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夏天手工教案及反思大班(优质5
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那
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幼儿园夏天手工教案及反思大班篇一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夏天好热啊》，了解小动物不同的找凉快的方
法并愿意用简单的语言或动作模仿、表述。

2、初步感受夏天明显的季节特征，知道一些常用的消暑方法。

活动准备：

课件、幼儿图书、图片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初步表达对夏天的感受

提问：

1、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

2、你觉得夏天和其他季节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3、是啊，夏天火辣辣的太阳让人感觉好热，汗一直往外冒。

二、观看课件——了解不同找凉快的方法



1、小动物们在夏天也会觉得很热，看看他们是谁?(小鸡、小
狗、水牛、蜗牛)

2、有谁可以帮帮他们，想个好办法让他们变凉快点。

(小鸡小鸡，快到树荫下休息会，这样能让你变凉快;小狗小
狗……)

3、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ppt逐一观看)

1)小鸡是怎么找凉快的?它为什么要躲到树荫下?

学学小鸡的样子并说说好听的话。

(夏天好热呀，小鸡躲到树荫下，让自己变凉快)

2)小狗为什么要把舌头伸出来，这是在做什么?

(夏天好热呀，小狗伸出舌头，让自己变凉快些)

3)水牛是怎么找凉快的?它为什么要跑到河里去呢?

(夏天好热呀，水牛呆在河里，让自己变凉快)

4)小蜗牛是怎么找凉快的?它的头、腿去哪里了去了?

(夏天好热呀，蜗牛把头和身体缩进壳里，让自己变凉快)

4、小动物们都为自己找到了变凉快的好办法，那你们呢?有
什么好办法为自己找凉快呀?

(鼓励幼儿发挥想象，想出不一样的找凉快的方法。教师根据
幼儿想出的办法一一将图片展示在黑板上)

5、除了你们说的办法，其实还有其他好办法呢，你们想知道



吗?

小结：夏天虽然会让人觉得很热，但我们有好多办法，可以
用喝的、吃的方式，还可以以用的'，装扮的方式让我们便凉
快，炎炎夏日我们不用担心啦。

三、完整欣赏——夏天好热呀过程中观察幼儿传书和翻书的
情况。

教学反思：

因为夏天的炎热孩子们在太阳下都能感受到，所以能够较好
地理解故事的内容。学习故事时，孩子们边做动作边说非常
的感兴趣，通过本次活动使幼儿对怎样进行防晒有了更清楚
的认识，对度过夏天有很大的帮助。

幼儿园夏天手工教案及反思大班篇二

活动目标：

1．理解儿歌内容，体验儿歌的韵律特点，并正确地讲述夏天
的特征。

2．进一步体验夏天的到来，喜欢夏天。

活动准备：

搜索一些关于夏天的图片：火辣的太阳、知了在树干上、河
里开满荷花、青蛙跳出水面的样子、绿油油的菜地、穿吊带
裙的小女孩和穿短裤背心的小男孩、西瓜、各种冷饮等。

活动过程：

1．通过提问，引发幼儿活动的兴趣。



（1）谁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你怎么知道的？

（2）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相应的图片。

2．运用图片，引导幼儿学习儿歌内容。

（1）示范朗诵儿歌。

有一首儿歌讲的就是夏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儿歌的名字叫
《夏天到》。

3．启发幼儿提问，帮助幼儿理解“庄稼”的意思。

（1）小朋友对这首儿歌还有什么问题吗？

（2）根据幼儿的疑问，鼓励幼儿相互解答，重点帮助幼儿理解
“庄稼”的意思。

4．幼儿集体朗诵，引导幼儿感知儿歌的韵律。

幼儿园夏天手工教案及反思大班篇三

课题：

夏天的阳光

课时：

12――2

教学目标：

1、能编创简单伴奏，并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

2、能按意图及节奏编创适当的词，并能准确地拍和读。



教学重点：

编创简单的节奏。

教学难点：

有意图地编创。

教学准备：

录音机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进教室。

2、发声练习。

3、复习歌曲。

二、基本部分：

1、聆听《夏天的阳光》

（1）完整地聆听歌曲。提示：歌中唱出了什么？你的心情如
何？

（2）复听歌曲：提示：你感到这首歌适合跳舞还是适合走路？
选择一个图，并随着音乐试着做一做。

（3）教师可选择一组学生，用打击乐随着歌曲录音敲击。培
养学生积极参与的意识。



2、编创与活动：]

