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我的家活动教案与反思 幼儿园
我爱我的家乡活动教案(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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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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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我的家活动教案与反思篇一

活动内容：

1、了解家乡名胜古迹及部分土特产。

2、黄山闻名天下，教育幼儿热爱家乡，要保护家乡名胜古迹，
增强幼儿环保意识。

3、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4、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能力。

活动准备：

1、通过家园联系，要求家长配合带幼儿在家乡旅游拍照，收
集各种名胜古迹资料。

2、环保资料：

1、黄山松所惧怕的松虫图片。

2、太平湖清澈水面与脏水对比照片。

3、布置好“美丽的家乡”展厅。



活动过程：

一、稳定幼儿情绪，组织教学。

师：知道我们的家乡在哪吗？今天老师带小朋友们去“美丽
的家乡”展厅参观，看看我们的家乡有多美。

二、进入展厅。

1、教师担任解说员，讲解黄山太平湖主要景点。

黄山有四奇奇松怪石云海温泉，风景秀丽闻名天下。

太平湖大桥是座单塔斜拉桥，是亚洲最长的斜拉桥。太平湖
许多

岛屿如猴岛、鹿岛、蛇岛鸟岛等等。

2、出示有关环保方面照片，引导幼儿讨论。

师：小朋友，这棵松树怎么了（生病了）

如果黄山的.松树生病了那会怎么样？

1、黄山变的光秃秃的，不好看了，迎客松、送客松也没有了。

2、没有松树的根固，会引起山体塌翻、泥土流失。

3、没有树木，大自然失去平衡，自然界遭到破坏，人类的生
存环境也会被破坏。

怎么办？（和爸爸妈妈一起宣传在木材进出口时要进行检疫）

师：（出示太平湖清澈水面与脏水对比照片）水为什么会脏？
需要保护吗？怎么保护？



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太平湖环保问题，并要求孩子从孩子自己
做起，从身边的人做起。

3、自由活动

4、在大部分幼儿参观讨论结束时组织幼儿创编儿歌。

师：小朋友我们的家乡如此美丽，我们一起编首儿歌好不好？

引导幼儿创编。

我们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乡在黄山

黄山的风景天下闻名―――风景秀丽天下传

太平湖上有座什么桥―――太平湖上斜拉桥

像只大雁飞的高

我爱黄山

我爱太平湖

我爱我的家乡

教师总结后要求幼儿为诗歌命名《我爱我的家乡》并要求幼
儿回去读给自己的父母、亲人听。

5、活动延伸

请幼儿将自己美丽的家乡风貌用笔画下来，并组织幼儿进
行“美丽的家乡”绘展。



幼儿我的家活动教案与反思篇二

活动设计背景

在平时与幼儿谈话交流中，当我问“爸爸妈妈爱不爱你，你
是从哪里看出来的?”有好几个小朋友的回答是不爱，因为爸
爸妈妈会打他，不给吃零食。孩子还小，他不懂得父母的爱
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怎样能让孩子们感到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这需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激发孩子内心的情感，教会
他们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活a动目标

1.使幼儿能够较清楚地说出父亲、母亲和自己的姓名家庭住
址以及工作地点。

2.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3、体验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感受。一一家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感受

教学重点、难点

本节课的重点是让幼儿学会观察图书，从中分辨人物的身份，
引发对图书阅读的兴趣。我主要通过引导幼儿阅读大书来达
到此目的。

活动准备

一张合家福照片。操作卡片《我的家》。

活动过程一.谈话引入

2.你家都有谁?有几口人?他们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引导幼儿



说说自己的家人，教师给予适当的语言补充)

3.请幼儿手拿自己的全家福向同伴和老师介绍自己的一家人。
介绍相片里都有谁姓名和家庭住址?用“这是我的，这是我
的”语言表达。

再引导幼儿讲述自己的家人是怎样照顾自己的。(幼儿讨论)

4.请幼儿看操作卡片，巩固刚刚获得的新知(爸爸 妈妈)

5.小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有很多人关心
你们爱你们，你们真的很快乐很幸福。

二.欣赏儿歌《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提问: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上幼儿园吗?

