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好吃的糖果说课 好吃的水果教学反思
(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好吃的糖果说课篇一

本节课属于“造型·表现”学习领域，是一节充满生活情趣
的课程。水果种类有很多，孩子们说的出来的也有不少：苹
果、梨、西瓜、香蕉、芒果、橘子、草莓、哈密瓜、菠萝。。
。。。。十根手指头都数不过来。在品种了解很多的情况下
还要让学生多回忆一下水果的颜色、外形特点以及了解一些
被赋予的传统吉祥寓意。在这些基础上，学生通过课程学习
能够运用夸张的手法，大胆表现出学生吃水果时的动态和表
情并创作出有情趣的画面，这是这节课基本的课堂知识与技
能。

本课与《下雨了》《刷牙》在同一册中出现，构成了以人物
为主的创作画单元。三课的共同点在于都抓住了生活中有趣
的画面，都是在表现学生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本课的重点
是进一步以夸张的手法表现学生们在吃水果时的动态及表情，
为后面《刷牙》一课的人物创作画进行铺垫，起到承上启下
的作用。

在第28页左上角与右下角有很多真实水果的照片，粉红的桃
子、圆圆的橙子、露瓤的西瓜、小巧的草莓、红红的苹果等。
它们品种多样、颜色鲜艳、大小各异，以不同形态散落在画
面中，目的是引导学生关注水果的外形、大小和颜色的不同
特点。切开的水果提醒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多角度观察的机会，



从而更全面地认识水果，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书中有学生观察水果、吃水果时的活动照片。他们三三两两
地聚在一起，有的正在大口地吃着芒果，有的两人手捧西瓜
正在你一口、我一口地开心品尝，还有个调皮的男生把吃完
的西瓜皮扣到了自己的头上，引得周围的同学们哈哈大笑。

课本很好的给学生观察吃水果时的动作与表情提供了素材，
也提示教师可以采取游戏或表演的方式，让学生用动作与表
情突出水果的好吃，唤起学生在吃水果时的快乐记忆，感受
吃水果时的愉悦心情。通过体验引导学生充分感知造型活动
的乐趣。书中出示了齐白石的《百世多吉》，也给孩子们留
下水果有吉祥寓意的好印象。

好吃的糖果说课篇二

1、在摸摸、看看、抓抓、尝尝中，感知各种糖果的特征（形
状、颜色、味道等），并能按形状的标记对糖果进行分类。

2、能够快乐积极的进行操作活动。

3、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感知各种糖果的特征（形状、颜色、味道等），并能按形状
的标记对糖果进行分类。

能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不同形状、颜色和味道的糖果，标有形状标记分类盒

一、猜一猜，认识各种各样的糖果。（约3分钟）



幼：糖，糖果。

师：哦，糖果是甜甜的，你吃过甜甜的糖果。

请幼儿取出一颗糖果，展示给大家看，并引导幼儿说一说糖
果的形状、颜色，如红色的、圆圆的、方方的等。

二、抓糖果，数一数。（约3分钟）

1、抓糖果师：等一下请宝宝们抓一下糖果，记住，只能抓一
次，一只手抓哦！"来；自。屈；老师；教。案；放在自己的
小盘子里，数一数抓了几颗糖？（教师边说边示范）。

2、幼儿自由抓糖果，并数一数教师巡回观察幼儿抓糖，指导
幼儿数一数糖果的数量。

师：请数好糖果的宝宝拿着你的糖果回到位置上来吧。

师幼交流拿到了几颗糖果。

三、认识标记，分一分糖果，送糖果回家。（约5分钟）

幼：圆圆的糖果宝宝。

师：哦，这是圆形糖果的家。（教师引导幼儿说一说画有圆
形标记的是圆形糖果的家，放圆形糖果，画有方形标记的盘
子放方形的糖果）教师可以边说边示范放置糖果在不同标记
的盒子里。

2、幼儿自由分组分糖果，教师巡回观察指导师：超市阿姨说
糖果宝宝要回家了，帮他们找一找吧。每个小朋友拿着自己
刚才抓到的糖果，回到桌子旁，帮他们找到家吧。

（教师和幼儿一起检查验证）师：每颗糖果都找到家了，超
市阿姨感谢大家的帮助，这下阿姨可以在超市里卖了，为自



己鼓鼓掌吧！

四、最后教师要奖励幼儿品尝糖果。（约1分钟）

师：每组的宝宝都帮糖果宝宝找到家了，谢谢你们，今天糖
果宝宝要感谢你们，送给你们每人一颗糖果，糖果的味道有
很多种，我们以后还可以按照他们的不同味道给他们分分家，
但是糖不能多吃，要注意保护牙齿。

（幼儿品尝糖果，引导幼儿感受糖果有多种味道，并体验和
同伴一起活动的乐趣。）

在执教的过程中缺少激情，数学本身就是枯燥的，那在教孩
子新知识的时候，就需要老师以自己的激情带动孩子的学习，
在今后的教学中这方面也要注意。

好吃的糖果说课篇三

本节课属于“造型·表现”学习领域，是一节充满生活情趣
的课程。水果种类有很多，孩子们说的出来的也有不少：苹
果、梨、西瓜、香蕉、芒果、橘子、草莓、哈密瓜、菠萝。
十根手指头都数不过来。在品种了解很多的情况下还要让学
生多回忆一下水果的颜色、外形特点以及了解一些被赋予的
传统吉祥寓意。在这些基础上，学生通过课程学习能够运用
夸张的手法，大胆表现出学生吃水果时的动态和表情并创作
出有情趣的画面，这是这节课基本的课堂知识与技能。

