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幼儿语言课五根手指的故事 美术小
班小班教案(实用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幼儿语言课五根手指的故事篇一

（1）儿歌：西瓜大，西瓜圆，西瓜甜，籽儿多，咦！西瓜子
哪里去了？怎么办？（边说儿歌边出示教师范画）激发幼儿
的绘画意愿。

（2）学画西瓜子，认识绘画工具-棉签，然后示范拿棉签及
用棉签画西瓜子的方法，再请幼儿模仿教师进行点画。

----这是什么？今天老师要用棉签画西瓜子，请注意看，先
蘸点盘子里的黑色颜料，注意不要把颜料弄到小手上了，然
后，拿着棉签有顺序的点一下、再点一下。请小朋友伸出你
们的小手指学着老师的样子点一点。

小班幼儿语言课五根手指的故事篇二

近年来，小班教育逐渐受到了家长和教育界的关注。小班教
育以“小班教育大效益”为口号，强调小班课程的个性化和
专注性。在实践中，小班教育确实带来了许多积极的效果。
在与小班教育结缘的这段时间里，我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
还培养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也发现了小班教育的一些不
足之处。以下是我对小班教育的一点思考和心得体会。

首先，小班教育的个性化教学是小班的一大特点。小班教育
最大的优势就是师生之间的密切互动。在小班课堂里，老师



可以更加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因此可以根据学生的
不同情况的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法。这种个性化教学可以帮助
每个学生充分发展自己的优势，培养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在
我的小班课堂中，老师会根据我的学习能力和兴趣来安排课
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从而让我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这种个性化的教育方式让我对学习有了更大的兴趣，同时也
提高了我的学习效果。

其次，小班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小班课堂
中，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会多次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提倡学生主动探索，自我解决问题。这种教育方式培养了我
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小班课堂中，老师会
给我们一些自主学习的任务，让我们自己去查找资料、总结、
思考，这样不但培养了我们的学习能力，而且也锻炼了我们
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这种亲身体验，我逐渐理解到学习
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去获取和探索知识。

然而，小班教育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小班教育的费
用相对较高。由于小班教育强调班级规模的小，因此教学资
源有限。这导致小班的培训费用相对较高，对于一些家庭来
说，可能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其次，小班教育在教育资源
分配上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小班教育通常会聚集一些名师资
源，而其他班级则可能得不到同样的优质教育资源。这样就
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现象，容易导致教育公平问题的出
现。对于我来说，能够进入小班学习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但也希望我们能够关注那些不幸没有得到同样机会的孩子，
共同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综上所述，小班教育在很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个性化教
学和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是小班教育的两大特点，这些特点不
仅带给学生更好的学习效果，同时也有助于他们全面发展。
然而，小班教育也存在费用较高和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小班教育的发展，同时也要关注那
些没有机会进入小班学习的孩子，共同寻求教育公平的解答。



小班教育不仅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实践，也是培养新时代优秀
人才的有效途径。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小班教育
会越来越好，为孩子们的未来搭建更加美好的平台。

小班幼儿语言课五根手指的故事篇三

科学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发展幼儿的
认知能力、提高他们的思维水平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人
在幼儿期形成的对周围世界的探究兴趣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会
使他们终生受益。这次活动来源于幼儿的日常活动，抓住了
幼儿的兴趣点，所以对幼儿有很大的吸引力。

小班幼儿语言课五根手指的故事篇四

在小班教学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小班教学的独特之处和价
值所在。在与孩子们的互动中，我得到了成长与收获，也更
加明白了小班教学的意义。以下是我对小班教学的心得体会。

首先，小班教学注重个体的关注和关爱。由于小班规模较小，
因此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每个孩子的情感和个体
差异。在小班教学中，我发现每个孩子都被老师重视和呵护，
教师会根据孩子的特点和需要制定适合的教学计划，并全程
陪伴指导。这种个体化的关注和关爱，使每个孩子都能获得
更多的关注和帮助，将他们的潜力发挥到最大。

其次，在小班教学中，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得到更好的培养。
小班教学注重展开各种团队活动，通过让孩子自主分组、合
作解决问题，培养了孩子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在
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与他人合作，在表达自己的同时
也学会了倾听和尊重他人的意见。通过小班教学，孩子们掌
握了更好地与他人合作的技巧，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将会
受益匪浅。

再次，小班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在小



班教学中注重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探索的能力。他
们通过开放性的问题、探索式的活动引导孩子们进行思考和
发现，培养孩子们主动学习的习惯。在小班教学中，孩子们
不再拘束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主动提问、
独立思考，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这种积极
性和主动性的培养，将使孩子们具备更好地面对挑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另外，小班教学注重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在小班教学
中，教师充分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差异，鼓励他们发挥自己
的创造力，通过多元化的活动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和艺术素
养。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想
象，展示自己的才艺和特长。小班教学通过培养孩子们的自
信心和表达能力，帮助他们成为独立、有创意的人。

