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社会清明节教案及反思 幼儿园小班
分类教案反思(模板7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大家想
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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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社会清明节教案及反思篇一

1、能给物体按一种特征进行分类。

2、了解标记的的含义，对符号初步具有敏感性。

3、体验分类的乐趣。

4、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5、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小象公仔、货架图片、橙子、梨、红绿苹果、葡萄、西瓜、
香蕉、草莓图片若干。

一、通过手指游戏安抚幼儿情绪。

手指游戏：《小小手》

伸出你的手指，捏一捏；收起你的手指，握拳头；看见你的
朋友，招招手；我们一起握握手。

好，现在，老师请小朋友们把你们的手指宝宝请出来和我一
起跳个舞，跟着老师啊！（重复做）



二、能给物体按一种特征进行分类，并尝试说出同类物体的
共同特征。

创设情境：小象开水果店

1、咚咚咚！（助教敲击门）小朋友们看一下谁来了！（出示
公仔小象）我们一起来拍拍小手欢迎小象吧。

小朋友们好！我是小象笨笨，我今天来是想和小朋友们分享
一个好消息，我的水果店过两天就要开张了！可是，我们的`
水果还没有摆上货架呢！我想请小朋友们帮个忙，帮我把我
的水果放到货架上摆好，可以吗？谢谢小朋友们，你们真是
热心善良的好孩子！（教师模仿小象的声音）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什么水果吗？（拿着各种水果的图片
问）

咦？拿是什么？小朋友们看看你们的椅子底下都有些什么？
水果宝宝什么跑到大家的椅子下面去啦？那现在请小朋友们
把椅子下面的水果放到这两个货架上（助教事先偷偷地在幼
儿椅子底下放一个橙子或梨）（助教出示货架图片）

（待幼儿上来放好后）嗯？这样——这样——你们觉得这样
子放好吗？是不是有点乱了？我们把这些水果都分类摆放好
吧，在这边放的是橙子，在这边放的是梨。（教师一边说一
边把橙子和梨的标记贴在黑板左上角）所以，这个梨宝宝它
跑丢了，我们把它送回到属于它的家里去吧？还有哪些水果
宝宝也跑丢啦？老师请一位宝贝上来把水果宝宝正确的放在
水果架上2、我还有好多水果要请小朋友们帮忙放到货架上呢！
（助教把红苹果、青苹果香蕉的图片趁小朋友们上去放水果
时偷偷放在椅子底下）小朋友们再看一下这次又有哪些淘气
的水果宝宝跑到了你们的椅子下面。它们都是些什么颜色的
呀？好，这次小朋友们要听清楚我的要求来帮水果宝宝放好
咯。请小朋友们在这一排货架上放红色的水果，在这一排货



架上放绿色的水果，在这一排货架上放黄色的水果。（教师
一边说一边在每一排货架旁边贴好标记）小朋友们认真看好
货架旁边的标记，不要放错了哟。

谢谢小朋友们，小朋友们真能干！

3、还有呢还有呢！我还有水果呢！（助教再次把红苹果、绿
苹果、西瓜、草莓的图片发下去）这次我想要小朋友们把红
色的大水果放在这一排上，红色的小水果放在这一排上，绿
色的大水果放在这一排上，绿色的小水果放在这一排上。
（教师一边说一边贴标记）

现在请小朋友们开动小脑筋想一想，这些水果除了按照品种
分类、颜色分类、大小分类还可以怎么分类呢？（出示苹果、
梨、香蕉等水果图片）

谢谢小朋友们啦！小朋友们都太棒了！我要送给小朋友们一
些好吃的水果。（助教把桃子的图片和葡萄的图片发到幼儿
手上）

我们到外面玩游戏好不好？请桃子宝宝跟小潘老师出去，葡
萄宝宝跟小陈老师出去。

在此基础上，我决定了让家长帮助孩子在生活中寻找小游戏，
让孩子们从生活中慢慢的去理解。我也设置了一些小游戏，
比如说用积木、珠子…等幼儿园常见的玩具来让幼儿分。就
这样，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如何来按特征来分类了。

小班社会清明节教案及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了解清明节的习俗，懂得用文明的方式表达对亲
人的思念。

活动准备：扫墓图片(献花、植树、送食)、清明节的课件。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小朋友知道春天是什么样子的吗?(桃花开了，小草发芽了，
小动物也出来晒太阳了，还有轻轻的风)

师：在这个美丽的节日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你们知
道是什么吗?

