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互帮互助好朋友活动反思小班教
案(精选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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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互帮互助好朋友活动反思小班教案篇一

目标：

1．知道水果有多种吃法，尝试用水果做沙拉。

2．体验用多种水果组合在一起产生的美。

准备：

1．幼儿有在家做过沙拉的经验。

2．教师先切好一些水果丁，并备有洗净的香蕉、苹果、橘子
等。

3．沙拉酱若干，装在碗中，放上勺子。

4．幼儿每人一套餐具(碗、勺子)。

过程：

1．讨论如何制作水果沙拉。

提问：你吃过的水果沙拉里有什么水果?是什么样子的?有什
么味道?



了解做沙拉的一些准备工作，教师逐一出示所用材料和工具，
说明注意事项。

2．制作水果沙拉。

选择自己所需的水果，能说一说自己都用了哪些水果。自己
尝试拌上沙拉酱。

完成后请同伴互相观赏、品尝。

建议：

1．教育幼儿注意安全，既不把刀对着别人，也不弄伤自己。

2．幼儿可以回家亲自动手做，请家人品尝。

评价：

1．亲自动手试一试，积极性很高。

2．愿意将自己制作的沙拉请同伴品尝。

语言互帮互助好朋友活动反思小班教案篇二

1、喜欢朗诵儿歌。

2、乐意和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3、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4、引导幼儿在儿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1、手偶。



2、动画片

1、观看动画片

2、教师出示猴哥哥和猴弟弟的手偶，讲故事，帮助幼儿理
解“好朋友”的概念。

师：小哥哥和小弟弟是一对好朋友，他们每天一起上学、一
起游戏，有好东西一起吃，猴哥哥搬不动小桌子，猴弟弟就
会一起来抬，猴弟弟不会系鞋带，猴哥哥会帮他系鞋带？？
他们真是一对好朋友。

3、教师用这两个布袋木偶表演了儿歌的内容。

4、学习儿歌。

（1）教师朗诵儿歌2遍。

（2）教师带领幼儿学习朗诵儿歌。

（3）边做动作边朗诵儿歌。

5、游戏：你是我的好朋友。

幼儿自由结伴，边念儿歌边做动作，教师引导幼儿改编第四
句内容。

6、教师小结。

这节活动《你是我的好朋友》是小班《上幼儿园》中的一个
重要教学内容。而对于入学不久，才刚刚接触集体生活的小
朋友来说，他们对“好朋友”的理解是浅层次的、模糊的，
甚至是可笑的。我在课前向一些幼儿问起这个话题时，他们
的反映各不相同。有个平时很善于言辞的小朋友他的答案居
然是其爸爸的名字。父与子成为好朋友，它所体现的是现代



社会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亲密无间、平等与理解，是如今十分
提倡的一种家庭教育模式，如果话从一个十八岁的青少年口
中说出，是令人称赞，令人羡慕的.，但对于只有五岁的孩子
来说，我感到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好朋友”的概念。在我的
提醒下，他说出了一个小朋友的名字，也是他的邻居。而其
他小朋友似乎更是一头雾水，不知从何说起。因此，我针对
现有的情况，修改了原来的教案。原设计的导入是说说好朋
友的名字，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导入比较呆板，而且小朋友
之间的名字也不熟悉，很有可能说不出来。因此我改为以两
个布袋木偶的形象出现，这样更能吸引孩子的眼球，而且也
能帮助孩子理解“好朋友”的概念。于是我通过让观看小故
事：猴哥哥和猴弟弟是一对好朋友，他们每天一起上学、一
起游戏，有好东西一起吃，猴哥哥搬不动小桌子，猴弟弟就
会一起来抬，猴弟弟不会系鞋带，猴哥哥会帮他系鞋带？？
他们真是一对好朋友。在第二环节，我就以这两个布袋木偶
表演了儿歌的内容，整个活动以布袋木偶贯穿始终，比较顺
利地完成了预设的教学目标。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孩子们兴
趣浓厚，同时也对“好朋友”这一概念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
虽然孩子们会用秩嫩的口气较连贯地表演儿歌“你是我的好
朋友”了，但我想，这只是一个表层的反映，“好朋友”的
概念不仅仅是一种关系，更是一种深厚的感情。因此，如何
培养这种社会情感更具有现实意义。认真学习幼儿教师《指
南》，幼儿的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尤应渗透在多种活
动和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要创设一个能使幼儿感受到
接纳、关爱和支持的良好环境，避免单一呆板的言语说教。
它的意义是显见的，它所提倡的是赋予幼儿一个良好的“社
会的界定”，给他们一个积极的“他人眼中的自我”。孩子
们渴望爱，渴望对他人的归属感，“好朋友”正是这种渴望
的外在体现。因此我们应该多为他们提供人际间相互交往和
共同活动的机会和条件，并且加以指导。“千里难寻是朋
友”，真心希望每个孩子都有许多真诚的朋友。



