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社会我喜欢的小动物教案反
思(优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班社会我喜欢的小动物教案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学会画折线、波浪线、螺旋线三种曲线。

2、提高手的控制能力，进一步提高对绘画活动的兴趣。

3、提高观察智力、模仿智力、构思与想象智力。

教学准备：

1、电脑制成的动画：螃蟹、金鱼、蝴蝶的动态及留下的痕迹
并配上儿歌。

2、幼儿每人一支勾线笔，画有背景的画纸，各种小动物的图
片若干。

3、每组一盒浆糊，毛巾若干。

教学过程：

1、放电脑动画，引起幼儿兴趣。

放电脑画面：小金鱼，尾巴大，摇摇尾巴游呀游;花蝴蝶，来



跳舞，圆圈舞呀真漂亮;小螃蟹，力气大，东爬西爬找朋友。

2、引导幼儿用手描绘各种小动物留下的不同痕迹。

提问：来了哪些小动物呀?它们是怎么来的?(请幼儿分别讲述，
并进行模仿各动物的动作)

“看花蝴蝶飞来的时候，在后面留下了一条痕迹，是怎样的
呀?”(一圈一圈的)请幼儿跟着老师边念儿歌边用手描绘螺旋
线。

“那金鱼游来的时候，会在后面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一
弯一弯的)请幼儿跟着老师边念儿歌边用手描绘波浪线。

“那螃蟹来的时候又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一折一折的)
请幼儿跟着老师边念儿歌边用手描绘折线。

3、幼儿作画，老师巡回指导。

指导语：还有好多小动物都来了，它们想请小朋友帮它们画
留下的痕迹，你们愿意吗?你想帮哪些小动物画呢?等会儿小
朋友可以自己去选择你喜欢的小动物先帮它粘在画纸上，然
后想想它们走路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用勾线笔在动物的后
面画下来。

小班社会我喜欢的小动物教案反思篇二

一、活动目标：

1、愿意说说在动物园看到的各种动物，并介绍自己喜欢的动
物。

2、能大胆的使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激发爱动物的情感

二、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了解几种常见的动物名称。

2、物质准备：幻灯片动物园拍摄的照片。

3、与幼儿人数相同的小红星若干枚。

三、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师：“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去过动物园呀?那你们在动物园
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1)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说自己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2、带领幼儿参观”动物园“。

1)播放多媒体课件观看各种动物的图片。

2)引导幼儿认识各种动物，并能说出它们的名称。

(二)幼儿与教师交谈。

1、请猜猜老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1)请幼儿大胆猜测教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2、请幼儿说一说，你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

1)提问”你喜欢什么小动物?，为什么?



2)鼓励幼儿大胆的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请个别幼儿上来介绍喜欢的动物。

(三)送颗红星给喜欢的动物

1、请每位幼儿取一枚红星粘贴在自己喜欢的动物图片下面。

(三)游戏：猜一猜它是谁?

1、请个别幼儿上来模仿小动物，让其他小朋友来猜一猜，这
是什么小动物!

(四)活动结束：

小动物们都很可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关心和爱护小
动物。

活动反思：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纲要》明确要求“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
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
言交流的乐趣。”为此，教师在活动前用心创设了“宝宝动
物园”的教学情境。活动开始时，幼儿听说教师要带他们去
参观“宝宝动物园”,都高兴极了。然后，在参观“宝宝动物
园”时，动物园里生动形象的环境布置更是进一步引起了幼
儿参观的兴趣。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幼儿营造一个自由、
宽松的谈话情境，从而激发幼儿参与谈话的欲望，为后面的
交流环节做好铺垫。

二、多种形式，引导交流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到：“多给幼儿提供倾



听和交谈的机会。”在本次教学活动中，教师非常注重交流
环节。分别采用了自由交流、分组交流、集中交流的形式，
引导幼儿大胆交流。

(一)自由参观，自由交流。

在带领幼儿参观“宝宝动物园”时，教师先引导幼儿认真观
察并发现“宝宝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然后引导幼儿以自
己的观察和已有经验，自由说出自己发现的动物的名称以及
相关认知。在这一环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做任何形式的
引导，让幼儿在毫无束缚的状态下轻松参观，自由交流。

