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我家的房子活动反思 大班活动
教案(优质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大班我家的房子活动反思篇一

1、通过猜猜、谈谈、画画“画谜”感知画谜活动的有趣，并
能用完整的语句，连贯地讲述画谜的内容。

2、发展幼儿观察力和想象力。

1、画谜三幅，分解示意图，投影仪，签字笔，画纸

2、幼儿已了解一些动物知识。

1、欣赏，导入，激发兴趣出示第一幅画谜：你们看看图上有
什么?这幅图和我们看过的画有什么不同？导入画谜的概念。

2、运用分解示意图帮助幼儿了解画谜的构成。

3、欣赏第二幅图，引导幼儿辨别图上有哪些物品，并任选图
上三样物品说一句完整的话。例：太阳，女孩，跳绳——今
天的天气真好，太阳暖洋洋的，小女孩在外面跳绳真开心。

4、欣赏第三幅图，看看重叠在一起的有哪些动物，怎样更准
确辨认是什么（将画翻转），说说其中的动物分别属于哪一类
（鸟类、哺乳、两栖等），并找出哺乳动物哪里画错了。



5、幼儿创作画谜。教师讲解画画谜的要素，鼓励幼儿大胆想
象。

6、幼儿互相交流展示自己的作品，教师小结。

大班我家的房子活动反思篇二

1、在感受三拍子歌曲的节奏特点的基础上用连贯、优美和活
泼轻快的歌声演唱。

2、组织引导幼儿表演歌曲，用肢体动作表现柳树形式。

1、带领幼儿观察春天景色，观察柳树风吹动态，引导幼儿展
开想象。

2、柳树挂图

一、导入课题：

1.小朋友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春天）春天有好多
的小秘密，你发现了什么呢？（花儿开了，蝴蝶蜜蜂飞来了）
最后老师小结。

2.听，是谁的脚步声？轻轻的、柔柔的，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出示柳树的图片）

3.我们一起来赞美一下它吧（用语言赞美柳树姑娘）。

二、学唱歌曲

1..柳树姑娘还把小朋友赞美它的话编了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欣赏歌曲。

3.请幼儿再次欣赏音乐，感知歌曲的旋律和歌曲的内容，让



幼儿自己打节奏。

4.这首歌曲是几拍子的？4/3的特点是什么？（强、弱、弱）

老师有一种打法（出示本歌曲的节奏，小朋友们有没有觉得
很眼熟，原来就是我们的密码，我们把它加到歌词里好不好？
请幼儿按三拍子的特点，边拍手边说歌词，可以第一拍拍头，
第二、三拍拍肩等，表现三拍子的特点。

三、演唱歌曲，

1.老师带领幼儿有表情的演唱，提醒幼儿是怎么唱的，讨论
前面和后面唱的一样吗？

2.开头两句柳树姑娘，辫儿长长怎样唱？（优美的）。师范
唱。

3.洗洗干净，多么漂亮怎样唱？（活泼轻快）。师范唱。

四、学习简单的二声部演唱

1.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这首歌唱的更好听，一部分小朋友唱歌
词，另一部分小朋友跟着歌曲哼唱，最后一句“洗洗干净”
一起唱。

2.和幼儿一起想象，柳树姑娘会发出什么声音（沙沙沙）柳
树姑娘唱歌什么声音（啦啦啦）

3.练习，老师指导幼儿演唱。

五、幼儿表演唱

大班我家的房子活动反思篇三



故事《月亮船》是一个精彩奇妙的故事，活动中我主要是通
过蒲公英找家的这条主线，把蒲公英坐在月亮船上所见的祖
国秀丽山河，通过与仙女的对话，让幼儿了解中国的四个世
界之最，将知识的传授转变为艺术感受，让幼儿体会到祖国
的伟大，产生自豪感。然后由蒲公英的家乡在中国联系到孩
子们的家乡在崇明，从而引发孩子对家乡崇明的热爱之情，
并通过欣赏《崇明简介》视频使孩子们的已有经验得到了提
升和拓展。最后，在歌唱《大中国》的歌声中将活动推向了
高潮!

