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社会教案一起玩真快乐课后
反思 小班我们一起玩社会教案(汇总5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班社会教案一起玩真快乐课后反思篇一

1、幼儿学会认真听故事，了解故事内容。

2、学说短句“我们一起玩，真开心！”

3、体会游戏中的快乐。

两个不同表情的'宝宝挂图（开心、难过表情）、小汽车、玩
具熊、背景音乐等。

1、出示挂图（难过表情），引起幼儿兴趣。

老师：小朋友们，大家看一看宝宝为什么不开心？请幼儿猜
测。

2、了解故事内容。

（1）老师：原来是宝宝难过是因为没有人陪他一起玩，宝宝
想：“真寂寞，谁和我一起玩呀？”小朋友们，请你们想想
办法让宝宝开心起来吧！幼儿自由讨论。

（2）出示小汽车，老师：大家看，谁来了来了？小汽车来做
什么呀？它对宝宝说了什么？



引导幼儿说出“我们一起玩！”

（3）用同样方式出示玩具熊。

3、老师重新讲述一遍故事，幼儿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

老师：有朋友来陪宝宝玩了，宝宝开心了没有？我们一起来
读故事《我们一起玩》。

提问：

（1）后来宝宝开心了没有？都有谁和宝宝一起玩的？

（2）小汽车是怎么对宝宝说的？

引导幼儿说出“我们一起玩！”

（3）玩具熊是怎么对宝宝说的？

请幼儿学玩具熊的话。

（4）玩具都跑来和宝宝一起玩，宝宝开心吗？宝宝说了什么
话？

请幼儿说出“我们一起玩，真开心。”

小班社会教案一起玩真快乐课后反思篇二

幼儿喜欢成人的爱抚、逗引和亲近，这就是最初的“集体
欲”。当孩子精神上满足了，身心才会健康成长。现在的孩
子都是独生子女，离开了熟悉的家庭环境对幼儿园的一切感
到陌生，个别幼儿出现不合群现象，这样会影响幼儿个性的
发展。根据这一现象，设计了《一起玩，真快乐》活动，由
于小班幼儿年龄小，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我制作了幼儿喜



爱的动画形式的课件，并为幼儿准备了大量玩具，让幼儿在
玩中体验大家一起玩快乐，并引导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培
养幼儿合群、乐群的性格。

１、通过活动使幼儿体验，大家一起玩的快乐。

２、引导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培养幼儿合群、乐群的性格。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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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培养幼儿与同伴之间和睦相处并珍惜这份友情。

５、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课件、磁带、录音机、大型积木、各种玩具若干。

教学重点

给幼儿提供大家一起玩的机会。

教学难点

引导幼儿在游戏活动中与同伴友好相处。

２、展开：放课件，幼儿观看。

图二、我们看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妞妞怎么了？她为什么生
气了？鼓励幼儿想办法：你可以和你的小伙伴商量一下，怎
么做才能让妞妞不生气，快乐起来呢？小朋友想的办法真不
错，我们看妞妞的小伙伴是怎样做的。

图三、来许多小朋友哄她（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你别
生气了）妞妞看到小朋友态度那么友好，就原谅了他们，也
不生气了。



图四、小朋友们拉起妞妞的手说：“妞妞，和我们一起玩去
吧”

图五、妞妞和大家一起玩，真快乐呀！

提问：

小朋友你们觉得妞妞一个人玩快乐，还是和小朋友一起玩快
乐？你喜欢一个人玩还是和大家一起玩，当你和小朋友玩玩
具或做游戏时，不小心碰到了别人或者碰坏了别人刚搭好积
木时，怎么办呢？要向别人说：对不起，这样别人才原谅你，
喜欢你，才能成为好朋友。

