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中班爸爸的本领大教案及反思(通
用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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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中班爸爸的本领大教案及反思篇一

今天上了阅读教学导读课的公开课。在上阅读教学前，针对
一年级学生知识面及兴趣的特点，我将“绘本”作为上课的
材料。上星期在网上找了很多儿童绘本，反复阅读比较后还
是决定把《我爸爸》这本绘本作为上课的材料。《我爸爸》
这本绘本内容简单，富有趣味性，而且还有很多的深意。对
于今天的课堂呈现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但是也存在着及
方面的问题：

1、阅读教学重在一个“导”上，在教学过程中，我虽然能引
导学生来进行绘本阅读，但是在个别几个环节中教师对于换
面解读的引导还不够，致使学生思维上还不能完全对个别绘
本图画加深理解。（本环节的缺失，是在教学过程中对文本
解读还不够深入，还没有做到从一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出发
的原因）

2、在上课过程中教师教态自然大方，但是语速太快，这样会
影响学生听问题的效果（这是今后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注意
加以改正的）

3、作为一年级的课外阅读教学，但是对于学生的语文学习能
力及基本语文知识积累能力还是需要更多的重视。比如，在
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文本内容进行说话练习（就像课堂中已
呈现的：爸爸像_______）；在绘本导读过程中应多引导学生



观察绘本、进行发散思维想象，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与创造力
（次环节在本次教学过程中比较欠缺）；对于课堂中呈现的
学生未学过的词语可以设计某一个教学环节来集中认识词语，
增加学生的语言积累。

4、学生课堂习惯还需要加以重视，回答问题的习惯，说话喜
欢，做到“动中有静”

此时，我不禁想起了王崧舟说过的一句话，大致是这样
的，“作为一个老师想要上好一堂课，不仅要备课文，而且
还要备学生、备作者”。确实，王崧舟老师在备课的过程中
都是反复查阅各种资料，加以整合，进行创新的。

今天上完课后，给我的感觉是，自己在课堂上行走的路确实
太浅了，现在只能是处于最初的学习阶段，在课堂中也做不到
“放手”来让学生充分展示，并且能做到游刃有余，心中不
免发出这样的感叹：课堂，一门多么深奥的学问！

幼儿园中班爸爸的本领大教案及反思篇二

绘本是以手绘图画来讲故事的儿童读物。以画为主，字少而
画面丰富，以画传达故事情节，很符合儿童早期阅读的特点
和习惯。借助绘本，在听说读写的综合性游戏式的活动中，
可以提高低年级孩子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培养对阅读的兴
趣，对美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对周围世界的认识能力，
培养乐于观察、乐于动手、乐于合作、乐于探究、乐于学习
语文的情感。因此，我在考虑讲课时，选择的是绘本教学。
在具体选择哪本绘本时，我着实动了一番脑筋，最后从可读
性和情感性两方面去考虑，选择了《我爸爸》这本书。爸爸
是孩子们最亲近的人，每个孩子的爸爸在他们的心目中可能
都不一样，但那种爱的情感是相通的，选择这本书除了培养
孩子看图说话的能力，还希望让孩子从书中获得情感的相通
与共鸣，重新审视与体验父爱这种伟大的感情，把孩子们心
目中朦朦胧胧的情感得以升华，这两点也是我本节课的教学



重点。那如何来实现这两个目标呢？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入手：

第一：教师的指导性。绘本阅读指导不能等同于绘画欣赏，
尽管画面占有主体地位，文字不过三百余字，但绘本仍然是
一种文学读本。同时绘本阅读指导不能上成简单的语文课，
要重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所以绘本的阅读应该定位在图文
结合阅读欣赏，实现读读想想说说写写演演玩玩的有趣的阅
读过程，让孩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完成情感的生华。要完
成这一过程，作为教师的自己要真正走进文本，理解故事，对
“我爸爸”产生感同身受的情感。只有教师真正被故事打动，
才有可能把这种情感渗透给孩子。因此，选择这本绘本后，
我一遍遍读，试图走近作者，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整本绘
本所有的画面爸爸都穿了一件格子上衣，这是为什么？不断
出现的太阳图案，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通过不断探
寻，了解到了画面背后的故事：这件上衣是作者安东尼的爸
爸的遗物。作者在绘画过程中每一次画到这件格子上衣，都
是对爸爸的一份思念和缅怀。在自己与文本进行对话，与作
者进行对话，深入理解文本后，下面是想办法引导学生来感
受文本。在这点上，我主要通过情境感受这一方法来实现，
让孩子把作者的爸爸与自己的爸爸联系起来，实现一种情感
的共鸣，并通过配乐等多媒体手段，给孩子制造一种或者快
乐、或者悲伤的氛围。其中，当我配乐读一段安东尼自叙时，
孩子们被深深感动了，他们从欢乐嬉闹变得沉默感伤，有的
甚至流出眼泪，并说出“我爱你，爸爸”这样发自内心的话
语，我想这节课我要指导的情感体验的目标就达到了。

