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我爱老师教案设计意图(精选8
篇)

教案的执行过程应该注重灵活性和调整，以适应学生的学习
进程和个体差异。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大班教案实
例，供教师们在备课工作中参考使用。

大班我爱老师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活动目标：

1、了解故事发展的情感脉络，理解并表现词“气喘吁吁”等。

2、初步懂得向曾经帮助、关心过自己的人表达感恩之情。

活动准备：

与故事内容匹配的动画课件、小动物图片“感恩备忘录”记
录纸、视频仪等。

活动过程：

二、欣赏故事前半部分，理解故事内容。

1、教师边演示课件边讲述故事第一段，表现“气喘吁吁”等
词语的表情与神态。

2、就故事内容进行提问。

“你认为是谁帮助了小猪？”发表各自的意见。

三、继续感受故事后半部分，学会感恩。

教师边演示课件边讲述故事第二段。设问：你喜欢这些小动



物吗？为什么？

五、制作感恩卡，感受互爱的`情感

1、介绍“感恩备忘录”，师幼共同探讨记录方法。

2、幼儿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作记录。

3、鼓励幼儿大胆地介绍自己的“感恩备忘录”。

六、在“感恩的心”的音乐中，结束部分1、鼓励幼儿多学本
领，将来汇报父母2、播放音乐《感恩的心》，把感恩卡送亲
人。

活动延伸：

日常渗透：继续学习用多种方式对周围的人表达自己的感恩
之情。

资料附录：

大班我爱老师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9月10日是教师节，了解教师节的来历。

2、了解幼儿园各类工作人员的劳动内容和工作态度，知道他
们工作的辛苦。

3、有尊敬和热爱老师的`情感。

活动准备：

1、带幼儿参观幼儿园里各部门老师的工作，知道他们工作的



辛苦。

2、幼儿用书人手一册。

3、提供制作小礼物的材料：彩笔、彩色纸、剪刀、胶棒等。

活动过程：

1、教师胸戴大红花进入活动室，导入对教师节的认识。

老师今天为什么要戴上大红花？为什么那么高兴？

你知道教师节是几月几日吗？老师在幼儿园做些什么呢？

2、带领幼儿打开幼儿用书，引导幼儿看图说说：图上有谁？
老师在做什么？老师是怎样关心我们的？带领幼儿阅读画面
上的文字。

3、引导幼儿回忆参观过的各部门教师的工作情况，鼓励幼儿
大胆表述自己的参观见闻。

我们参观了幼儿园的哪些部门？你看到那里的老师在做什么？

你还知道哪些老师，他们为小朋友做些什么事情？他们为小
朋友提供了哪些帮助呢？

4、引导幼儿用自己的行动来表示“怎样爱老师”的心情。

通过讨论让幼儿按自己的愿意选取材料，分小组进行小制作
作为节日的礼物送给老师。

