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生活坊活动教案及反思(模
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大班生活坊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一

1、通过校园内的意外受伤事故，了解校园内的安全隐患。

2、提高同学们的自我安全保护意识。

1、提高同学们的自我安全保护。

1、使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载有问题的幻灯片

一、芝麻开门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迅猛，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秩序良好。
但任何时期都会有一些不法分子伺机而动，侵害他人，尤其
以中小学生、老人为直接侵害对象。为此，我们不得不防。

二、观察在线

你曾遇见过或听到过这些事情吗?

敲诈勒索 暴力伤害等

三、点击问号



小偷撬门扭锁，就我一人在家，我该怎么对付这个坏蛋?

遇到暴力侵犯时，我该怎么办?

四、实践演练

(1)、请同学们分组演练

(2)、评价随机应变的能力。

课后反思：在课程的开始部分，同学们畅所欲言，说出自己
身边都有哪些危险，然后同学们围绕这些危险展开了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中，同学们分为正反两方展开讨论，学生对家
里的危险、遇到陌生人等方面的意识知之甚少，甚至有些同
学不知如何保护自己，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进一步增强了
自我保护意识。

大班生活坊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二

1、引导幼儿清楚的讲述，发展口语表达能力。

2、能与同伴合作，大胆想象，设计生活小区。

3、初步培养幼儿爱家园的情感，懂得爱护周围的环境。

1、课前已对小区作过调查，了解小区内的设施。

2、有关生活小区的录像。半成品材料若干份。

3、各种盒子、双面胶、固体胶、纸、橡皮泥、树枝、剪刀等。

师引导：小朋友，最近我们对身边的小区很感兴趣，收集了
很多的资料，我和你们一样，还拍摄了些我们蓬莱的小区，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老师和小朋友们边看录像边自由地聊聊。

2、请若干个幼儿说说自己的感受。

小结：我们蓬莱有这么多的小区，有老一些的小区，有新建
的小区，蓬莱的变化真是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美了，我知
道你们也有自己生活的小区，而且还做了调查，有了好多的
发现，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1、根据自己的调查说说对生活小区的新发现。(幼儿自由说)

2、说说喜欢自己小区的理由。

3、老师随机的贴上喜欢的标记，如：绿化很好，贴上花草绿
树的绿化标记。

4、小结：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喜欢自己的生活小区的理由，
是呀，小区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整洁、漂亮的环境，还有各
种便利的服务。如：儿童乐园、健身中心、超市等，可以使
我们生活的更美好。

引导幼儿：今天，我们来做小小设计师，看看每一组上有很
多的材料，如房子、树木、花草等，呆会我们小朋友分组商
量一下，怎样在这张在图纸上设计我们喜欢的生活小区。等
会儿，每组选出一名代表，来介绍一下设计的生活小区。

1、幼儿分组合作。

2、老师重点观察幼儿使用材料的情况和了解幼儿的想法。

1、各组说说自己设计生活小区的想法，为自己的小区做宣传。

2、讨论如何做个文明小公民爱护小区。

3、集中交流，老师引导、帮助幼儿理出几条文明小公民公约。



大班生活坊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三

1、明白午餐时礼貌用筷应当遵守的一些规则，并尝试记录午
餐用筷规则。

2、体验礼貌用筷的好处。

明白午餐时礼貌用筷应当遵守的一些规则。

尝试记录午餐时使用筷子的一些规则。

ppt、筷子、纸、笔、背景环境创设。

一、引起兴趣

1、这是什么？你们明白筷子是哪个国家发明的吗？筷子有什
么用途？

2、小结：我们中国人真了不起，发明了筷子。升入大班以后，
每次吃午饭，筷子一向和我们在一齐，是我们的好朋友，给
我们夹起好吃的饭菜，筷子能够让我们的手更灵巧，大脑变
得更聪明。

二、交流讨论

1、筷子有这么大的本领，吃饭时我们用筷子来做什么？（夹
饭菜、收垃圾）

2、在用筷子夹饭菜、收垃圾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筷子要对
齐）

3、此刻我要把它记录下来。怎样画才是对齐啊？（上下一样
长）



4、小结：“小筷子，对整齐，夹起饭菜快快吃。”

5、吃饭时，筷子除了要对整齐的吃，还要注意什么？（教师
根据幼儿所说的资料进行引导）

指导一：值日生分筷子。

（1）出示值日生的图片，提问：这是谁？午餐的时候她做什
么工作？（发筷子）

（2）谁来当值日生，试试看，你是怎样发筷子的？

（3）你发现了什么问题？（请幼儿改正发现的问题）

（4）小结：“值日生，分筷子，头脚对齐摆放好”

（5）如果我要记录下来的话，我要怎样画？（先画什么？再
画什么？）

（6）小结：所以我们在记录的时候要想好要画些什么？还要
画的简单，桌子只要用正方形来表示就能够了，要简单、能
看的懂、速度快。

指导二：不咬筷子尖

（1）用筷子还需要注意什么？

（2）出示被咬过的筷子，这根筷子怎样了？

（3）小结：“小朋友，本领大，牙齿不咬筷子尖”