1、知道故事的主要情节，了解我国的世界之最，为自己是一
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2、领略蒲公英所见的祖国秀丽山河，激发幼儿的爱家乡、爱
祖国的热情。

让幼儿了解我国的世界之最，并用语言进行表述。

幼儿爱家乡、爱祖国情感的激发。

1、在哭的蒲公英图片一张、四个世界之最图片各一张(附有
汉字说明)、崇明岛图片一张、仙女棒一个。

2、多媒体课件：《月亮船》

3、崇明简介的视频。

2、歌曲《大中国》(幼儿已欣赏过歌曲《大中国》)。

一、分段欣赏故事、逐渐理解故事

1、教师出示蒲公英在流泪的图片

提问：这是谁?(这是蒲公英——解释：它是一种花)



它怎么了?(引导幼儿从脸上表情观察出流泪，哭了。)

蒲公英为什么会哭呢?(引导幼儿自主猜测。)

2、引导幼儿欣赏故事《月亮船》：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故事
《月亮船》，就知道蒲公英为什么哭了。

3、教师放映课件《月亮船》，课件放映到“不听，不听，我
要回家。”

提问：

(1)谁来告诉我：蒲公英为什么哭了?(因为蒲公英迷路了。)

(2)蒲公英迷路了要回家，我们怎样帮助它呢?(幼儿自由回
答)。

4、教师继续放映课件至结束：我们继续听下去，就知道谁帮
助了蒲公英，是怎样帮助的?

提问：是谁帮助了蒲公英?仙女最后帮助蒲公英找到家了吗?
蒲公英的家在哪里呢?

5、提问环节

（1）提问：月亮船在云海里飘呀飘呀，蒲公英看见了什么?
仙女告诉它那叫什么?（教师出示相应的图片）

(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世界上最高的山——喜马拉
雅山)

(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世界上最长的城墙——
万里长城)

（2）提问：仙女让蒲公英记住什么?(孩子，记住你的家叫中



国)。

二、整体欣赏故事、学说世界之最

1、我们一起来完整欣赏一下故事《月亮船》吧!

提问：你觉得故事中什么地方很好听的!(引导幼儿学说故事
中好听的话)

2、施老师觉得这些话是很好听的：

(1)(月亮船在云海里飘呀飘呀!蒲公英看见了世界上最大的海
洋。仙女就告诉他，那叫太平洋。蒲公英又看见了世界上最
高的山峰，仙女告诉他，那叫喜马拉雅山。蒲公英还看见了
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仙女告诉他，那叫天安门广场。蒲公英
最后看见了世界上最长的城墙，仙女告诉他，那叫万里长城。
)

(2)教师引导幼儿找好朋友，一个做蒲公英，一个做仙女，进
行学说!(前半句蒲公英说，后半句仙女说)

(3)教师引导幼儿进行表演：可两两结伴、可个别集体、可师
幼互动等形式。（使用仙女棒一个）

三、自主分享讨论，我爱家乡崇明

1、教师自然过渡提问：蒲公英的家乡在中国，我们的家乡在
哪里呢?你们喜欢她吗?请小朋友互相说说我们的家乡崇明都
有什么?(当幼儿谈论自己喜欢的家园时，教师可引导幼儿不
仅可以从名胜古迹来说，还可以从其发展变化来谈。)(幼儿
讨论后提问)

2、幼儿欣赏简介：我爱家乡崇明

3、教师小结：小朋友，我们是中国的小主人，不仅要为我们



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自豪，还要从小学好本领，长大了把我
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4、教师与幼儿再次欣赏歌曲《大中国》。

让我想起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大中国》，让我们一起来唱一
唱吧!