大班我爱老师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活动目标：



1.了解筷子的种类和作用，知道筷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餐具。

2.学习使用筷子，做到持筷姿势正确，能挑、拨、夹东西。

3.发展幼儿的小肌肉动作和手眼协调的能力。

重点：认识筷子的特点和作用，了解不同材料的筷子。

难点：学会正确地使用筷子。

活动准备：

1.收集废旧的一次性筷子若干，并涂上颜色，幼儿每人一双。

2.每组幼儿的桌子上摆放玻璃球、杏（话梅）核、小纸团、
玉米粒等，供幼儿练习持筷夹东西。

3.几种常见的筷子（竹筷、木筷、铁筷、塑料筷、不锈钢筷
等）。

活动过程：

1.猜谜语，引出筷子：“兄弟俩，一样长，是咸还是淡，它
们先来尝。”引导幼儿猜出谜底后，教师出示各种筷子。

2.引导幼儿观察筷子，了解筷子的特点、制作材料和作用，
并提出问题。

（1）筷子是什么样子的？（先引导幼儿回答后，老师小结：
筷子像两根小棍儿，上边粗、下边细，上面是方的、下面是
圆的，有的筷子上下都是圆的，筷子的表面很光滑）

（2）老师这里有几种筷子？（有木筷、竹筷、所料筷、铁筷
等，筷子的颜色也各不相同）



（3）这些筷子是干什么用的？（先引导幼儿回答后，老师小
结：木筷、竹筷、塑料筷、不锈钢筷是人们吃饭用的，铁筷
子一般是帮助人们夹一些如蜂窝煤、焦炭等比较烫的物品，
长的木筷或竹筷大多用来夹刚炸好的油条，以免烫伤）

（4）为什么吃饭用筷子更好？（幼儿回答，老师小结：筷子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餐具。长期使用筷子吃饭，能锻炼手
指动作，使手部活动灵活，并能开发智力。外国人吃饭一般
都用刀、*等）

3.启发幼儿联想。

（1）你还见过或知道有什么样的筷子？（幼儿自由回答，老
师小结：我们中国人使用筷子的历史悠久，所以筷子的种类
也比较多，有一些筷子比较名贵和讲究，如过去皇宫里使用
的象牙筷、骨筷、银筷等，现在已陈列在博物馆保存，供人
们欣赏）

（2）出示一次性筷子，让幼儿了解一次性筷子虽然使用比较
方便、卫生，但为了保护树木，国家已禁止生产一次性筷子。
并让幼儿想一想，一次性筷子用完后还可以做什么用？（练
习夹东西、拼摆图形、涂上颜色做筷子操、回收造纸等）

4.老师讲解用筷子的方法，并示范：两根筷子都放在右手大
拇指和食指中间，大拇指在连根筷子的上面，食指抵住一根
筷子，中指在两根筷子中间，无名指抵住另一根筷子，小拇
指在无名指下面。

5.幼儿练习拿筷子：每个幼儿用右手拿一双筷子，按老师讲
解的方法学拿筷子，练习用筷子夹、挑、拨桌上准备的东西，
比一比谁夹得多、夹得快。教师巡回指导，纠正不正确的动
作，并启发幼儿说一说：什么东西好夹，什么东西不好夹？
为什么？是拿筷子的上面好夹？还是拿下面好夹？为什么？
（玻璃球和玉米粒等因为光滑且小难夹，杏核和小纸团有棱



