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员精神心得体会(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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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
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拍花萝儿歌教案篇一

1、感受、体验人与大雁之间的美好情感，学会关心、爱护鸟
儿。

2、激发幼儿大胆地表达自己想法的愿望。

故事录音《飞回来的大雁》，幼儿用书b《飞回来的大雁》。

感受、体验人与大雁之间的美好情感。

1、引出故事：

“小朋友，你们见过大雁吗？今天老师带了一个关于大雁的
故事，你们想听听吗？”

幼儿交流自己的猜测。

2、听赏故事，讨论理解：

教师播放故事录音一遍，幼儿根据教师的提问展开讨
论。“老爷爷一家是怎么关心受伤的'大雁的？”“他们为什
么要这么关心大雁？”“大雁为什么会飞回来？让我们再听
一遍故事。”

幼儿听第二遍故事后，深入开展讨论。



“现在你们知道大雁为什么会飞回来了吗？”“老爷爷一家
喜欢大雁吗？他们为什么不在家里养大雁？”“听了这个故
事，你有什么感想？”

3、假设想象，激发情感：

幼儿阅读幼儿用书b《飞回来的大雁》，然后由教师提问。

“假如你看到受伤的大雁，你会怎么做？”“你家养过小鸟
吗？”

幼儿交流自己的想法，教师提示幼儿将意思表达清楚。

幼儿园拍花萝儿歌教案篇二

1、引导幼儿观察图片，学习用恰当的词连贯的讲述。

2、培养幼儿在同伴面前能大胆的讲述。

3、教育幼儿懂得在别人遇到困难时要热心助人。

：幼儿能用恰当的词叫连贯的讲述

：幼儿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能用适当的语气、表情表现图
片内容。

2、出示图一引导幼儿观察说出这是什么地方？引导幼儿用恰
当的词说出小河、柳树、花等景象。（幼儿发散思维）

3、鼓励幼儿完整地讲述图一.

4、教师：小朋友你们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心情是怎样的?

5、教师:小朋友想不想知道小鸭子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6、教师出示小鸭子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小鸭子怎么了?它为什
么会哭?(发散思维) 引导幼儿用动作、叫声表现出小鸭子伤
心难过的心情.

7、教师:哪一个小朋友能想一个让小鸭子变快乐的方法?

8、教师表扬愿意帮助别人的小朋友.

9、教师:有一个小姐姐想了一个好办法,我们一起看看她是怎
样做的?

10、出示图二引导幼儿观察小姐姐会对小鸭子说什么?小鸭子
又会怎样说?

幼儿园拍花萝儿歌教案篇三

在教学过程中让幼儿边听音乐边看森里背景图（阴森森的），
使幼儿深深融入到音乐的环境氛围中。使孩子们有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在学习重音乐句中，教师采用了层层递进的方法
与幼儿一起互动，开始是教师拍铃鼓幼儿听音乐拍手，接着
是用小脚印的图谱方式进一步熟悉乐句中的重音，再是分角
色表演，在“身体小路”上走，最后利用故事情节设计了游
戏，让一名幼儿扮演大灰狼，并戴上头饰，其余幼儿一起体
验，给幼儿提供自我感受、自我表现的机会。每个过程都是
环环相扣，使幼儿深深投入到角色中，让人意犹未尽。

活动目标

能够合理地想象并讲出故事讲给大家听。

重点难点

引导幼儿打开自己的想像空间，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森林
里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锻炼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小动物头饰：猴子、梅花鹿、小熊、兔子。

活动过程

一、交流

引导幼儿根据已有经验想一想森林里都有那些动物（老虎、
猴子、兔子、猫头鹰……..），最喜欢的动物有哪些。

二、看教学挂图

1、 出示教学挂图，请幼儿说一说是什么地方。

2、 教师用生动的语言和表情吸引孩子的注意。

（教师：这里总是静悄悄的，除了哗啦啦的流水声什么也听
不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三、编故事

1、 在挂图上贴上两个小房子图片，引导幼儿说一说谁搬到
森林里了，这里可能是谁的家，它们之间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请小朋友分组想一想、讲一讲。

2、 请各组选一个人讲一讲 本组编的故事。

四、分析

1、 请幼儿说说小朋友故事讲得好不好，怎样才能把故事说
得更清楚。鼓励幼儿表达各自的见解。

2、 请幼儿时是按照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个方面来讲
故事，并逐一举例，如时间就是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比如



