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滚珠画活动设计意图 小班音乐活动
娃娃家教案反思(优秀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小班滚珠画活动设计意图篇一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将娃娃家中的物品摆放整齐。

2、懂得爱惜玩具。

活动准备

创设过家家的场景若干。

活动流程

一、导入：(出示情景)

“今天小猫和小熊在娃娃家玩完过家家的游戏后，就回家了!
现在我们帮忙检查一下，看看它们是否把东西整理好
了?”“没有!”“现在我们看看哪个小朋友的眼睛最亮，发
现的问题最多!”请幼儿在情境中进行观察。(水杯、拖鞋都
没有摆放整齐;抹布没叠就丢在一边了;小娃娃的被子也没有
叠放整齐;玩具、彩笔没收……)

二、基本部分：



娃娃家中的物品应该怎样摆放呢，谁来帮帮它?请几名幼儿对
物品进行摆放，让其他幼儿注意观察是怎样整理的，教师注
意及时总结。(本部分除了让孩子练习整理，摆放物品的习惯
的习惯外，还可以将其中的一点拿出来让孩子学习，如：怎
么摆放拖鞋;如何让小猫的外套(抹布、床单)变的.整齐等等，
并让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练习。)

三、分组进行练习：

创设多个环境，将孩子们分成几组，让孩子们共同合作进行
整理，让每个孩子都有练习的机会。“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帮
忙整理一下，比比哪个娃娃家里整理的最整齐。”

四、情感教育：

让幼儿懂得爱惜玩具。“小猫和小熊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如
果是你你会怎么做?”“玩具被扔得到处都是，这样玩具就会
很生气，还会跟你们一起玩吗?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教
师进行总结。

附：儿歌《爱惜玩具》

玩具玩具真有趣，天天和我做游戏，轻轻拿，轻轻放，不扔
不摔要爱惜。我的创新小结及反思活动一开始我就创设环境
让孩子们进行观察，看看说说，并进行整理。集中了孩子们
的注意力，增加孩子们的积极性。有的孩子在整理时出现了
困难，给小娃娃叠被子时，幼儿不知道要把边对齐，通过老
师的及时讲解示范，孩子们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分组练习时
让孩子及时地进行了练习。通过这节课孩子们在整理自己的
物品这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让孩子们形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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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爸爸，爸爸不抱宝宝，妈妈抱宝宝。”晨晨说着，便
伸手去接庭庭怀中的娃娃。“我是妈妈，是妈妈！”庭庭说
着，双手更紧地抱着娃娃。“我抱一下，抱她吃药。”晨晨
不再争抢娃娃，—副商量的语气在同庭庭协商着。“我是妈
妈，妈妈喂宝宝吃药。”庭庭边说边煞有介事地拿起桌上的
小勺，摆出喂娃娃吃药的架式，不再理睬晨晨。他一手抱着
娃娃，一手拿着小勺，嘴中念念有词：“不苦，这是果汁。
吃药就不打针了。”此时，晨晨插进话来：“爸爸下班啦，
爸爸亲亲宝宝。”说着，再次伸出手抱宝宝。“爸爸下班啦，
妈妈去做饭。”庭庭说完，将娃娃递给晨晨，拿起一把刀做
起饭来。庭庭“妈妈”很专注地又是切菜，又是煮饭，晨
晨“爸爸”抱着娃娃在旁边督阵，真是一派和谐的家庭气氛。

反思：

此一幕使我们看到了3——4岁孩子同样也会逼真地做家务，
演绎着家庭和谐的氛围。在模仿中孩子体验了游戏的快乐。
随着孩子感觉经验的丰富，他们在游戏中从不会交往发展到
能互相协商、协作。教师此时以旁观者的`身份，当看到幼儿
出现争抢娃娃时，并不急于介入，留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
空间与机会，以欣赏的态度看到孩子的进步与发展，并感到
由衷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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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家”是小班幼儿来幼儿园玩角色游戏的第一个主题，是
这个年龄段的幼儿最喜欢的主题。但由于幼儿经验缺失，幼
儿在为玩游戏时经常出现游戏情节单一，重复性动作多，游
戏时间持续较短等问题。

