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快快起床教案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快快起床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知道身体的生长需要水分，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

2、在一日生活中能主动喝水，学习记录一天喝水的杯数。

3、知道人体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

4、让幼儿知道喝水有益于身体健康。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活动重难点：

在一日生活中能主动喝水，学习记录一天喝水的杯数

活动准备：

1、《小朋友的书，夏天真热》；《小朋友的书，数学》。

2、制作与人数相等的饮水测量杯。

活动过程：

一、学习朗诵儿歌，理解喝水的作用。



1、教师朗诵儿歌《喝水歌》。

2、引题：你们喜欢喝水吗？在什么时候要喝水呀？我们一起
来听一首儿歌，听听他们在什么时候要喝水了。

3、提问：哪些人要喝水呀？他们为什么要喝水？渴的时候喝
果汁、饮料行不行？

小结：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喝了队身体好处多，可以补水、
排毒。

4、幼儿阅读《小朋友的书，夏天真热》第14页“喝水歌”，
一起朗诵儿歌。教师念每一句的“××说”，幼儿接后面一
句。

二、学习及喝水的数量。

1、教师和幼儿一起讨论：我们的喝水数量。

2、尝试用插小棒的方式来激励自己的喝水量。

请幼儿每人喝一杯水，喝完后将小棒插到统计图上自己的纸
折小杯子里。

活动反思：

为了培养幼儿良好的饮水习惯，我对我班孩子的饮水习惯作
了调整。有些小朋友，特别是男孩子活泼好动，稍稍运动就
会出汗，这时他们都会主动的去补充水份，家长和老师也不
用去问孩子，你有没有喝水，喝了多少？如果发现有个别孩
子喝水少了，我们就告诉家长，让他们在家里补充。经过一
段时间的培养，从督促喝水到喝水已成了一种习惯的转变，
现在我们已不用为孩子不肯喝水而烦恼了。



快快起床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冬天不怕冷，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2、知道在冬天也要坚持按时入园。

活动重难点：

重点：让幼儿知道冬天不怕冷，养成早起的.好习惯。

难点：能坚持按时入园。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教师：现在是冬天了，天气都变得很冷了，所以我们现在
都穿着厚厚的衣服，这样才不会觉得冷。是吧!

2、教师：苏钟老师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暖和
起来。小朋友，现在跟着钟老师一起来运动运动吧!

教师带领幼儿开展体育活动。

教师引导幼儿说说自己活动前与活动后身体感受的变化

4、小结：在我们活动之前我们会感觉身上冷冷的，但是运动
了之后，我们身上就会变得热，并且后背还可能会有出汗的
感觉。



二、结合幼儿用书，引导幼儿说说冬天小朋友怎样才能按时
上幼儿园

1、教师出示图书画面，引导幼儿看第一幅图。

教师：小朋友，看一看，这是什么时候呀?你是从哪里看出来
的，知道是几点钟吗?

2、引导幼儿看第二幅图。

3、引导幼儿看第三幅图

4、引导幼儿看第四幅图

教师：小朋友和老师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心情怎么样?你从
哪里看出来的呢?

三、幼儿听故事：《不怕冷的大衣》

1、教师：小朋友，你们知道有不怕冷的大衣吗?现在就请小
朋友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吧!

2、教师播放故事。

四、结合幼儿用书和故事，引导幼儿说明自己能如何做到不
怕冷

活动反思：

随着冬季的到来，天气有了很明显的变化，气温越来越低，
这是孩子在幼儿园的第一个冬天，许多家长反映孩子早上不
肯早起，要睡懒觉。特别是小班的幼儿，由于天气冷了，孩
子的衣服穿得很多，被裹得严严实实，动也动不了，在户外
活动的时候往往动作展不开，还有的幼儿以天冷为借口不愿
参加户外活动，因此培养孩子冬天不怕冷是非常有必要的。



快快起床教案反思篇三

设计意图

活动目标

1、练习钻的动作，锻炼身体的协调性。

2、体验集体游戏的快乐。

重点：

学习钻的动作。

难点：

学习轮流钻山洞，不推挤小朋友。

活动准备

音乐，拱形门4个，小桶2个，易拉罐做的蘑菇若干、兔妈妈
和小兔头饰。

活动过程：

1、教师扮演兔妈妈带着兔宝宝听音乐，做热身操。

幼儿站4排，面向老师。老师：“兔宝宝，早上的空气真新鲜
哪，我们一起来做操运动一下吧！”（播放音乐）

2、游戏“小兔钻山洞”。（探索钻的.动作方法和要领，鼓
励幼儿自由练习钻的动作。）

（1）哇，好舒服啊！今天的天气真好，我们到草地上去玩玩
好吗？（好）走，我们排好队伍准备出发。（幼儿站两排随



老师一起向前走）一个山洞挡住了我们，我们怎么过去啊？
（钻过去）你们说的很好，现在就请几个兔宝宝来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钻过去。（教师请几名幼儿钻山洞）

（2）（教师请动作正确的幼儿来示范给大家看）看，这只兔
宝宝他先蹲下去，把头低下，弯下腰，慢慢地钻过去了。这
只兔宝宝钻得真好。再请几个兔宝宝试一下，要向这只兔宝
宝一样，先蹲下来，把头低下，弯下腰，慢慢地钻过去。

