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教案铅笔不能咬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
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大班教案铅笔不能咬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培养敏锐、细致的观察力

2、根据观察的细节画出同伴

3、培养幼儿耐心完成任务的习惯，享受折纸活动的乐趣。

4、能呈现自己的作品，并能欣赏别人的作品。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艺术家的儿子保罗》

纸、笔

活动过程：

一、名画欣赏请幼儿欣赏毕加索作品《艺术家的儿子保罗》，
提问：

小朋友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

他骑着什么动物?动物身上有什么佩剑?



动物身上柔软的'毛怎么画出来?

二、画一画我的朋友

1、请幼儿选择一位好朋友，仔细观察对方，画下他的样子，
并请老师写上好朋友的名字。

2、针对能力较强的幼儿，可以适当的增加难度，画好朋友吃
饭、跑步、玩游戏时的样子。

三、好朋友大展览将幼儿的好朋友画像布置成“好朋友大展
览”，组织幼儿互相欣赏，猜猜画上的人是谁，他在干什么。

活动反思：

在活动中，幼儿能说出好朋友的外形特点，如大大的眼睛，
有条小辫子等。在绘画前，我要求幼儿先确定眼睛的位置，
然后再画上嘴巴、鼻子、耳朵，女孩子的话还可以画睫毛等
等。所以绘画时，大部分幼儿都能根据要求来画，所以效果
不错。个别幼儿还需区域游戏时重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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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教案铅笔不能咬反思篇二

马路不是游戏场(交通)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知道不能把马路的空地当作游戏场。

2、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和良好的礼仪习惯。

【活动准备】

选出三名幼儿与教师排演情景剧，演示在马路上玩耍的场景。

【活动过程】

1、导入活动：

(1)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小朋友表演的一个小情景剧。请
大家一边看，一边想，表演中说了一件什么事情？”

(2)三名幼儿与教师排演一个简单的情景。演示在马路上玩耍
的危险片段。

2、关键步骤：

(1)提问："刚才是在哪?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2)你认为小朋友哪点做得不对，他们应该在哪玩?

(3)如果小朋友约你到马路上去玩，你会怎么做?



3、示范后与幼儿团讨：

(1)我们可以选择在什么地方游戏最安全?

(2)如果球之类的玩具滚到了马路上，你该怎么办?

活动延伸：

1、请小朋友重新改编刚才的情景小情景剧，并分组表演给大
家看。

2、提问：我们在玩追跑游戏时要注意什么?(要看周围是否安
全)

3、活动反思。

大班教案铅笔不能咬反思篇三

一、活动目标：

1、让幼儿在交流活动中认识一些常见的交通标志。

2、让幼儿在游戏活动中体验交通规则的重要性，从而自觉地
遵守交通规则。

3、让幼儿在合作学习中学得一些基本的学习方法。

二、活动准备：

1、精心布置活动场景。

2、收集各种交通标志（照片或图片）。

3、字卡：交通安全、红灯停，绿灯行、人行道、非机动车道、
汽车道。



三、活动过程：

（一）展开联想，揭示活动主题1、出示交通事故图片，请幼
儿仔细观察。提问：

孩子们，刚才你们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2、多么可怕的车祸，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们一定
要注意交通安全。（出示字卡“交通安全”）

（二）在活动中体会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1、孩子们，看看我们坐的队形像什么？十字路口的学问可多
了，现在我们就在十字路口做个游戏。老师请出三个司机，
三个骑车的以及五个行人。

（1）孩子们，刚才你们看到了什么？你们想说什么？

（2）如果生活中也是这样可不行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呢？

（3）（教师拿出信号灯标志）这是什么？谁能编句儿歌来说
说信号灯的作用。（将标志贴在黑板上）幼儿回答后出示字卡
“红灯停，绿灯行”。

2、认识了红绿灯，我们还要知道自己应该走哪条路，这就要
知道每条路的名称。孩子们，看看这个十字路口，你认识这
些道路吗？（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汽车道）

（四）现场指挥1、刚才我们认识的交通标志对维护交通安全
起着重要的作用。车辆的顺畅，人们的生命安全，更离不开
交通警察。老师向交警叔叔学了一些指挥交通的本领，请小
朋友仔细看，猜一猜是什么意思。

2、老师来当交通警察，请小朋友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听警察



叔叔的指挥，一起动一动吧！

（五）评价幼儿游戏情况，结束。

儿童安全小知识：

１、增强红绿灯意识．红绿灯是设在街道路口的交通信号装
置．“红灯停,绿灯行”按信号灯的指示通行,起步时向左右
两边看是否有来车,然后从人行横道横过马路．自觉地接受交
通信号的指挥。

２、学龄前儿童过马路要让大人牵引．不要让儿童单独上街．
他们如在街道或公路上行走,必须有成年人带领。

３、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过马路．人的大脑从接受外界
信号到是否决定停步到最后停下来有一个过程．汽车也是这
样,当紧急制动时也有一个过程；再加上行驶的汽车有惯性,
不能一刹即停．最安全之策,只能是:不要在汽车临近时突然
横穿马路。

４、不要扒车．一些小孩出于好奇,常常利用车辆起步、上坡、
减速时扒车,或作游戏或以扒车代步．这样很容易跌倒或摔伤．
甚至造成生命危险。

大班教案铅笔不能咬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在感受音乐和感知队形图示的基础上，用动作和队形表现
音乐形象。