二、介绍清明节

师：清明节是个什么样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都干些
什么呢?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爷爷奶奶，那你爷爷的爷爷你们见
过吗，他们都去哪里了?(去世了)。他们去世以后，人们非常
想念他们，就在每年的清明节去墓地看他们，所以呀，清明
节就是去拜祭死去的亲人，表达对他们的思念。

三、清明节扫墓

到了清明节呀，人们就要去拜祭死去的亲人，你们知道怎样
拜祭吗?(引导幼儿说出一些拜祭的方式，如，送花)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的人们是怎样拜祭死去的亲
人，表达对他们的思念的。

1、播放图片

2、幼儿讲述

3、教师小结(人们把最美的花献给亲人，有的给他们敬酒，
还有的通过植树，表达对他们的思念，告诉他们你很想念他
们)

四、清明节的习俗



通过播放课件，了解一些清明节的习俗。

五、结束

活动反思：

在设计这节活动时，我一直在考虑用不用告诉幼儿一些如今
不文明的一些祭奠方式。但经过和大家的讨论研究，一致认
为小班幼儿很多的都没经历过扫墓，并不知道那些不文明的
行为，我们应当还给幼儿一个纯净的心灵，不该知道的就不
要让他们知道。在整个活动中，我以谈话法为主要活动方法，
通过幼儿的讨论、已有的社会经验及观看视频，从而使幼儿
了解清明节的习俗和表达对亲人思念的方法。每个环节环环
相扣，幼儿兴趣很高，回答问题也很积极。但是有不足的地
方就是在播放清明节习俗课间的时候没有对一些习俗进行简
单的讲述，只是一遍而过，效果不太明显，幼儿记忆不深刻。
再来，如果时间充裕，可以自制简单的花朵，风筝等，既环
保，又可以加深记忆，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

小班社会清明节教案及反思篇三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在清明节期间为幼儿设计一系列
的相关活动，让幼儿在活动中了解传统节日的由来。

1.通过欣赏古诗、观察图片，初步了解古诗大意。

2.能正确熟读古诗。

3.了解清明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清明节人们扫墓的心情。

1.古诗教学的自制ppt。

2.幼儿前期经验准备：了解清明节的风俗习惯。



一、入场：听《琵琶语》学古人漫步进场，感受古曲的气氛。

二、了解清明节的风俗。

1.请你们回忆一下，清明节你和家人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2.播放“清明介绍ppt”，教师做相应的小结。

3.小朋友说了很多清明节做的事，我们看看其他人会做些什
么呢？

教师：清明节这天，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带着悲伤的表情，
手捧着鲜花去祭拜去世的亲人……所以，清明节要去扫墓，
是对已经去世的人的尊敬与怀念，也因此在清明前后，人们
的`心情都比较难过和悲伤。

三、学习古诗，初步了解古诗大意。

1.完整欣赏古诗两遍。

2.看背景图，初步了解古诗大意，幼儿看图自由回答。

3.句卡配对，进一步了解古诗大意。

（1）出示图卡，引导幼儿发现诗句与画面的匹配关系

（2）观察图片，幼儿为诗句匹配图片。

四、朗诵古诗

1.幼儿整体诵读。

2.记忆大考验两遍。

3.幼儿跟读两遍。



4.表演读。

5.古诗接龙。

五、认字活动：学习“明”字并讲述“明”的字源故事。

“明”在甲骨文中是由一个日和一个月组成，表示日月照耀、
明亮的意思，也解释为带来光明。金文和小篆的名字是由月
和一个窗形的结构组成，意思是月光照进窗内，表示光亮之
意。现在的明字则确定为日月之明了，一般用为光亮之义。

六、结束活动：欣赏歌曲《清明》。

七、活动延伸：学习歌曲《清明》。欢迎来到本站！

小班社会清明节教案及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了解清明的来历和有关习俗。

2、大家一起寻找春天的气息。

3、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4、在活动中增长幼儿对文学作品的爱好和对大自然的爱。

活动准备：

1、活动前请幼儿在家了解一些清明节的风俗。

2、“春天来了”的ppt图片。

活动过程：



一、听一听：清明节的来历，让幼儿知道清明节是我国传统
的扫墓日子。

1、小朋友你们知道几月几日清明节吗？（4月4日清明节）

2、教师讲述清明节的由来。

教师：每年4月4日、5日或6日是清明，它是我国农历二十四
个节气中的一个，又是传统的扫墓日子，为了纪念革命先烈
和死去的亲人，人们往往在这一天扫墓。清明节也象征着春
天的到来。

