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有用的书教案反思小班(通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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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的书教案反思小班篇一

教案目标：

1．有废物利用的意识，对回收垃圾、给垃圾分类有兴趣。

2．养成回收垃圾的习惯，增强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意识。

3．知道垃圾可以回收变成新的物品，垃圾是有用的，掌握垃
圾分类的方法。

教案准备：

1．认知准备：幼儿对生活中的垃圾有一定的认识，看见过垃
圾场、垃圾堆。

2．材料准备：

(1)垃圾场图片，玻璃从回收到再生的图片一套，几个大篮子。

(2)每个幼儿从家里带来报纸、易拉罐、纸盒子、玻璃瓶等废
旧物品(装在大篮子里)。

教案过程：

一、提问，引出话题。师：什么是垃圾?(不要的东西、没有
用的东西就是垃圾。)二、观察垃圾场图片，了解垃圾的去向，



知道垃圾多了的坏处。

1．了解垃圾的处理方法以及给人们带来的`害处。

掩埋法：占空地，污染地下水，容易滋生老鼠、苍蝇、病菌；
焚烧法：容易产生烟尘污染；积肥法：农业生产几乎都不用
积肥了。

2．启发幼儿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垃圾?

三、引导幼儿为垃圾分类。

1．出示幼儿带来的各种废旧物品，请幼儿动脑筋想一想：这
些垃圾真的就没有用了吗?

(1)观察“玻璃瓶从回收到再生”的图片，悦一说废旧玻璃瓶
是如何变成崭新的玻璃制品的。

(2)讨论：废纸怎样变成新纸?旧的易拉罐怎样变成新的易拉
罐?

小结：垃圾并不是非丢不可，很多垃圾还是可以再利用的。
有工人叔叔专门把废旧物品收回去，重新制成新的物品。

2．引导幼儿给垃圾分类。

师：为了方便回收，我们应当把垃圾分类整理。看一看，哪
些废品可以分为一类呢?允许幼儿互相讨论，可提示幼儿，把
质地相同的东西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并探索用图案标志来标
明种类。

一般来说，垃圾中可以回收的物品可分为四类：

(1)金属：如铁罐、铝罐、锡等，回收后送往工厂，可以再冶
炼成各种金属制品。



(2)纸张：利用旧纸做原料，制成再生纸。

(3)玻璃：汽水瓶、酒瓶等玻璃罐，经过清洗、消毒后可以再
重复使用或重新加工制成新的玻璃制品。

(4)其它3．提出要求。

以后小朋友把家里的废旧物品拿到幼儿园来，并分类放好，
再卖给收废品的人。愿小朋友都争当小小环保尖兵，让好多
废品又变成新的有用的东西，为地球减少垃圾，节约能源。

有用的书教案反思小班篇二

4、教师小结。

(1)教师：“垃圾宝宝都已经送回家了。那谁能告诉大家把这
些垃圾一个个分开有什么用呢?”邀请幼儿尝试回答。

(2)教师：“那让老师告诉你们，其实垃圾分类是很重要的，
比如喝过的饮料瓶，使用过的塑料袋，这些塑料材料回收后
可以制作新玩具，水壶，塑料袋;废纸、废纸箱可以再加工变
成新的纸，做成图书，小朋友们可以继续画画写字看书;碎玻
璃也可以再加工变成新的.瓶子杯子;钢铁金属可以回收熔炼
变成新的钢材，用来制造汽车，轮船。

垃圾回收让我们生活的环境变得干干净净的，也让清洁工叔
叔阿姨们减少了工作量。所以我们小朋友在平时不要乱扔垃圾
(尝试让幼儿结合生活实际举例子、出示ppt)，做一个环保的
好孩子!你们能做到吗?(能!)那让我们一起从今天做起。

