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 小班爱惜粮食
社会教案(大全8篇)

五年级教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提高他们的文学
鉴赏能力。下面是一些经验丰富的教师们分享的教案模板范
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一

1、 教育幼儿应从小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珍惜他人的劳
动成果。

2、 培养幼儿辨别是非的能力，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3、 教育幼儿学会尊重他人。

4、 大胆说出自己对爱惜粮食的理解。

5、 培养幼儿健康活泼的性格。

对古诗《锄禾》的意思的理解。能够背诵古诗。

配套的教学用书，图片。

1、教师谈话导入新课。

师：小朋友，米饭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资，所以我们一
定要爱惜粮食。2、教师引导幼儿翻开幼儿用书第7页，仔细
观察。

师：快看，图中的小朋友在干什么？他们谁做的对？谁做的
不对？为什么？



3、教师鼓励幼儿回答问题。

4、.教育总结幼儿回答，教育幼儿吃饭时应坐端正，不撒饭。

5、教师朗读古诗《锄禾》，幼儿跟读。

师：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
我们一定要爱惜粮食。

6、让幼儿谈谈自己在今后吃饭时应该怎样做。

7、活动结束。教师再次强调要珍惜粮食。

本节课我在讲解时不够生动，如果拿自己班孩子在吃饭时的
表现举例来说明怎样吃饭才是正确的课会更生动，更能引起
幼儿的兴趣，在课程要结束时让幼儿谈谈自己在今后吃饭时
应该怎样做，对幼儿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也起到了良好的效
果。

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二

1.指导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浪费粮食。

2.养成爱惜粮食、节俭的好习惯。

1.有关粮食的图片、声像资料等。

2.米饭、馒头、饼干等。

3.幼儿用书。

1.通过谈话，引导本课主题。

教师引导幼儿互相讨论，自由交流。幼儿回答后教师予以表
扬。



2.教师与幼儿共同阅读幼儿用书《粮食从哪里来》，让幼儿
了解粮食的生产过程，知道周种粮食的过程很辛苦，要经过
犁地、选地、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割等多道工序。

教师：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吃饭时，应该怎样
做呢?

幼儿讨论后回答。

教师小结：粮食来之不易，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所以
用餐时我们一定要吃完自己的一份饭菜，不浪费粮食，能吃
多少盛多少。

3.结合幼儿的平时表现，教师引导幼儿说说自己应该怎样做。

4.阅读幼儿用书《谁做得对》，说说谁做得好。

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三

在幼儿用餐时发现幼儿不珍惜粮食，因此设计本课。

1、教育幼儿应从小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珍惜他人的劳动
成果。

2、培养幼儿辨别是非的能力，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3、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4、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对古诗《锄禾》的意思的理解。能够背诵古诗。

配套的教学用书，图片。

1、教师谈话导入新课。



师：小朋友，米饭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资，所以我们一
定要爱惜粮食。

2、教师引导幼儿翻开幼儿用书第7页，仔细观察。

师：快看，图中的小朋友在干什么?他们谁做的对?谁做的不
对?为什么?

3、教师鼓励幼儿回答问题。

4、.教育总结幼儿回答，教育幼儿吃饭时应坐端正，不撒饭。

5、教师朗读古诗《锄禾》，幼儿跟读。

师：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
我们一定要爱惜粮食。

6、让幼儿谈谈自己在今后吃饭时应该怎样做。

7、活动结束。教师再次强调要珍惜粮食。

本节课我在讲解时不够生动，如果拿自己班孩子在吃饭时的
表现举例来说明怎样吃饭才是正确的课会更生动，更能引起
幼儿的兴趣，在课程要结束时让幼儿谈谈自己在今后吃饭时
应该怎样做，对幼儿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也起到了良好的效
果。

小百科：粮食是指烹饪食品中各种植物种子总称，也可概括
称为"谷物"。粮食作物含营养物质丰富，主要为蛋白质、维
生素、膳食纤维、脂肪等。古时行道曰粮，止居曰食。

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四

1、知道粮食来之不易。



2、懂得要爱惜粮食。

3、了解吃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能按时吃饭，不挑食。

4、培养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ppt课件：不良费粮食。

知道粮食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浪费粮食。

1、通过谈话引出本课主题。

教师播放课件图2，然后向幼儿提问：这些是什么?(饺子、馒
头、包子、蛋糕)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吗?(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教师引导幼儿相互讨论，自由交流。幼儿回答后教师给予表
扬。

2、教师教师播放课件图3-5《粮食来之不易》，让幼儿了解
香喷喷的米饭是怎样来的?并学习儿歌《爱惜粮食》。

3、教师教师播放课件图6-7图《粮食来之不易》，让幼儿了
解包谷、小麦的.生产过程，知道种粮食很辛苦，要经过犁地、
选种、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割等多道工序。

教师：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是怎样的?(艰苦的。)我们吃饭时，
应该怎样做呢?

