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们的自然角中班教案反思(通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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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
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我们的自然角中班教案反思篇一

1、能为自己做简单的周运动计划，了解多运动对身体有好处。

2、喜爱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爱运动的好习惯。

3、让幼儿知道愉快有益于身体健康。

4、喜爱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爱运动的好习惯。

1、幼儿用计划表格每人一张，教师用计划表一张。

2、《我们爱运动》教师教学资源。

1、播放《我们爱运动》教师教学资源，引发幼儿活动兴趣。

小结：多做运动能使小朋友身体长高、涨结实；能够提高身
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少生病；还能使小朋友动作灵活，变得
聪明。

2、引导幼儿讨论、分析一周运动计划的内容。

（2）根据幼儿的理解程度，教师有重点地介绍一周计划运动
的'内容。

（3）请幼儿说说自己想制定怎样的运动计划？



小结：指定运动计划考虑要周到，计划里要有做运动的时间、
做什么运动、用什么器械、做多长时间每项都不能缺少。

3、幼儿自助指定运动计划。

（1）幼儿制定计划，教师重点观察幼儿计划的运动项目的可
行性和时间上有没有遗漏，及时给予提示或帮助。

（2）引导幼儿展示、交流自己的运动计划，互相提出补充的
意见。

4、讨论运动中要注意的安全。

小朋友在运动中要注意哪些安全？应该怎样保护自己？

1、把幼儿制定的运动计划布置成班级的春季运动专栏。

2、鼓励幼儿交流知道的运动方式及运动器械的玩法。

3、请家长和幼儿一起阅读幼儿学习资源，说说画面中的额小
朋友们在做什么运动，并商讨、制定家庭运动计划。

在活动中，孩子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特别高，因为这是他们
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个别孩子对这方面的知识欠缺，但是在
活动中，他们能充分调动自己的各种感官来参与活动，我个
人认为，这节课还是成功的。

我们的自然角中班教案反思篇二

1、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喜欢探索身体的奥秘。

2、幼儿通过运动感知关节的部位及其作用，懂得保护关节的
重要性。



探索身体运动的奥秘，感知关节的构造、作用，懂得保护关
节。

3、活动前让幼儿在户外尽情游戏。

一、谈话活动引入主题。

1、提出问题，引发幼儿讲述。

“你玩了什么？”“你身体什么地方动了？”……

2、游戏“画圈圈”。

出示“纸宝宝”，请幼儿寻找身体中会动的部位，并用笔
在“纸宝宝”的身上圈出会动的部位，教师巡回指导。

二、引导幼儿体验、探索关节，并感知关节的作用。

1、游戏“动一动”。

教师指“纸宝宝”画圈的`部位，同时幼儿做出相应的动作反
应。

教师小结：今天，你们发现人身上有许多部位都会动，就是
因为这些部位会动，所以我们人的身体很灵活，样样事情都
会做。

2、教师提问，引导幼儿讨论。

“是什么能让我们身体部位运动呢？”幼儿展开讨论。

教师小结（以手臂为例）：原来，手臂除了有皮肤、肌肉之
外，里面还有骨骼，在骨骼与骨骼相连接的能够运动的部位，
我们叫它关节。（丰富词：关节）



三、演示课件，认识关节的构造。

1、引导幼儿观察关节的基本构造。

教师介绍关节的基本构造，丰富词语：关节窝、关节头、关
节囊、关节腔、关节软骨。

2、找“关节”，请幼儿找找身体上的关节部位。

教师及时给予肯定，使幼儿初步了解关节部位名称：腕关节、
肘关节、肩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等。

出示骨骼娃娃，引导幼儿深入了解各关节在人体的位置。

四、讨论如何保护关节。

教师：“我们怎样爱护关节娃娃呢？”幼儿讨论。重点教育
幼儿在活动中注意安全，保护关节；平时多吃钙制食品，给
关节补充足够的营业。

六、幼儿分组活动，教师巡回指导。

a组、操作电脑，观赏身体中会动部位的课件（心脏、血液循
环、关节构造课件）；

b组、操作“骨骼娃娃”，由保健医生解答幼儿问题；

c组、观察人体骨骼图，找关节。

因为孩子对关节很生疏，所以我利用有趣图片找到关节，并
理解关节的作用，以及怎样去保护关节，实现了本节课的教
学目标。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很多，比如，应准备一张人物关
节图，这样更能引起孩子学习的兴趣。



