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 小
班科学教案小脚丫(模板12篇)

教案的编写要注重因材施教，因时制宜，尊重学生的个体差
异和发展规律。以下是一些高二教案的实例教案，希望能为
广大教师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一

1.认识几种有特征的动物的脚丫

2.体验辨认小脚丫的乐趣

一、请孩子看看，唱唱自己的脚

1.我们来唱唱我们的小手小脚歌曲《小手小脚在哪里》

2.数一数自己有几只脚，我们的小脚有什么本领呀?

教师带领幼儿走一走，跳一跳，跑一跑，感受脚是我们的好
朋友

二、幼儿辨认这是谁的小脚丫

1.出始小脚丫的图片，让幼儿找一找是哪只小动物的

3.再次辨认这是谁的小脚丫

三、游戏：找一找，踩一踩小脚丫

1.教师说出小动物的名字让幼儿去找找它的小脚丫

2.教师与孩子一起辨认没有看过的小脚丫(马的小脚丫)



3.继续寻找其他的小脚丫。

幼儿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形象性、具体性的特点，喜欢直接参
与尝试，对操作体验型的活动尤为感兴趣。本次科学活动正
符合了孩子们好动手、喜探究的心理特点。活动的目的是培
养幼儿动手操作、主动活动的兴趣和创造意识。材料的提供
上既注意材料的平常性，又充分注意了材料的层次性、开放
性，幼儿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主动探索，
体验成功的快乐。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二

小班阶段幼儿知识经验不够丰富，但对周围世界充满浓厚兴
趣，探索世界不妨从幼儿最贴切的自身开展。小脚是每个孩
子都有的，对于我们小班的孩子，每天午休起床都会玩玩小
脚丫，幼儿对身体的初步探索有着强烈的兴趣，这是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根据小班幼儿“认识很大程度依赖于行动”
的特点，在活动形式的安排中，着重幼儿的直接体验，通过
说、看、摸、动等形式，让幼儿充分感知、比较，认识脚的
特点，激发幼儿对生活、对自己成长的热爱及渴望。

1、通过活动使幼儿产生初步的探索兴趣，激发幼儿对成长的
渴望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2、通过活动让幼儿感知自己小脚的作用和特点，知道脚会随
着人体而慢慢长大。

3、通过活动让幼儿懂得爱护自己的小脚，培养幼儿的自理能
力。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幼儿完成过小脚印的美术作业

物质材料准备：幼儿的小脚印地垫、室外的脚印画、幼儿小
时候的小脚印。

二、小脚是我们最需要的好朋友，我们的很多活动都离不开
脚。

1、说一说：我的小脚会做什么?

2、做一做：我的小脚会做什么?

三、认识小脚，和小脚丫做朋友。

1、伸出小脚看一看，和小脚做朋友。

2、帮小脚活动一下(擦擦脚背，搓搓脚跟，揉揉脚趾头)。

四、谈一谈：为什么有些人的脚大，有些人的脚小。

1、观察比较，谁的脚大，谁的脚小。

2、感知小脚和我们的身体一样，会慢慢长大。

五、玩一玩：关于小脚的游戏。

1、小脚变变变。

2、踩脚印。

3、小脚在哪里。(找脚印)

六、帮小脚找朋友，保护小脚。

1、活动区中继续开展踩脚印的活动。



2、开展游戏活动：大脚和小脚。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三

1、在活动中感知自己小脚的特征和特点，了解自己的小脚丫
及其简单的功能，产生初步的探索兴趣。

2、体验穿大鞋的乐趣，锻炼身体的协调性。

3、初步培养幼儿对活动的兴趣，并能产生愉悦的情绪。

4、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能力。

5、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四

小班阶段幼儿知识经验不够丰富，但对周围世界充满浓厚兴
趣，本次活动选材来源于幼儿的生活，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
特点，小脚是每个孩子都有的，却很少有机会仔细观察它，
在游戏中萌发幼儿对身体的初步探索兴趣，我认为是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根据小班幼儿"认识很大程度依赖于行动"的
特点，在活动形式的安排中，着重幼儿的直接体验，通过看、
说、摸、跳、玩等形式，让幼儿充分感知、认识脚的的各部
分名称及特征。

