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的动物朋友中班教案反思与评
价(大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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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动物朋友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一

活动目标

1、分辩头部不同的特征，画各种动物。

2、有了解动物的愿望。

活动重难点

能用头部不同的特征，(主要是耳朵的位置)表现各种动物。

活动准备

1、彩色水笔、蜡笔、绿色水粉。

2、长毛绒布偶：象、猴、熊、虎、狮、狗、兔等。

活动过程

谈话引起兴趣――欣赏讨论――讨论作画方法――幼儿创
作――引导讲评

1、语言引导，引起活动兴趣。

建议可让幼儿谈谈野生动物园。知道野生动物园又要来一批



新朋友，激发幼儿对动物的兴趣及参加活动的愿望。

2、欣赏讨论。

建议让幼儿观察动物头部的轮廊线，猜猜动物园新来的朋友
是谁?

可设问：耳朵长在头顶的是谁?

耳朵长在头顶两边的是谁?

耳朵长在头的两侧的.是谁?

说明：幼儿的回答不可能是统一的，要允许幼儿提出自己不
同的看法，如：耳朵在头的两侧的有大象、狗、猴等，形状
的不同可放到示范中去分辩。

3、讨论作画方法。

建议让幼儿在已画好的图形上添画动物耳朵，集体分辩是否
对。如：大象、狗、猴耳朵都在两侧，可大象耳朵大，小猴
耳朵，狗的耳朵可画椭圆形往下垂等，动物的眼、鼻、嘴可
由老师示范。

设问：熊、虎、猴耳朵的形状，位置差不多，有什么办法区
别?建议在观察布袋偶的基础上，让幼儿自来发现。(狮子加
鬃毛、虎额上加“王”)等。

4、幼儿创作

建议教师可提示：(1)把动物的头画得大些，画出各种动物的
重要特征。

(2)把动物梳洗得整整齐齐迎接游客(涂色要涂满，涂浓)



(3)准备好的动物可去草地上与游客见面。(用水粉色点划小
草。)

5、引导评价

野生动物园来了这么多新朋友，看看有谁呀?(除了以上讲过
的动物，还有谁也来了?鼓励幼儿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大胆作画。
)

活动反思

通过孩子们对动物的认识，根据动物的习性特征进行作画，
孩子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孩子们不仅学到了知识，还
能在快乐中成长。

我的动物朋友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二

活动目标：

1、根据作品内容，帮助幼儿理解蝴蝶、小草、小花等和春天
的关系，培养幼儿关心和热爱大自然的情感以及观察周围事
物的能力。

2、引导幼儿在理解诗歌画面内容的基础上，学习用鲜艳的色
彩描画春天。

活动准备：

1、围裙(上面贴有小花、小草、春姑娘)蝴蝶指偶

2、幼儿绘画工具、纸张

3、录音机、音乐磁带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激发兴趣

1、教师：春天来了，小草绿了，花儿开了，花蝴蝶飞来了，
让我们听着音乐跳起来吧。(幼儿听音乐进入活动室)

二、学习理解诗歌

1、教师随配乐有表情地朗诵一遍诗歌提问：春天的朋友是
谁?你听到诗歌里是怎么说的?(幼儿回答)

2、教师系上围裙，拿着蝴蝶指偶边朗诵诗歌，边进行表演

3、教师提问，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掌握朗诵时语气

(1)我们小朋友见到朋友的时候，心情会怎样?

4、幼儿学习朗诵诗歌

(1)幼儿集体朗诵

(2)请个别幼儿上来朗诵

三、绘画《春天的朋友》

1、教师：春天还有许多朋友，你们想想，还会有谁呢?(幼儿
讨论)小朋友又为春天找到许多好朋友，春天真高兴呀!老师
想请你们把你们找到的朋友画下来。

2、幼儿绘画

3、请幼儿拿着自己画的春天，去找好朋友，告诉好朋友：我
为春天找到了××、××。



四、仿编诗歌《春天的朋友》

1、鼓励幼儿根据自己绘画的内容，进行诗歌的仿编

2、请仿编好的幼儿朗诵给大家听，教师给予适当鼓励

3、教师：春天的朋友还有许多，让我们一起到外面去看看，
还有谁可以做我们的朋友。

(幼儿离开活动室，结束活动)

