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母亲节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
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班母亲节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掌握使用剪刀的正确方法，并学习剪弧线。

2、通过活动让幼儿体验到剪纸活动的快乐。

3、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1、红、黄、蓝色的纸若干。

2、录音机、磁带、剪刀、胶棒、抹布。

活动重难点：

重点：教授孩子使用剪刀的正确方法，让孩子学会安全使用
剪刀。

难点：提高孩子的动手操作能力。



活动过程：

（一）纸条宝宝变魔术，引出主题。

t：“纸条宝宝可调皮了，它们爬呀爬呀爬到我的头上，你们看，
它们变成了什么？”（兔子的耳朵）

t：“它们又爬呀爬，爬到我腰里，这会儿它们又变成了什
么？”（裙子、腰带）

t：“纸条宝宝变了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它现在要请小朋友帮忙
了，它们想变成春天五颜六色的花，小朋友想想，我们可以
怎样帮助它们呢？”（可以撕花，可以剪花、可以折花）

（这种变魔术的方式充满了神秘性，幼儿对魔术都有着极高
的兴趣，我选用“纸条宝宝变魔术”这种形式，集中了幼儿
的注意力，调动了大脑皮层的兴奋性，使幼儿能快速进入状
态，更好的集中了幼儿的注意力。通过大胆想象纸条变成了
兔子的耳朵，裙子等，发展幼儿的创造力）。

（二）剪刀娃娃变魔术

1、出示剪刀。“我们来看小剪刀变个魔术吧！”

2、老师示范怎样使用剪刀。“小手变把小手枪，剪刀洞里来
睡觉，剪刀张开大嘴巴，一上一下工作忙，咔嚓——咔
嚓——小剪刀剪出了什么颜色的花？”（红色的花）

3、拿一张正方形的纸。我们把正方形的花对折一下，再对折
一下，（变成小正方形，手拿小方形一角，开口朝上），正
方形的花变成了小山了，小剪刀要爬山了，咔嚓——咔嚓，
它从这个角爬呀爬，爬过弯弯的小山坡，爬到了那个角，这
次方形花变成了什么花？（圆形的花，有花瓣的花）



4、请小朋友拿出小手试一下。（以诗歌形式让幼儿掌握使用
剪刀的正确方法，幼儿能够很快地接受，也锻炼了幼儿各器
官间的协调能力。）

（三）小朋友操作，老师指导（音乐声中进行）

t：现在请你们的小剪刀也工作起来，剪一剪，变一变，剪出
不同颜色的花，剪得快的小朋友可以多剪一些。小剪刀还有
句悄悄话对你们说：“用完剪刀后请你们将剪刀的‘嘴巴’
合上，不然它的嘴该累了。”

（四）让幼儿自己总结你通过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你说一
下你在使用剪刀时你应该怎样做才能使自己安全的使用剪刀。

活动反思：

用剪刀剪弧形是本活动的重点，也是难点，小班幼儿的手部
控制能力还不太好，有的幼儿剪的还是折线，所以剪弧形是
本次活动的突破点。但幼儿在“小剪刀爬山坡”的形象语言
引导下，轻松地练习了剪弧线，由于幼儿第一次动手尝试，
他们之间的水平也有很大差距，有的幼儿已经能够在剪好的
小花的基础上，创造镂空的图案。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所以
要对幼儿的作品更多的是给予鼓励的评价，充分发挥他们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

大班母亲节教案篇二

1、培养幼儿分析、概括及速算反应能力。

2、掌握三以内数的组成、加减初步理解加法互换，加减互逆
的关系。

3、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能力。



4、愿意与同伴、老师互动，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

每人剪三张同样大的纸片，用小纽扣在纸片上分别画1~3个小
圆点，并写上相应数字

玩法：幼儿自愿结合，每两人一组游戏，以《剪子、包袱、
锤》决胜负，胜者先抽牌，另一名幼儿凑数，进行三以内的
组成，加减运算练习，算得对又快的幼儿得红华一朵，游戏
结束，红花多的为胜。

牌面朝下，每次只能抽一张，抽多抽少都视为违规。

由于活动前做了充分准备，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套游戏用的
卡片，充分调动起了孩子们的积极性。在此次活动中，孩子
们表现出对数学活动的浓厚兴趣。特别是游戏环节，孩子们以
《剪子、包袱、锤》决胜负的形式进行游戏。掌握了3以内的
组成、加减，初步理解了加法互换，系。培养了幼儿的速算
能力。只有个别幼儿，如董雨桐、王子恒学的不太好加减互
逆的关系。

大班母亲节教案篇三

1、幼儿通过合作交流学习7的分解与组成，感知数的分和的
有序性。

2、让幼儿在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中 共同学习、发展，充分
体验小组互助、合作学习的快乐。

1、不同大小、颜色、形状的西瓜、桃子的图片若干，不同种
类的拼插玩具和废旧材料。

2、音乐磁带：《我的朋友在哪里》

3、颜色或图案不同的数字1-6的卡片。



4、7的分和式记录表。

师：嗨嗨，我的1球碰几球?

幼儿：嗨嗨，你的1球碰5球。

2、 每组组长自报家门，教师为每组贴上相应的羊羊贴画。

3、 师：我们每只羊羊队的小朋友都很好，今天老师还特别
为你们请来了一个朋友(出示数字7)，让数字7作裁判，评判
出究竟是哪只羊羊队取得最后的胜利。

(2)分完后要把你分的结果填写到记录表上。

2、幼儿分组合作进行分解、记录，教师巡视并作个别指导。

喜羊羊队材料：桃子图片;美羊羊队材料：西瓜图片;沸羊羊
队材料：金鱼图片;懒羊羊队材料：拼插玩具;暖羊羊队材料：
奶盒和奶瓶;慢羊羊队材料：各种纸盒(牙膏盒、药盒、烟盒)。
等等3、 幼儿汇报美羊羊队：老师，我们组按西瓜的大小把7
分成了1和6.

