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造纸术教案及反思(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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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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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造纸术教案及反思篇一

1、乐于参加游戏，体验游戏带来的快乐。

2、练习正确发音“嗡（蜜蜂）、汪、喵、呷、叽、呱”。

3、通过肢体动作辅助发音，遵守游戏规则。

1、游戏重点：大声说出小动物的名称和叫声。

2、游戏难点：正确发音，遵守游戏规则。

1、物质准备：小动物胸饰若干，小动物头饰6个。音乐《小
司机》，方向盘1个。

2、知识经验准备：知道动物叫声和小动物的典型动作，了解
基本的坐汽车规则。

1、第一次游戏。

（1）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想跟你们一起玩个坐汽车的
游戏，你们想玩吗？”

师：“老师来当小司机，小朋友们当乘客坐汽车。”

播放《小司机》音乐，教师当小司机，小朋友们当乘客坐汽
车。



（2）《小司机》音乐暂停，师：“听，是什么声音？谁来坐
车了？”（播放“嗡嗡嗡”的声音。）

小蜜蜂（教师扮演）飞过来：“蜜蜂蜜蜂，嗡嗡嗡。”

小司机（教师）：“小朋友们，我们来跟小蜜蜂打招呼吧！
蜜蜂蜜蜂，嗡嗡嗡。”

小司机带领幼儿跟小蜜蜂打招呼并做动作，请小蜜蜂上车，
司机继续开车，继续播放《小司机》音乐。

（3）剩下的小动物同上方式坐车，小动物由大班幼儿扮演。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很有礼貌，有小动物上车你们都会跟小
动物打招呼，但是，有的`小朋友的声音有点小，没有做出小
动物的动作。我们再请出这几个小动物出来，跟他们打招呼
一下。

2、第二次游戏。

师：“小司机再请小朋友们玩《动物汽车》的游戏，请小朋
友们扮演小动物，你们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动物胸饰带上，
站在动物站牌那里，等汽车过来。小朋友们要仔细听声音，
听到什么动物的叫声，什么动物才可以坐车。”

小司机（教师）开车，播放《小司机》的音乐，小司机停到
站牌时，音乐停止，小司机：“这是什么小动物呀？我们一
起请它们上车，我们先打招呼一下吧！（如：蜜蜂蜜蜂，嗡
嗡嗡。）”

蜜蜂回应：“蜜蜂蜜蜂，嗡嗡嗡。”剩下的小动物同上玩法。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表现得很棒，能够有礼貌的跟小动物打
招呼并做动作。小司机请小动物们坐汽车回到班上去，跟其



他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吧！

《纲要》明确要求“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
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
言交流的乐趣。宽松的语言学习环境是愉快的，是积极互动
的，也是允许出错的。

幼儿园造纸术教案及反思篇二

设计意图

幼儿非常喜欢跑，跳。这个游戏主要强化幼儿的跑，平衡和
躲避能力。使幼儿能够快速反应，并对此作出相应的躲避。
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的跑，跳，平衡和躲避能力。

2、培养幼儿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玩过木头人的游戏

2、材料准备：小积木块若干、狼的头饰三个、音乐

3、场地布置：

活动过程

(一)调动幼儿的前期经验，激发幼儿主动参与游戏的积极性

1、引出游戏主角



2、教师说明游戏的规则，并和一名幼儿演示游戏的玩法。

游戏规则：请出三名幼儿一名扮演大灰狼，两名扮演木头人，
教师放音乐表示游戏开始，大灰狼出来觅食，幼儿四处跑开，
快被“狼”抓到的时候赶紧说“木头人”并摆个造
型，“狼”就不能抓他，被“狼”抓的幼儿要主动站到狼堡
里去，其他人继续游戏直到音乐结束。

