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防溺水教案设计意图反思(实
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班防溺水教案设计意图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欣赏诗歌，尝试按诗歌句式仿编诗歌。

2、知道常见动植物生活的地方，爱护它们的家。

活动准备：

白云，小鱼，小鸟，花儿，蝴蝶，小羊图片；背景音乐；背
景图

活动过程：

一、直接导入，引出话题。

小朋友们都有自己的家，今天老师请来了几位小客人请你们
说说它们的家在哪儿？

二、欣赏、学念诗歌。

1、出示白云，请幼儿说一说它的家在哪里。

师：是谁啊？它的家在哪儿？



幼：白云的家在蓝天上

2、出示小鱼、小鸟、花儿、蝴蝶、小羊图片，说说它们的家
在哪儿。

幼：是幼儿园！

4、欣赏、学念诗歌。

（1）播放背景音乐，完整欣赏诗歌第一遍。

师：你们真能干！帮这些动植物找到了家！老师把你们刚才
说的变成了一首诗歌，一起来听一听吧！（教师有感情的朗
诵）

（2）再次欣赏诗歌第二遍，教师边念边将白云等粘在背景图
的相应位置上。

（3）在音乐伴奏下，幼儿接诗歌后半句。

（4）随音乐，全体幼儿一起朗诵诗歌。

三、仿编儿歌

1、“刚才有小朋友说红红的花朵还是小蜜蜂的家。说得很对，
你们密密的树林还是谁的家呢……”

2、幼儿朗诵自己仿编的诗歌

（2）请个别小朋友仿编（1—2个）

谁愿意和老师一样把你编的诗歌和大家分享？

三、延伸主题：



地球共同的家

四、延伸：

绘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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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可回收、不可回收标记，学习将垃圾分类为可回收垃
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2、体验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知道乱扔垃圾会污染环境，危
害健康，有初步的环保意识。

3、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4、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活动准备】

1、前期经验准备，初步了解可回收垃圾的用途。

2、头饰小鱼、可回收垃圾箱、不可回收垃圾箱各一个、教
学ppt。

3、旧报纸、饮料瓶、废纸盒、废电池、果皮、枯树叶、菜叶
等。

教学重点：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认识

教学难点：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分类



【活动过程】

一、故事图片导入。

二、教师出示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标记。引导幼儿学习分类。

（出示可回收标记），提问：什么叫可回收？我们的生活中
有哪些垃圾是可回收的？（旧报纸、饮料瓶、废纸盒）（出
示不可回收标记），提问：为什么叫不可回收？有哪些垃圾
是不可回收的？（废电池、果皮、枯树叶、菜叶）

三、考一考（教学ppt）垃圾的分类，通过ppt的展示让幼儿加
深了解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游戏《帮小鱼整理家》

集体检查，进一步加深幼儿对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的了解。

四、观看ppt图片，了解环境污染的危害，进一步加深幼儿的
环保意识。

课后延伸：

组成"环保小分队"，检查幼儿园的垃圾分类情况。

教学反思：

在本次活动孩子们都是积极的参与到活动来，一开始我神秘
的出示以后各孩子们生活中的垃圾袋，从里边出示一些常见
的垃圾，将孩子带到垃圾的情境中，又用游戏法，请小朋友
尝试根据u盘中的垃圾分类游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了解生活
中的垃圾，再到体验垃圾分类，作为导入环节，从本次课孩
子们的表现看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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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进一步了解新年的含义，知道元旦是新年的第一天。

2、体验新年给人们带来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师生共同收集和新年有关的各种东西（挂历等）。

2、绘画故事《新年，您好》的背景图片。视频转换仪。

活动过程：

1、从时间入手，感受新年。

（1）看挂历，在挂历上标出新年的日期。

（2）和幼儿一起数一数，并讨论再过几天就是新年。

2、教师讲述故事《新年，您好》，引起幼儿对新年的兴趣。

3、听故事《全世界的新年》，了解世界各国人民用哪些不同
的方式庆祝新年。

4、引导幼儿思考如何欢迎新年，共同为迎新年做准备。

（1）提问：你想怎样来欢迎新年？

（2）在歌曲《新年快乐》的伴奏下唱歌、跳舞，庆祝即将到
来的新年。

活动反思：



我给孩子们准备了1本日历，让孩子通过看日历知道新年的到
来，在学习的'过程中孩子还掌握了星期六、星期日和国定假
日在日历上都会用红色来表示的新知识。如果教师再多准备
一些日历，让每个孩子都自己看一看，效果可能会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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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感受诗歌中描述的快乐的新年，体会诗歌中优美的意境和
丰富的想象。

2、学会用不同的语气朗诵诗句，并且掌握“新年，就是xx”
的句式。

活动准备：关于诗歌内容的彩图一张。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一月一日是什么节日吗？（元旦）
对呀，再过几天就是元旦节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新年就要来
到了。你们喜欢新年吗？说一说你们眼里的新年是怎么样的。
（幼儿自由发言，老师总结）

