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好伙伴区域活动教案反思(大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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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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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好伙伴区域活动教案反思篇一

体验手工活动的乐趣。

1.方形饮料瓶。

2.卡纸、剪刀、铅笔、长条即时贴、吸盘。

1.在卡纸上画出小动物的轮廓，用剪刀剪下来待用。

2.把瓶口剪下来，剪下瓶子的上半部分。

3.将剪下的瓶身剪开成长方形，用即时贴将瓶身的边缘包好。

4.在长方形瓶身中部剪一个2厘米的长条形开口。

5.将吸盘用胶带固定在长条形开口上方。

6.用双面胶将剪好的动物图片固定在吸盘上。

用力按压小动物的身体，让小动物跳起来。

1.可以做出不同的小动物形象，让几个幼儿同时操作，比一
比哪个小动物跳得更高。

2.可以积极利用生活中的废旧物品进行创造，例如:易拉罐、



漂亮的纸盒等。

小班好伙伴区域活动教案反思篇二

1、 加深对圆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的印象。

2、 能根据材料的指示进行相应的分类活动。

3、 养成认真思考的好习惯。

1、 自制4个颜色不一的天线宝宝，并在每一个天线宝宝的肚
子上剪出各种图形。

2、 图形饼干若干。

第一层次：根据天线宝宝肚子上口袋的形状，进行饼干分类。

第二层次：根据天线宝宝肚子上口袋的形状和颜色，进行饼
干分类。

指导建议：幼儿在喂娃娃时，教师要引导幼儿说出手中图形
的形状和颜色。

小班好伙伴区域活动教案反思篇三

1、认识3种动物的名称及其外形特征。

2、初步了解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学说相关的'短句。

1、各种动物形象（嘴部开口）。

2、各种食物卡片。

第一层次：选出1~2种动物爱吃的食物，边送入动物的口里，



边说出“××，××请你吃××”的短句。

第二层次：分别选出3种动物各自爱吃的食物，用普通话说出
相关的短句。

第三层次：在以上基础上说说这些动物有什么本领。

根据动物的习性，挑出相应的食物卡片进行喂食，边喂边进
行语言表述。

1、允许幼儿喂食时有多样性的选择。

2、引导幼儿在喂食时用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行为。

小班好伙伴区域活动教案反思篇四

1、在游戏中学习使用一些基本的礼貌用语，如：你好；欢迎
光临；谢谢；对不起等。

2、乐于参与到游戏中，并能体验与同伴友好合作、游戏的快
乐。

1、开放区角：娃娃家、理发店、汽车城、巧手区。

2、投放材料：

娃娃家：宝宝家（5人）：小床、电话、娃娃、人物胸卡、厨
房用具等。

贝贝家（3人）：娃娃、自制煤气灶、锅、汉堡、ji腿、一次性
碗、勺子等。

苗苗家（3人）：娃娃、自制煤气灶、锅、汉堡、ji腿、一次性
碗、勺子、彩色皱纹纸若干等。



理发店（4人）：镜子、吹风机、梳子、热水器、洗头膏、理
发师胸卡两个、自制剪刀、钱币等理发用品。

汽车城（4人）：各种形状的积木、大小不同的汽车、汽车胸
卡四张。

巧手区（人数自由流动）：自制小动物大瓶子、一次性碗、
勺子、自制食物、各种水果、手形轮廓图、穿线板等。

1、情景表演引入游戏：教师手抱娃娃家里的娃娃。

小朋友，老师手里的这个娃娃迷路了，你们说说看，她是谁
家的娃娃？

2、教师讲述游戏规则：

娃娃家：能根据所戴胸卡的角色进行游戏，同伴间友好合作，
并能用提供的皱纹纸做小圆子。