本课与《下雨了》《刷牙》在同一册中出现，构成了以人物
为主的创作画单元。三课的共同点在于都抓住了生活中有趣
的画面，都是在表现学生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本课的重点
是进一步以夸张的手法表现学生们在吃水果时的动态及表情，
为后面《刷牙》一课的人物创作画进行铺垫，起到承上启下
的作用。



在第28页左上角与右下角有很多真实水果的照片，粉红的桃
子、圆圆的橙子、露瓤的西瓜、小巧的草莓、红红的苹果等。
它们品种多样、颜色鲜艳、大小各异，以不同形态散落在画
面中，目的是引导学生关注水果的外形、大小和颜色的不同
特点。切开的水果提醒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多角度观察的机会，
从而更全面地认识水果，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书中有学生观察水果、吃水果时的活动照片。他们三三两两
地聚在一起，有的正在大口地吃着芒果，有的两人手捧西瓜
正在你一口、我一口地开心品尝，还有个调皮的男生把吃完
的西瓜皮扣到了自己的头上，引得周围的同学们哈哈大笑。

课本很好的给学生观察吃水果时的动作与表情提供了素材，
也提示教师可以采取游戏或表演的方式，让学生用动作与表
情突出水果的好吃，唤起学生在吃水果时的快乐记忆，感受
吃水果时的愉悦心情。通过体验引导学生充分感知造型活动
的乐趣。书中出示了齐白石的《百世多吉》，也给孩子们留
下水果有吉祥寓意的好印象。

好吃的糖果说课篇四

水果是熟悉、喜欢的，同时水果也蕴含着丰富的资源。结
合“秋天”这一季节的特征，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经
验，我们开展了“好吃的水果”的主题。在为期两周的主题
中，我们的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令人回味无穷。

在活动开展之前，我们充分利用资源，请家长带参观水果店，
收集水果图片、实物，丰富有关水果的经验，并且与孩子一
起制作水果。在家长的共同参与下，在惹人喜爱的水果娃娃
吸引下，孩子们对水果产生了浓厚的，逐渐走进了水果的世
界。而我们的主体墙也是由于得到家长的帮助，内容十分丰
富，有常见的水果，也有很多是孩子没有见过和没吃过的水
果，如猕猴桃、山楂、橄榄、火龙果、冬枣、黑布林等，适
时地扩展了幼儿的视野，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



通过活动《水果照相馆》，孩子们观察了水果外形特征，认
识几种比较特别的水果，感知到水果的多样性。通过《水果
全家福》的科学活动，能区分明显的大小差异，并学习3以内
手口一致地点数、说出总数。活动《酸酸甜甜的橘子》、
《水果沙拉》、《好吃的水果羹》是让幼儿在吃水果的过程
中，知道如何剥水果，了解水果还有其他的吃法，并培养了
他们的动手操作。活动《水果谜语》使幼儿对猜谜语产生了
兴趣，学习猜谜的方法。

主题带来的：幼儿是主动的学习者，创设环境的目的主要就
是为幼儿的发展创造条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
挥他们的创造潜力。在环境的创设中让孩子、家长和我们共
同成为环境创设的主人。请家长和幼儿一起收集资料、让幼
儿参与环境的布置等就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途径。

活动后，我也还有一个遗憾：如果主题中，能安排一个活动，
让家长来园与孩子一起做水果沙拉、水果羹、水果面具，一
定更能激发了孩子主动学习的兴趣，也让家长了解幼儿园的
活动，增进家园联系。

好吃的糖果说课篇五

1、学会运用各种感官感知糖果的特征。

2、能大胆表达自己的发现，并乐于和同伴、教师交流。

1、各式糖果若干放在玩具柜上：跳跳糖、橡皮糖、棉花糖各
三盘。干净的手帕六块

2、活动室布置成糖果王国

3、幼儿洗净小手

(一)引起兴趣：开着汽车到糖果王国：



1、小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到糖果王国去玩，好吗?

2、看桌上的糖果宝宝都想和我们做好朋友，你愿意吗?

请你找一个糖果宝宝做你的好朋友，带着你的糖果宝宝到座
位上吧。

(二)探索糖的特征：

1、小朋友找到了糖宝宝，谁能告诉我，你的糖宝宝穿了一件
什么样的衣服?

2、现在请你们摸一摸你们的糖宝宝，告诉我你摸上去有什么
感觉?

3、你看到了糖宝宝是什么形状的，什么颜色的?我们一起来
看看。

4、(师做吸气状)每个糖宝宝都有不同的气味。你想知道你的
糖宝宝的气味吗?

5、教师小结：糖宝宝的衣服是五颜六色不一样的，糖宝宝有
圆圆的方方的、扁扁的，-------摸上去有的硬的、有的软的、
闻闻他们都有不同的气味。

7、把糖宝宝放在嘴巴中会是什么味道?

你的糖宝宝是什么味道呢?

品尝几种特殊的糖果：你想不想去看一看，尝一尝?

8、幼儿品尝几种特殊的糖宝宝，并讲讲自己的感觉。

(幼儿交流：糖宝宝在我口中跳呢;我的糖宝宝象棉花一样软;
我的糖宝宝酸酸的---)



(三)结束部分：

下次我们再到糖宝宝王国来玩，好吗?我们都很喜欢糖宝宝，
那多吃糖宝宝好吗?对，我们要爱护牙齿可不能多吃糖宝宝。
今天，已经不早了，我们乘汽车回家吧。

喜欢糖果是每个幼儿的共性，而这一活动，正是在幼儿最感
兴趣的基础上开展的。原本在设计这一活动时，主要目的是
让幼儿运用各种感官感知糖果的特征，并能够乐于和同伴、
教师进行交流。但在实际活动中，发现幼儿的想象力、语言
表达能力远远超出了我的设想。孩子们能用丰富的语言来表
达对糖果的各种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