今天我们要来学一首好听的诗歌，名字就叫做《新年》，我
们来听一听诗歌里是怎么说的。

二、欣赏诗歌，理解内容：

1、师朗诵诗歌一遍，问：你在诗歌里边听到了什么？（幼儿
回答自己在诗歌里听到的东西，畅所欲言。）



2、师：我们再来听一遍，这一遍你们要仔细听，诗歌有没有
告诉我们新年是什么？

提问：

a、诗歌里的“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做了一个梦，梦到新
年到了。坐上飞船到天上去游玩）—教师一步步引导，最后
出示挂图。

b、我到了天上碰到了谁？（星星、月亮、太阳）—将星星、
月亮、太阳的小图贴到大挂图上。

c、星星说新年是什么？（新衣新帽）

月亮说新年是什么？（糖果玩具）

太阳说新年是什么？（快乐和进步）—贴上对应的小图。

三、学习诗歌朗读：

1、结合挂图，幼儿跟着老师一起朗读一遍。

2、师：有没有发现老师在读星星、月亮和太阳说话的时候，
语气有什么变化，哪个轻一点，哪个重一点？（星星—细声，
月亮—大声，太阳—高声）细声，大声和高声有什么不同呢，
跟着老师一起来念一遍。

3、集体朗诵，注意用不同的语气朗诵相应的诗句。

4、分角色朗读：指定三个幼儿来扮演星星、太阳和月亮，教
师和其他幼儿念剩下的内容。

四、掌握诗歌中句式：（建议：改成创编）



师：诗歌里面我们问星星、月亮和太阳，他们的回答都是新
年，就是什么什么。刚才老师已经问过小朋友们你们眼中的
新年是怎么样的，现在请你们像诗歌里的星星、月亮和太阳
那样告诉老师你们觉得新年是什么好不好？（让幼儿用“新
年，就是xx”来回答）

五、总结

中班防溺水教案设计意图反思篇五

一、教学目标：

1、学习诗歌理解诗歌内容。

2、丰富幼儿知识，引导幼儿大胆想象。

二、教学准备：

1、了解有关动物冬眠的知识。

2、识别各种动物脚印。

3、准备电脑课件：a、序；b、观察；c、诗歌；d、仿编；e、游戏

三、教学过程：

1、引出诗歌（课件——序）

秋天里，枫树爷爷画了一幅很美的画，染红了大地，染红了
天空（课件展现出秋天枫树景象，枫树爷爷满脸笑），冬来
了，北风呼呼地吹，吹走了枫树爷爷的画，枫树爷爷伤心极了
（课件出现北风吹来，树叶卷走，枫树爷爷皱了眉头），天
越来越冷，你们看，天空里下起了什么（雪绒花音乐起，课
件展现下雪场景，同时伴有风雪声）。



2、学习诗歌

a、观察：下雪了，下雪了，雪地里来了一群小动物（雪绒花
音乐停，踏雪声起），他们来干什么？他们在雪地里留下了
什么呢？（课件逐一出现小鸡、小猫、小鸭、小马，分别在
雪地里留下的脚）

b、提问，引导幼儿讨论，想象

谁来到了雪地里？（小鸡、小鸭、小猫、小马）

它们在雪地里留下了什么？（脚印）

它们的脚印象什么？（小鸡的脚印象小草、竹叶……；小猫
的脚印象梅花、饼干……；小鸭的脚印象枫叶、雨伞……；
小马的脚印象月牙、耳朵……）幼儿大胆想象。

这些脚印就象一幅画，我们画画要用笔、颜料，可小动物画
画是不用颜料，也不用笔的，那它们的画是怎样画出来的呢？
（在地上走几步就成了一幅画）

我们怎样夸它们（真不错、顶呱呱、小画家……）

c、是谁在说话呀？小猫问：“小鸡小鸡，你们的好朋友青蛙
呢？”小马说：“是呀，青蛙怎么没来”，小鸡、小鸭
说：“我们也示知道”。

d、小青蛙上哪去，孩子们，你们说说，青蛙怎么不参加呢？
（冬眠去了），原来，小青蛙躲在洞里睡着了（课件一角出
现油中睡觉的青蛙）

e、你们说说还有哪些动物是冬眠的动物呢？

f、枫树爷爷笑哈哈地说：“小动物的画真美，我再也不伤心



了，我要把你们编进诗歌里”由枫树爷爷朗育诗歌，幼儿欣
赏。

g、“孩子们，你们和枫树爷爷一起来夸夸这些雪地里的小画家
吧！”（幼儿学习诗歌）

h、枫树爷爷会编诗歌，我们也试着编一编，幼儿可更换诗歌
中部分内容，学习仿编。

3、仿编诗歌

还有些小动物，蛇们的画也很美，我们能不能把蛇们也编进
诗歌里呢？谁来试一试（课件中出现小羊、小狗、小猪、小
象、小熊）幼儿仿编诗歌。

4、游戏：《帮小画家找画》

小动物们很不错，画的画都有自己的特色，可粗心的小画家
们把自己的画给弄丢了，请你们帮忙找找，送还给它们，好
不好（玩电脑游戏）。

5、结束：

小动物和枫树爷爷都很感谢孩子们，他们要走了，送给我们
一人一幅画（动物脚印），我们一起谢谢站动物，和它们再
见了。

四、活动延伸：

幼儿用动物脚印拼图想象编故事。

五、课后反思：

本次活动，教师一改以往诗歌单一的教学法，而是充分利用"



电教"这一现代化手段，让幼儿的思维、想象得到尽可能的发
展。同时充分体现了幼儿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幼儿学习的主
动性的积极性，让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学习了诗歌，创编了诗
歌，充分感受创造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