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冬至搓汤圆教案活动反思 中
班安全活动教案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班冬至搓汤圆教案活动反思篇一

活动设计背景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上报导某某地方又着火了,损失惨重,或
有人员伤亡。孩子们来到幼儿园也会相互说着他们在电视上
的所见所闻。安全教育无所不在,这不正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契
机吗？因此，展开了本次活动。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让幼儿了解几种常见的灭火方法,初步了解简单
的消防知识。

2.教育幼儿不玩火,避免发生火灾。

教学重点、难点

教育幼儿懂得最基本的安全防火知识，做到在日常生活中不
玩火。。

活动准备

幼儿：蜡烛、打火机、扇子等



教师：录像、图片、水、沙子、湿布等

人手一份操作图片(图上画的是在着火的时候,几个小朋友采
取的不同的灭火方法)。

活动过程

1.游戏:灭蜡烛

教师出示蜡烛,点燃。"请小朋友动脑筋想一想,用什么办法能
把蜡烛熄灭呢?"

幼儿想出办法后,教师提供备有的材料,请幼儿到前面试一下,
教师小结。

2.讨论,"出现了火情,该怎么办?""现在天气干燥,如果出现火
情,我们小朋友该怎么办呢?"

引导幼儿说出各种灭火的办法。

小结;刚才小朋友想出的办法都不错,如果出现了火情,我们可
以用水泼灭火、用湿布扑灭火、用沙子灭火、用灭火器灭
火……但小朋友要记住,如果出现大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
拨打119电话。

3.请幼儿看录像。

"前几天,有个地方着火了,我们来看看他们想出的办法和我们
想出的办法一样不一样?"

看完录像,提问:"他们想到了哪些办法?""哪些办法是我们没
想到的?"(开窗,捂着嘴、鼻跑出烟火区)。以上内容转自小精
灵网（http://)



小结:火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开窗,用水、沙子、湿棉被、
灭火器等灭火,火很大的时候,我们拨打119电话,消防叔叔还
没到,我们小朋友一定要把嘴巴、鼻子捂上,以最快的速度跑
出烟火区,学会保护自己。

4.幼儿操作

"请小朋友看操作图片,图上画的是几个小朋友在着火的时候
采取的不同的办法,每幅图的左下方有一个圆圈,你认为办法
好的'就在圆圈内打上"?"号。

讨论:用扇子扇,是不是最好的办法?

"小朋友想一想,爷爷、奶奶生炉子的时候,用扇子轻轻地扇,
火就越扇越旺了。如果火很大,用扇子扇来灭火行不行呢?着
火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

5.怎样避免火灾?

"一旦发生了火灾,对我们的危害特别大,房子没有了,人也受
伤了。那我们平时怎样做才能避免火灾呢?"

幼儿讨论回答。

延伸活动

户外游戏："勇敢的消-防-队员"

目的:

训练幼儿在垫上滚动、爬行和往返跑的能力。

准备:

体操垫、红布



玩法:

教师发出指令,排头幼儿迅速跑到垫子前,从有红布的地方爬
行或滚过去,表示避开烟或滚灭火源,然后爬起来,绕过垫子,
跑到队伍前拍一下第二位幼儿的手。被拍的幼儿迅速起跑,重
复前一名幼儿的动作。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以幼儿实际生活中有过多次体验的事情——着火为
主题，对幼儿进行灭火、防火教育，带有普遍性与典型性。
让幼儿带着问题“着火了，怎么办”，边思边做，从而引导
幼儿进一步认识到“火灾”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从教育活动
过程来看，教师的目标意识强，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教师的
每一个提问都紧扣“着火了怎么办”这一中心。一开始，教
师在做完“灭蜡烛”游戏后，马上转入引导幼儿讨论“出现
了火情怎么办?”充分激发幼儿想出各种灭火的办法。当幼儿
看完录像后，发现自己想出的办法还有不足后，从而为“怎
样避免火灾”问题的深入进行埋下了伏笔，使幼儿知道火灾
给国家、集体造成的损失，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增强了
防火、灭火的意识。

