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动物聚会教案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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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
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班动物聚会教案反思篇一

1、明白洗手的重要性。

2、掌握洗手的正确方法。

3、教育幼儿养成清洁卫生的好习惯。

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学习正确的.洗手方法。

活动难点：培养幼儿养成清洁卫生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洗手的课件、两个小熊手偶、幼儿人手一条小毛巾、温水、
盆子、香皂。

活动过程

（一）游戏：手指歌导入活动

小手小手前拍拍，小手小手后拍拍，小手小手上拍拍，小手
小手下拍拍，小手小手把小眼睛蒙起来。

（二）集中观看手偶表演，帮忙幼儿了解洗手的重要性：



1、游戏导入：医生嘟嘟来做客（激发幼儿观看手偶表演的兴
趣）

教师引导语：今日，我们小医院的医生嘟嘟要来我们班里做
客了，我们一齐来欢迎它吧！（出示扮演小医生的手偶，向
小医生问好）

2、观看手偶表演：（教师边做手偶表演边讲述故事，让幼儿
了解洗手的重要性）

提问：豆豆为什么会肚子疼啊

它应当怎样做呀

（经过故事让幼儿了解手上有许多的细菌，要养成勤洗手的
好习惯）

3、引导幼儿联系自我的实际进行交流（调动幼儿已有的知识
经验，进一步体验洗手的重要性）

问题：你们的肚子疼过吗为什么

我们应当怎样做啊

4、小医生嘟嘟小结：洗洗小手讲卫生（鼓励幼儿养成勤洗手
的好习惯）

（三）设计问题，引导幼儿观看课件，学习洗手的正确方法：

1、调动幼儿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讲述我是怎样洗手的

2、出示洗手课件，设计提问引导幼儿观察画面，了解洗手的
正确方法。

画面上的小女孩在干什么她是怎样做的咱们也一齐来学一学



吧！

（引导幼儿理解画面资料，并启发幼儿用语言表述）

3、师幼共同讲述正确的洗手顺序及方法：

卷袖子冲手搓肥皂搓手心手背冲肥皂擦手

（教师根据画面边做动作边讲解）

4、引导幼儿边说儿歌做洗手模仿动作，学习洗手的正确方法：

（师幼一齐边说儿歌边做动作，进一步学习正确洗手的顺序
及方法）

我有一双小小手，快来快来洗洗手，白衣袖，花衣袖，洗手
前快卷袖，不让水滴沾衣袖，打开水龙头，冲冲小小手，关
上水龙头，搓出肥皂泡，搓搓手心，搓搓手背，打开水管冲
一冲，肥皂泡冲干净，再用手巾擦擦手，小小手真干净。

5、师幼谈话：我们什么时候该洗手（饭前、便后、玩完玩具、
手脏时等）

（四）、幼儿实际练习：洗洗小手讲卫生，进一步掌握洗手
的方法

教师引导语：此刻已经是吃饭的时间了，我们一齐去洗洗小
手吧，看看谁的小手洗的最干净。

在实际练习中，教师引导幼儿边说儿歌边洗手，指导幼儿正
确的洗手。

附：故事：小熊豆豆生病了

小熊豆豆可顽皮了，整天爬上爬下弄得小手可脏了！有一天，



他玩完回到家里口渴极了，看到盘子里的水果一把抓起来就
吃，也没有去洗手。妈妈回来了为豆豆准备好了午饭，喊豆
豆来吃饭，豆豆听见了连忙从厕所里跑出来，手也没有洗就
坐下吃饭了。到了晚上，豆豆突然说自我肚子疼，妈妈吓坏
了，抱着豆豆去了医院，医生给豆豆很仔细的检查了一下，
然后对豆豆说：你的了急性肠炎了，是不是玩完玩具没有洗
手呀豆豆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医生给豆豆开了药，并对豆
豆说：以后在玩完玩具之后、上完厕所之后、手脏的时候要
记得洗手，因为这时小手上会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细菌，这
些细菌吃到肚子里，会使我们得病。所以我们应当勤洗手，
做个讲卫生的好孩子，那样就不容易得病了！记住了吗豆豆
乖乖的点点头说：记住了！多谢医生！

