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灵活巧妙的剪刀教学反思 石头剪
刀布教案及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灵活巧妙的剪刀教学反思篇一

我方派出小兵-----二姨丈上阵。我为了让我方打赢战争，特
地和二姨丈窃窃私语了一下，就是让二姨丈出布。可没想到
的是二姨丈竟然伸出五根手指头，对我说：“是这个布
吗？”我为了掩盖姨丈的“罪行”急急忙忙的握住姨丈的手
说：“合作愉快”还一边眨眼，真是天衣无缝，这下我们必
胜无疑！

比赛开始，是姐姐vs二姨丈。“石头，剪刀，布！”双方在
这句尖锐的叫声中“出了牌”此时，我也激动万分的站了起
来，庆祝胜利的到来。但是情况有点儿布对劲啊。一看，二
姨丈出布，姐姐出剪刀，我们输的惨不忍睹，没办法，愿赌
服输，我们只好无可奈何的去端西瓜。

吃好了西瓜以后，又要开始比赛了，这下谁输了去把西瓜皮
端出去。两队各自放狠话，我：“上一盘让你们，这一盘，
哼！没那么简单！”对方：“自信的人往往都是落水的人！
你们输定了！”比赛又开始了，啊！我出石头，对方出布，
我们又输了。

骄傲使人落后，下次要谦虚点。



灵活巧妙的剪刀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练习腿部及脚部的反应能力，发展动作的协调性。

2、养成遵守游戏规则和公平竞赛的意识。

3、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石头剪刀布的乐趣。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要强调游戏规则，同时观察幼儿的活动状况。

活动准备

孩子已经能熟练的用手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

活动过程

开始环节：

幼儿两路纵队进入场地，复习听信号变速跑的动作

基本环节：

一、导入

但是我们这次不是用手来玩，要用脚。你们想一想咱们用我
们的小脚玩石头剪刀布？

二、幼儿探索用脚的不同站法来表现石头；剪刀；布，教师
总结。



幼儿自由设计，教师巡回指导。总结找到好的设计

三、幼儿听口令练习新创编的脚上动作

四、两个一组分组玩脚部石头剪刀布的游戏

结束环节：

采用比赛的形式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激发幼儿兴趣。

延伸环节：

当幼儿熟悉游戏玩法后，可采用淘汰制的方法增加游戏的竞
赛性。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幼儿参与积极性很高，因两两比赛前规则强调的不
太明确，所以很多孩子在石头剪刀布的口令已经停止时还换
动作了，所以引起争吵。以后一定要注意重点强调规则，使
幼儿从小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

小百科；“石头、剪刀、布”是猜拳的一种，两人玩，起源
于中国，然后传到日本、韩国等地，随着亚欧贸易的不断发
展传到了欧洲，到了近现代逐渐发展到世界。游戏规则中，
石头克剪刀，剪刀克布，布克石头。

灵活巧妙的剪刀教学反思篇三

1、掌握石头剪刀布的游戏规则，初步学唱歌曲。

2.初步感受歌曲中说唱的演唱形式，体验歌曲与游戏结合的
乐趣。



3.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一、游戏导入，巩固猜拳游戏方法和规则。

1、提问：你们会玩石头剪刀布吗？怎么玩的？怎么才算赢？

2.幼儿示范，教师总结方法：石头剪刀布，布包住石头、石
头锤剪刀、剪刀剪破布。

二、在歌曲中开展猜拳游戏，帮助幼儿熟悉歌曲旋律与歌词。

1、幼儿在歌曲中自由结对开展猜拳游戏。

2.提问：游戏时有没有听到歌曲里输的一方是怎么做的？(输
的跟我走)