最后，在小班教学中，教师和家长的合作得到了更好的加强。
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孩子的教育得到了更全面的
关注。教师通过与家长的持续沟通和交流，了解孩子在学校
和家庭中的表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同时，家长也通过
与教师的合作，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更好地配合学
校的教育工作。

总结起来，小班教学在个体关注、团队合作、积极主动、创
造力培养和家校合作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在小班教学中，
每个孩子都得到了全面的关注和发展，孩子们也通过自己的
努力和学习，掌握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我相信，在小班教
学的实践中，孩子们将愿意追求未来的梦想，并在这个过程
中成长为有价值的人。

小班幼儿语言课五根手指的故事篇五

水是生命之源，在如今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紧缺的形势下，我
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近
日，我们学校开展了一次小班节水活动，通过参与活动，我



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和理解。下面我将结合活动的过程和自己
的思考，谈谈我对节水的心得体会。

首先，节水是一项需要持续努力的事业。在活动中，我们通
过观察和记录每天的用水情况，了解自己的用水习惯以及存
在的浪费问题。我们从洗澡、洗衣、刷牙等日常生活中找到
了许多节水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并不是短期内能立竿见
影的，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发挥效果。因此，节水不仅是一次
性的行动，更是需要持续努力才能形成良好习惯的过程。

其次，节水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在活动中，我们发现了许多
同学对节水问题的无知和忽视。有同学在洗手时，水龙头一
直开着；有同学在洗完脸后，会忘记关掉水龙头；还有同学
用完水后，会习惯性地将水龙头扭得非常紧，增加了水流的
压力。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进行了宣传和解释，希望大家都
能积极参与到节水行动中来。因为节水不仅是个人的事情，
它关乎整个社会的未来和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

再次，节水需要我们改变生活方式。生活中的许多习惯是我
们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而这些习惯需要我们进行改变才能
实现节约用水的目的。比如，我们可以在洗澡时减少淋浴时
间，尽量利用淋浴头的节水功能，甚至可以考虑用盆洗澡，
以此减少浪费。在洗衣时，我们可以根据衣物的脏污程度合
理调整洗衣机的水位，尽量节约水资源。当然，这些改变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坚持努力，逐渐调整自己的生活
方式。

最后，节水是一项与环保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知道，水是
地球上最宝贵的资源之一，然而，由于人类的过度开采和污
染，水资源面临严重的威胁。因此，保护水资源就是保护环
境，也是保护自然界的生命系统。在活动中，我们探讨了浪
费水资源的后果，包括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生活水平的下
降等。通过这些讨论，我们深刻意识到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
明确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总之，小班节水活动不仅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更是一次关
于节水意识的培养过程。通过活动的参与和思考，我更加明
白了节水的重要性，也对如何节约用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我将会将这些理念转化为行动，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
开始，为节约用水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
人都能参与进来，提高对节水的意识，形成并坚持节约用水
的习惯，我们一定能够为保护水资源做出更多更实质的贡献。

小班幼儿语言课五根手指的故事篇六

在活动中如何关注个别幼儿呢？分组活动是一个好的教育形
式，活动中有的幼儿操作方法不对，这时我就让能力强的幼
儿去帮助他，充分发挥了幼儿间的榜样示范作用。象佳佳在
活动中不敢大胆操作，看到同伴实验成功了，心里是羡慕的，
这时我让武伊雪去帮助她，在同伴的带动下，她终于也体验
到了实验的乐趣，而武伊雪也懂得了帮助同伴是一件快乐的
事。

小班幼儿语言课五根手指的故事篇七

第一段：介绍教小班的背景和重要性（200字）

教小班是一项重要的教育任务，它是为年龄在3到6岁之间的
孩子们提供教育和培养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是孩子们开始
接触认知、社交和情感发展的关键时期，教师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作为一名从事小班教育多年的老师，我深刻认识
到了教小班的意义和挑战。

第二段：遇到的挑战和应对策略（300字）

教小班的过程中，我面临了很多挑战。首先，小班的学生们
年龄较小，他们的注意力很短暂，很难集中精力在学习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采用了多种方法，如开展趣味性强且
能引发兴趣的活动，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并增加他们的参



与度。此外，我还注重保持课堂气氛的活力和生动性，用生
动有趣的方式来呈现教学内容。

另一个挑战是小班学生们的心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孩
子可能对学习充满热情，但也有些孩子可能对学习产生抵触
情绪，容易分心或不愿意参与。针对这个问题，我会根据孩
子们的不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提供额外的帮助
和指导。我会赞扬孩子们的努力和进步，以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