教学反思

幼儿在听故事时很感兴趣，并能结合自我说洗手的重要性，
但在实际练习洗手时出现幼儿嬉闹现象，如抢香皂、把水弄
泼、互相彭水，孩子完全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使课堂有些
乱。还有要是把课件放在可最终播放，效果会更好，这就要
求我在今后的教学中多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是自我的专业
素养得到尽快的提升。

小班动物聚会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眼、耳、口、鼻的用途和位置。

2、学习保护眼、耳、口、鼻的方法。

活动准备：

娃娃脸形图，五官及时贴片。一位老师扮演洋娃娃。



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

1、教师讲述故事：茵茵的礼物。

2、讲完故事后，教师告诉幼儿，今天洋娃娃要来我们班做客。

二、娃娃亮相

洋娃娃出来热情和孩子们打招呼：虽说我是洋娃娃，但我不
洋我中国化。衣着朴素美观大方，黑眉毛黑眼睛黑头发。我
愿和你们交朋友，快快乐乐来玩耍。

师：你说你中国化，我们的东西你都知道些啥？

洋：中国的文化五千年，一时我也说不完。放心吧，我是一
个中国通，说学逗唱国味浓。告诉你个秘密知道不，你们的
诗画我也懂。

师：噢，我们的诗画你也懂，真的吗？

洋：不信给你瞧一瞧，保准让你不敢说no。

三、诗画连接

1、洋娃娃分别诗画眼、耳、口、鼻：

（1）上边一个弧，下边一个弧。中间葡萄黑呼呼。

（2）一片叶子少了点边，里面叶脉紧相连。

（3）上边一个3，下边线儿弯，会说会唱笑得甜。

（4）上边小，下边大，呼吸闻味全靠它。



2、老师分别和幼儿讨论眼、耳、口、鼻的用途和保护方法。

3、教师心语：眼睛耳朵少不了，嘴巴鼻子用得着。个个本领
都很高，少了哪个也不好。

要记住：眼睛不要揉，耳朵不要掏，挖鼻子的行为不要有，
吃完东西要漱口。卫生习惯要保持，健康成长乐悠悠。

四、手儿灵巧

1、洋娃娃出题考幼儿。

刚才你们把我考，我会说会画你们叫好。现在让我出个题，
把你们考考好不好？

师：没问题，没问题，你尽管出题尽管考，保准让你把拇指
翘。

师：噢，知道了。不就是想让我们的宝宝们把耳朵鼻子嘴巴
眼睛贴上吗，这简单，这简单，你边说边画来展现，我们边
说边贴也不难。来，孩子们，搓搓小手，动动小脑，露点本
领让她看。

教师组织幼儿边说儿歌边贴脸谱：一张脸儿大又宽，弯弯的
眉毛圆圆的'眼。鼻子长在脸中间，嘴巴长在鼻子下边。耳朵
分别在两边。这张脸儿多像我，黑黑的头发大大的眼，笑嘻
嘻的真好看。

五、欢乐再现

手拿作品大家快乐舞蹈。

活动反思：

在此教学中，大部分幼儿能迅速地找到五官的位置。对于五



官的作用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知。但是这个教学活动活动
气氛还不够热烈，在表演中，幼儿的团队意识还很欠缺。需
要进一步加强练习。

小班动物聚会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会按食品的种类进行分类，并匹配相应的标记。

2、能跟据点卡取出与之相等数量的食品。

2、愿意和同伴一起活动，体验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1、玩具柜3个。教学挂图（一）中的食品标记图3张。

