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包写生教案大班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怎样写
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我帮
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书包写生教案大班反思篇一

看见有些小朋友把书包里的东西乱放所以组织了这个健康活
动。

1.学会按一定顺序整理书包，了解整理书包的方法。

2.培养幼儿自主整理书包的良好习惯。

3.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重点：让幼儿了解整理书包的好处。

难点：教幼儿整理书包。

1.幼儿没人一个书包，包内装有各种学习用品。

2.一些书包，里面凌乱地放着学习用品。

1.谈话引发幼儿的兴趣。

教师：“这段时间我们都背着小书包上幼儿园。现在谁来介



绍一下，你的书包里有些什么?”

2.引出问题。

(1)教师：“你们书包里放的东西真多，有各种学习用品，这
么多学习用品，你是怎么放的?”(幼儿个别介绍)

(2)教师：“我这里有几个小朋友的书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们书包里的学习用品时怎么摆放的'。”

3.讨论整理书包的方法。

(1)教师：“书包的物品怎样放才能让我们拿起来更方便
呢?”幼儿分组讨论想出办法。

(2)教师：“哪组先来说一说，你们想出的好办法?”分组介
绍，交流。

4.幼儿整理书包。

教师指导幼儿掌握正确的整理书包的方法。

5.介绍整理经验。

请幼儿介绍自己整理书包的过程，并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整
理。

如果让我重新讲这节课的话我会请家长来参加这节课配合在
家中养成幼儿每天自己整理书包的好习惯。

书包写生教案大班反思篇二

1.了解书包的多种款式，知道书包的用途。

2.理解故事内容，能简单的复述故事。



3.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4.通过教师大声读，幼儿动情读、参与演，让幼儿感知故事。

各种各样的书包，幼儿用书

(一)教师：你们马上要上小学了，你们的心情怎么样?上小学
以后，你们都要背着什么去上学啊?(书包)

(二)教师：为什么小学生要背书包上学?

(三)请幼儿翻看幼儿用书《书包里放什么》。

1.请幼儿说说哪些是小学生上学时必须带的东西并用笔把它
们圈出来，然后说说这些东西用什么用处。

2.教师：这幅图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书包里并带到学
校?(如水壶、餐巾纸等)

3.教师：图画里什么东西不适合放在书包里?为什么?(玩具)

(一)教师：今天我们要举办一个有趣的书包展销会。请你们
来做顾客和解说员。

(二)幼儿分角色当顾客和解说员。扮演解说员的幼儿向顾客
介绍各种书包的款式、颜色和使用功能。如这一种款式的书
包是长方形的双肩背包，颜色是红蓝相间的，它可以装许多
书，外面还有一个小的长方形口袋，可以装铅笔，书包的两
边还有长方形的小口袋，可以用来装纸巾、水壶等小物品。

(三)扮演顾客的幼儿随意挑选书包，可以打开看一看、摸一
摸、背一背。

(四)幼儿说说自己喜欢的书包，从颜色、款式、口袋的功能
等方面描述。



浅显易懂，不仅展示了“小书包”里的各种文具，还告诉学
生这些学习用品是他们读书写字的好伙伴，陪伴着他们的学
习。从而引导学生要好好爱护这些“小伙伴”，养成整理、
爱惜文具的好习惯。

写字环节，教师引导学生观察笔顺、结构，然后范写，再让
学生描红临写，最后展示评价，给学生了正面的引导，孩子
们都开始练字，只要发现老师书写不规范的地方就直接指出，
来看来孩子们真正投入到课堂学习中来。

课堂上，开展了“整理书包”的游戏，以培养孩子自我管理
的能力。同时并引导学生说一说你是怎样整理书包的。建议
学生用“先……接着……然后……最后……”这样的句式来
说话。通过活动让孩子们明白，书包内该放些什么、每天怎
样整理书包，并知道整理书包的重要性，学习整理书包，培
养初步的责任意识。

总之，这节课我能抓住一年级孩子的认知特点，创设宽松的
教学环境，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学习。多媒体课件的
合理运用，极大地调动了孩子学习的积极性。教学重点突出
了识字和写字的过程，并扎实有效。

书包写生教案大班反思篇三

1.让小朋友爱护文具宝宝的家——书包。

2.学会自己整理书包。

3.养成提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第二天用具的习惯。

4.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教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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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儿用书《爱护小书包》

教学过程

2.我们的文具宝宝温馨的家就是我们每天背在背后的小书包
(播放ppt)

3.小书包里装着我们的文具宝宝和课本宝宝们，我们走到哪
里，它们就跟到哪里

4.小朋友的书包里除了文具宝宝和课本宝宝之外，还有什么
呢? (衣服、水壶、裤子··· ···)

5.如果我们的小书包突然间坏掉了，那么我们就会像这位姐
姐一样，抱着一大堆东西来上学了(播放ppt)

6.你们想像这位大姐姐一样么?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爱护
自己的小书包)

8.出示课文插图，仔细观察，四幅图哪一幅是真正的爱护小
书包的呢? (第三幅图片)

