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流鼻血了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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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流鼻血了教案篇一

《谁的耳朵最灵》是一堂音乐教学活动。在设计教案的时候，
可能对孩子的能力估计不够，教学的重难点有所偏移，单方
面设想孩子们对重复、简单的歌词应该掌握没有多大问题，
把教学的大部分时间放在节奏的掌握和按节奏进行动作的模
仿，其实，我的用意是想让孩子们巩固歌词中出现的4个节奏
型，增加音乐活动的趣味性，可是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就觉
得问题来了：四段歌词内容虽然重复、较简单，但正是因为
它的简单和重复使得孩子们失去了学习演唱的兴趣，而且花
费的时间又相当长，所以我只让幼儿聆听和学唱了各一遍歌
曲，便匆匆进入了下一个教学环节，接下来的几个教学步骤
虽然孩子们都挺喜欢的，但与教学主题的关联性并没有较好
的体现，所以值得我深入地进行反思。

其实对这一堂音乐教学活动，设计的时候我花的心思真的不
够多，这也是导致我教学出现诸多问题的关键因素。课后沈
老师在给我进行教学反馈的时候，一一指明，记录思考之后，
我想关键问题有这么几个：

1、对孩子的能力水平单方面估计过高；

2、由于过高估计导致教学目标定位不明确，目标达成度大打
折扣；

3、教学环节设计的关联性不够，整个过程不够流畅；



4、劳动动作的创编，虽然孩子们较感兴趣，但与教学的目标
和内容并无多大关系，可以选择舍去，而是把更多的精力与
时间放在目标的达成上。其实课前在熟悉教案的时候，我也
隐约发现了一些问题，但出于懒惰思想作祟，我想已经挺认
真了，上上看再说吧，所以也就没有进一步修改，现在想想，
你如果要真正上好一堂课，一定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磨合，
更要不断地进行修改，最终虽还不是最完美的，但会缩短与
完美的距离，这样也才能加快自己进步的步伐，否则只能是
停滞不前。

沈老师的意见是中肯的，对我来说，更是及时雨，因为别人
眼中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收集一点、两点、三点的意见和
建议，对我日后或许就会有一倍、二倍、三倍的收获，这会
是给我多大的帮助和教学财富啊！

最后通过这次教学活动，我也想告诫自己：挤出时间，完善
教学，不断学习，更快成长。

小班流鼻血了教案篇二

小朋友们，大家好！看到阿姨的这身着装，你能说出阿姨的
工作吗？对啦，真聪明，阿姨是一名警察，一名市中巡警。

那么，接下来，阿姨想问小朋友几个问题。当你看到有人生
病，需要救护车时，要拨哪个号码呢？对，是120；当你看到
着火了，需要消防车时，要拨哪个号码呢？对，是119；当你
看到坏蛋，需要警察帮助时，要拨哪个号码呢？对，是110。

首先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是警用腰带，上面有五个小套子，它
就像是一个“家”，“家”里分成五个房间。每个小套子里
放一种警械，工作时系在腰间，方便携带。下面隆重介绍第
一位“嘉宾”——对讲机。对讲机的身体是长方形的，头的
一边有一条天线，便于接受信号，身体上有0到9等按键，现
在的对讲机就是一部移动手机，有拨打号码，收发短信，卫



星定位等功能，它的作用就是方便警察工作时能够及时与指
挥中心联系，处理各种警情。第二位出场的“嘉宾”是位武
打明星——伸缩警棍。它可以神奇的长高，由一节变成三节。
伸长使用时可以用来对抗坏蛋的武器，比如棍棒，刀子等，
不用的时候就收起来，小小的，很棒吧！下一位出场的神
秘“嘉宾”是催泪喷射器，俗称“辣椒水”。因为它的肚子
里就装着类似“辣椒水”的液体。别看它的个头不大，长的
也不漂亮，但威力不小。小朋友们都吃过辣椒吧？啊，吃在
嘴里辣的出汗，辣的会伸舌头，是不是呢？那你能想象如果
喷在脸上是什么滋味吗？对了，会非常难受，不断地流鼻涕，
流眼泪。所以当警察在工作时遇到醉酒的人不配合等情况，
会使用它来让他们暂时失去反抗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使
用时要顺着风的方向，不要逆着风，如果逆着风就会喷到我
们自己的脸上，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只要用大量清水清洗
脸部，这种难受的感觉会逐渐消失。第四位出场的“嘉宾”
是强光手电，俗称“千里眼”因为它发出的光束是集中的，
在夜间可以照到比家用手电更远的距离，方便警察夜间在小
巷，角落发现坏蛋。最后的“嘉宾”是警用手铐，俗称“银
手镯”小朋友们都不会陌生，会经常在电视上看过。它就像
是一个平躺的“8”，将坏蛋的双手反铐，可以限制他的自由。
有所改进的是锁眼必须是两边成直角才可以露出来，避免坏
蛋自己打开手铐。

