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语言教案许多许多刺教学反思
(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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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语言教案许多许多刺教学反思篇一

1、知道诚实是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2、感受诚实和说谎的不同结果，喜欢说真话，讨厌说假话的
情感。

3、辨别是非，学习做了错事主动承认的良好行为。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经验准备——幼儿欣赏过故事《狼来了》

材料准备——多媒体课件

一、我们身边的“诚实”

1、导入话题

提问：小朋友们，你们觉得什么是诚实呀?

小结：诚实就是不骗人、不说谎、说真话。

2、不是我的东西我不拿



播放视频：

提问：

(1)小妹妹想做什么?这是谁的玩具?

(2)幼儿园的玩具可以带回家玩吗?请你说说理由

播放视频(验证孩子们的想法)

小结：诚实就是不是我的东西我不拿。

3、做错事情我会主动承认

播放视频：

提问：

(1)发生什么事了?

(2)你在幼儿园里有不小心碰到或撞翻东西的事吗?请你来说
说。

(3)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小心的时候，那你是怎么做
的?

继续播放视频：

(4)碰掉盒子，男孩说了什么?

出示图片：

【图片内容为男孩和老师共同把盒子贴到墙上】

(5)如果他还能够这样，那就更棒了!瞧，男孩是怎么解决的?



小结：诚实就是做了错事主动承认，然后马上改正。

二、说谎的负面影响

故事《狼来了》

出示图片：

【图片内容为故事书《狼来了》中的放羊孩子画面】

提问：

(1)你喜欢故事里那个放羊的孩子吗?为什么?

(2)最后一次他说“狼来了”，是真话还是假话?为什么大家
不来帮助他?

(3)故事结果怎么样?

小结：诚实就是要永远说真话。如果一直说谎话，即使最后
说真话，也没人相信了。所以诚实很重要。

三、遇到问题怎么办

1、遇到问题不推卸责任

播放视频：

提问：

(1)发生什么事了?玩具为什么会打翻?

(2)两个女孩一起打翻的，她们却在说什么?应该谁承担?

(3)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怎么做?



(邀请个别幼儿使用表演的方式来呈现)

播放视频：

小结：诚实就是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主动承担，不相互
责怪。

2、遇到问题不找借口

(举幼儿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诚实有的时候是会遇到这样的
事情。老师说，明天请每个小朋友把家里吃光的牛奶盒带到
幼儿园里来。第二天，老师问：“小宝，你今天牛奶盒带来
了吗?”小宝说：“哎呀，妈妈忘记给我了!”)

提问：

(1)带牛奶盒是谁需要记住的事?

(2)如果你是小宝，你会选择说实话吗?怎么说?

小结：诚实还是遇到事情，自己承担，不找借口，不找理由。

总结：要想真正做到诚实并不容易，要能做到不是自己的东
西不拿;做了错事主动承任，马上改正;遇到问题不怪别人，
不找理由，实话实说。我们一起加加油，相信大家都会喜欢
做、愿意做、并且能够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在教学这一课时，我首先让孩子们进行了现场采访活动，给
他们提供了一个“实话实说”的场景，我做活动的主持人，
鼓励他们来说说自己诚实的事，还可以说一说自己是怎样想
的。

在接下来的谈话活动中，我注重加强孩子间的互动，保证他
们每个人全过程的有效参与。如果你也是当事人，你会想什
么、怎样说、怎样做，比如，猜一猜他会怎样做。这样的参



与，一方面提醒孩子集中精神倾听，另一方面引导他们对事
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换位思考，比如，小朋友讲的这件
事你觉得还可以怎样解决?给你什么启发?如果你是保育员，
看到一个小朋友随地扔了东西，你怎么想?这些问题地提出不
仅有利于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而且有利于帮助他们进一步理
解诚实，并能思考面对突发事件，怎样以诚实的品德、恰当
的方式解决问题。

通过这种讨论活动引导孩子们明白只有诚实，才会有更多的
好朋友，生活才会更快乐。通过活动，他们对诚实的品德有
了具体的认知和积极的体验。在他们对诚实的美德有了感知，
对诚实的行为产生积极的体验之后，我进一步引导孩子们对
自己今后的行动进行规划。这个规划是在他们的思想感受、
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我要他们怎么样做。我引导他
们围绕"如何做个诚实的孩子"展开讨论。说一说诚实行为、
找一找诚实现象，进一步了解诚实的行为还有哪些。再结合
生活中经常遇到问题，商量怎样做才是诚实的。能够对以前
不诚实的事情的后果进行补救，例如借的书不小心撕破了，
自己主动粘好，告诉图书管理员。

