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鬼当家中班社会教案(通用5篇)
制作教案模板可以使教学过程更加规范化，并提高教师的教
学效果。以下是一些经过验证有效的一年级教案，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

小鬼当家中班社会教案篇一

课后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这一课堂上看
似热闹的回答，实则学生所得不多。更多的只是机械操作和
鹦鹉学舌罢了。

究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学生的课前准备不够充分。尽管学生
对家长做家务早已司空见惯，但要说真正有人去留意家长做
家务或谁认真地去做过家务，对这些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几乎
没有。头脑中的表象不够因此思维比较狭隘。我认为课前应
该布置一周左右的家长家务劳动的观察，这样才能让学生真
正的有话可说。

其二教师深入不够，导致了学生的思考不够。例如：一个学
生提问“请问妈妈你拖一次地大约需要多少时间?”受到老师
的肯定后，就出现一串类似的问题什么擦桌需要多少时间?折
被子需要多少时间?……其实我们的孩子并没有错，心理学研
究表明3年级孩子的思维正从形象思维逐渐向抽象思维过渡，
但仍以形象思维为主，模仿是这阶段孩子的天性。

一个伟人曾经说过一切创造从模仿开始。是的，没有模仿哪
来的创造?从上例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孩子们善于模仿的
这一特点，而且他们乐于模仿。问题的症结是我在教学中任
学生一味的模仿，没有对这些学生的提问进行提升。结果让
本节课的模仿泛滥成灾了。事后我反思着，如果当学生出现
此等类似的问题时老师除了肯定之外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对
同一种问题进行归类。具体做法我认为可以这样安排：可以



把学生说(或写)出来的类似的问题放在一起让学生进行观察。
相信如果教师这样一放一问学生能够很快找到这些问题的'共
同点。那我们的教学就从罗列到了概括，从模仿到了创造，
化零为整，让学生的思维达到了质的飞跃。

在随后的一节课中我针对以上的反思对课进行了重新的整合，
让相似类型的问题有意识的放在了一起。学生能够很快地发
现许多问题的共同特点。如上例中的几个问题孩子们就把它
归纳成关于家务劳动时间的一类。这样进行适当的归类后许
多学生在进一步提问的时候就会从另外的角度去考虑。思路
打开了，设计的问题也更全面了，什么关于劳动史方面的问
题，关于劳动技能方面的问题……让我们的访谈问题设计得
更全面更科学，为下一次的访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小鬼当家中班社会教案篇二

1、知道哪些是危险的事，懂得要远离它。

2、积累安全生活的经验，增进自我保护的意识。

了解哪些是危险的事

学会自我保护

材料与环境创设：图片若干，情境表演“胖胖喝进了盐酸”

情境表演—讨论活动—看图片—总结评价

一、情境表演

“胖胖喝进了盐酸”，胖胖是一个虎头虎脑，模样长得十分
可爱的中班男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胖胖从外面与小伙伴
一起玩好，满头大汗地回到了家里。妈妈正在厨房忙着烧饭，
胖胖擦了脸、洗了手，就忙着找水喝。这是胖胖突然发现雪



碧瓶里有“饮料”，捧起雪碧瓶就喝了起来……十分庆幸的
是胖胖的爷爷、爸爸妈妈都在长海医院工作，而且他们的家
也住在长海医院的职工大楼里。因抢救即使，没有造成严重
的后果。经过几个月的调理，胖胖又能正常地进食了。事后，
经了解才知道，胖胖的妈妈将盐酸拿回来，是为了洗马桶，
打扫卫生用的。没想到一时疏忽险些酿成惨剧。

二、讨论活动

1、胖胖为什么会生病？

2、我们平时应该怎样做？

小结：我们平时不能随意的去碰、去吃一些物品。

三、看几副安全教育的图片

图片一：下雷雨是小朋友在大树下避雨

图片二：一个人在摸插座

四、总结评价

小鬼当家中班社会教案篇三

1、知道独自在家时如何应对陌生人来访。

2、了解独自在家的一些安全知识，初步养成自我保护的意思
和能力。

3、积极参与活动，大胆发表自己的想法。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1、小兔头饰人手1个，兔妈妈、大灰狼、山羊头饰个1个。

2、《小兔乖乖》配乐磁带、录音机。

3、根据本班实际创设游戏情境，突出“小兔之家”。

4、幼儿用书：《小鬼当家》。

（一）教师模仿兔妈妈的口吻创设游戏氛围，激发幼儿参与
游戏的兴趣。

1、教师：你们都是我的兔宝宝，妈妈今天要出门，你们在家
可要当心哦！

（二）教师带领幼儿进行情境游戏。

1、“小兔”在家玩，教师戴山羊头饰（大灰狼头饰藏在山羊
头饰下）敲门。（可配背景音乐）“山羊”：我是你们的山
羊老师，来看看你们。快开门把！

2、教师根据幼儿的情况进行表演。如果“小兔”开门，“山
羊”就拿掉山羊头饰，露出大灰狼面具，用夸张的语气
说：“哈哈，你们上当了，我是大灰狼，我要吃掉你们！”
如果小兔不开门，“山羊”可利用食物、玩具等继续“行
骗”。

