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能干的小手教学反思(大
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能干的小手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自己事情自己做的愿望。

2、引导幼儿认识手，知道用手能做很多事情。教幼儿初步保
护手的方法。

3、帮助幼儿初步获得有关数的概念。、

重难点分析：

难点：

1、手指的名称不同。

2、对手和手、手指和手指进行比较。

重点：让幼儿在自己动手操作中去体验、感受成功的快乐。

活动准备：

1、魔袋一个，里面装有软、硬、光滑、粗糙等多种材料。



2、丰富的手工材料，橡皮泥等。

活动过程：

1、导入

2、展开

3、结束

一、导入部分老师与幼儿一起听音乐、做动作进入活动室。

二、展开部分：观察发现法：

1、看一看：启发幼儿观察，然后说出手上有什么？（手上有
手心、手背、手指等）2、比一比：启发幼儿说出手指的名称，
并比较不同，引导幼儿与同伴、老师的手进行比较。

3、说一说：看图片，激发幼儿用语言来表达手能做许多事情，
教育幼儿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把自己的.小手变成最能干的
小手。

4、保护好我们的小手。讨论：怎样保护好我们的小手。如勤
洗手、勤剪指甲，冬天洗完手要擦油，出门要戴手套等。教
育幼儿保护好自己的小手。

三、游戏巩固法：玩一玩手指游戏。

四、感知操作法：变一变，老师和幼儿一起用手变“魔术”，
鼓励幼儿自由选择喜欢的材料进行操作活动，如印画、撕纸、
穿项链、用橡皮泥串糖葫芦等。

幼儿园能干的小手教学反思篇二



能干的小手是《幼儿创新智慧游戏课程》小班下学期的活动
内容。这是一个可以让孩子感兴趣的活动课题。孩子对自己
的小手充满了好奇，本次活动通过观察、体验、操作、表演
等，让孩子感知小手的本领，对自己的肢体有所了解，从而
达到认识自己。这样的课题内容贴近生活，贴近孩子，有助
于孩子拓展思维，从而达到创新课题的实验目的。

小班幼儿年龄小，对于小手所表现出来的本领能够感知，但
由于年龄的关系，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概括能力比较差，无法
准确说出来，本次活动，设计了看看、说说、做做等环节，
鼓励幼儿大胆表达、大胆表现，从而让孩子在游戏的快乐中
感知自己的小手。

1.游戏导入:

通过做手影游戏,让幼儿初步感知小手的的本领,激发幼儿对
认识小手的兴趣,从而为开展活动创设良好的开端.2.认识小
手:

让幼儿说出刚才的手影表现的什么.,是用什么做的,我们的手
上有什么,从而真正认识小手,将幼儿的注意力转移到小手上
来.幼儿通过语言表达说出手指的本领,培养幼儿的想像力.语
言表达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3.感知体验:

你的小手会做事情吗?让幼儿玩身边的物品,感受小手的本
领.4.发散思维:

你的小手除了这些,还会做什么事?

5.操作活动:

1.知道自己每个手指的名称，体验它们的作用。

2.变换手的各种动作，对自己的手感兴趣。



3.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4.主动参与实验探索。

小铃、图书、手帕、充气玩具等物品。

（一）、猜猜谁来了？

1、（室内灯熄，只剩投影），你们看看是谁来了？（老师做
手影：兔子、鸟、狗等等）

（二）、认识小手

1.你们知道这些小动物是用什么做的吗？

2.老师：（在手心里画一个妈妈的脸），这是手妈妈，她有
几个手指宝宝？

幼儿：5个

老师：他们都很能干，你最喜欢哪个手指宝宝？你用他做什
么事？

幼儿：我喜欢大手指，我用他说：“真是好宝宝”。

老师：这是大拇指，他可以表扬人。

幼儿：我喜欢这个手指（食指），可以指东西。

老师：这是食指，你们会用食指来指东西吗？试试看，门在
哪里？（孩子指）

再逐一介绍：中指可以弹琴，小拇指可以和朋友拉拉勾，无
名指可以在折纸的时候帮助我们。



老师（小结）：手妈妈有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
拇指五个手指宝宝，它可以帮我们做许多的事。

（三）、小手的本领

1.你的小手会做什么事？

幼儿：我的小手会拍球、穿衣服……。

2.除了这些事还会做什么？看看周围有什么东西，你去玩玩。
（在各个角落里放有小铃、图书、手帕、充气玩具等物品）。

3.一会儿后，老师引导）你的小手在干什么？引导说清手的
动作：如：我的小手在敲小铃、我的小手在叠手帕、我的小
手捏捏它就响了等等。

4.老师还知道小手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是它会说话。（招招
手）这是什么意思？

幼儿：再见或不要。

老师：（做“过来”的动作）这是什么意思？

幼儿：来来来。

…………

5.我们再让小手做一件新的事情：为大树变树叶（手印画），
在草地上种小花（指印画）。

结束部分：小手这么能干，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勤洗手、剪
指甲，那我们去洗手吧！

