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分类教案反思(优质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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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分类教案反思篇一

1.能区分物体的大小，按物体的大小分类。

2.学习用"大"和"小"表述分类的结果。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一)经验准备：幼儿已学习过"比较物体大小"。

(二)物质准备：大小两种的灰色鱼若干;大小两种盘子若干;
大小两种的花若干;大小两种的袜子若干;贴有大小标记的衣
架两个;标有大小标记的圆圈垫两个;花瓶12个;贴纸材料《分
大小》。

一、以"小猫钓鱼"的形式，引导幼儿辨认大和小。

教师出示若干只大小两种灰色的鱼，并提问：它们有什么不
一样?

二、以"小猫分鱼"的形式，引导幼儿按大小分类。

(一)教师提出分类任务。

师：现在卞老师给你们两个盘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



们把这些鱼分一分。

(二)请个别幼儿展示分类结果，并引导幼儿表述。

师：谁来说说你是怎么分的?

三、以"小猫晒鱼"的形式，让幼儿练习按大小的标记进行分
类。

(一)教师在活动室内设置大小标记的圈子，并提出分类任务。

师：小猫要把鱼晒出来，请把小盘子放在标有小圆点标记的
圆垫上，把大盘子放在标有大圆点标记的圆垫上。

(二)幼儿操作，教师引导幼儿用"大""小"表述分类结果。

四、幼儿分组操作，巩固按物体的大小分类。

(一)分组的材料：

第一组--"分大小"，引导幼儿在《分大小》中分球、棒棒糖、
花。

第二组--"晒毛巾"，引导幼儿将大小不同的毛巾分别挂在相
应标记的衣架上。

第三组--"插花"，引导幼儿将大小不同的花分别插在相应标
记的'花瓶里。

(二)幼儿操作，教师指导，并鼓励先完成的幼儿继续操作其
他组的材料。

(三)展示并交流操作的分类材料。

师：你操作了哪盘材料?你是怎么分的?



区域活动：将"分球""分棒棒糖""分花""分鱼"等活动材料投
放在数学区，引导幼儿继续操作练习。

家园共育：请家长在家利用整理衣袜等机会引导幼儿按物体
的大小进行分类整理。

通过本次教学活动，让我了解了孩子对数学都很薄弱，为了
能够使他们对数学感兴趣，我准备在以后的数学活动中多加
游戏，做到让幼儿在玩中乐、玩中学的目的。真正让幼儿成
为学习的主人，不断提升幼儿的自主探究能力。

小班分类教案反思篇二

1.了解分类垃圾箱的种类和功能。

2.分辨可再利用的垃圾，培养珍惜资源的态度。

3.发展幼儿的观察、分析能力、动手能力。

4.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1.有关垃圾分类的宣传短片。

2.幼儿搜集废纸、塑料瓶、饮料罐及废旧电池，带到幼儿园。

3.点心时间吃剩的果皮等食品垃圾。

1.与幼儿一起观看有关垃圾分类的宣传短片，向幼儿提问：

你知道哪些垃圾可以回收再利用吗?(废纸、塑料、金属。)

你和家人也把垃圾分类吗?(自由回答。)

老师可从以下网址下载香港环境保护署有关家庭垃圾分类的
宣传短片(第9个宣传片)



图上有四个大的垃圾箱，它们有什么不同?

你知道两个“可回收物”垃圾箱里边分别应该放什么样的垃
圾吗?

写着“厨余垃圾”的垃圾箱里应该放什么样的垃圾?

应该把什么样的垃圾放在写着“其他垃圾”的垃圾箱里面?

