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小班教案不推椅子(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小班教案不推椅子篇一

【教学目标】

1、能通过点数正确说出20以内物体的数量。

2、在抢椅子游戏中，感知椅子数量的递增递减模式。

3、发展目测力、判断力。

4、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教学准备】

材料准备：小凳子40张。

经验准备：幼儿会熟练的玩抢椅子游戏。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排放椅子。

1、请幼儿来想办法把一旁的小凳子排成圆形。

师：今天我们来玩抢椅子游戏。中间有很多椅子，谁来数一
数有多少椅子呢？怎么样才能数的清楚？我请一个小朋友再
邀请几个好朋友来排椅子。



2、点数椅子数量，制定简单规则。

数一数我们排了多少把椅子呢？怎么才能数清楚？谁来数一
数？

在抢椅子游戏中应该小朋友多还是椅子多？

抢椅子的规则是什么？

二、进行游戏，体验递减：

1、老师幼儿一起玩游戏，体验凳子和人数的递增递减。

问题：

现在的椅子数量是多少？人数是多少？

这次如果再来一次，旁边应该有几张椅子？应该还剩下几张
椅子？

这次如果再来一次，旁边有几个小朋友，还剩下几个小朋友？

小结：也就是中间的人会越来越少，旁边的人会越来越多。
中间的椅子会越来越少，旁边的椅子会越来越多。

三、一轮游戏后，就“淘汰”规则进行商讨和调整：

1、被淘汰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心情？

2、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淘汰人，又能不打破“椅子的数量
必须一点一点减少”的规则？

四、结束。

今天的抢椅子游戏就玩到这里，下次可以把游戏的规则放到



你们自己的游戏中去，好不好？

【教学反思】

这个活动旨在让幼儿在玩游戏的过程中通过点数正确数出20
以内的数量，同时感知数量的递增递减模式。

在活动中，我能引导幼儿自主探索，为什么一开始椅子数不
清楚，因为太乱了，让幼儿切实感受到要排列整齐了，才便
于点数。在邀请幼儿排列椅子时也不经意的加入需要幼儿进
行思考的环节“把你算在里面，一共5个人。”每一轮游戏之
后我都及时进行提炼，进行点数。并且让幼儿一步步的感受
旁边人数和椅子的递增，中间人数和椅子的递减。

不过活动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有的问题提的该不够准确，
比如问孩子们“抢椅子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孩子们都回
答“不能抢，不能推别人”等，而没有讲到“要一个人坐一
张椅子，没有抢到椅子的人淘汰。”如果这个问题换成“抢
椅子游戏应该怎么玩？”也许幼儿的回答就会是玩法了。在
活动中我的`点数次数过多，并且都是一起点数，有点乱，也
会引起孩子的躁动，可以适当减少点数的次数，只需让孩子
感知到椅子和人数的递增递减即可，不需要每一次都数一遍
了。在活动中虽然我意识到要让孩子多说，但是有的时候给
孩子的机会还是不够多，自己说的比较多，并且没有让幼儿
生生互动，在后面重新商量规则的环节，可以让幼儿进行生
生互动，这样会更好的得出结论。

小百科：幼儿用的椅子应软一些，以防发生危险。

幼儿园小班教案不推椅子篇二

活动目标：

1、认识椅子各部分的名称，能按顺序擦自己的小椅子。



2、知道要爱护小椅子，会轻拿轻放。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干净与脏椅子各1张，水盆1只，抹布30块。

活动过程：

1、以游戏口吻请幼儿用眼睛仔细看一看，两张椅子有什么不
一样，说一说喜欢哪一张椅子。

2、动动小脑子，说说怎样让脏椅子变成干净的小椅子呢？老
师在肯定幼儿正确回答的基础上出示抹布问：“这是什么？
有什么用？”教师示范并用诗歌讲解洗抹的方法，如“先抹
桌子面，再抹桌子背，横档抹一抹，最后抹椅腿”。抹好后
请幼儿闭上眼睛，老师将两张椅子交换位置后问幼儿：“你
喜欢哪一张小椅子？”（都喜欢）

3、操作练习：老师的两只手真能干，能叫脏椅子，小朋友不
喜欢的椅子变成干净的`，大家喜欢的椅子。小朋友，你们也
有两只手，也让它们变能干好吗？那好，我们都来学习抹自
己的小椅子，这里有抹布每人一块，抹好后将抹布丢进水盆
里以后每天都这样，让小朋友边抹边念儿歌，老师巡回指导，
对不同能力的孩子给予程适度指导，抹好后，请小朋友欣赏
对自己抹过的椅子。

4、游戏：在音乐伴奏下练习轻拿轻放椅子，做椅子搭火车游
戏。



教学反思：

因为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游戏能增强幼儿参与活动的
兴趣。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游戏中很容易就能掌握所学技能。
因此，我设计了这次活动，孩子们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
兴趣很高，在游戏中学会了搬、摆椅子的方法。这个活动结
束后，大部分的孩子都掌握了搬椅子的方法。因为对他们来
说不是学本领，而是玩游戏。以后设计教学活动内容时，要
多思考，多找些适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使他们乐意参与，并
愿意在游戏中学会的活动。