夏天的一个中午或星期一早上等。

3、 请幼儿再次用新方法讲述故事。

五、看图讲故事

1、 请幼儿看《幼儿用书》，教师有感情的讲述并提问。

2、 鼓励幼儿尝试跟教师一起边念边指读故事。

幼儿园拍花萝儿歌教案篇四

1、通过幼儿的品尝与生活经验，了解甜与酸的味道存在于很
多食品当中，有了这些味道才使我们吃东西时感觉更可口。

2、认识汉字：甜、酸，复习：苦、辣。

3、培养幼儿倾听的能力。

4、丰富相关词汇。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食品若干

汉字字卡若干

一、幼儿品尝，引起兴趣

1、请个别幼儿上来品尝，说出品尝的是什么味道。（出示字
卡）

2、有那些东西是甜的？

3、再请个别幼儿上来品尝，说出味道。（出示字卡）



4、有哪些东西是酸的？

5、集体学念：甜、酸

二、故事《甜鼠》

1、生活中我们吃的东西有各种味道，有了这些，才能使这些
食物更美味。

有一个小老鼠出去玩，发生了一件很好玩的事。

2、讲述故事《甜鼠》

边讲边出示相应的字卡，帮助幼儿记忆，并增加学习的趣味
性。

3、老鼠成了一只甜老鼠，甜甜的真好吃，我也请你尝一尝。

4、游戏：吃了酸的东西的幼儿将字卡贴在图片“醋”上。

吃了甜的东西的幼儿将字卡贴在图片“糖”上。

三、游戏结束将字卡送入识字角

整个活动的设计能够考虑孩子的特点，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
点，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以及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和水平，
合理的安排、组织每个环节。活动从始至终都能够较连贯、
较顺畅的组织，环节与环节的衔接也能做到承上启下且逐步
加深。活动中，孩子的积极性非常的高，每个幼儿都能参与
到活动里，并在活动中体验活动所带来的乐趣。 整个活动的
设置我都以幼儿为主体地位，基本能达到活动所需要达到的
目的。



幼儿园拍花萝儿歌教案篇五

1.能大胆尝试，在探索中找到让物体站起来的方法

2.能乐于交流物体如何站起来的探索结果，增强对科学探索
的兴趣。

（一）直接出示活动材料，引起幼儿兴趣。

1.根据生活经验区分物品能否站起来

2，幼儿猜测

师：谁来说一说你觉得哪些东西能站起来，哪些不能站起来，
为什么？

（二）幼儿分组尝试，看物品能否站起来

1.师：杨老师给每组都准备了材料，请你们去试一试，看看
和你们刚才的猜想一样吗？

2.幼儿分组实际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3.集中交流

（1）师：谁来告诉我，你们这次操作的结果和刚才猜想的一
样吗？哪些物体可以站起来的，你是怎么样让它站起来的？
（请个别幼儿上台演示）

（2）提问：为什么有的东西一站就站住了，而有的东西不容
易站住呢？

（3）小结：站得住的物体底部面积较大，可以通过增加物体
底部的面积帮助物体站起来



（三）出示辅助材料，尝试用多种方法让不能站住的物体站
起来。

1.师：小朋友们，我们现在还剩下哪些东西不能自己站起来
呢？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那些不能站起来的东西站起来呢？
老师准备了橡皮泥、胶带、毛根、皮筋、夹子等等很多材料，
看看你有哪些好办法，让他们站起来呢？想的越多越好哦！

2.幼儿再次尝试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3.陈列展览，相互交流。

（四）在没有辅助物的帮助下，尝试让纸站起来。

1.要使纸站起来有多少种办法呢？

2．引导幼儿尝试用自己的办法使纸站住，并进行记录。

3．陈列展览，相互交流。

师：谁来说一说，你帮助哪些物品站起来了？是怎么让他站
起来的？

4.师：我们小朋友的方法都很棒，都帮助他们站起来了！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科学教育是启蒙
教育，重在激发幼儿的认识兴趣和探究欲望，要尽量创造条
件让幼儿实际参与探究活动，使他们感受到科学探究的过程
和方法，体验发现的乐趣。”在这个科学探究活动中，孩子
们的参与性十分积极，思维也很活跃，他们想到了用一些辅
助材料帮助一些不能站起来的物体站起来，如将吸管插在橡
皮泥上，用夹子夹住吸管等等，还知道可以通过改变物体的
形状来让物体站起来，由于在第一环节没有说清楚让物品自
己站起来，有些孩子已经开始使用辅助物来让物体站起来。



与第二次操作有些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