活动中加入了"穿大鞋"这个游戏，孩子们穿上爸爸妈妈的鞋
后，心情会很激动，通过走一走，跳一跳等活动，感知到了
妈妈的鞋子大，自己的鞋子小，又结合了大小的认知概念。
这一设计符合小班孩子爱穿大鞋的特点，真正体现了玩学交
融，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从而使孩子得到了发
展。

实践下来，我觉得孩子虽然比较开心，可是和我预设想象的



还有距离，孩子由于老师的考虑不周，没有形成较好的规则
意识，通过反思，我发现了需补缺的地方，在以后的教育教
学活动中应该更仔细的考虑问题，要做到做一百个准备！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五

《纲要》中指出，对幼儿的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在
激发幼儿的兴趣和探究欲望。

脚对于幼儿来说，并不陌生，每天的行走、运动都需要脚。
对脚的用途，已有一定的感性经验，但较零碎，没有一个整
合的概念。幼儿最喜欢赤脚，但经常受到大人、环境的限制。
通过提问、体验、延伸等活动帮助幼儿进一步了解脚的用途，
体验脚踩在不同材料上的感觉。

2、初步引导幼儿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

3、喜爱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爱运动的好习惯。

4、锻炼幼儿的反应能力，提高他们动作的协调性。

1、帮助幼儿把鞋、袜脱下并组织幼儿到户外(有地砖、草地、
沙坑的地方)。

2、红、黄、蓝、绿水粉颜料各二盆;铅画纸二张。录音机、
音乐磁带。

3、戏水盆四只，里面放些水;抹布若干块。

一、自由跑跑跳跳，引出幼儿活动兴趣。

引导幼儿讲述小脚的用途;

二、第一次感知表达活动。



1、让幼儿赤脚在地砖、沙地、草地上走走，体验脚底接触这
些材料的真实感受;

2、启发幼儿用语言表达小脚踩在这些材料上的体验、感受。

三、第二次感知表达活动。

1、再次让幼儿体验小脚走在这些材料上的感觉，进一步激发
幼儿对脚底接触这些材料的感受。

2、小结：小脚踩在各种材料上的感觉。

四、小脚作画，印地毯。师生一起为大地毯印上美丽的花纹。

五、延伸活动：小脚玩水

小班阶段幼儿知识经验不够丰富，但对周围世界充满浓厚兴
趣，本次活动选材来源于幼儿的生活，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
特点，小脚是每个孩子都有的，却很少有机会仔细观察它，
在游戏中萌发幼儿对身体的初步探索兴趣，我认为是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根据小班幼儿“认识很大程度依赖于行动”
的特点，在活动形式的安排中，着重幼儿的直接体验，通过
看、说、摸、跳、玩等形式，让幼儿充分感知、认识脚的的'
各部分名称及特征。

活动中加入了“穿大鞋”这个游戏，孩子们穿上爸爸妈妈的
鞋后，心情会很激动，通过走一走，跳一跳等活动，感知到
了妈妈的鞋子大，自己的鞋子小，又结合了大小的认知概念。
这一设计符合小班孩子爱穿大鞋的特点，真正体现了玩学交
融，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从而使孩子得到了发
展。

实战下来，我觉得孩子虽然比较开心，可是和我预设想象的
还有距离，孩子由于老师的考虑不周，没有形成较好的规则



意识，通过反思和其他老师的指导，我发现了需补缺的地方，
作为教师，我应该更仔细的考虑问题，要做到做一百个准备!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六

1、在看一看、踩一踩、玩一玩的过程中增进孩子对脚的认识，
发展脚的触觉功能。

1、用不同材料铺成的小路(黄沙、鹅卵石、木板、地砖)

2、不同质感材料若干(纸、草坪、海绵、泡沫、黄豆、弹珠、
地砖、米)

3、头饰若干，五角星若干

能用脚感知出不同质感的材料

环节任务

操作要点

1、音游：滑稽的脚先生

2、猜猜他在哪里。(师说名称幼儿快速指出：脚尖、脚跟、
脚底、脚背、大脚趾、小脚趾)。

3、小脚有什么用?(小脚本领真大)

1、瞧，今天王老师给你们准备了四条小路，看看是哪四条小
路;(黄沙路、鹅卵石路、木板路、地砖路)

2、你们用小脚去走走有什么感觉?