3.请幼儿把带来的废纸、塑料瓶、饮料罐、废旧电池和吃剩
的食品垃圾分类放好，摆在桌子上，请幼儿说一说，这些垃
圾分别应该放在哪个垃圾箱中。

4.老师告诉幼儿：塑料、金属和废纸，可以回收后再制造有
用的东西，如废纸可制成再生纸等把垃圾分类便于回收利用，
这是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方法之一。各地都有专门的废品
回收站来收购这些有用的垃圾。

5.请幼儿调查自己居住的地方及附近有没有分类垃圾箱，自
己和家人是否使用过，然后回幼儿园向大家介绍。

能说出分类垃圾箱的用途。

能说出哪些是可循环再生的垃圾。

通过对中班幼儿上的这一节课，该班幼儿基本能掌握对物体
进行分类，以及进行分类的方法，在颜色、大小上分类掌握
较好，但是在形状、以及用途上掌握较困难。

小班分类教案反思篇三

1.乐意参与垃圾分类游戏，激发其环保意识。

2.会将生活中常见的垃圾进行分类，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和



方法。

3.初步了解各类垃圾的循环再造。

4.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5.培养幼儿有礼貌、爱劳动的品质。

会将生活中的垃圾进行分类。

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和方法。

flash课件、ppt课件、ipad若干、自制体育器械。

活动过程

1.地球妈妈为什么哭?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健康起来?

2.教师小结：只有我们将垃圾分类投放到垃圾桶，他就会健
康起来。

1.巩固认识垃圾分类的标志。

3.观看ppt，说出生活中常见的垃圾。

4.教师小结：

(1)可回收垃圾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再利
用的物品。

(2)厨余垃圾是指我们日常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菜帮、菜叶、瓜
果皮壳、剩饭剩菜、废弃食物等易腐性垃圾。

(3)有害垃圾指生活中的有毒有害物质。



(4)其他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之外的
生活垃圾。

我给垃圾分分类

1.播放flash，点选画面上的垃圾，分类投放到相应的垃圾桶。

2.幼儿自主操作ipad进行闯关游戏。

1.我们为什么要垃圾分类。

2.教师小结：因为垃圾拖到垃圾站，长时间堆放在外面，就
会引来许多蚊虫，还会发出难闻的味道，严重污染我们的环
境，最传统的方法就是进行填埋，占地面积大，如果全部填
埋，不分类，可回收额也就不能用了。

1.可回收垃圾的处理方法。

教师小结：可回收垃圾经过工厂加工能再次变成有用的物品。

2.厨余垃圾的处理方法。

教师小结：进行生化处理可以制成车用燃气、市政燃气;经过
堆肥处理变成有机肥料。

变废为宝。

本次活动利用flash课件教学，化静为动，有效地突出了本课
的重点，突破难点，培养了幼儿的问题意识，使幼儿积极地
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在活动中，幼儿学习兴趣浓厚，体验了
分类方法，很好的落实了教学目标。

本节课整个环节都是围绕课件进行，从地球妈妈呼吁大家保
护地球，到神奇龟告诉大家如何进行垃圾回收，垃圾回收后



能怎么再利用，到最后的巩固垃圾分类的小游戏，幼儿一直
在欢快的动画片中进行着活动，整节课下来，老师讲的轻松，
幼儿愉快的掌握新知，这些都有赖于课件对幼儿的吸引力。
当然，在巩固环节，幼儿对某些垃圾属于哪一类不能肯定时，
如果能够利用交互的功能调出课件中向幼儿介绍垃圾分类时
的图像，那更有利于孩子对垃圾分类知识的掌握。但更重要
的是让孩子懂得保护环境不是每个人随口说说而已就可以做
到的，我们要从自己开始，从幼儿园和自己家的周边环境开
始，将我们生活中的垃圾分类，送回属于它自己的家。从小
培养幼儿保护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让每个孩子都成为环保
小卫士，为美化环境献出一份微薄之力。

通过本次活动，幼儿更多地关注我们生存的空间、生存的环
境，这是本次教育的潜在效应。活动的延伸在于激励幼儿做
一个环保小卫士，做一个环保宣传员，如何做好这些留给幼
儿非常大的创造空间，从而也生成了许多其他环保教育活动，
体现了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小班分类教案反思篇四

