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的家乡教案幼儿园 我的家乡教
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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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乡教案幼儿园篇一

活动实例：

通过孩子们的介绍、设计，一幅“美丽的家乡”的图纸呈现
出来了。在建构时孩子们都非常认真，各自都在忙着完成自
己的任务，只见邵怀玉小朋友拿着雪花片积木在搭花和亭子，
她先用红色的雪花片做花蕊，并且嘴巴里孩子数“一、二、
三、四、五、六，一共用了六片，接着她再用黄色的雪花片
来搭花瓣，并且也数好了数。我走过去问：“你为什么要数
个数呢?”她说：“这样，我再搭的时候就可以搭一样大的花
了。”我听完夸她真会动脑筋。经过这么一来。邵怀玉小朋
友到游戏结束，一工搭了八朵花，每朵花都进行了合理地颜
色搭配，并每朵花都一样大，放在马路旁边看上去很匀称，
非常美丽，所以在点评时，我重点掌握了合理的运用数学知
识，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活动后反思：

游戏法指出：“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它和幼儿的学习、
劳动等活动不是绝对独立的，教师必须有意识地把这些活动
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相辅相成的教育手段”。这是
结构游戏本身的发展趋势，也是它进一步完善的保证。在幼
儿园，结构游戏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游戏出现的，但结构游戏
的开展又同时是渗透在其它各类游戏和各科教学活动中的，



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的。因此教师在组织幼儿开
展结构游戏活动时，应注意两个联系。

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多应通过游戏的形式，组织幼儿学
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作为游戏活动之一的结构游戏也
应密切配合语言、数学、美术等各学科，互相渗透，互相作
用。

幼儿建构游戏的主题，通常是以教师的语言启发，故事讲述，
物体认识，情景渲染等形式烘托产生的。语言、数学教学所
形成的知识印象是结构游戏开展的基础，而美术的构图、布
局，计算的空间图形及数量认识又是结构游戏得以发展的条
件。

各科教学活动为幼儿建筑游戏的顺利开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反过来，建筑游戏的开展也同时巩固深化了各科教学。幼儿
在装饰美化游戏环境和建筑物的活动中，必须充分运用美术
教学中所学到的造型设计、布局变化、色彩搭配、整体与局
部的正确处理等一系列知识技巧，来提高建筑水平，这样，
同时也促进了美术教学的发展。因而，游戏的开展和教学是
对立而又互为统一的。

总之，结合各科教学活动进行建筑构造，在利用建筑成果进
行其它游戏，不仅提高了孩子的建筑兴趣，而且促进了孩子
的思维和想象的发展，发展了游戏，使孩子身心各方面得到
了极大的满足。

我的家乡教案幼儿园篇二

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指出3---4岁孩子
要知道自己住在什么地方，要“喜欢观看花草树木、日月星
空等大自然中的美的事物”。我们住在白沙镇，在美丽的北
寨山下，辽阔的长江边上。很多小班的小朋友不了解白沙的
特征，通过这次活动，让幼儿了解白沙的特征，关注自己周



围的环境。初步培养孩子们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的情感。
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一些绘画技能，通过添画的形式来巩固
这些技能。

1、幼儿能知道自己住在白沙镇，初步了解白沙的特点。

2、初步培养幼儿对绘画的兴趣，并初步能添画出美丽的家乡。

3、初步培养幼儿热爱家乡和大自然的情感。

画有北寨山和长江水的绘画纸和彩色笔。

1、 利用生活情景导入活动

组织小朋友坐好，跟着音乐模仿生活做动作：睡觉---鸡叫--
-出太阳---起床---穿衣---洗脸---漱口---吃饭---来到幼儿
园向老师问好---玩玩具。

老师也是这样，（重复做一遍）睡觉---鸡叫---出太阳---起
床---穿衣---洗脸---漱口---吃饭---上班。可是在上班的路
上遇见了迷路的小孩，我问题他住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
小朋友，你们知道自己住在哪里吗？引出问题。

2、 认识家乡

请幼儿讲出我们是白沙镇的小朋友，家住白沙。请幼儿讨论
白沙的特征后老师总结介绍白沙的特征：北寨山和长江，并
画在黑板上。老师把家乡编成了一首儿歌：教幼儿念儿歌。
配合动作教幼儿念儿歌：

我说我家，住在白沙。

北寨山下，长江边上。

风景优美，我们爱它。



我们的家乡这么美，我们一起来画一画吧。出示有白寨山和
长江的绘画纸，老师先请幼儿讲，再请幼儿画。引导幼儿画
出：太阳、花、树、鱼、螃蟹等。

请幼儿画出自己看到家里还有的东西。

3、 绘画家乡

交代要求，幼儿作画。

老师指点能力较差的幼儿，鼓励他们大胆作画。特别鼓励和
引导那些不能动彩色笔的孩子作画。

4、 作品展览，相互欣赏和评价。请幼儿把作品讲给老师听，
然后请老师帮你写名字，并贴在墙上。培养幼儿的成就感和
自信心，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活动延伸：

