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社会我爱家乡美教案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班社会我爱家乡美教案反思篇一

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最多的省份，其中人口在5000以上的民族
有26个，出汉族外有25个少数民族。每个少数民族有着各自
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活，歌舞、绘画、工艺
等艺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我们文山州的孩子从小在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方生活，甚至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对于各种民族
特别是苗族和壮族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3--6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中社会领域的目标中指出：5--6岁的幼儿应知
道自己的民族，知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还能说出自己
家所在的省、市县名称知道家乡的代表性特征。特设计此活
动让幼儿能更加深入的了解云南、了解家乡，从而激发幼儿
热爱家乡的情感。

二、活动名称与内容

大班社会我爱家乡美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一：说说我的家人预期

目标：

1激发幼儿调查的兴趣，通过调查增进对家人的了解和爱。

2引导幼儿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调查结果，并能有条理的讲述。

3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4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活动准备：

提前要求幼儿了解家人的生日、喜好（爱吃的食物、喜欢穿
的衣服样式、颜色、业余爱好等）了解父母的职业全家福照
片水彩笔图画本幼儿用书第一页活动流程：

1请幼儿介绍自己的家人，说说父母的职业、爱好、喜欢吃的
食物、喜欢的运动等。

2分组交流，让每位小朋友都有讲话的机会。

3请幼儿说说自己喜欢家里的哪位家庭成员？为什么？

4幼儿绘画自己的家的全家福。

5作品展览讲评。

关注重点：

能有条理的讲出自己家庭成员的职业、爱好等，并能说出自
己喜欢的原因。

活动二：体育游戏：猫和麻雀预期目标：

1培养幼儿身体动作的灵敏性和协调性。

2要求幼儿遵守游戏规则，幼儿之间互相帮助，提高幼儿的竞
赛意识。

活动准备：画一个圆形的场地.猫和麻雀的头饰

活动流程：



1带领幼儿到户外做准备活动。

2讲解游戏规则和玩法。

3教师和幼儿一起游戏。

4讲评游戏活动，提出更高的要求。

关注重点：

能和小朋友一起快乐的游戏，遵守游戏规则。

活动三：学做果盘送家人预期目标：

1、激发幼儿动手自制水果拼盘的兴趣和同伴交流、分享的乐
趣。

2、培养幼儿利用水果进行造型的能力。

3、让幼儿初步了解平衡膳食的有关知识，知道多食水果的好
处。

活动准备：

1、将搜集到的各种水果、食物拼盘的图片张贴在板面上，有
条件的可在活动前的'时间用多媒体播放相关课件，幼儿活动
前自由欣赏。

2、老师和幼儿共同准备各类应时水果：苹果、梨、香蕉、桔
子、草莓、猕猴桃等，共全班幼儿拼盘使用。一次性纸盘，
小叉子，比较安全的切刀，橡皮泥、水彩笔、图画纸、时令
水果。

3、自制教学挂图：平衡膳食金字塔。教师用书第83页。



活动流程：

1出示一些时令水果，引起幼儿兴趣。

2请幼儿说说自己和家人都喜欢吃什么水果。

3利用挂图像幼儿介绍各种水果的不同营养和维生素。了解平
衡膳食金子塔。

4幼儿分区域活动：美工区--绘画各种水果。

美食城--制作水果沙拉和各种果盘。

动手区--用橡皮泥制作各种水果。

5各区展览会，大家互相欣赏品尝自己的成果。

关注重点：

幼儿之间能够互相谦让、团结合作。指导幼儿和老师一起收
拾物品。

活动四：家人眼中的我预期目标：

1、引导幼儿体验、感受浓浓的亲情。

2、引导幼儿正确认识自己；鼓励幼儿积极为同伴提建议。

3、让幼儿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初步感知遗传现象。

活动准备：

可请家长以书信、录音、录像等不同形式，用温馨的语言表
达对自己孩子成长的满意和今后的希望。也可建议家长讲祝
福的话语写在幼儿成长记录上。水彩笔图画纸活动流程：



1说说自己的相貌与家人相似的地方（五官、身材）。

2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引导幼儿初步感知：父母或
其他亲人身上的一些特征在自己身上的反映就是遗传现象的
一种表现。使幼儿了解自己与父母以及祖辈的关系，体会温
馨的亲情。

3请幼儿倾听家长对孩子的寄语。（教师读、听录音、看录
像），也可建议家长讲祝福的话语写在幼儿成长记录上。

教学反思：

1、课堂效果不错，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运用图片导
入，收到很好的效果，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运用图文并茂
的形式，让幼儿学习儿歌。效果比较明显。

2、在教学过程，孩子对变魔术很感兴趣，孩子通过这种形式，
巩固对字的认识。

3、不足的地方，忽略了个别孩子的话语。

大班社会我爱家乡美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能用语言、舞蹈、游戏等多种形式表现自己对祖国少数民
族的情感。

2.积极参与“民族大联欢”活动。

3.能与家长共同活动，感受联欢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幼儿对我国汉、藏、蒙古、维吾尔等主要民族的风俗习惯、
代表性歌舞已有一定了解。