(二)分组交流，大胆表述。

在分组交流自己喜欢的动物的环节时，教师能够积极地参与
到幼儿的交流之中。在与幼儿交流的过程中，教师注意鼓励
幼儿大胆发言，引导幼儿轮流发言并注意倾听同伴的发言，
提醒幼儿互相学习彼此的谈话经验。比如，当一位幼儿表述
得较完整的时候，教师及时对该幼儿进行表扬，并提醒其他
幼儿向该幼儿学习说完整的话。

(三)集中交流，大胆表述。

在幼儿分组交流的基础上，教师再引导幼儿进行集体交流。
在此环节中，教师不仅注重对举手发言的幼儿的引导，还有
意识地将问题延伸，引导其他幼儿一起加入谈话的行列。比
如，当一位幼儿回答我喜欢的动物是小兔子时，教师会有意
识地提问其他幼儿：“你们有谁也喜欢小兔子?小兔子是什么
样子的?小兔子还有什么本领?”等等。这样做，既照顾到了
个体，又照顾了全体。通过交流，幼儿之间的经验得到相互
补充。

三、关注差异，个别引导



《纲要》中提到：“必须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
个性的发展。”在“师幼交流，大胆表述。”这一环节的教
学过程中，教师积极地加入到幼儿的谈话之中。在参与幼儿
谈话的过程中，教师注意关注幼儿的个体差异，并且根据幼
儿的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引导。

(一)针对能力较弱的幼儿：

教师注重引导他们大胆说出自己喜欢的动物的名称。在该幼
儿出现因为急于表达而说不清楚的时候，教师能够提醒幼儿
不要着急，慢慢说，同时教师注意耐心倾听该幼儿的讲述，
在该幼儿表述不对或不完整时，教师不是急于为幼儿纠正回
答或帮助其说出答案，而是通过提问其他幼儿，并引导能力
较弱的幼儿注意倾听能力较强的幼儿的表述。教师通过引导
幼儿同伴之间的互相学习，拓展了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表述经
验。

(二)针对能力中等的幼儿：

根据小班幼儿的爱模仿的学习特点，教师在引导他们大胆说
出自己喜欢的动物名称的基础上，教师使用平行谈话的方法
为幼儿提供了新的谈话经验进行模仿。比如，在幼儿不懂如
何表述时，教师这样对幼儿说：“老师也有自己喜欢的动物。
老师喜欢的动物是孔雀。孔雀很漂亮，它会开屏。孔雀开屏
的时候，尾巴像一把漂亮的大扇子。”

(三)针对能力较强的幼儿：

教师则注重通过一系列的提问来引导幼儿大胆与同伴进行交
流。如“你喜欢的动物是谁?它长的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叫
的?它有什么本领?”等等。与此同时，教师还有意引导幼儿
用声音、动作创造性地表现出自己喜欢的动物，并且请其他
幼儿一起模仿该幼儿的表现。这样做对能力较强的幼儿是另
一种形式的表扬，无形当中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幼儿的.自信心，



同时又帮助其他幼儿拓展了他们的谈话经验。

教师根据幼儿能力的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引导和帮助，让每
个幼儿都有话可说，从而促进了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
展。”

四、游戏形式，体验乐趣

小班幼儿的思维具体形象,爱模仿,认知靠行动。对于小班的
幼儿而言，游戏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在教学过程
中多处采用游戏的形式进行教学,如“小火车”的游戏形式入
场、竞猜游戏，模仿游戏……，通过游戏，一方面幼儿使幼
儿的游戏欲望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幼儿的创造性能力也得
到了发展。

五、结合回答，随机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注意结合各种动物的特点对幼儿进行
随机的生活教育。比如当一位幼儿说小兔喜欢吃萝卜和蔬菜
时，教师结合幼儿的回答教育幼儿要向小兔一样做一个不挑
食的好孩子。当一位幼儿说乌龟的本领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够躲进自己的龟壳里，教师从中教育幼儿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能随便让陌生人进门。

存在不足：

1、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教育时机的把控还不够到位。

2、在指导语的表述上还不够精确简练。

3、在最后的游戏环节中，游戏的次数较少，不够满足幼儿积
极参与游戏的欲望。

改进策略：



1、在交流中，教师还应进一步注意抓住教育时机，注意根据
幼儿的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方式引导幼儿大胆表述。