小结：

刚才看了妞妞一个人玩不快乐，也没意思和大家一起才是最
快乐的，老师给小朋友准备了许多玩具，小朋友要和大家一
起玩看看是不是很快乐。

幼儿玩玩具，体验大家一起玩的快乐，教师巡回指导幼儿，
如发现一个人玩玩具，教师引导幼儿和大家一起玩。

活动小结：

请小朋友说：你刚才是怎样玩玩具的（如我和 xx xx 小朋友
一起搭积木了）（我和 xx 小朋友玩汽车了）小朋友和大家一
起玩快乐吗？大家一起玩玩具很高兴，大家都成了好朋友，
我们做个《找朋友》的游戏吧！

活动结束：

幼儿听音乐做《找朋友》游戏，结束。

根据小班幼儿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及小班社会教育目标生成



了这一活动。为了避免单一说教的形式，我们采用了小班幼
儿感兴趣的故事的形式及直观生动的图片等形式贯穿始终。
以故事情节的变化激发幼儿的情感共鸣，在活动中引导幼儿
在看看说说中感受体验，自主建构社会经验。运用一步步引
导性的提问，让幼儿在讨论中调动已有的经验，共享同伴的
经验，通过自己的感受，自主建构这些经验、策略，产生情
感共鸣。

总之，无论是精神因素还是其他原因，共同的一点是缺乏交
际的机会。所以，应激发孩子活泼的天性，让他有一定时间
和伙伴们玩耍。对于胆小的孩子应创造机会，鼓励他多与人
接触。一个不合群的孩子是很难适应今后的`集体生活和社会
生活的。

小班社会教案一起玩真快乐课后反思篇三

1、幼儿尝试探索纸圈的多种玩法。

2、激发幼儿动手操作、动脑思考的兴趣，体验活动的乐趣，
发挥幼儿的想象力。

3、在玩纸圈的活动中整合有关数数、分类、比大小、长短等
知识。

4、尝试用完整的一句话表达自己的发现。

红、黄、蓝、绿、白、黑色、大小、长短不同的纸圈。

（一）探索若干较小、较短，颜色不同纸圈的玩法。

师：我是猫妈妈，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妈妈会变魔术：一个
圈、两个圈……变出许多圈。这些圈也会“变魔术”，可以
玩很多种游戏。小猫可以自己玩，也可以大家一起玩。（猫
妈妈把圈扔出去）呦！这么多圈，我们轻轻地过去玩圈吧！



