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健康小脚找朋友教学反思(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小班健康小脚找朋友教学反思篇一

在教学工作者开展教学活动前，时常要开展教案准备工作，
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写教案需要注意哪些格
式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幼儿园小班健康教案《小脚找朋友》
含反思，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 .通过儿歌认识鞋有正反。

2 .学会区分鞋子正反的方法。

3 .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4 .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5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活动重点：认识鞋有正反。

活动难点：区分鞋子正反的方法。

1 .拟人化鞋样(高兴和生气的表情)、剪好的大、小脚印及大
小鞋样。

2 .配乐儿歌《小鞋朋友》。



一、引导幼儿认识鞋的正反

1.出示拟人化鞋样并提问：“两双鞋有什么不一样?”(一双
高兴一双不高兴)

2.为什么一双高兴，一双不高兴呢?

二、欣赏儿歌。

启发幼儿发现一双鞋穿对了，小鞋高兴;一双鞋穿反了，小鞋
不高兴。

1.我们听听小鞋是怎么说的?(听配乐儿歌)

2.启发幼儿明确判断小鞋穿的对不对的办法是看看两只小鞋
是点头还是歪头。

三、动脑筋。

还有什么办法来区分鞋子是否穿反?

四、游戏：小脚找朋友。

幼儿自选脚印和鞋样进行操作，教师适时进行引导，用儿歌
中的关键话语“噘嘴歪头”、“点头拉手”来帮助幼儿学会
分辨鞋样的正确摆放方法。

五、游戏：找鞋穿鞋

1.幼儿脱下自己的.鞋，用手捂住眼睛，老师将鞋打乱。

2.请小朋友快快把自己的鞋宝宝找出来，然后摆成两个好朋
友

3.边念儿歌边自己穿鞋。



在区角里幼儿练习拼摆鞋样，并给小脚找鞋。

由于小脚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很多孩子以前都没注意，
通过这节课他们深刻了解了小脚的作用。让他们自己体验光
脚的感觉，小朋友玩得都很高兴。

小班健康小脚找朋友教学反思篇二

1.理解故事内容，知道袜子、鞋子能保护自己的脚。

2.学习穿脱鞋袜，产生爱护自己小脚的情感。

1.故事ppt、活动泡沫垫、雪花片。

2.活动前，幼儿有赤足在沙地、木板、石子地上行走的经验。

我们小朋友都有好朋友，说说你的好朋友是谁?

我们的小脚也有好朋友，你们猜猜看，小脚的好朋友是谁?

听一听故事你就知道小脚的好朋友是谁了，对小脚有什么帮
助。

1.小脚丫丫有两个朋友鞋子和袜子。有一天，小脚丫丫觉得
鞋子和袜子总是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太不舒服了，就不想要
这两个朋友了。小脚丫丫趁鞋子、袜子睡着的时候，偷偷地
溜到大马路上来玩。“阿嚏、阿嚏!”好冷阿!没有鞋子和袜
子的帮忙，小脚丫丫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一不留神，小脚
丫丫还被地上的小石子扎疼了。

2.小脚丫丫的朋友是谁?

3.为什么说鞋子和袜子是小脚丫丫的朋友?



4.小脚丫丫没有了它的朋友后发生了什么事?

1.我们的小脚在哪里?

2.脱下鞋子和袜子，数数有几个脚趾头，光脚在不平的地上
踩是什么感觉?

3.在脚底轻轻挠一挠，会有什么感觉?还有脚跟、脚背。

4.我们的小脚会干什么?。

小脚能不能拿东西呢?请幼儿尝试用小脚帮助拿袜子。

老师小结：小脚能走路、跳、去做游戏、到公园里。

5.小脚这么重要，我们要怎样保护我们的小脚?

老师小结：穿好鞋子袜子，不能光着小脚走路，会很不舒服，
而且容易受伤。穿合适的鞋子，不穿硬皮鞋。每天晚上洗脚，
常剪脚趾甲。上幼儿园时坐爸爸妈妈的车子，不能把脚伸到
车轮中去。

1.让好朋友重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吧!

2.学习穿袜子、鞋子。分清左右，不能穿反。

3.现在小脚又能带着我们到想去的地方了。

缩起小脖子(拿住袜筒两侧)钻进小洞子(穿进袜尖)拉起长鼻子
(拉袜筒)穿好小袜子。提醒幼儿鞋子一左一右别穿错了。让
好朋友重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吧!