语言互帮互助好朋友活动反思小班教案篇三

一、设计思路：

小班幼儿都是已自我为中心，活动中同伴间的交往也比较少，
因此很难有同伴之间要做好朋友的意识。通过本次活动让幼
儿在对应、匹配、寻找的过程中了解事物间简单的关系，懂
得事物间谁和谁是“好朋友”。由此从对应、匹配中延伸到
同伴间找朋友，知道谁和谁是和好朋友，我和谁是好朋友，
懂得自己和同伴都有自己的好朋友，让幼儿感受和朋友一起
游戏、分享、交流的快乐，感受同伴间的友谊，及幼儿园我
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和快乐。

二、活动目标：

1、在对应、匹配、寻找的过程中，了解事物间简单的关系，
尝试用儿歌的语言进行表达。

2、喜欢自己的朋友，体验与老师、同伴一起交流分享的快乐。

三、活动准备：

牙刷、牙杯、锅子、锅盖、鞋子、袜子、花和华盆等一些能
相互匹配的实物

四、活动过程：

1、儿歌欣赏《好朋友》

――提问：谁和谁是好朋友？为什么他们是好朋友？

――学念儿歌《好朋友》两遍

2、找朋友



――师：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样东西，但它一个人孤孤单单
的，请你为它找一个朋友。（请一幼儿在准备的材料中找出
一样东西和它匹配做朋友。）

――提问：为什么他们是好朋友？

――师：老师这里还有许多东西都是很孤单的，现在要请小
朋友们帮忙，为它们找朋友。

――幼儿各自挑选实物，并为它匹配找朋友。

――交流匹配情况，并说出理由。

3、为“杯子”找朋友

――出示“杯子”，请幼儿根据事物间的简单关系，为“杯
子”找朋友。

――师：杯子的朋友是谁呢？为什么？

――教师根据幼儿说的情况用画笔及时在黑板上进行展现。

4、为自己找朋友

――师：皮球有自己的朋友，你们也有好朋友，在我们班里
谁是你的好朋友？为什么？

――（幼儿自己在班里找朋友，并说出理由）

――延伸：请你们回家找找还有谁是你的好朋友。

语言互帮互助好朋友活动反思小班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能够大胆的用好听的歌声来表扬母鸡妈妈。

2、能准确区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并将其放入相应的篮
子里。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让幼儿能在集体面前大胆表演、表现自己。