2．创编舞蹈动作，并选择合适的动作变换队形。

3．学习小组合作，共同完成表演任务。



4．能大胆表现歌曲的内容、情感。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活动准备：

1．音乐、音响设备

2．队形示意图、磁性底板

活动过程：

师：你们看出来，这表示什么队形吗？这“两横排”是怎么
排出来的呢？

教师小结：原来，我们排队的时候，横排要对齐，竖排要对
齐，每个小朋友之间还要空开一定的距离，这样跳舞的时候
才好看。

师：有没有哪组小演员愿意来试一试，排成这样的两横排呢？

师：排好了吗？“观众们”觉得他们排的怎么样？

师：刚刚，我们的“两横排”已经排的非常好了。那会不会
排其他队形呢？看，这是什么队形？哪些小演员先来试试？
注意间距哦。

二、创编动作：

师：今天，老师收到一个通知，森林里面要开舞会了，请仔
细听，会有哪些小动物参加呢？——听音乐！

师：现在，我们跟着音乐来跳一跳吧！

三、变换队形：



师：小朋友，你们还会做什么动作呢？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
换动作呢？

出示新的队形变换图，边换动作边换队形。

师：好，再请一组小演员上来，记住，要换动作变队形哦！

师：你们还想换什么动作呢？（再请一组）师：小演员们可
真厉害，跳的'舞真不错，现在我们一起去森林里参加舞会吧！

活动反思：

《森林狂想曲》是一首由森林中多种动物鸣叫以及动作发出
的声音合成的音乐，旋律清幽抒情，潺潺流水，轻快鸟鸣，
仿佛把人带入清新宁静的心境，感受温馨，感受自然，很容
易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这堂课中，我通过播放视频，音像结合，使学生从各方面
感受热带雨林的神奇，体会乐曲中描绘的景象，感受音乐传
达给人们的不同情绪，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良好的审
美情趣。然后让学生听辨乐曲小片段，辨别是哪些乐器演奏
的，使学生认识笛子、小提琴、吉他，学生对此非常感兴趣，
积极参与；接着认识三段主题旋律，随着老师的琴声轻轻哼
唱，再听辨，加深学生对主题旋律的印象，然后完整欣赏乐
曲给旋律排顺序。

我还设计了图谱，让学生聆听歌曲找出其中的小动物。邀请
孩子们一起参加表演，孩子们一下子兴趣就来了，首先通过
图谱，让大家掌握节奏，由老师的示范，渐渐的大家都能够
自己拍出其他小动物的节奏，然后再大家都掌握节奏的基础
上，加上音乐的渲染，把孩子们都带入到音乐会的情境中，
紧接着在大家注意力集中又熟悉旋律的前提下，又呈现乐器，
让大家更有欲望参加演奏，通过乐器的声音和演奏方式再与
动物的鸣叫声和动作相比较，让孩子们自己来决定配乐乐器，



既有助于孩子记忆又体现了参与性。最后的正式演出环节，
让孩子想象自己站在舞台上，使情境更加真实，孩子表演的
十分认真，整齐的打击节奏，使最后的表演非常精彩，大家
的掌声也给孩子们更多的自信。

整个教学环节很流畅，孩子们的兴趣高昂，活动气疯活跃，
孩子们意犹未尽，为了满足所有孩子的欲望，在最后表演环
节还组织大家交换乐器演奏，让孩子都有机会演奏三种乐器。
但在交换乐器时发现，部分孩子并没有能够演奏到三种乐器，
个别孩子甚至一直演奏一种乐器，失去了其他乐器的演奏机
会，对于这个现象我想是因为在交换乐器时我选择让孩子们
自由交换的方式而产生的，若老师在交换前能够明确要求，
或者由老师来统一交换，那么孩子们演奏的机会会更加平等，
同时也能够掌握整首歌曲四种不同节奏。

大班教案铅笔不能咬反思篇五

1、了解流行性的传染病的相关知识。

2、能说出并掌握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3、增强自身预防疾病的意识。

活动准备

教学ppt

活动过程

1、活动导入：观看教学挂图。

教师出示挂图，并提问：小朋友，请你们看一看，图上画的
是什么地方？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图上的小朋友在干什么？
他们怎么了？（幼儿观察并描述）



2、活动展开：讨论什么是传染病，常见传染病有哪些。

(1)教师出示挂图，请幼儿按顺序观察图片，教师提问。

教师小结：传染病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它能通
过呼吸、身体接触等方式传播病菌。如果有小朋友或者小动
物得病，就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叫做传染病。

（2）师：传染病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传播的？

（3）师：你知道哪些病是传染病吗？昨天老师给你们发了一
张调查表，让你们去调查有哪些传染病？它们是怎样传播的？
都有哪些症状？现在请小朋友们拿出调查表，谁愿意上前来
说说你的调查。（3~4名幼儿讲述）

（4）除了你们做了调查，戎老师也做了调查呢。让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

调查到的第一个传染病：手足口病第二个：水痘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个传染病都是在我们小朋友之间很容易
传染的。

还有哪些传染病在春季会传染上的呢？（红眼睛、皮疹、腮
腺炎）

3、活动展开：讨论预防传染疾病的方法。

幼儿讨论、讲述。

（2）教师：看看老师这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是怎样预防传染
病的呢？（洗手、多吃水果、充足睡眠、打预防针、戴口罩、
不去人多的地方、不朝别人打喷嚏）

（3）教师小结：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教师：多吃蔬菜水果，可以提高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勤洗
手可以消除病菌；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增强免疫力；接种
流感疫苗可以预防流感；打喷嚏时要用手或手帕遮起来，避
免对着他人打喷嚏；在传染病的多发季节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情况严重时需要戴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