大班我家的房子活动反思篇四

难点:尝试运用淀粉遇到碘变蓝的原理

解决策略：

游戏情景伐，操作尝试法

目标;1.通过操作尝试，感知淀粉遇到碘变蓝的现象

2.能运用这个现象解决实际问题

活动设计：

1、认识碘酒

提问：我们来看一下碘酒是什么颜色的？（棕褐色）

2、幼儿操作

1）试一试

将碘酒滴到食物上，观察现象

师提问：你发现了什么？哪些食物变蓝了

2)记录



哪些食物发生了变蓝的现象，在对应的栏里打勾，教师验证
有异议的食物

3）揭示现象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食物会变蓝吗？因为他们中都有一样东西
叫淀粉，淀粉遇到碘会变蓝

3、问题解决——运用

1）情景表演

2）想一想

你可以用什么办法来检测？

看颜色、尝一尝、用碘酒

3）动一动

请你们用碘酒的方法试一试，哪瓶是合格的哪瓶是不合格的

4、结束游戏

大班我家的房子活动反思篇五

1、了解有关中秋的故事、古诗、歌曲等，知道中秋节是一个
团圆的节日，加深对我国民族节日的亲切感。

2、初步理解古诗内容，感受古诗中蕴含的热爱生活、思念亲
人的情感。

相应的汉字（古诗原文）

一、谈话，引出主题：



1、谁知道再过几天是什么节日？

2、中秋节这一天天上的月亮会有什么变化呢？

3、中秋节大家要做些什么呢？（鼓励幼儿大胆说出自己的想
法）

小结：中秋节的月亮又大又亮又圆，一家人都会团聚在一起
吃饭、赏月、品尝月饼，中秋节是一个大家团圆的节日。

4、你们知道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呢？

讲述故事：《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综p35）

二、学习古诗：

1、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可是有些工作在外地的人，没
有办法赶回家过中秋节，他们真想家呀，思念亲人。古代有
一位名字叫李白，他就怀着这种心情写了一首古诗――《静
夜思》，我们来听一听（第一遍）：

提问：（1）古诗的名字叫什么？有几句话？

（2）古诗里说了些什么？

2、再次欣赏，帮助幼儿逐句理解古诗的内容：

举――抬；

诗的大意：床前洒满了明亮的月光，好似一层秋霜铺在地上。
抬起头，仰望挂在遥远天空的明月；低下头，思念我那可爱
的故乡。

3、幼儿吟诵古诗



4、思考：作者为什么看到月亮会想起家乡？

三、欣赏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1、介绍歌曲背景，了解歌曲的来由

2、教师演唱歌曲，幼儿听赏。

大班我家的房子活动反思篇六

1.感知物体在水中的沉浮现象。

2.认识记录表，小组讨论合作实验，培养幼儿的团体合作能
力。

3.探索利用不同材料发现沉浮的不同方法。

重点难点利用不同材料探索沉的物体浮在水面，浮的物体沉
在水底。

经验准备：提前商量好分工合作，4人一组（一人记录，一人
发言，两人做实验）

1.每小组一份沉浮记录表、记录笔、停止实验的音乐。

2.每小组一份活动材料（一样大小的透明海苔桶、玻璃球、
面团、一元硬币、吸管、泡沫地垫、空塑料盒）、关于沉浮
的辅助材料。

3.黑板记录表、透明鱼缸、拼插玩具、木制积木。

答：鱼缸、玻璃球、硬币、面团、吸管、塑料空盒、泡沫地
垫。

2.大家猜一猜如果把这些物品放入水里会发生什么现象



呢？(幼儿举手回答)

3.发记录表，幼儿先观察实物填猜想部分，填完的小组教师
发材料，再把验证结果填完整。

（听到音乐结束实验），教师与幼儿一起检查记录单，并把
猜想小组人数和验证的正确答案填写黑板上。

与幼儿一起总结：面团、玻璃球、硬币、沉入水底我们问这
样的现象叫沉，吸管、塑料盒、泡沫地垫浮在水面，我们问
这样的现象叫浮。

1.幼儿实验 讨论交流（听到音乐后幼儿停止实验）

2.请举手幼儿上台前操作实验。说出自己的方法。

4.让幼儿了解为什么玻璃球能沉到水底，为什么塑料盒能浮
在水面？

幼儿尝试回答:把混在一起的积木块和塑料插片倒入水中,沉
下去的是积木块,浮在水面上的是塑料插片。教师实验验证答
案。

活动总结《纲要》指出：科学教育内容应该从身边取材，引
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特点、变化规律产生兴趣和探
究欲望。科学《沉与浮》正是从身边事物入手，抓住幼儿兴
趣，动手操作，大胆尝试。