（幼儿分组玩圈，教师进行指导。）

a组：

师：你们这样玩像什么？

幼：我这样玩像照相机，老师，我帮你拍照，喀嚓，喀嚓！

幼：我的圈像手镯。

幼：我的圈像钥匙。

幼：老师，我的像望远镜。

师：是你玩的圈像望远镜还是你像望远镜，应该把话讲完整，
大家才能听明白。

幼：哈哈哈！我玩的圈像望远镜。

师：你们玩的圈是什么颜色的？

幼：我的照相机是黑色的，还有红色的、还有绿色的，很多
颜色。

幼：我的手镯是红色的。

幼：我的钥匙一个红的一个黄的。

师：你们玩的圈一样大吗？

幼：一样大。

幼：我的钥匙一个大一个小

不错的师：再想一想，还有别的玩法吗？



b组：

师：哇！你们的手臂上有这么多的圈（5、6）

幼：我是机器人。

幼：我是机器人的爸爸，我的圈比他大。

师：你的圈比他的圈大吗？拿下来量量看。

幼：一样大。

师：那你怎么觉得自己的圈比他的圈大呢？数一数你们的圈
一样多吗？

幼：我有6个圈，他有5个圈，我的圈多一个。

师：你的圈比他的'圈多一个，套在手上是比他的圈长还是比
他的圈大。

幼：我的圈比他的圈长，不是比他的圈大。

幼：呜，我的火车开了。蔡老师快上车呀！我载你去动物园
玩。

师：哪里有动物园？

幼：厦门有动物园。星期六，我在动物园里看见了雅洁和他
的爸爸妈妈呢！

师：噢！你想载老师去动物园玩。你的火车是怎样拼的？

幼：我把红色的圈排在一起，前面加上一个大大的火车头就
好了。



c组：

师：你们在做什么？

幼：我们在建幼儿园。我做了一朵花（玩5个圈）

师：这朵花真漂亮，你能把它变得更大吗？

幼：（想了一会儿，）多放一个圈。

幼：真笨，换大的圈才变得更大呢！你看，我用大圈盖大教
室呢！（叠圈）

幼：一样大，不一样大就掉下去了。

幼：不对，不一样大的圈就藏起来了。你看“兰的圈藏在绿
圈里了。”藏起来的圈真像幼儿园的转椅。

师：你能藏了几个圈？

幼：1个、2个、3个、4个、5个圈。

师：五个圈的颜色一样吗？

幼：不一样，这是红的、黄的、白的、绿的、兰的。

师：外面一圈是什么？

幼：外面是围墙。几个孩子一起回答。

幼：蜗牛，一只蜗牛跑来了。（一名孩子趴在地上吹圈，身
体随着圈向前爬行。）

幼：蜗牛没有腿不会跑，用爬的。



师：回家后，我们一起想办法

不错的找只蜗牛瞧一瞧就清楚了。小猫快来看呀，这里有个
花花的圈真漂亮！噢，还有这么大，这么长的圈，小朋友们
动动脑筋一定能玩出更多的游戏。

（二）、探索较大、较长的圈。

d组：

幼：老师，我像裙子。

师：什么像裙子，要把话讲完整、讲清楚。

幼：有带子的圈像裙子。

幼：我也穿裙子。

幼：羞、羞，男孩也要穿裙子。

幼：我是机器人。才不像你们穿裙子呢！

幼：你的手臂不像机器人，套个圈才好看。

幼：脚也要穿上圈。

师：再戴顶帽子更像机器人。（许多孩子也在打扮机器人）

幼：我是孙悟空，我有金箍棒。（玩即时贴中间的硬长圈）

师：你的圈怎么会像金箍棒呢？

幼：你没有看过电视吗？孙悟空的金箍棒就是长长的。

师：你有两根金箍棒吗？



幼：不是金箍棒，是拐杖，我的脚摔伤了。

师：噢，那可要小心，别再摔倒了。

e组：

师：你们在做什么？

幼：我在烧饭（圈上横放着圈）

幼：我在开大炮。（大圈上横放长圈）

幼：我是大力士（举大圈）

师：玉梅的圈飞起来了。我们也来比一比谁能让圈飞得最高。
（幼儿尝试向上抛圈）

幼：蔡老师，我的圈不见了。

师；你的圈是什么样的？

幼：我的圈有皮卡丘。

师：你的圈怎么会有皮卡丘呢？

幼：我刚才贴上去的。（粘贴贴图）

师：大家帮他找一找有皮卡丘的圈吧！

幼：蔡老师，电风扇上有一个圈。

师：噢！原来圈飞到电风扇上了。够不着，怎么办呢？

幼：站在椅子上。



幼：打开电风扇。我的沙包飞到电风扇上，爸爸一开电风扇
开关，唆的一声就掉下来了。

幼：在衣服里，老师的衣服鼓鼓的。

师：我们来玩《老猫睡觉醒不了》的游戏，小猫把圈藏起来，
让妈妈找不到好吗？幼儿：好的。（幼儿藏圈，教师找圈结
束游戏。）

活动反思：用纸圈来满足幼儿争抢玩塑料圈的欲望，达到了
出乎

不错的我意料的效果。在操作探究活动中，幼儿的语言、经
验交流比平常多，互相学习、共同合作的机会也多，想象力
得到充分地发挥，人人体验到活动的乐趣。纸圈的探究活动
使我感到：随机教育已向我们每位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只有精心地呵护幼儿的求知欲望，为幼儿创设探索的条件，
才能和他们一起在愉快的探究活动中获得更丰富多彩的知识
与经验。

[评析]：本活动，教师能以解决幼儿争抢玩具的矛盾为切入
点，启发引导幼儿利用废旧材料自制纸圈，体验了自制玩具
的快乐，满足了幼儿玩圈、探索圈的共同愿望，贯彻落实了新
《纲要》“提供丰富的、可操作的材料。为每个幼儿都能运
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条件”的有关精神。

