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大鞋与小鞋教案反思(优
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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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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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大班大鞋与小鞋教案反思篇一

鞋子是每个人生活的必需品，但鞋子的作用一般不被幼儿所
重视。教师结合本班

幼儿特点，带领他们通过参观、实践、操作等方式参与活动，
让他们明白鞋子不仅能方便

人们的生活，同时也能美化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幼儿观
察事物、探索问题的兴趣。

．1．让幼儿初步了解鞋的种类、作用及与人的关系。

2．教会幼儿正确穿脱鞋子的方法；培养幼儿自我服务和帮助
别人的意识。

3．通过探究活动培养幼儿的观察、思维能力，提高幼儿对周
围事物的兴趣。

1．请家长有意识地为幼儿收集不同种类、款式新颖的鞋。

2．联系参观鞋店和制鞋厂

3．美工制作材料。



幼儿园大班大鞋与小鞋教案反思篇二

鞋类经销商如何合理促销?

何为促销

什么是促销呢?所有促进产品销售的行为都是促销。

促销的三个操作要点

首先要先“发”制人。俗话说，一步先，吃遍天，除活动时
间抢先外，活动形式也应创新抢先，比如每年促销效果较好的
“五一”和“十一”两个黄金周，很多鞋企的促销活动一般
都在节日开始后才促销。但笔者从红蜻蜓企划部了解到，他
们往年的促销活动在节日前三四天就开始了，而且效果非常
好，因为一部分人提前购买鞋子出游，一部分回家探亲的为
避开交通高峰也提前购鞋回家。所以，促销活动首先突出一个
“先”字。

第二，鞋企促销活动要遵循“新、奇、特”的原则。当今时
代，信息变化万千，机遇稍纵即逝，谁及时吸引并捕捉到受
众的目光，谁就在竞争中占得了先机。“新、奇、特”的促
销活动自然就能达到这一效果。这首先要求促销广告设计要
出巧、显眼，像2005年春节期间，奥康推出的“红红火火奥
康年”系列促销活动，从机场路的大广告牌到小路牌，再到
物流车，通体是红遍天的统一新奇的宣传形象，首先吸引住
了受众的目光。其次是要多准备一些新颖终端宣传品，终端
卖点的气氛布置要出巧、要热情，像今年红草帽鞋业全国统
一推出的“付迪生、任静”夫妇拜年系列促销活动，除店堂
布置得喜庆吉祥外，单单一个手提袋就做足了文章，大红配
以两个形象代言人的拜年图片，很多消费者看到这个袋子后
本来打算只买一双，结果买了好几双，因为送给亲朋好友时
感到喜庆吉祥。



幼儿园大班大鞋与小鞋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通过游戏活动，使幼儿知道鞋子的种类及穿着季节。

2、教幼儿认识正反鞋。

3、让幼儿知道鞋子是工人叔叔制成的，教育幼儿要爱护鞋子。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活动准备：

事先给幼儿穿不同品种的鞋(皮鞋、布鞋、旅游鞋……)，准
备若干拖鞋、雨鞋、凉鞋、棉鞋;四幅图画：冬景、夏景、春
景、室内景;黑板一块，上面挂若干双挂错了的鞋子录音。

活动流程：

一、创设情景，感受鞋子大小：

1、教师：“多漂亮的地毯呀，我们脱了鞋子上去踩踩吧”大
家席地而坐。

2、“这里有什么”(许多鞋子)“老师的鞋子怎么样?(老师的
鞋子大，小朋友的鞋子小，)“老师能不能穿小朋友的鞋?”
请一个幼儿穿老师的鞋试试，“合不合适?”(大人穿大鞋，
小朋友要穿小鞋，要穿合适的鞋。)

二、图片演示：

1、“我们来看看都有些什么样的鞋子?”逐一出示各种鞋：



皮鞋、布鞋、旅游鞋等。让幼儿知道鞋子的种类，摸摸质地，
知道穿着的季节。

2、“请小朋友看看图片，这是什么季节啊?”出示冬景
图，“冬天我们穿什么鞋?”依次出示夏景、春景、室内景，
请幼儿说出适合该图景的鞋子。

3、“请小朋友找出你认为合适的鞋子摆在这几幅图画前，看
谁造的对又快。”让幼儿执行分类。

三、游戏合作，认识正反鞋：

1、出示黑板上挂的若干鞋子：“小朋友看这有许多鞋子，你
们看摆得对不对?”不是一对的(岔色)摆在一起，让幼儿纠正，
使幼儿知道一双鞋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一双鞋摆反了，让幼儿
摆正，知道鞋子要穿正，不能穿反。

2、看看刚才小朋友摆的那些鞋子，摆得对不对(是否摆反)?
去纠正。“请小朋友穿上鞋子走走”老师故意穿反，或者请
两个小朋友故意岔开穿,并在小朋友面前走，让幼儿发现问题
并纠正。

四、成功体验，爱护自己的鞋子：

1、“我们穿这鞋子可以做什么?”