教学反思：



这节上得很成功，我采用直观教学法，让幼儿在直觉行动思
维基础上就已经逐步演化为主要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或表象
进行思维，理解词义和语言。接着我用了练习法使幼儿熟练
地掌握知识和技能。特别是采用游戏“绘画”以比赛的形式
让幼儿们在轻松、愉悦氛围中结束了这堂课。这个游戏也可
以让小朋友们知道我们小手很能干，本堂课的主题也得到了
深化。

幼儿园能干的小手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的：

1、激发幼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愿望。

2、引导幼儿认识手，知道手能做许多事情。教幼儿初步的保
护手的方法。

活动准备：

1、魔袋一个，里面装有软硬光滑粗糙等多种材料。

2、手工操作材料：橡皮泥、纸和笔、蔬菜(芹菜)。

活动过程：

1、教师戴指偶讲述故事：手妈妈有五个小宝宝，他们共同住
在一个美丽的房子里，每到晚上的时候，手妈妈都会唱起好
听的摇篮曲，然后大拇指哥哥睡着了，食指哥哥睡着了，中
指哥哥睡着了，无名指哥哥睡着了，小弟弟睡着了，美丽的
小屋终于安静下来了，小朋友这个故事好听吗?你们喜欢手指
宝宝吗?它也在你们的身上，你找到它了吗?它是谁呀?小朋友
们伸出手看一下，你们的小手和小伙伴的一样吗?对了，我们
的小手都是不一样的，有大的，有小的。但是我们的小手还
有好多相同的地方，小朋友们找找看，看谁找出来的最多。



幼儿通过互相观察，认识小手，使幼儿知道：

2、刚才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小手，小手悄悄的告诉我说，它可
是你们的好帮手呢?那它们能帮你们作什么呀?请幼儿回答?小
朋友的.小手这么能干吗，能拿东西吃，能收拾玩具，会画画，
会写字，会穿衣服……，我们的小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本领
呢，教师出示魔袋，谁能说出里面有些什么，但我们的小手
就能，不信试试看，请幼儿摸一摸，游戏《听话的小手》，
教师要求幼儿摸出软的、硬的、光滑的、粗糙的东西。

我们的小手真能干，有这么多的本领，并且小手也很爱劳动，
可是有的小朋友就是不让自己的小手劳动，穿衣、吃饭全都
让爸爸妈妈替他做，你们说这样做好不好?小手也很不喜欢这
样的小朋友，因为这样小手也越来越不灵巧了，好多事情都
不会做了。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多动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这样小手会做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它才会成为我们的好帮
手。小手对于我们来说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了手会怎
样呀?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小手受伤了又会怎样呢?那我们应该
怎样保护我们的小手呢?幼儿讨论回答。

教师小结：我们不能玩刀子、剪子等危险的物品，要勤剪指
甲保持卫生，特别是冬天就要到了，天气很寒冷干燥，洗完
手后要注意擦油，这样皮肤就不会皴裂了。

教学反思：

这节上得很成功，我采用直观教学法，让幼儿在直觉行动思
维基础上就已经逐步演化为主要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或表象
进行思维，理解词义和语言。接着我用了练习法使幼儿熟练
地掌握知识和技能。特别是采用游戏“绘画”以比赛的形式
让幼儿们在轻松、愉悦氛围中结束了这堂课。这个游戏也可
以让小朋友们知道我们小手很能干，本堂课的主题也得到了
深化。



幼儿园能干的小手教学反思篇四

1.激发幼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愿望。

2.引导幼儿认识手，知道手能做许多事情。教幼儿初步的保
护手的方法。

3.帮助幼儿初步获得有关数的概念。

4.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5.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知道手各部分的名称,及用途。

用小手制作出各种树叶。

1.多媒体手的图片

2.动物大指偶5个小指偶若干

一、猜猜谁来了？

1.（室内灯熄，只剩投影），你们看看是谁来了？（老师做
手影：兔子、鸟、狗等等）

二、认识小手

1.你们知道这些小动物是用什么做的吗？

2.老师：（在手心里画一个妈妈的脸），这是手妈妈，她有
几个手指宝宝？

老师小结：他们都很能干，你最喜欢哪个手指宝宝？你用他
做什么事？老师：这是大拇指，他可以表扬人。幼儿：我喜



欢这个手指（食指），可以指东西。

老师：这是食指，你们会用食指来指东西吗？试试看，门在
哪里？（孩子指）

再逐一介绍：中指可以弹琴，小拇指可以和朋友拉拉勾，无
名指可以在折纸的时候帮助我们。

老师（小结）：手妈妈有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
拇指五个手指宝宝，它可以帮我们做许多的事。

三、小手的本领

1.你的小手会做什么事？幼儿：我的小手会拍球、穿衣
服……。

2.除了这些事还会做什么？看看周围有什么东西，你去玩玩。
（在各个角落里放有小铃、图书、手帕、充气玩具等物品）。

3.一会儿后，老师引导）你的小手在干什么？引导说清手的
动作：如：我的小手在敲小铃、我的小手在叠手帕、我的小
手捏捏它就响了等等。

4.老师还知道小手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是它会说话。（招招
手）这是什么意思？幼儿：再见或不要。老师：（做“过
来”的动作）这是什么意思？幼儿：来来来。

