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班玩水教案反思(优秀8篇)
在编写高三教案时，教师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
习能力，以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下面
是一些经验丰富的教师和社区工作者编写的安全教案，它们
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幼儿园小班玩水教案反思篇一

小班幼儿年龄小，对于鞋子的反正总有不少幼儿分不清楚，
每次午睡起床后老师总是一个个帮他们纠正，但效果不很理
想，总有不少幼儿还是穿不对。为了让小班幼儿能很快并正
确地分清反正，学会自己穿鞋。我们设计了“鞋宝宝找朋
友”这一活动，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会区分鞋子的反正，并能
自己穿鞋。

根据小班幼儿以直觉行动思维为主的特点，我在活动形式的
安排中，注重幼儿的感知体验，注重他们的感受、探索。以
游戏为基本活动，通过看、说、摸、做等形式，让幼儿充分
感知、观察、比较、体会鞋子的特点，从游戏中引申出找朋
友，从而激发幼儿对鞋子的热情。

活动目标：

活动的目标是教育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对活动起着导向作用。
具体、明确、适合本班幼儿的目标是活动成功的一半。根据
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对活动的通盘考虑，我定出了一下目
标：

1能分清鞋的左右，学会自己穿鞋。

2、培养幼儿的观察、操作能力。

活动准备：



1、鞋宝宝木偶、音乐《找朋友》。

2、每人一张操作鞋，地垫。

活动方法：

活动方法是为了实现活动目标而选择的，我根据本次活动的
目标，内容还有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采用以下方法：

1、感知体验法：小班幼儿的思维以具体动作为主，让幼儿看
一看、摸一摸、做一做，让幼儿具体感知，幼儿兴趣黯然，
且学习效率较高。

2、谈话法：提供充足时间，让每一位幼儿都有机会发表自己
的见解，提高幼儿的言语表达能力。

3、情境法：通过创设真实的活动情境，让幼儿亲自体验，能
更好唤起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点燃幼儿思维的火苗。

活动过程：

一、导入部分，找朋友，。

二、欣赏木偶剧鞋寶寶，感知鞋的正反。

三、引導幼兒進一步辨別鞋的正反

1、觀察操作鞋的正反，引導幼兒發現鞋子的特點。

2、音樂游戲“碰一碰”

四、找鞋穿鞋，讓幼兒實踐自己穿鞋。



幼儿园小班玩水教案反思篇二

1、注意倾听同伴的谈话，知道别人讲话时不随便插嘴，等别
人把话讲完后再讲。

2、能够围绕”玩水”的话题进行谈话，愿意在集体面前大胆
表达。

3、学习用简短的语句表达玩水的过程，用恰当的词汇表达玩
水时的心情。

4、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5、让幼儿体会游戏的乐趣，发展幼儿开朗，乐观的性格。

1、知识经验准备：幼儿有玩水的.经验。

2、物质材料准备：准备各种瓶子、塑料盒、玩具、用纸折的
小船、毛巾等若干；玩水的课件、小图片（人手一张）；幼
儿玩水的视频、照片（人手一张）。

1、教师引导幼儿观看小朋友玩水时的视频，谈谈自己玩水的
过程及感受。

（1）观看玩水视频，提问：你看到了什么？怎么玩的？

（2）幼儿根据照片自由交谈，表达自己玩水的过程和感受。

（3）请几名幼儿在集体面前谈谈玩水的过程和感受。

2、教师引导幼儿欣赏玩水课件，拓展谈话范围。

（1）欣赏玩水课件，以提问的方式引出话题：他们在干什么？
是怎样玩的？



（2）幼儿根据玩水的图片与身边的同伴自由交谈，并学学不
同角色玩水的样子。教师巡回指导，注意提醒幼儿：围绕玩
水的话题进行谈话，注意倾听同伴的谈话，知道别人讲话时
不能插嘴，要等别人把话讲完后再讲。

（3）鼓励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交谈，并对幼儿的谈话给予及
时的评价。

3、出示玩水的辅助材料。

提问：如果给你这些东西，你会怎么玩水？讨论后随教师出
活动室，借助辅助材料边玩水边交谈。

幼儿园小班玩水教案反思篇三

1．喜欢玩水,在玩的过程中感知水会流动、水能溶解糖和盐
等特点。

2．乐意用语言表达所看到的现象。

1．重点：理解水会流动的特性。

2.难点：用语言表达看到的现象。

塑料筐、杯子、瓶子、勺、叉、糖、盐、石子、沙子等物品。

小班幼儿的思维还处于直觉行动向具体形象过渡的阶段,他们
对事物的理解往往要通过自己的亲身活动来实现,因此,整个
活动必须以幼儿的操作摆弄为主。同时由于小班幼儿的认知
能力还比较弱、他们很难自觉发现水会流动的特性。所以活
动中要借助某些材料设法使水的这一特性显露出来,使幼儿亲
眼目睹这一现象,这样幼儿才容易理解。此外,小班幼儿对事
物的了解过程要比中大班幼儿长,一次活动不宜安排较多的内
容,如水的流动性和水能溶解的'东西幼儿往往不能同时都掌