教学反思

在本次活动孩子们都是积极的参与到活动来，一开始我神秘
的出示以后各孩子们生活中的垃圾袋，从里边出示一些常见



的垃圾，将孩子带到垃圾的情境中，又用游戏法，请小朋友
尝试根据u盘中的垃圾分类游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了解生活
中的垃圾，再到体验垃圾分类，作为导入环节，从本次课孩
子们的表现看是比较好的。在第二个环节中孩子们来讨论垃
圾的用处时，个别孩子对这个概念的含义理解不够，因此在
这个环节中就显得操作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教师调整教
学法，往后再设计时要考虑到不同能力孩子的发展水平，当
然在活动中旧的体现一定的层次性，满足不同幼儿的发展需
要。虽然孩子们对本次活动中设置的实物分类游戏也是很感
兴趣，但是由于投放的材料较单一，造成能力强的孩子很快
就完成了，而能力一般的孩子也没没困难，因此在后面制作
分级分类的标志时孩子的思维很活跃，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标
志，但是本次活动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也需要往后的学习，
来改正和提升自己。

有用的书教案反思小班篇三

活动目标：

1、自主寻找周围坏境中的声音。

2、发现用同一种”工具“敲击不同的东西，发出的声音是不
同的。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培养幼儿对科学现象进行探索的兴趣。

活动重难点：

自主寻找周围坏境中的声音并发现用同一种”工具“敲击不
同的东西，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

活动准备：



小勺若干，

活动过程：

一、设计情景

引导幼儿说出生活当中的各种声音

师：我们家里有个小懒虫，每天早上都要等到听到一种小动
物的声音才会起床，你们猜猜会是哪一种小动物的声音。启
发幼儿想想各种动物的声音。起床以后这个小朋友会做什
么(上厕所，洗脸刷牙吃饭喝水。)吃饱饭了，这个小朋友要
去幼儿园，一路上他会听到什么声音(各种车声，小摊小贩的
吆喝声。)来到幼儿园会听到什么(老师小朋友互相问候)

小结：在我们的周围你只要细细的聆听，就会寻找周围坏境
中的声音。同时我们还能自己制造出很多声音。

二、用勺子敲击出不同的声音师;我们每个小朋友手里都有一
把勺子，大家动动脑子看看它能发出什么不同的声音。

三、活动结束

师：今天我们发现了周围环境中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来，而且
有些声音还非常的好听，而且我们也能自己创造很多不同的
声音，下面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到外面看看还能发现出什么
特别的声音。

教学反思：

幼儿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形象性、具体性的特点，喜欢直接参
与尝试，对操作体验型的活动尤为感兴趣。本次科学活动正
符合了孩子们好动手、喜探究的心理特点。活动的目的是培
养幼儿动手操作、主动活动的兴趣和创造意识。材料的提供



上既注意材料的平常性，又充分注意了材料的层次性、开放
性，幼儿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主动探索，
体验成功的快乐。

有用的书教案反思小班篇四

活动目标：

1、了解废报纸的不同用途，懂得很多东西能变废为宝，萌发
初步的环保意识。

2、能大胆地将自己的经验与同伴交流。

活动准备：

1、幼儿有一些生活中使用废报纸的经验

2、废旧报纸

3、ppt：镜头一：人们在衣服里面塞满了废报纸

镜头二：一个盒子、一个花瓶和一些废报纸

镜头三：将废报纸做成门帘、地毯将报纸做成沙发、椅子等
等

活动过程：

一、说说报纸

师：（拿出报纸）孩子们，看我拿来了什么？

众幼：报纸

楠楠：废报纸



师：哦！（我有点出乎意外）是吗？你怎么知道这些是废报
纸？

幼：这是前几天的报纸了，已经是我们看过的报纸。/这些报
纸都旧了。

你那张报纸上的鸟巢的新闻我们已经读过了。

今天是4月24日，这张报纸已经过期了，不是今天的了。

师：是呀，我们已经看过了的，过期了的报纸就是废报纸。

分析：孩子的一句“废报纸”打断了我原有的预设，但我马
上感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契机，我应该接过孩子抛来的球，于
是我追问到：你怎么知道这些是废报纸？让我的提问去激发
孩子的讨论，在讨论中孩子们进一步了解什么是废报纸。

师：你们家有人看报纸吗？他们为什么要看报纸？

分析：从幼儿的回答中可以发现他们对报纸是非常熟悉的，
能从不同的.方面说出家人看报纸的原因。而我在肯定他们的
同时分别给于了不同的总结。比如：对呀，报纸上有财经信
息，炒股票的人能从报纸上看到股票的涨和跌；是呀，我们
可以从报纸上了解到房产信息；是的，我们从报纸上可以了
解到国家大事，还有很多大家都在关心的重要事情；原来报
纸还有欣赏的作用，我们还可以从报纸上欣赏到各种漂亮的
图片等等。这些总结给了孩子规范的提升。