（3）（幼儿集体钻第一个山洞做练习，教师观察。）现在大
家一起学刚才兔宝宝的动作，先蹲下来，把头低下，弯下腰，
慢慢地钻过去，一定要记住，不要推挤旁边的兔宝宝，以免
发生危险。

（4）（教师再次示范并讲解钻的动作要领）刚才宝宝们都是
先蹲下来，头低下，弯着腰，慢慢地就钻过山洞了。我们继
续出发。

（5）哦，天哪，还有一排山洞挡住我们了，不过，我们刚才
钻过一次了，这次一定会顺利通过的。还记得怎样才能顺利
钻过山洞吗？（幼儿口述钻的动作。再次练习，教师发现动
作不准确的幼儿，提醒幼儿钻的时候膝盖不能落地，告诉幼
儿是钻，而不是爬）。

（6）我们终于来到了草地上，这可真美啊！我们来玩个游戏
吧！（播放音乐）刚才兔宝宝学会了本领，真棒！看，那边
有好多蘑菇，我们回家取几个小桶，采些蘑菇带回家，顺便
再玩玩钻山洞。（幼儿排两排回去取小桶，然后再次钻过山
洞来到草地上采蘑菇放进小桶里。）

3、放松活动这真是太美了，我们在这跳个舞吧！（播放音乐，
放松）

4、结束兔宝宝今天开心吗？（开心）今天你们表现真棒，采



了许多蘑菇，现在我们带着蘑菇回家吧！

教学反思：

我首先在游戏中让幼儿拉着前一个小朋友的衣服，放慢开火
车的速度，尽可能的保证幼儿不掉队。同时在每次游戏的间
隔期间，我们以“火车到站”的形式让幼儿自由活动，在
以“火车出发了”的口令提醒幼儿排队，找到自己的位置，
教师还是需要给予帮助的，在体育活动中，我遵循循循渐进，
从意到难的设计原则。第一个环节为自由“开火车”，第二
个环节增加了开火车钻山洞的内容。刚提到钻山洞时很多幼
儿特别兴奋都不听老师指令跑过去钻山洞，由于人太多导致
山同倒塌了。于是我抓住机会进行游戏规则的介绍：在钻山
洞时要一个跟一个走，不推不挤，这样每一辆小火车就都能
安全的钻山洞了。所以我以后在教学中要善于观察，抓住教
育细节。根据教学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力争上
好每一节课。

快快起床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探索各种跳法，能依据信号做动作。

2、体验体育游戏带来的乐趣。

3、通过活动锻炼幼儿的跳跃能力，让他们的身体得到锻炼。

4、锻炼平衡能力及快速反应能力。

5、培养竞争意识，体验游戏带来的挑战与快乐。

活动准备：



呼啦圈21个、电脑播放器、音乐、普通洗发精空罐21个，篮
子一个。

活动过程：

一、准备活动：

音乐律动，活动身体的各部位关节。

（奥尔夫音乐游戏：今天天气真正好）

二、自由探索各种跳法

1、跳跳兔们，动脑想一想有些什么跳法？（请个别幼儿示范
自己知道的跳法。）

2、全体幼儿尝试探索各种跳法请小兔子听音乐的节奏，试一
试你这只跳跳兔能有些什么跳的方法，音乐一停，跳跳兔们
要回到自己的家（呼啦圈）里。用各种回家的方法增加游戏
的趣味性，（游戏若干遍）让幼儿在音乐声中自己练习各种
跳的方法。

三、尝试跳着前进

1、表演跳：教师示范，让幼儿尝试用跳的方法前进。把呼啦
圈子摆成长形，请幼儿自己尝试用各种跳的方法前进。鼓励
孩子用不同的跳法进行前进跳。

2、尝试双脚夹物前进跳跳跳兔双脚夹物前进跳比赛，看谁跳
得最稳最好。

四、放松动作

洗澡乐：跳跳兔真能干，跳累了我们一起来洗个澡吧（洗澡
的动作放松）。



五、结束。

活动反思：

幼儿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兴致高昂，他们通过自己的探索、尝
试不知不觉地掌握了各种类型的跳。望着幼儿兴奋的笑脸，
我由衷的感到只有了解小班幼儿的特点，才可能较好的设计
出适合幼儿发展的有价值的小班活动，也只有不断反思、总
结，才能使自己和幼儿都得以成长和发展。

快快起床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知道起床后穿衣服的顺序。

2、初步培养幼儿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活动准备：

娃娃一个毛衣、外套、裤子、鞋子等衣物

活动过程：

一、老师讲故事引出课题

二、引导幼儿说出正确的穿衣顺序

师：那现在老师要请一位小朋友来帮丽丽的忙，我们一起听
听他说的对不对哦。

师：小朋友，他说的`对不对呢?嗯，现在大家跟着老师一起
来说一说吧!我们先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娃娃出来吧，跟娃娃打
个招呼吧!



师开始讲解正确的顺序，(可以配合娃娃一起来向幼儿说明：
早晨起床后，应该先穿内衣(毛衣)，再穿袜子，穿裤子，穿
鞋子，最后穿外套。衣服穿好后，要整理衣服，翻好领子，
拉好衣襟。)

师：现在啊，老师还想问问你们，那穿好了衣服之后该干什
么呢?

三、活动结束。

教学反思：

此次活动圆满结束!活动前我为幼儿创设了宽松自由的活动氛
围，让幼儿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轻松获得锻炼与提高。活动
过程中，幼儿表现的积极主动，都能用较完整的语言回答老
师提出的问题，并能主动与同伴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