角好夹）

6.引导幼儿讨论：

（1）哪种筷子好用？为什么？（竹筷、木筷好用，因为竹筷、
木筷不滑，好夹东西）

（2）用筷子吃饭时应注意什么？（不咬筷子、不用筷子击桌
子、击碗，不拿筷子玩等）

活动延伸

1.用旧挂历纸自制纸筷子，供游戏时用。

2.收集旧的一次性筷子，和老师一起涂色，制作筷子操器械。

3.学做筷子操。

大班我爱老师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活动目标：

1、尝试用自己制作的礼品，和弟弟妹妹一起活动，表达对弟
弟妹妹的关心。

2、主动与弟妹进行交往，乐意表达自己的情感，感受交流的
乐趣。

活动准备：

1、每人一份自己制作的礼物，准备表演的歌舞、故事等节目。

2、与邻班联系互动事宜。

活动过程：



1、展示分享幼儿为弟妹做的礼物，并互相欣赏说说。

2、讨论如何向别人赠送礼物，练习说祝福的话语。

3、带领幼儿有秩序地来到小班、中班，鼓励幼儿大方地向弟
弟妹妹赠送礼品。

（1）主动寻问弟妹的名字。

（2）向弟妹介绍自己的礼品并赠送，说祝福话语。

4、和弟弟妹妹共欢乐。

（1）给弟弟妹妹表演节目。

（2）与弟弟妹妹一起玩游戏，如“听音乐抢凳子”“捉迷
藏”“击鼓传花”等。

5、师幼分享和弟弟妹妹一起过节的乐趣。

大班我爱老师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活动目标：

让幼儿独立地想办法，解决活动中产生的小纠纷，小问题。

活动准备：

1、《行为习惯》的电子幻灯2、老师将《行为习惯》中《怎
么办？》中的内容以及班级的幼儿在游戏中发生的矛盾写成
纸条，分成必答题和抢答题两部分。

指导要点：

1、将幼儿分成若干组，开展答题比赛。



2、幼儿选择最感兴趣的话题，来展开讨论。

3、情境表演，每组幼儿选择《行为习惯》中的一项内容，进
行表演。

2我们生活的空间——猜猜他是谁？

活动目标：

1、学习以客体为中心区分左右，感受空间相对位置。

2、积极思考，提出和别人不一样的问题。

活动准备：

幼儿以方阵排坐。

准备学习包《科学·远与近》

活动过程：

1.导入：

3.请个别幼儿描述，其他幼儿回答。

4.以教师为中心，请四名幼儿按指令分别站在教师的前、后、
左、右位置上，其他幼儿判断他们站的位置是否正确。

5.请幼儿按指令分别站在教师的左前方、右前方等。

6.指导幼儿完成学习包《远与近》。

活动自然结束。

3我会交朋友



活动目标：

1、乐意与同伴及他人交往，体验交往的乐趣。

2、制作名片，以简单的图画或文字符号的形式给朋友写信，
学习初步的交往技能。

活动准备：

1、收集不同的名片、各色卡纸、彩色水笔等。

2、准备学习包《健康/社会·我会交朋友》

活动过程：

1、导入：

?欣赏名片，激发幼儿制作“名片”的兴趣。

2、活动开始：

?引导幼儿说说名片上有什么，名片有什么用处。比较不同名
片的图案或标记，了解它们所代表的含义。

?讨论：名片上主要应有哪些内容？（照片、姓名、属相、生
日、地址、电话、爱好、特长等）鼓励幼儿尽可能多地提出
设想。

3、制作名片：

?启发幼儿思考：你想设计怎样的名片？

?幼儿进行设计制作活动，鼓励幼儿设计出与众不同的名片来。

?幼儿互相介绍自己的名片，比较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统计活动。属相有几种？每月过生日的小朋友有几人？有相
同爱好的小朋友有几人？

4、活动结束：

与好朋友交换名片。

大班我爱老师教案设计意图篇六

设计意图：

我园是“十五”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幼儿素质教育中民间
艺术教育体系的研究”的实验基地，多年来在民间艺术活动
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梅花，是南京市市花，探梅、赏梅是南京的民俗。南京的梅
花山是国内唯一一处位于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景区内的赏梅胜
地，被誉为“天下第一梅山”。每到春季，万株梅花竞相开
放，层层叠叠。梅花色彩鲜艳，造型多样，在我国传统文化
中寓意深远，代表坚强、忠贞、高雅。因此，我结合我园的
课程特色设计、组织了该活动。该活动通过让幼儿在优美的
古筝音乐中欣赏各种梅花的色彩、外形，感受国画大师所画的
“红梅图”独特的审美意境，培养幼儿的审美情趣，并在此
基础上让幼儿尝试运用浓、淡彩墨创作红梅花，体验彩墨画
的创作乐趣，提高手眼协调能力和美的表达表现能力，同时
激发幼儿爱家乡的情感。

目标：

1．欣赏各种梅花的色彩、外形的美，尝试在梅枝上用点画的
方法围绕花芯画出花瓣、添画花蕊。

2．注意画面布局，会用大、小两种画笔表现花瓣与花蕊。



3．体验用彩墨画表现梅花的乐趣。

准备：

大号、小号毛笔每人一支，笔架；浓、淡不同的红色颜料，
墨；已画好树干的宣纸；各种梅花的ppt，古筝音乐《高山流
水》等。

过程：

一、谈话导入，回忆表达有关梅花的已有经验

师(出示一张梅花图)：这是什么?你在哪里看到过梅花?