刚才我们的小脚在地上走过，回家后请爸爸妈帮忙一定要洗
干净，我们的鞋子朋友和袜子朋友都要天天换，这样小脚才
舒服。我们的小手摸过脚、脚上的细菌都到手上了，怎么办?



现在小脚带我们一起去洗手吧!

1.带幼儿去玩沙池、鹅卵石、木板、草地上赤脚行走，获得
不同的感受。

2.引导幼儿辨认袜底，分清鞋子左右，学习穿袜子和鞋子。

由于小脚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很多孩子以前都没注意，
通过这节课他们深刻了解了小脚的作用。让他们自己体验光
脚的感觉，小朋友玩得都很高兴。

小班年龄段的幼儿知识经验不够丰富，但对周围事物都充满
着浓厚的兴趣，于是我让他们从自身开始来探索自己的小脚，
找找小脚的朋友。我创设了一个探索的场景让孩子感受，让
幼儿在游戏中萌发探索兴趣，并让幼儿能大胆将自己的探索
结果进行表述，启发、引导幼儿在探索过程中去寻找小脚的
朋友。

小班健康小脚找朋友教学反思篇三

现在的孩子在家都是宝贝，家长们都百般地宠着他们惯着他
们，特别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样样事情都替孩子做
了，孩子都没有自己尝试的机会，使得孩子的自理能力都相
当差，自我保护意识也就相应地差了。现在冬季来临，天气
冷了，尤其要让孩子感受到保护自己身体各部位的重要性。
小脚是主题“快乐的六个宝”中的一宝，社会活动《小脚的
朋友》让孩子们在体验中获得具体感受,主要是为了让孩子们
能够学习穿脱鞋子和袜子，了解小脚的作用，产生保护小脚
的愿望，提高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我借助《小手爬呀爬》的安静游戏，带领孩子们从头爬到脚，
既引出了活动的主题，又激发了孩子们参与活动的兴趣。接
着在“找小脚、认小脚”的过程中，为了让孩子们能够仔细



观察自己的`小脚，我引导孩子们伸出和老师一样的脚，我又
故意说是右脚，大多孩子都很棒，只有几个伸错了，我让孩
子们脱下了一只脚的鞋子，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穿得快一些。
活动前我让孩子们试脱过鞋子和袜子，孩子们基本上都会，
就是脱好的袜子大多数都要翻过来。活动时我就利用儿歌边
念边脱袜子，孩子们听着儿歌脱袜子，大多数小朋友跟着老
师就没有翻过来了。儿歌是：缩起小脖子，拉拉长鼻子，弯
弯小身子，住进小房子。引导幼儿数一数自己的小脚有几个
脚指头，再用四个手指挠一挠脚底有什么感觉，我的目的是
想让孩子们说出痒痒的感觉就可以了，几个聪明的孩子说出
了柔柔的、滑滑的、挺舒服的感觉。我让孩子们尝试拿报纸
时，个个都开心地用脚拿起了报纸给我看“老师我用脚拿到
报纸啦”！看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我知道他们成功啦，一
群可爱的孩子真的很棒！之后，我应该组织孩子们在地板上
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使孩子们了解自己小脚的作用，
产生要保护小脚的愿望，这个重要的环节我给忘了。我只是
说鞋子和袜子是小脚的好朋友，能保护小脚。在学习穿袜子
和鞋子的过程中，我还是用儿歌的形式引导幼儿能正确穿上
袜子和鞋子，可能由于我再次强调袜跟在下面，孩子们都能
很快地穿好，只有两三个还需要帮忙。活动的第四个环节是
引导孩子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情景讲述《小脚的朋友》，
使孩子们进一步了解了鞋子和袜子能保护小脚，它们是小脚
的好朋友，也感知了保护小脚的重要性。

最后，我又以游戏《听话的小脚丫》，组织孩子们看信号做
走、跑、跳的动作，让孩子们体验到了小脚的作用，增强了
孩子们保护小脚的意识，也体验到了游戏中小脚给自己带来
的快乐。