第三段：小班教学的技巧和方法（300字）

在教小班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技巧和方法，
帮助我更好地教育和培养学生。首先，我注重培养和提升孩
子的社交能力。我鼓励并组织学生之间的合作活动，如小组
讨论和合作游戏。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学会分享、尊重他人以
及解决冲突。

其次，我注重创造一个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小班学生们需要
有一个安全、鼓励和接纳的环境，以便他们自由地表达自己
的思想和情感。我会倾听他们的想法，鼓励他们提问，并尽
量给予个人关注和支持。

第四段：教小班的收获和体会（200字）

教小班给我带来了许多收获。首先，我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
和进步，这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感。看到他们在思维、语言和
社交技能方面取得的进步，我感到骄傲和幸福。其次，教小
班也锻炼了我的耐心和创造力。每天与孩子们互动和教育，
需要我不断改变方法和思考，找到最适合他们的方式。

最后，教小班使我更加热爱教育事业。和孩子们在一起，我
能感受到他们无穷的潜力和纯真的灵魂，这让我坚信教育的
重要性，并激发了我继续成长和学习的动力。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200字）

总结起来，教小班是一项充满挑战但也有乐趣和成就感的工
作。通过不断改进和尝试新的方法，我能够更好地满足小班
学生的需求，并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尽管在教育过程中遇
到了困难，但我相信，只要我继续努力并坚持下去，我可以
取得更好的成果，并为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快乐。

小班幼儿语言课五根手指的故事篇八

活动目标：

1.通过真实的案例及生活场景让幼儿懂得随便乱吃东西的危
害性。

2.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及应对安全事件的能力。活动准备：

一个铁制五角星;真实案例《卡在喉咙里的五角星》;图片：
可食用的与不可食用的物品各准备一些。

幼儿常放在嘴里的一些实物，如：玩具，纸，纽扣，手链、
玻璃球等。

音乐：一段120急救录音、一段轻音乐。

活动过程：

一、兴趣导入。

1.播放“120急救车”声音

师：“发生什么事啦?”(幼儿大胆猜测，相互交流)

2.出示一枚小小的铁制五角星，说：“要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就让这小小的五角星告诉你?”

二、故事导入

1.讲述故事《卡在喉咙里的五角星》

是回到家后，龙龙又咳嗽不停，整天晚上睡不着觉，躺不下，
又坐不下，可难受了。爸爸妈妈担心死了。着急的父母又搭
车来到了离家很远的医院，最后经过一位有经验的老医生的
检查，这位医生从他喉咙的侧面取出了一个大大的铁制的五
角星。医生说这个五角星卡在的地方，一般的检查很难发现，
幸亏爸爸妈妈及时来到了这里，要不会有生命危险的。经过
医生的精心治疗，龙龙的病终于好了。医生告诉龙龙
说：“以后，一定不能把一些危险的东西放入口中。”

2.提问：“医生从龙龙气管里取出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医
生对龙龙说了什么?你还知道哪些东西特别危险，不能放入口
中?”

3.师小结：“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真实的故事时，我的心
里和龙龙的爸爸、妈妈一样着急，龙龙怎么能把那么大的五
角星放入口中，幸亏医生爷爷的高招技术救了龙龙。希望所
有的小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千万不能随便往嘴里乱放
东西。”

三、引导幼儿观看图片及食物，了解生活中哪些东西是不能
吃的，为什么。

(1)老鼠、苍蝇叮咬过的食物。

(2)腐烂变质的食物。

(3)没洗干净的食物



(4)玩具、纽扣、纸巾、手链、衣角、玻璃球。

等。

能吃，否则会食物中毒的。还有我们的玩具、衣服上的装饰
品等这些东西都是不干净的，不能放在嘴里;玻璃球放在嘴里
很危险。

四、操作活动

1.请幼儿把小筐里认为不能吃的东西挑出来，并说说为什么。

2.师巡回观察幼儿引导幼儿互相讨论。

小班幼儿语言课五根手指的故事篇九

1、教师出示红、黄、蓝三种颜色，引导幼儿观察，说出颜色
的名称。师：小朋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颜色吗？（幼儿准
确地说出三种颜色的名称。）

2、教师以神秘的口吻引导幼儿猜想：如果两种颜色混在一起，
颜色会不会变？（教师神秘的口吻调动了幼儿猜想的积极性，
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猜想着，有的猜会，有的猜不会。猜
想――为下面进入实验操作起了铺垫的作用，幼儿在操作中
将会更加认真地观察颜色是不是产生了变化。）

师：颜色到底会不会发生变化呢？今天，老师就请小朋友自
己来玩玩，看看颜色有没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