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纸的一家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纸的一家教案篇一

1、就整体而言，活动主题的产生、扩展、延伸是成功的。通
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孩子们对家人的爱感受更深刻，也愿意
付出自己的爱，从而培养了幼儿爱的情感，激发了幼儿感恩
的心！

2、将主题活动与环境创设结合起来，这一点也不错。但由于
舍不得剪掉孩子们的作品，没有将所有幼儿的作品都上墙，
只选了其中的一部分，对墙饰的整体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3、虽然，老师得到的信息反馈都不错，但也有部分幼儿和家
长的配合欠佳。家长一味地宠爱、娇惯孩子，付出全部的爱，
孩子只一味地接受爱，还蛮横不讲道理------由于还存在这
些现象，因此，我们关于“幸福的一家”的主题活动不能只
是一时，还要坚持下去，力争对每一个孩子都起到“爱”的
教育作用。

纸的一家教案篇二

一、在科学活动中培养孩子语言能力。

中班幼儿的生活经验正在不断积累中，由于语言的表达还较
欠缺，所以在活动中不仅要学习积累经验，还要发展语言。
但是幼儿受到经验的局限和自身发展的影响，词汇比较贫乏，
往往会出现想说又说不出来的现象，因此，教师要丰富幼儿



的生活经验，为幼儿积累语言素材，提升经验，多观察使幼
儿扩大眼界，增长知识，丰富幼儿语言的内容，幼儿说起话
来就会“言之有物”。科学《蔬菜一家》的活动中我让幼儿
在探索中了解、认识各种蔬菜的外型特征，并在探索感知的
基础上充分的给予表达的机会，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培养
孩子想说、敢说、大胆自信的个性品质。

二、在科学活动中培养幼儿探索的兴趣。

整个活动内容和活动目标，教师进行了仔细考虑，适合幼儿
的认知水平。从活动的生成，活动条件的创造，材料的准备，
问题的提出，到幼儿探索过程中切入等等，都经过了深入细
致的考虑，这样才能组织好幼儿的科学探索活动。蔬菜是我
们日常活动中经常接触的食物，既符合幼儿的生活经验，又
有一定的挑战性，让幼儿乐于去探索蔬菜的.多样性。情景创
设能调动幼儿学习的兴趣，教学情景有鲜明的形象。伴随教
师的抒发、渲染，调动幼儿动口、动手、动脑，多种感官参
与学习活动，使幼儿主动地投入学习活动。操作活动既是幼
儿主动探索的过程，又是教师引导幼儿学科学的过程。在活
动中教师自身以科学探索的浓厚兴趣来感染幼儿，并参加幼
儿的操作活动。教师的参与使幼儿感到亲切，能激发幼儿积
极地去探索。

三、在科学活动中培养幼儿对生活的热爱。

中班的孩子对于蔬菜一词并不陌生，在家里饭桌上家长嘴里
可能说得最多的就是--孩子，蔬菜也吃一点吧，里面有维生
素。在幼儿园里，中饭令老师最头疼的也是孩子们对蔬菜也
是--想说爱你并不容易。借助课程内容，要让孩子们对蔬菜
来一个大改观。为活动能顺利展开，教师必须具有广博的知
识，收集、积累一些常用蔬菜知识，这样才能真正指导幼儿
的活动。教师还为幼儿提供大量的物质材料，准备多种实物
蔬菜和图片，让幼儿真正认识和喜欢蔬菜，改变平时不爱吃
蔬菜的不良习惯。



纸的一家教案篇三

《静物一家》是湘版美术四年级的课程，属于造型表现学习
领域，需指导学生通过将身边的静物进行分类、组合，感悟
构图中主次关系，运用线描的工具，有意识地表现自己所见
所感的物品，表达个人对生活的关注，传递自己的思想感情。

教材设置了两个常识性的小训练，以分解本课学习的重点、
难点。一个小训练是根据主题联想画出与主题相关的物品，
使学生从中对静物的分类有所感悟；另一个小训练是以画家
作品为范作，在示意图中标出主要物品的摆放位置，以此帮
助学生加深对构图中主体物品摆放的位置关系的意识。

对目前四年级的学生来说，进行合理分类组合，感悟构图中
的主次关系，这些学习任务还是可以轻松完成的，但运用线
描的工具，有意识地表现自己所见所感的物品，表达个人对
生活的关注，传递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个任务难度就很大了，
虽然前面课时中教过学生如何写生，如何将眼前看到的实物
通过观察一定的透视关系，写实的展现到画纸上来，但因为
学生是初学，对物体的立体感的展现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
需要通过不断的练习才能完成。课堂上，让学生试画眼前摆
放好的静物，学生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画不像，将立体的物
体画成了平面的效果。出于对这一问题的考虑，我在课程中
增添了基本型的学习环节，让学生学会用圆球体、圆柱体、
方体等基本形体去分析对象。通过对基本型的学习，学生能
够更准确的理解物体结构，并运用到实物写生中去，获得了
较好的效果。

我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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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一家教案篇四

《玻璃公公一家》这篇课文是用童话体裁写成的说明文。教
学时，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
我又根据四年级学生学习的规律及本课特点，让学生分角色
表演读课文，扮演各种玻璃，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
学习，激发学生关心科技发展，探索科技奥秘的兴趣；培养
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为此，在教学中，我设计拓展延
伸的环节，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设计新型玻璃。学生的反应
非常热烈，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思维越来越开阔，胆子越
来越大，真可谓是无奇不有。

如：隐形玻璃（穿上它可以隐身）、时空玻璃（往镜子面前
一站就可以穿越时空）……但是我却从中感觉到学生的这种
漫无边际的想象，已经远离实际、远离生活了。对于学生的
如此大胆，我首先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又给他们提出了
建议：新型玻璃首先必须是一块玻璃，然后才是普通玻璃不
具备的新功能。不能把它变成衣服、时间……于是学生的思
维方向有所转变，发明了吸灰玻璃（自动吸收灰尘，不用经
常打扫），吸水玻璃（下雨时，司机开车不受影响），驱蚊
玻璃（涂上可以驱蚊的物品，自动驱蚊），自动报警玻璃
（有小偷时可发出警报）……这些新型玻璃就要比前面的更
贴近生活、更切合实际。

回顾这节课，我觉得自己在指导学生展开想象，勇于创新时，
既做到了大胆，又注意了合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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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一家教案篇五

我在《静物一家》这一课的教学中，“体验、探索、想象”
是我上这节课的设想，学生们通过亲手体验静物的摆放，激
发了学生对静物画的热爱之情，激起了学习兴趣。总结出两
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在课堂里巧妙的将欣赏静物，寻找静物，
摆放静物，表现静物融合在学生的活动中，并引导学生一步
一步从发现身边的物品，过度到体会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
必须的物品，整个过程比较连贯而自然。

另一个特点是，为学生营造一个快活，轻松，自由的学习空
间，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观察，自己去探索生活，自己去张
扬个性，这样才是真正的自主学习模式的探索，有利于开拓
学生的思路。

在表现方面，学生就是美的创造者，关键在于教师怎样去开
发去引导，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艺术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