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彩虹伞教案活动延伸(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彩虹伞教案活动延伸篇一

教具构成：粉红塔

教育目的：

1.认识物体的大小关系。

2.通过视觉获得对三维空间差别变化，了解递增递减的关系。

3.发展动作及视觉、触觉的协调。

操作方法：

1.介绍工作名称，去工作毯、工作卡、用具。

2.教师展示工作：粉红塔进行排序，进行错误控制，粉红塔
伴随记忆练习。

3.三段式教学：认识最大的、最小的。

4.请幼儿尝试操作。

5.工作结束，从哪拿得送回哪去。

变化与延伸：粉红塔排序。



错误控制：幼儿的视觉判断

兴趣点：拿取粉红塔的过程、粉红塔搭高排序的过程。

注意事项：每次只拿一块，拿时从最小的拿，放时从最大的
放。

活动名称：感官——粉红塔3

教具构成：粉红塔

教育目的：

1.培养幼儿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2.锻炼幼儿手眼协调能力和做事的顺序性。

操作方法：

1.介绍工作名称，去工作毯、工作卡、用具。

2.教师展示操作过程：粉红塔水平排列，按大小进行排序。

3.请幼儿尝试操作，对粉红塔进行造型。

4.工作结束，从哪拿得送回哪去。

变化与延伸：粉红塔的多种造型

错误控制：教师、幼儿的视觉判断

兴趣点：粉红塔的.造型过程，幼儿拼搭造型后的成就感。

注意事项：注意孩子的顺序性。



彩虹伞教案活动延伸篇二

教育目的：

1.认识物体的大小关系。

2.通过视觉获得对三维空间差别变化，了解递增递减的关系。

3.发展动作及视觉、触觉的协调。

操作方法：

1.介绍工作名称，去工作毯、工作卡、用具。

2.教师展示工作：粉红塔进行排序，进行错误控制，粉红塔
伴随记忆练习。

3.三段式教学：认识最大的、最小的。

4.请幼儿尝试操作。

5.工作结束，从哪拿得送回哪去。

变化与延伸：

粉红塔排序。

错误控制：

幼儿的视觉判断

兴趣点：

拿取粉红塔的过程、粉红塔搭高排序的过程。



注意事项：

每次只拿一块，拿时从最小的拿，放时从最大的放。

彩虹伞教案活动延伸篇三

二教学目标：1、使学生了解身边的安全隐患。

2、学习安全防范措施。

3、培养学生安全意识。

三教学过程：

.导入：同学们，升入六年级的你们高了不少，壮了不少！现
在的你们有更高的能力来保护自己。在我们的身边暗藏着许
多安全隐患，需要我们睁大眼睛注意防范；当我们面对危险
时，应该懂得如何应对。今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在我们的开学第一课就来了解暗藏在我们身边的危险，来学
习如何应对。

.新授：提问：你知道我们身边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学生
自由发言，板书归类)

今天我们就先来了解我们需要注意的安全，主要分为：交通
安全、人身安全、用电安全、饮食安全、校园安全等。

一、交通安全：

1、在马路上行走或骑车，都必须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走路要
走人行道，骑自行车要走非机动车道，横穿马路要看清信号
灯，绿灯行、红灯停，黄灯亮时，不准车辆、行人通行，但
已超过停止线的车辆和行人，可以继续通行。



2、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不要追车、扒车、强行拦车。

3、12岁以下的小学生不准骑自行车上路。自行车的车铃、车
闸必须齐全有效。骑车不要带人，不要三五成群并肩而行，
也不要聊天、勾肩搭背，更不能追逐或曲线骑行。

4、不乘坐无牌、无营运证、超载的车辆。

5、乘坐校车或其他车辆听从安排，行驶中，不要将头、手、
身体伸出窗外。

二、防火安全

1、不要将火柴、打火机当作玩具，也不要烧东西玩。

2、夏天点蚊香时，注意不要靠近窗帘、蚊帐、床单等可燃物，
以免夜晚风吹动时，使这些可燃物飘到蚊香火头上。

3、现代家庭中，家用电器种类很多，少年儿童必须在家长的
指导下正确使用。低年级学生应避免单独使用这些电器，家
庭中不能超负荷用电，不能乱接电线，以免引起电线短路甚
至火灾。

4、常见的灭火方法：用水灭火用东西盖住灭火用沙灭火。

三、用电安全

1、不要用手、金属物或铅笔芯等东西去拨弄开关，也不要把
它们插到插座孔里。喝水或饮料时不要在插座附近喝，以免
水或饮料洒到插孔里，造成电器短路，着火。

2、在户外玩耍时，要远离高压输电设备及配电室之类的地方。
不要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不要到配电室中去玩。

3、房子周围有许多电线，不要在电线上面搭挂、晾晒衣物，



以免发生危险。

4、发现有人触电，在救助触电者时，首先要切断电源。在切
断电源之前，千万不要用手去拉触电者，否则救助者也会触
电。

5、如果无法切断电源，救助者要穿上绝缘胶鞋，或带上绝缘
手套，或站在干燥的木板上，用干燥的木棍、竹竿等去挑开
触电者身上的电线。

6、小学生因为人小，无法对触电实施救护，应该及早地叫大
人来处理，并打“120”急救电话，让医生来救护。

四、饮食安全

1、购买食物时，注意食品包装有无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是
否过保质期，食品原料、营养成分是否标明，有无qs标识，
不能购买三无产品。

