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快乐的六一教案反思中班(模
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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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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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在快乐、有趣的`水上游戏活动中进一步熟悉水性，练习
水中憋气以及感受水的阻力与浮力。

2、通过在水上进行队行变形及动作的展示，能大胆表现自己
水上活动的能力，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3、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4、培养幼儿对数字的认识能力。

活动准备

1、大毛巾、拖鞋

2、录音机、音乐磁带《拉个圆圈走走》

3、水枪、水球、空瓶子、小水桶、浮板等玩水玩具

活动过程

1、进行换衣、鞋，上洗手间，做岸上的准备运动。



2、(入水)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随着音乐沿着池边进行踏步走
变成四路纵队并进行队行地变化。

要求：鼓励幼儿大胆地踩水，让溅起的水花打到幼儿的脸上，
感受水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初步尝试闭气地感觉。

3、随着音乐幼儿走成一个大圆圈，(幼儿人数多的情况下可
围成两个圆圈)，幼儿手拉手边唱歌，边沿着圆圈走。唱
到“看谁先蹲下”，幼儿立刻蹲下来。唱到“看谁先站好”，
幼儿立刻站好。

要求：在蹲下来的时候，要求幼儿吸气屏气后整个人沉到水
中去，练习水中憋气的技能。(游戏3——4遍)

4、幼儿自由选择玩水玩具进行嬉水活动。

活动结束

1、幼儿上水后，要求冲洗干净身体并把大毛巾披上。

2、回班上后，进行常规地保育工作：擦干身体穿好衣服，吹
头发、滴眼药水等。

3、把泳衣进行消毒清洗。

活动反思：

由于小班幼儿年龄小，形象思维占主体地位，活动中我为幼
儿准备了大量的、适合合作玩的玩具，让幼儿在玩中体验合
作的快乐，并引导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培养幼儿合群、乐
群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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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的：

1、通过参观肯德基，幼儿了解有关肯德基内食品的加工，初
步感知服务员工作的辛苦。

2、在看看讲讲吃吃的过程中激发幼儿珍惜食物的情感。

活动准备：

幼儿事先提出一些有关肯德基的想法和问题，并作好记录。

活动过程：

一、引起幼儿参观肯德基的兴趣与愿望，教师提出要求。

1、小朋友，你们最爱吃什么？

2、那么你们知道肯德基里的薯条，汉堡包，土豆泥，鸡翅都
是怎么做成的？

二、组织游戏，体验快乐

1、肯德基的姐姐和幼儿做操。

2、互动游戏：通过幼儿和肯德基工作人员进行互动游戏，进
一步激发幼儿的兴趣。

三、幼儿参观肯德基，了解制作过程。

1、参观肯德基店，对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2、参观买卖过程，了解如何正确购买。



活动反思：

少一半的幼儿对教师的`提问能积极反应，大部分幼儿比较被
动，需要鼓励和再次引导。大多数幼儿能简单自我介绍，在
游戏互动环节里，幼儿都能参与活动，在旦表述时语句单一，
缺完整、连贯说话的表达能力。所以，有勇气在同伴面前大
声说话、用比较完整的句子表述还需要在不同的领域教学中
渗透能力培养，多给幼儿表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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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活泼的水时刻跳跃着，它们和孩子们的心一起跳动，让孩子
的心自由，让孩子的身体轻松，在嬉水游戏中，孩子可以获
得一种特殊的独有的情感体验，捧一捧、拍一拍、抓一抓水，
其乐无穷。



活动目标

1．观察水的特性、变化。

2．体验嬉水的快乐。

3．乐于探索水的奥秘。

活动准备

1．大水池(水池中水没过幼儿小腿)，各类大小不同的.容器。

2．充气玩具、救生圈、球若干、铃鼓一个。

过程建议

1．活动身体：穿上泳衣、泳裤，做腰部、膝部的活动。

2．嬉水活动

(1)幼儿先把脚上的鞋放在一边，然后从楼梯上一个跟着一个
下去。

(2)自由玩水：幼儿自由在水池里玩水、踩水。教师引导幼儿
感受水的特性。“你的身体水里有什么感觉?水能抓住吗?看
得见你的脚吗?”

(3)提供材料，幼儿探索。幼儿用各类大小不同的容器盛水、
倒水，观察水的流动。在水中玩充气玩具、救生圈，观察其
在水中的情况，感受水的浮力。

3.嬉水游戏

(1)推球水中走：每人一个球，推球走、踢球走。



(2)学小动物走：教师扮大象，敲击铃鼓，并不断改变站立的
位置。幼儿扮小动物听信号向教师扮的大象走去。

4、放松活动

幼儿依次爬出水池，用毛巾擦干身体，换衣服和鞋子。

延伸提示

1.讨论：还想玩些什么嬉水游戏?