1、能排除大小的干扰，按红、绿颜色对苹果进行分类。

2、积极参与活动，体验采苹果和分苹果的乐趣。

3、培养幼儿边操作边讲述的习惯。

4、让孩子们能正确判断数量。

1、果园布置，苹果（大小不等，合计60多个，有红色和绿色）

2、幼儿每人一个盒子，里面放3个苹果，放在椅子底下。

3、刺猬头饰、红、绿颜色的篮子各一。



一、摘苹果。

教师做刺猬妈妈，小朋友做刺猬宝宝。

“孩子们，秋天到了，果子成熟了，妈妈带你们摘果子
去。”走进果园。

“果子长在那么高的树上，我们怎样才能摘到呢？”“对，
用力向上跳，孩子们跳跳看。”

摘好一个苹果后请小刺猬回家。

二、区别颜色，初步感知分类。

“宝宝们，看一看，你们摘到了什么颜色的苹果？”请一个
小朋友上来，“宝宝，你的苹果是什么颜色的？”（绿色的
苹果宝宝）那我们和绿苹果宝宝问个好吧。“绿苹果宝宝在
哪里？绿苹果宝宝在哪里？请把绿苹果宝宝举起来。”

你摘到什么颜色的苹果宝宝？（红苹果宝宝，方法同上）

重复几次。

三、给苹果宝宝分篮——颜色对应，操作中学习分类。

1、宝宝们摘到了许多的苹果，妈妈想把这些苹果来分一分，
你们愿意帮助妈妈吗？（出示颜色标记——绿篮子和红篮子）

2、把绿苹果宝宝放到绿篮子，红苹果宝宝放到红篮子。（分
批摆放苹果）

3、小结：宝宝们真能干，帮妈妈分好了苹果，妈妈真开心。
绿苹果宝宝放在绿篮子里，红苹果宝宝放到红篮子里，真好。

四、帮助妈妈——在操作中进一步巩固分类。



1、妈妈这里还有许多的苹果，请宝宝们帮忙，给苹果宝宝按
绿色、红色分一分。

2、每个幼儿椅子底下放一个小盒子，里面放2—4片苹果。

3、操作后简单讲评幼儿操作情况。

五、延伸活动，激发继续探索的兴趣。

1、请幼儿按红、绿两种颜色排排队。

2、我们到外面去找一找还有哪些颜色的水果宝宝。

幼儿园的'数学活动相对于其他活动枯燥、单调，容易使幼儿
失去学习兴趣。因为这个时期的幼儿年龄小，逻辑思维尚未
发展，所以本次活动中我为幼儿创设了一个可操作的丰富材
料的环境，为幼儿创设了一个可选择性、可操作性的空间。
使幼儿能独立的操作材料，。并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幼
儿的自主性，选择性，独立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一系
列的游戏活动，达到了主题总目标预设的要求。

小班分类教案反思篇五

1、能区分物体的大小，按物体的大小分类。

2、学习用"大"和"小"表述分类的结果。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一)经验准备：幼儿已学习过"比较物体大小"。

(二)物质准备：大小两种的灰色鱼若干;大小两种盘子若干;



大小两种的花若干;大小两种的袜子若干;贴有大小标记的衣
架两个;标有大小标记的圆圈垫两个;花瓶12个;贴纸材料《分
大小》。

一、以"小猫钓鱼"的形式，引导幼儿辨认大和小。

教师出示若干只大小两种灰色的'鱼，并提问：它们有什么不
一样?

二、以"小猫分鱼"的形式，引导幼儿按大小分类。

(一)教师提出分类任务。

师：现在卞老师给你们两个盘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
们把这些鱼分一分。

(二)请个别幼儿展示分类结果，并引导幼儿表述。

师：谁来说说你是怎么分的?

