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社会活动合作力量大教案反思 大班
社会活动微笑教案及教学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
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
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班社会活动合作力量大教案反思篇一

1、 懂的微笑能给他人带来快乐，知道关心他人。

2、 探索多种使大家快乐的方法，有一定的爱心。

微笑字卡、爱心记录卡、音乐、小动物形象。

（一）、故事导入微笑主题。

朋友。（出示微笑卡片）。

2、提问：小蜗牛为什么要给大家送微笑卡片？

和可贵。

（二）、展开部分，用微笑传递快乐。

1、体验微笑：你会微笑吗？来，笑一个。教师给幼儿拍照。
让幼儿在愉快的情绪体验中分享着微笑带来的快乐。

2、送微笑：你想把微笑送给谁？为什么？（幼儿自由回答，
充分调动孩子的思维，给幼儿足够的表现、表达的机会）



并引导幼儿送上一句好听的话。背景音乐《歌声与微笑》响
起。

（三）、探索多种带来快乐的方法。

1、说说让别人快乐的方法。除了微笑还有什么办法能给大家
带来快乐？（幼儿自由讨论）

2、记录各种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办法。

好朋友。

心型墙饰，平时大家可以来讲一讲，以促进幼儿语言的发展。

（四）、结束活动。

放音乐《歌声与微笑》大家快乐的跳舞。

中班社会活动合作力量大教案反思篇二

我们班前段时间开了一次主题班会——学会感恩。当初想到
这个话题，我主要是出于现在学生常常不懂得珍惜现在的幸
福，可能会抱怨学习很无趣、太枯燥，考试太多等等，便决
定设计这样一个让学生懂得感恩的主题班会课。在上课之前，
我总觉得我们肯定不能触动学生的内心，只会觉得很平常无
奇。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力量去调动他们的情绪，他们
会感恩吗？然而，通过整节课上完之后，我的内心受到了很
大的触动，在那时久久不能平静。

在第一个环节设计的意图主要是唤起学生的感恩意识。在播
放图片的过程中，我觉得学生可能还没有这个意识，可能会
觉得很平常。然而，在我一边播放图片的过程，一边给学生
讲解。班上的学生静静地看着，静静地思考着。他们的内心



开始关注到这个话题。为了了解学生的内心，我让学生说一
下自己的感受。有的学生说：“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贫富差距
会那么大，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贫困地区。”有的学
生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一颗爱心来帮助他们。”大家都已
经意识到了要有爱心和同情心。这时，我们也引入这节课的
主题班会课——学会感恩。考察学生是否了解感恩的节日也
是在唤起学生的感恩意识。在这一小环节，我觉得自己做得
非常不好。学生不知道父亲节和母亲节，我没有做出很好的
回应。于是，我是让学生记住这些节日并提示学生应该怎样
去做。其实，我已经知道他们已经意识到应该要去记住父亲
节和母亲节。可能较为精彩的环节设计是那个感恩父母的视
频吧。在播放前，我让学生细细想想第一个要感恩的是谁。
虽然那个视频很平常，但是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给学
生的内心触动是很大的。平常一个很调皮的学生，经常不做
作业，上课不听。在这个环节上，他居然表现出很痛苦，极
力地摇着头，强忍住自己的眼泪。我想这个视频触动了他的
内心。因为他也比较特殊，很久才能见到自己的父亲，缺少
着父母的关爱。当时我很恨自己，如果那些学生痛哭起来怎
么办。但是我想通过这次主题班会课，让他们从中意识到不
是父母不爱你，而是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爱你们，他们很忙，
以致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爱你们。观看完视频，全班都沉浸在
悲痛中，他们都觉得要感恩自己的父母。而在那一刻，我被
他们感动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部分学生上来说。有的
学生说：“我觉得父母很辛苦，自己很对不起他们，希望自
己能好好学习来回报自己的父母。”学生大声说出对父母的
爱，而我被他们所震撼了。那一刻，我觉得他们真正学会了
感恩父母。幸好，为了让学生不沉浸在这个痛苦的氛围中。
于是，我便引入学生是否了解关心过自己的父母。现场的小
调查，出乎了我意料之外，有些学生是非常了解自己的父母
的。然而，在我看学生写填写结果的过程中，有位学生摇着
头，我听到那位学生说：“爸爸不常回来。”我觉得自己做
得非常不好。这个话题毕竟是很敏感的容易触及学生的内心。
而我过去摸了学生的头，告诉他没关系的。



这节班会课不仅学生的心灵受到了触动，我们的内心也受到
了触动。我不是被自己讲课触动，而是被这些孩子触动。这
些孩子能体会到那么深刻的道理，我已经知道他们怀着自己
对父母深深的爱，太多太多的感动。而我也被班上由于一些
家庭因素而正缺少关爱的孩子而感动着，我相信他们一定能
坚强地走下去。加油！你们都是很棒的！

中班社会活动合作力量大教案反思篇三

上完这节课后，自己认为本堂课成功的地方：

1．生动有趣的课堂导入。上课时，让幼儿谈话讨论，引
出“生活中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标志”，从而引出课题，这样
让学生感觉到真实、有趣、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让幼儿
觉得学...