2．观看教师或中大班幼儿制作的玩水玩具：水车、水伞等，
学习自制小帆船放入水中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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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活泼的水时刻跳跃着，它们和孩子们的心一起跳动，让孩子
的心自由，让孩子的身体轻松，在嬉水游戏中，孩子可以获
得一种特殊的独有的情感体验，捧一捧、拍一拍、抓一抓水，
其乐无穷。

活动目标

1、观察水的特性、变化。

2、体验嬉水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大水池（水池中水没过幼儿小腿），各类大小不同的容器。

2、充气玩具、救生圈、球若干、铃鼓一个。



活动过程

1、活动身体：穿上泳衣、泳裤，做腰部、膝部的活动。

2、嬉水活动

（1）幼儿先把脚上的鞋放在一边，然后从楼梯上一个跟着一
个下去。

（2）自由玩水：幼儿自由在水池里玩水、踩水。教师引导幼
儿感受水的特性。“你的身体水里有什么感觉？水能抓住吗？
看得见你的脚吗？”

（3）提供材料，幼儿探索。幼儿用各类大小不同的容器盛水、
倒水，观察水的流动。在水中玩充气玩具、救生圈，观察其
在水中的情况，感受水的浮力。

3、嬉水游戏

（1）推球水中走：每人一个球，推球走、踢球走。

（2）学小动物走：教师扮大象，敲击铃鼓，并不断改变站立
的位置。幼儿扮小动物听信号向教师扮的大象走去。

4、放松活动

幼儿依次爬出水池，用毛巾擦干身体，换衣服和鞋子。

活动延伸

1、讨论：还想玩些什么嬉水游戏？

2、观看教师或中大班幼儿制作的玩水玩具：水车、水伞等，
学习自制小帆船放入水中玩。



活动反思

由于小班幼儿年龄小，形象思维占主体地位，活动中我为幼
儿准备了大量的、适合合作玩的玩具，让幼儿在玩中体验合
作的快乐，并引导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培养幼儿合群、乐
群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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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目标：

1、愿意说说在动物园看到的各种动物，并介绍自己喜欢的动
物。

2、能大胆的使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激发爱动物的情感

二、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了解几种常见的动物名称。

2、物质准备：幻灯片动物园拍摄的照片。

3、与幼儿人数相同的小红星若干枚。

三、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师：“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去过动物园呀?那你们在动物园
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1)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说自己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2、带领幼儿参观”动物园“。

1)播放多媒体课件观看各种动物的图片。

2)引导幼儿认识各种动物，并能说出它们的名称。

(二)幼儿与教师交谈。

1、请猜猜老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1)请幼儿大胆猜测教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2、请幼儿说一说，你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

1)提问”你喜欢什么小动物?，为什么?

2)鼓励幼儿大胆的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请个别幼儿上来介绍喜欢的动物。

(三)送颗红星给喜欢的动物

1、请每位幼儿取一枚红星粘贴在自己喜欢的动物图片下面。

(三)游戏：猜一猜它是谁?

1、请个别幼儿上来模仿小动物，让其他小朋友来猜一猜，这
是什么小动物!

(四)活动结束：

小动物们都很可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关心和爱护小
动物。

活动反思：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纲要》明确要求“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
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
言交流的乐趣。”为此，教师在活动前用心创设了“宝宝动
物园”的教学情境。活动开始时，幼儿听说教师要带他们去
参观“宝宝动物园”,都高兴极了。然后，在参观“宝宝动物
园”时，动物园里生动形象的环境布置更是进一步引起了幼
儿参观的兴趣。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幼儿营造一个自由、
宽松的谈话情境，从而激发幼儿参与谈话的欲望，为后面的
交流环节做好铺垫。

二、多种形式，引导交流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到：“多给幼儿提供倾
听和交谈的机会。”在本次教学活动中，教师非常注重交流
环节。分别采用了自由交流、分组交流、集中交流的形式，
引导幼儿大胆交流。

(一)自由参观，自由交流。

在带领幼儿参观“宝宝动物园”时，教师先引导幼儿认真观
察并发现“宝宝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然后引导幼儿以自
己的观察和已有经验，自由说出自己发现的动物的名称以及
相关认知。在这一环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做任何形式的
引导，让幼儿在毫无束缚的状态下轻松参观，自由交流。

