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编谜教案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
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编谜教案反思篇一

1、积极合作，体验团结起来力量大的快乐。

2、大胆尝试，学习制作有力量的纸绳。

3、通过实验，萌发探索纸绳承受力的兴趣。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培养幼儿观察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餐巾纸若干，卷纸若干，箩筐若干，油桶若干（有重有轻）

1.出示餐巾纸师：这是什么？它有什么用？

师：这是我们生活中的餐巾纸，人们喜欢用软软的餐巾纸擦
脸、擦汗、擦手……

师：你们玩过餐巾纸吗？

师：那今天再跟老师一起玩一次。

2.鼓励幼儿做纸绳，尝试提水桶。

师：首先谁能把餐巾纸做成一个纸绳？



师：它有力量吗？能拎起东西吗？

师：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到底怎样，我们来试试吧！

师：听清楚要求，小朋友在"1"号筐里拿一张餐巾纸，把它做
成纸绳，然后来到这里拎起水桶，要这样拎，做好了就可以
上来试一试了！

3、谈论纸绳的秘密师：请拎起水桶的小朋友站这边，暂时没
有拎起水桶的小朋友站另一边。

师：我给你们同样地餐巾纸做成的纸绳，为什么你们可以拎
起来，你们暂时拎不起来呢？

师：我们一起讨论下。

师：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们像不像知道其中的秘密？

（两边各拿一个纸绳）

师：你们发现了它们有什么不同？告诉你们哦这里藏着一个
秘密呢。你们想不想知道啊？仔细看好啊！

（教师示范做一个有力量的纸绳，延纸绳的不同边来做纸绳）

师：现在你会做一个有力量的纸绳了没有？

师：知道了这个秘密，我们再来试一试。

师：纸绳一定要拧紧，越紧就力量越大。

4、尝试拎水桶师：现在纸绳可神气啦！它想拎更重的水桶，
谁来试试？

师：想不想挑战更重的水桶？



师：如果要提起更重的水桶你有什么办法？

师：现在难度增加要提起两个水桶，我们可以用几根绳子来
帮忙？谁想来试试的？

师：团结起来的纸绳力量大！

5、经验拓展师：你们想不想做一根有力量又长的纸绳？

师：我们两个小朋友合作完成一个又紧又长得纸绳，然后用
你的这个纸绳去拎起更重的东西去吧！

编谜教案反思篇二

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突如其来的地震往往会给人带来巨大
的伤害。在地震发生时，不仅是大人，孩子们也需要知道如
何进行有效的逃生。因此，大班地震逃生教案成为非常重要
的教育课程。在教案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需要
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首先，教案的适用性需要得到重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在
地震发生时所需要采取的逃生措施各不相同。大班幼儿需要
掌握简单有效的逃生方法，同时在逃生过程中需要注意保护
自己，避免受伤。因此，在教案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必须考
虑到幼儿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其掌握知识的能力和兴趣水
平。

其次，在教案的执行过程中需要注意幼儿的安全。逃生时，
幼儿往往会感到恐慌和不安，可能出现逆反心理。因此，在
教案执行过程中，教师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增强幼儿的安
全感和信心，引导幼儿正确实施逃生措施。此外，在逃生过
程中，教师必须要全程监护幼儿，确保幼儿的安全。

最后，在教案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教育效果的



问题。教案的设计和执行应该是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让孩
子们在逃生时掌握正确的逃生方法。同时，在教案实施过程
中，教师还需要及时总结，发现不足之处，不断优化教案设
计，提高教育效果。

总之，大班地震逃生教案是非常重要的教育课程，不仅让幼
儿们掌握逃生技能，更为重要的是为幼儿们提供一个安全、
和谐的成长环境。因此，在教案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我们需
要充分考虑幼儿的生理心理特点，注重教育效果，并增强幼
儿的安全感和信心，让他们成为更加自信和勇敢的小天使。

编谜教案反思篇三

1、学习英国民间舞蹈《圆圈舞》，感受4/4拍与3/4拍的交替
音乐节拍

2、在音乐舞蹈中感受交换舞伴的快乐

物质准备:音乐cd、ppt、图谱

幼儿前期经验准备:理解图谱中各个图形的含义(如:代表妹
妹;代表弟弟等)

cd播放《宾果》音乐，幼儿在音乐伴奏下根据老师手势的暗
示，改变队型进入教室。

a队型--1人变2人

b队型--2人变4人

c队型--4人变2人

d队型--2人变1人，围成圆圈



--师:“在英国有一种传统的舞蹈《圆圈舞》，它是种神奇的
舞蹈，它能让原本彼此不认识的幼儿在跳完《圆圈舞》后很
快的成为好朋友，因此人们也叫它《交谊舞》。”

--师:“听听看，你发现了歌曲里的哪些秘密?”(《圆圈舞》
是4/4拍与3/4交替的音乐节拍)

--师:“听了这个曲子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师:“看看《圆圈舞》的图谱，你能根据图谱找到自己的位
置吗，试试看!”