回家后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我们的家乡，并一起画出来。

活动反思：这个活动基本达到了活动目标，孩子对家乡的特
征做了进一步的了解。很多孩子都画出了许多自己想到的家
乡的物品，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孩子的想象力不丰富，绘画技
能较差，最后贴出来的作品效果不是很好。还有我班孩子的
讲述能力普遍不强，讲不出自己画的东西，以后这方面要多
训练。

我的家乡教案幼儿园篇三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在初步了解家乡的基础上萌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能力目标：

能正确辨认地图上的简单图例、方位。知识目标：知道家乡
是祖国的一部分；能在地图上查找本地、本省及省会城市的
位置；了解与湖北省相邻的省份及它们的方位。

能在地图上查找本地、本省及省会城市的位置；了解与湖北
省相邻的省份及它们的方位。

能正确辨认地图上的简单图例、方位。

中国地图、湖北省地图。学生准备：课前通过上网、查资料
等不同的途径了解自己的家乡。

1课时。完成教材p36—p39页内容，话题为“我的家乡在哪
里”。

一、激趣引入，揭示课题

2、听歌曲，交流感受。

3、教师小结：是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家乡是
我们出生、成长的地方。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地图乐园，到那儿去找找“我的家
乡在哪里”。（板书课题）

二、家乡探寻

1、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教科书36页的内容，请学生说说书上的
同学们是怎样介绍自己的家乡的。

2、学生讨论：

（1）你们打算从哪些方面了解家乡呢？



（2）用什么方式来了解自己的家乡？

（3）学生交流、汇报。

（4）教师小结：是啊，家乡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在同学
们眼里，家乡是美丽的，也是可爱的。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家乡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每个人都
热爱着自己的家乡。

三、地图上找家乡

1、看地图，找家乡。

（1）出示中国地图，请同学们在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家乡，并
给家乡家乡涂上颜色。

（2）看一看中国地图，看到它让你想到了什么？要是别人问
你：你的家乡在哪里？你怎么说？（引导学生用“我的家乡
在xx省xx市xx镇”的形式来回答。）

（3）请学生在小组内说说。

（4）全班交流。

2、出示湖北省地图，小组合作找家乡。

（1）过度：我们湖北省风景优美，人杰地灵，有好多地方呢。

那我们家乡的省会在那呢？湖北省的版图像什么呢？我们家
乡的具体位置在哪呢？请同学们带着问题去找找吧。

（2）小组合作，找家乡。

（3）全班交流。



（4）游戏：“12345，你的家乡在哪里？”“在这里，在这
里，我的家乡在这里。”

（5）教师小结：家乡是祖国的一部分，我们的家乡在祖国的
腹地中心。

3、认识地图图例、方位。

（1）出示中国地图，请学生指出地图上的方位。教师介绍地
图的简单图例、方位。

（3）小组代表发言。

（4）班级抢答赛：师提问学生抢答，巩固复习地图方位及家
乡的邻省有哪些。

（5）完成39页填空，请学生独立在政区图上找到自己生活的
地方。

（6）师介绍《小资料》，学生自主谈一谈，提出不明白的地
方。

四、全课总结

仙桃市是湖北省的一部分，湖北省又是祖国的一部分，湖北
省仙桃市只是祖国版图上一小块地方，这就是生我们、养我
们的地方，是我们心中最美丽、最富饶、最可爱的地方。让
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家乡吧——祝家乡的明天更美好。

我的家乡教案幼儿园篇四

1.通过收集、介绍了解家乡昆山的文化、特产、名胜、名人
等，引导幼儿用连贯的语言大胆讲述家乡。



2.激发幼儿爱家乡的情感。

1.收集有关昆山的图片、资料等，视频转换仪，课件。

2.调查表人手一张、幼儿照片。

一、激发幼儿的兴趣

1.引：前几天小朋友都带来了自己和爸爸妈妈一起《我的家
乡—昆山》的资料、照片，还完成了调查表。

二、幼儿讲述

2.利用视频转换仪，请个别幼儿讲述。

3.教师简单。

三、幼儿观看课件（昆山的名胜、旅游地、文化特产）

1.分段观看说说：

（1）这是什么地方？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2）你看到的三宝是什么样的？

（3）你知道昆山的三贤吗？在哪里可以看到？费俊龙知道吗？

（4）昆曲是什么地方的戏剧？

（5）你吃过这些食物吗？

2.看到我们家乡的这些建筑物与风景你有什么感觉？

3.：刚才看到的地方，很多小朋友都去过。原来我们的家乡
这么美，还有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