握。小班的活动更适宜于在横向上多展开,纵向发展则不能太
快。

操作感知一发现讲述一实验思考

1．操作感知（个别活动）

玩水感知水会流动的特性。

（1）为幼儿提供塑料筐、瓶子、叉……,让幼儿玩水、体会
水的流动性。

（2）玩水感知水能溶解某些东西。

为幼儿提供瓶子和糖、盐、石子、沙子等物品,让幼儿在操作
中发现糖和盐被水溶解的现象。

2．发现讲述（小组活动）

（1）让幼儿用勺子往塑料筐和瓶子里灌水。然后说说灌水的
结果,讨论筐里为什么盛不住水。

（2）让幼儿用调羹、叉子舀水。然后谈谈发现了什么现象。
讨论叉子为什么不能舀水。

（3）让幼儿把糖、盐、沙子、石子分别装人四个瓶子里然后
猜猜,如果往瓶子里灌水会发生什么。

（4）让幼儿往每个瓶子里灌水,并用小棒搅拌,然后观察瓶内
的变化,讨论四个瓶子里的东西是不是都不见了。哪些东西仍
在瓶子中,哪些东西不见了,它们到哪里去了。

（5）讨论水的用途和如何节约用水。

建议：发现讲述的内容可分二至三次进行。



3．实验思考

让幼儿回家做冰,并把冰带到幼儿园来。然后相互交流制冰的
方法以及把冰带到幼儿园来的过程中冰的变化。

幼儿园小班玩水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初步建立对水的感觉经验（水是流动的）。

2、通过现有的玩水工具知道哪些工具能盛水，哪些工具不能
盛水。

3、鼓励幼儿积极、大胆地表述（丰富词汇舀、倒、洒、流等
等）

活动准备：

1、每人一套玩水的工具（漏斗、小渔网、小水桶）

2、漏斗、小渔网、小水桶的图片各两张，记录单，笑脸、哭
脸各一张。

活动过程：

一、认识工具，猜想记录

·教师出示幼儿收集的玩水工具，让幼儿观察。

教师说：“小朋友，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工具吗？”

·教师请幼儿仔细观察、猜想。

教师准备相应的盛水工具图片，把能盛水的、不能盛水的分



别用笑脸和哭脸统计粘贴在记录单上。

二、集中活动

游戏《玩水乐》初步建立对水的.感觉经验(水是流动的)

·自由探索游戏，初步建立对水的感觉经验。

教师：1、“请小朋友带上你们准备的玩水工具，一起玩水”。

2、“小朋友们，你们玩水的时候看一看，到底哪些工具能盛
水，哪些工具不能盛水”？

教师注意观察幼儿情况，认真观察幼儿玩水，引导幼儿观察
水流动的现象，感知水是流动的。

三、集体交流，鼓励幼儿积极大胆地表述（丰富词汇舀、倒、
洒、流等等）

·在玩水游戏后，教师组织全班幼儿进行经验分享。

教师说：“小朋友用了漏斗、小渔网、小水桶进行玩水了，
哪些工具能盛水？哪些工具不能盛水？为什么漏斗、小渔网
不能盛水呢？”

四、整理记录能盛水和不能盛水工具的正确答案

教师说：“现在我们重新摆放能盛水和不能盛水工具的正确
答案。

五、提出问题，引发幼儿继续探索

教师说：“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什么工具能盛水，什么工具
不能盛水吗？你们可以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寻找，收集回来
告诉老师和小朋友。



《小班游戏教案“玩水乐”》摘要：;自由探索游戏，初步建
立对水的感觉经验。教师：1、请小朋友带上你们准备的玩水
工具，一起玩水。2、小朋友们，你们玩水的时候看一看，到
底哪些工具能盛水，哪些工具不能盛水？教师注意观察幼儿
情况，认真观察幼儿...

幼儿园小班玩水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强
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幼儿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活动准备：

事先了解有关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课件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

1、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我们可以穿短袖、短
裤了？



2、天气渐渐变得很热了，你们热了怎么办？可是有些小朋友
因为热就悄悄去河里、池塘里洗澡，你们想知道他们去洗澡
发生了什么事吗？告诉你们，有好几个小孩下河洗澡被淹死
了，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老师很伤心，他们
的'爸爸妈妈也很伤心。（出示课件）

二、防溺水教育

1、小朋友们，我们怎样使自己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呢？

2、教师先向幼儿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教师小结：（1）教育幼儿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
池塘、无盖的水井边等处戏水、游泳。不能独自或结伴到池
塘边钓鱼、游泳、玩水。

（2）教育幼儿在来园、离园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水，下江游泳。

（3）我们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很多小朋友都不会游泳，如果
发现有幼儿不慎掉进江河、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我们不
能擅自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来相助或拨打“110”。

这几个小朋友做的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帮他改正过来呢？
（幼儿讨论）

4、说一说

说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三、小结：

（1）通过这个活动，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
里，希望你们通过这个活动，你们要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