二、了解清明节的风俗：

1、清明节是我们纪念先人（自己的祖先）和革命先烈的一个
节日。

2、在清明节是我们和家人一起去给先人清扫坟墓，也会去革
命先烈的墓前缅怀。

3、清明节也是大地复苏，春回大地的日子，我们也会去郊外
踏青，感受春天的气息。

4、清明节还要品尝特殊的点心：青团。

青团是用一种植物艾草挤汁加糯米和豆沙制作的。

5、运动习俗：踏青、荡秋千、打马球、放风筝、蹴鞠、插柳
等。

三、观看“春天来了”的ppt图片

1、了解花、草、树木的变化。

2、幼儿朗诵诗歌《春晓》。



小班社会清明节教案及反思篇五

1、能排除大小的干扰，按红、绿颜色对苹果进行分类。

2、积极参与活动，体验采苹果和分苹果的乐趣。

3、培养幼儿边操作边讲述的习惯。

4、让孩子们能正确判断数量。

1、果园布置，苹果（大小不等，合计60多个，有红色和绿色）

2、幼儿每人一个盒子，里面放3个苹果，放在椅子底下。

3、刺猬头饰、红、绿颜色的篮子各一。

一、摘苹果。

教师做刺猬妈妈，小朋友做刺猬宝宝。

“孩子们，秋天到了，果子成熟了，妈妈带你们摘果子
去。”走进果园。

“果子长在那么高的树上，我们怎样才能摘到呢？”“对，
用力向上跳，孩子们跳跳看。”

摘好一个苹果后请小刺猬回家。

二、区别颜色，初步感知分类。

“宝宝们，看一看，你们摘到了什么颜色的苹果？”请一个
小朋友上来，“宝宝，你的苹果是什么颜色的？”（绿色的
苹果宝宝）那我们和绿苹果宝宝问个好吧。“绿苹果宝宝在
哪里？绿苹果宝宝在哪里？请把绿苹果宝宝举起来。”



你摘到什么颜色的苹果宝宝？（红苹果宝宝，方法同上）

重复几次。

三、给苹果宝宝分篮——颜色对应，操作中学习分类。

1、宝宝们摘到了许多的苹果，妈妈想把这些苹果来分一分，
你们愿意帮助妈妈吗？（出示颜色标记——绿篮子和红篮子）

2、把绿苹果宝宝放到绿篮子，红苹果宝宝放到红篮子。（分
批摆放苹果）

3、小结：宝宝们真能干，帮妈妈分好了苹果，妈妈真开心。
绿苹果宝宝放在绿篮子里，红苹果宝宝放到红篮子里，真好。

四、帮助妈妈——在操作中进一步巩固分类。

1、妈妈这里还有许多的苹果，请宝宝们帮忙，给苹果宝宝按
绿色、红色分一分。

2、每个幼儿椅子底下放一个小盒子，里面放2—4片苹果。

3、操作后简单讲评幼儿操作情况。

五、延伸活动，激发继续探索的兴趣。

1、请幼儿按红、绿两种颜色排排队。

2、我们到外面去找一找还有哪些颜色的水果宝宝。

幼儿园的'数学活动相对于其他活动枯燥、单调，容易使幼儿
失去学习兴趣。因为这个时期的幼儿年龄小，逻辑思维尚未
发展，所以本次活动中我为幼儿创设了一个可操作的丰富材
料的环境，为幼儿创设了一个可选择性、可操作性的空间。
使幼儿能独立的操作材料，。并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幼



儿的自主性，选择性，独立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一系
列的游戏活动，达到了主题总目标预设的要求。

小班社会清明节教案及反思篇六

1、教幼儿认识红、黄、绿三种颜色，并能按物体的红、黄、
绿颜色分类。

2、培养幼儿初步的归类能力。

3、乐意并愉快地参与数学活动，在活动中体验快乐。

4、了解数字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初步理解数字与人们生活
的关系。

5、培养幼儿相互合作，有序操作的良好操作习惯。

1、红、黄、绿三种颜色的卡片小猪各一只，卡片房子各一座。

2、红、黄、绿三种颜色的头饰和卡纸做的马甲各两个。

3、红、黄、绿三种颜色的大三角形和盒子各一个，小三角形
各20个。

4、手偶一个。

一、准备活动：手指游戏《剪刀、石头、布》。

二、谈话激趣：今天，老师要为小二班的小朋友介绍三位新
朋友，它们是谁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三、巩固复习红、黄、绿三种颜色，并学习分类。

1、贴出红、黄、绿三只卡片小猪，引导幼儿说出小猪的颜色
并为三只小猪取名：小红猪、小黄猪、小绿猪。



2、贴出红、黄、绿三座卡片房子，请幼儿说出房子的颜色。

谈话：三只小猪各盖了一座房子，现在三只小猪要回家了。
小红猪回到了自己的小红房子里（教师边说边将小红猪贴到
小红房子里）因为小红猪是红色的，所以它的房子也是红色
的。