小班健康小脚找朋友教学反思篇四

1、通过儿歌认识鞋有正反。



2、学会区分鞋子正反的方法。

认识鞋有正反。

区分鞋子正反的方法。

1、拟人化鞋样（高兴和生气的表情）、剪好的大、小脚印及
大小鞋样。

2、配乐儿歌《小鞋朋友》。

1、出示拟人化鞋样并提问：“两双鞋有什么不一样？”（一
双高兴一双不高兴）

2、为什么一双高兴，一双不高兴呢？

启发幼儿发现一双鞋穿对了，小鞋高兴；一双鞋穿反了，小
鞋不高兴。

1、我们听听小鞋是怎么说的？（听配乐儿歌）

2、启发幼儿明确判断小鞋穿的对不对的办法是看看两只小鞋
是点头还是歪头。

还有什么办法来区分鞋子是否穿反？

幼儿自选脚印和鞋样进行操作，教师适时进行引导，用儿歌
中的关键话语“噘嘴歪头”、“点头拉手”来帮助幼儿学会
分辨鞋样的正确摆放方法。

1、幼儿脱下自己的鞋，用手捂住眼睛，老师将鞋打乱。

2、请小朋友快快把自己的鞋宝宝找出来，然后摆成两个好朋
友



3、边念儿歌边自己穿鞋。

在区角里幼儿练习拼摆鞋样，并给小脚找鞋。

小班健康小脚找朋友教学反思篇五

小班幼儿年龄小，对于鞋子的反正总有不少幼儿分不清楚，
每次午睡起床后老师总是一个个帮他们纠正，但效果不很理
想，总有不少幼儿还是穿不对。为了让小班幼儿能很快并正
确地分清反正，学会自己穿鞋。我设计了“小脚找朋友”这
一活动，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会区分鞋子的反正，并能自己穿
鞋。

1、认识鞋有反正，学会区分鞋的反正并自己穿鞋。

2、培养幼儿的观察、操作能力。

拟人化鞋样两双(分别是高兴和生气的表情)

剪好的鞋样及画好的鞋印若干，配乐儿歌《小鞋朋友》，铺
有地毯的场面以备游戏用。

1、出示一对笑嘻嘻的小鞋，一对生气的小鞋，引起幼儿的兴
趣。

师：小朋友，你们看这是什么呀?它们怎么了?你们知道它们
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高兴呢?请幼儿自由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发现一双鞋穿对了，小鞋高兴;一双鞋穿反
了，小鞋不高兴，教师并启发幼儿说出小鞋穿对了时是碰碰
头，小鞋穿反了时歪歪头不高兴。

师：刚才小朋友都说得非常好，现在我们听一听小鞋朋友是
怎样说的，进一步巩固对鞋子反正的认识。



教师边演示边引导幼儿听配乐儿歌《小脚找朋友》(两只小鞋，
一对朋友。穿对高兴，微笑碰头。穿错生气，噘嘴歪头。)使
幼儿明确判断小鞋穿对穿错的办法是看看小鞋是碰头还是歪
头。

3、游戏：给鞋样配对

教师将不同颜色大小的鞋样摆放在一起，请幼儿从中找出一
双鞋样进行操作，教师适时引导，用儿歌的关键话语“噘嘴
歪头，微笑碰头”来帮助幼儿学会分辨鞋样的正确摆放方法。
教师将对能力弱的幼儿给予帮助鼓励。

4、游戏：找鞋穿鞋

幼儿脱下自己的鞋，教师将幼儿的鞋打乱用布盖上。

师：你们的小鞋朋友跑到布下面藏起来了，快把他们找出来，
然后摆成好朋友，教师边朗诵儿歌边指导幼儿按儿歌的.提示
将鞋摆好，然后鼓励他们自己穿鞋，对个别幼儿加以帮助和
指导。幼儿穿上鞋子到户外做游戏，活动结束。

在活动区投放鞋样、鞋印、娃娃和玩具鞋，幼儿可练习拼摆
和给娃娃穿鞋。

评析：小班幼儿年龄小，本活动教师通过拟人化的小脚引起
幼儿学习的兴趣，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活动中简单明
了的儿歌，让幼儿很容易理解，小鞋穿对碰头，穿错歪头，
进一步巩固小鞋的反正，并通过游戏“给鞋样配对”“找鞋
穿鞋”让幼儿通过“做中学”的理念，真正分清反正。整个
活动以游戏为主，设计非常自然顺畅，着眼于幼儿的兴趣和
需要，因而大大地调动了幼儿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整个活动过程，思路比较清晰，教态自然，能够根据教案的
流程来上课。但是整个活动过程的气氛有点沉，不能够体现



幼儿对活动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