9.所以，爱护我们的小书包不应该把书包当成坐垫，也不能
随意丢在草丛里，更不能塞好多好多的零食进去，书包是文
具宝宝的家，我们还要定时给文具宝宝的家洗个香香的澡。

10.师讲故事《找不到东西的急急猴》

11.故事里面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13.小朋友们轻声把书包内的物品拿出来，自己整理，老师看
谁做的又快又好

14.师小结：小书包是文具宝宝的家，我们应该爱护自己的小
书包

15.结束教学

教学反思

整个活动中，幼儿是主动的探索着、研究者和发现者。通过
让幼儿观察、思考、探究、讨论、练习、体验，他们得到了
一些比较清晰的概念，学会了有规律的整理物品的技能，培
养了幼儿自我服务意识，渗透了责任感，为入学打好了基础。

书包写生教案大班反思篇四

体会书包整齐有序给学习带来的便利，学习整理、摆放书本
的方法，初步养成主动整理书包的习惯。

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课件

一．观看课件，收集问题，引发思考，积极参与。

上课了，老师请小朋友们打开课本看书，而芳芳小朋友却一
直在翻书包找课本。

师：片中的小朋友遇到了什么事？为什么找不到书？

幼儿：没有书不能阅读，没有整理好书包，书就会丢了，损



坏了。没有整理好书包小朋友都在等。

师：小朋友们都说的对，书包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学
习工具，不仅要上课摆好还要及时拿出，要是学会整理书包，
就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二．动手实践，合作学习，解决问题。

1．观察书包内物品

让幼儿将书包内的物品拿出，并说出其名称。

师：小朋友你们书包里有什么？

幼儿：铅笔盒（铅笔、橡皮）语言书，数学书，画画书…

师：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找起来很不方便，怎么办？

幼儿：分开放。书和书放一起，铅笔和橡皮放在铅笔盒里。

2．幼儿动手尝试整理书包。

整理后，互相看一看，比一比，谁摆放的整齐。

3．学习辨别，根据需要准备课本。

师：我们平时会根据课程表的安排来取放书本，怎样可以又
快又准的拿出书本？

幼儿：把准备用的书本提前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三．循序渐进，巩固提高。

1．做一做，好朋友怎样进书包。



师：现在开始放，看谁的书本很快进书包。幼儿欢快地收拾
书包，形式各异。

师：请你们讲讲是怎样整理书包的？幼儿：先放书，再放本，
最后放文具盒。

2．变一变，好朋友很快进书包。

师：把桌上的.书本文具盒很快进入书包让桌面干干净净，开
始。

3．查一查，好朋友是不是排好了对？

师：同桌互相看一看，放的让人看起来舒服吗？

4．归纳总结，轻轻松松回家去。

小朋友们都很棒，都学会了整理书包，并且摆放的尽然有序，
这样就不会像课件中的芳芳小朋友那样上课拿书弄得手忙脚
乱找不到书的现象了，老师相信你们上小学后，一定能做个
爱学习，好习惯的好孩子。

就孩子们上学遇到的迫切需求，从幼儿的心理特点出发，来
尝试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做一做中，孩子们手、脑、眼和各
种感官并用，看好朋友怎样进书包。在变一变中，孩子们提
高了整理书包的速度，在查一查中，同伴进行合作，给予评
价。在背一背中体会了获得劳动成果的喜悦。目标完成较好。

不足的是：应该有延伸活动，让幼儿回家后把自己的本领给
家里人表演，再给你的好朋友或者弟弟妹妹表演，还有再设
置区域角，让幼儿进行整理书包的比赛，这些是需要改进的。



书包写生教案大班反思篇五

看见有些小朋友把书包里的东西乱放所以组织了这个健康活
动。

1、学会按一定顺序整理书包，了解整理书包的方法。

2、培养幼儿自主整理书包的良好习惯。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重点：让幼儿了解整理书包的好处。

难点：教幼儿整理书包。

1、幼儿没人一个书包，包内装有各种学习用品。

2、一些书包，里面凌乱地放着学习用品。

1、谈话引发幼儿的兴趣。

教师：“这段时间我们都背着小书包上幼儿园。现在谁来介
绍一下，你的书包里有些什么？”

2、引出问题。

（1）教师：“你们书包里放的东西真多，有各种学习用品，
这么多学习用品，你是怎么放的？”（幼儿个别介绍）

（2）教师：“我这里有几个小朋友的书包，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他们书包里的学习用品时怎么摆放的。”



3、讨论整理书包的方法。

（1）教师：“书包的物品怎样放才能让我们拿起来更方便
呢？”幼儿分组讨论想出办法。

（2）教师：“哪组先来说一说，你们想出的好办法？”分组
介绍，交流。

4、幼儿整理书包。

教师指导幼儿掌握正确的整理书包的方法。

5、介绍整理经验。

请幼儿介绍自己整理书包的过程，并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整
理。

如果让我重新讲这节课的话我会请家长来参加这节课配合在
家中养成幼儿每天自己整理书包的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