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小班课程教学教案设计及反思
幼儿小班课程教学设计(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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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小班课程教学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一

【活动前评析】

舞蹈《千手观音》是一个由壁画产生灵感，从而将静态艺术
转变为动态艺术的创作，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让人赏
心悦目的节目，不管是舞台的布置、灯光、服装、饰品还是
演员优美的舞蹈动作，都给人带来一种震撼美。特别是舞蹈
中的动作造型更是有利于大班孩子主动的参与，能调动孩子
的积极性，让孩子受到熏陶，唤起孩子好奇心和表现欲，引
起共鸣。由于参加表演的都是残疾人，他们克服了种.种身理
上的困难经过三年的反复编排和排练，共同努力的集体团结
合作精神，更是值得孩子们学习。

【活动目标】

1、欣赏中国古典舞蹈，初步感受舞蹈中的美。

2、探索舞蹈动作的特点并尝试多人合作表现舞蹈。

3、体验欣赏合作表现的快乐。

【活动准备】

《千手观音》碟片、多媒体。



【活动过程实录】

一、初次欣赏舞蹈，感受舞蹈的美。

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段好看的舞蹈，请小朋友看一看、听
一听这段舞蹈什么地方美?

幼儿观看舞蹈片段。

幼：手的动作

师：初了动作，还有美的地方吗?

幼：灯光美。

师：那你们觉得音乐美吗?

小结：我们看了《千手观音》的舞蹈，发现这个舞蹈的动作、
服饰、灯光、音乐、道具都非常的美。

二、再次欣赏舞蹈，探讨舞蹈的动作，鼓励幼儿大胆表现动
作。

师：我们再来看一遍，你觉得这里有哪些好看的动作?你最喜
欢哪个动作?

师：谁愿意把你喜欢的动作做给小朋友看看?

幼儿“兰花指”并示范动作，幼儿做自己喜欢的动作。

师：我们小朋友来试一试、学一学他的动作。

师：我看出来了，好多小朋友都想试一试，现在就请小朋友
到前面找个空地方做一做自己喜欢的动作。



教师：老师现在要考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只能看到一个人
的脸，而能看到很多人的手呢?

幼儿议论交流发表自己的想法。

教师小结：这说明一个问题，他们的队伍很整齐，很直，象
一条线，但是他们手的位置不一样，有的手低，有的高，还
有的更高。

幼儿依次欣赏一只手、两只手的动作。

师：我们来数一数有多少人在跳舞?(21人)。他们的动作一样
吗?象什么?

幼：像打开的翅膀;像半圆形;像打开的扇子;像转动的风车。

三、幼儿分组，尝试多人组合表演舞蹈，体验合作的快乐。

师：我们又欣赏一遍，小朋友看得很仔细，让我们一起来做
一做。

请小朋友找自己的好朋友(两个人)做四手观音。

师：两个人难不倒，三个人怎么样，再找你的好朋友试一试。

幼儿尝试。

师：只能看到一张脸，6只手。三个人的手有高、有低。

播放音乐，幼儿尝试五个人合作跳舞。

师;老师准备了一个小道具，请第一组的小朋友来表演。

欣赏第一组的小朋友表演，教师：我们来看看他们做了一个
什么造型?



师：刚才我们做了五人一组的观音，现在我们按照刚才进教
室的队伍(一条直线)站好，面向大镜子一边看一边跳。

幼儿小班课程教学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在游戏中专注地进行跑的身体运动。

2、通过参与竞赛游戏体验团队合作乐趣。

【活动准备】

大量海洋球、塑料筐4个、呼啦圈8个。

【活动过程】

一、热身游戏——1、2、3、4(价值分析：调动幼儿的兴趣，
并活动幼儿身体)

玩法：教师发出信号，幼儿根据信号作出相应反应。

层次1：视觉听觉同步

层次2：只有听觉

观察指导：提示幼儿在奔跑时注意避让同伴。

二、蛋蛋保卫战(价值分析：专注地进行跑、投、接等身体运
动并参与游戏体验团队合作乐趣)

玩法：教师把海洋球播撒在场地上，幼儿分队后在规定的时
间内捡拾尽量多的海洋球投入本队的框中，框内海洋球数量
最多队为胜。



层次1：无干扰

层次2：教师作为怪物在游戏中“捕捉”幼儿。

观察指导：注意提示幼儿在活动中不抢夺他人的球，在时间
截止后没有在框里的球都放回地上。

三、放松游戏——藏蛋蛋(价值分析：在轻松的游戏中，放松
整理身体)

玩法：幼儿尽可能多的把海洋球藏在身上不掉落，最后整理
海洋球跟随教师排队离开。

幼儿小班课程教学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三

在日常的生活中，当孩子们看到毛毛虫的时候总是会表现出
好奇、害怕等反应。然而，大多数幼儿可能并不知道毛毛虫
会变成美丽的蝴蝶。于是我们设计了主题活动“毛毛虫”，
语言活动“毛毛虫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试图通过一
个生动的小故事，帮助小班幼儿感知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过
程，同时学习正确地使用量词，使幼儿在一边游戏一边讲述
的过程中，理解故事，体验参与文学活动的快乐。