生：喜欢。

师：为什么?

生：幼儿园像我家。

师：你们真棒!(指大拇指)那你们爱老师吗?

生：爱。

师：那老师像你们的什么?(像我们的爸爸妈妈)

师：你们真可爱。(顶呱呱 做个笑脸)

三.结束部分

开展“我的家”角色游戏活动，分别由3名幼儿扮演爸爸、妈
妈和孩子。



教学反思

在活动中，我找准了教学活动关键的切入点“爱亲人，爱家，
体会到家人的爱”，让幼儿自主交流，能够有更多的表达机
会。活动中，幼儿兴趣浓厚，人人想说，人人想讲，还特别
愿意说。因此，在活动中，还要加强小组讨论交流，让幼儿
有更多的展示机会。

幼儿我的家活动教案与反思篇三

设计意图：

家乡在武夷山脚下，江西东南边，风景秀丽、物产丰富，还
有众多的名胜古迹。为使孩子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家乡，热爱
家乡，特设计此活动方案，并通过此活动增强幼儿为家乡感
到自豪的情感意识。

活动目标：

1、了解家乡名胜古迹及部分土特产。

2、广昌白莲闻名天下，教育幼儿热爱家乡，要保护家乡名胜
古迹。

3、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活动准备：

1、通过家园联系，要求家长配合带幼儿在家乡旅游拍照，收
集各种名胜古迹资料。



2、布置好“美丽的家乡”展厅。

活动过程：

一、稳定幼儿情绪，组织教学。

师：知道我们的家乡在哪吗？今天老师带小朋友们去“美丽
的家乡”展厅参观，看看我们的家乡有多美。

二、进入展厅。

1、教师担任解说员，讲解广昌主要景点。

自然风光有百里莲花带、青龙湖、摩崖石刻、抚源飞瀑等，
历史遗址有千年古刹定心寺、明代古寺龙凤岩、驿前明清建
筑群、宋代雁塔、恐龙化石、太平军战斗旧址、义军抗清营
等、苏区遗址有远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旧居、高虎脑红军
烈士纪念碑、第二次、第五次反围剿战场等。

2、自由活动

请幼儿担任自己所拍照片中景点解说员。教师给幼儿独立欣
赏、讨论的时间。让幼儿畅所欲言，并尝试家乡土特产莲子、
莲子汁、黄花梨等。

3、在大部分幼儿参观讨论结束时组织幼儿创编儿歌。

师：小朋友我们的家乡如此美丽，我们一起编首儿歌好不好？

引导幼儿创编。

我们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乡在江西广昌

广昌的白莲天下闻名――广昌秀丽风景天下传



千年古刹定心寺――明代古寺龙凤岩

驿前明清建筑群ddd宋代雁塔在河东

名胜古迹数不清ddd我爱我的家乡

教师总结后要求幼儿为诗歌命名《我爱我的家乡》并要求幼
儿回去读给自己的父母、亲人听。

4、活动延伸

请幼儿将自己美丽的家乡风貌用笔画下来，并组织幼儿进
行“美丽的家乡”绘画展。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我认为还是比较成功的。首先，我充分利用家长
资源，让幼儿家长在活动前带幼儿到家乡各处风景点旅游。
家长和幼儿共同收集了家乡名胜古迹的资料，让幼儿获得了
对家乡美的感受和体验。

其次，在活动中我为幼儿创设环境，搭建平台。在这个环节
中，通过欣赏旅游照片，让幼儿通过回忆旅游的过程和观赏
带回来的东西，让幼儿又好似回到了旅游时的那种喜悦的场
景，把旅游的画面得以全面的呈现，幼儿学得轻松、透彻。
通过教师的解说，大大激发了幼儿活动的兴趣，达到了这一
环节的引导作用。