理发店：“理发师”在小客人进门时要说：“欢迎光临。”
小客人走时要说：“再见”等礼貌用语，熟悉洗头剪发、吹
干等一些简单的理发动作。

汽车城：在活动中能用积木拼、搭出一些形状，如拱形桥，
大马路等；同时能和同伴友好合作，不争抢汽车、积木；如
不小心碰到同伴的积木或汽车，要说：“对不起”。

巧手区：给小动物喂食：幼儿能左右手协调，用勺子给小动
物喂食。

涂：幼儿能用自己喜欢的颜色耐心地给不同的轮廓图涂色。

3、幼儿游戏，教师参与并指导：

教师参与到游戏中，指导一些没有耐心的幼儿根据自己的喜



好选择游戏，并能在游戏中获得快乐。

1、请个别幼儿上来讲述自己的游戏过程，以及今天的游戏伙
伴。

2、展示涂的作品，表扬涂的好的幼儿并给予奖励。

3、教师与幼儿共同收拾、整理游戏材料。

小班好伙伴区域活动教案反思篇五

小班区域活动教案 3 3 篇 区域游戏动态化的关键是尊重幼
儿经验、追随幼儿兴趣、激发和满足幼儿的操作需求。在实
践中，我们提出了区域游戏动态化的三个原则：

1、生活化在区域游戏中再现真实的生活场景，唤起幼儿的各
种经验，并尝试再现、丰富这些经验。

2、情境化托班幼儿已进入“假装游戏”阶段。情境化的区域
游戏可以激发幼儿操作的兴趣和积极性。

3、情感化托班幼儿有强烈的情感依恋，那些具有情感色彩、
能给予他们情感满足的操作活动往往能够唤起他们的操作欲
望。

区域游戏动态化不仅体现在区域环境的创设中，也体现在幼
儿活动的过程中。下面三则区域活动就分别体现了上述原则。

活动一：幼儿爱喝牛奶 ? 设计思路：每天喝牛奶时幼儿的兴
致都不高，非要教师督促才能把牛奶喝完。原因可能是：早
点摄入太多，喝不下牛奶了;有过不愉快的喝奶经历或不喜欢
牛奶的味道;贪玩或不专心。为了让幼儿喜欢上喝牛奶，我们
在区域游戏中提供一个小量杯，让幼儿尝试自己冲调牛奶。



可以光看刻度标记来冲调牛奶，即一勺奶粉对应第一格刻度
的水进行;能力一般的幼儿，可根据小勺数量倒入相应的水冲
调;能力较弱的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冲调牛奶。这
一招果然奏效，幼儿将冲调牛奶当成一件快乐的事，喝牛奶
的兴趣大大提高了。

建议：可提供一份“喝牛奶记录”激励幼儿;还可准备一条干
净的小毛巾，如果打翻了，幼儿可以自己擦，借此培养幼儿
的独立性。

活动二：小转椅 ? 设计思路：为了让幼儿尝试匹配相同的图
案，我们在纸上画上若干形象可爱、色彩鲜艳的小动物图案，
并在小铁夹上也贴上相同动物图案，让幼儿找相同、夹夹子。
刚开始幼儿十分感兴趣，可玩了不久幼儿就失去了兴趣。经
观察我们发现：一是材料过于平面化，缺乏情趣，吸引不了
幼儿的兴趣;二是铁夹很紧，两三岁幼儿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
于是我们将图案贴在较硬的圆纸板上塑封起来，插上木棍做
成类似游乐园里的转椅。

具。

活动三：给许老师打扮 ? 设计思路：刚入托，幼儿情绪不稳
定，很多幼儿成了教师的小尾巴，分开一会儿就要哭闹。于
是我们就想到利用幼儿对教师强烈的情感依恋来吸引幼儿进
行活动。许老师把她的照片放大打印出来，加上一块 kt 板，
提供各种材料让幼儿”给许教师打扮”。你看，幼儿给许老
师戴上项链、耳环、指环等饰品。简单的游戏却包含了幼儿
对老师的爱，而且还可以借此让幼儿练习小肌肉动作和一些
生活技能。

建议：装扮对象可以从平面过渡到立体，根据幼儿能力的发
展逐步把多种自我服务能力整合进来。

小班区域活动教案 2 活动目标：1.幼儿能有秩序的进区域活



动。2.初步培养幼儿养成自觉放与收材料的习惯。3.通过活
动发展幼儿手部的小肌肉运动和思维能力。

活动准备：区角 1.小猫钓鱼(塑料垫剪成的鱼、一次性筷子、
吸铁石、回形针)? 区角 2.穿穿绕绕(塑料瓶剪成的花状、光
碟、毛线)? 区角 3.排排队(塑料垫剪成的图形、硬纸板)?
区角 4.画画剪剪(勾线笔、色纸、剪刀、白纸、有图形的模
子)? 区角 5.拼拼乐(剪开的图形)区角 6.穿鞋带(分享阅读
盒子、鞋带)