师：你看到的梅花是怎么样的?(幼儿充分表达。)

师：你看梅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幼儿充分表达。)

(析：教师以“你在哪里看到过梅花”为话题让幼儿充分表达
对于梅花的已有经验，这样既调动了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也为幼儿进一步欣赏梅花的色彩、外形作了铺垫。)

二、欣赏各种梅花，感受梅花的各种色彩、外形

师：春天，小朋友在梅花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梅花。那么梅
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哪些好看的颜色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在优美的古筝音乐中欣赏多幅梅花图的色彩。

师：你看了这么多颜色的梅花，有什么感觉?

师(小结)：梅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大红的、玫红的、粉
红的、黄的、绿的、白的……它们在春天里竞相开放，很漂
亮。



2．欣赏单幅梅花图片，感知梅花的外形。

(1)总体感受梅花的外形。

师(出示两张不同花瓣的梅花图片)：梅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主要有哪几部分组成?

师：这两朵梅花有什么不同?

(2)重点观察五瓣梅花的外形。

师：原来梅花的花瓣不一样，有的多，有的少。

师(出示五瓣梅花图)：这朵梅花是什么样子的?有几个花
瓣?(五个花瓣。)

师：花瓣是什么样的?(圆圆的)它们是怎么排列的?(围着花心。
)

师：花的中间是什么?花蕊是什么样子的?像什么?

师：这朵花是开放的，没开的花叫什么?花苞是什么样子
的?(圆圆的，有的大、有的小。)

师：梅花长在哪儿?

师(小结)：这朵梅花有五个花瓣，花瓣圆圆的、围着花心生
长；中间有细细长长的花蕊，从中心向四周发散，像水母的
触角，像太阳的光芒……很漂亮。这些圆圆的、有大有小、
没有开放的是一个个花苞。它们都长在梅枝上。

(析：教师运用多媒体引导幼儿在唯美的古筝音乐《高山流水》
的背景中欣赏精心挑选的梅花图片，把幼儿带入诗情画意之
中。教师还鼓励幼儿发挥想象，大胆表达自己真实的、独到
的想法，从而使幼儿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经验，体验了梅花的



美。)

三、欣赏国画《红梅图》

1．初步欣赏作品。

师：梅花很漂亮，很多画家都爱画梅花。这幅梅花图漂亮吗?
画家是用什么材料来画梅花的?(树枝是用墨画的，梅花是用
红色的国画颜料画的。)

2．细致观察画面色彩、布局等。

师：这朵大梅花的颜色是怎么样的?(红红的)这朵小的呢?(粉
红色的)这里的梅花画得怎么样?(有的地方多一些，有的地方
少一些)没有开放的是什么?(花苞。)

师(小结)：画家画的梅花，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有的
大，有的小；有的地方多一点、密一点，有的地方少一些、
疏一些；画家还画了一些花苞。画家画了这么多不一样的梅
花，看上去很漂亮。这些梅花都画在树枝上。

(析：在欣赏唯美的国画大师的作品《红梅图》时，教师不断
地通过提问和追问引导幼儿细致观察梅花，有序感受画面色
彩、构图、布局等，以便为幼儿自主创作彩墨画打下良好的
基础。)

四、幼儿创作

1．简单感知作画材料和作画方法。

师：今天请小朋友也来做小画家，画一幅“梅花图”。看看
桌上有什么?

师：怎么画呢?先拿一支大号毛笔，在小盘子里舔一舔蘸些水，
然后蘸上红颜料，可以先在纸上试一试深浅。梅花画在哪里



呢?(树枝上)在树枝旁边先轻轻地点出花心，围绕花心画出五
个花瓣(若想花瓣画得大些，笔可以多压一会)。等花瓣画好
以后，再换一支小号毛笔蘸上浓墨，轻轻地画出像太阳光芒
一样的花蕊，还可添画花苞。

2．在优美的古筝音乐声中幼儿创作，教师巡回指导。

指导要点：(1)要把梅花画在树枝上。(2)注意颜色、大小、
疏密等。(3)正确握笔。

五、欣赏、交流作品

师：你喜欢哪一幅作品?为什么?

