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水的活动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水的活动教案篇一

在一次春游中,孩子们在公园里兴趣十足地谈论着各种设施、
景物、大型玩具。我借机向孩子提出了问题:你看到的公园里
都有什么?如果让你当小小建筑师,你会为公园里添上什么东
西?一次结构游戏活动由此开展了。

活动目标

1、让幼儿体验共同游戏的乐趣,感受成功的喜悦。

2、引导幼儿能围绕主题,运用多种材料,提高幼儿围合拼搭、
拼摆、延长的技能。

3、鼓励幼儿尝试与同伴分工合作,并能在游戏中友好相处。

教学重点、难点

幼儿能运用多种材料,进行围合、拼搭、拼摆、延长的技能。

活动准备

用绿色塑胶垫布置场景;公园、围墙栅栏、小路的图片;各种
结构材料、若干辅助材料(牙膏盒、一次性筷子、果冻盒)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引起幼儿的兴趣。

1、今天老师带小朋友参观了公园,公园里都有什?

2、老师分别出示公园、小栅栏、小路的图片让幼儿欣赏,加
深幼儿的记忆。

二、示范讲解。

2、介绍此次建构的材料。

3、提出建构游戏的要求。

三、幼儿建构,教师指导。

1、幼儿自由分组,选择自己喜欢的材料进行建构。

2、老师指导幼儿选择和使用不同类型的建构材料进行建构。

3、让幼儿将搭好的物体摆放到指定的地方。

四、欣赏与评价

请幼儿一起欣赏建造好的公园,并说说为自己建造的公园里添
了哪些东西。

教学反思

幼儿在活动中首先能对活动的内容感兴趣,能积极大胆地进行
建构,活动中大部分幼儿能用一些辅助的材料建造小路、设置
小栅栏、拼插各中大型玩具及设施,想象力丰富,布局较合理。
个别幼儿需要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活动中老师应在引导幼儿建
构的同时,提醒启发幼儿更多的创造力,在肯定个别幼儿的独
特成果时,要鼓励幼儿互相合作取得更大的收获,以激发幼儿
创作的积极性。



幼儿水的活动教案篇二

活动前言：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各个幼儿园都安排了孩子们的演出，为
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同时也希望为其留下一
个美好的童年记忆，希望家长们也都能够听从老师的安排，
与孩子一起活动!

一、活动时间：_年6月1日上午9:10——10:40

二、活动地点：幼儿园操场、各班教室

三、活动对象：全体幼儿和家长、全体老师

四、活动流程：

(一)第一部分：表演活动

1、9:00各班家长在自己班里集合，讲解注意事项;幼儿做好
喝水、如厕等准备工作。

2、9:15各班准时到操场指定位置集中，等待进场。

3、主持人开场白，各班按顺序入场(宝宝由自己的爸爸或妈
妈拉手入场,到指定场地，一起喊口号：大手拉小手，健康乐
悠悠;大手拉小手，健康乐悠悠，耶!)

4、升旗仪式。

5、领导讲话。

6、表演活动：

(1)亲子操表演：《宝贝一家亲》(幼儿园中宝宝和老师一起



在学，回家请宝宝跳给家长看，活动当天需要家长和宝宝一
起跳)

(2)早操表演：《三只熊》《饼干饼干圆又圆》

(二)第二部分：游园活动

1、主持人简单介绍游园游戏活动内容和场地。

2、各班教师分发游戏卡，然后到各自场地有序组织游戏，家
长带领幼儿参加游园游戏活动。

3、玩好6个游戏的幼儿拿游戏卡到领奖处兑换小礼物，离园。
(六一节下午放假休息)

六、各班游戏内容：

游戏名称：弹珠乐(宝宝一班)

游戏准备：玻璃弹珠、小脸盆、筷子、勺子若干

游戏规则：在规定时间里，宝宝用勺子舀弹珠、家长用筷子
夹弹珠，一起把一个脸盆里的弹珠运到另一个脸盆里。全部
运完的得两颗星，其余得一颗星。

游戏名称：穿项链(宝宝二班)

游戏准备：五颜六色的珠子和长绳若干

游戏规则：宝宝和家长一起将20颗五颜六色各种形状的珠子
穿起来，串成一串漂亮的项链，由家长系扣，戴到脖子上，
先者得两颗星，其余得一颗星。

游戏名称：套圈圈(宝宝三班)



游戏准备：小圈若干个，用桌围成一直线

游戏规则：若干名幼儿参加游戏，手拿三个圈站在起点后，
听令向前把圈套在指定玩具上，套到玩具的可以在游戏卡上
印上两颗五角星，参与游戏的宝宝可在游戏卡上印上一颗五
角星，每人三次机会。

游戏名称：摘糖果(宝宝四班)

游戏准备： 长绳一根, 长绳上挂着各种口味的糖果。

游戏规则：8位小朋友为一组,站在指定的起点线上,当听
到“开始”后，马上向上跳跃伸手摘取绳子上的糖果(手碰到
就可以)，可多次跳跃，计时二十秒，谁碰到的糖果多得2颗
星，其它是1颗星。

游戏名称：推推乐(小六班)

游戏准备：推车、皮球

游戏规则：宝宝坐在独轮车内，家长从起点推车到终点，再
让宝宝将球放入车内，宝宝和家长一起运球到起点，先到者
为胜利家庭，得两颗星，其余得一颗星。

游戏名称：喂食乐(小七班)

游戏准备：海洋球若干，大纸盒上贴动物头像(四个)