5、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活动准备：

活动重点：

准确区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

活动过程：

1、导入

2、母鸡妈妈生蛋

老师：和宝宝们在一起真开心，可是妈妈怎么发现有点肚子
疼，“哎呀，不好了，宝宝们，我要生蛋蛋了！”咯咯哒，
咯咯哒———————（出示积木）

老师：哇！我生了那么多的蛋蛋，宝宝们妈妈本领大吗？快
来夸夸我呀！（《老母鸡》歌曲）

3、把蛋送回家

老师：刚才，我生了那么多的蛋蛋，而且是各种形状的蛋蛋，
你们喜欢吗？（请幼儿说一说有些什么形状）



一个杯子，把里面的蛋蛋放到和他一样形状的篮子里，好吗？
（幼儿操作）

活动反思：

我还是比较好的带动了他们的积极情绪。同时在预设活动中，
我整合了音乐，计算，语言，并且我个人觉得整合得还是比
较得体的，没有一种硬生生的强制增加上去的感觉。为了更
好的带动孩子们的情绪，我即兴的增加了一些打气的动作来
渲染孩子们，以前哭闹得很厉害的王济海，被我的举止吸引
了很快的投入到活动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因为孩子们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主题学习，对于母鸡有了一点认识，所以
当我以母鸡妈妈的身份要求他们来做我的宝宝时，孩子们显
得很热情，并且从始至终王欣宜总是叫我“妈妈”，看来这
个角色在她的头脑里已经根深地固了。

只是在活动的设计中，应该将“鸡蛋宝宝”放在活动室中让
孩子自己去拣，篮子也应该放在不同的地方，避免太拥挤。
小班孩子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他们比较喜欢模仿，喜欢反
复的摆弄物品，反复的重复一个动作，所以我应该多给孩子
一些动手操作的机会，让这样的形式来带动他们活动的兴趣，
让孩子在游戏中学到知识。

语言互帮互助好朋友活动反思小班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培养宝宝手眼的协调能力以及手指小肌肉的训练。

2、培养宝宝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

3、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活动准备：

活动室内布置服装展(悬挂扣子较大(较小)的衣服若干)。两
名教师(一名主教师，一名助教师。)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组织宝宝坐好，谈话激发他们参与活动的兴趣。

师：“宝贝们，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去参观服装展，大家高兴
吗?”

(高兴)带宝宝进入活动场地。

二、基本部分：

1、边参观，边观察。

教师：宝贝们，你们看，这些衣服都是什么样的?组织宝宝讨
论后，引导宝宝回答：这些衣服都是扣扣子的。

教师：宝宝们看得真仔细，这些衣服都是扣扣子的。不过，
它们的扣子都没扣，老师想请小宝贝们帮忙扣好。

2、出示衣服，引导宝宝观察扣子及扣眼，让宝宝更进一步地
了解纽扣。

老师：宝贝们，这些都是我们每天都要穿的衣服，你们看，
衣服正面两侧各有什么?

宝宝：有纽扣和小窟窿。



老师：噢，宝宝真聪明，知道有纽扣和小窟窿。小窟窿有一
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扣眼。

宝宝：好。

教师小结：

刚才这位宝宝帮老师把衣服上的扣子和扣眼重新组合在一起
了，他完成的较好，不过，老师还有更好的办法要教给你们。

3、主教师演示扣扣子的方法：一手拿扣子，一手扶扣眼，由
里向外掏出扣子。助教师引导宝宝观察扣扣子的方法。

4、宝宝练习操作。

(1)分给宝宝每人一件衣服，让他们独立练习扣纽扣，教师巡
视纠正。

(2)宝宝练习扣好大扣子后，再扣小扣子，教师巡视纠正。

(3)扣扣子比赛。(可分组进行)

老师：小宝贝们都学会了扣纽扣，咱们来比赛一下，看谁扣
得又快又好。(完成好的及时表扬，鼓励操作差的宝宝。)

5、总结游戏情况。

宝贝们今天可真能干，这么多衣服都帮老师整理完了，而且
做的又快又好。

三、结束部分：

表扬操作好的宝宝。

活动延伸：



让宝宝回家后继续练习扣不同类型的扣子。

活动反思：

活动中幼儿都很乐意自己动手学习扣纽扣，大部分的幼儿都
能完成任务，目标基本达到。

以下是我的反思的几点不足：

1、教师对个别幼儿关注不够。

2、教师提要求的时候，应该重点强调扣纽扣的时候要先将衣
服放整齐，才不会导致个别幼儿扣错。

通过自理活动的开展，让幼儿在活动中得到了快乐，同时幼
儿的动手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体现了玩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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