三、学唱歌曲，尝试配很简单的动作。

1、完整欣赏歌曲。

2.师幼共同整理歌词。

3.教师带动幼儿有节奏的念唱歌词。

4.跟着音乐练唱歌曲。

5.在熟练的`基础上配合相应的动作进行两两合作表演。

本首歌曲以猜拳这个幼儿熟悉的游戏为素材进行创作，节奏
鲜明，情境丰富，幼儿活动兴趣十分的高涨。虽然通过游戏
的开展和歌词的练习，但是由于歌曲本身的速度有点快，幼



儿跟唱起来有点困难！活动前应该要对速度做好调整准备，
让有趣的歌曲能成为更适合小班的合适教材。

灵活巧妙的剪刀教学反思篇四

1、了解石头的基本特性。

2、愿意大胆表述自己的发现，并与教师、同伴交流、分享。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培养幼儿对科学现象进行探索的兴趣。

活动重点：

了解石头的基本特性。

活动难点：

愿意大胆表述自己的发现，并与教师、同伴交流、分享。

石头房子图片、颜色、大小不一的石头若干、鸡蛋

一、导入活动

1、带领幼儿随音乐进入活动室；

2、出示彝族石头房子图片，激发幼儿兴趣；“这是什么？”

3、设疑提问：“这些漂亮的房子是有用什么材料来建造
的？”

“彝族人为什么要选用石头作材料来盖房子？”



“石头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请小朋友找一个石头做朋友)

二、多种感官感知、多向交流、体验特性

1、看石头朋友，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石头朋友的形状、色彩、
花纹、大小等。

(1)“请小朋友仔细看看你的石头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2)“请你和旁边的小朋友比一比，两块石头一样吗？哪里不
一样？”

2、听石头朋友说话，引导幼儿仔细倾听，了解石头是否会发
声

“怎样才能让石头朋友发出声音呢？”(引导幼儿玩石头)

3、闻闻石头朋友，引导幼儿闻一闻，看看它是否有味道。

4、摸石头朋友，引导幼儿摸摸石头朋友的脸，再摸摸自己的
脸，比比谁的。脸硬，认识石头硬的特性。

“石头朋友玩累了，让它坐在你的腿上休息一会儿吧。”

三、设疑、探索操作-----石头与鸡蛋谁硬？

1、出示鸡蛋，提出问题：石头与鸡蛋谁硬？

2、幼儿实验活动，用石头与鸡蛋相碰，得出结论：石头坚硬。

提出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和石头朋友玩？

引导幼儿想出小朋友玩石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乱
扔防止打伤人的道理。



四、教师小结：

我们石林有很多石头，彝族人很聪明，知道石头外型漂亮，
没有味道、很坚硬，所以用石头来建造房子，不仅美观、而
且环保、又安全，真好！石头除了可以盖房子，还可以制作
工具、装饰品、首饰等，它的用处真大！

五、以送石头朋友回家结束活动；

这一活动属于观察认识型活动。这一活动主要利用了幼儿的
感官如触摸，听觉等，采用了操作，游戏，比较，发现等方
法，充分认识常见的物体____ 石头的特点。

灵活巧妙的剪刀教学反思篇五

1、感知彩色的美。

2.学习用各种大小的圆圈的做法。

3.培养幼儿的观察、操作、表达能力，提高幼儿的审美情趣
及创新意识。

4.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培养幼儿感知颜色的美丽，认识并记住自己喜欢的颜色。

1、挂图，幼儿用书

2.油画棒

1、教师出示挂图，引出活动内容。

老师：小兔子家门口修了一条小路，由于工人叔叔忙还没来
得及给小路铺石子。小兔子想请小朋友们来帮忙为小路铺上



彩色的小石子。

2.教师画出：油画棒示范画

(1)老师：请小朋友们拿上不同色彩的油画棒用大小不同的石
头夹画。

(2)提醒幼儿要把不同颜色的“石子”搭配起来让小路更漂亮。
画的路面不能留太大的空隙要把路都画完。

3.展示幼儿作品

(1)将幼儿的作品展示出来。

(2)以小兔子的口吻向幼儿表示感谢。

通过这节课我发现孩子们不太会画圆圈，而且画的也不太密，
色彩方面他们表现得很好，以后应该多在此方面加强他们的
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