喜羊羊队：我们组按桃子的种类把7分成了2和5.

暖羊羊队：我门组的材料都是关于奶的饮料，按盒子的和瓶
子的把7分成了3和4;4、 教师小结。

引导幼儿归纳7的分解方法有多少种。

5、 数字7裁判评出优胜奖，给予鼓励。

2、找朋友。

音乐《我的朋友在哪里》，幼儿手拿数字卡片边唱边找自己
的好朋友。



3、 幼儿互相检查，找到的朋友对不对。

4、 汇报。

我是草莓3，我是草莓4，我们合起来是数字7，我们俩是好朋
友。(俩个好朋友互相抱抱)四、延伸我们学习了数字2-7的分
解，也知道他们的分解方法有多种，请幼儿回家自己探索8的
分解方法有多少种,你能找到怎样的规律。

大班母亲节教案篇四

1、通过活动激发幼儿探究身边常见事物的兴趣，学习从不同
角度观察帽子的特征。

2、学习将活动过程用简便的方式记录下来，并和同伴进行交
流。

1、不同款式、颜色、质地、用途的帽子若干顶。

2、4张桌子，4张盖布，4块黑板，笔、纸若干。

1、学习分类记录的方法

(1)以游戏的方式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

(2)请4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小朋友上台，并请幼儿说说他们之
间的不同之处。“这里有几位小朋友?”“他们什么地方不一
样?”

(3)教师引导幼儿记录分类结果。“我们要把这里有4个小朋
友的事记下来，可以怎么记呢?”(教师引导幼儿用数字“4”
表示人数，用娃娃头表示小朋友)“谁能把有相同之处的小朋
友排在一起?”“他们是怎么排的，他们哪里一样?”(这两个
是男孩，这两个是女孩)“这又该怎么记呢?”(教师引导幼儿



用数字和简单的标记来记录)“除了这种排队的方法，还有没
有其他方法?”(教师在幼儿分类的基础上再次引导他们用简
单的标记来记录)

(1)引导幼儿观察帽子的不同之处。

(2)启发幼儿说出帽子的各种用途。

(3)提出分类的要求。“原来帽子的用处这么大，我们大家都
需要它。今天我们这里有这么多帽子，那我们就来开一个帽
子商店吧。想一想开商店我们要先做什么准备工作呢?”(引
导幼儿先从整理帽子开始)“我们可不能把帽子放得乱七八糟
的，你们说可以怎么摆放呢?”(引导幼儿说出将帽子按同一
特征摆放)

(1)提出记录的方法。“今天，我们请4组小朋友来整理一个
柜台。首先，请上来的小朋友数数柜台上有几顶帽子，用数
字和标记把它们记下来；然后，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把有
相同特征的帽子摆在一起并数数每种有几顶；最后，小组成
员一起商量看看该怎么记录。如果你们还有别的分法，就再
分一次，分好后再数数每种有几顶，想一想该怎么记录。记
住每分一次，就记录一次。”

(2)幼儿操作，教师引导幼儿在分类时要按同一标准全部分完
后，才能按别的标准再次进行分类。

(3)引导幼儿多角度地思考分类的标准。

(4)观察幼儿的不同记录方法。

大班母亲节教案篇五

分类是把物体分成各具共同属性的几组，也就是按照一种属
性或几种属性把一些物体放在一起。这里所谓的"属性"指的



是物体的形状、颜色、大小、粗细、长短、高矮、厚薄以及
数量等。分类的结果实际是"集合"的具体形式，它有利于帮
助幼儿理解并获得初步的集合概念。有关"物体的分类"在幼
儿园计算教学中占有相当重的比例。分类能力是幼儿认识数
和学习计数的基础。依据大班幼儿喜欢探究、有强烈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的特点，结合幼儿对图形特征的理解与兴趣，我
设计了此活动来帮助幼儿理解层级分类，体验内包含关系。
在材料的提供上，注意了多样性 ，力求调动幼儿的探索兴趣，
并且在难度上也分出层次，满足不同能力孩子的需要。在过
程的设计上，主要通过经验回忆、直接地探索、体验等方式
来激发幼儿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1、学习按事物的两种不同特征进行二次分类，体验类包含关
系。

2、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让幼儿懂得简单的数学道理。

一、导入：出示图形王国，激发幼儿兴趣;

二、学习二次分类

1.观察演示。出示图形，让幼儿观察其特征，想一想如何将
这些图形分成两组?有几种不同的分法?幼儿进行讨论。

2.幼儿讨论回答后，教师选择一种分法进行演示，如：将图
形分成大小不同的两部分。在此基础上启发幼儿想一想如何
将每一部分再分成两部分。教师演示分法。

3.教师小结：可先将图形按形状分，再按大小分;也可先按大
小分，再按形状分;



4. 学习对图片作二次分类。

发放操作材料，让幼儿观察图片的外形特征，然后按其特征
进行二次分类。

三、 经验迁移。游戏"看谁站得快"，进一步巩固幼儿的分析、
归纳能力。

四、活动小结，教师对幼儿分类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分析、
解决，帮助幼儿获得分类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