2、自制的各种“食品”（包子、小饺子、汤圆）或教学挂图
（一）中的实物卡片若干，贴有3以内点子的`小盘子若干。

经验准备：

活动前请家长带幼儿一起去购买食品时，引导幼儿观察超市
中的食品是如何分类摆放的，并有意识地请幼儿按指定数量
取同样多的食品。

活动过程：

（一）说说看看：“我吃过的食品”。

1、教师：大家说说，过春节的时候，你们都吃过哪些好吃的
食品呀？（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说一说自己吃过的
食品）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针对性的出示一些食物。

2、展示食品，说说食品的名称。

教师：老师这里也准备了一些过年的食品，我们来看看。

教师：你们吃过这些食品吗，它们分别叫什么名字？

鼓励幼儿大声说出食品的名称，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可以
说出很多食品名称。

（二）给食品分类，布置食品店。

师幼讨论：这些食品都放在了一起，好吗？

教师：和你旁边的好朋友讨论一下怎么放？出示食品商店摆
放的图片，比较怎样放好？

引导幼儿讨论后再根据食品的品种，把相同的食品放在一个
玩具桂里。

2、我会放食品。

鼓励幼儿一边拿一边说，如：xx和xx放一起。

教师和幼儿共同检查食品摆放得对不对，一边检查一边说：
这里都是xx。

3、给食品配标记。

教师引导幼儿观察教学挂图（一）中的包子、饺子、汤圆三
张标记图，引导幼儿观察。并说一说这些是什么标记，可以
表示哪种食品。

教师：我们来认识这些标记吧，说一说这些是什么标记，可



以表示哪种食品。请把每张标记送到它所表示的食品处。

请个别幼儿为食品配标记。

（三）给“娃娃”买食物，练习点物匹配。

1、观察小盘子。

教师出示玩具娃娃（3—5个）和小盘子

教师：“娃娃”也想吃食品了，我们帮“娃娃”买食物吧，
想想买到的食品放在哪里呢？

2、教师出示标明点子的盘子。

教师：盘子里有什么？它表示什么意思？

引导幼儿讨论并明确：盘子有几个点子，就取几个食品，要
求取同样的食品。

3、幼儿示范拿取食品。

教师：谁来试试为“娃娃”买食品呢？

请个别幼儿取盘子，先数点子，再按点子数目取相同数目的
食品品尝。同时，引导幼儿边观察边讲述，明确买食品的方
法。

4、幼儿买食品（完成幼儿用书第10页的操作卡）。

教师：玩具娃娃还想买很多的东西，可是她不会买，想请我
们小朋友帮帮忙，她给了一张她买东西的购物单，请我们小
朋友按购物单上的要求要帮她们买东西。

老师先示范操作：按购物单上的点子数目，圈出要买的物品



的数量。

幼儿操作，教师关注幼儿操作的过程，并予以指导。

教师小结：你们都为“娃娃”买到他所需要的食品，“娃
娃”谢谢你们了。

活动延伸：

在区角游戏中，提供1~4的点卡，鼓励幼儿根据点子卡上的数
量自制食品。

小班动物聚会教案反思篇四

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我很少碰到数学领域的活动，也很少
会对数学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对数学活动方面的认
识很少。很感谢幼儿园给我这样一次上小班数学活动的'机会，
在这次准备这堂数学活动的前期到最后展示结束的这个过程
中，我真的对数学活动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和了解。

这次小班数学活动《装食品》是选自《通向数学》中的一个
活动，主要是让幼儿学会按5以内的点数取物。本次活动我采
用的教具有标有圆点的塑封袋若干，标有圆点三张桌子，还
有立体的“寿司”、“蛋卷”还有“鸡蛋”若干，这些立体
的食物，放在塑封袋中可以较清楚的看出食物的数量。