2.活动前幼儿已按自己的意愿准备好一种少数民族的服装及
歌舞，并绘制好表现各民族特色的门票。

3.活动前幼儿园准备好各民族的风味小吃，并和幼儿一起将
操场四周布置成各民族的场景。

4.发放通知，邀请家长参加“民族大联欢”活动。

活动过程

1.智力大冲浪(分班进行)。

――以抢答的形式进行“祖国之最”的知识问答。

――出示相关物品，说出是哪里的特产。

――教师或幼儿表演简单的、具有代表，性的动作或语言，
让幼儿猜测他表现的是哪个少数民族。

2.民族联欢舞会(全园大班幼儿)。

――做准备工作。教师、家长协助幼儿按自己的角色化妆。

――藏族舞：北京的金山上。

――维吾尔族舞：掀起你的盖头来。

――朝鲜族舞：苹果舞。

――蒙古族舞：骑马。

――汉族舞：秧歌舞。



――集体舞：《歌声与微笑》和《爱我中华》。

3.品尝风味小吃。

――和爸爸妈妈一起凭自制的门票品尝风味小吃。

――边吃边说说是什么民族的风味小吃。

活动建议

1.这个活动由大班年级组联合举办，需二课时。组内老师分
工合作，分别担任主持及各民族舞蹈的负责工作。幼儿可打
破班级界限，自愿参加其中一种民族舞蹈的.表演及准备活动。

2.活动中的演出服装可由幼儿与家长共同准备，也可由幼儿
园提供。

3.活动中的第一环节可由主持人提问，也可由幼儿出题。

活动反思

活动始终把对幼儿的情感教育一直贯穿其中，结合教学内容，
充分挖掘社会资源，联系幼儿的生活经验，有效拓展孩子们
的心灵空间，从而充分发挥教学资源的效能。利用现代化的
教学手段，让幼儿了解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让幼儿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等。通过活动的教
学实践，认识到教学成功与否，幼儿掌握程度如何，关键在
于教师如何创造性地设计活动教学。

大班社会我爱家乡美教案反思篇四

1、知道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初步了解几个
典型少数民族的'习俗，感受家乡多民族的特点,激发幼儿热
爱家乡的情感。



2、感受参与集体活动的快乐。

重点：知道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初步了解
几个典型少数民族的习俗。

难点：风俗与民族的对应。

四、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请家长帮助幼儿查阅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资料，
让幼儿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自己是少数民族的幼儿。

2、物质准备：

（1）请幼儿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上幼儿园。

（2）3--4种少数民族音乐各40秒左右。

（3）各民族图片课件和各民族习俗图片课件。

五、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请幼儿观看图片，说说自己知道的民族有哪些？（师幼交
流）

2、教师小结：大家说的民族大部分我们云南都有，云南是中
华民族最多的省份。

（二）基本部分

1、初步了解云南少数民族服饰。

（1）教师结合幼儿穿的民族服装重点介绍壮族、苗族、彝族、



佤族、傣族的服装特点。（幼儿有自己讲解的时间）

（2）请穿民族服装的幼儿表演服装秀。其他幼儿说出他们的
民族。

2、初步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的习俗。

（1）教师结合课件简单介绍云南少数民族的不同习俗。

（2）请少数民族小朋友介绍自己民族的习俗。

（三）结束部分

播放各少数民族音乐，全体幼儿一起跳舞。

六、活动延伸

幼儿外出旅游带回有少数民族服饰与习俗的图片集体分享。

大班社会我爱家乡美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关爱小动物的情感，了解动物的生活习性。

2、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仿编出诗歌。丰富词汇：茂密、美
丽。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能自由发挥想像，在集体面前大胆讲述。

活动准备：



动物图片若干、一幅美丽的图画。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通过谈话，导入新课。

1、小朋友谁知道你的家在哪里？

2、你家里都有谁？（请1―――4名幼儿回答）

教师小结：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温暖的家，那么小动物的家在那里呢？

二、基本部分：

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

提问：

1、这是什么地方？想一想小河、大海是谁的家？（幼儿自由
回答）

2、森林是谁的家？肥沃的泥土是谁的家？美丽的花园有是谁
的家？

（引导幼儿丰富词汇，例如：清清的河水，茂密的森林……）

3、做游戏《送动物回家》

老师这里有许多小动物迷路了，谁来帮他们找到家？请小朋
友学小动物走的样子送动物回家。（边送边说出小动物的家
在哪里？）



4、看图师生同编诗歌

清清的河水是鱼儿的家，茂密的森林是小鸟的家，

肥沃的泥土是蚯蚓的家，美丽的花园是蝴蝶的家。

它们都有自己温暖的家，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环境，

就是保护人和动物的家。

5、幼儿齐声朗读诗歌1――――2遍。

6、教师引导幼儿仿编诗歌

弯弯的小河是鱼儿的家，高高的树林是大象的家，

厚厚的'泥土是蚂蚁的家，漂亮的花园是蜜蜂的家。

它们都有自己温暖的家，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环境，

就是保护人和动物的家。

三、结束部分：

四、活动延伸：

在区域活动中玩《动物找家》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