4、教师小结：独自在家时，如果陌生人敲门，千万不能开门，
要先问清是谁、找谁，然后告诉他（她），等爸爸妈妈回来
以后再来。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会发生危险。

（三）教师引导幼儿了解独自在家的安全常识。

1、“兔妈妈”：明天妈妈要出去很长时间，你们在家干什么
呢？



3、教师小结：独自在家要特别注意安全，不做危险动作（如
翻跟斗等）《不玩弄电器插头、插座以及煤气开关，不倒阳
台上去。可以安静地看书、画画、玩玩具。

（四）教师引导幼儿阅读幼儿用书《小鬼当家》，学习制
作“危险警示卡”。

1、教师：“小兔”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些警示卡，把它们贴
在家中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电源插座、煤气开关、阳台、
桌角、玻璃门等），它们会时刻提醒我们注意安全。

2、幼儿学习制作“危险警示卡”。

3、教师扮演“兔妈妈”，带领“小兔”将警示卡张贴在电器
插头及插座、消毒柜、煤气开关、阳台、桌角、玻璃、门框
等大家认为危险的。地方。

安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继续探讨和努力，将安
全教育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不断增强孩子们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每位幼儿撑起一把安全的保护伞！

小鬼当家中班社会教案篇四

活动内容：

1、通过调查、实践，初步树立幼儿健康的消费观念，感受爸
爸妈妈当家的不易，懂得要节约用钱。

2、积极参与讨论、交流，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学习合作和
记录。

活动重点：

培养幼儿节约用钱的好习惯;



培养幼儿的独立自主性。

活动准备：

儿童活动的小超市以及儿童教材的钱币。

活动过程：

一、幼儿介绍自己家里的消费情况

小朋友，昨天老师让小朋友调查了家里的消费情况，你们知
道家里的什么地方都需要钱?现在请小朋友介绍一下你们家里
的消费情况。(幼儿自由汇报)

二、活动(游戏)

1、每三个小朋友为一组，先去中国儿童银行领取十元的活动
经费，再一起去超市购物。

2、小朋友去购物时怎样才能顺利地完成这次购物，你觉得应
该怎样做?(幼儿自由讨论后汇报)

(1)尊重每个小朋友，学会合作，人人参与购物。

(2)合理消费，不能超支。

(3)在超市购物时不能大声吵闹，吵到别的客人就不好了。

(4)挑选商品时要轻拿轻放，不要的商品要放回原处。

三、认真听超市工作人员的温馨提示

1、进行温馨提示。

2、你听到了什么?说说看。



四、幼儿合作去购物(师参与指导)

五、评价

好了，现在小朋友都完成了这次超市购物的任务，说说你在
购物时都有哪些收获?(你学会了什么?)

小鬼当家中班社会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复习9以内的数字。

2.、了解电话号码的作用并记住几个特殊的电话号码，增强
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3、感受数字的丰富变化，体验数字给生活带来的方便与有趣。

活动准备：

1、0-9数字卡片每人一套、贴有动物图形的记录纸每组一张。

2、110、120、119号码卡片，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图片。

活动过程：

一、小动物的名片。

2、这是小鸭家里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小刺猬家的电话号码
是多少？

二、我家的电话号码。

1、小朋友家里有电话吗？谁愿意来告诉老师？



2、幼儿讲，教师记录，全体幼儿认读数字。

3、小朋友家的电话号码一样吗？为什么不一样？

4、教师小结。

三、特殊的电话号码。

1、老师知道有些电话号码是有3个数字组成的，你们知道吗？

2、游戏：打什么电话？(看课件或图片)：

(1)出示第一幅图画“火灾”

师：这个时候，该拨打什么电话号码？

教师出示卡片119，请幼儿在自己的数卡中找出1、1、9，并
按顺序进行排列。(从左到右)

(2)出示第二幅图画“生病”

师：该打什么电话呢？

教师出示120卡片，请幼儿从自己的卡片中找出1、2、0，并
按顺序进行排列。

(3)出示第三幅图画“抢劫”

师：该拨打哪个电话号码？

请小朋友从自己的卡片中找出1、1、0，并进行排序

3、小结：电话号码的作用太大了，我们生活中离不开它。但
是像110、119、120等这些特殊的电话号码不能随便乱打，只
有在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它。



三、制作动物电话卡本。

1、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到小朋友家里都装了电话，动物们

都要装电话号码了。

2、不过小动物们想考考你们，请小朋友动脑筋帮它们编

电话号码。

3、幼儿操作：每一组有一张大表格，上面有小动物的图

片。要求同一组的小朋友一起来编电话号码，小动物家的电
话号码都是有8个数字组成的，每一家的电话号码要编的不一
样。

4、教师检查小朋友编的电话号码，制作动物电话卡。以名片
引题，激发幼儿对电话号码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