二、分享交流

幼：有用。/没有。

师：我们有的小朋友说有用，有的小朋友没用，那说说你们
的理由，谁先说？



分析：他们能介绍废报纸的各种用途，但孩子们说得很简单，
于是我通过一些追问，如：你看到过谁这么做的？为什么要
这么做？等问题，引发孩子将自己的经验介绍清楚，让孩子
的个体的经验成为集体经验。

三、引深拓展

师：你们介绍了那么多废报纸的用途，正好我这里有几张关
于生活中人们如何用废报纸的照片。想不想看？不过看的时
候，要找一找，废报纸在哪里？为什么要这么用废报纸？
（幼儿观看ppt，边看边议论废报纸的不同用途。）

镜头：人们在衣服里面塞满了废报纸

师：找一找，报纸在哪里？

幼：在那个人的衣服里。/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

师：为什么要把报纸塞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

幼：为了保暖（好几个孩子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师：为什么？

幼：报纸放在衣服里，外面的冷空气就进不去了。/我们的身
体和外面的冷空气被报纸隔开了，冷空气被报纸挡住了。

师：（孩子的回答似乎很对，我稍作了思考）是呀，你们说
得很好，把报纸塞在衣服里，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和外面的冷
空气隔开来，报纸把我们身体上的热气包住了，我们身体的
热气就不会传到外面去，热气散不掉了，这样我们就不会冷
了。我们生活中会用到这种方法吗？）

分析：在活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孩子怎么回答也会达不到点



子上的情况，有的老师着急了就会把正确答案告诉孩子，今
天活动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孩子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
验，因此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报纸的保暖作用，此时我并没有
急着将正确答案告诉孩子，而是给了孩子一点点提示，鼓励
孩子在老师给与一定暗示的情况下继续去思考。这样不但没
有扑灭孩子积极思考的火花，而是进一步激发了孩子思考、
发现的欲望。当孩子说出答案后，我并没有停止，而是及时
地进行追问：为什么？激发孩子的进一步思考。

活动反思：

通过本次活动，从引导启发幼儿感知废纸的用途，进而引出
故事，揭示故事中蕴涵的利用废纸、爱惜废纸的情感教育，
逐渐过渡到让幼儿自主探究尝试利用废旧报纸。

有用的书教案反思小班篇五

设计意图：

在一次游戏中，一个男孩拼命想让一个头重脚轻的罐子站立
起来，结果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交流的时候全班孩子
帮他想办法，最后他们在罐子里灌入水，让罐子成功地站稳
了。这件事给了我设计集体教学活动的灵感，并促使我进一
步思考。思考之一是，在这个探索活动中幼儿最需要学习的
是什么，即最重要的“核心概念”有哪些，这些核心概念应
既能使幼儿理解科学的价值，又能为他们未来的科学学习做
好准备。思考之二是，如何找到让幼儿感知科学概念的媒介。
经过反复实验，我把一个长牙膏盒和一个短牙膏盒组合起来
制作了l形小玩具，让幼儿在玩中学，玩中悟，感知重心的作
用及力的平衡。

活动目标：

1.尝试在l形盒子底部加入一定数量的沙袋，通过变换沙袋的



位置，改变盒子的重心，观察盒子的静止稳定性。

2.通过实验学习合理预测及取材。

活动准备：

用废旧牙膏盒制作的两个末端分别标有红点、黑点的l形盒
子(中空的、内有沙袋的各若干)，袋装细沙若干，可供幼儿
站立操作的桌子若干。

活动过程：

一、出示盒子，导入活动

师(出示l形盒子)：看，老师带来了什么?它是什么样的?

师：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生活中有很多废旧的东西可以再使
用，今天我们就来和这个由牙膏盒变的l形盒子一起做游戏。

二、第一次探索：让空盒子站起来

师：你们觉得这个l形盒子能站起来吗?