今天和小朋友一起看了警察常用的警械，每一位都非常认真。
阿姨希望小朋友健康成长，学好本领，长大也当警察，为祖
国保平安！

小班流鼻血了教案篇三

今天天气格外晴朗，格外暖和，空气中散发出淡淡的`春意。
下午我带孩子们来到活动区玩沙包，孩子们拿着沙包，高兴
的来到草地上。

我对孩子们说：“小朋友，今天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两个小



朋友一组互相踢沙包好不好啊？”

“不好！”孩子们几乎异口同声。“为什麽呀？”我很惊讶，
孩子们是最喜欢玩沙包的呀？

“老师我想丢沙包”“我想扔沙包”……

看着孩子们那充满渴望的表情，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这个小小
的愿望，我，这次就破例了。

对孩子们说：“孩子们今天老师就听你们的，不限制你们的
玩法了，你们想怎麽玩就怎麽玩。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了，孩子们去玩吧。”紧接着一阵欢呼。

我站在一边，看着孩子们在场地上，是那样的高兴。他们在
场地上，拼命的扔，大声的呼唤着，是那样的放纵自己。

时间过的真快，一节课很快就过去了，孩子们的兴趣未尽，
嚷着还要玩，我答应孩子们，明天一定再带他们来自由玩沙
包。孩子们兴高采烈的回到了活动室。

小班流鼻血了教案篇四

认识长短小班教学反思的内容有哪些？认识长短小班教是培
养学生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体验学习的快乐。认识长短小班
教学反思是对教学过程有哪些地方做不好的进行总结。

在孩子的周围生活中，长和短的物体随处可见，如户外活动
时的绳子、画画用的油画棒等，在进行语言表述时，孩子们
一般都会把生活中知道的经验直接进行判断：这个长，那个
短。依据小班幼儿的生活经验，在开展数学《认识长短》教
学活动中我利用小班孩子学习的年龄特点，通过创设情境以
及实际操作比验的方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自主学习，获得经
验。



首先我把活动的重点定位为：1.通过对应比较的方法感知物
体的长短，体验学习的快乐。2.在操作中学习比较物体的`长
短，找出最长和最短。

其次在教学活动中先以进入 “纸条城堡”导入，把长短和颜
色不同的纸条送给孩子们，引导孩子们通过观察认识长短，
在孩子们做出初步判断后及时进行比较长短的经验梳理——
比较物体的长短需要把一端对齐才可以，并进一步启发引导
幼儿在3张纸条中找出最长和最短。随后让孩子们继续进
行“比较长短”的游戏，通过纸条比较以及花片拼比较两个
实践操作环节，在两次游戏中让孩子们运用之前获得比较长
短的经验来完成游戏任务，在获取游戏乐趣的同时进一步体
会比较长短需要在一端对齐下进行。

最后的操作比对：选择一种颜色花片进行拼插操作环节是孩
子们最喜欢的，孩子们不仅能很好地操作，而且在操作中对
颜色选择和长短比较也能很好地进行，整个活动激发了孩子
们参与的兴趣，让孩子们在主动参与中学习、体验并获得经
验.

小班流鼻血了教案篇五

古人强调：“善诱者，善导。”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学的
真正含义是变“学会”为“会学”。是啊，有效地引导宝宝，
才会让宝宝更快、更好的接受，学起来也会更顺畅、容易。

午餐的时间到了，每每到了这个时刻，也是教室里比较“热
闹”的时刻，只见地上、桌上“种满了”饭粒，老师也
在“喂饭”、“打扫”、“维持常规”中忙碌。因此，为了
让宝宝养成良好的用餐习惯，我改变了“策略”。在快要用
餐的前5分钟，我便向宝宝们“打预防针”了，提醒宝宝们吃
饭时要右手拿勺，左手扶好碗，一口饭一口菜，把饭菜全部
吃到肚子里。并告诉宝宝吃饭时，要注意不要把饭菜掉在地
上、桌上，做个讲卫生的好宝宝。尽管我天天提醒孩子们正



确的做法，但总会有“突发意外”事件，要么这个宝宝不小
心把饭翻在了地上，要么有宝宝边吃饭边掉米粒，桌子上
面“躺了”好多剩饭剩菜。如何帮助宝宝更好的养成良好的
用餐习惯呢?我一直在思考，终于，我发现了其中的问题，那
就是在宝宝吃饭时，虽然我一直向宝宝强调如何正确拿勺吃
饭以及注意的事项，但总感觉少了一个重要环节，那就
是“椅子往前挪，身体靠近小桌子!”在用餐时，再怎么好好
吃饭，身体离桌子很远，也不会使桌上干干净净啊!找到了这
个难题根源，接下来就好办了，因为，我发现孩子们对开汽
车很感兴趣，在即将用餐的时刻，我会引导宝宝坐上小汽车，
并“系好安全带”。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让宝宝能“椅子往
前挪，身体靠进小桌子”，同时，我还引导宝宝如果发现饭
菜掉在桌上、地上时，赶紧捡起来放在桌子中间的吐司盘中，
这样天天引导，在过了几天后，我发现宝宝在用餐方面进步
很大，饭粒掉在桌上的现象减少了很多。

我国教育学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师之为教，不在全
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相信，我们宝宝一定会健康、快
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