觉遵守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活动反思：

幼儿知道了游泳时不能随便离开大人，要远离水深的地方，
不要玩水。

幼儿园小班玩水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喜欢听简短的故事。

2、尝试用普通话有礼貌地招呼别人。

3、培养幼儿健康活泼的性格。

4、学会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幼儿热爱生活，快乐生活的良
好情感。

活动准备：娃娃玩具、动物木偶若干

活动过程：

1、出示娃娃玩具，引起宝宝活动的兴趣。

2、木偶故事表演“早上好”。

3、引导宝宝说说：小动物们在干什么？

4、学学说说小动物、娃娃是怎样有礼貌的打招呼的。

5、音乐游戏：早上好

师播放音乐“早上好”，引导宝宝见到老师、同伴能有礼貌



的打招呼。

设计意图：

最近一段时间宝宝们上幼儿园，早上见到老师打招呼的越来
越少，即便老师主动招呼，多次提醒，但有的宝宝就是不愿
意与你打招呼，也有非常主动与老师打招呼的宝宝。针对这
些情况的发生，我们想通过预设的学习活动引导宝宝能有礼
貌的与人打招呼。

幼儿园小班玩水教案反思篇七

目标：

1、听懂故事内容，喜欢丁丁的角色。

2、初步建立不要麻烦父母的意识。

准备：教学挂图，幼儿用书，大丁丁角色图。

过程：

1、介绍角色，引起听故事愿望：

教师以角色口吻介绍角色。

“我叫大丁丁，小朋友们好！”（鼓励幼儿与大丁丁打招呼。
）

交代故事名称。

“你们知道我几岁吗？”（三岁）

2、教师有表情地讲故事：



—“你们知道大丁丁在干什么？”

3、看看说说，理解故事主要内容：

出示教学挂图，教师再次讲故事。

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半夜里，大丁丁要小便，为什么不叫爸爸妈妈？”（学讲
大丁丁的想法）

“大丁丁把小便撒在哪里了？”

“大丁丁怎么会把小便撒在爸爸的皮鞋里呢？”

“爸爸妈妈说什么？”（学讲爸爸的话）

“爸爸妈妈喜欢大丁丁吗？你喜欢大丁丁吗？”

4、经验迁移，懂得不要麻烦爸爸妈妈：

“晚上，你要小便会不会自己起床？”

“还有哪些事情你也不用麻烦爸爸妈妈？”

幼儿园小班玩水教案反思篇八

幼儿对水的喜爱似乎是一种天性，只要有时间、有机会他们
总爱在水里玩耍、嘻闹，但又往往受到大人的制约，无法尽
兴地去玩水。因此，我们经常发现在洗手时幼儿们经常把衣
服袖子弄湿，或者是洗一次手要花很长的时间。为了彻底满
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尊重他们对水的兴趣，使他们对水有更
多的了解，因此设计了“我们一起来玩水”这一活动。

１、在游戏中感知水的主要特性和用处，知道节约用水，体



验玩水的快乐。

2、鼓励幼儿大胆提出问题，能用较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
想法。

3、培养幼儿对科学探索活动的兴趣及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１、盛满水的盆

２、塑料袋、铁丝

３、透明的瓶子、颜料、图画纸等。

４、各种会沉和浮的玩具如：纸船、塑料杯、石头、铁罐等

一、水真有用

１、出示装满水的盆，让幼儿说一说水有什么用？

2、请幼儿讨论该怎样节约用水

3、教师总结：水真有用，没有水我们人类和动物、植物就无
法生存，所以我们要节约用水。

二、水真好玩

1、幼儿分组游戏探索

第一组：玩水袋：引导幼儿感知水的流动性。

第二组：会变颜色的水：引导幼儿观察水的颜色变化

第三组：沉浮：引导幼儿讨论什么东西会沉下去？什么东西
会浮在水面？



2、师小结：刚才每个小朋友都用水玩了各种好玩的游戏，请
小朋友回去想一想还可以用水玩什么好玩的游戏。

三、活动延伸

让幼儿回家和爸爸妈妈说说今天在幼儿园玩水的感受。

［评析］

利用孩子的天性，在游戏活动中，为幼儿营造轻松、愉快、
自主的游戏氛围，使幼儿能够积极参与到游戏当中来，叙述
自己对水的体验和享受玩水的乐趣。

从身边小事启发幼儿，让幼儿认识到水对人类及各种动植物
的重要性，让幼儿从小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并懂得珍惜
每一滴水。以分组活动的形式，让每个幼儿按意愿选择组别
活动，教师在适当的时候给以引导启发，使幼儿在有趣的游
戏中，主动探索科学现象，从而获得粗浅的科学知识和科学
体验，并体验游戏的快乐。

［设计意图］幼儿对水的喜爱似乎是一种天性，只要有时间、
有机会他们总爱在水里玩耍、嘻闹，但又往往受到大人的制
约，无法尽兴地去玩水。因此，我们经常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