三、以"小猫晒鱼"的形式，让幼儿练习按大小的标记进行分
类。

(一)教师在活动室内设置大小标记的圈子，并提出分类任务。

师：小猫要把鱼晒出来，请把小盘子放在标有小圆点标记的
圆垫上，把大盘子放在标有大圆点标记的圆垫上。

(二)幼儿操作，教师引导幼儿用"大""小"表述分类结果。

四、幼儿分组操作，巩固按物体的大小分类。

(一)分组的材料：

第一组--"分大小"，引导幼儿在《分大小》中分球、棒棒糖、



花。

第二组--"晒毛巾"，引导幼儿将大小不同的毛巾分别挂在相
应标记的衣架上。

第三组--"插花"，引导幼儿将大小不同的花分别插在相应标
记的花瓶里。

(二)幼儿操作，教师指导，并鼓励先完成的幼儿继续操作其
他组的材料。

(三)展示并交流操作的分类材料。

师：你操作了哪盘材料?你是怎么分的?

区域活动：将"分球""分棒棒糖""分花""分鱼"等活动材料投
放在数学区，引导幼儿继续操作练习。

家园共育：请家长在家利用整理衣袜等机会引导幼儿按物体
的大小进行分类整理。

通过本次教学活动，让我了解了孩子对数学都很薄弱，为了
能够使他们对数学感兴趣，我准备在以后的数学活动中多加
游戏，做到让幼儿在玩中乐、玩中学的目的。真正让幼儿成
为学习的主人，不断提升幼儿的自主探究能力。

小班分类教案反思篇六

1.认识可回收、不可回收标记，学习将垃圾分类为可回收垃
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2.体验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知道乱扔垃圾会污染环境，危
害健康，有初步的环保意识。



3.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4.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1.布置脏乱的小熊家和洁净的小兔家

2.旧报纸、饮料瓶、废纸盒、废电池、果皮、枯树叶、菜叶
等。

3.可回收垃圾箱、不可回收垃圾箱、废电池回收垃圾箱各一
个。

2、教师出示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标记。引导幼儿学习分类。

(出示可回收标记)，提问：什么叫可回收?我们的生活中有哪
些垃圾是可回收的?

(出示不可回收标记)，提问：为什么叫不可回收?有哪些垃圾
是不可回收的?

3、帮助小熊整理垃圾。

4、集体检查，进一步加深幼儿对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的了
解。

5、组成“环保小分队”，检查幼儿园的垃圾分类情况。

“垃圾”是环保教育中首选的教育资源，教师抓住了垃圾
的“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帮助幼儿体验垃圾对环境的影
响，对培养幼儿初步的环保意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
见，周围生活中的资源，我们加以巧妙利用都能成为幼儿园
的教育资源，生活处处是教育。



小班分类教案反思篇七

1.区分红、黄、蓝三种颜色，按颜色的标记分类。

2.能用语言表述分类的结果。

3.初步学习把相同颜色的不同物体放在一起。

4.发展目测力、判断力。

5.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会按颜色的标记来分类。

1.经验准备：幼儿在美工活动及日常工作中已经认识红、黄、
蓝三种颜色。

2.物质准备：红、黄、蓝颜色标记若干，小兔子玩偶三个。
花片

3.环境创设：创设"小兔的家"环境。(桌上放有红、黄、蓝色
的东西)

一、以"参观小兔家"的游戏形式引入，复习对红色、黄色、
蓝色的认识。

提问：小兔的桌上有什么?是什么颜色的?

二、游戏"给小兔送花"

2.游戏

引导语：喜欢红色的小兔子，要送给它什么颜色的花呢?请你
把花送给它。然后再分别给喜欢黄色的小兔和喜欢蓝色的`小
兔送花。



三、游戏：相同颜色在一起。

游戏规则：幼儿自由选取红、黄、蓝颜色标记一个，教师引
导幼儿按标记的颜色站在一起。再交换颜色标记，再次游戏。

引导语：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颜色标记，请手那相同颜色标
记的小朋友站在一起。

四、结束

本次活动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和认知特点，主要通过游戏的
形式展开活动，活动中，我借用了卡通图片、头饰等辅助教
具，极大地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活
动中，我设计了形式多样的游戏贯穿始终，并引导幼儿紧紧
围绕教学目标来开展游戏活动。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为幼
儿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而愉悦的环境，让幼儿在看看、玩玩、
学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辨别红、黄、绿三种颜色，并进行分
类，形成了良好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学习氛围。有力的
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其充分体验到了数学活动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