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小班娃娃家活动教案(优秀5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小班娃娃家活动教案篇一

1、通过娃娃家的各个区域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语言能力和
想象力。

2、让幼儿充分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

1、幼儿自选角色，装扮就位；

2、请幼儿开着小火车到“娃娃乐园”作客；

超市——幼儿可扮演超市促销员、收银员，客人可去购物；

糖果加工厂——加工员可用各种材料进行糖果、糕点的加工；

娃娃书屋——幼儿可扮演图书管理员，客人可以去看书；

活动结束：教师和幼儿一起评出今天的“娃娃之星”。

幼儿小班娃娃家活动教案篇二

“你是爸爸，爸爸不抱宝宝，妈妈抱宝宝。”晨晨说着，便
伸手去接庭庭怀中的娃娃。“我是妈妈，是妈妈!”庭庭说着，
双手更紧地抱着娃娃。“我抱一下，抱她吃药。”晨晨不再
争抢娃娃，—副商量的语气在同庭庭协商着。“我是妈妈，



妈妈喂宝宝吃药。”庭庭边说边煞有介事地拿起桌上的小勺，
摆出喂娃娃吃药的架式，不再理睬晨晨。他一手抱着娃娃，
一手拿着小勺，嘴中念念有词：“不苦，这是果汁。吃药就
不打针了。”此时，晨晨插进话来：“爸爸下班啦，爸爸亲
亲宝宝。”说着，再次伸出手抱宝宝。“爸爸下班啦，妈妈
去做饭。”庭庭说完，将娃娃递给晨晨，拿起一把刀做起饭
来。庭庭“妈妈”很专注地又是切菜，又是煮饭，晨晨“爸
爸”抱着娃娃在旁边督阵，真是一派和谐的家庭气氛。

此一幕使我们看到了3——4岁孩子同样也会逼真地做家务，
演绎着家庭和谐的氛围。在模仿中孩子体验了游戏的快乐。
随着孩子感觉经验的.丰富，他们在游戏中从不会交往发展到
能互相协商、协作。教师此时以旁观者的身份，当看到幼儿
出现争抢娃娃时，并不急于介入，留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
空间与机会，以欣赏的态度看到孩子的进步与发展，并感到
由衷的高兴。

幼儿小班娃娃家活动教案篇三

今天开放活动区，我走进了娃娃家。孩子们都玩的十分的高
兴，有的在给娃娃盖被子，有的在给娃娃准备丰盛的午餐。
这时，晗晗突然哭着对我说：“曾老师，晨晨抢了我的勺
子！”我走过去一看，仔仔正在寒寒手里使劲的抢，寒寒又
不给他。于是我对仔仔说：“今天我们就让寒寒给宝宝煮饭、
炒菜好吗？”仔仔很不愿意的把勺子给了寒寒，但是他自己
一直翘的嘴巴。我发现了他的表情，于是灵机一动，对仔仔
说：“仔仔你看，寒寒给宝宝煮好了饭，你还能为宝宝做什
么呢？”说完我就悄悄的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我又走到了
娃娃家，看见仔仔正在有摸有样的给宝宝喂着香喷喷的饭，
还不时听见他对宝宝说：“慢慢吃！宝宝，别烫到了！”我
欣慰地笑了。

这是活动区经常发生的矛盾，但通过这次活动，我觉得老师
应该正确看待、并恰当的处理幼儿之间的矛盾。因为孩子年



龄还小，以自我为中心、独霸的意识强烈，所以经常会为了
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与其他孩子发生争抢、抓扯。孩子的控制
能力很弱，教师要及时的加以引导，教育他们学会互相谦让，
当然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注意有意识的让他们逐步学会自
我调节、自我化解矛盾，培养他们独立解决问题、与同伴友
好相处的能力。

幼儿小班娃娃家活动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感受歌曲中的说唱情趣，学习与同伴的协调表演。

2，学习根据歌词创编动作，体验创作及合作表演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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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音乐活动感兴趣，在唱唱玩玩中感到快乐。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活动准备：

娃娃家相关教具。

活动过程：

1，谈话引入。

师：小朋友喜欢玩娃娃家吗？娃娃家里面有谁呢？你们在玩
娃娃家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呢？

2，观看情境表演并欣赏歌曲。



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和听一听这两个小朋友是怎么玩娃娃
家的。

3，熟悉学习歌曲。

师：现在请小朋友一边听老师的琴声，一边听两个小朋友的
范唱，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这首好听的《扮家家》。

4，分组表演。

师：请小朋友找个小伙伴两人为一组来进行演唱表演。

5，结束。

活动反思：

《纲要》提出：让幼儿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
自己的情感和体验。乐意与人交往，学习合作与分享。

幼儿小班娃娃家活动教案篇五

角色游戏是幼儿喜欢的一种游戏，尤其是小班幼儿。它是幼
儿对未来社会角色身份和未来社会角色交往以及未来社会角
色情感的初步体验。在角色游戏时，孩子们充当着不同的角
色，而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就有不同的
表现，如各种语言、动作、形象等，这些不同的角色就是孩
子对未来社会角色身份的初步体验。

角色游戏同时也是较难玩“好”的一种游戏。对于刚进入集
体社会的上小班幼来说，脱离了原本独个的生活方式，进入
一个集体小社会，一方面孩子们生活经验缺乏，另一方面则
是难以掌握所表演的社会角色，如营业员、、理发师等的行
为、语言乃至社会义务。父母是人生的第一启蒙老师。所以，
孩子们最先熟识和接触的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对角色身



份的体验也就是从爸爸妈妈开始的。幼儿体会不同身份的角
色，孩子们在游戏中充当爸爸妈妈的角色，很自然地去模仿
爸爸妈妈的言谈举止，学习他们的日常行为，将自己理解的
爸爸妈妈形象表现出来，这就是孩子们对角色身份的初步体
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