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的手小班社会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爸爸的手小班社会教案篇一

设计意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独生子在家里扮演者“小皇
帝”的角色，对来自父母的关爱熟视无睹，因此我通过本次
活动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爱，用实际行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来回报父母，体谅家人。懂得人和人之间爱的存在于感召，
激发孩子心中的爱。

活动目标：

1、利用各种形式鼓励孩子去帮爸爸妈妈做事情。

2、培养孩子的大胆讲述的表达能力。

3、增进父母之间的亲情。

活动准备：

多媒体幻灯片10张(小朋友在家的各种表现)，场景布置(两个
家)。

活动过程：

一、引题：谈话活动，激发幼儿参与兴趣，小朋友在家里帮
助父母做过哪些事情?(幼儿单独表达，激发幼儿单独讲述的



愿望)如：扫地、洗碗、拿包等一些简单事情，那好我们一起
来看一张照片吧，看看这位小朋友是怎么做的。

二、观看幻灯片唤醒自己的心灵

1、幼儿一边看照片一边思考，这些小朋友做了什么?是对还
是错?为什么呢?

2、回放幻灯片，说说自己最喜欢哪张?(在回放中加深幼儿的
记忆)

三、游戏我的家

1、把幼儿分组，分别扮演爸爸妈妈。

2、到准备好的场景中去做各种事情(教师巡回观看幼儿表演
是怎样帮助爸爸妈妈做事情的')。

3、两组互相参观交流，说一说自己的孩子是怎样做的，父母
又是怎样评价孩子的(取得相互学习的效果)。

活动延伸：

1、争做好孩子，拍照在家里的情景拿来展览，作为一个榜样
评比栏。

2、做个助人为乐的孩子，体验自己和他人之间的爱。

活动反思：

1、本活动注重选材的生活性，从实际出发，从自我做起，做
好自己的点滴小事，来体验父母的辛劳及爱父母的快乐，为
孩子从小树立尊敬长辈奠定基础。

2、活动具有实践性，能让孩子从感知到实践再回到感知，符



合幼儿的感知能力。

爸爸的手小班社会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愿意大声说出“我爱你”，能用“我爱你”表达对同伴的
情感。

2、知道表达爱可以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快乐。

活动重点：

愿意说出“我爱你”，并能用“我爱你”表达对同伴的情感。

活动难点：

能大声对人和物表达“我爱你”的情感，知道表达爱可以给
自己和别人带来快乐。

活动准备：

1、绘本《我爱你》幻灯片，小印章若干，黑板，爱心卡人手
一张。

2、关于爱的背景音乐，场景布置。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歌曲导入。

播放歌曲《我爱你》，教师与幼儿一起律动，感受歌曲
中“我爱你”的情感。

二、基本部分：以绘本《我爱你》幻灯片移情。



1、通过观看幻灯片，倾听故事，愿意大声说出“我爱你”，
能用“我爱你”来表达对同伴的情感。

(1)教师播放幻灯片，伴随着轻柔音乐，讲述故事。

提问：小獾都对什么说了“我爱你”?

小结：他们都是小獾喜爱的，所以小獾就把心里的爱都大声
地说了出来，这样小獾心里会感到很开心。

(2)继续观看幻灯片，倾听故事，模仿故事内容说出“我爱
你”。

--小獾还喜欢一些什么呢，他还会对什么说“我爱你”?

--引导幼儿说出故事内容：吃饭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上床
睡觉的时候。

(3)教师请幼儿说出自己喜爱的物品。

2、知道表达爱可以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快乐。

(1)请幼儿与同伴之间相互表达“我爱你”的情感，鼓励幼儿
之间亲一亲，抱一抱。

(2)教师向幼儿表达自己喜爱的人和物品。

(3)请幼儿在集体面前对自己喜爱的物品表达“我爱你”的情
感。

(4)请幼儿说出表达和接受爱的感受。

小结：故事里的小獾对他喜欢的很多人和物都说了“我爱
你”，原来爱可以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快乐。



3、制作爱心卡，互相送爱心卡，体验说出爱的快乐。

(1)示范用爱心卡记录“我爱你”的情感。

(2)幼儿用印章印在爱心卡上，记录自己爱心。

(3)播放音乐，幼儿互相赠送爱心卡，贴在喜欢的人或物品上，
并大声表达“我爱你”的情感。

三、结束部分：师幼儿共同表达“我爱你”的情感。

教师引导幼儿不要把爱憋在心里，要大声的说出来，这样可
以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快乐。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的说一声：
“我爱你”!

延伸活动：

1、带领幼儿到户外去，对更多的人和物品大声说出“我爱
你”。

2、与家人分享活动内容，并向家人大声表达“我爱你”的`
情感。

3、在美工区，自作小作品，送给自己喜欢的同伴。

活动反思：

“我爱你”的主题，侧重于情感激发和表达，适合小班幼儿。
设计和实施按照幼儿倾听-说-行动的学习逻辑展开。

1、所选绘本材料“我爱你”很有感染力，所配背景音乐很很
合适。

2、老师讲完故事，应着重让幼儿讨论：小獾说了什么，都是
对谁说的，为什么会说“我爱你”?说“我爱你”的时候小獾



的心里感觉怎么样?侧重讨论“是长颈鹿阿姨还是心里本来就
爱他们才说的”?“为什么对身边的亲人说了”我爱你“，小
獾还对他”用过的东西“也说”我爱你“?(难点部分)