3、全体幼儿初步尝试游戏，音乐一响大灰狼就出来觅食，抓
到的幼儿要到狼堡站着，没抓到的继续游戏，直到音乐结束。

(二)尝试游戏新玩法，发展能力，体验乐趣

1、第一次游戏：初步尝试、了解游戏新玩法与规则。

※玩法：妈妈带领幼儿来到布满木块的大森林里面，老师演
大灰狼抓幼儿，教师放音乐表示游戏开始，大灰狼出来觅食，
幼儿四处跑开，快被“狼”抓到的时候，幼儿赶紧跑到森林
里踩一块木块或拿起一块木块并摆个造型，“狼”就不能抓
他，被“狼”抓的幼儿要主动站到狼堡里去，其他人继续游
戏直到音乐结束。

※指导重点：引导幼儿了解游戏新玩法与规则，懂得快速进
入大森林踩木块或拿木块。

※评价重点：是否能初步按游戏规则进行游戏。

小结：被抓的幼儿要遵守游戏规则呆在狼堡里，为什么有的
被抓，有的没有被抓到?扮。来、源屈、老师教、案网，请一
两个没有被抓的幼儿谈谈自己如何没被抓。

2、第二次游戏：进一步了解游戏新玩法与规则。

※玩法：请一名幼儿和老师一起扮演大灰狼，玩法同上。



※指导重点：按游戏规则玩游戏。

※评价标准：大灰狼能否迅速观察幼儿，把目标放在反应慢
的幼儿上，而不是胡乱抓，幼儿又能否及时做出反应。

3、第三次游戏：进一步了解游戏新玩法和规则

※玩法：妈妈带领幼儿来到布满木块的大森林里面，老师扮
演大灰狼抓幼儿，教师放音乐表示游戏开始，大灰狼出来觅
食，幼儿四处跑开，快被“狼”抓到的时候，幼儿必须跑到
大森林踩一块木块并且还要拿起一块木块摆个造型，“狼”
就不能抓他，被“狼”抓的幼儿要主动站到狼堡里去，其他
人继续游戏直到音乐结束。

※指导重点：按游戏规则玩游戏。

※评价标准：大灰狼能否迅速观察幼儿，把目标放在反应慢
的幼儿上，而不是胡乱抓，幼儿又能否及时做出反应。

4、第四次游戏：尝试合作游戏。

※玩法：老师和一名幼儿同时扮演大灰狼抓幼儿，玩法同上。

※指导重点：引导幼儿与同伴协商、合作游戏即幼儿可以在
跑的过程中相互帮忙以最快的'速度踩到拿到木块。

※评价标准：能否做到与同伴协商、合作游戏。

5、第五次游戏：尝试自主游戏。

※玩法：请两名幼儿当大灰狼，玩法同上。

※指导重点：引导幼儿尝试自主进行游戏。

※评价标准：能否自主地按游戏规则进行游戏。



小结：幼儿相互合作捕获了不少食物，进一步强调合作游戏
的乐趣。

(三)活动结束：

师：今天很多小朋友反应都特别灵敏，没有轻易被大灰狼抓
到，而大灰狼们也表现的很勇猛，想办法捕获到了这么多食
物。今天的游戏就到这，我们下次再玩，当然老师也很希望
你们能在家里与家人分享这个游戏，跟他们一起玩这个游戏。

活动反思

本次《快乐的木头人》采用了多种游戏的方式，每个步骤紧
紧相连，以不同的游戏方式来完成同一个目标，增加了幼儿
参与游戏的兴趣又强化了活动目标。让每位幼儿都能参与其
中，充分调动了幼儿的积极性。通过不同的游戏形式由简到
难、循序渐进的达到本次活动的目标，既丰富了活动的形式
又强化了活动目标。最后送“木头人“回家的环节让幼儿知道
“木头人们”累了，该回家休息了，充分尊重幼儿的生长发
育规律，及时调整活动强度。

小班民间游戏教案及教学反思《木头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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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造纸术教案及反思篇三

学习目标：锻炼控制身体活动的能力。

活动准备：轻快的音乐。

活动过程

1.播放轻快音乐，幼儿随意走动。

3.可以让先动的小朋友表演节目，增加游戏的趣味性。

活动建议：

•幼儿熟悉游戏规则和游戏方法后，可以由幼儿组织活动，以
增强幼儿参加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幼儿的组织能力。