我们的自然角中班教案反思篇三

1、能随音乐的节奏、旋律以及肢体的动作表现气球的各种形
态。

2、能遵守游戏规则，体验角色扮演的快乐。

3、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4、在活动中幼儿倾听音乐，大胆的游戏表演。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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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气球两个。

2、气球、小鸟、老鹰的胸饰若干。

3、音乐、ppt课件。

一、情景导入：(教师让幼儿观察气球跳舞，激发幼儿的学习
兴趣)

“今天老师带来了朋友”(出示气球)“气球宝宝最喜欢跳舞
了，气球是怎样跳舞的?”牵动气球飘动，或上下、或左右、
或转圈，幼儿随气球做模仿动作。

二、听节奏，模仿学习：

1、你们是怎样跳舞的?幼儿听音乐做各种气球跳舞的.动
作。“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气球宝宝，气球宝宝来跳舞了”。
气球宝宝带上高兴的心情，好看的舞蹈要跳舞了。

总结还有什么好看的动作，如两人拍拍手、抱一抱、转一转



等。

2、提问：“气球宝宝开心时从哪里看出来”。气球宝宝开心
时又有好朋友来了。(播放课件)小鸟飞来了。请幼儿模仿小
鸟飞。

小鸟要与气球一起跳舞。幼儿分两组，一组扮气球，一组扮
小鸟，随音乐做动作，小鸟与气球一起跳舞。

3、“听，又有谁来了?”播放音乐，教师提问：“猜猜是谁
来了?”之后播放课件：“老鹰”飞来了。提问老鹰来了气球
会怎样?(被捉破)。

请幼儿模仿气球被老鹰啄破时是什么样。老师扮老鹰，幼儿
扮气球演示一遍，再请一幼儿扮老鹰，其余幼儿扮气球。

“聪明的气球是不会被啄破的，应该怎样做?”提示幼儿老鹰
来啄时快飞到凳子上去。

三、分角色，玩游戏，渗透学习：

1、教师带领幼儿玩游戏，提示幼儿各个环节应注意的问
题(老鹰捉气球时，坐回凳子上的气球是不会被捉到的)

2、幼儿自由选择游戏角色，玩游戏。

3、深入游戏：“气球跳舞”。听音乐说一说发生了什么故事，
教师讲解游戏规则。

4、播放音乐和课件，幼儿一起做游戏。(教师指出幼儿游戏
中错误的做法)游戏反复进行。

四、教师小结:表扬鼓励在游戏中遵守规则的幼儿。

五、活动延伸：



幼儿带着气球回去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气球跳舞”的游戏，
注意遵守游戏规则。

在这节课中我真正感悟到了：教师语言情景创设的重要性，
教师的引导语关系着幼儿的表现，关系着整节课目标的趋向。

教师语言情景创设的重要性，教师的引导语关系着幼儿的表
现，关系着整节课目标的趋向。

我们的自然角中班教案反思篇四

1、认识春游中的户外安全提示标志，了解安全标志的作用。

2、能够在安全标志的提示下注意自己的活动安全。

3、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4、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能看懂户外安全标志，并了解安全标志所要提醒我们的事。

1、《小兔去春游》故事和ppt。

2、各种户外安全标志图。

一、互动交流，激发兴趣与幼儿共同回忆前不久开展的春游
活动经历，再次体验春游时的愉快心情。

提问：

1、前几天我们去了哪里春游?

2、你看到了什么最开心?



小结：我们最喜欢去春游，大家高高兴兴地去，平平安安地
回来，没有人受伤，真开心!

小兔去春游的时候，因为它看懂了安全标志，小朋友们也提
醒了小兔避开危险，保护好自己，所以小兔能和大家一样高
高兴兴去春游，平平安安回来，小兔谢谢大家了!

三、游戏：快速认标志(复习巩固对安全标志的认识)老师在
教室空地上安放三个安全标志牌，幼儿跟着音乐和老师一起
走走，音乐停，教师说出一种标志，孩子听明白以后迅速找
到标志前站好，最快找到的孩子为胜。

作为一名小班的教师，班上的孩子年龄幼小，缺乏保护自己
的能力，老师就要将工作做到最细微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要多学习，积累，调整。我想，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方法，那时，幼儿的.安全问题不会再
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

