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五彩绳教案反思(通用9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
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园五彩绳教案反思篇一

1、学习剪窗花技能，发展小肌肉动作的.协调性。

2、学习合作组画，感受疏密、高矮、前后排列比较的美。

多色蜡光纸和普通纸、剪刀、胶水、蜡笔、每组一张大白纸

1、让幼儿观察桌面材料和工具，明确剪窗花的活动资料。

2、教师示范：

(1)把大方纸变成多层三角形。

(2)找准中心点，剪成花瓣形。

(3)用剪刀在三角两边剪出“小嘴”、“小洞”、“小缝”。

3、让幼儿取出白纸练习剪窗花。

4、幼儿自取蜡光纸剪花朵，提醒幼儿要拿紧中心点。

5、幼儿围在桌子自由走动粘帖纸花，然后用蜡笔或油画棒添
画茎和叶。

6、展示幼儿作品，可引导幼儿互相评议，从中寻找疏密、上
下、对称不对称等表现手法。



7、幼儿可根据需要修改作品，教师帮幼儿展示作品。

小朋友一齐探讨。

幼儿园五彩绳教案反思篇二

1、知道鱼生活在水里，学会将各种各样的鱼贴到大海里。

2、发展幼儿的手眼协调性。

准备：

范画一幅：“一条哭泣的鱼”，幼儿手工纸若干。

1、出示范画，引起兴趣。

2、师示范讲解如何将小鱼送回家。

师：可是它还有许多伙伴没回家呢，它希望我们再来帮帮它
的忙，把它的伙伴都送回家，你们愿意吗？（师请个别幼儿
送小鱼回家）

3、幼儿动手操作，师巡回指导。

4、布置成展览馆，一起欣赏海洋里的小鱼。

幼儿园五彩绳教案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鼓励幼儿在观察、尝试的基础上，学习使用铺助材料的方
法，探索用各种材料制作糖果。

2、锻炼手的团捏、粘贴能力,发展手指的灵活性，培养幼儿



审美能力。

3、让幼儿感受艺术美，体验与家长共同游戏的乐趣。

活动准备:

1.活动室中布置各种糖果,各种有趣的糖纸、糖果包装盒等。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

2、亲子操作

a包装糖果。

玩法1软糖:父(母)先拿一张绉纸用力团捏，边团捏边说:“用
红色纸捏捏、团团。”“用力捏，使劲团。”“圆圆的软糖
做好了!再拿一张绿色纸把糖包起来(用透明胶将糖果包裹好
固定住)，”糖果做好啦，真好看!”“你一定也能学会包糖
果，让我们一起来做吧!”

玩法2硬糖:让幼儿尝试用透明包装纸包上各种形状的黄瓜块、
萝卜块(用金线拧紧)，制作硬糖。父(母)可鼓励幼儿用水彩
笔在黄瓜块、萝卜块上画图案装饰。

温馨提示:孩子包糖果，父(母)从旁指导和帮忙。全部完成后，
把“糖果”放在小盘里，数一数有几粒，看看哪一粒包得最
好，父(母)随时鼓励孩子。包糖果用的数量可以自由决定。
孩子在操作过程中，家长不要代替他。

b装饰糖果

玩法1:父(母)先让幼儿欣赏各种糖果纸，再鼓励幼儿交流自



己喜欢的糖果纸以及设计糖果纸的方法。注意提醒幼儿不要
将颜色涂在轮廓线外，学会运用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涂色方
法。幼儿设计好糖果纸后串成漂亮的门帘。

玩法2:父(母)先画出糖果外轮廓，并鼓励幼儿将剪下的各种
装饰的图案(如圆点、条纹、花、星星等)用双面胶粘贴在糖
果底图上(双面都可装饰)。

温馨提示:父(母)可帮助幼儿画轮廓，鼓励幼儿选择相应的颜
色涂色或粘贴。家长适时提示指导，不包办代替。

c做棒棒糖

a、先将橡皮泥在泥工板上搓长，分成几份，可以做各种形状
的糖。

b、拿其中一块在泥工板上搓圆。

c、用吸管或牙签、插上做棒子。

d、将做好的棒棒糖插入糖果瓶、糖果盒中。

3、延伸活动:“生活学习区”、“大师傅面店”、“涂鸦
区”

