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宝宝找妈妈教学反思(精选8篇)
公益是一种无私奉献的行为，它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和他人
的命运。公益活动中如何保持持久的激情和动力？公益活动
可以涵盖教育、环保、健康、贫困帮扶等多个领域。公益活
动需要与合适的合作伙伴携手合作，互相支持，共同推动事
业发展。以下是一些成功的公益范例，可以供大家参考借鉴。

动物宝宝找妈妈教学反思篇一

1、愿意参加游戏，感受帮助别人的快乐。

2、感知"1"和"许多"。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4、遵守游戏规则，掌握游戏的玩法。

1、老师扮鸡妈妈，幼儿扮小鸡。

2、活动场地布置许多树、草（草内有若干鸡蛋和一只鸭蛋）。

3、一幅《母鸡生蛋》图，鸭木偶一个。

一、找蛋

1、老师和幼儿一起唱歌曲《母鸡下蛋》。

问：鸡宝宝你们听见了什么？

2、师：哎呀，我生了好多好多的蛋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请
你们帮我找一找。

幼儿找蛋。



二、还蛋

1、引导幼儿发现其中有一只不同的蛋。

3、鸭妈妈找不到自己的蛋会怎样？

4、请鸡宝宝把鸭蛋还给鸭妈妈。看看鸭窝里有没有鸡妈妈生
的蛋。

三、玩蛋

1、玩蛋宝宝。（幼儿随意的在地上摆弄滚动）

2、师：请鸡宝宝把蛋放到篮子里，你给我一个，你也给我一
个—————。现在我的篮子里有多少蛋？（许多蛋）。

四、画蛋

2、师：咯咯嗒，咯咯嗒它又要生蛋了，我们一起把它生的蛋
画下来。

3、教师和幼儿一起把画贴在墙上，请小朋友以后再来给鸡妈
妈画蛋。

在本节活动中幼儿都能积极的参与其中，并且都能够正确的
区分“1”个“许多”，但在活动设计中感知“许多”的环节
有点弱，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吸取本次的.教训把过程设计的
更合理！争取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自己有更完美的表现。

动物宝宝找妈妈教学反思篇二

凭据小班幼儿进修数的特色来看。孩子学数比力形象、直不
雅。是以，计划了这一讲授运动。让幼儿经由过程西席所供
给的特定质料来感知“1”和“很多”，使幼儿在愉悦的氛围



中感知数观点。并经由过程游戏“找蛋”“还蛋”来感觉资
助别人的快活。

运动目的：

1、乐意加入游戏，感觉资助别人的快活。

2、感知“1”和“很多”。运动预备：

1、先生扮鸡妈妈，幼儿扮小鸡。

2、运动园地部署很多树、草（草内有多少鸡蛋和一只鸭蛋）。

3、一幅《母鸡生蛋》图，鸭木偶一个。运动历程：

一、找蛋

1、先生和幼儿一路唱歌曲《母鸡下蛋》。

问：鸡宝宝你们闻声了什么？

2、师：哎呀，我生了很多多少很多多少的蛋不知道失到那里
去了，幼儿手工制作请你们帮我找一找。

幼儿找蛋。

二、还蛋

1、引诱幼儿发明此中有一只差别的蛋。

3、鸭妈妈找不到本身的蛋会奈何？

4、请鸡宝宝把鸭蛋还给鸭妈妈。看看鸭窝里有没有鸡妈妈生
的蛋。



三、玩蛋

1、玩蛋宝宝。（幼儿随便的在地上摆弄转动）

2、师：请鸡宝宝把蛋放到篮子里，你给我一个，你也给我一
个-----。如今我的篮子里有几多蛋？（很多蛋）。

四、画蛋

2、师：咯咯嗒，咯咯嗒它又要生蛋了，我们一路把它生的蛋
画下来。

3、西席和幼儿一路把画贴在墙上，请小朋侪今后再来给鸡妈
妈画蛋。

动物宝宝找妈妈教学反思篇三

设计思路：

我们的主题进入了“动物大世界”这一主题，在收集动物材
料的时候，他们对动物的出生产生兴趣，孩子们积累了一些
动物繁殖的知识经验，在活动中我渗透了关爱的情感，如：
小海马遇到危险时，会回到自己爸爸的育儿袋里；企鹅爸爸
把刚出生的宝宝放在自己的脚上行走，怕宝宝受冻等。在这
基础上，我预设这个活动，利用画画、讲讲的形式，让孩子
们更多地感受到动物之间的亲情。