我们的自然角中班教案反思篇五

近一段时问，幼儿园的孩子感冒的很多，有的家庭甚至不再
送幼儿来，我向家长和孩子们询问不来园的原因，他们告诉
我感冒了，怕传染。看到家长们对感冒的认识抱有恐慌的态
度并影响着身边的孩子，我设计了“关于预防感冒”的系列
活动，希望通过活动的开展，能够让家长和孩们客观地认识
感冒，减少对感冒的恐慌，并引导家长积极预防感冒。

1、通过讨论和观看课件了解感冒的症状

2、学习诗歌《感冒拜拜》帮助幼儿记忆预防感冒的方法

3、会用多种方法、多种形式让幼儿园里的伙伴和家长了解感
冒的`预防方法，感受、体验关心他人的自豪感。



4、了解吃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能按时吃饭，不挑食。

5、初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关于感冒图片

1、引导幼儿讲述自己的感冒症状

幼儿：会发烧、流鼻涕、咳嗽。

教师：小朋友都说了自己感冒的症状，小朋友请看图片看看
老师整理的感冒的症状。

幼儿：头痛

幼儿：发烧

幼儿：浑身酸痛，流鼻涕

教师：还有呕吐，寒战

教师小结：我们感冒会有很多症状头痛，发烧，咳嗽，浑身
酸痛，流鼻涕、呕吐，寒战等很多症状。

2、讨论：感冒了怎么办？

幼儿：打针

幼儿：去医院

幼儿：吃感冒药

幼儿：有梨

教师：这是冰糖雪梨，可以止咳润肺，小朋友感冒了可以让



妈妈给你们做，可以治咳嗽

幼儿：哦，我奶奶给我做过，我吃过

教师：图片中有什么？

幼儿：一个小孩披着被子

教师：对，这是加强保暖多出汗，感冒就好了

小结：感冒了，除了吃药打针还可以用健康的方法比如：吃
冰糖雪梨，加强保暖多出汗

3、教师：预防感冒很重要，小朋友有什么方法？幼儿：多喝
水，多锻炼

幼儿：多吃水果幼儿：戴口罩

教师：刚刚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的预防感冒的好方法，老师也
整理一些

预防感冒的方法，请看图片

幼儿：小孩戴帽子

教师：对，小朋友要注意保暖

幼儿：要洗手

教师：对要勤洗手，要有正确地洗手方法，我们大家一起洗
洗手吧！挽起小袖子，手心手背搓一搓，把小手洗干净，吃
东西就不会吃到细菌病毒。

幼儿：还有大蒜



教师：小朋友可以吃大蒜，大蒜可以杀菌

幼儿：想

教师：老师这里有一首预防感冒的诗歌我们一起学一下吧

感冒拜拜

哎呀呀，感冒了，真呀真难受！

预防感冒很重要，大家要知道！

多吃水果和蔬菜，还有大葱和大蒜，

多运动，多喝水，常通风，勤洗手注意保暖，戴口罩。

我和感冒说拜拜。

教师：小朋友们学会了这首儿歌，可以教给爸爸妈妈哥哥姐
姐弟弟

妹妹们，让他们学会预防感冒，让我们一起和感冒说拜拜

幼儿绘制感冒预防卡，和老师一起拍摄洗手照片等。

从执教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自己在课堂上的组织语言还有待
加强，如何让孩子对你的提问或是小结能更好的明白、理解，
是自己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自然角中班教案反思篇六

中班社会《特种车辆》教案(附反思)

教育思想：



车辆的种类很多，用途广泛，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我们根据
中班孩子的年龄特点选取了消防车、救护车、警车三种特殊
车辆，采用情景协作的方式，通过驻足“嘀嘀”停车场——
激发兴趣喜洋洋；趣味课件来帮忙——感性认知兴趣广；妙
趣横生来表演——再现生活临其境；诗情画意绘心声——美
好夙愿见真情等环节，让孩子在快乐的时光里掌握几种执行
特殊任务的车辆并能说出它们的特殊标志和不同作用。

活动目标：

1、教育幼儿学习医务、消防、警察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无
私奉献精神，培养幼儿热爱、尊敬他们的'情感。

2、能记住特种车的求救号码，知道他们是随时救人于危急的
人。

3、让幼儿知道消防车、救护车、警车是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
并能说出它们的特殊标志和不同作用。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1）各种各样的玩具汽车若干；自制消防车、警车、救护车
各一辆。

