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小班冬天来了教案及反思
幼儿园小班冬天的教案(通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
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小班冬天来了教案及反思篇一

1、认识常用的取暖用具，知道运动是冬天取暖的最好方法。

2、增强幼儿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懂得关爱他人。

课件、卡片、录音机、磁带。

一、开始部分：

通过谈话导入活动。

师：现在是什么季节？（冬天）冬天到了，我们周围有哪些
变化？（树叶落了，人们穿上了厚棉衣）幼儿相互观察衣服。

二、基本部分：

1、组织幼儿讨论冬天的取暖方法。

师：冬天到了，天气这么冷，怎样才能让我们暖和起来呢？
（幼儿自由发言：暖气片、空调、炉子、电暖风、热水袋、
跑步、晒太阳）

2、看课件了解取暖的方法。



师：小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取暖的方法。今天，我给你们带来
了一些图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逐幅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认识。

（1）火炉：用火炉取暖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离得太近，
不能用手去摸。

（2）热水袋：可以暖手、暖被窝，用的时候不能把水洒出来。

（3）电热毯：用来暖被窝，用电热毯取暖时不要时间太长，
太长了对身体不好，同时注意用电安全。

（7）空调：使用空调时房间里空气不流通，所以不能长时间
开空调。

（8）浴霸：洗澡时使用。

（9）卡通暖手宝：用来暖和手。

（10）火炕：以前，没有暖气、空调等取暖用具，人们就用
火炕来取暖，现在农村有的家里用火炕取暖。

3、通过讨论得出：最好的取暖方法是锻炼身体。

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些取暖的方法，可以用暖气、空调等用
具来取暖，也可以穿上厚衣服，还可以在户外锻炼身体，小
朋友们，你们说哪种方法最好？（在空调房间里空气不流通，
对身体不好；穿衣服太多，活动起来不方便；而且户外行走
时，有的取暖用具不能随身携带，所以，最好的取暖方法是
运动。）

4、听音乐做运动。（放小兔跳的音乐）

请小朋友们站起来和老师一起来运动一下吧！



现在你们感觉怎样？（暖和）冬天天气很冷，做做运动身体
就暖和了。

5、幼儿操作，找出冬天的衣服。对幼儿进行关爱他人的教育。

小朋友们的`家里和幼儿园里都有取暖的用具，爸爸妈妈也给
我们准备了暖和的衣服，这个冬天我们就不怕冷了。可是四
川灾区有的小朋友到现在还没有穿上暖和的衣服，我们怎样
去帮助他们呢？（捐衣服）小朋友们真有爱心，今天我带来
了许多卡片，请小朋友们把冬天穿的衣物找出来。

三、结束部分：

让孩子回家找冬天的衣物。

小朋友们都找到了冬天该穿的衣服，等你们回家的时候，把
冬天不穿的衣服找几件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幼儿园小班冬天来了教案及反思篇二

1、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体会不怕寒冷，积极锻炼，增强
体质的乐趣。

2、了解人们是怎样适应冬天的环境的。

1、冬季人们跑步、跳绳、打球、跳舞等晨练的情景图一幅。

2、绳子、毽子、沙包、皮球等体育器械。

1、谈话导入法：现在是什么季节?这么寒冷的天气，在室外
有什么办法使自己的身体更暖和些?启发幼儿说出锻炼的方法。

2、情景展示法：出示挂图，引导幼儿观察，说一说人们在干
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怕寒冷?



3、感知体验法：请幼儿到户外原地不动站3分钟，再选一件
自己喜欢的器械玩几分钟，说一说前后的感觉。

4、游戏练习法：请幼儿选择不同的器械，运用不同的方
式(集体、分组、比赛等)进行体育锻炼。

5、记录促进法：每个幼儿制作一个健康本，记录每天锻炼身
体的项目、时间(用图画式记录)以及生病的次数，增强幼儿
的健康意识。

幼儿园小班冬天来了教案及反思篇三

1.能尝试用滴洒的方法绘画,能表现冬天的雪景,感受滴洒画
呈现的独特效果。

2.能控制手部力量创作滴洒画。

3.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4.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大胆创新能力。