(个别幼儿操作示范。)

师(小结)：你们真棒，发现l形盒子长的部分横躺在桌上，盒
子站起来了;短的部分横躺在桌上，盒子站起来了;长的部分、
短的部分放置成人字形，盒子也站起来了。

师：现在盒子上的红点和黑点有点不服气了，它们也想朝下，
让盒子站起来。你们有办法吗?如果让红点或黑点朝下，还能
让盒子站立起来吗?(幼儿猜想后进行尝试。)

三、讨论：为什么红点、黑点朝下时盒子站不起来



师：你们的盒子站起来了吗?红点、黑点朝下时都不能吗?

师：你们看清楚它们是怎么倒下的吗?朝哪个方向倒的?为什
么?(教师演示并尝试朝几个方向放置l形盒子，验证幼儿的猜
想。)

师(小结)：当红点朝下时，长的部分用它自身的重量把短的
部分拉倒，不让短的部分站着。当黑点朝下时，短的部分也
用它自身的重量把长的部分拉倒，不让长的部分站着。

四、第二次探索：让红点、黑点朝下的盒子站起来

师：我这里还有一个盒子，你们看我来试一试(演示红点、黑
点朝下都不会倒的不倒盒)。

师：咦，当红点、黑点朝下时，这个盒子上长的部分和短的
部分怎么都不会倒下呢?可能会是什么原因?(鼓励幼儿大胆猜
测。)

师：告诉你们吧。是我在盒子里面装了沙袋。不过是不是有
了沙袋的帮忙，盒子的长的部分和短的部分就一定能站立起
来呢?现在给你们每人一个有沙袋的盒子，你们去试试看，是
不是会和我这个盒子一样。

(每个幼儿操作一个有沙袋的盒子，通过变换沙袋的位置，使
盒子静止，保持稳定。)

师：咦，原来倒下的长的部分和短的部分为什么都能站立起
来了呢?

师：是沙袋在里面的关系吗?沙袋有什么作用呢?

师(小结)：有了沙袋的帮忙，长的部分和短的部分就有力气
抵抗了。当红点朝下时，短的部分和沙袋一起抵抗住长的部



分的力量，它就站起来了。当黑点朝下时，长的部分也和沙
袋一起抵抗住短的部分的力量，它也就站起来了。

师(用透明的盒子和幼儿一起进行验证)：沙子落在盒子的底
部，有红点(黑点)的部分重量重起来了，就不会倒下了。

五、制作不倒盒

师：想不想挑战一下，自己来做一个不倒盒?请把刚才给你们
的空盒子拿出来，我再给你们每桌一些沙袋，这些沙袋里的
沙子是一样多的。我们试试让沙袋来帮忙，让盒子站起来。
要求是：沙袋不能打开，只能一袋一地加。

(幼儿把沙装入盒子进行实验。)

师：你的实验完成了吗?请xxx演示一下。

师：原来长的部分自身的重量比短的部分重，长的部分的力
气也就比短的部分大了，所以它用两个沙袋来帮忙就能站住
了;短的部分的重量轻，所以要请更多的沙袋来帮忙才能站住。

延伸活动：

师：如果不请沙袋来帮忙，你们有办法在红点、黑点朝下时，
请长的部分和短的部分站起来吗?我们下次再来研究吧。

点评：

该活动教具设计巧妙、新颖。教师在活动中运用小玩具让幼
儿玩玩、学学、做做，这样的做法体现了“做中学”的新理
念：运用一个模型指向大概念。而这个大概念为幼儿将来的
学习搭建了最初的脚手架。在活动中，教师通过清晰的环节、
简练的语言帮助幼儿逐层梳理操作经验，把核心概念演绎得
清楚、到位，使重点、难点非常突出，有利于幼儿形成严谨



的思维方式。

教学反思：

1、纵观整个活动，感觉过程轻松、自然、和谐，幼儿在动手
操作活动中，体验了成功的快乐，获得了有关分类、语言、
科学等综合能力的发展。

2、透过孩子们在活动中的表现，我们得到这样的启迪：

(1)简单、操作性强的材料，有利于幼儿活动的开展，有利于
幼儿的探索和创造。

(2)只有当幼儿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与想法来使用材料时，他
们才能全身心投入活动之中，才能充分体现活动的多样性、
灵活性和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