幼儿讨论后回答。

4、教师教师播放课件图8-9图《议一议》，说说谁做得好。

教师小结：粮食来之不易，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所以
用餐时我们一定要吃完自己的一份饭菜，不浪费粮食，能吃
多少盛多少。



5、结合幼儿的平时表现，教师引导幼儿说说自己应该怎样做。

活动反思：

进餐是孩子们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针
对我班幼儿目前进餐时"不想吃"、"不会吃"、甚至"吃一半、
掉一半"的现象进行《不浪费粮食》的社会活动，通过活动使
我们的宝宝懂得要珍惜粮食。在这次活动中我通过幻灯片引
导孩子们观察米饭、馒头的由来，观察小麦和包谷的生长过
程和农民伯伯劳作的场景，不学习儿歌《爱惜粮食》，让宝
宝们体会到了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苦劳动的成果，小朋友在吃
饭时不能掉饭粒、剩饭菜，要爱惜粮食。当然这种社会性的
情感教育对于小班孩子来说相对不太好理解，为此我们结合
孩子们的日常进餐继续开展这一教育。

在平时进餐时，我们耐心地指导孩子们正确的握勺方法，培
养他们安静进餐、细嚼慢咽的好习惯，并引导宝宝回顾社会
活动《不浪费粮食》，帮助幼儿了解饭菜的由来，使孩子们
逐步懂得尊重劳动者的劳动。通过我们反复的指导，有效的
表扬与奖励，使孩子们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增强了孩子们对
他人的尊重，从而让孩子们真正感悟到"不浪费粮食、从我做
起"。

儿歌《爱惜粮食》

香喷喷的米饭哪里来?

白花花的大米做出来。

白花花的大米哪里来?

金灿灿的稻谷脱出来。

金灿灿的稻谷脱出来?



农民伯伯种出来，一粒稻谷一滴汗，爱惜粮食理应该。

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五

1.指导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浪费粮食。

2.养成爱惜粮食、节俭的好习惯。

3.能在集体面前大胆发言，积极想象，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4.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1.有关粮食的图片、声像资料等。

2.米饭、馒头、饼干等。

3.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1.通过谈话，引导本课主题。

教师引导幼儿互相讨论，自由交流。幼儿回答后教师予以表
扬。

2.教师与幼儿共同阅读幼儿用书《粮食从哪里来》，让幼儿
了解粮食的生产过程，知道周种粮食的过程很辛苦，要经过
犁地、选地、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割等多道工序。

教师：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是怎样的?(艰苦的。)我们吃饭时，
应该怎样做呢?

幼儿讨论后回答。

教师小结：粮食来之不易，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所以
用餐时我们一定要吃完自己的一份饭菜，不浪费粮食，能吃
多少盛多少。



3.结合幼儿的平时表现，教师引导幼儿说说自己应该怎样做。

4.阅读幼儿用书《谁做得对》，说说谁做得好。

进餐是孩子们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针
对我班幼儿目前进餐时"不想吃"、"不会吃"、甚至"吃一半、
掉一半"的现象进行《不浪费粮食》的社会活动，通过活动使
我们的宝宝懂得要珍惜粮食。在这次活动中我通过幻灯片引
导孩子们观察米饭、馒头的由来，观察小麦和包谷的生长过
程和农民伯伯劳作的场景，不学习儿歌《爱惜粮食》，让宝
宝们体会到了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苦劳动的成果，小朋友在吃
饭时不能掉饭粒、剩饭菜，要爱惜粮食。当然这种社会性的
情感教育对于小班孩子来说相对不太好理解，为此我们结合
孩子们的日常进餐继续开展这一教育。

在平时进餐时，我们耐心地指导孩子们正确的握勺方法，培
养他们安静进餐、细嚼慢咽的好习惯，并引导宝宝回顾社会
活动《不浪费粮食》，帮助幼儿了解饭菜的由来，使孩子们
逐步懂得尊重劳动者的劳动。通过我们反复的指导，有效的
表扬与奖励，使孩子们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增强了孩子们对
他人的尊重，从而让孩子们真正感悟到"不浪费粮食、从我做
起"。

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六

1 .让学生知道粮食与人民生活、国家建设有密切关系，用处
很大。

2 .让学生知道粮食来之不易。

3 .使学生懂得要爱惜粮食。

：让学生知道粮食来之不易



：使学生懂得如何爱惜粮食。

准备

1 .动画课件。

2 .谷子、麦子、玉米。

3 .大米、白米饭实物。

一、导入：

1 .用课件展示谷子、麦子、玉米，而后问学生，这些就是我
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我们把它们叫做 “ 粮食 ”

板书：粮食

二、粮食来之不易

1 . 粮食今天有许多许多心里话想对同学们说，你们想听
吗?(课件出示自制粮食拟人动画，同时播放课文第一小节录
音)让我们先请水稻来说一说吧!

演示动画：《一粒米的来历》中的场景

你们看，农民们在做什么?仔细观察他们是怎样插秧的。(农
民阿姨双脚整天泡在冷水中，弯着腰，时间长了，真是腰酸
背痛。)

出示场景：禾苗在农民伯伯的精心护养下，渐渐长高了，为
了让庄稼长得更加茁壮， 农民伯伯要做什么?(锄草、施肥、
喷洒农药、引水浇灌)

小结：为了种出一粒粒的粮食，农民们不怕风吹日晒雨淋，
不怕劳累，洒下多少辛勤的汗水，正如我们所学的古诗《悯



农》讲的那样，谁会背诵请举手。

学生背诵古诗。

播放录音：《锄禾》，学生一起背诵。

板书：粮食来得不容易

这么多的好吃的都是粮食做成的，粮食与我们的关系怎么样?