四、擂台赛

1.幼儿分成四队进行比赛，每说出昆山的一个特征（不能重
复说），奖一颗星。

2.幼儿比赛，要求不重复说特征，有序进行。

3.给胜利组发奖。

五、

1.表扬讲述连贯、完整的幼儿。

我的家乡教案幼儿园篇五

1.学会本课十个生字以及新词，认读六个字，继续学习带着
问题默读课文，能够说出第五自然段的主要内容，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积累词语，用指定的词语造句。

2.结合生活实际、图片，结合上下文等

3.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知道柿子的可爱之处，和收获柿子时的欢乐，体会作者热爱
家乡的思想感情。

学习归纳自然段的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学会本课十个生字以及新词，认读六个字，用指
定的词语造句，初读课文，了解课文的内容。

板书：2．我爱家乡的柿子

二、初读课文，扫除字词障碍：



提示：读课文，读准字音。

出示部分词语：

区分“成熟、熟透”的字音。

提示：读课文，说说你有不懂的词语吗？

指导理解词语：

偏僻：离城市或者中心区远，交通不便。近义词是：偏远

垂涎欲滴：（1）形容非常馋想吃的样子。（2）比喻看到好
的东西，十分羡慕，极想得到。

侦察：为了弄清敌情、地形及其他有关作战的情况而进行活
动。本课指孩子们那采摘柿子当作一次非常开心的战斗。

敏捷：（动作等）迅速而灵敏。近义词是：矫捷

集体识字：

本课生字中有很多形声字，老师举个例子。

偏：左边单人旁，右边“扁”声。还可以组词“偏
远”、“偏向”等。找出生字中同样类型的字自己学习。

引导：你认为哪些字最容易出错。

指导写字：

馋：右上方为“免”，上下的两个“点”上下对齐。

唇：上面的“辰”，包住下面的“口”字，“撇”要拉长。



学生练习书写，要求正确美观。

再用5分钟时间记忆字形书写，然后听写。

听写四个词语：偏僻垂涎欲滴敏捷小心翼翼

三、了解课文的内容：师：谁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提示：谁愿意读给大家听？你认为谁读得最好，说出理由？

四、作业：

抄写生字。

教学要求：继续学习带着问题默读课文，能够说出第五自然
段的主要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词语。

一、引入新课：2’

激发情感：（播放柿子的图片）看着这些让人垂涎欲滴的柿
子，我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欢喜，于是我情不自禁地说：我
爱家乡的柿子。

板书：我爱家乡的柿子

二、学习课文，体会作者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提示：围绕爱柿子，都写了关于柿子的什么？

引导：默读第二、三、四自然段，你觉得柿子树开花、坐果
和丰收时的景象怎么样？

抓住重点进行指导：

提示：“每年六月，柿子树上，开满了黄灿灿的小花朵。那



花儿小巧精致，犹如童话王国中的金色皇冠”你感受到了什
么？有语气地读出来。

引导：“柿子花谢过不久，碧绿的树叶中间一下子冒出许许
多多青里透亮的小生命，那就是小柿子。”你怎么理解？激
发情感：这些青里透亮的小柿子就是一个个具有活力的生命，
作者想象的多好，我们读出来。

重点指导感受摘柿子的开心：

引导：默读第五自然段，画出描写我们摘柿子时情景的句子。

提示：仔细地读读，想象当时的场面和情景？

引导归纳这个自然段的'主要内容：通过孩子们的摘柿子的情
景描写，我们感受到了——学生读第一句话。这句话就概括
了这个自然段的主要内容。

引导：吃柿子又是别有一番风味，读最后一个自然段，进行
体会。

提示：读全文，体会作者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三、拓展延伸：激发情感：家乡的柿子美，家乡的一切都很
美：

四作业：写一首热爱家乡的诗歌或者“我爱_________”

家乡的小窗

我爱你呀，家乡！

我爱你呀，家乡明亮的小窗。

春天，你是绿色的画页，



嫩缅的树叶，翠绿的丛林，墨绿的山岗……

那剪影似的忙碌的人呵，

编织着绿色的希望。

夏天，你是七彩的画页，

花朵的山，羊群的云，庄稼的浪……

大蝈蝈爬上了

缀着喇叭花的瓜秧。

秋天，你是金色的画页，

金色的梨子，金色的穗头，金色的禾场……

闪动着一张金色的胸膛。

冬天，你是银色的画页，

银色的雪人，银色的屋脊，银色的村庄……

山脚下水晶似的冰上，

冰橇像小甲虫来来往往。

我爱你呀家乡明亮的小窗，

我爱你呀，家乡！

课外拓展：搜集你童年的趣事，并试着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