活动目标：

1、在了解小鸡出生的基础上，用绘画的形式表现母鸡孵小鸡
的情景。

2、在活动中，感受母鸡爱护宝宝，小鸡喜欢妈妈的情感。



活动准备：

前期经验的积累（对母鸡外形、小鸡出生的认识、音乐等）

活动过程：

一、直接导入——用儿歌的形式演示鸡的身体的轮廓

一座低山，一座高山，中间一座桥，下面一个大湖，中间有
个小岛。

二、观察讨论——观察讨论母鸡的头部特征和母鸡孵小鸡的
情节，并共同演示

1、母鸡和公鸡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重点是鸡冠和尾巴的
区别）

2、“咯咯哒…………”母鸡怎么了？

3、鸡妈妈会用什么来做窝？

4、母鸡终于生蛋了，为什么有的蛋只看到一点点？（老师边
画边问。）

5、“笃笃……”什么声音呀？小鸡终于要出壳了。它们是怎
么从蛋壳里出来的？

6、有的小鸡先露出了头、有的小脚先出来了、还有的整个身
体都出来了。

小结：草窝是很软的，所以画的时候是弯弯的，妈妈生宝宝
的时候有的小鸡先露出了头、有的小脚先出来了、还有的整
个身体都出来了。

三、尝试表现——尝试表现母鸡孵小鸡的情节，并进行添画



四、讲评——体验成功

1、你的小鸡是怎么出壳的？它们在做什么？

小结：它们有的爬在妈妈的头上，有的爬在妈妈的身
上。“这个世界真美呀。”“妈妈，我们一起捉迷藏吧。”

活动反思：

描述：

本次活动以“母鸡孵蛋”的故事情节加以贯穿，非常的生动，
调动了所有孩子的学习兴趣。这种方法有利于情感的体验和
激发，如在边讲故事边示范的过程中，老师可以很自然地提问
“母鸡妈妈为什么一步也不离开蛋宝宝？”“小鸡一看到妈
妈回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样的问题可以使孩子们感
受到鸡妈妈与宝宝之间的亲情。

分析：

活动中绘画形式比较单一，只有投放了粗笔和细笔，所以孩
子能够把今天的作品表现下来，但是作品的美感有待加强，
要么就是线描，要么就是涂色等。

调整：

1、在活动中可以用上多种材料，增强幼儿的绘画兴趣。

2、在区域中多投放刮蜡、荧光笔等作画材料，让更多地幼儿
去体验多种绘画材料的特性。

动物宝宝找妈妈教学反思篇四

1、通过故事欣赏、指点画和游戏活动，培养幼儿感受美、欣



赏美的能力。

2、学习用多种颜色进行手指点画。

3、愿意与同伴、老师互动，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1、教具准备：

(1)桌面木偶：未上色的鱼妈妈一只、鱼宝宝若干，海底世界
布景;(2)红、黄、蓝颜料、抹布、每组一份;回形针、绳子每
人一份;(3)范例若干;(4)录音机一台，歌曲《捉鱼》磁带一
盒。

2、知识经验准备：

(1)幼儿已熟悉歌曲《捉鱼》;(2)幼儿已有初步的指点画经验。

3、《捉鱼》音乐磁带一盒，录音机一台。

4、大小、颜色不同的三角形若干。

5、娃娃、餐具

1、观看故事表演并欣赏配乐故事《鱼妈妈和鱼宝宝去旅行》

(1)观看故事表演并欣赏配乐故事(2)根据故事内容进行简单
提问。

2、指点画：“鱼妈妈”和“鱼宝宝”

(1)播放背景音乐，幼儿自由欣赏教师的范例。



(2)启发幼儿从颜色和排列方式等方面谈谈鱼妈妈和鱼宝宝穿
的衣服。

(3)以鱼妈妈的口吻请幼儿为鱼宝宝穿上漂亮的衣服，鼓励能
力弱的幼儿大胆点画，鼓励能力强的幼儿尝试点出有规则
的“鳞片”来。提醒幼儿使用抹布，注意保持桌面和衣物的
清洁。