（4）不咬筷子尖要怎样记录？

指导三：筷子不乱放（重点指导记录）



（1）出示图片：他们的筷子在干什么？（乱放）这样做对吗？

（2）小结：原先筷子不能到处乱放。“吃好饭，要喝汤，筷
子整齐放桌上”。

（3）这个要记录的话，你要怎样记录？

（4）记住哦，这个留着一会儿你们自我记录。

指导四：收垃圾

（1）刚刚我们说了筷子能够收垃圾，筷子尖对齐，垃圾放到
碗里怎样画？

（2）教师演示提醒幼儿如何记录。

（3）吃好饭，捡垃圾，收好垃圾送回家。

6、刚刚我们讲到的午餐时用筷子需要遵守的规则有哪些？
（儿歌小结）

7、遵守这些用筷子的规则，有什么好处？

小结：让我们吃饭的速度加快，成为一个礼貌有礼貌的好孩
子。

三、记录用筷子的规则

1、幼儿分组记录用筷子的规则，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2、要求：

（1）商量选择画一个规则

（2）选一个人来画



3、记录展示。

活动延伸：

将记录好的资料贴到相对应的背景环境中。

附：儿歌：礼貌用筷

值日生，分筷子，头脚对齐摆放好；

小筷子，对整齐，夹起饭菜快快吃；

小朋友，本领大，牙齿不咬筷子尖；

吃好饭，要喝汤，筷子整齐放桌上；

用好餐，捡垃圾，收好垃圾送回家。

优势：活动的选材。

本次活动的选材来源于幼儿的生活，是主题背景下的一个活
动。生活习惯是幼儿自我服务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日常生活
中发现孩子吃饭的时候使用筷子出现的一些问题，于是将这
些不良的行为习惯以团体活动的形式呈现，将自创儿歌与生
活习惯相结合。

大班生活坊活动教案及反思篇四

1、能大胆地与同伴交流各种调节情绪的方法。

2、知道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多种情绪变化。

3、学会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幼儿热爱生活，快乐生活的良
好情感。



4、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意识。

表情图片、好方法的图片

一、观察讲述人物高兴的表情图，体验开心的情绪

1、出示各种高兴的表情图：今天，我带来了一些表情图片，
看看这些表情表示什么?

2、你从什么地方看出这是一些表示高兴的表情?

总结：原来有这么多表示高兴的表情呀。

3、高兴的时候，除了开心地笑，你还会有什么方法表示你的
快乐和开心呢?

总结：有这么多方法都可以表达你的快乐心情。

4、那哪些事情会让你感到快乐开心呢?谁愿意来和大家说说。

小结：原来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让人开心快乐的事情，真幸
福呀。

二、帮助故事中的菲菲，与同伴交流各种调节情绪的方法

2、你从哪里看出菲菲生气了呢?

小结：原来生活中除了高兴的事情，还有许多让人不愉快不
开心的事情。

3、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什么事情让菲菲生气了。

4、教师讲述小故事前半段：如果你是菲菲你会怎么办?(出示
好方法的图片)



5、菲菲生气了，真不开心，有什么办法让她开心起来，不再
生气呢?(小组讨论，选出一人向大家介绍方法，其他人可以
补充)

小结：每个人都有快乐和生气的时候，当你生气时，你可以
试试用这些方法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快乐起来。

6、那想不想知道菲菲是用什么办法让自己不生气的?仔细听，
哪些方法和我们一样，哪些方法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7、幼儿继续听故事：菲菲用了哪些方法是我们没有想到
的?(出示好方法的图片)

小结：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生气没关系，只要
你有办法使自己心情好起来，那你每天都会拥有好心情。

1通过本次活动，多数幼儿知道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乱发脾
气，知道了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

2备课和教学活动有一定的差距，在幼儿与同伴之间的讨论的
时候，活动中如果没有老师不断的引导他们很容易跑题，谈
论其他的话题。

3幼儿在说故事的时候，我会考虑到每个幼儿之间他们的语言
表达能力，而对他们进行不同的语言引导。

4如果在让我上一次这堂教学活动，我会在多方面改进自己的
教学方式方法。

大班生活坊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五

1、经过指印的添画、组合，发挥幼儿的想象力。

2、经过对图画资料地大胆描述，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本事。



视频转换仪、印泥、白纸、勾线笔、抹布等。

一、尝试印指纹

1、出示印泥，引起兴趣。

师：这是什么？（玩印章时用的印泥）今日我们要用印泥来
印指纹。【采用直接导入的方法开始本次活动，一方面是因
为孩子们对印泥比较熟悉，另一方面是为了迅速引发孩子们
玩印泥的兴趣。】（评：这个环节比较直接，孩子们一下子
就被吸引了过来，纷纷想尝试一下印指纹。）