第二，充分发挥孩子的主体性。猜读是一种重要的阅读策略，
孩子也有自己的.阅读期待视野，在文本的关键之处停下来让
孩子自己去想、去猜，既能调动孩子上课的积极性、集中孩
子上课时的注意力，又能让孩子主动地去观察去发现去感受，
通过自己的语言将自己的感想表达出来。当他们的猜想与文
本一致时，我看到了他们欢快的笑脸，当不一样时，我发现
他们也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受。经过这种思想的交锋，才会



使孩子把绘本中所蕴含的主题、内涵内化为自己的一种情感
体验。因此我在带着孩子观察了“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
等几幅图后，停下来，放手让孩子想象，充分发挥他们的想
象力，猜一猜、想一想爸爸还会怎么样？从而在不断的想象
与情感升华中小结出爸爸在“我”心中的形象。

第三，在读故事讲故事的同时，充分发挥孩子的听说读写等
各方面能力，培养孩子的语文综合素养。我们提倡快乐学习，
孩子在欣赏精美的图片，倾听有趣的故事时候，思维活跃，
乐于学习探索，所以在课堂中能结合文本加强听说读写画等
能力训练则事半功倍。因此，我在课堂上抓住“像…一样”
这一句式，让孩子联系自己的爸爸来夸夸他。在孩子倾诉对
自己爸爸的感情的同时，也不失时机训练了孩子的表达能力，
我想这也是阅读课的重要任务之一，那就是在读中学会写。

在课的结尾，我本来设计的是让孩子画一幅画，然后在旁边用
“我爸爸像…一样”来夸夸爸爸，主要练习“像…一样”这
个句式。但到最后，看到孩子们在这节课中感受最深的应该
是对爸爸爱的感情，所以临时决定丢掉句式的桎梏，改成让
孩子把最想对爸爸说得话写在旁边，让孩子们更能感受到那
种情感的升华与共鸣。我想这一点我是做得比较好的，体现
了课堂的灵活性。当然，在本节课中，还存在很多不足。

首先，教师的对课堂的控制力不够。一年级的孩子注意力不
够集中，这节课上的时间又比较长，因此，中间有一段时间
出现孩子们注意力分散的现象。在遇到这种情况后，自己虽
然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比如带孩子们做游戏等办法缓解他们
上课的疲劳，但感觉还是没有备好学生，对突发情况处理的
教学机智有所欠缺。

其次，评价语、亲和力欠缺。对孩子们的回答，虽然也尽力
使用多元评价，但由于经验等方面的原因，与老教师上课相
比，自己的课评价语、与孩子的亲和力等还是有很多不足之
处，以至于对孩子的引导还是不够，需要在以后的教学中进



一步完善。

幼儿园中班爸爸的本领大教案及反思篇三

《我爸爸》这本书的作者是安东尼。布朗，故事内容很简单，
以一个孩子的目光生动的表达了对爸爸的崇拜和赞美，表达了
“我”和爸爸的爱。

我觉得要进行绘本指导，首先要完成教师自身与文本的对话。
对于成年人，如何看待绘本。绘本阅读指导不能等同于绘画
欣赏，尽管画面占有主体地位，文字不过三百余字，但绘本
仍然是一种文学读本。同时绘本阅读指导不能上成简单的语
文课，要重在激发幼儿阅读兴趣。所以绘本的阅读应该定位
在图文结合阅读欣赏，实现读读想想说说写写演演玩玩的有
趣的阅读过程。