3、游戏：鱼妈妈和鱼宝宝去旅行。

(1)提供海底世界布景，让先完成作业的幼儿带着鱼宝宝“去
旅行”。

(2)听音乐《捉鱼》玩游戏，提醒幼儿跑动时注意不碰撞。

1、音乐角：启发幼儿在玩《捉鱼》游戏时用上不同的鱼游动
作。

2、美工角：引导幼儿用大小不同的三角形拼贴《鱼妈妈和鱼
宝宝去旅行》并添画泡泡。

3、操作角：提供圆形、正方形、三角形让幼儿练习按图形特
征排序。

4、娃娃角：提供娃娃、餐具等供幼儿游戏。

动物宝宝找妈妈教学反思篇五

根据小班幼儿学习数的特点，我发现孩子学数比较形象、直
观。因此，设计了这一有趣的游戏思维教学活动。让幼儿通
过教师所提供的`特定材料来感知“1”和“许多”，使幼儿
在愉悦的气氛中感知数概念。并通过游戏“找蛋”、“还
蛋”来感受帮助别人的快乐。



1、以游戏形式帮助幼儿感知“1”和“许多”。

2、愿意参加游戏，感受帮助别人的快乐。

1、老师扮演鸡妈妈，幼儿扮演小鸡。

2、活动场地布置许多树、草（草内有若干鸡蛋和一只鸭蛋）。

3、一幅《母鸡生蛋》图，鸭木偶一个。

1、老师和幼儿一起学习儿歌《母鸡生蛋》。

问：鸡宝宝你们听见了什么？

2、师：哎呀，我生了许多许多的蛋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请
你们帮我找一找。

3、幼儿找蛋。

1、引导每个幼儿找回1只鸡蛋，找到的鸡蛋放进箩筐。

2、师：你们找回了多少鸡蛋？（许多）。

3、问个别小鸡：你找回了几只鸡蛋？（1只）

4、鸡妈妈有许多孩子，1只小鸡找回1只鸡蛋，1只1只合起来
是多少？（许多）

5、继续引导幼儿发现其中有一只不同的蛋。

6、鸭妈妈找不到自己的蛋会怎样？

7、请鸡宝宝把鸭蛋还给鸭妈妈。看看鸭窝里有没有鸡妈妈生
的蛋？



1、玩蛋宝宝。（幼儿每人拿一只蛋，随意的在地上摆弄滚动）

2、师：请鸡宝宝把蛋放回篮子里，你给我一个，你也给我一
个-----。现在我的篮子里有多少蛋？（许多蛋）。

2、师：咯咯嗒，咯咯嗒，它又要生蛋了，我们一起把它生的
蛋画下来。

3、教师和幼儿一起把画贴在墙上，请小朋友以后再来给鸡妈
妈画蛋。

老母鸡，真能干。

会捉虫，会生蛋。

数一数，几个蛋？

一二三，三个蛋。

老母鸡，把歌唱。

咯咯咯，咯咯咯。

咯哒咯哒咯咯哒。

动物宝宝找妈妈教学反思篇六

1、感知4以内的数量，学习手口一致的点数，说出总数。

2、学习按照数量对应取物，培养幼儿参与活动的愉快心情。

小动物头饰若干、挂图、数字点卡、小礼物若干等。

1、认识动物宝宝，说出它们数量。



以提问的方式引出课题《春游》。请出去参加春游的动物宝
宝们和小朋友认识，然后让幼儿手口一致的点数，说出每种
动物宝宝的数量，并用动作表示出来。（如，一只猫就学小
猫叫一声，两只小狗就学小狗叫两声）

2、和动物宝宝去春游：

让全体幼儿唱着《春天》的儿歌，做着小律动，开始出发去
春游。引导幼儿说出春天有什么景物，幼儿园教案然后出示
《春天》的图画，让幼儿看画面上有些啥？（一个太阳、两
只小鸟、三棵小树、四朵花儿）。

3、游戏比赛：

小朋友欣赏了美丽的大自然，为了让大家尽兴，请动物宝宝
和小朋友来进行一场比赛。请幼儿分组比赛送点卡，看谁送
点卡又快又准。

4、春姑娘送礼物：

春姑娘特别欢迎小朋友和动物宝宝来到大自然中，为了表达
她的谢意，她要送给每一位小朋友一份小礼物，但小朋友需
凭点卡票获得相应的礼物（幼儿操作：每一位幼儿按点卡取
相应的小红花或小绿叶）

