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教课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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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大班教课教案篇一

《我是谁》是一首朗朗上口的儿歌，一学就会。从妈妈、爸
爸、护士阿姨、叔叔、小弟弟、大毛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要有节奏和感情来朗诵这首儿歌。

语言活动内容：我是谁

1、学会儿歌，能幼感情的朗诵儿歌。

2、知道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的眼中是不一样的。

学会儿歌，能幼感情的朗诵儿歌，知道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的
眼中是不一样的。

幼儿用书、cd

一、出示幼儿用书、引出活动

1、教师请幼儿观察幼儿用书，互相说说画面上有谁，他在做
什么。

2、教师：书上画的是一首好听的儿歌的内容，儿歌的名字叫
《我是谁》。

3、请幼儿重复一遍儿歌的名字。



二、继续阅读幼儿用书，欣赏儿歌。

1、教师；现在请小朋友们认真听老师念一遍儿歌。

2、老师提问：

儿歌的名字叫什么？

儿歌里讲了些什么？

教师小结：儿歌里讲了一个小朋友在妈妈的眼里是心肝宝贝，
在护士的眼里是勇敢的小病人、在大毛的眼里是好朋友。说
明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眼里是不一样的。

三、学念儿歌

1、请幼儿跟老师一起轻声学念儿歌。

2、教师播放cd，幼儿学念儿歌。

四、尝试有感情地学念儿歌。

1、教师：我们应该用怎样的语气和节奏来念这首儿歌呢？

2、幼儿分组进行朗诵，教师评价。

3、教师：念这首儿歌时要注意节奏，声音要有轻幼重，
如："妈妈说"中的"妈妈"两个字可以念的轻一些，表现妈妈
的温柔。

4、教师再次朗诵儿歌，注意节奏和语气。

5、请幼儿跟着教师一起朗诵儿歌。



幼儿园大班教课教案篇二

活动主题：

我爱妈妈

活动目标：

1.知道三八节，并用各种方式向妈妈表示祝贺。

2、通过和妈妈的一起游戏，增进幼儿与家人之间的情感。

3、体验活动带来的快乐。

活动准备：

1.通知妈妈或者女性家长来园参加亲子活动。

2.准备游戏需要的材料。

3.布置活动场地。

具体活动方案：

(一)活动流程：

1、主持教师向妈妈们致欢迎词。

2、注意事项:

(1)请您在活动中看好您的宝宝，以免其受到伤害。

(2)请在活动过程中遵守活动规则。

(3)在活动中请勿拥挤。



3、教师介绍几种游戏的名称。

4、游戏开始5、幼儿送鲜花给妈妈6、活动结束：让我们为了
灿烂的明天共同努力，象这样的亲子游戏在以后还会有很多，
希望家长朋友们踊跃的参与。

碧湖小学附属幼儿园20_-3-7碧湖小学附属幼儿园“三八节我
爱妈妈”亲子活动安全活动预案为应对幼儿园举行亲子活动
中发生一些特殊情况时，我们能够及时、有序、高效地作出
相应处理，最大限度控制特殊情况造成的损害，维护本次活
动的稳定和有序地开展，特制定本预案。

应急措施：

做好活动的周密安排：

1、事先熟悉活动地点的环境，了解周围是否有安全隐患，若
有应及时整改。

2、做好活动的组织工作，强化活动纪律，确定负责人，事先
制定好计划。照顾幼儿安全，注意幼儿离园的安全。

3、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纪律教育，各班教师随时清点幼儿
人数，游戏活动强度应适中，教师应时刻关注幼儿在游戏中
的表现，发现异常，及时给予关注。

4、活动时，要及时提醒幼儿安全第一，比赛第二。

5、随时供应幼儿饮水，在活动过程中，安排幼儿适当休息。

教学反思：

《幼儿园教育纲要》中明确指出：“ 幼儿与成人之间的共同
生活、交往、探索、游戏等，是其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 ”
亲子活动是以亲缘关系为主要维系基础，以幼儿与家长互动



游戏为核心内容，全方位开发孩子的多种能力，帮助孩子初
步完成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的一种活动。

幼儿园大班教课教案篇三

一度的端午佳节，开展相关的主题教学活动。

二、主题目标:

1、知道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乐于了解端午节的一
些风俗和来历，乐于参与一些节日准备和庆祝活动。

2、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产生初步的民族自豪感。

三、环境创设:

1、 科学区:投放艾草和菖蒲。陈列不同造型的香袋。

2、 美工区:放置制作长命缕和纸粽子的材料。

3、 阅读区:张贴有关端午节的字条，让幼儿认读。

4、 表演区:提供扎头的布条和纸棒，供幼儿表演赛龙舟。

四、家长工作:

1、 和孩子一起收集有关端午节风俗的图片、资料，向孩子
讲述端午节的风俗。

2、 带孩子购买艾草和菖蒲、粽子、香袋、咸鸭蛋等过节物
品。

3、 和孩子一起观看有关节日庆祝活动的报道。

4、 参加班级的包粽子活动。



五、活动安排:

活动一 端午节的风俗和来历

目标:

1、 知道端午节的日期，了解端午节的一些风俗和来历。

2、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初步的兴趣，对屈原产生崇敬之
情。

幼儿表现:

和风俗说出来。

活动二 艾草和菖蒲

目标:

观察艾草和菖蒲的外形，了解它们在端午节期间的特殊用途。

幼儿表现:

急着询问，但当时家长们也都被问住了。

活动三 粽子香袋

目标:

1、 感受粽子香袋的美。

2、 在探索中学习叠制锥体技能。

3、 养成做事细心的习惯。



幼儿表现:

幼:“瞧!我包的粽子大吧。”

幼:“我包的粽子可结实了。”

幼:“我们的粽子五颜六色的真漂亮，啊呜!咬一口。”

……

幼:“哇!老师把我们纸做的粽子串起来了，好漂亮啊!”

幼:“这个是我做的。”

幼:“我的也有的，好几个呢!”

幼:“我们的教室真漂亮啊!别的班级肯定没这么漂亮。”

家长反映:

饶有兴趣地凑近摸摸。孩子们也非常积极地拉着大人参观自
己的作品，一脸的自豪感。家长们都说班级的环境非常漂亮，
非常美。

幼儿园大班教课教案篇四

1．理解《和平玫瑰》绘本的内容，初步懂得站在他人角度上
看待问题。

2．通过“和平玫瑰”情境迁移，学习相互倾诉、友好协商解
决矛盾冲突的方法。

3．体验同伴间接纳、关爱的温馨情感。

本班幼儿发生矛盾冲突的视频，《和平玫瑰》绘本的ppt，“和



平玫瑰”若干朵，《朋友越多越快乐》音乐。

一、观看本班幼儿发生矛盾冲突的视频，引发讨论

师：你和班上的小朋友闹矛盾了，心里难过吗?

师：你们想听听佳佳小朋友当时的心声吗?

佳佳：那本书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元元不经过我同意就抢走
了，我很生气。

师：元元你想和佳佳和好吗?

师：怎样才能和好呢?你会怎么做呢?

元元：我下次不抢了，想看就和佳佳商量。

佳佳：好吧，你想看我的书，你告诉我一下。

师：我们为佳佳的大方，为元元能友好商量鼓鼓掌。

二、欣赏绘本，学习相互倾诉心里话，通过协商友好解决矛
盾冲突

1．欣赏绘本，引发讨论

师：绘本中的小朋友遇到冲突时，怎么做的?

师：他们共同来到“玫瑰角”，拿着玫瑰说了些心里话，怎
么说的，我们来一起学一学。(教师用语言创造情境，引发幼
儿学习说心里话的方法。绘本中有三个小故事，可以根据班
级状况重点和幼儿讨论一个故事。)

师：听了对方的心里话后，他们和好了吗?看到他们和好，你
心里有什么感受?