中班冬至搓汤圆教案活动反思篇二

按贝壳的颜色排序，复习10以内的数字，比较数的大小，学
习数的'组成。

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一
起游戏。

体验合作创编游戏的乐趣。

贝壳若干（其中凸出的一面分别涂上红、黄、绿色，凹的一



面分别写上1～10的数字）。

1、按贝壳的颜色排序，如一个红贝壳，一个黄贝壳，一个红
贝壳，一个黄贝壳……按数序排列贝壳。

2、比大小。两个幼儿同时翻出一个贝壳，比比谁的数字大，
大的可以吃掉小的，最后比比谁赢得多。

3、撒贝壳，练习数的组成。看看正面朝上的有几个，反面朝
上的有几个，然后说出可以分成几和几，几和几合起来是几。

4、将贝壳拼成各种图案，并说出结果。如：“我用7个贝壳
拼了一朵花。”

建议：该活动适合中、大班幼儿。

课堂环节紧凑，幼儿在轻松的环境下享受，由于在游戏过程
中，我讲游戏规则不到位，导致幼儿在游戏过程有的捣乱，
气氛太过度的活跃，导致我控制不住场面。今后我要加强本
班的游戏规则的培养，是幼儿愉快、友好的分享游戏乐趣。

中班冬至搓汤圆教案活动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能积极、愉快地参加歌唱活动。 

2、学会并能用轻快的声音演唱歌曲。

3、能友好的与同伴合作扮演理发师和小顾客的角色。

活动准备： 

1、角色表演用的自制剪刀和镜子。



2、活动前请家长带幼儿到理发店剪头发、理发、体验理发的
过程。

活动过程： 

一、以谈话引题。  “夏天到了，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小朋
友也需要经常到理发店里去理发，你们知道理发店里是谁帮
我们理发的？”（叔叔阿姨）  “他们用什么来理发？”
（幼儿自由回答）  （ 出示剪刀操作）“听，见到发出什
么声音，用小嘴巴来学学！”（咔嚓咔嚓）  “我们一起来
说说，咔嚓咔嚓……”

二、熟悉歌词，学说歌词。

三、熟悉旋律。

1我是理发店的哈哈理发师，瞧一瞧，我是怎么给顾客理发
的！”（教师慢速哼唱旋律） 

2、“想学就和我一起来吧！”（幼儿慢唱旋律一遍） 

四、引导幼儿用轻快的声音学唱歌曲。 

“理发店的生意非常好，我哈哈理发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
你们也来帮帮我吧，高兴吗？高兴就一边理发一边唱歌吧!”

（幼儿集体演唱歌曲数次，教师适时鼓励，并请个别幼儿上
来带领演唱)  五、自选道具，分角色表演。  “请小朋友
来当理发师和顾客，前面有两种道具，想扮成顾客的小朋友
拿上镜子坐在椅子上，想扮成理发师的小朋友拿剪刀站在顾
客身后理发，决定好了，请慢慢地走上来拿。”（可交
换）  “理发师的本领真大，把顾客的头发剪得这么漂亮，
瞧！顾客们多漂亮！我们一起到外面让别人也来欣赏我们漂
亮的头发吧！”



活动反思：

整节活动幼儿都能保持浓厚的兴趣参与进来，和教师的选材
是分不开的。选取了幼儿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职业作为切入点，
全身心的投入进来，学习歌曲中又采取了游戏的形式，幼儿
能始终保持情绪，学习效果明显。在今后的学习中，教师都
要选择些孩子感兴趣的主题，这样幼儿学习起来也更加主动
了。

中班冬至搓汤圆教案活动反思篇四

目标：

1.学习运用在单线上连续画圈的方法画出小雨滴的雏形。

2.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大胆添画，画出小雨滴的各种动态。

3.学习小组合作，体验绘画创作的乐趣。

准备：

大张铅画纸每组一张，音乐，作画工具等。

过程：

1.引题激趣。

让这根线条跟着动听的音乐跳一段美丽的舞蹈吧。

2.学习在单线上连续画圈。

（1）教师听着音乐画线条，边画边用语言表述，表现出曲线、
弧线等。



（2）幼儿空手练习。

3.尝试添画小雨点的各种动态。

（1）引导观察：仔细看看这些线条里藏着什么？

（2）引导添画：你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小雨滴，然后添画上小
雨滴的各种动态。

