幼儿在细致观察、一一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更全
面的判断，进一步巩固幼儿对“能按物体的关联性将常见的
物品归类”这一目标的达成。

3、展示幼儿作业，集体检验

师：谁来说说你是怎样送的？为什么要这样送？

教师和幼儿一起检验、纠错。

评价幼儿作业时，先选用操作正确，比较有序作业进行点评，
再选用一些比较典型的作业，引导幼儿自评，利用幼儿间的
差异资源进行互评。

课后反思：

本活动来源于主题《亲亲热热一家人》，目的是让幼儿按照
物体的关联性将常见的物品归类，从而能增进宝宝与家长之
间的情感。小班的孩子对生活中常见的物品较感兴趣，但是
他们对这些常见物品的认知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宝宝送物
品》这一活动从幼儿实际生活出发，引导幼儿通过认一认、
说一说、找一找、送一送进一步认识常见物品，并能给不同
人物进行匹配。教师在教学具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在
教具方面，首先选用一组同类物品，让幼儿通过观察发现方
法--比较，同一组物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很容易就能判断
出物品该送给谁。在幼儿操作材料方面，又有了递进，用了
一组同类物品，另外还选了4个特征较明显的物品，难度有所



提高，对幼儿更具挑战性，幼儿对判断物品的关联性有了更
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判断物品该送给谁，不仅可以通过比
较，还应从实际生活出发，明白物品的用途，从而进行判断。

小百科：物品生产、办公、生活领域常用的一个概念，泛指
各种东西或零星的物品。

小班做有礼仪的好宝宝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进一步感知橘子宝宝的内外特征。

2、体验剥橘子、吃橘子的快乐。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活动准备：

布袋一个，内装有橘子，每组一盆橘子，毛巾每组一块

活动过程：

(一)神秘礼物导入

1、教师出示布袋，以神秘的口吻，请幼儿猜猜布袋里装的是
什么。

2、请个别幼儿上来摸摸、说说是什么礼物?结论：是橘子宝
宝。



(二)、感知橘子宝宝的外形特征

1、橘子宝宝长什么样子的?(引导幼儿从颜色、形状等观察)

2、这么多的橘子宝宝都一样吗?

结论：橘子宝宝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圆、有的扁、有黄黄
的，有绿绿的等。

3、圆圆的橘子宝宝像什么呢?

4、请小朋友摸一摸、捏一捏橘子宝宝，感觉怎么样?

(三)、体验剥橘子、吃橘子的快乐。

1、老师把橘子宝宝剥开来，看看橘子宝宝里面的秘密。

老师把橘子皮剥掉，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2、你吃过橘子吗?是什么味道呢?

小结：橘子宝宝酸酸的.、甜甜的、冷冷的、

3、幼儿尝试自己剥橘子、吃橘子。

4、你吃的橘子是什么味道的?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我围绕主题《秋天的水果》，选取橘子这个农村自
然物开展了这次小班科学活动。活动中能够使幼儿对生活中
最常见的橘子有进一步认识，对橘子的内外特征有了较深的
感知和了解。

活动中通过看一看、说一说、摸一摸、猜一猜、做一做、尝



一尝等活动方式不仅锻炼了幼儿动脑、动口、动手能力的培
养促进了幼儿语言表达的完整和规范，同时也激发了幼儿大
胆表达的欲望，调动了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思维的活跃
性。

小班做有礼仪的好宝宝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初步的认识汉字酸和甜，培养幼儿对汉字的兴趣。

2、通过品尝食物，加深幼儿对酸甜的理解。

活动准备：

酸甜的水果若干，卡片、酸甜宝宝

活动过程：

(一)、认识酸甜宝宝，引导幼儿兴趣。

2、师:这个笑嘻嘻的宝宝是甜宝宝，(学习甜宝宝的微笑)甜
宝宝身边有一个“甜”字，甜宝宝最喜欢吃甜甜的东西。

这个皱着眉头在哭得宝宝是酸宝宝，(模仿酸宝宝皱着眉头的
样子)酸宝宝身边也有一个汉字，是“酸”字。酸宝宝最喜欢
吃酸酸的东西。

3、今天酸宝宝和甜宝宝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水果礼物。可
是还有一(幼儿向酸甜宝宝问好,问好的小朋友收到礼物卡片)

(二)、品尝水果，幼儿加深对酸、甜的理解。

1、师：酸甜宝宝说：”小朋友们真有礼貌，我就把我带来的



水果也送给你们吧?