上完这节课后，自己认为本堂课成功的地方：

1．生动有趣的课堂导入。上课时，让幼儿谈话讨论，引
出“生活中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标志”，从而引出课题，这样
让学生感觉到真实、有趣、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让幼儿
觉得学习本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我觉得自己的教学语言具有煽情性。能充分调动每一位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如让每一位幼儿，自己站起来，大胆自由
的说一说认识的标志，这样，就充分重视每一位幼儿的发展，
给每一位幼儿有自己表现自己展示的机会。

3．在结尾时，以“标志”做为奖品，让幼儿进一步认识标志、
了解标志，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自己认为本堂课不足的地
方：我感觉自己本堂课的不足点——“生活化”方面还欠缺，
如可以设计“找一找教室中的标志”，我觉得这样修改会好
一点，这样，就可以让学生真真切切的感觉到——“标志与
我们生活密不可分”。再如在“消防窗”图加上标志，也非



常好，这样可以让幼儿进一步认识消防标志，而且还知道消
防标志的作用，真正体现了“学以致用”的思想。同时，我
在上完课，又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标志，我突然想到，课后可
以布置一个延伸活动：找一找，从你家到学校有哪些标志。
这样，不仅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而且进一步让幼儿体验
到“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标志”。

中班社会活动合作力量大教案反思篇四

去年，我跟大班的孩子们共同生活了一年。这一年的生活至
今让我记忆犹新，我跟孩子们一起玩的送信活动印象最为深
刻。

当时设计这节课源于孩子们平时对送信这个游戏最感兴趣，
每天都玩，却百感不厌。原本送信这个游戏主要是让孩子们
能够多了解一些地名，而我设计的《送信》这节课是一节社
会课，主要目标是让孩子们能够知道自己家的门牌号，寻找
门牌号排列的规律，并从中体验帮助别人的快乐。

上完这节课，我的主要感受有以下几点：

1、在设计整个活动时是以一封信为中心线，贯穿整堂活动，
所以幼儿活动的积极性较高。尤其是最后的送信比赛，既符
合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又充分调动了幼儿的兴趣。

2、在设计送信时第一次是比较简单的，让孩子们直接去找，
第二次就增加些难度，让孩子们从多方面进行思考，然后把
信送到正确的地方。且小房子设计时结合了翻盖乐的特点，
设计很巧妙。

3、在活动中，我原来设计第一次是一次成功都能把信送到的，
但是实践下来却发生了以外，于是临时调整了思路，让送对
的孩子进行讲述，并让幼儿们进行第二次的送信，这样对孩
子们来说也加深了印象。



4、在每次的操作活动前，可提一定的要求，让幼儿带着问题
去观察和操作；在操作后及时提升，共同总结门牌号排列的
规律，这样活动目标就更易达成。

中班社会活动合作力量大教案反思篇五

《节约用水》一课，从以下几个环节逐步入手：第一环节，
结合日常生活中节约用水、浪费用水、污染水源和遭遇停止
供水的生活经历等事例，布置学生做课前调查，同时结合调
查情况，制定出各种适合家庭生活实际的节约用水措施，这
样做，不仅拉近了学生与教育内容之间的距离，而且使学生
扩大了知识视野，将最新最真的信息带进了课堂，丰富了教
学内容。而且由于调查的内容都来源于他们的真实生活，具
有震撼性的说服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课前调查，学生深入触
摸生活，真切感受到人类环境正遭到各种污染，缺水严重地
威胁着人类的生活。学生在身临其境中产生直接的情感体验，
得到各种能力的锻炼。可以说，自我教育已伴随着实践活动
先于课堂教学产生，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
性，促使学生在动情的基础上，认识得到了一个飞跃。这对
学生德育教育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课前调查实践中，有
许多学生已意识到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如果说在调查实践中，
学生只局限于对自己的调查项目感到难以置信外，那么课堂
上学生共享了这次的所有资料后，对学生的心灵是一次极大
的震撼，从而激发了学生节约用水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第二
个环节，重点在课堂上注重宣传教育，组织学生观看一段公
益性广告片等，而后，让学生设计一段“宣传节约用水的广
告语”，以此深化教学效果，并在知行之间搭起一座可行的
桥梁，通过良好的课中实践，使之成为学生养成良好道德行
为的`催化剂，也活跃了课堂教学的气氛。二是养成性的实践
践行。养成性实践活动就是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为宗旨的实
践活动。它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深化。

《节约用水》这一课的教学目标落实到课后的行动，教师在
课堂教学的最后提出要求，要求学生在家庭生活中不断加强



实践，以不断强化后续教学目标。在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学过
程中，师生关系应该是平等的、融洽的。我认为，品德课上
教师不应是与学生对立的道德权威者和道德完善者的形象，
学生也不再是道德无知的代表。课堂教学中，应该更多地表
现为一群平等的个性在平等地探讨有关道德话题，每个人都
有说话的权利。在具体的实践情景中相互影响，以实现师生
角色的相互转化。只有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自我之间
的心灵对话、真诚沟通，才能促进学生的成长。再以《节约
用水》一课，其教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交往的过程，没有
交往、没有互动就不能真正称之为教学。真正的师生交往应
该是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并在课堂
上建立起民主、平等、和谐、人道的师生关系。从教育内容
来说，不是老师强加给学生的，而是来源于学生的实际生活。
教学过程是开放的，在此过程中老师和学生不断创设教育的
情境，发现教育的内容。学生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作为一个
具有道德主体性的个体不断探索解决道德问题。他们从生活
中的用水经验谈起，到逐步认识到淡水的严重缺乏，再到制
订节约用水的措施。这里没有老师的说教，没有规范的灌输，
有的只是师生共同解决问题的良好氛围。学生要节约用水则
是发自对水资源缺乏的深层认识，节约用水也不再是一条抽
象的规范，它在学生的生活中得到了具体化，成为切实引导
他们道德践行的心中的道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