板书：粮食与我们最亲密。

三、怎样爱惜粮食

请你对辛勤种田的农民伯伯、农民阿姨讲一讲你是怎样对待
粮食的。

学生回答：粒粒粮食要爱惜(同时板书在黑板上)

老一辈革命家也是这样教育子女的。

出示图片董必武让女儿捡起饭粒

板书：缺少粮食出问题

出示书中 35 页图片：这一辆辆汽车上装着什么?要运到哪
儿?

为了有更多的粮食支援灾区，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做?(更加爱
惜粮食)

师问：如果我们都来把粮食当成宝，节约每一粒米，会怎样
呢?跟老师一起算一算。 如果我们每位同学每天节约一粒米，
一年节约多少粒米?(多媒体显示大米实物投影： 365 粒米)



如果我们全班 45 位同学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年节约多
少粒米?(多媒体显示大米实物投影：约 16425 粒米)

如果我们全国 12 亿人口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年节约多
少粒米?(多媒体显示《一粒米的话》)

板书：积少成多了不起

四、联系实际，指导行为

1 .讨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爱惜粮食?

( 1 )在学校吃早点，怎样做到不浪费，谁有好办法?请每位
同学谈一谈。

( 2 )在家中吃饭应该怎样做?

(指导学生具体做到不在饭桌上撒饭粒;吃多少盛多少，不剩
饭，不想吃的东西不能随意扔掉。)

小结：爱惜粮食要从自己做起，要做到不撒、不剩、不扔。

2 .在我们班有哪些同学做到了爱惜粮食?谁来夸一夸他们。

(可以支援更多的贫困地区，献出一份爱心;此外，还可以创
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3 .小常识：为了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来爱惜粮食，规定每年的
10 月 16 日为 “ 世界粮食日 ” 。(贴横幅 “10 月 16
日 —— 世界粮食日 ” )让我们都来记住这一天。

五.总结：同学们， “ 粮食与我们的关系最亲密，粮食来得
不容易，缺少粮食出问题，积少成多了不起 ” ，因此，让
我们每个小公民都应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爱惜每一
粒粮食。



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七

训练目的：

1、会比较具体地写清楚事情的经过。

2、初步学会仔细地观察图画，并且会展开合理的想象。

3、懂得爱惜粮食的道理，并在行动上落实。

教学时间：

2课时

课前准备：

多媒体出示《爱惜粮食》的图片，句子、要求。

第一课时

教学要求：让学生明白习作的要求，仔细观察图画，理解图
意，根据画面人物的动作、表情、背景，发挥想象，口述图
意。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激发兴趣。

2、今天我们还要学习看图作文——爱惜粮食

出示2

二、学习“习作要求”，出示：仔细看图，理解图意，展开
想象，写一篇记叙文，比较具体地写出事情的经过。



1分钟

读要求，你读懂了什么？

三、写事的文章特点是什么？（出示课件4）

3分钟

四、学习范例，让学生边读、边思、边划：

（1）小作者是如何把事情的经过写具体的？

（2）小作者抓住哪几方面来写？用“——”划出写得具体的
词句。

5分钟

学生讨论，然后交流，汇报。

师小结：围绕中心词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活
动写具体。

五、出示图，仔细观察

（课件5）

5分钟

1、从图上你知道了什么？

（1、图上画着哪些人？

2、他们在干什么？

3、是什么时候的事？）



2、出示学习提示

1、图上画着哪些人？那位小朋友正想干什么？

小班社会教案及反思篇八

有益的学习经验：

认识我们常吃的粮食，知道粮食对身体的作用。

各种粮食做成的食物，如米饭、面包、面条等。

1、请幼儿观察大米、白面、生面条，并请他们说出各种粮食
的名称。

2、将大米、白面、面条煮熟，请幼儿比较与未煮熟时有什么
不同。

3、请幼儿品尝煮熟的食物。

4、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些食物，这些食物对我们身体有什
么益处。

5、小结：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粮食，吃了粮食身体才能健康，
才能长大个。

可以结合吃饭时间向幼儿介绍各种粮食。

幼儿园小班社会教案--与大班小朋友一起过节

1、喜欢与同伴一起过节，感受节日快乐。

2、能把自己的物品同小朋友一起分享。



每人备一份小食品或小玩具；与大班联系，协商一起过节的.
事。

1、布置儿幼带好自己的训、礼品跟随教师来到其他班级内，
指导他们主动向其他班小朋友祝贺节日，并在老师的安排下，
找到自己的朋友。

2、组织幼儿玩“击鼓传花”的游戏，鼓声停花落谁手谁就表
演节目。要求幼儿为同伴的表演鼓掌，以示欢迎。

3、示意幼儿把自己的小礼品取出来与其他小朋友一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