活动反思：

文学欣赏活动是一种陶冶情感、培养审美情趣的重要活动形
式，对于幼儿的要求比较高。散文运用生动美妙的语言、浅
显易懂的句式为幼儿营造了一种优美、惬意的意境。幼儿生
来就有一种好奇心、探求欲。让孩子通过各种途径，接受各
种信息，帮幼儿尽早进入知识的海洋，开阔他们的视野，启
迪幼儿的智慧，陶冶幼儿的情操。

我的动物朋友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三

中班语言游戏《我的朋友在哪里》教案(附反思)

作为一名教学工作者，时常会需要准备好教案，编写教案助
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
到其作用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班语言游戏《我的朋友在
哪里》教案(附反思)，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空间概念是事物的各种属性关系在人脑中引起的综合反应，
复杂且不宜理解，因此根据中班年龄特点，通过在学习了感
知方位的基础上，我又设计了语言《我的朋友在哪里》。通
过情景以游戏化的教学方式，使幼儿参与其中，让抽象的空



间概念在具体的运用中得到理解，让幼儿在轻松愉快中不知
不觉的学会了方位词。

1、通过游戏让幼儿理解、掌握方位词，并初步学会正确、灵
活运用。

2、培养幼儿空间感知能力。

3、让幼儿区别物体自身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

4、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5、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重点：根据《纲要》和幼儿的已有经验、水平我认为此活动
的重点是幼儿能正确地运用方位词表述出小动物所在的位置。

难点：是能在创造性的游戏中灵活的使用方位词并能用完整
的句子进行表述。

一、 用玩具作为引子，让幼儿很快地参与到活动中去。

1. 老师将玩具藏起来，请幼儿寻找并说出是在哪里发现玩具
的，直接把幼儿引入到方位词的学习中。

2. 通过与小动物的嬉戏，进一步从自身感知方位，激起幼儿
强烈的兴趣。

二、 通过挂图，让幼儿进一步了解、观察方位。

引导幼儿观察图片，图中有只小白兔它在干什么？哦，它告
诉我，今天天气好，它在和好朋友玩捉迷藏呢。可是，它找
了很久也没找着它的好朋友，你们帮帮小白兔好吗？幼儿能



用语言较为清楚地进行描述。

三、 通过游戏巩固幼儿对方位词的认识。

1. 第二天，兔妈妈告诉小白兔我们要去旅行，可小白兔告诉
妈妈，昨天和朋友玩得很开心，我想在出发前和它们告别，
兔妈妈说：“好吧”。

2. 出示挂图，提问，小白兔的朋友住在它的哪个方位，引导
幼儿观察思考，并用语言进行描述。

四、 律动，让幼儿从自身出发感知方位。

音乐活动《举起你的右手摆一摆》跟着老师一起律动，进一
步加深对方位词的概念。

幼儿回家后和家长一同说说家中物品的方位。

在活动中，为了让孩子掌握和正确使用方位词，我尝试运用
了以下教学方法，活动开始我设计了游戏情景，把小动物分
别藏在桌子、椅子等地方，用游戏的口吻，请幼儿找寻动物
玩具，抓住幼儿喜欢游戏的心理，与玩具进行互动游戏，引
发幼儿学习的兴趣。再出示一幅挂图，通过对话问答的形式
调动幼儿积极观察和思考，在这个环节根据孩子们的水平给
予适当的引导，鼓励他们大胆地表达，说出图片中小动物们
躲藏的不同位置，然后请几位幼儿藏在教室的某个地方，请
其他小朋友说出他们躲藏的方位，通过师生互动的教学形式
来帮助他们加深对方位词的理解与运用，最后一个环节为幼
儿准备了一首音乐，引导他们和小朋友、老师一起互动，进
一步巩固方位词的理解。整个活动始终将直观的图片材料和
孩子感兴趣的游戏贯穿其中，使孩子们对活动一直保持着积
极地兴趣，掌握了上下、前后、左右等方位词，取得了预期
的教学效果，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活动中忽视了学习来
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的原则，没能将孩子们熟悉的生活环



境中的有关方位的内容融入活动之中。

我的动物朋友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四

设计思路

中班幼儿对事物的观察已从笼统转向具体化。但观察仍不够
仔细，常会用一些随意的图形来表现物体的特征。在图形组
合的方位上也还存在随意性。此活动旨在引导幼儿通过观察
动物头部特征，学会用不同图形组合，正确表现动物的基本
部分，并学习分辩动物耳朵的.方位，区别表示不同动物的明
显特征，提高观察和表现力。