（1）本课的编创与活动安排了一个看图编词并进行读拍的练
习。教师指导学生分别拍击两条节奏，说出各是几拍子的。

（2）分小组看图编词，用蜜蜂和鸟叫的声音编创模声衬词，
也可编创词组。

（3）指导学生用打击乐为自编的带词节奏敲击，可击节拍，
也可击节奏提示学生敲击出音的强弱。

三、结束部分：小结。

幼儿园夏天手工教案及反思大班篇四

聆听、感受大自然中的声音，积极尝试用不同材料、不同方
法制造声音。

在欣赏散文《夏天的声音》中展开想象，制造和体验美妙的
大自然之声。

教学准备

分别装有米粒、黄豆的透明瓶，搪瓷杯，筷子，不锈钢小勺，
塑料垫板，塑料袋，空纸盒，铁盒，硬币，木块，等等。

录有雷声、雨声、蝉鸣声、蚊子叫声、空调运行声等夏天里
的各种声音的音带。

教学过程

一、聆听、感受大自然中的夏之声

1.教师播放大自然的声音，引导幼儿倾听并表达。



师：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师：你在什么时候也听到过这个声音?

师：夏天里，你还听到过什么声音?

2.师(小结)：轰隆隆的雷声、哗啦啦的雨声、“知了知了”
的蝉鸣声、嗡嗡嗡的蚊子叫声，这些都告诉我们夏天到了。

(析：雷雨声、蝉鸣声等是幼儿熟悉的夏天里的声音。教师从
幼儿的已有经验导入，引发幼儿，在交流、互动中回顾更多
经验。)

二、探索、创造夏之声

1.用教师提供的材料制造声音。

师：除了大自然里有各种有趣的声音之外，我们的身边也有
很多东西会发出声音。

师(出示一些物品)：你能用这些东西制造出有趣的声音吗?请
你选择一样东西试一试吧。

2.分享制造声音的不同方法。

师：你选了什么东西?它发出了怎样的声音?

师：你是用什么方法让这东西发出声音的?

师(小结)：原来用不同的方法可以让同一种材料发出不同的
声音。

(例如：两个幼儿都选择了铁盒，但他们使铁盒发出了不一样
的声音。幼儿甲说：“我用手拍铁盒，铁盒发出了砰砰砰的
声音。”幼儿乙说：“我用拳头敲铁盒，铁盒发出了咚咚咚



的声音。”教师说：“哟!太神奇了。同一个铁盒用手拍或用
拳头敲，就会唱不一样的歌呀。”)

3.再次尝试自由选用材料制造声音，并在教师引导下将制造
的声音与夏天的自然之声产生联想。

师：刚才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让这些东西发出了声音。这次，
这些盒子、瓶子说：“我们也喜欢夏天，我们也想学一学夏
天的声音，你们愿意帮帮我们吗?”大家再来试试看吧。

4.大胆表达自己的联想。

师：你选择了什么东西把它发出了什么声音?

师：这种声音像什么?

(例如：有的幼儿用装满米粒的塑料瓶发出了沙沙沙的下雨
声;有的幼儿敲打铁盒说发出了轰隆隆的打雷声，有的幼儿拗
动塑料垫板发出了呱呱呱的蛙鸣声。)

师(小结)：你们看，这些东西普普通通，但我们用不同的方
法居然变出了这么多夏天里的声音，大自然真是奇妙。只要
我们多留意：多看、多听、多想，就可以从生活中发现更多
有趣的现象。

(析：这一环节的重点是引导幼儿探索不同物体用不同方法可
发出各种声音，难点是运用这些物品联想并模拟夏天的各种
声音。)

三、夏之声音乐会

1.欣赏散文《夏天的声音》。

师：有一篇好听的散文叫《夏天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一
听。



(教师边播放优美舒缓的背景音乐边朗读散文。)

2.在教师引导下为散文《夏天的声音》中的内容制造相应的
声音，体验自然之声的美妙。

师：这篇散文里也有很多有趣的声音。你们都听到了哪些声
音?

