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精品课观摩活动方案 幼儿园
教学观摩活动方案(实用5篇)

方案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
是在组织管理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大家想知道怎
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方案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
方案策划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幼儿园精品课观摩活动方案篇一

为了全面贯彻《幼儿园教育指导思想》精神，根据芜湖市镜
湖区教育局《关于在全区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方案》的文件
精神，于5月底分别在环城南路幼儿园、春晖幼儿园举办
了“镜湖区幼儿园区角游戏活动观摩”，全区约260名公、民
办园园长和老师齐聚一堂参加了此次观摩活动。

本次活动观摩共分四个环节——观摩幼儿早操、各班区角游
戏、幼儿园介绍开展区角游戏活动的经验、交流与研讨。首
先，两所幼儿园分别向参观者展示了幼儿早操，孩子们在动
听、优美、欢快的音乐中翩翩起舞，整齐有力的动作给与会
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参观的老师深入幼儿园班级进
行了40--50分钟的区角游戏实地观摩。了解班级区角环境创
设思路、设计理念、活动目标、区角布局及幼儿参与活动、
评价活动的过程。两园都围绕主题，奇思妙想。小班的“娃
娃家”“小厨房”里，“爸爸、妈妈”忙着给“宝宝”穿衣
服，梳头、做点心；中班的“超市”“蛋糕房”里，透露出
教师们的无限创意、心灵手巧及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大班
的“售楼处、小医院”里，孩子们在区域活动中学习与人交
往，学会解决问题。在游戏活动观摩中我们看到：教师们充
分利用室内外的空间进行区域创设，班级、走廊、楼梯口颇
具艺术气息的游戏坏境，富有童趣，吸引幼儿自主的进入区
域活动；利用身边的废旧材料及半成品，精心设计和制作了
大量的形象生动、造型别致、绿色环保的游戏材料，折射出



教师们的独具匠心及教育智慧。在师生共同创设的区角游戏
中，孩子们乐在其中，自主选择游戏，自主模仿，在自由、
宽松、愉快的环境中，不断地尝试、探索，体验成功和快乐，
促进了幼儿的个性发展，充分体现了“游戏即生活”的教育
理念。最后进行了游戏研讨活动。老师们畅所欲言，交流、
探讨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体会，表示：两所幼儿园的教师遵循
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及认知水平，充分利用园内有限空间开
展丰富多彩的区角活动，各有特色，展示了教师在幼儿园区
角活动中的先进理念，高水平的游戏质量和良好的区角游戏
常规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我们学习。

观摩活动结束后，教育局还举行了“镜湖区幼儿园优秀游戏
教学评比”颁奖仪式，对全区20所公民办幼儿园的32名教师
颁发了证书，鼓励获奖人员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大胆
创新，以游戏为幼儿基本活动，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
献。镜湖区教育局副局长谢树能全程参与了两天的活动，并
在颁奖仪式上作了重要讲话。

通过区角游戏观摩，帮助大家解决了在开展区角活动实践中
的一些疑难和困惑，让与会的老师们有所感悟，明晰了有效
开展区角活动的方向和思路，再次吹响了区角活动为幼儿一
日活动主旋律的号角，点燃了各园开展区角活动的激情，为
镜湖区幼儿园的区域活动突显特色，不断提高镜湖区学前教
育水平打下基础。

幼儿园精品课观摩活动方案篇二

一、活动目的：

按照我园20__年上学期教学教研计划的。要求，本月我园将
举行全园教师公开课观摩活动，目的是通过课程观摩，加强
园内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发挥观
摩活动示范引领作用，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二、活动形式：

三、活动时间：

3月底到四月底

四、活动要求：

1、各位老师要充分吃透教材，运用最有效、最适合的教学方
法，力争将课程达到最优质的效果。课前认真准备好教学设
计和说课稿，课后向全体老师讲述教学目标和教学思路。课
后由全体听课老师进行点评。

2、听课教师在活动开始前一律将手机调为振动或关机，必须
要遵守时间，应在授课教师说课开始前全部到位，且中途不
得随意走动或离开教室，并认真做好听课记录，且准备好观
摩后的发言。

3、授课教师需提前做好准备，如课件教具的准备、孩子的准
备等，听课人员和上课人员必须按时开始进行活动不得迟到
或随意缺席。

4、此次公开课的活动组织原则上每一个活动要面向一个班级
的全体幼儿，如室外活动可酌情减少一部分幼儿参与！

5、幼儿园应对教师公开课做好摄影工作。

五、评选优秀课方法

本学期我园将采取现场打分的方法，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
低分，按照剩下参与打分老师的平均分多少排名次，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每次活动后由老师立即打分，打分后的成绩密封好，等全园
老师公开课结束后且在老师的监督下进行统分。希望老师本



着公平公正的态度给老师评分。评分原则见附表。

幼儿园精品课观摩活动方案篇三

（一）

一、指导思想及活动主题

我校的中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着几大问题：

一、学生的阅读能力弱，找不到阅读的答题技巧，对一些发
挥题无从下手。

二、学生的朗读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不强。

二、活动时间：2012年11月8日

三、活动地点：三年一班

四、主持人：

五、主讲人：

六、参加人：全体语文教师

七、主讲课题：《石榴》

八、活动流程：

1、2012年8日前全体语文教师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将
《石榴》这节课的教案写出来，做到详细，有创意。