（2）图画纸、彩笔等。

活动过程：

一、驻足“嘀嘀”停车场——激发兴趣喜洋洋

教师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将幼儿带入一个快乐有趣的“游乐



场”中，通过一看、二玩、三接触的奇妙环节激发幼儿的求
知欲望，熟悉各种车辆的外形特征和作用，为下一个环节作
铺垫。

二、趣味课件来帮忙——感性认知兴趣广

1、教师边诗边画，让幼儿对新授内容有一个具体深刻的认识。

消防车：

身穿大红装，

扶梯背上扛。

水柱高高冲，

皮管粗又长。

救护车：

方方白车厢，

十字放红光。

铃声叮当响，

车辆快快让。

警车：

小小房一间，

警察在里面。

铃声响起时，



坏人吓破胆。

2、教师讲解各种车辆的用途，特殊标志等，让孩子知道遇到
各种危险时，应该如何做。

三、妙趣横生来表演——生活再现临其境

由班级另一名教师扮演驾驶特种车辆（制作的模型）的“警
察叔叔”，“护士阿姨”，“消防叔叔”角色，协作教学；
全体幼儿一起互动，拨打特殊号码。

120情景一：大街上，一位老爷爷忽然晕到了，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求救于那种车辆，采用什么办法，以及要向救护人员交
代清楚什么？（地点，受伤情况，受伤人数等）

110情景二：在商店里购物时，突然发现一个小偷偷钱包，遇
到这种情况应该求救于那种车辆，采用什么办法，以及要向
警察人员交代清楚什么？（地点，受伤情况，受伤人数等）。

119情景三：办公大楼里突然燃起了大火，火势非常凶猛，并
且楼层很高，遇到这种情况时，应该求救于那种车辆，采用
什么办法，以及要向消防人员交代清楚什么？（地点，受伤
情况，受伤人数等）。

四、诗情画意绘心声——美好夙愿见真情

活动反思：

让幼儿在自己喜欢的环境中学习、复习、巩固对各种车辆的
了解。还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活动过程中认识各种汽车
的名称和用途，增强了幼儿的社会性常识，揭开了幼儿的在
生活对各种车的好奇与困惑。



我们的自然角中班教案反思篇七

1、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喜欢探索身体的奥秘。

2、幼儿通过运动感知关节的部位及其作用，懂得保护关节的
重要性。

3、能根据指令做相应的动作。

4、喜欢与同伴合作，体验运动的挑战与快乐。

1、课件—心脏、血液循环、关节构造

2、课件—骨骼挂图

3、幼儿用书人手一本，彩笔若干。

一、谈话导入主题。

1、提出问题，引发幼儿讲述。

你玩了什么？

你身体什么地方动了？

2、游戏“画圈圈”。

（1）出示“纸宝宝”，请幼儿寻找身体中会动的部位、

（2）用笔在“纸宝宝”的身上圈出会动的部位。

教师巡回指导。

二、引导幼儿体验、探索关节，并感知关节的作用。



1、游戏“动一动”。

（1）教师指“纸宝宝”画圈的部位，同时幼儿做出相应的`
动作反应。

（2）小结：今天，你们发现人身上有许多部位都会动，就是
因为这些部位会动，

所以我们人的身体很灵活，样样事情都会做。

2、教师提问，引导幼儿讨论。

（1）幼儿展开讨论：

是什么能让我们身体部位运动呢？

（2）小结（以手臂为例）：原来，手臂除了有皮肤、肌肉之
外，里面还有骨骼，

在骨骼与骨骼相连接的能够运动的部位，我们叫它关节。
（丰富词：关节）

三、演示课件，认识关节的构造。

1、引导幼儿观察关节的基本构造。

教师介绍关节的基本构造。

丰富词语：关节窝、关节头、关节囊、关节腔、关节软骨。

2、找“关节”，请幼儿找找身体上的关节部位。

（1）初步了解关节部位名称：

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等。



（2）出示骨骼娃娃，引导幼儿深入了解各关节在人体的位置。

四、讨论如何保护关节。

1、教师：我们怎样爱护关节娃娃呢？

2、幼儿讨论。

教育幼儿在活动中注意安全，保护关节，平时多吃钙制食品，
给关节补充足够的营业。

五、探索人体中除了关节外还有哪些部位会动？

身体会动真好啊，身体除了我们看得见的地方会动，还有许
多看不见的地方也会动

因为孩子对关节很生疏，所以我利用有趣图片找到关节，并
理解关节的作用，以及怎样去保护关节，实现了本节课的教
学目标。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很多，比如，应准备一张人物关
节图，这样更能引起孩子学习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