2、在指导语的表述上还要多加斟酌，尽量精确简练，提高指
导语的有效性。

3、在最后的游戏环节中，游戏的次数可适当增加，进一步满
足幼儿积极参与游戏的欲望。

小班社会我喜欢的小动物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愿意说说在动物园看到的各种动物，并介绍自己喜欢的动
物。

2、能大胆的使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激发爱动物的情感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了解几种常见的动物名称。

2、物质准备：幻灯片动物园拍摄的照片。

3、与幼儿人数相同的小红星若干枚。

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师：“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去过动物园呀？那你们在动物园
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1）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说自己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2、带领幼儿参观”动物园“。

（1）播放多媒体课件观看各种动物的图片。

（2）引导幼儿认识各种动物，并能说出它们的名称。

二、幼儿与教师交谈。

1、请猜猜老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1）请幼儿大胆猜测教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2、请幼儿说一说，你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

（1）提问”你喜欢什么小动物？为什么？

（2）鼓励幼儿大胆的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请个别幼儿上来介绍喜欢的动物。

三、送颗红星给喜欢的动物

请每位幼儿取一枚红星粘贴在自己喜欢的动物图片下面。

四、游戏：猜一猜它是谁？

请个别幼儿上来模仿小动物，让其他小朋友来猜一猜，这是
什么小动物！

五、活动结束。

小动物们都很可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关心和爱护小
动物。



小班社会我喜欢的小动物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愿意说说在动物园看到的各种动物，并介绍自己喜欢的动
物。

2、能大胆的使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激发爱动物的情感。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了解几种常见的动物名称。

2、物质准备：幻灯片动物园拍摄的照片。

3、与幼儿人数相同的小红星若干枚。

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师：“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去过动物园呀？那你们在动物园
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1）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说自己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2、带领幼儿参观”动物园“。

（1）播放多媒体课件观看各种动物的图片。



（2）引导幼儿认识各种动物，并能说出它们的名称。

二、幼儿与教师交谈。

1、请猜猜老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1）请幼儿大胆猜测教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2、请幼儿说一说，你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

（1）提问”你喜欢什么小动物？为什么？

（2）鼓励幼儿大胆的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请个别幼儿上来介绍喜欢的'动物。

三、送颗红星给喜欢的动物

请每位幼儿取一枚红星粘贴在自己喜欢的动物图片下面。

四、游戏：猜一猜它是谁？

请个别幼儿上来模仿小动物，让其他小朋友来猜一猜，这是
什么小动物！

五、活动结束。

小动物们都很可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关心和爱护小
动物。

教学反思：

在幼儿、教师、家长的共同参与收集下，资料越来越丰富了，
教室的墙壁上到处是动物的图片，有网上下载的，有图书，
图片上剪下的，也有小朋友和家长画的。



小班社会我喜欢的小动物教案反思篇五

1.锻炼幼儿手脚协调，及钻爬、投掷的能力。

2.在活动过程中，大班幼儿提醒小班幼儿遵守游戏规则，用
合作、协商的方式共同完成任务。

3.萌发大带小、大教小、小爱大的亲情，体验一起游戏的快
乐。

4.能根据指令做相应的动作。

5.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一、角色分配。

结合《爸爸去哪儿》，大班哥哥做爸爸，小班幼儿做宝宝。

（随音乐《爸爸去哪儿》进场）

师：刚刚听到的音乐小朋友们都熟悉吗？幼儿：熟悉

师：这个节目看过吗？幼：看过。

师：那里面都有谁呢？幼：石头、kimi、angle

师：哦，小朋友说的都是宝宝，那除了宝宝还有谁啊？幼：
还有爸爸，还有村长。

师：我们今天也来玩这个游戏好不好？幼：好。

师：谁来做爸爸？幼：大班的哥哥做爸爸。

师：那小班的弟弟妹妹呢？幼：做宝宝。



师：那村长这个角色就由孙老师担当，你们同意吗？幼：同
意。

师：现在请小班的弟弟妹妹，你愿意谁做你的爸爸，就去拉
拉他的手，叫一声爸爸。幼：（大小自由搭配）

师：大家都找到自己喜欢的爸爸的宝宝了吗？让我们一起数
数这里有几个家庭。幼：1、2、3、4、5、6、7。

师：村长为每个家庭准备了爱心标志。请每个家庭的爸爸到
我这里来，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大的给爸爸，小的给
你的宝宝贴上。幼：（选择颜色贴在胸前）