2、我们的'鞋子真好看，是工人叔叔阿姨制作出来的，我们
要爱惜鞋子。

3、“我们来跳个鞋子舞吧”。

活动反思：

1、根据幼儿的需求生成教育。



本活动的设计以“为了孩子的发展”的新课程理念为宗旨，
教育价值取向强调的是让孩子们在活动中获取经验，获得学
会学习的能力，当幼儿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配错鞋子)，于是
我生成了《鞋子对对碰》这一活动。通过幼儿的实践，来解
决幼儿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从而把“数学”的概念渗透于生
活，促进幼儿的发展。

2、让幼儿在同伴的相互作用下进行学习。

同伴的相互作用是幼儿主动学习的重要因素之一，让他们共
同交流中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互相启发、修正。这种相互的
学习方式，会使幼儿学会接纳他人的观点，获得心理上的安
全感。

3、提供合理的教育“平台”。

活动的目标符合我们小班幼儿的发展水平，在原有的经验基
础上又适当的增加了难度。活动内容的选择既是幼儿感兴趣
的又贴近幼儿的生活。在教学方法上注意“玩中学，玩中教，
玩中求进步”的观点。在活动中，教师更多是以一个观察者、
支持者的身份，关注幼儿与材料的互动情况，支持、推动幼
儿主动学习。

幼儿园大班大鞋与小鞋教案反思篇四

相约“后海”缘聚“农家乐”

20xx年11月10日--11日两天一夜，相约“后海” 缘聚“农家
乐”光棍节大型相亲交友狂欢节活动，携手你我她，回归自
然，共同体验田园生活。放下都市的虚荣和谨慎，真情面对
面结束光棍生涯，让单身情歌不再继续。

关键词：高管男、华为男、钻石男、白领女、两天一夜、农
家乐、男女单车自由行



千里姻缘一线牵 “牵红线”

现场三轮真实版 “非诚勿扰”

牵手交友晚会 “大型舞会”

【协办单位】七娘山酒店 后海酒店

【活动时间】20xx年11月10日--11月11日(两天)

【活动地点】北京后海

【活动规模】600人 (由于酒店、宾馆、民居等住宿，按照报
名先后安排)

活动流程：

11月10日

13:00 北大北门

体育馆 出发

车上实行男女混合分组(每组十人，每组选出一位组长，填写
活动标贴等。

每车将会有领队，主持活动，带动大家的气氛，让男女之间
不再矫情。又说有笑，开始人生旅途。

农家乐场地集合，组长带领队员领取食材、抓鸡、杀鱼等。

看看你和他的默契，共同完成当天农家生活：摘菜，生火，
做饭，烧烤等。

女摘菜来，男抓鸡，真情、互动、浪漫、交友。



传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

17:30 结束了忙碌的晚餐，来到主会场，又一激动人心的时
刻即将来临.......

17:50 参观“心愿墙”，看看大家有什么心愿，结识到另一
半，寻找我心目中的人。

18:30 所有人员进入主会场，精彩交友活动开始了。

19:00--21:00 主题活动正式开始

活动一：千里姻缘一线牵 “牵红线”

活动二：现场三轮真实版 “非诚勿扰”

活动三：牵手交友晚会 “大型舞会”

亲，就让我牵着你的手，舞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第一支舞
蹈，让我们尽情的旋转出心里的微笑。尽情的挥洒热情，展
现自己的活力，四射的另一面。还有真诚的心。

22:30分配房间(双人房，需要单人房需提前登记)。

入住酒店：七娘山酒店 南澳酒店 宾馆 民居等 (根据报名先
后安排住宿)。

幼儿园大班大鞋与小鞋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游戏活动，使幼儿知道鞋子的种类及穿着季节。

2、教幼儿认识正反鞋。



3、让幼儿知道鞋子是工人叔叔制成的，教育幼儿要爱护鞋子。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活动准备：

事先给幼儿穿不同品种的鞋（皮鞋、布鞋、旅游鞋……），
准备若干拖鞋、雨鞋、凉鞋、棉鞋；四幅图画：冬景、夏景、
春景、室内景；黑板一块，上面挂若干双挂错了的鞋子；录
音。

活动流程：

一、创设情景，感受鞋子大小：

1、教师：“多漂亮的地毯呀，我们脱了鞋子上去踩踩吧”大
家席地而坐。

2、“这里有什么”（许多鞋子）“老师的鞋子怎么样？（老
师的鞋子大，小朋友的鞋子小，）“老师能不能穿小朋友的.
鞋？”请一个幼儿穿老师的鞋试试，“合不合适？”（大人
穿大鞋，小朋友要穿小鞋，要穿合适的鞋。）

二、图片演示：

1、“我们来看看都有些什么样的鞋子？”逐一出示各种鞋：
皮鞋、布鞋、旅游鞋等。让幼儿知道鞋子的种类，摸摸质地，
知道穿着的季节。

2、“请小朋友看看图片，这是什么季节啊？”出示冬景
图，“冬天我们穿什么鞋？”依次出示夏景、春景、室内景，
请幼儿说出适合该图景的鞋子。



3、“请小朋友找出你认为合适的鞋子摆在这几幅图画前，看
谁造的对又快。”让幼儿执行分类。

三、游戏合作，认识正反鞋：

1、出示黑板上挂的若干鞋子：“小朋友看这有许多鞋子，你
们看摆得对不对？”不是一对的（岔色）摆在一起，让幼儿
纠正，使幼儿知道一双鞋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一双鞋摆反了，
让幼儿摆正，知道鞋子要穿正，不能穿反。

2、看看刚才小朋友摆的那些鞋子，摆得对不对（是否摆反）？
去纠正。“请小朋友穿上鞋子走走”老师故意穿反，或者请
两个小朋友故意岔开穿，并在小朋友面前走，让幼儿发现问
题并纠正。

四、成功体验，爱护自己的鞋子：

1、“我们穿这鞋子可以做什么？”

2、我们的鞋子真好看，是工人叔叔阿姨制作出来的，我们要
爱惜鞋子。

3、“我们来跳个鞋子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