活动的最后我让小朋友制作"诚实行为卡"。通过我一系列的
活动使他们真正获得诚实的思想，并且在行动上有所体现。
在活动中，有的孩子不能够把自己不诚实的一面说出来，缺
乏一定的勇气。

小班语言教案许多许多刺教学反思篇二

本班有的幼儿不爱护幼儿园的花草、树木，去摘花、踏草等。

1、通过对图片的认识、讲述，让幼儿了解花园的花是大家的
花的道理。

2、培养幼儿爱惜公物的好习惯。



3、训练幼儿的动手能力。

4、增强思维的灵活性。

5、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重点：养成爱惜公物的好习惯。

难点：让幼儿养成爱惜公物的好习惯。

1、红、黄、蓝花若干朵。

2、幼儿用书。

3、两张教师示范画：一张是画满花朵的花园，一张是光秃秃
的花园。

1、老师出示两张示范画，引导幼儿讲出自己心中的感受。

老师提问：“哪张画好看？为什么？

2、使用幼儿用书，引导幼儿看图后回答：

（1）小兔把什么颜色的花摘走了？

（2）黄花被谁摘走了？剩下什么颜色的花？

（3）**后的蓝花被谁摘走了？

（4）花园里光秃秃的，什么花刀没有地，还好看吗？

（5）小兔、小猴和小熊后来是怎么做的？

（6）小兔、小猴和小熊摘花的行为对吗？为什么？



3、老师将操作材料分发给幼儿，让幼儿贴在花园图上。

老师：“来，我们一起帮着小兔、小猴和小熊种花吧！”

4、老师小结：“花园里的花是大家的花，有了这些花，花园
才漂亮，让我们一起来爱花吧！”

通过让幼儿自己动手去帮助小动物们种花，小朋友们特别的
高兴，让孩子爱花朵 。

活动过后我们可以让幼儿到幼儿园的花园去看一看，让幼儿
画一画这些美丽的花朵。

小百科：花卉，具有观赏价值的草本植物，是用来欣赏的植
物的统称，喜阳且耐寒，具有繁殖功能的短枝，有许多种类。
典型的花，在一个有限生长的短轴上，着生花萼、花瓣和产
生生殖细胞的雄蕊与雌蕊。花由花冠、花萼、花托、花蕊组
成，有各种各样颜色，有的长得很艳丽，有香味。

小班语言教案许多许多刺教学反思篇三

1.认识自己的老师，能有礼貌地向老师问好。

2.愿意亲近老师，感受和老师在一起的快乐。

3.愿意与同伴、老师互动，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

4.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幼儿用书。

活动重点：认识自己的老师。



活动难点：能有礼貌地向老师问好。

1.教师自我介绍，引出活动。

小朋友，你姓什么？你知道老师姓什么吗？（引导幼儿自由
回答。）

教师：我是x老师，我喜欢……也喜欢喝小朋友一起学习、游
戏。小朋友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老师。

2.亲一亲、抱一抱。

3.做在游戏"皮球要来找朋友"，体验滚接球的动作要领。

老师说"xx小朋友好"，引导幼儿回应"x老师好"。

教师：老师喜欢有礼貌的好宝宝，我们一起笑一笑、亲一亲、
抱一抱。

教师边念儿歌"笑一笑，亲一亲，抱一抱，我是老师的好宝
宝"，边和幼儿拥抱。

鼓励幼儿分别与班内其他老师问好，一起笑一笑、亲一亲、
抱一抱。

教师和幼儿一起游戏"吹泡泡"，（吹泡泡，吹泡泡，吹成一
个大泡泡……）。

教师指导幼儿完成幼儿用书，将图上老师胸前的花涂成红色。

1.鼓励幼儿每天来园和离园时跟老师亲热地拥抱，有礼貌地
问好、说再见。

2.在活动区域投放幼儿用书，引导幼儿学念儿歌《老师爱我，



我爱她》。

这一节活动是宝宝入园的第一节具体活动，虽然是在宝宝们
的哭声中进行的，但大部分幼儿对活动还是感兴趣的，他们
乐于接受老师的拥抱、爱抚，而且能积极地参与到《开火车》
和《找朋友》的游戏中，在儿歌中的互动时时，宝宝感受到
社会活动的快乐。同时，我们也照顾到那了那些在活动中比
较安静的幼儿，使其也能在活动结束的时候获得快乐，以培
养他们对社会活动的兴趣。