师：现在你们就是一家人了，爸爸做游戏时要照顾好自己的
宝宝，宝宝也呀跟着自己的爸爸。

二、完成任务

（情景交代及活动前准备）

师：好，在去救小动物前我们先把身体练得棒棒的。（伸腿、
弯腰......）幼：(幼儿跟做)

师：我这里有三张任务卡，，如果你们能按照任务卡上的要
求去做，就能救出小动物了。

1.拼图。“宝宝”拼图，“爸爸”进行指导。

师：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哦，是拼图。村长
这里有7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面都藏着我们要救的那个动物。
要求宝宝们动手拼图，爸爸们可以用嘴巴教宝宝，但是不可
以动手拼图，明白了吗？幼：明白了。（宝宝挑选信封，进
行拼图,“爸爸”指导）

师：宝宝们拼好之后告诉你的爸爸，你要救的是哪只小动物。



幼：狗、马......

师：宝宝们真能干，爸爸快抱抱能干的宝宝吧。爸爸们将拼
图收好放进盒子里。幼：（按要求收好拼图）

2.带宝宝过河。家庭合作讨论，想办法利用三块泡沫过河。

师：第一个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那接下来的任务又会是什
么呢？哦，过河。现在我们面前有一条很宽的河，爸爸们需
要带着宝宝过河。村长给每个家庭准备了一个工具包，里面
放了3块垫板。要求爸爸和宝宝一起商量想办法，用这3块泡
沫板过河。请爸爸们去拿工具包。幼：（大班幼儿拿工具包，
回来后与小班幼儿商量讨论，先想好的举起了手）

师：谁家想出了好办法？可以试一试。幼：（将自己的想法
大胆尝试）

（教师表扬合作较好的家庭，并要求收拾好垫板，放回工具
包里）

3.救救小动物。大小合作，“爸爸”扔包子喂老虎，“宝
宝”钻洞救小动物。

师：恭喜大家已经完成了2个任务，现在要完成第几个呢？幼：
第3个！

师：哎呀！看看我们到了哪里，小动物们就子啊这个山洞里
可是洞口有一只饥饿的大老虎，赶快让我们打开最后一张任
务卡。最后一关的任务就是喂老虎、救动物。要求爸爸们负
责喂食大老虎，宝宝们乘机悄悄地救出拼图上的小动物。最
后把就出来的动物带到爸爸身边。明白了没有？幼：明白了。

师：爸爸干嘛?幼：(大班)喂老虎。



师：宝宝干嘛？幼：救出小动物。

（过程中，教师进行个别指导，减少滞后现象）

师：大家都救出小动物了吗？小动物们一定受到了惊吓，我
们带着它们离开这里吧。记得回去的时候我们也要过河，宝
宝们抱好小动物跟着爸爸过河。

三、总结

师：今天我们每个家庭表现得都不错，通过合作救出了我们
的小动物。现在村长宣布任务顺利完成。宝宝和爸爸互相抱
一抱庆祝一下吧。幼：(幼儿拥抱)

整理环境、幼儿离场（在音乐声中，幼儿有序离场）

通过本次活动，大班幼儿基本能够进行投掷并体验做“小爸
爸”的自豪，小班幼儿也从中锻炼了钻爬的能力，体会
与“爸爸”合作的快乐。总体来说，目标基本达成。

但其中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1.由于接触幼儿时间较短，对
幼儿的实际个体经验把握得不够充分，个别行为习惯较差的
幼儿不能很好地带入游戏。2.教师语言缺乏一定的准确性，在
“救救小动物”的环节，教师出现让幼儿排队救动物的现象，
显得不够精炼。3.在活动道具的准备上，“工具包”的使用
反而变成了幼儿的负累，幼儿在过河的过程中始终要带着他的
“工具包”，幼儿甚至已经丢掉了，教师必须反复强调，可
以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