师：我们来开个音乐会吧，每热选一样东西，一起来模仿里
面的声音。

3.师(小结)：我们用敲、拍、吹、搓、拉等许多方法让一些
不会动的东西发出了有趣的声音，演奏出了那么多夏天的声
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美妙的音乐之外，大自然和生活中还
藏着许多奇妙的、好听的声音呢。只要你做个有心人，就可
以听到大自然为我们演奏的美妙的“音乐”。

幼儿园夏天手工教案及反思大班篇五

1.提高幼儿玩圈的兴趣，激发幼儿玩圈活动中的创造性。

2.学习与同伴商量合作玩的方法。

二、活动准备

1、教具：录音机、磁带、空场地。

2、学具：幼儿人手一个塑料圈。

三、活动过程

1.扮演角色，活动身体。

师：宝宝们你们想把自己的'身体练的棒棒的吗?



幼：想。

师：那跟着老师一起去锻炼身体吧!开起我们的圈出发吧!(师
生入场)

(1)听音乐，幼儿手拿塑圈，跟着教师做圈操。(音乐：蓝精
灵)

师：那现在我们一起来锻炼吧。(师生一起做圈操)

(2)引出我们今天请的小客人：小白兔入场。小白兔今天要来
给我们当裁判，看看谁玩的最好。

2.提供材料，自由探索。

(1)教师提示：“我们已经学会了用圈做操的本领。这个圈还
可以怎么玩?要动脑筋和别人玩得不一样。

(2)幼儿想出多种玩圈的方法，并亲自尝试，教师个别指导。

(3)教师仔细观察，邀请幼儿上来展示各种玩圈的方法。互相
启发交流。

玩圈方法简介如下：

a.滚圈：将圈向前抛出又去捡回来。

b.跳圈：在圈里跳进跳出。

c.小鸭走：幼儿又膝伸直，脚套在圈里分开撑住圈向前走，
不能让脚上的

圈掉下来，也不能用手帮忙拉着圈走。



d.带圈走：幼儿三四人一组，站在圈里，手拉手，用脚踏着
圈向前快走。

e.转圈：幼儿用手转圈，使其原地旋转。

f.踏圈走：把圈竖起，两脚依次踏着圈的边缘，侧向移动双脚，
使圈向前滚动。

g.套圈：从头套入脚下取出—从脚套入头上取出—从臀部套
入四肢取出—从四肢套入臀部取出。

(4)幼儿带着同伴的启发，继续探索练习。

师：小朋友真能干，想出了这么多的玩法。那你们知道小白
兔最大的本领是什么呢?

幼：跳。

师：那我们来跳跳看，但是要和其他宝宝跳的不一样。(幼儿
玩圈，教师讲评跳的好的幼儿)

3.难度练习，重点指导。

(1)幼儿自由结伴将塑圈摆在地上搭成各种图案，然后逐个进
行跳圈活动：单脚或双脚连续跳，左右脚交替跳，左右脚开
合跳等。教师重点指导：如何与同伴商量合作玩的方法。

师：现在老师要你们大家一起合作，把圈放在地上拼成一个
图案，然后来玩玩看。(幼儿自由结伴玩圈)

(2)教师将合作得较好的组的玩法展示给同伴看，提供幼儿合
作玩的方法。

(3)教师小结：小朋友真能干，老师看了可高兴了，你们不仅



用圈玩出了这么多的玩法，而且还拼出了这么多的图案，老
师要表扬你们。

4.游戏《拔萝卜》。

师：小朋友们做了这么久的运动，你们看小白兔的肚子都---
----?

幼：饿了。

师：你们看那是什么?

幼：萝卜。

师：那边地里种了那么多的萝卜，可是没有路过去，宝宝们
快想个办法吧!(幼儿自由想办法，教师引导幼儿用圈铺路)

师：小朋友们真能干，想出了用圈铺路的好办法，那现在开
始铺吧。铺好以后再从路上过去吃萝卜。我们大家可以比赛
看看谁拔的萝卜多。

5.结束活动，放松练习。

播放舒缓的音乐，小朋友跟老师一起做放松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