幼儿园五彩绳教案反思篇四

塑料瓶、彩带、绉纸、即时贴、胶带若干。

1、在塑料瓶口用彩带制作娃娃的.彩色头发。

2、用即时贴剪出娃娃的头部、五官和躯体，然后粘贴在塑料
瓶身上。



1、认识人的五官。

2、用彩带练习编小辫子。

3、用小勺和筷子，给娃娃喂食。

促进幼儿手部小肌肉的发展，提高幼儿手脑并用的能力。

幼儿园五彩绳教案反思篇五

1、知道鱼生活在水里，学会将各种各样的鱼贴到大海里。

2、发展幼儿的手眼协调性。

准备：

范画一幅：“一条哭泣的`鱼”，幼儿手工纸若干。

1、出示范画，引起兴趣。

2、师示范讲解如何将小鱼送回家。

师：可是它还有许多伙伴没回家呢，它希望我们再来帮帮它
的忙，把它的伙伴都送回家，你们愿意吗？（师请个别幼儿
送小鱼回家）

3、幼儿动手操作，师巡回指导。

4、布置成展览馆，一起欣赏海洋里的小鱼。

幼儿园五彩绳教案反思篇六

对我们托班的孩子来说，他们对动物的外貌、姿态及叫声都
非常的感兴趣，他们喜欢模仿动物的叫声，学做它们的姿态，



根据我们班的这一年龄特点，我选择了小鸟这一动物，使幼
儿能感受小鸟的'形象，模仿小鸟飞的姿态。对我们托班幼儿
来说，掌握一定的节奏对他们音乐素养的整体提高有一定的
好处，因此我设计了音乐节奏《小鸟进窝》，让幼儿能初步
感受音乐节奏的快慢。

《小鸟进窝》

1、初步感受音乐节奏的快慢。

2、激发幼儿参加音乐活动的兴趣。

活动难点及重点：能初步感受音乐节奏的快慢。

磁带、小鸟头饰

（一）以小鸟的叫声引出课题

师：小朋友，今天有一只小动物来到了我们的教室，听，它
是谁？

（二）熟悉音乐

幼儿园五彩绳教案反思篇七

信封、彩笔、彩色复印纸、皱纹纸、小扣子、剪刀、胶水。

1.在信封的`中间两侧各剪一个洞，大小够拇指和小指伸出来。

2.在信封的上部画出五官。

3.把彩色复印纸剪成细条，用彩笔卷成卷，做成头发粘在信
封的顶端。

4.用彩色复印纸或皱纹纸剪出衣服、裙子等粘在信封下部。



，信封玩偶做好了。

提示：小朋友，你可以多做几个不同造型的玩偶，如小孩、
大人、仙女等，就能跟其他小朋友演手偶剧了。

幼儿园五彩绳教案反思篇八

1、学会分辨大拇指和小拇指，并熟悉它们的名称。

2、初步学习跟唱歌曲，能根据歌词内容做相应的手指动作。

1、录音机及录有《大拇指》的磁带。

2、双手的大拇指与小拇指分别画上逼真的笑脸。

1、出示画有笑脸的大拇指和小拇指，引起幼儿的兴趣。

大拇指：“我叫大拇指，小朋友们好！”幼儿：“大拇指
好！”

师：第二位客人也来了，看看是谁呢？

小拇指：“我叫小拇指，小朋友们好！”幼儿：“小拇指
好！”

2、采用拇指对话表演的'方式熟悉歌词。

（1）熟悉第一段歌词。师：大拇指和小拇指今天要来我们班
找朋友，你们知道它们想找谁做朋友吗？（幼儿自由发言）
它们要找另外一个大拇指和另外一个小拇指。到底有没有找
到呢？我们来看看吧！（师边表演边朗诵歌词。）