5.我们再让小手做一件新的事情：为大树变树叶（手印画），
在草地上种小花（指印画）。

结束部分：小手这么能干，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勤洗手、剪
指甲，那我们去洗手吧！

由于小班幼儿的经验缺乏又喜欢模仿，容易在经验分享中产
生人云亦云的现象，如在讨论小手会干什么时，一个幼儿说



我的小手会刷牙，其他的幼儿也会跟着说会刷牙，幼儿的思
路打不开，就不能较好地完成教育目标。所以我为幼儿准备
了不同的玩具，通过幼儿的实践操作，拓展幼儿的经验，在
教学法中我运用谈话法和经验感知法，围绕活动内容，通过
教师提问，引导幼儿回答，由于幼儿年龄小，经验少，在引
导幼儿认识小手时，就通过以教师为主，幼儿为辅的谈话，
调动幼儿已有的经验，围绕我的手上有什么，我的小手本领
大，怎样保护手等问题，师幼进行谈话、讨论，幼儿的思路
就会打开，经验就能较好的分享，知道手会玩很多的玩具，
会做许多的事情，并能尝试着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样能够有
效的化解难点,突破重点。

整个活动，孩子们不是端坐静听，而是积极动脑思考；老师
不是单纯讲述，而是以游戏吸引孩子，和孩子们一起参与。
发现孩子的收获很大，同时老师也感受到了成功的快乐！

小班能干的小手教案反思这篇文章共字。

幼儿园能干的小手教学反思篇五

1、激发幼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愿望。

2、引导幼儿认识手，知道手能做许多事情。教幼儿初步的保
护手的方法。

3、帮助幼儿初步获得有关数的概念。

4、遵守游戏规则，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及控制性活动带来的
快乐。

5、体验合作创编游戏的乐趣。

教学重难点重点：知道手各部分的名称,及用途。



难点：用小手制作出各种树叶。

1.多媒体手的图片

2.动物大指偶5个小指偶若干

（一）猜猜谁来了？

（室内灯熄，只剩投影），你们看看是谁来了？（老师做手
影：兔子、鸟、狗等等）

（二）认识小手

1.你们知道这些小动物是用什么做的吗？

2.老师：（在手心里画一个妈妈的脸），这是手妈妈，她有
几个手指宝宝？

老师小结：他们都很能干，你最喜欢哪个手指宝宝？你用他
做什么事？老师：这是大拇指，他可以表扬人。幼儿：我喜
欢这个手指（食指），可以指东西。

老师：这是食指，你们会用食指来指东西吗？试试看，门在
哪里？（孩子指）

再逐一介绍：中指可以弹琴，小拇指可以和朋友拉拉勾，无
名指可以在折纸的时候帮助我们。

老师（小结）：手妈妈有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
拇指五个手指宝宝，它可以帮我们做许多的事。

（三）小手的本领

1.你的小手会做什么事？幼儿：我的小手会拍球、穿衣
服……。



2.除了这些事还会做什么？看看周围有什么东西，你去玩玩。
（在各个角落里放有小铃、图书、手帕、充气玩具等物品）。

3.一会儿后，老师引导）你的小手在干什么？引导说清手的
动作：如：我的小手在敲小铃、我的小手在叠手帕、我的小
手捏捏它就响了等等。

4.老师还知道小手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是它会说话。（招招
手）这是什么意思？幼儿：再见或不要。老师：（做“过
来”的动作）这是什么意思？幼儿：来来来。

5.我们再让小手做一件新的事情：为大树变树叶（手印画），
在草地上种小花（指印画）。

结束部分：小手这么能干，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勤洗手、剪
指甲，那我们去洗手吧！

由于小班幼儿的经验缺乏又喜欢模仿，容易在经验分享中产
生人云亦云的现象，如在讨论小手会干什么时，一个幼儿说
我的小手会刷牙，其他的幼儿也会跟着说会刷牙，幼儿的思
路打不开，就不能较好地完成教育目标。所以我为幼儿准备
了不同的玩具，通过幼儿的实践操作，拓展幼儿的经验，在
教学法中我运用谈话法和经验感知法，围绕活动内容，通过
教师提问，引导幼儿回答，由于幼儿年龄小，经验少，在引
导幼儿认识小手时，就通过以教师为主，幼儿为辅的谈话，
调动幼儿已有的经验，围绕我的手上有什么，我的小手本领
大，怎样保护手等问题，师幼进行谈话、讨论，幼儿的思路
就会打开，经验就能较好的分享，知道手会玩很多的.玩具，
会做许多的事情，并能尝试着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样能够有
效的化解难点,突破重点。

整个活动，孩子们不是端坐静听，而是积极动脑思考；老师
不是单纯讲述，而是以游戏吸引孩子，和孩子们一起参与。
发现孩子的收获很大，同时老师也感受到了成功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