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教案我们的教室(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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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给大家分
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幼儿园教案我们的教室篇一

装扮我们的教室（一）

教学目标：

1．让每个学生体验并意识到教室是他们共同营造的学习环境，
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学习环境的创设。

2．在装扮教室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动手、动脑，参与班级体建
设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出示插图：同学们看看，图中这些小朋友在干什么？他们这
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一、揭示课题：《装扮我们的教室》

二、看图讨论：这些小朋友是怎样出主意，想办法，来装扮
自己的教室的呢？

三、同学们，国庆节就要到了，我们要把教室打扮得漂漂亮
亮的，庆祝祖**亲的生日。你有什么好主意呢？（分小组讨
论）



五、交流讨论结果。

六、评选出好的方案。再由小干部负责，分工到人，积极准
备。

装扮我们的教室（二）

教学目标：

1.激发学生爱学校、爱自己的.班级的心情。

2.给学生一个自我发展的空间。

3.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教学过程：

一、讨论设计布置的版面。

二、分工收集各种材料。

三、用我们的一双小手，把自己的教室装扮得更加漂亮。

幼儿园教案我们的教室篇二

教学目标：

1、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深深感受到家乡的变化。

2、设想家乡的明天，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懂得如何做
才是真正爱自己的家乡。

教学重点：

联系生活实际，设想家乡的明天是什么样子的。



教学难点：

1、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2、懂得如何做才是真正爱自己的家乡。

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了解家乡的变化，可以询问老人，也可以收
集照片，图片。

二、交流资料，谈感受。

1、我们的家乡有什么变化呢？大家简单的交流交流。

2、老师把学生收集的图片、照片展示出来。

3、学生参观图片展片展，并配有解说员。

4、家乡变化怎么这么快呢？

5、我们的家乡正在进行哪些建设呢？

6、当你看到这些情景时，你是什么感受呢？

三、大讨论。

1、家乡的变化真大呀！家乡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呢？

2、分小组说说。

3、指名说。

四、实践活动。



1、你希望家乡以后变得怎样呢？请你设想一下吧。

2、小朋友想把这些设想写下来吗？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3、学生独立写。老师巡视。

4、“家乡的明天”大展示。

5、评出设计最好的学生。

五、课外拓展。

1、为家乡的明天更美好，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将来能做些
什么？

2、同桌讨论。

3、自由发言。

4、朗读《在希望的田野上》。

5、音乐欣赏《在希望的田野上》，你有什么感受呢？

6、只要现在努力学习，学好本领，我们就能为家乡的明天献
计献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家乡明天会更加美好！

幼儿园教案我们的教室篇三

1．了解家庭的历史及变迁，进一步增强对于历史的亲近感。

2．通过编写简单家史，学习一些历史学方法。

〖教学准备

检查学生为写家史所做的准备。



〖教学活动及过程

1．导入。教师询问学生家庭作业完成的情况、家长们对教科
书上呈现的家史发表了什么看法，以及对写家史提出了哪些
建议等，并请几个学生谈一谈。

2．阅读与观察讨论。给学生几分钟的时间，观察和阅读教科
书第28～29页上的四幅家庭照片、小文写的家史以及“我家
的大事与国家的大事”对照表，让学生说一说从这四幅照片
中体会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照片中
人物的年龄、衣着、容貌、家庭成员数量等的变化入手谈感
受，可以结合下面的历史年表，让学生估计每幅照片拍摄的
年代，根据历史年表列出的国家大事，想像照片中的家庭生
活在哪个年代。

3．讲解与讨论。请学生朗读教科书第27页的课文，教师说明：
“我们每个同学都可以像小文那样，为自己的家庭编写家史。
要编写得好，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教科书上为我们列举了
一些方法，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

根据教科书第27页列举的确定历史时间、收集和资料、完成
三大步骤，逐一与学生进行讨论，并对他们不甚清楚和不明
确的地方加以说明、解释。

4．个人。每个学生根据课前的准备，开始编写自己的家史，
教师巡视并给予帮助。教师需要提醒学生看一看教科书第27
页豆博士的话。

5．。教师就学生写家史的情况给予有针对性的，布置家庭作
业。

〖家庭作业

对于在课堂上没有完成家史的学生，请他们课后继续完成。



幼儿园教案我们的教室篇四

教学目标：

2、体会人们再危难中团结互助精神的可贵。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体会人们再危难中团结互助精神的可贵。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老师用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讲灾难后“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

1、学生看图，看看人们在灾难面前是如何做的？

2、再仔细读书，看看还有什么感人的事迹发生？

3、过渡：像这样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场面，这种先人后己，
把危险留给自己的情景还有很多。看到这些场景，听到这些
故事，心中一定有许多的感想，请同学们在空白处填写出来。

二、学生主动探索

1、在灾难面前，灾区人民还会遇到哪些困难？国家和社会给
予灾区什么样的帮助？

2、指导学生看图。

3、我们能为灾区的人民做点什么吗？



三、升华主题：

1、请同学们看图，灾后，在各方人们的努力下，灾区变成了
什么模样？

2、学生汇报。

3、揭示主题：这就教灾害无情人有情

四、举办“灾害无情人有情”的图片、照片展。

五、给灾区的小朋友写一封信，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并和他
们交上“手拉手”的好朋友。

幼儿园教案我们的教室篇五

〖教学目标

1．了解家庭的历史及变迁，进一步增强对于历史的亲近感。

2．通过编写简单家史，学习一些历史学方法。

〖教学准备

检查学生为写家史所做的准备。

〖教学活动及过程

1．导入。教师询问学生家庭作业完成的情况、家长们对教科
书上呈现的家史发表了什么看法，以及对写家史提出了哪些
建议等，并请几个学生谈一谈。

2．阅读与观察讨论。给学生几分钟的时间，观察和阅读教科
书第28～29页上的四幅家庭照片、小文写的家史以及“我家
的`大事与国家的大事”对照表，让学生说一说从这四幅照片



中体会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照片中
人物的年龄、衣着、容貌、家庭成员数量等的变化入手谈感
受，可以结合下面的历史年表，让学生估计每幅照片拍摄的
年代，根据历史年表列出的国家大事，想像照片中的家庭生
活在哪个年代。

3．讲解与讨论。请学生朗读教科书第27页的课文，教师说明：
“我们每个同学都可以像小文那样，为自己的家庭编写家史。
要编写得好，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教科书上为我们列举了
一些方法，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

根据教科书第27页列举的确定历史时间、收集和整理资料、
完成写作三大步骤，逐一与学生进行讨论，并对他们不甚清
楚和不明确的地方加以说明、解释。

4．个人写作。每个学生根据课前的准备，开始编写自己的家
史，教师巡视并给予帮助。教师需要提醒学生看一看教科书
第27页豆博士的话。

5．总结。教师就学生写家史的情况给予有针对性的评价，布
置家庭作业。

〖家庭作业

对于在课堂上没有完成家史写作的学生，请他们课后继续完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