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丽的家乡教案反思中班(汇总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美丽的家乡教案反思中班篇一

我的家乡－平昌，是一座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四季分明的
小城市。

平昌是一座山城。山腰有著名革命家刘伯坚烈士纪念馆。纪
念馆四周鲜花蔟拥，绿树成荫，沿着纪念馆的石梯拾级而上，
就是县城的最高峰－佛头山了。山上苍松翠柏，亭台楼阁，
寺庙幽静，云雾缭绕，空气清新。只要你清晨到来，晨练的
音乐声，拜佛的诵经声，朗朗的读书声，小鸟的婉转歌声，
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原本寂静的大山，凭添了勃勃生机。
从山上往下看，除幢幢高楼大厦外，两条明亮如镜的的河流，
格外引人注目，河水清澈见底，碧绿碧绿的，偶尔，一两叶
小船在河面上悠然自得。远远望去，小河犹如两条绿色的带
子，环绕在群山中。水环绕着山，山倒映在水中，山水交融，
把家乡装点得更加美丽神奇。

我的家乡，物产丰富，素有“酒乡”的美称，著名的“江口
醇”“小角楼”酒。香飘神州，四海闻名。由于四季分明，
气候宜人，家乡除盛产丰富的谷物和各式蔬菜外，还是一个
巨大的水果园，四、五月有樱桃、草莓，六、七月的蜜桃、
李子，到了十月，那真可谓瓜果飘香了，有梨、苹果、桔子、
柚子、葡萄、让人眼花缭乱、垂涎欲滴。

我的家乡如此美丽富饶，我爱我的家乡。



美丽的家乡教案反思中班篇二

我的家乡在岑溪，是个美丽富饶的好地方。

春回大地，家乡的山焕然一新。春雨刚过，细嫩的花草顶着
一串串的露珠，贪婪地吮吸大自然的甘露，高大的松树、玉
桂、砂糖橘等各种树木都抽出嫩绿的枝条，一片片娇嫩的小
叶子从枝条里钻出来，也要喝过痛快。一阵阵春风吹过树梢，
立刻发出一阵阵悦耳的响声，好像春妈妈痴情地抚摸自己的
女儿，不由自主地发出咯咯的笑声。看着这生机勃勃的家乡，
我打心眼里爱上她。

夏天，绿树成阴。树木都长得郁郁葱葱，把整座山都封得严
严实实的。早上，露从路边升起来，整座山都有浸在这些晨
雾里，太阳出来，照射在这座山上，山上的雾不见。照射在
花丛中，温山遍野的各式各样的鲜花开得可热闹，一团团，
一簇簇的，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微风一吹花朵像一个害羞
的姑娘随风起舞。花儿散发出阵阵的芳香，引来蜜蜂、蝴蝶
的翩翩起舞。花园里的花多又多，花的颜色也五彩缤纷。杜
鹃花红彤彤的，好像一团团火焰，美丽极。

秋天，稻田里的稻子已经成熟。一阵阵秋风拂过，滚滚的稻
浪彼此起伏。淡黄的、金黄色的、深黄色的，远远近近，深
深深浅浅，蔚为壮观。枫叶变黄。松柏和竹子却显得更加苍
绿。漫山遍野的砂糖橘也开始成熟，一串串的、一堆堆的挨
挨挤挤的，半黄半青的未熟透的糖橘躲藏在叶丛里，像怕见
陌生人的小女孩那样。熟透的黄澄澄的糖橘在枝叶间露出圆
脸。山上还有许许多多成熟的水果，有贡柑、十月桔、皇帝
柑、蜜橘、葡萄……琳琅满目。

冬天天气寒冷，许多动物不得不躲藏在洞里过冬。偶尔有松
鼠到树上散步，看看是否春天回来。

我爱我的家乡，那里一年四季的景色都是诱人的，希望你有



机会到这里来细细地游赏。

美丽的家乡教案反思中班篇三

学习目标

态度：在了解家乡物产的过程中，使学生认识到：丰富的物
产与我们富饶的大地有着直接的关系，更是我们勤劳的父老
乡亲劳动的结果，同时也要让学生认识到，党的富民政策好。
尊重劳动，热爱和珍惜劳动果实。初步培养学生合理利用资
源、节约资源的思想。

能力：培养学生分析。比较事物的能力，综合认识事物的能
力。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查找资料、合作学习的能力。

知识：了解家乡的名胜，了解家乡的'过去和现在，知道家乡
的土特产，知道家乡的主要矿藏。

教学准备

1.准备一些家乡的土特产品

2.多准备一些图片资料，如传统农业的照片、现代农业的照
片，农林牧渔、矿产资源的照片，作为学习的资源。

教学过程：

大自然给我们的家乡留下了美丽的画卷，自然风光美不胜收，
秀丽山水令人留恋往返。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欣赏重庆这一
幅山水画。

一、家乡山水美

1、同学们，你去过重庆的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景物画面？



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2、教师出示ppt课件。

（三峡夔门、武隆芙蓉洞、江津四面山瀑布、奉节天坑地缝、
万盛石林、重庆北温泉、万州青龙瀑布、万州西游洞）

（1）欣赏完图片，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与同桌交流。

（2）学生选一处自己熟悉的（或者去过的）景点给同学们说
说。

3、家乡的山水真美，让我们陶醉。

（1）自由朗诵课本上的诗歌。

（2）自己写一首赞美家乡山水的诗歌。

我们的家乡不仅山水秀美，还有许多享誉中外的名胜古迹，
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过渡）