图谱1(即动作分解1)--请幼儿们站成圆圈，一个男孩一个女
孩组成一队舞伴。

图谱2(即动作分解2)--女孩手拉手向圆心方向走一个八拍，
男孩原地站立。

图谱3(即动作分解3)--男孩向圆心行走一个八拍，行走到自
己的女伴左边(位置不变)，并将双手从女孩前面伸出。与两
边男孩的手相拉，女孩原地站立。

图谱4(即动作分解4)--1.男孩将双手举起并翻到身后去，女
孩从男孩双手举起时搭成的“小山洞”中钻过去，但不移动
脚步。2.女孩将双手举起并反到后面去，男孩从女孩举起时
搭成的“小洞”中钻进去，但不要移动脚步。此时，男孩女
孩的双手都在身后且女孩的手在男孩手的上面。

图谱5(即动作分解5)--所有的幼儿都放开手，所有的幼儿向
后转身并拉住自己舞伴的手，回到第一个大圆圈的位置。

图谱6(即动作分解6)--回到自己的位置后，舞伴面对面。

图谱7(即动作分解7)--女孩和自己的舞伴面对面并用右手相



握，从舞伴的左边想圆圈方向走。

图谱8(即动作分解8)--幼儿们彼此背对自己的以一个舞伴，
而面对新的舞伴。

图谱9(即动作分解9)--音乐结束，回到动作分解1开始重复整
个舞蹈。

【设计意图:通过《圆圈舞》的视频观看，帮助幼儿更直观地
学习舞蹈。】

--师:“现在，我们一个个弟弟都是英国绅士，一个个妹妹都
是英国淑女，让我们跟随音乐共同跳起这神奇的舞蹈《圆圈
舞》。

编谜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故事画面，分享故事情节，大胆表达自
己的想法。

2、理解主人翁从不幸变为幸运的故事发展过程，感受智慧的
力量和自主阅读的快乐。

准备：人手一本故事书和一支铅笔

过程：

一、导入：

2、请幼儿自主看书，看后问：你觉得谁是幸运的？为什么？

二、阅读故事



1、阅读故事第一部分。

2、阅读故事第二部分。

（4——5页）提问：小猪怎样想办法对付狐狸的？他俩怎么
说又怎么做的？重点引导幼儿观察p5 问：狐狸先干什么？再
干什么？？最后干什么？（提醒幼儿可以用笔做过程的记录，
然后分享不同的记录方法）小结：小猪变成了全村最干净的
小猪了。

（6——7页）狐狸准备干什么时，小猪又使出什么招？说说
狐狸做事的过程，小结:小猪变成了全村最肥的小猪了。

（8——9页）狐狸又想干啥？小猪让他干嘛？又使招了吗？
狐狸自言自语说什么？（解释：什么叫自言自语？）狐狸又
开始忙什么？从哪里开始做？小结：小猪变成了全村最嫩的
小猪了。

3、阅读故事第三部分：

（10页）你们猜小猪又和狐狸说什么了？狐狸听见吗？为什
么？小猪一共使了几招？他享受到了什么？（要求用好听的
词来说）小结：多么舒服的澡、多么丰盛的午餐、多么惬意
的按摩。（解释：惬意就是很满足的意思）

三、总结：

问：这天到底谁幸运？为什么？

编谜教案反思篇五

地震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对于学生来说，学会地震逃生
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在大班教学中设置了地震逃生教
案。本文旨在对这个教案进行反思，以期达到更好地提升教



学效果。

首先，我们明确了教案的目标——让学生掌握地震逃生技能，
正确、快速、有条理地逃生。为此，我们在教案中详细介绍
了地震发生前、发生时以及逃生后的措施，从而让学生知道
该如何应对地震。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些学生并没
有完全掌握这些技能，可能是因为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多样。

因此，我们需要在教学中加强互动环节。通过游戏、模拟演
练等形式，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能够积极参与进来，
从而更好地掌握相关技能。在模拟演练环节，我们可以组织
实际的逃生演习，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真正练就一身的地
震逃生技巧。

此外，我们可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
家长的参与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学生最亲密的人。我们可
以将教案内容与家长分享，让他们能够在家庭中与孩子一起
练习，从而加强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对于那些无法参与
正式教育的学生，家庭练习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地震
发生时，每个人都需要知道如何逃生。

最后，我们需要对教案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改进。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课堂测验、作业等方式对学生
的掌握情况进行评估，以检验教学效果。同时，我们也可以
听取家长、学生的反馈意见，了解他们的实际学习情况，从
而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优化，让教学更加地符合学生的实
际需求。

总之，地震逃生是一项非常必要的技能。通过良好的教学方
法和实践，我们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项技能。同时，家
长的参与和反馈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可
以为学生的安全保驾护航，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