3、幼儿交流：把你的感觉来告诉大家。



4、小结：木板路走上去感觉硬硬的，有点暖暖的;。，地砖
路是冰凉的，很光滑的;黄沙路是麻麻的，脚还会陷下去的，
鹅卵石路是不平的，有点疼疼的。

1、说说有些什么东西?

2、幼儿自由探索感知，老师指导;

3、小结交流：小脚发现了什么?

幼儿两两结队相互检查感知不同材料。(找一个朋友，两人商
量好谁先遮起眼睛来猜另一个人来帮他检查，猜的人全说对
了给他一颗五角星，再换过来。)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七

1、体验脚的用处，喜欢自己的小脚。

2、知道听音乐做游戏。

1、一个大脚印，两个可以套在手掌上的脚印。

2、关于脚的汉字：脚尖、脚趾、脚跟、脚背、脚边等。

一、看看脚上有什么？

3.教师小结：两只小脚丫，十个脚指头，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往上摆，往下摆，往左摆，往右摆，勾起脚趾点点
头，“大家好！”

二、知道小脚用处大。

1、你喜欢用小脚做什么事？

2、保护小脚：我们的小脚会做那么多的事。你们闻闻。怎么



会有味道的？小脚做了那么多的事，脏了，累了，我们怎么
帮助他呢？（模仿洗脚）幼儿念儿歌穿袜子。

三、玩游戏“滑稽脚先生”

2、你们听听，看看小脚有哪些走路的样子？（教师表演）

3、你们听到歌里说，小脚有哪些走路的样子？（教师套上手
掌脚印，幼儿看着教师的提示，学唱歌曲）

4、我们也来唱唱，唱的时候让我听清楚你是怎样走路的。

5、我们边唱边跳。

6、你们来找朋友唱唱跳跳吧。（边唱边舞蹈）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八

在本次的教学活动中，始终本着"让幼儿成为学习的主人"的
理念，努力使幼儿达到"主动地学、有兴趣地学、理解地学"
的目的。以游戏贯穿始终，让幼儿自主探索、观察，自由讨
论、交流。运用合作，师幼互动的形式，以幼儿为主体思想，
教师起引导的作用，结合新的理念而进行教学。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九