2、教师示范指纹印的步骤，提出要求。

师：先来看教师是怎样印的。先用大拇指蘸印泥，再印在纸
上稍微往下压一压，不要移动，不然印出来的指纹就会不清
楚了，最终用抹布把手上的印泥擦干净。【在幼儿动手操作
之前，教师边示范边用简洁的语言提出要求，便于幼儿完成
任务。异常是手不能移动这个要求很重要，否则印出来不清
楚就前功尽弃了。】（评：当教师示范了一遍之后，小朋友
都欢呼了起来，觉得印指纹很神奇，也很好玩。）

师：一个指纹印好了，真趣味！让我再来印一个。记住：先
用大拇指蘸足印泥，再落在纸上稍微往下压，注意不要移动，
最终用湿抹布把手上的印泥擦干净。【教师第二次示范印指
纹，重申了印指纹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加深了幼儿对印指纹
注意点的认识。】（评：看完教师两次示范印指纹，小朋友
的兴趣都来了，有的小朋友一边仔细地看教师示范一边在轻
声地重复教师所提出的印指纹的要求，看来教师所提的要求
起作用了。）

3、幼儿操作。

师：你们想不想也来印一印？（想）那就赶快动手印吧！



【根据教师刚才所提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幼儿开始操作印指
纹。】（评：由于小朋友们明白了印指纹的要点，所以大多
数幼儿印得都很好。也有个别本事较弱的幼儿，在教师的指
导下也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二、想象并添画指印

1、教师示范一个指印的添画，引导幼儿想象。

师：有没有都印好了？赶快来看教师变魔术了。看看我会把
这些指印变成什么？变变变，变成什么了？（一个小人）我
添了几笔就把指印变成了一个小人。再变变看，又变成什么
了？（气球）加了一条线就变成了一个气球了，真好玩！
【在孩子们都印好了几个指纹之后，用变魔术的方法把孩子
的注意力集中到教师身上，很自然地过渡到了下一环节的教
学。】（评：幼儿被魔术一下子吸引了过来，在教师添画之
后，幼儿都能说出添画的是什么，觉得添画很趣味、很好玩。
）

师：那小朋友们来想想你能不能也在指印上添上几笔，把它
变一变，变成什么呢？【引导幼儿思考能不能在自我的指纹
印上添上几笔变成其他东西，发展幼儿的想象力。】（评：
这个问题抛出来之后，教室里立刻炸开了锅，大家都在议论
能够变什么，幼儿在交流时迸发的想象力真令教师刮目相看，
皮球、螃蟹、瓢虫……许多想法都是教师事前没有想到的。）

2、幼儿添画，教师有目的引导。

师：啊，原先我们只要简单地添几笔，就能把指印变成这么
多趣味的东西，那让我们也来做一回魔术师，试一试自我的
本领，请你们把你想的变出来，好吗？（评：这一环节显示
了幼儿的个体差异，大部分小朋友能自我独立添画，但也有
个别幼儿开始只能照着其他小朋友添画，这就需要教师注意
在活动中的个别指导了。



3、幼儿介绍。

师：谁愿意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指印添画？我们请xxx，
你把指印变成了什么？

5、幼儿交流多个指印的添画，教师给予肯定。（评：小朋友
的点子较多，有的小朋友把两个指印上下叠加变成了一只梨，
有的小朋友把好多个指纹并排印好后画上了很多脚变成一条
毛毛虫等。）

三、指印添画并创编故事

1、师：小朋友的想法真多，那就请大家把我们刚才想的放在
一幅画中，编成一个趣味的小故事。记住必须要先想好你故
事中有些什么，然后再印、再添画，最终再编故事。图画中
的资料能够是一个指印添画成的，也能够是两个指印添画成
的，还能够是许多个指印添画成的。【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这是本次活动难点所在。】（评：小朋友有了前面添画的基
础，大多能想出要添画什么资料，在添画的时候也都各显神
通。）

3、师：都好了吗？谁来讲讲自我的小故事？（2-3名幼儿讲
述）（评：幼儿对于添画都能完成得不错，可是在编故事这
个环节，不出意料，能较详细地讲述故事的幼儿很少，大都
只能用简短的几句话来进行讲述。）

4、师：xxx小朋友讲了一个《xxx》的故事，里面有……真好听！
我明白你们都想来讲讲自我编的小故事，那就请你把故事讲
给你边上的小朋友和客人教师听吧，大胆一点，快去讲吧！

总评：

本次大班综合活动《好玩的指印画》，以幼儿感兴趣的指纹
为切入口，目标定位准确，完全是依据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



来制定的。在活动过程中，教师一步一步、环环相扣，先是
经过印泥引发幼儿印指纹的兴趣，在幼儿操作及添画的时候，
教师做了有目的的引导，让孩子们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在
最终的环节，小朋友基本上都能添画出一幅有情节的画，可
是在语言表达方面就稍微欠缺了一点，但也有几个小朋友编
的故事还是很不错的，说得有声有色。总的说来，此次活动
到达了较高的成效。

设计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