活动目标

1、分辩头部不同的特征，画各种动物。

2、有了解动物的愿望。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5、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活动重难点

能用头部不同的特征，（主要是耳朵的位置）表现各种动物。

活动准备

1、彩色水笔、蜡笔、绿色水粉。

2、长毛绒布偶：象、猴、熊、虎、狮、狗、兔等。



活动过程

谈话引起兴趣——欣赏讨论——讨论作画方法——幼儿创
作——引导讲评

1、语言引导，引起活动兴趣。

建议可让幼儿谈谈野生动物园。知道野生动物园又要来一批
新朋友，激发幼儿对动物的兴趣及参加活动的愿望。

2、欣赏讨论。

建议让幼儿观察动物头部的轮廊线，猜猜动物园新来的朋友
是谁？

可设问：耳朵长在头顶的是谁？

耳朵长在头顶两边的是谁？

耳朵长在头的两侧的是谁？

说明：幼儿的回答不可能是统一的，要允许幼儿提出自己不
同的看法，如：耳朵在头的两侧的有大象、狗、猴等，形状
的不同可放到示范中去分辩。

3、讨论作画方法。

建议让幼儿在已画好的图形上添画动物耳朵，集体分辩是否
对。如：大象、狗、猴耳朵都在两侧，可大象耳朵大，小猴
耳朵，狗的耳朵可画椭圆形往下垂等，动物的眼、鼻、嘴可
由老师示范。

设问：熊、虎、猴耳朵的形状，位置差不多，有什么办法区
别？建议在观察布袋偶的基础上，让幼儿自来发现。（狮子
加鬃毛、虎额上加“王”）等。



4、幼儿创作

建议教师可提示：（1）把动物的头画得大些，画出各种动物
的重要特征。

（2）把动物梳洗得整整齐齐迎接游客（涂色要涂满，涂浓）

（3）准备好的动物可去草地上与游客见面。（用水粉色点划
小草。）

5、引导评价

野生动物园来了这么多新朋友，看看有谁呀？（除了以上讲
过的动物，还有谁也来了？鼓励幼儿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大胆
作画。）

活动反思

通过孩子们对动物的认识，根据动物的习性特征进行作画，
孩子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孩子们不仅学到了知识，还
能在快乐中成长。

我的动物朋友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五

活动目标：

1、能画出好朋友的正面像，并会简单装饰，初步学会表现好
朋友的'主要特征。

2、能向同伴介绍自己的作品，愿意表达对好朋友的喜爱之情。

3、引导孩子们在活动结束后把自己的绘画材料分类摆放，养
成良好习惯。



4、对方形、圆形，线条等涂鸦感兴趣，并尝试大胆添画，能
大胆表述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1、画纸、水彩笔、剪刀、胶水

2、规划出活动时的展示墙，为粘贴幼儿的绘画作品做准备。

活动过程：

一、复习歌曲《好朋友》，导入新课。

1、小朋友，在幼儿园开心吗?为什么?(我们都有自己的好朋
友)，我们把前两天学的歌曲《好朋友》来唱一唱吧。

2、谈话：好朋友的样子。引导幼儿大胆描述好朋友的特征。

3、画画“我的好朋友”。

(1)师幼共同讨论：如果让你画出好朋友，你想怎样画?找出
好朋友主要的特征，学习从正面画人并用不同的线条进行装
饰。

(2)幼儿绘画，教师巡回指导。指导幼儿画出好朋友最明显的
特征，鼓励小朋友将好朋友尽量画大，鼓励幼儿用不同的线
条进行装饰。

4、引导幼儿将自己的画沿轮廓剪下，贴到墙上做成“好朋友
手拉手”墙饰。

5、师幼共同欣赏。

请小朋友大胆介绍自己的绘画作品，表达自己对好朋友的喜
爱之情。鼓励幼儿在生活中交更多的朋友。



6、活动结束。

教学反思：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小班幼儿的手部精细动作发展还不成熟，
教师在今后设计的活动中，可以从平面开始逐步过渡到立体，
随着孩子手部动作的不断协调发展来增加操作材料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