2、2012年8日上午第二节课下课后在二楼会议室研讨、集体
备课。参加人必须携带电子课本复印件及自己的教案。主讲
教师准备好说课稿、详细的教案。



3、2012年8日下午第二节课在三年一班由xxx老师主讲，全体
语文教师听课并做好听课笔记。

4、听完课后全体听课老师到二楼会议室进行反思、评课，每
位听课老师随时做好你的评课发言稿。主讲老师准备好自己
的反思。

5、由教导主任xxx做总结

八、布置下次活动内容

幼儿园精品课观摩活动方案篇四

1、学习将收集的种子进行分类、排列，并做记录。

2、积极探索，分析讨论，感知物体的大小、数量与排列长短
的关系。

1、幼儿人手一份种子（蚕豆、黄豆、赤豆各十颗）

2、纸板人手一张

3、乒乓球、海洋球各一个。

1、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看看桌子上有什么？”（蚕豆、黄豆、赤豆）“它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叫什么？”（种子）

2、第一次探索活动：感知数量相同，大小不一的种子，排列
长短不一样。

(1)讲解操作要



“现在请你们做件事，给这些种子分分家（出示图一）

“请你们猜猜第一条线上排什么？为什么？”（红豆，因为
有红豆标记）

“第二、第三条线呢？”（黄豆、蚕豆）

“排的时候要从红线开始，一个靠着一个，让它们站在线上。
三排全排完了，不要收，数一数，把数字记到后面的格子中。

(2)幼儿操作，用种子在纸板上排队。

(3)请幼儿讲述排列结果。

“红豆有几颗？”（十颗）“黄豆有几颗？”（十颗）“蚕
豆呢？”（十颗）“它们都是十颗啊？那它们排的队伍一样
长吗？”（不一样）

(4)讨论：为什么都是十颗，队伍不一样长呢？（因为红豆小，
所以排得最短。因为蚕豆大，所以排得最长。因为黄豆不大
也不小，所以排的队伍不长也不短）。

(5)小结：相同数量的种子，颗粒越小，排列越短，颗粒越大，
排列越长。3、第二次探索活动：感知大小不一的种子，排列
长短相同时，数量不同。

(1)请幼儿把纸板翻过来，观察另一面。

“看看纸板上有什么？”（种子标记、线）“这三条线怎么
样？”（一样长）

(2)设疑、引导幼儿思考

“如果在这三条一样长的线上排队，想想它们用的数量会不
会一样多？”（a：一样，b、不一样）



(3)交待探索要求，幼儿操作。

“请你们用不同的种子分别在三条一样长的线上排列，看看
它们用的数量到底会不会一样多呢？”

(4)讲述操作结果。

（不一样多，红豆用得最多，蚕豆最少）

(5)讨论“为什么排一样长的队伍时，红豆用得最多，蚕豆用
得最少呢？”

(6)小结：队伍一样长时，小种子用得多，大种子用得少。

4、结合生活实际进一步感知大小、数量与排列长短的关系。

(1)出示海洋球、乒乓球，提问：

“如果用相同数量的海洋球和乒乓球排队，谁的队伍长，谁
的队伍短，为什么？”（乒乓球小，排的队伍短；海洋球大，
排的队伍长）。

“让它们排一样长的队伍，海洋球和乒乓球谁用得多？为什
么？”（队伍一样长时，大的海洋球用得少；小的乒乓球用
得多）。

(2)游戏：走钢丝。

“请小朋友一起来做走钢丝的游戏。自己找一段距离，从起
点线处脚跟对脚尖走到终点线，数数你用了几步？老师用了
几步？”

“想一想，为什么老师用的步子少，你们用的多呢？”



幼儿园精品课观摩活动方案篇五

一、活动目标：

幼儿园区域活动是实施《指南》的重要形式，是幼儿通过自
发游戏来学习的活动方式。因此，在区域活动中教师如何以
《指南》为依据，通过区域活动的材料投放来支持幼儿的游
戏活动，通过对幼儿游戏行为的观察、分析和指导助推幼儿
的学习和发展是教师获得专业成长的又一新课题。为了进一
步提高教师开展区域活动的能力，促进区域活动教育价值最
大化和幼儿个性化的发展，特开展区域活动观摩，并通过活
动及时发现问题，进行研讨，解决问题，为今后各班区域活
动顺利开展做好铺垫。

二、活动时间：__年11月8日上午9:20

三、参与人员：所有空课老师

四、观摩班级：大6班

五、活动形式：现场观摩、教师讲解、交流研讨

六、活动要求：

（1）区角设置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2）材料的投放符合本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学习特点，力求
体现教育性、趣味性、可操作性等特点，做到卫生、安全。

（3）做到有组织、有指导、有评价、有反思。

（4）观摩教师认真记录区域所投放活动材料、幼儿的活动、
教师的指导。



（5）观摩教师要在指定区域进行观察记录，不影响孩子的正
常活动。

（6）观摩后进行研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