(二)分组交流，大胆表述。

在分组交流自己喜欢的动物的环节时，教师能够积极地参与
到幼儿的交流之中。在与幼儿交流的过程中，教师注意鼓励
幼儿大胆发言，引导幼儿轮流发言并注意倾听同伴的发言，
提醒幼儿互相学习彼此的谈话经验。比如，当一位幼儿表述
得较完整的时候，教师及时对该幼儿进行表扬，并提醒其他



幼儿向该幼儿学习说完整的话。

(三)集中交流，大胆表述。

在幼儿分组交流的基础上，教师再引导幼儿进行集体交流。
在此环节中，教师不仅注重对举手发言的幼儿的引导，还有
意识地将问题延伸，引导其他幼儿一起加入谈话的行列。比
如，当一位幼儿回答我喜欢的动物是小兔子时，教师会有意
识地提问其他幼儿：“你们有谁也喜欢小兔子?小兔子是什么
样子的?小兔子还有什么本领?”等等。这样做，既照顾到了
个体，又照顾了全体。通过交流，幼儿之间的经验得到相互
补充。

三、关注差异，个别引导

《纲要》中提到：“必须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
个性的发展。”在“师幼交流，大胆表述。”这一环节的教
学过程中，教师积极地加入到幼儿的谈话之中。在参与幼儿
谈话的过程中，教师注意关注幼儿的个体差异，并且根据幼
儿的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引导。

(一)针对能力较弱的幼儿：

教师注重引导他们大胆说出自己喜欢的动物的名称。在该幼
儿出现因为急于表达而说不清楚的时候，教师能够提醒幼儿
不要着急，慢慢说，同时教师注意耐心倾听该幼儿的讲述，
在该幼儿表述不对或不完整时，教师不是急于为幼儿纠正回
答或帮助其说出答案，而是通过提问其他幼儿，并引导能力
较弱的幼儿注意倾听能力较强的幼儿的表述。教师通过引导
幼儿同伴之间的互相学习，拓展了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表述经
验。

(二)针对能力中等的幼儿：



根据小班幼儿的爱模仿的学习特点，教师在引导他们大胆说
出自己喜欢的动物名称的基础上，教师使用平行谈话的方法
为幼儿提供了新的谈话经验进行模仿。比如，在幼儿不懂如
何表述时，教师这样对幼儿说：“老师也有自己喜欢的动物。
老师喜欢的动物是孔雀。孔雀很漂亮，它会开屏。孔雀开屏
的时候，尾巴像一把漂亮的大扇子。”

(三)针对能力较强的幼儿：

教师则注重通过一系列的提问来引导幼儿大胆与同伴进行交
流。如“你喜欢的动物是谁?它长的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叫
的?它有什么本领?”等等。与此同时，教师还有意引导幼儿
用声音、动作创造性地表现出自己喜欢的动物，并且请其他
幼儿一起模仿该幼儿的表现。这样做对能力较强的幼儿是另
一种形式的表扬，无形当中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幼儿的.自信心，
同时又帮助其他幼儿拓展了他们的谈话经验。

教师根据幼儿能力的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引导和帮助，让每
个幼儿都有话可说，从而促进了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
展。”

四、游戏形式，体验乐趣

小班幼儿的思维具体形象,爱模仿,认知靠行动。对于小班的
幼儿而言，游戏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在教学过程
中多处采用游戏的形式进行教学,如“小火车”的游戏形式入
场、竞猜游戏，模仿游戏……，通过游戏，一方面幼儿使幼
儿的游戏欲望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幼儿的创造性能力也得
到了发展。

五、结合回答，随机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注意结合各种动物的特点对幼儿进行
随机的生活教育。比如当一位幼儿说小兔喜欢吃萝卜和蔬菜



时，教师结合幼儿的回答教育幼儿要向小兔一样做一个不挑
食的好孩子。当一位幼儿说乌龟的本领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够躲进自己的龟壳里，教师从中教育幼儿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能随便让陌生人进门。

存在不足：

1、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教育时机的把控还不够到位。

2、在指导语的表述上还不够精确简练。

3、在最后的游戏环节中，游戏的次数较少，不够满足幼儿积
极参与游戏的欲望。

改进策略：

1、在交流中，教师还应进一步注意抓住教育时机，注意根据
幼儿的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方式引导幼儿大胆表述。

2、在指导语的表述上还要多加斟酌，尽量精确简练，提高指
导语的有效性。

3、在最后的游戏环节中，游戏的次数可适当增加，进一步满
足幼儿积极参与游戏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