•组织者可故意做滑稽的动作或说幽默的语言，以增强游戏的
趣味性，并进一步考验小朋友的身体控制能力。

幼儿园造纸术教案及反思篇四

设计意图

小班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规则意识不是很强，况且在园的
时间也不长还没有养成好的集体游戏的空间，因此选择《水
果蹲》这个活动。幼儿的潜力是很大的，因为他们的模仿能
力很强，有些东西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一开始会有难度，但是
只要教师愿意多尝试几次，并且通过个别学习能力较强的幼
儿带动其他幼儿，可以收到不错的效果。

活动目标：



1.丰富幼儿各类水果名称，发展语言表达能力。

2.让幼儿学会听口令玩游戏，锻炼反应能力和倾听能力。

3.遵守游戏规则，掌握游戏的玩法。

4.增强思维的灵活性。

活动准备：

1．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认识一些时令水果，与幼儿交谈有
关水果的知识经验。

2．准备实物水果和水果胸卡若干。

活动过程：

一、以律动《摘果子》进入活动室。

二、品尝水果：

1．出示水果引起幼儿兴趣，让幼儿品尝水果。

2．个别提问，边出示卡片：你吃的是什么水果？味道怎么样？
你还吃过其他什么水果？

三、教师示范念读，幼儿学念儿歌“水果蹲”几遍。

四、教师介绍游戏“水果蹲”玩法，规则：

1.幼儿戴上胸卡扮演各种水果宝宝。

2.幼儿听老师口令念儿歌，并根据内容做下蹲动作玩游戏。

3.不符合儿歌内容做动作的幼儿就淘汰出局。



4.提醒幼儿要记住自己是扮演什么水果宝宝。

五、幼儿玩游戏。

1．请能力强的幼儿戴上水果胸卡游戏。

2．幼儿戴上水果胸卡按儿歌内容玩游戏，老师及时提出游戏
中的不足并加以纠正。

3．幼儿分组念儿歌玩游戏。

4．增加水果品种，幼儿自选水果胸卡听口令儿歌玩游戏。

5．幼儿自由分组玩游戏。

六、经验迁移

将水果换成各种常见的小动物继续玩游戏。

活动小结

评价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提出下次游戏要求。

活动延伸

1、小朋友和教师分享丰收的.果实和游戏的快乐。

2、把教具投放在表演区继续表演或游戏。

3、根据孩子的兴趣，自由选择喜欢的动作（或其他交通工具、
动植物等）继续表演。

4、美工区制作或绘画各种水果。

课后反思



游戏最能唤起孩子认知的欲望，在听说游戏《水果蹲》中孩
子们异常兴奋，因为他们第一次在集体场合玩这种按口令依
次轮蹲的游戏，此外教师还尝试着请能力强的孩子喊口令，
在这样的集体游戏中不仅唤起了孩子的记忆，还训练了孩子
的反应能力、听说能力，较大限度地顺应了孩子的一种发展。
《水果蹲》是一个孩子们非常喜欢且又容易的游戏，为了满
足孩子们的游戏的欲望，我利用水果图片，就是每个小朋友
一个水果图片来激发幼儿的兴趣。这个游戏是让幼儿按口令
做相应的动作，第一次我让幼儿分成四组进行尝试，每组同
一种水果，这样我想让幼儿按口令依次轮蹲。同时使幼儿养
成仔细倾听的习惯，还会训练了幼儿的反应能力。可是在实
施中有的孩子投入于玩胸前的水果图片，而没有听老师的指
令，在这个方面我事先可能没有考虑周全，全班小朋友顾了
前面而忽视了后面的小朋友，而孩子们对这些水果图片挂在
脖子上感兴趣了，以至产生这样的效果。