要完成这一过程，教师自身要真正走进文本，理解故事，
对“我爸爸”产生感同身受的情感，树立起孩童时期爸爸在
我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那是孩子对父母的极端的尊重和崇
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爸爸”的形象越来越趋向于一个
非常平凡的人，可是爸爸对我的爱却从来没有减少过。

教师自身真正被故事所打动，还要走近作者，了解作者的创
作意图。所有的画面爸爸都穿了一件格子上衣，这是为什么？
孩子课上也许会说爸爸变成了马的爸爸。这是因为孩子不了
解画面背后的故事：这件上衣是作者安东尼的爸爸的遗物。
作者在绘画过程中每一次画到这件格子上衣，都是对爸爸的`
一份思念和缅怀。

教师与文本进行对话，与作者进行对话，深入理解文本后，
再想办法引导幼儿感受文本：由《我爸爸》，到“我爱爸
爸”，最后到“爸爸爱我，我爱爸爸”的情感升华。

绘本指导仍需要扎扎实实落实三维目标，在课中，我有很强



的目标意识：在理解绘本内容的过程中娓娓道来，俨然一位
出色的故事姐姐。同时，我还扎扎实实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如：抓住一个“酷”字贯穿始终，“酷”是什么意思？爸爸的
“酷”到底表现在哪儿？我出示了“我爸爸很酷”的课件，
帮助幼儿丰富对“酷”的理解：厉害、强壮、快乐、高大、
温柔、聪明，步步推进，丰满认识，对爸爸的爱也就越来越
自然入心。

我爸爸像……一样温柔。

我爸爸……一样高大。

我爸爸……一样勤劳。

我爸爸……一样能干。

教学中要教给幼儿认真观察的方法，要关注画中画，在细节
里学会读图画，悟情感。在凶恶的大灰狼背后是胆小的小红
帽，还有三只小猪，这些都衬托出了大灰狼的可怕，但是我
爸爸一来，凶恶的大会狼却夹着尾巴逃跑了，对比强烈，生
动有趣。在注意引导幼儿观察中感受爸爸的厉害和勇敢，受
到了良好效果。同样在结尾处，爸爸的纽扣画成了太阳的形
状，在这个细节中我也注意引导幼儿体会到爸爸的爱如阳光
时时温暖着我。

《我爸爸》给我们带来了那份柔软的父爱的润泽。

幼儿园中班爸爸的本领大教案及反思篇四

美术活动《爸爸的领带》已经过去好多天了，脑中还是不时
的闪现孩子们作画的情景。睿睿的话也好像就在耳边，使我
有种要写下来的冲动，记住他的话也给了我更深的思考。

那天，我给孩子们准备好了领带的轮廓，请小朋友们给领带



装饰，就是用不同的方式装饰领带的花纹和图案。首先我请
孩子们欣赏了几幅颜色鲜艳的范例，引导孩子们用颜色和简
单的线条、形状进行装饰，孩子们都在仔细而专注的装饰着
爸爸的领带，只有睿睿坐在那里没动。

我走过去问他：“睿睿，你怎么不画呢？”

“我爸爸就是喜欢这样的领带的”

“怎么样的呢？”

“就是这样的啊”睿睿指着没有装饰的领带对我说。

“爸爸喜欢白颜色的领带吗？”睿睿点点头。

我的思维有种凝固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和他说。或许睿睿的
爸爸是有那种银色的领带呢！或许领带的概念在睿睿的脑中
是模糊的，他有自己的想法，领带是白色的未尝不可啊，我
该怎么和他说呢？我指着旁边小朋友的`画说：“你看，静静
给爸爸的领带装饰的多漂亮啊！他爸爸肯定喜欢的哦”我边
说边指着给他看。

后来睿睿还是拿起画笔进行了装饰，但是脸上看不到丝毫的
快乐，他是无奈的。迫于孩子们的看法、还是对我的敬畏，
哎，我的心也很矛盾。但又一想引导孩子欣赏生活中的美，
学会去欣赏和表现也没错啊，孩子还小不正是需要我的指导
吗？可是孩子丝毫没感觉到设计领带带来的乐趣。