5.感受作品的美感。

水粉笔、水桶、水粉颜料、图片、挂图

1.教师引导幼儿欣赏名作,激发幼儿兴趣。

教师出示波洛克的作品,请幼儿观察特殊的绘画效果。

教师:“你看到什么？这样的画见过吗？猜猜看画家用什么方
法画出来？”

2.教师讲述并演示滴洒画的方法。

（1）教师出示画好大树的画纸，边用水粉笔演示滴洒边讲述。



教师：“看，冬天的风呼呼地刮着，把树叶都吹走了，带来
很多雪花。”（启发幼儿将滴洒的颜料想象成雪花。）

（2）教师：“滴洒在树上的颜料像什么？让你想到了什么？
（激发幼儿使用其他颜色进行滴洒。）

（3）找一找还可以在哪里滴洒颜料。（鼓励幼儿在树上、树
下、空中、地面上洒上各色颜料。）

（4）教师鼓励幼儿用水粉笔滴洒，并注意控制手部力量及甩
动方向。

3.教师强调活动注意事项，幼儿创作。

（1）教师：“这种作画的方法有意思吗？你想不想试一试？

（2）教师：“试一试向不同的方向甩，画面会出现怎样的不
同的变化。（引导幼儿向不同方向甩）

（3）教师：“在滴洒过程中颜料不要太多，使颜料滴下来画
面就不美观了 。“

（4）鼓励幼儿使用不同颜色作画。

4.欣赏与评价。

（1）教师引导幼儿相互欣赏作品，感受画面的特殊效果。

（2）教师：“谁来说说你分别在哪些地方进行滴洒？这种绘
画方法给你怎样的感受？

幼儿园小班冬天来了教案及反思篇四

1、通过观察和体验，丰富关于冬天的经验。



2、 学习和大声朗诵儿歌。

重点：知道冬天的特征

难点：认识四季的变化

1、剪纸：雪花

2、教学挂图

3、幼儿用书

1、出示小雪花剪纸，导入冬天的话题。

问小朋友这是什么?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见到雪花?

小结：在冬天，我们这里就会下雪

3、出示教学挂图，引导幼儿讨论冬天。

图片上有什么?冬天的时候我们穿的衣服有什么变化?冬天在
外面是什么感觉?

小结：图片上到处都白白的，天空中在下雪。冬天的时候在
外面会很冷，人们要穿很多的衣服，戴围巾、手套。

3、新授儿歌《冬天到》。

完整朗读儿歌，然后带领幼儿学习儿歌3—5遍。

4、讨论冬天怎样保持健康的身体。

引导幼儿讨论冬天怎样做一个健康的好宝宝。

问小朋友：冬天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要怎样做一个健康的好



宝宝?

小结：冬天要穿很厚的衣服，出门要戴围巾和手套，要多做
运动。

带领幼儿到户外感受冬天，做一些户外运动，告诉幼儿一年
中，有四个季节分为：春、夏、秋、冬。并阐述四季的变化
和特征。

幼儿园小班冬天来了教案及反思篇五

1、使幼儿了解冬天的季节特征。

2、教育幼儿做一个勇敢不怕冷的孩子。

3、幼儿能积极的.表达自己想说的话。

4、喜欢欣赏儿歌，会大胆地朗诵。

5、通过视听讲结合的互动方式，发展连贯表述的能力。

使幼儿了解冬季并使幼儿体会冬季游戏的快乐。

1、儿歌挂图。

2、小猫头饰一个。

3、小兔头饰六个。

一、开始部分

和幼儿一起做手指游戏。

二、基本部分



1、老师戴上小猫头饰讲故事（要求幼儿记下故事中谁怕冷，
谁不怕冷）：冬天到了，北风呼呼地吹，不一会儿，雪花飘
了下来，没多久房子白了，小树白了，地上白了。小动物们
都说好冷好冷，我们赶快藏起来吧，小动物们都怕冷不愿意
出来了。可是，我们的小朋友，小刚和小明却不怕冷，他们
穿上了小棉袄，戴上了小手套，不怕风也不怕冷，在雪地上
玩。不一会儿，他们在门口堆了一个雪宝宝，他们和雪宝宝
一起开心的玩，玩的可高兴了。

幼儿园小班冬天来了教案及反思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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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