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数学壮壮家的聚会反思 幼儿
园小班教案鞋子的聚会含反思(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小班数学壮壮家的聚会反思篇一

一、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观察、认识鞋子，初步了解鞋子的特点及用途。

2、鼓励幼儿运用语言方式表达自己对鞋子的`认识。

3、教会幼儿正确穿鞋的方法，培养自我服务和帮助别人的意
识。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能认真倾听同伴发言，且能独立地进行操作活动。

二、活动准备：

1、事先排练好情境表演。

2、拖鞋、皮鞋、运动鞋、溜冰鞋、雨鞋各一双。

3、拟人化鞋样：高兴、不高兴各一双。

4、《大鞋和小鞋》音乐。



三、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幼儿兴趣。

1、找找小糊涂。

师：今天，小糊涂说好要请我们小朋友去他家玩的，人到哪
去了？

小糊涂：我穿了拖鞋。

师：你怎么穿拖鞋啊？

小糊涂：家里鞋子太多了，不知道穿什么好。

师：我们一起去他家里找找合适他的鞋子吧。

（二）认识鞋子，了解其特点及用途。

（幼儿全体脱鞋进入活动室）

1、出示鞋柜。

2、下雨了，穿什么鞋子？（雨鞋）天气热时适合穿吗？为什
么？（不透气）在家里，我们穿什么鞋子？（拖鞋）为什么
只能在家里穿？（容易脏，底比较软）3、师选出皮鞋和运动
鞋小糊涂出去运动，穿什么好？（运动鞋）

（三）学习穿鞋子。

1、师：小糊涂不会穿，怎么办？我们来教教他吧。

2、师一边念儿歌一边示范穿鞋子。

3、小糊涂穿鞋子。幼儿检查，发现小糊涂穿反了。



怎么做小鞋才会高兴？（把小鞋换过来）5、我们也穿上鞋子
和小糊涂一起去外面玩去吧！

（幼儿穿鞋，师提醒幼儿的鞋子穿的是否正确）（四）延伸
活动：

和小糊涂一起游戏。（播放音乐《大鞋和小鞋》）附儿歌：

穿鞋歌小脚伸进去，用里往上拔；鞋子穿穿好，走路不摔跤。

教学反思

本活动抓住幼儿生活中隐藏的教育契机，针对小班幼儿直觉
行动性思维特点。以情景为引．以游戏为链，将健康、社会
与数学有机整合。在活动中教师为幼儿创设温馨、开放、宽
松的氛围．通过变鞋——认鞋——找鞋等环节，引导幼儿观
察不同的鞋子。感受鞋子的多样性；通过穿鞋体验．引导幼
儿交流，表达穿鞋的乐趣：通过分鞋操作，引导幼儿配对、
分类，初步了解鞋子的不同用途。寓教育于游戏中，较好地
完成了目标，使幼儿在生活化、游戏化的活动中有效调动多
种感官参与活动，极大限度地发挥自主性，从中获得了鞋子
的相关经验。

小班数学壮壮家的聚会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生活中常见的鞋，感受它们的美和多样性。

2、大胆地说出自己喜欢的鞋子，知道穿鞋要合脚。

3、尝试对鞋子进行简单的分类。

4、能在情景中，通过实验完成对简单科学现象的探索和认知，



乐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所发现的.结果。

5、在活动中，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发现现象，并能以实证研究
科学现象。

活动准备：

1、各种各样大小、颜色、形状、用途不同的鞋子。

2、装有各种鞋子的“神秘箱子”。

3、鞋子的分类标志卡、鞋架等。

活动过程：

一、激发兴趣

1、出示礼物—“神秘箱子”，引起幼儿活动兴趣。

2、鼓励幼儿说说生活中常见的各种鞋的名称和用途。

教师逐一有目的地引导幼儿说说高跟鞋、大头皮鞋、旅游鞋、
拖鞋、溜冰鞋等的用途，让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认识，激发
了幼儿的活动兴趣。

二、鞋子展览会

1、引导幼儿用配对的方法将鞋子布置成展览会。

幼儿用配对的方法寻找箱子里和地板上散乱的鞋子，把它们
整齐地摆在教师指定的地方。

2、幼儿参观“鞋子展览会”通过看看、摸摸、比比、说说，
感受鞋子的美和多样性。



教师随机观察、引导，帮助幼儿注意各种鞋子的不同质地。

三、探索交流

1、鼓励幼儿自主寻找喜欢的鞋子，并穿一穿、试一试。

2、教师随机与幼儿交流，请幼儿谈谈穿上不同鞋子的感受，
并组织集体交流。引导个别幼儿穿上鞋子在集体面前跳一跳，
让大家一起来观察。

3、引导幼儿小结：穿鞋要合脚。

小朋友穿上合脚的鞋，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才会舒服。

四、鞋子找家

1、请幼儿按教师提供的鞋子图标，对鞋子进行分类。

2、教师边出示标志，引导幼儿如何更好地进行归类。

五、穿上合脚的鞋到户外游戏

教学反思：

本活动抓住幼儿生活中隐藏的教育契机，针对小班幼儿直觉
行动性思维特点。以情景为引．以游戏为链，将健康、社会
与数学有机整合。在活动中教师为幼儿创设温馨、开放、宽
松的氛围．通过变鞋——认鞋——找鞋等环节，引导幼儿观
察不同的鞋子．感受鞋子的多样性；通过穿鞋体验．引导幼
儿交流，表达穿鞋的乐趣：通过分鞋操作，引导幼儿配对、
分类，初步了解鞋子的不同用途。寓教育于游戏中，较好地
完成了目标，使幼儿在生活化、游戏化的活动中有效调动多
种感官参与活动，极大限度地发挥自主性，从中获得了鞋子
的相关经验。