反思整个活动我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呢：

1、给孩子生活经验上的准备，丰富幼儿的生活体验。

2、用图案装饰对小班幼儿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使孩子的
兴趣减弱，其实我可以提供一些颜料、图案贴纸，既便于小



班孩子操作，又能使形式多样化。

3、是不是可以创设相应的情景来促使幼儿顺利的表现，活动
开始有点单调，形式单一使孩子的表现受到了阻碍。

幼儿园中班爸爸的本领大教案及反思篇五

1、阅读教学重在一个“导”上，在教学过程中，我虽然能引
导学生来进行绘本阅读，但是在个别几个环节中教师对于换
面解读的引导还不够，致使学生思维上还不能完全对个别绘
本图画加深理解。（本环节的缺失，是在教学过程中对文本
解读还不够深入，还没有做到从一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出发
的原因）

2、在上课过程中教师教态自然大方，但是语速太快，这样会
影响学生听问题的效果（这是今后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注意
加以改正的）

3、作为一年级的课外阅读教学，但是对于学生的语文学习能
力及基本语文知识积累能力还是需要更多的重视。比如，在
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文本内容进行说话练习（就像课堂中已
呈现的：爸爸像_______）；在绘本导读过程中应多引导学生
观察绘本、进行发散思维想象，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与创造力
（次环节在本次教学过程中比较欠缺）；对于课堂中呈现的
学生未学过的词语可以设计某一个教学环节来集中认识词语，
增加学生的语言积累。

4、学生课堂习惯还需要加以重视，回答问题的习惯，说话喜
欢，做到“动中有静”

此时，我不禁想起了王崧舟说过的一句话，大致是这样
的，“作为一个老师想要上好一堂课，不仅要备课文，而且
还要备学生、备作者”。确实，王崧舟老师在备课的过程中
都是反复查阅各种资料，加以整合，进行创新的。



今天上完课后，给我的感觉是，自己在课堂上行走的路确实
太浅了，现在只能是处于最初的学习阶段，在课堂中也做不到
“放手”来让学生充分展示，并且能做到游刃有余，心中不
免发出这样的感叹：课堂，一门多么深奥的学问！

幼儿园中班爸爸的本领大教案及反思篇六

教学目标：

1认识生字7个．2积累词语5个．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环节:

一谈话引题

2生交流．

二整体感知课文

1听课文录音．．

2你听到了什么？你听懂了什么？

3生交流．

三深入课文，体会语言文字．

1分小节，抽读――a评价

b评价中学习字，词．（叮咛，鞠躬）

过渡：这么琅琅上口的语句，同学们肯定急着想试一试，请
小朋友自由的读吧！读出你的感受吧！



2自由读课文，想一想：（1）＂我＂想象中爸爸的老师应该
是怎样的人？

（2）＂我＂见到的爸爸的老师又是怎样的人？

3生交流．

附加板书：想象中爸爸的老师眼中见到爸爸的老师

胡子很长我一年级时的老师

满脑子学问

是位老数学家

过渡：爸爸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就是爸爸的老师，
我和爸爸竟然成了校友．多么有趣，多么有缘．让我们再来
读一读这有趣的儿歌吧！

5多种形式的朗读课文

（师生对读，指名读，同桌读，小组合作读，让生在读中体
会）

四拓展说话

1说说爸爸妈妈眼中的老师是怎样的？

2你最希望老师是怎样的人？

教学反思

首先，在这节课中，我一开始采用谈话引题的环节。教学时
我让学生交流你心目中最喜欢、最尊敬的老师是谁？他们的
发言较积极，而教师在此没有及时的把握交流的.时间，也没



有对学生的回答作出及时地、鼓励性地评价，反而对他们的
回答进行了无谓的重复，更加浪费了许多的时间，今后在这
方面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次，在朗读指导上，通过一节课的训练，学生的朗读几乎
没有什么突破。当时我只采用了男女对读、师生对读、集体
朗读的形式对他们进行训练。仅仅是浮于表面的形式化的朗
读。我想如果在朗读上先让学生有一个选择性的朗读，然后
让他们挑选自己喜欢的读，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了，再
请同学起来读一读，做做表率，让学生心中有个朗读优秀的
尺度，老师再做适时的评价，如此，老师的指导有了坡度，
学生的朗读有了层次性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