第三，在随后的自由活动中，幼儿担任自己所拍照片中景点
的解说员，幼儿们相互自由讨论，品尝家乡的特产，大大提
高了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深了幼儿对家乡的热爱，
对祖国的热爱。

最后，在活动延伸中，幼儿展开了大胆的艺术创作、表现，



体验了成功的快乐。

在整个活动中，我充当的是一个参与者、引导者、支持者的
多重角色。我充分调动幼儿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每一个幼儿
都有充分参与活动的机会，让他们在玩中学、学中玩，通过
彼此互相学习，相互合作，完成的作品，感受到了美术活动
的乐趣。

幼儿我的家活动教案与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利用鞋印的外形特征想像成各种事物进行添画，并能丰富
画面资料。

2、能根据需要选择大小适宜的鞋子进行拓印，并能合理安排
鞋印的方向。

3、在活动中发展幼儿的想像力，体验鞋印画的趣味性。

活动准备：

1、吸有各种颜料的海绵若干、大小不一样的鞋子若干。黑色
铅画纸每人一张，每组粉笔若干、擦手毛巾每人一块。

2、多媒体课件一个、实物投影仪一台。

3、观察过隐藏鞋印形象的事物。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出示鞋印说说它像什么？（从花纹、整体外形等方面来说）



总结：小朋友说的可真多，我们能够经过添画让鞋印变成许
多趣味的东西。

二、示范拓印的方法，感受鞋印变化的趣味性。

1、讨论：我们把鞋印变成什么呢？教师根据幼儿所说的想象
物，选择一样进行示范。

（选一只喜欢的鞋子和喜欢的颜色，把鞋底放在海绵上，之
后把两手放在鞋面上，用力往下按，让鞋底全部沾上颜色，
用力按在纸上）重点讨论如何将鞋印印完整。

2、在印好的鞋印上用粉笔进行添画。（如：帆船、茄子等）

3、引导幼儿丰富画面资料。

4、欣赏课件：

（1）讨论如何把鞋印变成汽车。（幼儿说出把鞋印看成汽车的
**，让幼儿进一步理解鞋印与所变物体，在结构上的对应关
系。）

（2）教师操作课件，幼儿欣赏各种不一样造型的汽车。

（3）幼儿和教师一齐将多个鞋印变房子，重点讨论鞋印大小、
方向的选择是否适宜。

三、幼儿操作。讲解操作要求，让幼儿注意操作常规。

四、评价：

表扬有创意、大小搭配适宜的幼儿



幼儿我的家活动教案与反思篇五

活动一：参观幼儿园

活动目标

熟悉幼儿园的环境及认识教室的不同区域。

活动准备

场地安全检查

过程建议

1、教师带领孩子分别参观活动室、盥洗室、寝室及玩具区、
饮水区。爸爸、妈妈可陪同参观，了解其用途及与幼儿的关
系。

2、观看园内环境及了解班级的位置。

3、大家分享见闻并自由活动。

活动二：我的东西我认识

活动目标

认识自己的标记。知道在幼儿园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活动准备

每个孩子的'个人生活物品有不同的标记。

过程建议

1、带幼儿来到饮水区，认识自己的茶杯，了解其作用。



2、选择自己喜欢的标记贴在茶杯上。

3、说一说自己茶杯的标记是什么样的?是否喜欢?

4、认标记拿自己的茶杯喝水。

5、告诉孩子口渴时可自行取杯喝水。

活动三：有趣的饲养角

活动目标

知道幼儿园里有可爱的小动物，愿意亲近它们。

活动准备

饲养角里饲养小兔、鸽子等小动物，并准备动物的食物。

过程建议

1、幼儿来到饲养角，看一看可爱的小动物的家。

2、摸一摸小兔、鸽子等小动物，说说自己的感觉。

3、给小动物自由喂食。

延伸提示

1、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了解幼儿园生活的基本规则，如
午休时不吵闹。

2、要求家长带幼儿参观几所幼儿园，丰富幼儿的经验。



幼儿我的家活动教案与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积极尝试鞋底印画，并大胆进行添画，充分发挥想象力与
创造力。