5、小结：

小朋友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呀？你们欣赏了美丽的大自然，收
获了春姑娘的礼物，还认识了这么多动物宝宝。

动物宝宝找妈妈教学反思篇七

1、通过故事欣赏、指点画和游戏活动，培养幼儿感受美、欣
赏美的能力。



2、学习用多种颜色进行手指点画。

3、培养幼儿手眼协调的能力。

4、培养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1、教具准备：

(1)桌面木偶：未上色的鱼妈妈一只、鱼宝宝若干，海底世界
布景;

(2)红、黄、蓝颜料、抹布、每组一份;回形针、绳子每人一
份;

(3)范例若干;

(4)录音机一台，歌曲《捉鱼》磁带一盒。

2、知识经验准备：

(1)幼儿已熟悉歌曲《捉鱼》;

(2)幼儿已有初步的指点画经验。

3、《捉鱼》音乐磁带一盒，录音机一台。

4、大小、颜色不同的三角形若干。

5、娃娃、餐具

1、观看故事表演并欣赏配乐故事《鱼妈妈和鱼宝宝去旅行》

(1)观看故事表演并欣赏配乐故事

(2)根据故事内容进行简单提问。



2、指点画：;鱼妈妈;和;鱼宝宝;

(1)播放背景音乐，幼儿自由欣赏教师的范例。

(2)启发幼儿从颜色和排列方式等方面谈谈鱼妈妈和鱼宝宝穿
的衣服。

(3)以鱼妈妈的口吻请幼儿为鱼宝宝穿上漂亮的衣服，鼓励能
力弱的幼儿大胆点画，鼓励能力强的幼儿尝试点出有规则的;
鳞片;来。提醒幼儿使用抹布，注意保持桌面和衣物的清洁。

3、游戏：鱼妈妈和鱼宝宝去旅行。

(1)提供海底世界布景，让先完成作业的幼儿带着鱼宝宝;去
旅行;。

(2)听音乐《捉鱼》玩游戏，提醒幼儿跑动时注意不碰撞。

1、音乐角：启发幼儿在玩《捉鱼》游戏时用上不同的'鱼游
动作。

2、美工角：引导幼儿用大小不同的三角形拼贴《鱼妈妈和鱼
宝宝去旅行》并添画泡泡。

3、操作角：提供圆形、正方形、三角形让幼儿练习按图形特
征排序。

4、娃娃角：提供娃娃、餐具等供幼儿游戏。

鱼是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它们几乎栖居于地球上所有的水生
环境——淡水的湖泊、河流到咸水的大海和大洋。

动物宝宝找妈妈教学反思篇八



1、理解儿歌内容，尝试学说"xx宝宝上火车，咔嚓咔嚓去旅
行"。

2、学习仿编儿歌，体验游戏的`乐趣。

1、ppt课件。

2、火车声音

3、动物图片挂饰若干。

一、倾听火车声音，导入新课。

二、分段熟悉儿歌内容。

1、师："谁在火车上？"（大象）"大象爷爷在说话呢，我们
来听听大象爷爷说了什么。"（大象爷爷开火车，咔嚓咔嚓去
旅行。"）"旅行是什么意思？"教师小结：原来大象爷爷开着
火车出去玩，火车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2、师："大象爷爷还请了其他小动物一起去旅行，我们来看
看他请了谁。"（青蛙宝宝上火车，咔嚓咔嚓去旅行）请个别
幼儿练习说。

3、猜谜，引出新朋友小兔，"小兔宝宝上火车，咔嚓咔嚓去
旅行"。

4、根据动物叫声引出新朋友小猫，"小猫宝宝上火车，咔嚓
咔嚓去旅行"。

三、完整欣赏儿歌，学习朗诵儿歌。

1、教师示范朗诵。



2、幼儿学习儿歌。

四、仿编儿歌。

提问："最后一节车厢是空的，你猜会是哪个小动物要去旅行
呢？"

请老师指导幼儿仿编儿歌。

五、游戏"动物宝宝去旅行"。

附儿歌：动物宝宝去旅行

大象爷爷开火车，咔嚓咔嚓去旅行。

青蛙宝宝上火车，咔嚓咔嚓去旅行。

小兔宝宝上火车，咔嚓咔嚓去旅行。

小猫宝宝上火车，咔嚓咔嚓去旅行。

咔嚓咔嚓咔嚓嚓，动物宝宝去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