本次幼儿的游戏水平比前两次提高了许多，首先，幼儿的角
色意识增强了，不管是扮演爸爸的还是扮演妈妈或者客人的，



他们抱宝宝、喂宝宝的姿势都更有样子了，而且基本上懂得
自己的任务。其次，在老师的引导下，能用礼貌用语进行对
话，并能在老师的提醒下收拾玩具材料。

但是也发现了些许问题，由于老师的语速偏快，幼儿在回答
问题的时候，听不清楚问题；辅助材料不够多；在用礼貌用
语问好的时候可以引导每个角色的幼儿都可以进行问好，让
幼儿都能充分运用到礼貌用语。

在以后的角色游戏中，我将针对以上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让幼儿在游戏中发挥自己的职责，体验游戏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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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尝试运用多种感官初步感知：糖、奶粉、果珍粉能溶化
在水里，感受水的“变化”现象。

2、 能将自己在活动中的发现大胆地表述出来。

1、 一杯白糖水，标记指示图，磁铁板一块。

2、 装有温开水的水壶每组两把，奶粉、果珍、白糖若干盘，
小勺、水杯人手一个，盖布四块。

一、 观察活动，引入课题。

1、教师出示一杯白糖水，让幼儿猜猜是什么水?

2、请个别幼儿品尝，说说是什么味道的。

3、猜测活动：水怎么会是甜的?

二、实验活动：水娃娃的魔术



观察桌上的材料，说说都有些什么?提出操作要求：

1、只能选择一种饮料粉进行冲调。

2、水壶倒水时，一手哪好把子，一手扶助壶身，不能倒的太
满。

3、使用过的物品(小勺、水壶)要放回原处。

幼儿操作，教师观察。比较、探讨“饮料粉”，到哪儿去了。

三、品尝活动。

说说调配好的水是什么味道的。

四、表述结果，教师记录。

请个别幼儿说说自己的冲调方法、步骤。教师利用标记指示
图进行记录。

五、再次冲调饮料。

提出要求：

1、选择另一种材料进行冲调。

2、鼓励幼儿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冲调。

幼儿操作。

六、延伸活动。

你还喝过哪些味道的水。水除了能使糖、奶粉、果珍粉溶化，
还能使什么溶化?



新《纲要》指出：幼儿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在激发
幼儿的认识兴趣好和探索欲望以及尽量为幼儿创设条件，运
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体验发现
的乐趣。变魔术这一孩子感兴趣的现象深深吸引住了孩子的
眼球，激发了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使幼儿“无心”的好奇
转化成了“有意”的求知动力，促使幼儿对科学活动的探索
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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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游戏中体验按指令活动的愉快。

2.培养注意倾听的态度和习惯。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5.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1.场景布置：草地、路、蚂蚁洞。