幼儿园小班教案不推椅子篇三

活动目标：

1.提高幼儿的.注意力及反应能力

2.体验游戏的快乐

活动准备：

1.椅子若干把

2.敲击用小铃

活动过程：

1.老师在空地放置4把小椅子摆成小花状，请5名幼儿上前围
绕椅子站立。

2.老师敲打小铃，让幼儿围绕摆放的椅子快速向同一方向前
进。

3.当老师停止敲击小铃时，幼儿立即找一把空椅子坐下。



*没有做到位子的小朋友即失败了。

4.老师减少一把椅子，请余下小朋友同上继续游戏。

——至最后一位小朋友获胜。

如让全班小朋友都能在短时间参与游戏，可在一次游戏后不
用减少椅子，同时请另一位小朋友上前玩游戏。

输者下换其他小朋友，赢者继续游戏，以此类推。

幼儿园小班教案不推椅子篇四

1、认识椅子各部分的名称，能按顺序擦自己的小椅子。

2、知道要爱护小椅子，会轻拿轻放。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干净与脏椅子各1张，水盆1只，抹布30块。

1、以游戏口吻请幼儿用眼睛仔细看一看，两张椅子有什么不
一样，说一说喜欢哪一张椅子。

2、动动小脑子，说说怎样让脏椅子变成干净的小椅子呢？老
师在肯定幼儿正确回答的.基础上出示抹布问：“这是什么？
有什么用？”教师示范并用诗歌讲解洗抹的方法，如“先抹
桌子面，再抹桌子背，横档抹一抹，最后抹椅腿”。抹好后
请幼儿闭上眼睛，老师将两张椅子交换位置后问幼儿：“你
喜欢哪一张小椅子？”（都喜欢）



3、操作练习：老师的两只手真能干，能叫脏椅子，小朋友不
喜欢的椅子变成干净的，大家喜欢的椅子。小朋友，你们也
有两只手，也让它们变能干好吗？那好，我们都来学习抹自
己的小椅子，这里有抹布每人一块，抹好后将抹布丢进水盆
里以后每天都这样，让小朋友边抹边念儿歌，老师巡回指导，
对不同能力的孩子给予程适度指导，抹好后，请小朋友欣赏
对自己抹过的椅子。

4、游戏：在音乐伴奏下练习轻拿轻放椅子，做椅子搭火车游
戏。

因为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游戏能增强幼儿参与活动的
兴趣。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游戏中很容易就能掌握所学技能。
因此，我设计了这次活动，孩子们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
兴趣很高，在游戏中学会了搬、摆椅子的方法。这个活动结
束后，大部分的孩子都掌握了搬椅子的方法。因为对他们来
说不是学本领，而是玩游戏。以后设计教学活动内容时，要
多思考，多找些适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使他们乐意参与，并
愿意在游戏中学会的活动。

幼儿园小班教案不推椅子篇五

课程分析

小班的幼儿初入幼儿园，还没有培养起排队等待，轮流喝水，
洗漱、如厕的意识，常常会出现拥挤、碰撞、推拉等现象，
这样不但会影响幼儿的正常活动，还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安全问题，如摔伤、碰伤、抓伤等。因此，本活动显得尤为
重要。在本活动中，利用直观展示的多媒体教学资源如图片，
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懂得哪些行为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并
引导他们进行充分讨论，大胆表达，了解在洗漱、喝水、如
厕、玩滑梯中，不争抢，不推挤，学会等待。最后，设置情
境，引导幼儿在情境中，实践联系，加深在很多人同做一件
事情时不争不抢的安全意识。



课程目标

1.知道在活动和公共场所玩耍时要主动排队，耐心等待。

2.有初步自我约束的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课程准备

ppt以及平衡木和一盒好吃的糖果

课程过程

（一）情景导入，激发兴趣

1.今天跳跳兔和大眼猫要来我们班做客。可是他们发生了什
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利用ppt帮助幼儿了解故事发
生)

师提问：跳跳兔和大眼猫为什么掉到河里去？

怎么做跳跳兔和大眼猫就不会掉到河里去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小朋友应该怎么做？

2.幼儿尝试过小桥。

3.小结：过小桥时要排队等待，不能拥挤、争抢、推拉。

（二）哪些事情需要排队等待、轮流进行

1.请幼儿说一说在幼儿园里，小朋友做哪些事情的时候需要
排队等待、轮流进行？（喝水、如厕、洗手、到外面去等。）

2.播放ppt《哪些宝宝做得对》。讲讲谁做得对，谁做的不对。
（争抢上厕所不好；抢滑滑梯打架不好......）



（三）情景练习，排队领奖品

1.小结：今天我们知道了，当很多人去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要排队等待，不争抢、不推挤，这样就不会出现被挤倒、碰
伤等现象。为了奖励你们，我还带来了一个好吃的，是不是
大家都想要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拿到好吃的呢？（幼
儿思考）

2.幼儿排好整齐的队伍分发礼物。

课程反思

本次活动中，幼儿进一步了解到了日常的生活中要互相谦让，
如集体入厕、集体喝水、进出活动室、集体游戏等都给幼儿
渗透排队、不推不挤、有秩序的进行活动。活动中，幼儿能
够积极进行经验回忆，并进行大胆交流，本次活动对幼儿有
较大的教育价值。活动中个别幼儿语言表达不是很完整，需
要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与日常指导中加以个别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