（2）提问：大拇指找到朋友了吗？它们见了面，是怎样打招
呼的？（小拇指的提问同上）



3、初步学唱歌曲。

（1）听录音范唱一遍。师：大拇指找到朋友后，可开心了，
还唱起了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师范唱一次。师：哇！它们唱的好听吗？王老师也想唱
了，你们听听王老师怎么唱的吧！

（3）幼儿初步学唱，并能初步根据歌词内容做相应的手指动
作。

师：你们想学大拇指唱歌吗？那我们一起来学学！

（4）个别幼儿表演。

4、学唱“小拇指”。

小拇指：你们唱的真好听，我也要唱，我也要唱。

师：你们听，小拇指也想唱了，让我们一起陪小拇指和它的
朋友唱唱吧！

5、游戏《找朋友》。（请一幼儿躲起来，集体幼儿边唱边问，
该幼儿边唱边做答）

幼儿园五彩绳教案反思篇九

一、主题的产生：

鞋子是我们日常中必不可缺少的。孩子从学走之日，鞋子就
和他们共生活、同“成长”。随季节的更换，运动鞋，拖鞋,
凉鞋,皮鞋,布鞋,雨鞋等不同质地,不同款式和不同作用的鞋
子也随之出现在每个孩子的生活中，他们经常为鞋子而自发
产生许多活动：如下雨天喜欢穿着鞋子在水里一走一踏，然



后在旁边的地上印上自己的小鞋印;或是穿上大人的鞋子潇洒
走一回，做一回小大人……儿童读本《土土的鞋子》的故事
就这样走进了孩子的生活之中，孩子为故事中形形色色的鞋
子所吸引，为书中主人翁选购鞋子的丰富经历所感染、陶醉，
关注鞋子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对鞋子的兴趣也越来越高。
通过与孩子的谈话，我们了解到他们对鞋子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鞋子的但鞋子都有什么款式?该如何分类?如何选择适合自
己的鞋子?怎样买鞋?这对孩子来说还很神秘，孩子对此提出
许多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抓住孩子的兴趣点，将此作
为一个引子，以鞋子为题，把教育性、趣味性整合在一起，
巧妙的生成活动并引进幼儿的学习和游戏中，让幼儿运用鞋
子进行分类、装饰、设计、测量、表述等，既发展幼儿的语
言表达能力，又让他们学会在生活中有规律的整理东西，备
受幼儿的喜爱。

二、主题总目标：

1、对于鞋子的主题有一定的了解，并能够区分鞋子的种类和
特征，并且能选择合适自己的鞋子。

2、了解鞋子的名称、特征、材料及穿着者。知道鞋子是多种
多样的，尝试根据鞋子的不同特征进行分类。

3、认识鞋子的号码。认识测量工具，学习测量及记录的方法。

4、学习用纸壳制作各式凉鞋、拖鞋，并用各种方法装饰，学
习运用工具大胆刻画出各种形状的鞋底。

三、主题内容及实施：

活动一：鞋子观摩会

(一)活动目标：



1、了解鞋子的名称、特征、材料及穿着者。知道鞋子是多种
多样的，尝试根据鞋子的不同特征进行分类。

2、认识鞋子的号码。认识测量工具，学习测量及记录的方法。

(二)活动过程：

1、美丽的鞋面

2、鞋底的花纹

3、穿大鞋小鞋

(三)活动实录：

1、美丽的鞋面

活动开始，我们动员幼儿收集了大量的鞋子，我们将鞋子布
置在教室里的各个角落里，布置出鞋子观摩会的环境，引导
幼儿观察不同款式、质地的凉鞋、拖鞋、皮鞋、运动鞋等。
教师提问：这些鞋子是什么季节穿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是
有那几部分构成的?(幼儿自由观察、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