本次活动，我主要设想通过请幼儿装食品，学会按点数取物，
在按点数归类中，初步体验点子可以表示物体的数量。集体
尝试按点数装食品，按点数归类，加深幼儿对活动的理解，
进一步发展幼儿计数能力和判断等量的策略。活动过程主要
有四个环节组成：一、点数取物，学习点数。二、点数归类，
巩固点数。三、集体操作，加深对规则的理解。四、检查、
评价。



经过多次尝试活动以后，发现主要问题出现在第四环节检查
和评价中。

问题一：在第一次试教时，我请幼儿将包装好的食物归类归
在三个筐里，然后在集体检查时，先请几名幼儿上来检查袋
子有没有放错筐，再把三个框分在各组，每组幼儿检查食物
数量。出现的问题是，袋多筐小，导致袋子无法在筐中铺平，
阻碍了幼儿检查数量。

问题二：发现了上述问题后，我将最后集体检验的环节改成
个别检验，在展示活动中，我引导幼儿将袋子归类到相应的
桌子上，桌子范围比较大，能将袋子铺平了放，然后先请个
别幼儿上来检验，桌子上有没有放错的袋子，再请个别幼儿
上来检验袋子里有没有多放或者少放食物，把错的拎出来再
进行集体讲解纠错。这样一来就很好的解决了正确数出袋中
食物的问题，可是个别检验的进行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我请六名幼儿上来检查袋中食物有没有放错，由于食物平放
在桌子上，导致没有请到的幼儿看不到检查的袋子，而且这
样一来没有轮到的幼儿就空闲了下来，变得开始消极等待，
无法参与到检验活动中，教师也就只能关注到个别儿。

解决方法：活动结束后，感觉这种形式的个别检验也并没能
达到理想的效果，后来在评课过程中，朱老师建议我将这些
包装好的塑封袋展示在黑板或者是立体的板上，这样一来，
就能很好的解决之前遇到的各种问题，这种集体检验的方法
能使每个幼儿都能看到，让每个幼儿都能参与进来，检验的
时候就可以进行集体检验，而且教具也可以换成平面的，将
他们贴在塑封袋的外面，点数起来也就更加的清楚，这样就
能在检验时一起来看一看，数一数有没有放错的，如有放错
就一起再把它纠正过来，也就能够更好的达到活动预设的效
果。



小班动物聚会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初步尝试按交替规律排列物体，并能边操作边讲述：一
个ww，一个ww。

2、通过观察范例和教师语言的.引导，能发现实物交替排列
的规律。

活动准备

教具：用橡皮泥捏的黄瓜、香蕉、冬枣、圣女果等，按交替
规律串成两串“串串香。

学具：

――橡皮泥做的水果若干，长竹签若干根，彩色木珠若干。

――幼儿用书，彩色笔。

活动过程

1、观察串串香。

――教师推着插有串串香的推车边走边说：卖串串香啦，谁
来买，谁来买？呦！这么多的小朋友要买呀，可我的串串香
不多了，怎么办呢？引导幼儿提出自己制作串串香。

――师幼共同观察串串香（按交替规律排列的香蕉、黄瓜
串）：看看这个串串香是怎么排队的？发现其排列规律：串
串香是一个香蕉、一个黄瓜间隔排队的。

――引导幼儿认识操作材料，讨论操作规则。教师：你想怎



样串呢？请个别幼儿讲述，并在集体中讨论。

2、制作串串香。

――串串香：选择两种橡皮泥捏的水果按交替规律做水果串
串香。

――冰糖葫芦：用两种彩色木珠按交替规律做葫芦串。

3、展示串串香。

请幼儿介绍自己串的什么？是怎么串的？欣赏幼儿作品，体
验活动成功的快乐。

活动反思

按规律排序是幼儿园数学活动的一项基本活动内容，有多种
变化的规律。在活动中，我们发现孩子们常有不同的排列方
式，如名称、大小、方向、数量的变化等多种排序。整个活
动下来，孩子们的兴趣点和排序技能的掌握大部分目标已经
达到了，还有个别能力较弱的幼儿还需要加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