1、初步认识和了解小脚丫。

2、知道爱护、保护脚，讲究脚的卫生。

1、课件-照片：谁的脚大

2、音乐：放你的小脚丫



1、音乐：放你的小脚丫

幼儿听音乐做动作，激发幼儿自由表现脚的本领。

2、出示照片：比比谁的脚大，激发幼儿兴趣。

瞧：这两个小朋友在干什么？

你也和旁边的小朋友比一比谁的脚大？（幼儿相互交流，模
仿脚的动态活动。）

1、让幼儿观察、了解脚的外形特征。

2、学习正确脱袜子。

指导幼儿正确脱袜子，重点示范和指导幼儿正面脱袜，并放
到指定的位置。

3、观察小脚丫

（1）你的脚长得怎么样？

（2）数一数一共有几个脚趾？

我们一起数数，引导幼儿有顺序地逐一点数。

（3）脚趾上是什么？脚趾甲有什么用？除了脚趾还有什么？

引导幼儿认识脚掌、脚跟。

1、获得不同的体验。

让相邻的两名幼儿互换一下鞋，穿一穿，有什么感觉。

（知道穿合脚的鞋才舒服）



2、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脚舒服些？

（幼儿思考爱护脚的方法。）

1、出示照片：雪地上的脚印

小朋友，你们看雪地上留下了什么？这些脚印是怎么留下的？

2、你有什么办法把我们的脚印留下来？

幼儿想办法，并描画脚印。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十

1。通过多种方式初步了解小脚丫的结构、功能

2。能和老师、同伴一起讨论、总结如何保护小脚丫

3。喜欢小脚丫，萌发保护小脚丫的意识

ppt、图片、各种材质的材料

（一）律动导入 激发兴趣教师：春天来了，让我们带着小脚
丫去旅行吧。小脚丫来到了圆圈上，我们一起走圆圈。

播放音乐《拉个圆圈走走》进行律动

（二）多种方法 认识脚丫

1。观察小脚丫的结构

（1）看一看。

教师：小脚丫累了，快坐下让我们的小脚丫休息一下。看一
看我们的小脚丫上有什么呀？



（2）数一数。

教师：有小朋友说有脚趾。让我们来动一动自己的脚趾，数
一数每个小脚丫上有几个脚趾头啊？这些脚趾头长得一样吗？
哪个脚趾头最大？（大脚趾）哪个脚趾头最小？（小脚趾）

（4）摸一摸。

教师：那我们摸一摸小脚丫上像山坡一样拱出来的这个叫什
么？（引导幼儿说出脚背）

2。感知小脚丫的功能

（1）走一走——感受不同质地的材料教师：小脚丫休息了一
下，又要去旅行了，跟着我慢慢走哦！

教师小结：刚才我们的小脚丫走了毛毯、独木桥、防滑毯和
海绵垫，小脚丫都有不同的感受呢！

教师：那我们的小脚丫除了会走，还有什么本领呢？这些本
领就藏在黑板上的图片里，请小朋友分组去看着图片学一学
吧！

（2）学一学——自主探索小脚丫的不同本领幼儿自主学一学：
跑、跳、踢、跺脚等动作。

（播放常规音乐）教师：快让小脚丫站到圆圈上休息一下吧！

教师总结：我们的小脚丫还会干什么？（根据幼儿回答带领
幼儿学一学）

（三）讨论总结 保护脚丫教师：小脚丫站了这么久，一定累
了，快坐下休息一下。小脚丫有这么多本领，我们应该怎么
保护它呢？请小朋友来说一说。



教师出示图片、视频帮助幼儿总结：

2．户外活动的时候注意安全。教师：有的小朋友说我们跑步
的时候要当心不要踩到其他小朋友的脚、不要从太高的地方
跳下来。这告诉我们呀，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保护
小脚丫不要受伤。

3．坐电瓶车脚分开。播放视频。教师：我们看看这个小朋友
的小脚丫怎么了呀？那我们坐电瓶车来幼儿园的时候应该怎
么保护小脚丫呢？（脚分开）4．穿合适的鞋袜。教师：我还
听到有的小朋友说呀，我们要穿上合适的袜子、鞋子来保护
小脚丫不受伤、不着凉。那赶紧穿上我们的袜子，小脚丫又
要去旅行啦！

（四）结束活动活动延伸领域渗透：美术活动《小脚丫印
画》。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十一

１、在活动中感知自己小脚的特征及其用途，产生初步的探
索兴趣。

2、通过音乐、美术、运动游戏等方式去感受小脚丫带来的乐
趣。

３、让幼儿懂得爱护脚，保护脚，讲卫生。

１、水彩笔、蜡笔、图画纸、剪刀、装饰彩带各若干；

２、新年树一棵；音乐两段。

一、谜语引发兴趣。

１、以小脚的谜语起幼儿兴趣。



师：今天我们这儿来了一个特殊的小客人，它是谁呢？请小
朋友猜一猜。

谜语：我有两个好朋友，会跑会跳也会走。

附：脱袜子：缩起小脖子（脱袜筒至脚心），拉长小鼻子
（拉出袜头），弯弯小身子（对折），住进小房子（放进鞋
子）。

２、小脚丫做游戏。

师：小脚都出来了，它好高兴哟！我们一起把小脚跷起来让
大家看看，我们和它做个游戏：小脚小脚动一动，小脚小脚
跺一跺，小脚小脚勾一勾，小脚小脚绷一绷，小脚小脚碰一
碰，小脚小脚摸一摸，小脚小脚挠一挠，左三圈儿，点点头，
右三圈儿，点点头，左摇右摆点点头，一前一后真有趣，前
前后后点点头，哈哈，小脚小脚真可爱。