2、感受在音乐舞会情境中进行美术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音乐、鼓、卡纸、报纸、颜料、颜料盘、鞋印图片及ppt、记
号笔。

场地布置：用报纸围成一个圆，颜料和纸放在外圈。

【活动过程】

一、情境导入，快乐印画。

1、出示鞋印图片，引出化装舞会。

师：今天鞋印宝宝们要去参加一个化装舞会，你们知道什么
是化装舞会吗？

2、教师跟随音乐示范边跳舞边印画。

师：藏在我脚下的鞋印宝宝想出来参加舞会了，看看我是怎
样把他请出来的！（教师示范印画。）

小结：音乐起，自由跳舞，音乐停，停在一个颜料盘前自由
摆一个造型，听到第一个鼓声——踩，听到第二个鼓声——
印，听到第三个鼓声——回到花地毯上。



3、幼儿跟随音乐一边自由跳舞一边快乐印画，重复4—5次。

二、拓展思维，大胆想象。

1、幼儿欣赏鞋印宝宝的形状和身上的花纹。

2、幼儿自由想象如何装扮鞋印宝宝。

你觉得鞋印宝宝像什么？可以给它化个装变成什么？怎么变？
（例：给它加上轮子就变成小汽车了。）

3、小结：对，我们可以把鞋印宝宝装扮成各种各样的动物、
植物、交通工具以及生活与自然界中任何一种东西。

三、借形发挥，自主作画。

1、幼儿自由添画，教师巡回指导。

2、教师演示ppt，幼儿欣赏范例作品。

请先画好的幼儿欣赏范例作品，拓宽幼儿视野同时避免消极
等待的现象。

四、借助舞会，展示作品。

1、教师鼓励幼儿大胆介绍自己的作品。

2、小结：今天，小朋友们把鞋印宝宝化装成了蝴蝶、飞机等
各种各样的东西，真有趣！听，什么声音？（播放录音：亲
爱的鞋印宝宝们，舞会马上开始，你们准备好了吗？）

3、参加舞会：播放音乐，幼儿双手拿自己的作品跟随音乐自
由跳舞。

4、活动结束，幼儿在音乐声中跟随教师退出活动室。



幼儿我的家活动教案与反思篇七

1,坚持参加集体学习,并与自学相结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教师法》,《新课程改革指导》,及各类业务书籍
为主,借鉴先进经验,树立创新意识.

小班美术教案手指点画梅花盛开

【活动目标】

1.学习用手指点画梅花，注意花儿的大小、疏密。

2.培养幼儿养成保持画面整洁干净的良好习惯。

【活动准备】

1.创意绘本，绘画范例大图。

区别年级差别，把握学生的审美特点进行引导，因材施教，
循序渐进，注重点、面相结合，以点带面，共同进步。

2.梅花的图片若干。

3.调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红色颜料每组幼儿一份，抹
布若干。

【活动过程】

1.展示梅花的图片，提醒幼儿注意观察梅花的形状和颜色。
教师对梅花进行简单的介绍。

2.告诉幼儿，今天我们和小猪一起让梅花盛开。教师在绘画
大图上示范讲解手指点画梅花的方法。重点示范五个花瓣的
画法，及如何用手指蘸色等。



3.教师提出点画要求。教师重点提示：蘸色要适当，把梅花
点画在树枝上。注意先从上端树梢点，再点下边的。小心别
把颜料弄到衣袖上，手指上的颜料不要往身上抹，保持画面
干净。

采用多种办法，使学生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得以
发展，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并重视实践能力的
培养，使学生具有将创新意识转化为具体成果的能力。通过
综合学习和探究学习，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探究与发现，
找到不同知识之间的关联，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

4.作品展览，互相欣赏讲评。

【活动延伸】

1.学习儿歌《花儿好看我不摘》

公园里，花儿开，

红的红，白的白。

小朋友们都来看，

花儿好看我不摘!

2.可以在美工区里投放点画材料，让幼儿点画出更多更美的
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