2．创设情境，同伴间倾诉心里话

(1)师：我们班也有了“和平玫瑰”，它也想听听小朋友的心
里话。请你拿着“和平玫瑰xxx，找一个跟你发生过矛盾的小
朋友，到你们都喜欢的地方，相互说说心里话。

(2)幼儿拿着“和平玫瑰”找同伴说说心里话，最终友好抱抱。

三、交流自身感受，分享同伴间接纳、友好的温馨情感

小结：当我们都想要一样东西，都想争先，或者做了让同伴
不开心的事情时，我们可以像故事里的小朋友一样，放下争
吵，共同来到“玫瑰角”相互间说说心里话，最终友好地抱
一抱。这样，你会发现你的朋友越来越多。

四、在《朋友越多越快乐》的音乐互动中，结束活动

师：去邀请你的好朋友，手拉手围成一个圈，一起开心地唱起
《朋友越多越快乐》。

在活动室一角创设温馨的“玫瑰角”，摆上一瓶玫瑰花和孩
子们喜欢的毛绒玩具，还根据孩子们的提议准备了头饰。鼓
励有了矛盾的小朋友到这个温馨的角落，扮演绘本中的角色，
停止争执，放下不满，友好地说说话，拉拉手，把“和平玫
瑰”送给对方。

维果斯基的鹰架理论指出：教师的角色就是在讨论中，以逐
渐引导大家完全参与对话，来鹰架孩子的参与。为了促进大
班幼儿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帮助他们“从他人的眼中看世
界”或“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在活动的第一个环节，
我通过班级中孩子实际发生的冲突视频，引发幼儿讨论如何
解决矛盾冲突，让孩子结合自身的前期经验进行情感及方法
的分享。



幼儿解决矛盾冲突的能力就像童年时其他的能力一样，是一
种发展的才能，因此，在第二个环节，我通过引导幼儿欣赏
绘本，激发起幼儿对故事中主人公的情感。在情感体验的基
础上，再通过教师的语言模仿指导，帮助幼儿学习人际交往
的技能。从故事角色的角度看问题时，幼儿往往能够较为快
速地转换思维，接纳教师的指导。

幼儿园大班教课教案篇五

幼儿在体会古诗词的意境方面是最困难的，他们往往能流利
地背诵出古诗词，却讲不出诗歌里面表达的是什么事情，更
无法体会诗歌的意境。在进行教学前，我发现我班绝大多数
的小朋友都能背诵这首诗歌，但他们对诗中描绘的意境及所
传达的情感一无所知。于是，我首先让孩子欣赏音乐、，体
会其中的情绪；另外，通过运用图画和配乐讲故事的方式将
诗词的创作背景、诗词大意表现出来，帮助幼儿理解诗歌的
内容和意境。

1、体验音乐与古诗的意境，学习在伴奏声中有节奏地吟诵古
诗，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作品。

2、探索用动作表现音乐内容，愿意与同伴一起参与音乐活动
进行表演。

3、尝试根据古诗情境进行绘画。

幼儿在语言活动中已经会吟诵《清明》这首诗歌，并对清明
节有一定的认识。材料准备：《清明》图片，音乐，纸，颜
料等。

1、在情境中创编动作，初步用动作表现诗歌《清明》

师：你们知道古诗里描绘的.是哪个季节吗？猜猜诗人杜牧想
表达什么样的情感？



（评：古诗对幼儿来说是比较难以领会的，因此我决定用音
乐，动作来帮助幼儿更好的体会古诗的含义）

2、按节奏吟诵《清明》

（1）教师朗诵《清明》，同时出示图片，幼儿欣赏。

（评：在第一个环节中大部分使用听觉帮助幼儿理解，而在
这个环节中我追加了视觉，运用图片帮助幼儿，更上一层楼。
）

（2）教师再次示范朗诵歌词，并以稳定拍的节奏配合拍手，
幼儿跟随教师按稳定拍的节奏拍手。

（评：稳定的节奏帮助幼儿稳，准地熟悉古诗。）

（3）引导幼儿结合稳定拍，进行歌词的朗诵，注意重拍的运
用。

（4）教师用动作提示，与幼儿进行歌词的对答，教师说前半
句，幼儿对下半句。如，教师说“清明时节”，幼儿接“雨
纷纷”，以此类推。

（评：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幼儿重复学习，记住古诗）

（5）幼儿跟着音乐完整地朗诵，吟唱歌词。

3、根据理解绘制图画：幼儿根据自己对古诗的理解，画出他
们想象中的《清明》图。

（评：这个环节是自主性比较强的，希望幼儿根据自己的理
解和意愿，用画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古诗的理解。）

4、交流欣赏：幼儿介绍和欣赏小朋友的图画，加深对《清明》
的理解。



附古诗：清明（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