小班语言教案许多许多刺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通过观看视频，了解并学习拍手、握手、摆手等礼仪动作
和用语，学习礼仪儿歌。

2.在日常与朋友的交往知道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体验知
礼、懂礼、学礼的快乐。

活动准备：

视频三段

动作图片若干

活动过程：

1. 观看第一段视频

(1)今天孙老师带来了一段视频，请你仔细地看一看，有谁?
他们说了什么?幼儿观看视频。

2.观看第二段视频



(2)观看结束提问“朋友见面了，说了什么?边说边做什么?教
师总结：你好你好点点头。

(3)哪两个小朋友来学一学

3.看图模仿动作学儿歌

(2)那请你看看老师在做什么动作?(伸手)在哪里看到过这个
动作?(幼儿先说后呈现图片)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引出儿歌：
请进请进伸伸手。

(3)做个礼仪好宝宝，伴随着礼仪动作说礼貌用语宝宝像个小
淑女、小绅士，老师这还有一些动作图片，请你去看一看，
学一学图片上的动作，想一想，什么时候做这个动作?(幼儿
看图并模仿动作)

4.完整儿歌表演

学着做个礼仪好宝宝，相信大家都会喜欢你，生活中的礼仪
还有很多呢，现在我们先把今天学的这些礼仪看着图完整的
做一做、说一说。

5. 迁移经验讨论：

6.延伸活动：

附儿歌：

我有一双小小手，要拉许多好朋友，你早你早弯弯腰，你好
你好点点头，谢谢谢谢拱拱手，请进请进伸伸手，欢迎欢迎
握握手，真棒真棒拍拍手，再见再见挥挥手，做个礼仪好宝
宝。

备注：



为了避免活动的说教与枯燥乏味，考虑到动静交替的原则，
我加了一点模仿动作的图片让幼儿看一看、学一学、做一做，
不知是否合理，本次活动整体感觉是在幼儿的学说与学做中
展开，大家看过后，有什么问题或是宝贵的好建议提出来哦!

小班语言教案许多许多刺教学反思篇五

1.认识家乡的主要特产，能说出各种特产的名称，尝试给特
产分类。

2.能够用较完整、连贯的语言向大家介绍家乡特产的主要特
色及主要产区。

3.感受家乡特产的丰富多样，为家乡感到自豪。

4.激发了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5.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1.家乡土特产的包装盒、实物或图片，幼儿参与采摘活动的
照片，青岛特色商店的图片，”幼儿学习材料”一《我受家
乡)

2.幼儿提前了解自己带来的土特产。

小结：青岛特产就是青岛特有的、有特色的东西，如海米，
蛤蜊肉、啤酒，崂山茶等，这些特产不仅我们青岛人喜欢，
很多来青岛旅游的外地朋友也会买一些带回去给家人、朋友
分享。

2.师幼共同品尝大家带来的特产，了解家乡特产的特别之处。

3.出示各种特产的图片，鼓励幼儿按照蔬菜、水果、饮品、
海鲜等类别对家乡特产进行简单的分类。



4.引导幼儿阅读《我爱家乡》第17页，结合图片说一说家乡
各种特产的主要产区，进一步感受家乡特产的丰富。

附

青岛的主要士特产

食品类：干鲜海产品(海米、鱿鱼丝、蛤蜊肉)、钙奶饼干等。

蔬莱、水果类：胶州大白莱、崂山樱桃、大泽山葡萄、马家
沟芹莱等。饮品类：青岛啤酒、即墨老酒、琅琊台酒、崂山
茶等。

在社会活动中我们与幼儿一起学习了《特产多又多》了解几
种家乡特产，知道家乡物产很丰富，活动中宝贝们都能够大
胆的说出自己知道的特产，能积极参与活动，大胆的举手回
答问题，还能从色、香、味等方面向大家进行介绍呢，继续
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