大班我家的房子活动反思篇七

1、巩固对颜色和几种几何图形特征的认识。

2、初步学习按图形的特征进行分类统计，并记录统计结果。



3、培养幼儿细致的观察力和对数学活动的兴趣。

1、幼儿已认识的几何图形(正方形、圆形、三角形、椭圆形、
长方形、半圆形、梯形)。

2、黑板，水彩笔，几何图形若干，幼儿人手一份统计操作材
料和白纸，集体操作材料两份。

1、情景导入，"今天我们班来了两位特殊的小客人，在他们
身上藏了许多的图形，把他们请出来吧!"2、学习统计方法。

(1)请幼儿按图形的形状特征进行统计，教师记录或请个别幼
儿进行记录。

(2)请幼儿按图形的颜色特征进行统计，教师或幼儿记录。

3、幼儿操作。

(1)请幼儿观察操作材料，教师进行简单的介绍，引导幼儿细
致观察，看清特征再进行统计记录。

(2)请个别幼儿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统计结果。

4、创意拼贴画。为幼儿提供几何图形进行图形拼画。

本次活动延续幼儿以往的学习经验，将图形融合在一起，拼
画成幼儿感兴趣的内容，如：机器人、小汽车等。

让幼儿在感兴趣的基础上探索发现，初步学习了与生活息息
相关的统计，活动材料注重个体差异，让每一个幼儿都能通
过操作发现数学活动的乐趣。

大班我家的房子活动反思篇八



1、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让幼儿在探索活动中掌握运沙的科
学方法。

2、引导幼儿在活动中发现：用大小不同的工具来运同一堆沙，
大工具运的次数少，小工具运的次数多。

3、培养幼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沙、大小不同的杯子、盆子、记录单、铅笔等

1、谈话引起幼儿兴趣。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运沙游戏，你想用什么工具来运沙?

2、幼儿第一次运沙。

(1)提出要求：两人一组轮流运沙，并记录运沙的总次数。

(2)出示统计表格，记录每组幼儿运沙次数，并引导幼儿观察，
发现问题。(每组两人使用一个工具运同一堆沙，为什么次数
不一样)

(3)引导幼儿用科学的方法运沙：每一次要运得一样多，通过
讨论、示范明确运沙的具体操作规则(满杯后用工具刮平)

3、幼儿第二次运沙，验证。

(1)统计运沙次数

(2)引导观察数据，得出结论：同一堆沙用同样的工具，都装
满抹平了来运，运的次数是一样的。

4、幼儿第三次用不同工具运沙。

(1)幼儿预测大工具来运刚才的一堆沙，运的次数会怎么样?



(2)幼儿操作

(3)统计数据

教师小结：用大小不同的工具运同一堆沙，大工具运的次数
少，小工具运的次数多。

5、延伸游戏

请小朋友想想，如果用小碗来运沙，运的结果又会怎么样?下
次我们再来试一下。

大班我家的房子活动反思篇九

1、体验收信、寄信的快乐。

2、能运用绘画的形式表现自己在幼儿园的生活。

3、参观邮局，知道邮局工作人员的辛苦。

活动准备

1、请家长在一周前给孩子写一封信寄到幼儿园里 。

2、请每位家长准备一个写好收信地址的信封、一张邮票、水
彩笔、纸、胶水。

3、与附近邮局联系好参观事宜，邀请一位工作人员在参观邮
局时担任讲解员。

活动流程    

开始部分：

基本部分：



1、教师帮助幼儿阅读爸爸妈妈的来信，体验收信的快乐。

2、鼓励幼儿给爸爸妈妈写信。

3、准备参观邮局，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寄信的过程。

（2）让幼儿相互讨论到邮局会看见什么，想问什么问题等。

4、带领幼儿参观邮局，了解邮局工作人员的工作过程。

（1）邀请一位工作人员为幼儿介绍他们的日常工作。

5、请幼儿回顾参观邮局的过程，说一说参观邮局的感受和快
乐。

活动延伸：

活动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