游戏是幼儿喜欢的一种活动，游戏更是一种符合幼儿身心发
展，倾诉快乐而自主的实践活动。幼儿在户外活动比在室内
活跃，在组织这样的活动时，我应该考虑到。对于孩子来说，
他们还处在自我意识的世界，游戏中合理的使用教具，尤其
让孩子带的，选着好是贴、拿、还是挂。预设到可能会出现
的情况等。

而游戏水果蹲也可在室内玩的，有利于注意力的集中。再则
这游戏可以两个人、三个人等都可，形式也可变；如可变动
物、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等，这样能增加游戏的趣味性。总之
教师选择游戏要让孩子们得到快乐而满足，使他们在游戏中
体验着集体生活的乐趣，在游戏中相互交流着，在游戏中共
同发展着。

幼儿园造纸术教案及反思篇五

设计意图：



孩子们平时喜欢玩球,但是对球的'控制能力不好,为了能让幼
儿提高控制能力,因此设计此活动,使幼儿不再是单纯地滚球。

活动目标：

1、练习持物控球跑,提高控制能力。

2、发展动作的协调性。

活动准备:

皮球、羽毛拍、小椅子若干张。

活动过程:

1、教师与幼儿手持羽毛拍,听音乐做全身运动。

2、幼儿每人领一头小猪(皮球),用球拍赶着小猪去散步。

3、启发幼儿想象,赶着小猪去**,边讲边练。

4、小猪去郊游:

(1)介绍郊游的行程,走过一条小路,穿过一片树林,绕过小山。

(2)幼儿一个跟着一个赶猪经过行程。

5、送小猪回家。

活动反思:

许多幼儿都能顺利完成任务,教师要随时提醒幼儿不要让球滚
掉,如过滚走,要马上追回来。继续赶。另外,教师还可在幼儿
游戏熟练后增加难度,将羽毛拍换成纸棒。



幼儿园造纸术教案及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知道做事情要坚持到底。

2、在观看故事表演和参与游戏的`活动中，能够坚持完成任
务。

3、乐意参与表演活动，并坚持到底。

活动准备：

配班老师扮演饥饿的小猫，排练情景剧表演《小猫钓鱼》，
并布置好场景。

活动过程：

一、欣赏故事表演《小猫钓鱼》，初步了解故事内容。

教师：小朋友，你们看！谁来了？它是一支很饿的小猫，小
猫为什么会饿肚子呢？它为什么钓不到一条鱼呢？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幼儿欣赏故事表演《小猫钓鱼》

二、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小猫钓不到鱼和钓到鱼的原因。

教师：第一次小猫钓到大鱼了吗？这次它为什么没有钓到鱼？

教师：第二次小猫钓到大鱼了吗？这次它为什么没有钓到鱼？

教师：最后，小猫钓到大鱼了吗？这次它为什么能钓到大鱼？

三、师生共同小结：小猫不专心、三心二意就钓不到鱼，后



来小猫一心一意就掉到了大鱼，我们做事也要像小猫后来一
样，要有耐心，坚持到底。

四、分组游戏“小猫钓鱼”，鼓励幼儿能坚持完成任务。

教师交代游戏的方法：请幼儿学做小猫，一起到鱼塘钓小鱼，
并将钓到的鱼放在自己的小桶里。

鼓励幼儿在表演活动中大胆、细心地钓鱼，不要急躁，一定
要有耐心，坚持到底。

五、比一比看谁钓得鱼最多。教师给有耐心、能坚持到最后
的孩子发五角星。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孩子们大多玩的很开心，但是仍有两个小朋友哭鼻
子，因为他俩没有钓到鱼。看到他俩哭，好几个小朋友围上
去有的为他们擦眼泪，有的为他们擦鼻涕，还有小朋友掏出
了兜里的糖果给他们，得到最多红花的那组小朋友还要把划
给他们——那会儿我都看的感动了。总之，活动是成功的，
孩子们不仅体验到了动手做游戏的乐趣，懂得了分享与合作
的重要性，还懂得了做事要有耐心，不能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