游戏规则：幼儿站在一定距离外，设法将六个海洋球一个接
一个地投投进纸盒里，看谁投得最多。最多的得两颗星，其
余得一颗星。



幼儿水的活动教案篇三

烹饪活动是幼儿园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能够培养幼儿
的动手能力，发展幼儿的观察能力与创造思维，还能够帮助
幼儿提高动作协调能力和社交能力。在参与烹饪活动的过程
中，我深受启发和感动。以下是我对烹饪活动的一些心得体
会。

首先，烹饪活动让我学会了仔细观察。在烹饪活动中，老师
会向我们介绍不同的食材，我们需要仔细观察它们的外形、
颜色、气味等特征。通过观察，我们能够认识并了解食物的
不同种类，增加了我们的知识。观察让我更加认识世界，并
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其次，烹饪活动提高了我的动手能力。在烹饪活动中，我们
需要亲自动手操作食材，例如搅拌面糊、翻炒菜肴等。这些
小动作看似简单，但需要我们精确掌握具体步骤和技巧。通
过烹饪活动的锻炼，我逐渐提高了动手的能力，并且更加自
信地完成了各种任务。

此外，烹饪活动培养了我的团队协作精神。在烹饪活动中，
我们不是独自操作食材，而是与小伙伴们一起配合完成任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需要相互协作和配合。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学会了倾听他人的建议、互相帮助、分工合作，这
让我更加理解和尊重别人，也让我们的集体变得更加和谐。

另外，烹饪活动培养了我的创造思维。在烹饪活动中，我们
有时候需要根据食材的特点和自己的喜好，进行一些小的改
动和创新。通过自己的尝试和实践，我发现我能够创造出独
特的美食。这让我明白了创造的重要性，也激发了我对创新
的兴趣。

最后，烹饪活动给予了我对美食的热爱。在烹饪活动中，我
们不仅能够亲自动手制作美食，还能够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这样的亲身体验让我更加热爱美食，也懂得了美食背后的珍
贵。烹饪活动让我了解了食物的制作过程，也懂得了食物对
于生活的重要性。

总之，参与烹饪活动让我获得了很多。通过仔细观察，我学
会了认识不同的食材；通过动手操作，我的动手能力得到了
提高；通过与小伙伴的协作，我成长了很多；通过创新尝试，
我激发了对创造的兴趣；通过品尝美食，我更加热爱生活。
烹饪活动给予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感悟，这将伴随我一生。

幼儿水的活动教案篇四

幼儿园活动节目是孩子们学习和成长的重要环节。在这个特
殊的时刻，孩子们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学会与人相处，
提高自信心和表现能力。在我参与的幼儿园活动节目中，我
收获了很多，也有很多值得学习和深思的地方。

第二段：分享体验

我参加的幼儿园活动节目是一场音乐舞蹈比赛。我和我的同
伴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排练。我们一遍遍地练习，不
断改善，直到达到最完美的状态。在比赛中，我们展示了我
们的成果，演出效果非常棒。这种成就感和自信心让我感到
很开心。

第三段：学习与进步

在准备和参加幼儿园活动节目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例
如，与他人协作的能力、耐心和毅力，以及如何承受失败和
挫折的能力。在比赛中，我也发现自己还需不断提高，更多
精益求精。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并且为此付出了更多
的努力。

第四段：感谢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和帮助，帮
助我们克服我的不足并提高我们的表现。我也学到了如何与
他人有效地沟通，如何尊重他人的观点和自己的不足之处。
我非常感激老师们的付出，让我们在幼儿园活动节目中成长
和提高。

第五段：总结

总的来说，参加幼儿园活动节目让我学到了许多生活中的经
验和技能，并激发了我不断追求进步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仅学到了许多东西，还结识到了很多新朋友，并建立了
深厚的人际关系。我相信，在幼儿园活动节目中，孩子们会
有机会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和成长，并在日后取得更多的成功。

幼儿水的活动教案篇五

音乐选择：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节奏很好，而且配合拍手与
点头，非常适合小班的孩子们进行音乐教学。

工具选择：

会乐器的老师可以选择自己会的乐器，不会乐器的老师，也
可以选择用伴奏带。

授课过程：

事先让孩子按一定的间距站好位。

让同时授课的老师与孩子们一起做动作，也是起到了带头引
导的作用。

会弹乐器的老师开始弹奏音乐，当音乐起来，带头的老师听



歌词的引导，然后做出相应的东西。包括拍拍手，跺跺脚。

孩子们也开始跟着老师做同样的动作。

等孩子们的动作做得差不多了，熟悉得差不多了，引导的老
师，就停止动作，让孩子们自己听歌词，听音乐，自己来做
动作。

创新过程：

对于这个歌曲来讲，主要的动作就是让孩子们来拍手，动作
过于简单，而且重复，不利于锻炼孩子的音乐节奏和肢体动
作。因此，可以更好地丰富一下游戏的过程。

老师弹奏音乐，然后自己唱歌词，告诉孩子们，要按照老师
唱的歌词里的动作来做动作。例如，老师要唱，如果感到幸
福，你就点点头，这样孩子们就需要点头，而不是拍手了。

因为老师歌唱的时候，其歌词是可变的，可以让孩子不断地
去做不同样的动作，对于孩子的音乐节奏，听力锻炼，以及
肢体语言的培养来讲，有极好的效果。

课程验收：

最后，老师可以问一下小朋友，有谁已经学会唱这首歌了，
看看到底有没有小朋友已经学会了如此朗朗上口的节奏，如
果孩子学会了，老师则可以让孩子演唱一下，也可以让会唱
的小朋友唱，并带动其他的小朋友继续做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