2、师：我们一起去看看都是什么水果吧!(认识水果)

3、师：酸甜宝宝还说了：“小朋友们在品尝水谷的时候，还
要帮我把这些卡片贴上去，如果你吃到的水果是甜甜的你就把
“甜”字宝宝贴上。如果你吃到的水果是酸酸的你就要
把“酸”字宝宝贴上。”

(三)、幼儿品尝水果，教师指导。

1、幼儿说说自己吃到了那些甜甜的水果和那些酸酸的水果。

活动反思：

幼儿喜欢做游戏，教师适时地开展对教学有帮助的游戏活动，
会将原本枯燥的识字变为幼儿乐学的活动。幼儿在游戏中学
习，全身地投入，真正让幼儿体验到了玩中学，学中玩，让
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从而达到了识字教学的目。

小班做有礼仪的好宝宝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橘子宝宝的颜色、味道、形状等特征。

2、学念儿歌《橘子宝宝》。

3、培养探索自然的兴趣。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活动重点：

了解橘子宝宝的颜色、味道、形状等特征。



活动难点：

进一步感知橘子宝宝的同时能在同伴面前大胆的讲述橘子的
各种特征

活动准备：

橘子、苹果、梨、香蕉若干，盒子1个。

活动过程：

一、猜一猜

师：小朋友，今天老师请你们来猜个谜语，你们可要开动脑
筋想好哦，小耳朵要听好了。师说出谜面(外面杏黄衣，姐妹
抱一起，打开仔细看，都是一瓣瓣)，猜一种水果，请幼儿猜
谜底。

二、摸一摸，看一看

2、师：老师摸到了一个句子，你们看看橘子长的是什么样子
的?。(橘子长得圆圆的，黄色的皮)

4、师：你们是怎样吃橘子的?它里面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咱们
一起来看看吧

三、体验剥橘子的快乐

1、教师示范一边剥橘子，一边念儿歌，打开之后请幼儿观察
橘子肉的排列特征。

2、幼儿尝试剥橘子。师：请你数一数橘子肉有多少片?它长
得像什么?

3、学习儿歌，鼓励幼儿在念儿歌的同时并作出剥橘子的相应



动作。

4、师小结：橘子是我们平时经常见到的`一种水果，它长得
圆圆的，有大的也有小的，黄色的果皮膜上去感觉有点粗糙，
不过它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

四、品尝橘子

师：小朋友都看到了橘子长得圆圆的，穿着黄色的外衣，橘
子宝宝排排坐着非常的好看，可是不知道吃起来味道是什么
样的?你们想不想尝一口?师一边念儿歌一边把橘子放到小鹏
友的嘴巴里，让幼儿品尝橘子的味道，体验与同伴分享食物
的乐趣。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我围绕主题《秋天的水果》，选取橘子这个农村自
然物开展了这次小班科学活动。活动中能够使幼儿对生活中
最常见的橘子有进一步认识，对橘子的内外特征有了较深的
感知和了解。活动中通过看一看、说一说、摸一摸、猜一猜、
做一做、尝一尝等活动方式不仅锻炼了幼儿动脑、动口、动
手能力的培养促进了幼儿语言表达的完整和规范，同时也激
发了幼儿大胆表达的欲望，调动了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
思维的活跃性。

小班做有礼仪的好宝宝教学反思篇五

本活动来源于主题《亲亲热热一家人》，目的是让幼儿按照
物体的关联性将常见的物品归类，从而能增进宝宝与家长之
间的情感。小班的孩子对生活中常见的物品较感兴趣，但是
他们对这些常见物品的认知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宝宝送物
品》这一活动从幼儿实际生活出发，引导幼儿通过认一认、
说一说、找一找、送一送进一步认识常见物品，并能给不同
人物进行匹配。



教师在教学具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在教具方面，首先
选用一组同类物品，让幼儿通过观察发现方法——比较，同
一组物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很容易就能判断出物品该送给
谁。在幼儿操作材料方面，又有了递进，用了一组同类物品，
另外还选了4个特征较明显的物品，难度有所提高，对幼儿更
具挑战性，幼儿对判断物品的关联性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
认识，判断物品该送给谁，不仅可以通过比较，还应从实际
生活出发，明白物品的用途，从而进行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