区角 7.送图形宝宝回家(分享阅读的盒子、动物形象、各种
图形的卡纸)? 区角 8.拆拆装装(各种没用的笔)? 其中区角
3 和区角 7 是主题活动的延伸。

重点区域活动：排排队;刘老师重点区域活动：穿鞋带 ? 活
动过程：

1.交代活动要求：

(1)听音乐拿卡进区域 ?(2)将卡插入区域袋中，再轻轻搬起
椅子坐下，如果不需要椅子则将椅子架起来。

(3)在操作时可以轻声说话，但不要大声喧哗。

(4)听到收的音乐立即停下手中的活动，收拾干净区角，拿卡
出来，轻轻搬椅子坐下。

2.播放活动操作的音乐，幼儿拿卡进区域 ? 3.幼儿动手操作，
教师巡视并指导。(重点在区角 3和 6 里)? 4.播放活动结束
的音乐，幼儿整理区角。

5.用电视机展示幼儿的作品。

活动反思：



活动，我和刘老师也算绞尽了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来使我们区
域的活动开展的更顺利。

活动材料的选择、区域卡的形式、区域卡的摆放、活动音乐
的选择等等，每个环节的投放都会影响整个活动的开展，因
此我们每做一样东西，都会认真考虑或预测其效果。但真理
往往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得知，同样活动开展了，孩子
实践了，老师才能更清楚的了解到活动的优点和不足。

1.令我欣慰的是大多数孩子都能较好的“进”与“出”区域，
能较安静地在各自的区域内活动。

2.通过活动孩子真正得到了提高，孩子对区域活动的兴趣很
浓，同时也体验到了区域活动带来的快乐。

不足：

1.区角摆放。区角摆放太拥挤，没有充分利用教室的空间。
我觉得原因在于椅子的摆放，关于椅子的摆放，我和刘尝试
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今天的这样摆放，结果还是影响了活
动的开展。还有就是我忽视了孩子没搬椅子进区域这现象，
觉得他们愿意站的操作的话也可行。在想如果当初要求孩子
搬椅子进区角活动的话，我就会看到孩子拥挤这一现象，那
么今天这问题就避免了。

提出来的建议，我马上就改了。

3.音乐没有真正起到指挥活动的作用。对于音乐的选择，让
我的眼睛和耳朵痛过几次，尤其是结束音乐的选择，我考虑
过欢快的但怕孩子控制不住的自己的情绪，急躁的收拾区角
甚至不收拾，也考虑过童谣、孩子熟悉的歌曲等，又担心孩
子会跟着音乐一起唱而忘了要做的事情——收拾区角。最终
我和刘老师商量采用舒缓的但有明显转换的音乐。先这样尝
试着用，有更好的再更新。



4.活动材料的选择。个别区角里的操作材料难度偏高了点，
如穿穿绕绕，孩子不易操作，所以导致孩子乱玩甚至很少有
人玩。原因有两个：一是老师高估了孩子的能力。二是孩子
接触的少。

5.有待进一步提升的是：椅子的最佳摆放、音乐的选择。

小班区域活动教案 3 活动经验 ? 1.在老师指导下能够为花
儿涂色。

2.提高撕贴技能，锻炼幼儿的操作能力。

3.学习3 以内的数量。

活动材料 ? 各色皱纹纸、胶水、3 以内的点卡、蜡笔、画纸、
各种花卉书籍。

活动建议

1.引导幼儿说一说春天的景象，春天来了，小草发芽了，漂
亮的迎春花也开放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制作迎春花。

2.介绍各个区域：

美工区：用绿色的皱纹纸搓成长条，用黄色的皱纹纸撕贴制
作迎春花。

数学区：绘画迎春花的点卡按点数要求涂色。

阅读区：投放书籍《美丽的春天》，小朋友看看图书中讲了
哪些关于春天的事情。

3.总结：幼儿互相交流讨论，春天来了我们身边都有哪些变
化。



组织幼儿进入区域：

1.游戏规则：提醒幼儿进入区域后将鞋子放在小脚丫上面，
小脚丫上放满了鞋子，就说明这个区域不能再进来了。当老
师放音乐时，小朋友要赶紧把区域中的材料整理好，放回原
位。在区域中不能大声喧哗。

2.幼儿进行区域活动时，教师巡回指导。

活动结束：

整理材料，结束游戏。

表扬有序进区的幼儿，对存在不足的地方，教师给予提示、
指导。

小班区域活动总结

小班区域活动总结

小班区域活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