2.录音小鸟的叫声，树叶、沙袋等。

1.引发倾听兴趣。

放录音小鸟的叫声，设问：听听是什么声音，你是用什么来
听的？

（说明：这一环节主要是突出耳朵能听的主题，并提出以听
为要求的游戏规则。强调听得清楚，听完整个游戏会玩得开
心。）



2.听指令动作。

(1)脸部动作：a翘起嘴巴，做只小猪；b捏下鼻子，做只狐狸；c
一眼睁，一眼闭，做只调皮的小猴子。

（说明，开始语速可慢些，接下来可快一些并变换指令，例
如：拉拉小耳朵，捏捏小鼻子，梳梳黑头发，拍拍小嘴巴。）

小结：玩得开心吗？为什么开心？因为你们听得仔细做得对。
老师念儿歌：小耳朵，真正灵，听得清，做得对，我们玩得
真开心。

(2)手指动作：a变把手枪嗒嗒嗒嗒；b变架相机喀嚓，喀嚓；c变
把小锤丁冬，丁冬。

小结：小耳朵，真正灵，听得清，做得对，我们玩得真开心。

(3)身体动作：a站起来，转个圈；b做只母鸡，拍拍翅膀，下个
蛋；c做只青蛙，呱呱跳，去抓花蝴蝶；d打鼓、敲锣、吹喇叭、
放鞭炮。

（说明：要求听完指令后，再用动作表现每一个指令，教师
可以示范。视实际情况，指令可以反复。可用儿歌小结，并
引导幼儿跟着念。）

1.小兔子捡落叶。

教师可先念儿歌：小兔子，蹦蹦跳，跳到树下捡落叶，一只
小兔捡一片，许多小兔捡许多。

（说明：捡完以后可检查一下是否按指令捡了一片树叶，渗
透1和许多数概念。

2.小蚂蚁搬豆。



在预先布置的场景中听指令动作：(1)小蚂蚁，快快爬；(2)
小蚂蚁，慢慢爬；(3)小蚂蚁，去搬豆。一只蚂蚁搬一粒，搬
进洞里放放好。

（说明：游戏可变换指令重复进行。）

蚂蚁搬豆这个环节不到位。这个环节原来是可以让孩子有多
次活动机会的，但在具体操作时，感觉成了蜻蜓点水，一略
而过，没有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教育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幼儿
理解1和许多的概念，又是动作技能练习的很好环境，老师可
以让孩子们搬着豆豆走过对应的各种不同的路后，从各个洞
口钻进蚂蚁的家，直观地观察一粒一粒小豆是怎么形成许多，
再以蚂蚁搬家的形式让孩子观察到许多又是怎样变成一粒一
粒的过程，同时还可让孩子走另外一条路回家等方法，让孩
子的各种动作技能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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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导幼儿愉快地参加游戏活动，遵守游戏规则，注意倾听
别人的话。

2.学习动词：走、跳、飞，在游戏中锻炼发散性思维及语言
反应的敏捷性。

3.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草地背景图，蘑菇和动物等活动相关教具。



（一）开始部分

1.出示背景图

师：今天天气真好，小动物们都到草地上散步，你们看都有
谁来了？（大公鸡）大公鸡是怎么来的？（走来的）怎么走？
（邀请幼儿模仿）；（小鸭子）小鸭子是怎么来的？（走来
的）怎么走？（邀请幼儿模仿）。

（出示字卡）走。

2.出示跳的小动物。

（出示字卡）跳。

3.出示飞的小动物。

（出示字卡）飞。

教学反思：教师通过直观具体形象的小动物入场，直观地让
幼儿感知动词走、跳、飞的形象。从而，激发幼儿的兴趣点
和切入点。邀请幼儿模仿，增加了课堂教学活跃的氛围。从
教学活动看来，本班孩子很感兴趣、兴致勃勃。不足之处是
老师要掌控好小班孩子的常规。

（二）基础部分

师：小动物在草地上悠闲的散步，突然轰隆隆一声，雷声响
了，天要下雨了，小动物们要淋湿了，怎么办呢？（请幼儿
思考：从图中，小动物们可以在哪里躲雨？）

师：老师也准备了三把蘑菇伞姐姐，蘑菇伞姐姐想和小朋友
一起玩个散步的游戏。仔细听！游戏规则。

1．教师介绍游戏规则与示范。（家长配合）



2．教师和家长扮雨伞姐姐，与幼儿游戏互动。（2-3遍）

教学反思：从孩子的动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孩子
已经融入了游戏的氛围。大部分的孩子也已经对动词走、跳、
飞完全的掌握。不足之处是老师需要加强组织管理好孩子的
纪律。

（三）结束部分

师：雨伞姐姐保护了小动物们，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下厨房
煮碗汤感谢雨伞姐姐。好不好？（以学过儿歌呈现）（家长
与幼儿、教师一起互动）

教学反思：家长与幼儿、教师一起互动，气氛和乐融融！但
是，教师需要把控好声音的音量。音量过大了，总是让孩子
处于一个兴奋的阶段。所以，老师这点需要注意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