提问：小朋友们想一想，小黄猪的家是什么颜色的房子？小
绿猪呢？

3、请两名幼儿将小黄猪放进小房子里，将小绿猪放进小绿房
子里，并引导幼儿讲明理由。

4、点题：小朋友们真棒，知道将相同颜色的物体放在一起，
这就是按颜色分类。（教师板书课题）

四、游戏“颜色找家”。

1、利用手偶游戏“小老头”将红、黄、绿三种颜色的6个物
体头饰分别发给6个幼儿。并请幼儿说出头饰的名称及颜色。

2、出示红、黄、绿三个大圈，请幼儿依次说出每个圈的颜色。

教师明确游戏规则：这三个大圈是6个头饰的家，你的头饰是
什么颜色你就钻进相同颜色的圈里，请带头饰的6个宝宝把你
的头饰送回家吧。

3、6个幼儿按要求钻圈，钻错的，集体订正。

五、游戏“找朋友”。

1、出示红、黄、绿三种颜色的6个卡纸马甲，请幼儿分别说
出马甲的颜色。

2、先请3名幼儿上前分别穿上红、黄、绿三种颜色的马甲，



再请3名幼儿也分别穿上红、黄、绿三种颜色的马甲坐在自己
的'座位上。

3、教师讲明游戏规则：穿相同颜色马甲的两个小朋友是好朋
友，现在，请台上的3位小朋友找一找你的好朋友在哪？把他
牵到前面来，和他手拉手站在一起。

4、教师和其他幼儿同唱歌曲《找朋友》，台上的3个幼儿找
朋友。

5、活动评价

六、游戏“三角形找妈妈”。

1、谈话：有一群三角形宝宝找不着妈妈了，请小朋友们帮它
们找一找妈妈吧！

2、给每个幼儿发一个小三角形，请幼儿和同伴说一说自己三
角形的颜色。

3、教师出示红色的大三角形，扮演妈妈呼唤红三角形宝宝回
家，请拿红色小三角形的幼儿将其放进红色的盒子里。教师
拿着红色大三角形巡视，指导幼儿分类。

4、用同样的方法，指导幼儿进行黄色、绿色的分类游戏。

七、活动结束。

次活动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和认知特点，主要通过游戏的形
式展开活动，活动中，我借用了卡通图片、头饰等辅助教具，
极大地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活动中，
我设计了形式多样的游戏贯穿始终，并引导幼儿紧紧围绕教
学目标来开展游戏活动。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为幼儿提供
了一个非常宽松而愉悦的环境，让幼儿在看看、玩玩、学学



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辨别红、黄、绿三种颜色，并进行分类，
形成了良好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学习氛围。有力的激发
了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其充分体验到了数学活动的快乐。

小班社会清明节教案及反思篇七

1、能区分物体的大小，按物体的大小分类。

2、学习用"大"和"小"表述分类的结果。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一)经验准备：幼儿已学习过"比较物体大小"。

(二)物质准备：大小两种的灰色鱼若干;大小两种盘子若干;
大小两种的花若干;大小两种的袜子若干;贴有大小标记的衣
架两个;标有大小标记的圆圈垫两个;花瓶12个;贴纸材料《分
大小》。

一、以"小猫钓鱼"的形式，引导幼儿辨认大和小。

教师出示若干只大小两种灰色的'鱼，并提问：它们有什么不
一样?

二、以"小猫分鱼"的形式，引导幼儿按大小分类。

(一)教师提出分类任务。

师：现在卞老师给你们两个盘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
们把这些鱼分一分。

(二)请个别幼儿展示分类结果，并引导幼儿表述。



师：谁来说说你是怎么分的?

三、以"小猫晒鱼"的形式，让幼儿练习按大小的标记进行分
类。

(一)教师在活动室内设置大小标记的圈子，并提出分类任务。

师：小猫要把鱼晒出来，请把小盘子放在标有小圆点标记的
圆垫上，把大盘子放在标有大圆点标记的圆垫上。

(二)幼儿操作，教师引导幼儿用"大""小"表述分类结果。

四、幼儿分组操作，巩固按物体的大小分类。

(一)分组的材料：

第一组--"分大小"，引导幼儿在《分大小》中分球、棒棒糖、
花。

第二组--"晒毛巾"，引导幼儿将大小不同的毛巾分别挂在相
应标记的衣架上。

第三组--"插花"，引导幼儿将大小不同的花分别插在相应标
记的花瓶里。

(二)幼儿操作，教师指导，并鼓励先完成的幼儿继续操作其
他组的材料。

(三)展示并交流操作的分类材料。

师：你操作了哪盘材料?你是怎么分的?

区域活动：将"分球""分棒棒糖""分花""分鱼"等活动材料投
放在数学区，引导幼儿继续操作练习。



家园共育：请家长在家利用整理衣袜等机会引导幼儿按物体
的大小进行分类整理。

通过本次教学活动，让我了解了孩子对数学都很薄弱，为了
能够使他们对数学感兴趣，我准备在以后的数学活动中多加
游戏，做到让幼儿在玩中乐、玩中学的目的。真正让幼儿成
为学习的主人，不断提升幼儿的自主探究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