在玩圈的探索实践.活动中，该教师贵在于，以幼儿的兴趣为
出发点，充分利用家长资源，共同为幼儿创设丰富的材料，
提供了充分自由的探索机会，激发幼儿大胆想象，积极交流
分享经验，并在小组活动中整合各领域的教育内容，如：分
类、比较、数数等，促进不同水平幼儿各方面能力的和谐发
展，较好地实践了我园“实践、探究、开放；体验、分享、
快乐”的课改理念。



小班社会教案一起玩真快乐课后反思篇四

1、初步培养幼儿谦让的美德，体验友好相处的快乐。

2、通过引导幼儿学习协商、轮流玩等基本的交往技能,使幼
儿能和小朋友合作游戏，不争抢玩具。

1、创设“玩具大家玩”活动区。

2、《轮流玩》的图片。

1、组织教学，引起幼儿的学习兴趣。

2、教师有感情地讲述故事一遍，让幼儿欣赏。

3、教师出示图片，边讲故事，边让幼儿从角色图片中找出相
关角色，帮助幼儿记忆。

4、教师引导幼儿讨论：

（1）皮球只有一个，小动物们都抢，能玩高兴吗？

（2）想一想有没有好的办法？

5、通过讨论使幼儿学会谦让、不争抢、轮流玩。

6、小组活动：轮流玩。

教师给幼儿提供几种他们特别喜欢的玩具，分小组轮流玩。

7、学说短句：“请给我玩一玩好吗？”“你先玩吧！”

8、户外游戏《玩滑梯》。

（1）教师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后，让幼儿排好队到户外轮流



玩滑梯。提醒幼儿等前面的小朋友好队到户外轮流玩滑梯。
提醒幼儿等前面的小朋友滑下后，后面的小朋友再滑。

9、活动过程中引导幼儿说一说：

（1）你的前面是谁？后面是谁？

（2）玩玩具时争抢行不行？谁滑得好？

10、教师对幼儿上课情况进行讲评，教育孩子不要以自我为
中心，有玩具要和同伴分享。

小班社会教案一起玩真快乐课后反思篇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心理健康问题
已日益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健康领域指导要点明确要求“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在重视
幼儿身体健康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现在
的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家中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离开
了熟悉的家庭环境来到幼儿园，初次进入一个陌生的大集体，
对幼儿园的一切感到陌生，个别幼儿便出现了不合群现象，
这样就会影响幼儿个性的'发展。根据这一现象，我设计了小
班教育活动《大家一起玩》，由于小班幼儿年龄小，形象思
维占主体地位，活动中我运用了四幅幼儿喜爱的形象生动的
挂图，并为幼儿准备了大量的、适合合作玩的玩具，让幼儿
在玩中体验合作的快乐，并引导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培养
幼儿合群、乐群的性格。

1、引导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学会分享。

2、通过活动使幼儿体验，大家一起玩的快乐。

3、培养幼儿合群、乐群的性格。



挂图、磁带、录音机、积木、玩具轮胎

2、出示挂图，幼儿观看。

图一、这个小朋友叫兰兰，你们看她在干什么？（搭积木），
她和谁在玩？你觉得兰兰一个人玩快乐吗？你喜欢怎样玩？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了呢？请看下图。

图四、兰兰和小伙伴一起玩，真快乐呀！

3、老师提问：

4、幼儿玩玩具，体验大家一起玩的快乐，教师巡回指导幼儿，
如发现一个人玩玩具，教师引导幼儿和大家一起玩。

5、请小朋友说：你刚才是怎样玩玩具的？大家一起玩快乐吗？
大家一起玩玩具真快乐，以后大家有好吃的也要大家一块吃，
现在大家都成了好朋友了，我们做个《找朋友》的游戏吧！

宝宝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现在，我们和好朋友手拉手
一块出去做游戏吧。（播放《幸福拍手歌》带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