师：你是怎么画的?你觉得哪里最满意?

延伸活动：

请幼儿回家后或在活动区继续用其他国画颜料创作各种各样
的梅花。

反思：

幼儿园艺术教育应注重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体现以审美
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在该活动中。教师先通过谈话引入课题，
调动幼儿的已有经验，鼓励幼儿相互介绍自己了解的各种各
样梅花的色彩、外形，引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接着，教师引
导幼儿在优美的古筝音乐背景中欣赏用多媒体演示的多种梅
花的色彩、外形，使幼儿获得丰富的感性经验，并在此基础
上充分发挥想象，用语言表达对于梅花的感受。孩子们惊叹
于梅花的美，纷纷以“红艳艳”“雪白雪白”“五彩缤纷”
等词语来表达。然后，教师又引导幼儿欣赏画家的《红梅
图》，让幼儿感知彩墨画的特点，提升幼儿的审美能力。幼
儿在教师生动的语言的感染下，在教师不断的提问、追问中，



充分了解了大师创作的精妙：色彩深浅相宜、花瓣大小错落、
布局疏密变化、看似有序又随心的独特写意，美轮美奂、情
趣盎然。充分的欣赏为幼儿的创作提供了基础，使幼儿创作
的热情得以激发。他们迁移已有经验，用浓墨淡彩表达自己
的认识和情感，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活动效果。

大班社会领域《我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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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我爱老师教案设计意图篇七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帮助幼儿知道每年的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是祖
国妈妈的生日。

2、感受节日的气氛，体验庆祝国庆的欢乐情绪。

3、以自己的方式庆祝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激发幼儿对祖
国的情感。



4、简单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其全称、日期和意义。

5、知道节日时人们主要的庆祝活动。

活动准备：

炮竹的图片(没有烟花)、五星红旗、地图、ppt活动过程：

1、谈话：观看解放军阅兵的碟子，为什么到处有鲜花？

2、介绍国庆节。

(1)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了，国庆节是谁的节日呀?

(2)学说：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是祖国的生日。

(3)大家会怎样庆祝呢?

(4)欣赏人们庆祝国庆节的场景图片。

(5)带领幼儿参观中国地图，认识祖国的首都和国旗。

3、幼儿以自己的方式庆祝祖国的.生日。

4、幼儿作画，添画烟花。

5、将作品送给“祖国”。

大班我爱老师教案设计意图篇八

活动目标：

1．了解故事发展的情感脉络，理解并表现词“气喘吁吁”等。

2．初步懂得向曾经帮助、关心过自己的人表达感恩之情。



活动准备：与故事内容匹配的动画课件、小动物图片“感恩
备忘录”记录纸、视频仪等。

活动过程：

二、欣赏故事前半部分，理解故事内容。

1．教师边演示课件边讲述故事第一段，表现“气喘吁吁”等
词语的表情与神态。

2．就故事内容进行提问。

“你认为是谁帮助了小猪？”发表各自的意见。

三、继续感受故事后半部分,学会感恩。

教师边演示课件边讲述故事第二段。设问：你喜欢这些小动
物吗？为什么？

五、制作感恩卡，感受互爱的情感

1．介绍“感恩备忘录”，师幼共同探讨记录方法。

2．幼儿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作记录。

3．鼓励幼儿大胆地介绍自己的“感恩备忘录”。

六、在“感恩的心”的音乐中，结束部分1．鼓励幼儿多学本
领，将来汇报父母2．播放音乐《感恩的心》，把感恩卡送亲
人。

活动延伸：

日常渗透：继续学习用多种方式对周围的人表达自己的`感恩
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