活动目标

1．喜欢参加游戏活动，了解《毛毛虫的故事》的大意。

2．学说量词：个、根、片。学说短句：第一天找到了一个红
苹果，第二天找到了二根黄香蕉，第三天找到了三片绿树叶。

活动准备

1．幼儿操作材料人手一份：苹果一个、香蕉两根、树叶三
片(布置成苹果园、香蕉园、小树林的场景)，纱巾一条。



2．幼儿已看过毛毛虫和蝴蝶的图片，了解一些简单的知识。

3．录音机，音乐磁带，自制故事图书。

活动过程

一、律动：毛毛虫热身操

师：毛毛虫们，跟着姐姐到草地上去玩好吗?毛毛虫们和姐姐
一起来跳个舞吧。师、幼随音乐一起做“毛毛虫热身操”。

二、情景游戏：毛毛虫的故事

师：毛毛虫的肚子饿了，让我们一起去找吃的东西吧。

1．毛毛虫的第一天。毛毛虫姐姐(师)：毛毛虫和姐姐一起来
到苹果园，每条毛毛虫吃一个苹果。幼儿“爬”到“苹果
园”，将一个苹果摘下贴在自己的肚子上，一边贴一边说：
我找到了一个红苹果，啊呜啊呜吃掉了。

2．毛毛虫的第二天。师：毛毛虫们和姐姐一起来到香蕉园里，
每条毛毛虫吃两根香蕉。幼儿随老师一起爬到“香蕉园”，
将两根香蕉摘下贴在自己的肚子上，一边贴一边说：我找到
了两根黄香蕉，啊呜啊呜吃掉了。

3．毛毛虫的第三天。师：毛毛虫们和姐姐一起来到小树林里，
每条毛毛虫吃三片小树叶。幼儿随老师一起爬到“小树林"，
将三片树叶摘下贴在自己的肚子上，一边做一边说：我找到
了三片绿树叶，啊呜啊呜吃掉了。

三、结合游戏经验讲故事

1．自由交流。师：毛毛虫，你们吃饱了吗?能说说这三天吃
了什么吗?幼儿在交流中学说“第一天找到了一个红苹果、第
二天找到了二根黄香蕉、第三天找到了三片绿树叶”。



2．读大图书。出示自制的图书，师：姐姐编了一个故事，名
字是《毛毛虫的故事》，你们想不想听呀?幼儿边看图书画面
边听教师完整地讲故事。

3．提问。师：毛毛虫们你们吃饱了会怎么样，将来会变成什
么呀?

四、表演游戏：毛毛虫变蝴蝶

师：毛毛虫吃饱了，也累了。让我们休息吧!幼儿模仿教师的
动作，将纱巾披在身上变成蛹，然后听音乐慢慢变成蝴蝶飞
起来。师：蝴蝶们让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做游戏吧!师生听音乐
做蝴蝶飞的动作出活动室。

幼儿小班课程教学教案设计及反思篇四

1.分辨物体前后位置，并使用前后方位词描述。

2.在活动中体验探索的快乐，激发对科学的兴趣。

3、培养幼儿养成细心、认真的学习态度。

课程准备

ppt课件、动物图片

课程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活动

1.教师打开多媒体课件，出现森林，引出动物学堂，激发幼
儿兴趣。

师：森林里，开了一间动物学堂，请问小朋友“学堂”什么？



师：对，“学堂”就是学校，小朋友学本领的地方，里面有
老师，有小朋友。看，这是谁？（鳄鱼老师）

师：小朋友，快跟鳄鱼老师打声招呼！

2.出现螃蟹、小蛇、变色龙，引起幼儿的好奇心，激发幼儿
探索兴趣。

师：看，鳄鱼的三个学生也来了，小朋友猜猜它们是谁？

（二）认一认，玩一玩

1.通过游戏找出前后位置，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

（1）帮老师找前后。

（2）老师随时变换位置，三个幼儿帮老师找前后。

（3）两人三人找前后，找好前后说前后。

2.通过讲述多媒体课件，了解螃蟹、小蛇、变色龙的典型特
征，分辨动物的前后位置，并说说其方法。

师：鳄鱼老师有什么方法分辨前后？

师：小朋友有什么新办法帮鳄鱼老师分辨前后？

3.听口令，找前后。

（1）请三个幼儿。朝老师排排队，老师喊口令：“谁在前，
谁在中，谁在后”，幼儿找到位置，并说出自己所在的位置。

（2）角色找前后：分配三个幼儿一人一个角色（螃蟹、小蛇、
变色龙），老师喊口令，幼儿在相应的位置坐坐好。



课程反思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

我会多看看多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幼儿小班课程教学教案设计及反思篇五

目标：

1、引导幼儿通过录象懂得乱吃东西的危害性。

2、引导幼儿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3、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及应对安全事件的能力。

准备：

录象《卡在喉咙里的五角星》、每组一小筐图片

过程：

一、观看录象《卡在喉咙的五角星》

1、教师提问

—“刚刚你们看到了什么？”

“小男孩的做法对吗？”

2、幼儿相互交流讨论

—“他这样做了会怎样？”



“你有没有这样做过？”

3、教师做适当小结

二、看图片

1、教师提问

—“这些东西你吃过吗？”

2、引导幼儿讨论

—“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吃？”

3、教师适当小结

三、游戏判断对错

1、教师提问

—“上幼儿园时，没有病的小红非要妈妈帮她带药到幼儿园；

夏天快来了，天气太热，我喝了饮料又吃雪糕；

小朋友拿了一个玻璃球放在嘴里。”

2、教师小结

—不生病乱吃药，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冷的东西吃多了对
胃宝宝不好；玻璃球放在嘴里很危险。

四、操作活动

1、请幼儿自由抽取图片，并说一说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吃？



2、教师巡回观察，引导幼儿互相讨论。

反思：

中班年龄段的幼儿都存在着一些坏习惯，幼儿乱吃东西的现
象也很严重，通过这节活动的开展，很多幼儿已经认识到哪
些东西能吃哪些不能吃，哪些不能多吃，但还有个别幼儿没
有真正认识，还会经常将一些不干净的小东西放入口中，当
发现班级中有幼儿肚子疼时，我们便会抓住时机教育幼儿乱
吃东西就会有这样的后果，以后我们将会采取更有利的方法
帮助幼儿们改掉身上存在的缺点，让他们更好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