2、打开食品包装，检查食品是否具有它应有的感官性状。不
能食用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
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若蛋白质类食品发粘，
渍脂类食品有嚎味，碳水化合物有发酵的气味或饮料有异常
沉淀物等等均不能食用。

3、不到无证摊贩处购买盒饭或食物，减少食物中毒的隐患。

4、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自己的餐具洗净消毒，不
用不洁容器盛装食品，不乱扔垃圾防止蚊蝇孳生。

如何判别伪劣食品？

伪劣食品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人们在日常购物时却
难以识别。《伪劣食品防范“七字法”》，以通俗易懂易记



的方式引导消费者强化食品安全自我防范，以期使伪劣食品
因缺乏市场而退出市场。防范“七字法”：即防“艳、白、
反、长、散、低、小”。

二防“白”。凡是食品呈不正常不自然的白色，十有八到九
会有漂白剂、增白剂、面粉处理剂等化学品的危害。

三防“长”。尽量少吃保质期过长的食品，3℃贮藏的包装熟
肉禽类产品采用巴氏杀菌的，保质期一般为7—30天。

四防“反”。就是防反自然生长的食物，如果食用过多可能
对身体产生影响。

五防“小”。要提防小作坊式加工企业的产品，这类企业的
食品平均抽样合格率最低，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事件往往在
这些企业出现。

六防“低”。“低”是指在价格上明显低于一般价格水平的
食品，价格太低的食品大多有“猫腻”。

七防“散”。散就是散装食品，有些集贸市场销售的散装豆
制品、散装熟食、酱菜等可能来自地下加工厂。

六、防汛安全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中规定：北京汛
期时间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
期局地暴雨时有发生，极易形成洪涝灾害，影响城市正常运
行和我们的正常生活。

我市气象部门对恶劣天气采取四级预警，分为：蓝、黄、橙、
红。

暴雨来了应主意：



底层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等应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
全地方。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
电伤人。

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窨井或坑、洞中。

不要将垃圾、杂物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
水成灾。

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可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也不要
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
西，寻找机会逃生。

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避，
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电。

彩虹伞教案活动延伸篇四

2、活动目的：

直接目的：

（1）让幼儿认识粉红塔

（2）会依大到小的顺序垒成塔形

间接目的：

（1）培养幼儿的辨别大小的能力

（2）培养幼儿手指抓、捏的动作

3、活动准备：



工作毯一块、粉红塔一组、字卡“大、小”各一

4、年龄：

2.5—3岁

5、活动过程：

（1）教师请幼儿将卷毯取出放在地上铺好。

（2）教师坐在幼儿右侧。

（3）向幼儿介绍教具名称。

（4）教师：“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粉红塔”。

（5）教师带幼儿到教具柜前取塔。（告诉幼儿要从小到大一
块一块取回）

（7）请幼儿将粉红塔依小到大的顺序取出散放在地毯上。

（8）教师手指粉红塔：“这是粉红塔。”

（9）教师取一大、一小两块粉红塔进行比较。

（10）教师：“这是大的、这是小的。哪个是大的？哪个是
小的？”并出示字卡配对，放在塔旁。

（11）教师将粉红塔依大到小的顺序垒高。

（12）在垒的过程中注意动作要慢，用目测和比较的方式找
出大的。

（13）教师说：“请你来试试好吗？”



（14）请幼儿将粉红塔取下，散放在地毯上，

（15）之后幼儿再依次由大到小的顺序垒成塔形。

（16）操作完后将粉红塔放回教具柜原处。

6、错误订正：

（1）大块积木，左手托、右手五指抓，小块积木二指捏。

（2）取时由小到大的顺序。

彩虹伞教案活动延伸篇五

活动目标：

1.尝试泡奶粉，发现奶粉味道浓淡与水量多少的关系。

2.对溶解现象产生新股。

3.乐意在小实验中与同伴交流，体验实验操作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包装好的奶粉足量，被子、调羹每组一份，搅拌棒若干。

2.每人三个一次性被子(里面放有相同数量的饮用水)，一根
搅拌棒，一个透明杯。

3.各种果蔬汁、酱(苹果、香蕉、胡萝卜、番茄等)。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题



策略

1.教师出示整包奶粉

2.观察包装袋上的有关说明

指导语：

1.这是什么?你喝过吗?谁泡给你喝的?

2.怎么泡呢?一起来看包装上的说明。

二、泡奶粉

策略1.教师出示三个杯子，杯中放一样多的谁。

2.三个被子中加入不容量的奶粉，引导幼儿观察奶粉浓度的
不同。

3.幼儿尝试泡奶粉

指导语：

1.三个一样多水的杯子，分别取名为1号杯、2号杯、3号杯。

3.根据你的口味，去试试泡一杯你喜欢的奶粉吧。

4.交流讨论：你在泡奶粉的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

5.小结：奶粉泡在水里不见了，这是溶解现象。如果杯中的
水量不变，奶粉加多，味道就浓，奶粉加少，味道就淡。

三、调配果味牛奶

策略:



1.教师出示苹果汁、番茄酱等。

2.将自己的果味牛奶与爸爸妈妈一起品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