小班数学壮壮家的聚会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了解生活中常见的鞋，感受它们的美和多样性。

2、大胆地说出自己喜欢的鞋子，知道穿鞋要合脚。

3、尝试对鞋子进行简单的分类。

4、学会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乐观的情绪，逐渐养成乐观开朗的
性格。

5、引导幼儿初步养成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

【活动准备】

1、各种各样大小、颜色、形状、用途不同的鞋子。

2、装有各种鞋子的“神秘箱子”。

3、鞋子的分类标志卡、鞋架等。

【活动过程】

一、激发兴趣

1、出示礼物—“神秘箱子”，引起幼儿活动兴趣。

2、鼓励幼儿说说生活中常见的各种鞋的名称和用途。

教师逐一有目的地引导幼儿说说高跟鞋、大头皮鞋、旅游鞋、
拖鞋、溜冰鞋等的用途，

让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认识，激发了幼儿的活动兴趣。



二、鞋子展览会

1、引导幼儿用配对的方法将鞋子布置成展览会。

幼儿用配对的方法寻找箱子里和地板上散乱的鞋子，把它们
整齐地摆在教师指定的地方。

2、幼儿参观“鞋子展览会”

通过看看、摸摸、比比、说说，感受鞋子的美和多样性。

教师随机观察、引导，帮助幼儿注意各种鞋子的`不同质地。

三、探索交流

1、鼓励幼儿自主寻找喜欢的鞋子，并穿一穿、试一试。

2、教师随机与幼儿交流，请幼儿谈谈穿上不同鞋子的感受，
并组织集体交流。

引导个别幼儿穿上鞋子在集体面前跳一跳，让大家一起来观
察。

3、引导幼儿小结：穿鞋要合脚。

小朋友穿上合脚的鞋，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才会舒服。

四、鞋子找家

请幼儿按教师提供的鞋子图标，对鞋子进行分类。

教师边出示标志，引导幼儿如何更好地进行归类。

五、穿上合脚的鞋到户外游戏



六、活动反思：

我发现，虽然刚入园时孩子对家人的依赖较强，自理能力和
常规知识懂得较少，但他们同时又是聪明的和善于学习的。
只要老师勤于指导、巧妙构思和设计一些教育环节，就能帮
助幼儿尽快适应集体生活，同时养成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小班数学壮壮家的聚会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鞋子的基本特征、种类及不同的用途，了解在合
适的场合和合适的季节穿合适的鞋子。

2、积极尝试用较完整的语言讲述。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活动准备：

各种不同男女、季节、天气、职业的人物图，与人物可以粘
贴匹配的各类鞋子小图片。

活动过程：

一、谜语导入

1、老师说出谜面：“小小两只船，大小都一样，要走一起走，
要停一起停。”

2、幼儿猜出谜底：鞋子。



3、议论：怎样能猜出谜底，我们听到谜面怎样说。

4、进入了关于“鞋子”的`话题：“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关
于鞋子的事情。”

二、观察辨错

1、观察自己的鞋，交流今天我穿了一双什么鞋?

2、展示一群穿错鞋的小朋友，观察他们各自穿的鞋：雨天穿
布鞋、冬天穿凉鞋、夏天穿棉鞋、运动时穿皮鞋、男孩穿女
孩的鞋等。

3、小朋友穿的是什么鞋?这样穿鞋合适吗?他们该穿什么鞋
呢?

4、与身边的同伴议论后说说该怎样换鞋，以及自己的理由。

三、了解鞋的用处

2、幼儿分成“行”与“不行”两组，交换地说说各自的理由。

3、教师征求意见，最终发现有些时候可以不穿鞋，有些时候
非穿鞋不可。

四、鞋子匹配

1、观察画面上的人，想一想他们需要穿哪种鞋子。

2、从边上的图画里找出适合的鞋，贴在对应的小朋友脚上。

3、观察分辨：他们的鞋穿得是否合适，若有疑问继续讨论调
整。

教学反思：



在活动中教师只有善于激发幼儿的兴趣，才能达到培养幼儿
创新能力的目的。对儿童进行感性教育，应当从直观教学入
手。生动、形象的直观教学，有助于幼儿直接感受和理解语
言。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小班数学壮壮家的聚会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能画出苹果的主要特征。

2、能用红、黄、绿三种颜色进行均匀涂色。

3、在创作时体验色彩和图案对称带来的均衡美感。

4、体验想象创造各种图像的快乐。

活动准备：

实物苹果、范例、油画棒，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一、苹果聚会

二、教师示范。

1、出示幼儿操作画册：看，这是红苹果的家，它就在里面举
办聚会，

2、讲解画法：教师示范画苹果，幼儿仔细看。

3、告诉幼儿涂色时向一个方向涂，不涂到框的外面。

二、幼儿作画



1、师：现在我们小朋友也来画画自己喜欢的苹果，注意画出
圆圆的，完整的苹果，画完后用红黄绿三种颜色涂苹果。

2、幼儿全体动手操作画苹果，提醒幼儿画面整洁。

3、教师巡回查看，帮助动手能力差的幼儿。

三、作品讲评

1、你觉得谁的画最漂亮？为什么？

2、你画的.是什么颜色的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