二、家乡名胜多

1、同学们看书第九页的内容，书上介绍了那些名胜古迹。

2、同桌之间互相讲讲你知道的与古迹相关的故事。

3、除了课本上的古迹，你还知道什么古迹，给全班同学讲一
讲。如：丰都鬼城、云阳张飞庙、万州西山钟楼。

我们家乡不但山水秀美，名胜古迹享誉中外，物产特别丰富。
（过渡）

三、家乡物产多



1、农副产品丰富

结合实际说说有哪些农副产品。有带来产品的同学上台给大
家简单介绍其种植情况：包括环境、气候条件等。

重庆因特殊的地理关系，农副产品丰富，土特产品更是远近
闻名。

（2）请你选一种土特产品，写个广告词。

2、矿藏资源种类很多

家乡的矿藏资源丰富，初步探明的矿藏资源有40多种，越占
世界已知矿种的27%，已经探明的矿藏有25种，天然气、铝土
矿、盐矿、锶矿、石灰石等优势明显。

（1）说一说，你了解到的重庆的矿藏情况。

a天然气储量居全国前列。垫江区天然气非常有名。

b城口、酉阳、秀山等地锰矿储藏量居全国第二。

四、教师总结

美丽的家乡教案反思中班篇四

建构教材十月主题活动"美丽的家乡"正在安吉实验幼儿园班
年级组如荼如火地进行着。孩子们在各种活动中（谈话、参
观、语言、绘画等）感受、理解安吉近几年的发展与变化，
并在了解安吉的自然风景、人文风情的基础上，逐步萌发了
热爱家乡的情感。而用沙水游戏这种表现手法来感知家乡，
对班初期的孩子来说既陌生却又有一定的挑战性。班初期的
幼儿虽说已经能熟练地运用一些基本的玩沙工具，也有了有
了一定的玩沙经验和建构经验，但这个时期的幼儿的合作意



识仍旧比较薄弱，他们更多是表现出联合性游戏的行为，合
作性行为也只能是初见雏形，本次活动定位为幼儿运用合作
游戏的方式来完成一个主题的建构，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为
此，根据以上分析，本次活动的重点在于主题的形成，难点
在于幼儿之间的"合作"。

1、在游戏中能胆借助辅助材料进行主题想象建构，感受材料
组合带来的创造乐趣。

2、学习合作协商并解决在游戏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体验合
作带来的带来的成就感。

1、经验准备

事先已了解安吉的自然风景、特色建筑、美丽乡村建设等先
关知识；

事先已具备基本玩沙经验，并具备借助辅助材料进行简单建
构的经验；

2、物质准备

基础材料：沙铲、水桶、推车、沙漏等

辅助材料：木片、竹筒、树叶、墙体砖、石子（新材
料）――（建构材料）

小汽车、小人模具等――（新材料）（角色游戏材料）

（一）激趣导入

1、回忆已有经验：

你最想搭建安吉哪些美丽的地方？“文章、出自快思老、师
教、案网、"为什么？（引导幼儿说出这些地方或建筑的特别



之处）

如果你是设计师，你最想为安吉设计一些什么美丽的建筑？

小结：安吉确实美丽，不仅有高高的龙王山、连绵的竹海、
神奇的天荒坪天池还有我们期待已久的杭长高速公路等，等
会儿我们家一起动脑筋，在沙场里建造一个超级美丽乡
村――安吉吧！这个超级安吉的建设可以是你看见过的食物，
也可以是你为安吉设计的未来作品！

2、介绍新材料

出示上次活动的难点照片（材料的替代运用）：梳理材料在
游戏中的替代和假想作用，助幼儿拓展和提升材料运用的经
验。

出示新材料（树枝、石子、汽车和小人）引发幼儿思考：这
些材料在建造"美丽家乡"时能有什么用？（鼓励幼儿能说出
材料的多种替代作用）

（二）幼儿活动

1、活动前要求：

游戏前请幼儿自主寻找合作伙伴，自主分工并协商构建内容
和使用材料。

交代幼儿安全规则：避免幅度的扬沙；按图标进行材料的整
理。

2、教师指导：

关注幼儿辅助材料的使用和替代情况，引导幼儿尝试使用合
适的材料；



关注幼儿的"合作"行为，引导幼儿借助团队的力量解决游戏
中遇到的困难；

关注各团队之间的主题游戏内容的联系，引导幼儿相互交流
和互动，并引发相应的角色游戏。

（三）活动评价

1、月及时性评价：遇到需要及时梳理的情景和问题在小群体
中进行交流和评价；

2、活动后评价：

在这次游戏活动中，你觉得什么地方自己很成功？（合作完
成任务、新材料的使用、客服困难等等）

在游戏活动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应该怎么解决？

3、教师小结并梳理本次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教学反思：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我会多看看多
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美丽的家乡教案反思中班篇五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探索学习，.培养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和立志建设
家乡的愿望。

2.引导幼儿了解和熟悉家乡的名胜古迹和土特产。



3.使幼儿知道家乡是自己出生和生活的地方，能说出自己家
乡的名称。（省、市、区县）

活动过程：

1、谈话引出家乡的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你们知道
家乡是什么意思么？（家乡是我们自己出生和生活的地方，
每个人的家乡都不一样）请幼儿说说自己的家乡是哪里。

2、出示山东地图，引导幼儿在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家乡，记住
家乡的名称。

3、请幼儿以小讲解员的身份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可出示
自己准备好的图片）说说自己家乡有什么名胜古迹，它有什
么特点，最著名的是什么地方，有什么特产。

4、以“小小广播站”的形式，出示图片，为幼儿介绍一些地
方的名胜古迹和土特产。

5、结束：组织幼儿讨论对家乡的认识，激发幼儿爱家乡的情
感，立志长大后把家乡建设的更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