二、探讨脚丫的用途。

１、讨论：小脚有什么用？

师：好可爱的小脚丫，我们的小脚丫有什么用处呢？（走楼
梯、踢毽子、走路、赛跑、跳芭蕾舞、骑自行车、登山、跳
绳、踢足球等。）

三、听音乐跳舞

（一）音乐：爱劳动的小精灵

１、下面请小朋友先听一段音乐，听着这段音乐小朋友的小
脚想干什么，听完后告诉我。（启发幼儿说出小脚不同的跳
法）

２、引导幼儿听音乐小脚做出不同的.动作，并鼓励幼儿动脑



筋跳出新的舞步。

（二）音乐：快乐戏水

１、教师随音乐展示自己的小脚小朋友的小脚可真棒，老师
的小脚也想露一手。跳完后提问

（１）刚才老师的小脚去干什么了？

（２）它是怎么玩水的？

２、师幼一起随音乐感受小脚丫的快乐。

３、引导幼儿讨论如何保护我们的小脚丫。

四、师幼共同布置"快乐的新年树"

１、画小脚丫现在天气很冷，小脚在外面玩时间长了会生病
的，我们怎样留住我们的小脚丫？（请小朋友为小脚照个相）

２、引导幼儿发现每个人的小脚是不一样的

３、师幼共同有小脚丫装饰新年树我们的小脚会做许多事情，
会跳舞，做画，做游戏，我们的小脚的本领可真大，小脚不
但本领大，还非常有爱心呢，新年到了，小脚发现小朋友们
都穿上了漂亮的衣服，可是，新年树却光秃秃的非常可怜，
于是小脚就想用自己来装饰新年树，小朋友想不想帮助小脚
丫来实现这个愿望？下面老师请小朋友把装饰好的小脚丫送
到新年树上。

４、师幼一起围着装饰好的新年树跳舞，庆祝新年快乐。

大脚丫小脚丫教案小班活动反思篇十二



1、通过看、摸、捏、闻等感知活动，了解自己的小脚丫及其
简单的功能。

2、初步培养幼儿探究自己身体的兴趣，并能产生愉悦的情绪。

3、培养幼儿集体活动意识和互相谦让的良好品德。

4、愿意参与体育游戏，体验在游戏中奔跑、追逐的乐趣。

水粉颜料、小蚂蚁贴、绘画纸拼成的草地。

一、自由探索操作，了解脚丫的特征

1、动一动小脚

2、数一数小脚

3、扰一扰小脚

4、闻一闻小脚

二、初步了解脚的各部位名称及探讨脚丫的作用

1、出示小蚂蚁贴，引起幼儿的兴趣

2、了解脚的功能

（1）提问：脚都会干什么？让幼儿用动作表示出来

（2）师生共跳脚丫舞，体验快乐

三、印小脚：体验合作成功的喜悦

小班阶段幼儿知识经验不够丰富，但对周围世界充满浓厚兴
趣，本次活动选材来源于幼儿的生活，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



特点，小脚是每个孩子都有的，却很少有机会仔细观察它，
在游戏中萌发幼儿对身体的初步探索兴趣，我认为是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根据小班幼儿"认识很大程度依赖于行动"的
特点，在活动形式的安排中，着重幼儿的直接体验，通过看、
说、摸、跳、玩等形式，让幼儿充分感知、认识脚的的各部
分名称及特征。

活动中加入了"穿大鞋"这个游戏，孩子们穿上爸爸妈妈的鞋
后，心情会很激动，通过走一走，跳一跳等活动，感知到了
妈妈的鞋子大，自己的鞋子小，又结合了大小的认知概念。
这一设计符合小班孩子爱穿大鞋的特点，真正体现了玩学交
融，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从而使孩子得到了发
展。

实践下来，我觉得孩子虽然比较开心，可是和我预设想象的
还有距离，孩子由于老师的考虑不周，没有形成较好的规则
意识，通过反思，我发现了需补缺的地方，在以后的教育教
学活动中应该更仔细的考虑问题，要做到做一百个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