3、制作爱心卡，教师示范引起幼儿模仿，好在教师注意到并
随机引导幼儿关注其他的任何东西。

4、送爱心卡的时候，幼儿说”还想玩一会“”没有“，幼儿
还有活动的需求和兴致，可以考虑制作爱心卡除了印图章还
可以提供画笔材料供幼儿表达，进一步推动幼儿接近下一个
最近发展区。

爸爸的手小班社会教案篇三

1、通过画爸爸妈妈的自画像、幼儿打扮衣服的方式，培养幼
儿热爱爸爸妈妈的情感。

2、引导幼儿用简单的线条和画圆、敲印章的方法打扮衣服。

培养幼儿简单的设计能力，从而开拓幼儿的思维发展，达到
把父母亲的长相及某些特点能记在心里。

通知书、画好轮廓线的爸爸妈妈的衣服或裙子、绘画工具
（笔、印章）

1、 发放通知书，要求各位家长能仔细看。

2、 家长在自己家中画自己的自画像。

3、 把画好的自画像带到幼儿园。

4、 组织幼儿在区域活动时间打扮自己爸爸妈妈的衣服或裙
子。引导幼儿用格子线或画圆的`方法打扮，画好后在空地方
用印章印上图案。



5、 把爸爸妈妈的像与幼儿打扮的衣服结合起来，装饰在墙
面上。

通过这次活动培养了幼儿的爱父母情操，培养了动手能力。
并且给幼儿父母亲和幼儿共同完成一项作业的机会。

爸爸的手小班社会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区分爸爸妈妈的用品，乐意参加模仿爸爸妈妈的活动。

2、关注、亲近我们的爸爸妈妈。

活动准备：

2、爸爸妈妈的画像

3、爸爸妈妈在家里做事的录像

活动过程：

一、区分物品，说一说这是谁的东西

1、看一看，这里有些什么东西？

dd将收集来的物品放在周围的桌子上，孩子可以走到桌子前，
自由的观看，边看边说“这里有什么”在引导孩子观察的同
时可以培养孩子大胆说话的习惯。

2、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东西？

dd幼儿说的时候，教师展示物品，将物品排开，便于小班孩
子观察。



3、说说：你看见过谁用过这些东西？为什么要用？

4、区分爸爸妈妈的物品。

（1）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爸爸妈妈用的。你们知道哪些东西
是爸爸用的？哪些东西是妈妈用的吗？请你给爸爸妈妈送礼
物，你觉得这是爸爸的东西就送到爸爸的画像前面，你觉得
这是妈妈用的就送给妈妈。

（2）讨论我们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都送对了吗？

二、扮扮爸爸妈妈

1、今天爸爸妈妈都不在，我们想不想用用爸爸妈妈用过的东
西，自己来扮扮爸爸妈妈？

2、那么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都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3、一起来看看录像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些什么呢？

4、你喜欢爸爸妈妈在家做些什么事情呢？

5、选择1―3件物品来装扮成爸爸妈妈，模仿一下他们的.活
动。（走路、烧饭、看书等等。）

三、交流讨论

1、你们刚才扮了爸爸妈妈，你觉得做大人开心还是做个小孩
开心呢？为什么？

2、对于爸爸妈妈，你们有什么很想知道的事情要问问他们的
吗？

3、你们有什么很重要的话很想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吗？



活动反思：

爸爸妈妈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但孩子对爸爸妈妈的了解却很
少。活动的开展引发孩子关心、爱护自己的父母，不依赖父
母，萌发独立活动的意识。

爸爸的手小班社会教案篇五

设计意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独生子在家里扮演者“小皇
帝”的角色，对来自父母的关爱熟视无睹，因此我通过本次
活动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爱，用实际行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来回报父母，体谅家人。懂得人和人之间爱的存在于感召，
激发孩子心中的爱。

活动目标：

1、利用各种形式鼓励孩子去帮爸爸妈妈做事情。

2、培养孩子的大胆讲述的表达能力。

3、增进父母之间的亲情。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活动准备：

多媒体幻灯片10张（小朋友在家的各种表现），场景布置
（两个家）。

活动过程：



一、引题：谈话活动，激发幼儿参与兴趣，小朋友在家里帮
助父母做过哪些事情？（幼儿单独表达，激发幼儿单独讲述
的愿望）如：扫地、洗碗、拿包等一些简单事情，那好我们
一起来看一张照片吧，看看这位小朋友是怎么做的。

二、观看幻灯片唤醒自己的心灵

1、幼儿一边看照片一边思考，这些小朋友做了什么？是对还
是错？为什么呢？

2、回放幻灯片，说说自己最喜欢哪张？（在回放中加深幼儿
的记忆）

三、游戏我的家

1、把幼儿分组，分别扮演爸爸妈妈。

2、到准备好的场景中去做各种事情（教师巡回观看幼儿表演
是怎样帮助爸爸妈妈做事情的）。

3、两组互相参观交流，说一说自己的孩子是怎样做的，父母
又是怎样评价孩子的（取得相互学习的效果）。

活动延伸：

1、争做好孩子，拍照在家里的情景拿来展览，作为一个榜样
评比栏。

2、做个助人为乐的孩子，体验自己和他人之间的爱。

活动反思：

1、本活动注重选材的生活性，从实际出发，从自我做起，做
好自己的点滴小事，来体验父母的辛劳及爱父母的快乐，为
孩子从小树立尊敬长辈奠定基础。



2、活动具有实践性，能让孩子从感知到实践再回到感知，符
合幼儿的感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