4.幼儿操作，体验创作乐趣。

（1）提出创作要求：4个小朋友一组，合作完成一幅作品。

（2）线条转圈时有大有小，还可以和同伴的线条交叉。

（3）仔细观察，小雨滴躲在哪里，然后大胆画出小雨滴的多
种动态。

5.欣赏、评价幼儿作品。

（1）你最喜欢那幅画，为什么？

（2）找一找，还有哪些小雨滴没有找出来。

6.活动延伸：

原来小雨滴会跳这么漂亮的舞蹈，让我们也学着一起来跳个
舞吧。

课后反思：

对中班幼儿来说，画小雨滴的形状相对来说显得有点简单，
所以，我把这个活动的目标定位在运用单线连续画圈的方法
画出小雨滴的形状，然后通过想象，添画，画出小雨滴的各
种动态。这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在平时组织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加上我这次是让孩子们三人一组进行合作绘画，也打破了以
往传统的美术活动的形式，所以整个活动中，孩子们的.兴致
还是很高涨的，整体效果也比较好。但是在活动的组织过程
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问题一：教师示范的范画太小。教师的预操作不到位，导致
在示范时教师的范画，也就是线条画得套小，所以线条形成
的雨滴的雏形也显得太小了。应该可以再大一点，这样添画
上雨滴的动态也就更大气了。

问题二：教师的提问。教案中的提问是“线条里藏着什
么？”而活动中变成了“线条像什么？”导致幼儿的回答
是“像鲨鱼”、“像大鸟”……说明教师对预设的活动心中
还是没有底，还不够扎实。

问题三：教师的语速还可以放慢一点，音调还可以再轻一点，
特别是在个别辅导的时候。

最后，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进行活动的评价，在评价中，可
以从两个方面考虑：

1.从多人合作方面，以正面鼓励和肯定为主。

2.从杂乱无章的线条中发现这么多可爱的小雨滴，引导孩子
们知道生活中也有很多惊喜，主要用心去发现，可以看到更
多美好的东西。

中班冬至搓汤圆教案活动反思篇五

通过多种平衡凳游戏，发展幼儿的灵敏、力量和速度，同时
提高他们的分析判断力、思考力和创想能力。

让孩子知道生病了，不怕打针吃药，做个勇敢的孩子。



了解吃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能按时吃饭，不挑食。

平衡凳10个

一、幼儿坐成一行，面对教师，玩《抢位》游戏。

1、当听到哨声后，幼儿快速起立，换坐至相距4米远的另一
排长凳上。

2、听到语言提示后，幼儿快速站立，再次换位。

3、听到击掌声时，换位。

4、区分有效和无效口令拍掌三次为有效移动信号。

5、用眼睛来区分，三个手指为有效移动信号。

6、请幼儿用眼看，耳朵听，脑袋想，有效地区分各种干扰信
号，例如口令击掌1至2次，伸出两个手指等，但有效信号仍
是伸三个手指或击掌三次。

7、综合运用各种信号，但只有跺脚才是移动信号。

二、幼儿仍保持原对形，继续玩平衡凳游戏1、将平衡凳的数
量适当减少，促使幼儿们相互照顾，以便全体都坐在平衡凳
上。

1）每次换位后，均减少一个平衡凳，鼓励幼儿想到他人，能
在仅剩的凳面上坐下来。

2）仅剩一个平衡凳时，要求全体幼儿开动脑筋2开始不提示，
让全体幼儿尝试3适度提示，以站立姿势来尝试4提示幼儿应
多想到同伴，采取紧贴和侧站的方式，增加空间，完成任务。

三、幼儿休息，教师将平衡凳排列成相距半米至一米的纵向



障碍

1、幼儿以行走的`姿势跨越障碍

2、幼儿以小跑的姿势跨越障碍

3、幼儿以快跑的姿势跨越障碍

4、将幼儿分成若干组采取自己较喜爱的动作过障碍

四、幼儿绕场慢跑放松后回班教改心得：一物多用，能促使
师生共同开动脑筋，创想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方法，还能提高
活动课的密度，减少搬运和布置器材的时间，值得倡导。

抢椅子游戏是我们传统民间游戏中流传非常广泛的一个游戏，
游戏不受时间、地点、人数的限制，操作性强。但是如果长
时间使用一种规则进行游戏的话幼儿也容易产生厌倦心理。
为了增强游戏的趣味性和持久性。我在原有游戏的基础上进
行了一些创新，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将一种游戏演变出多
种玩法，让抢椅子游戏的更丰富、更好玩、更能调动起幼儿
的兴趣点。从整个游戏过程来看，幼儿积极投入，兴趣高涨。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发展了幼儿的走、跑、跳等基本动作，提
高了幼儿动作的灵敏性和协调性，同时锻炼幼儿的平衡能力
和快速反应能力。让幼儿充分体验到了椅子游戏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