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游戏教案及教学反思 大班教学反
思(实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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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游戏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一

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人生不会完美，总有缺憾；生活不尽
如意，时而有之。生活无法求全责备，人生难求尽善尽美，
要不烦恼无尽时，困惑无尽日。如生活节奏被扰乱，生活习
惯不适应，生活理念行不通，人与人沟通障碍，都会让烦恼
乘虚而入，趁热打劫。

工作太忙，太繁沉，也会烦。有事干事，烦得完吗？越烦越
不得完。苍天赋予生命，就要充分地享受生活，如果只是烦，
岂不是浪费生命。

我们必须学着用一种更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的缺憾和失意，
必须清楚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是因祸得福，还是因福得祸。物极必
反，麻烦可能是因为优秀，快乐也可能是因为难得的糊涂。
自信展示了个人的力量和勇气，是成事关键。如果自负，就
会刚愎自用，充耳不闻，以致前功尽弃。如果自卑则是摔倒
了不再爬起来。

信心取自信任，信任源于理解，理解来自沟通，沟通决定于
彼此了解的诚意和相知的愿望，以及共同建立的彼此方便的
沟通平台。和谐文明的人际关系，给生活以方便，给事业以



帮助。除了沟通理解诚意信心，还要智慧。特别是在面临纠
风麻烦的时候，除了智慧，还要冷静，处变不惊，临危不乱，
找出问题的冻结所在。推迟时间，改变方式，改变途径，满
足对方合理要求。面对普通百姓，还要有一腔大丈夫的胸怀
和气质。

效率太低，工具陈旧，技术落后，工作方式繁复，认识不足，
导致重复，多此一举。浪费精力，浪费时间，甚至浪费智慧，
浪费生命。

记得有一年的高考作文就是掘井，一人用锹挖井，挖了好几
口也没有挖到水，()其实水就在下面。多数人都说他没有恒
心，而有一个学生却独具匠心，说工具太落后，技术太落后，
才导致挖井失败。

良好的生活习惯，带给人的是平静而祥和生活。工作、学习、
休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节奏，才会成效显着。例如常常找
不到生活用品，既烦恼又耗费时间，给生活学习工作带来麻
烦，极不方便。没有事前规划和准备，总是临阵磨枪，打乱
仗，成事更难，办事效率更低。

人生多求谁知足

不足人生深藏欲

欲望无止愁烦续

不如空念心如佛

大班游戏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二

这是本次活动的重点部分，通过让幼儿以自身身体自由分组，
自由探索尝试合作表现运动中的人体造型。教师及时给予激
励和引导性启发，培养幼儿的自主创新，孩子们在宽松、自



由的氛围中，商讨着怎么踢？怎样的运动造型最特别？大胆
地发挥自己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教师还运用数码相机把
幼儿表现的动作记录下来，这就大大的激发幼儿的创作热情，
这也体现了《纲要》中指出的：“尊重每个幼儿的创作热情，
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合作
成功的快乐。

《纲要》中反复指出艺术是幼儿“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情感的
重要方式”，要使幼儿“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
象。”本次活动，无论是幼儿自由讨论、动作造型表现和是
作品创作环节，我们都给幼儿提纲展现自己的机会。通过这
一环节，幼儿大中获得成功的体验，从而增强幼儿的自信心，
增强对美术活动的兴趣。

大班游戏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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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在活动中，前半部分兴趣浓厚，完成的较好。在伴随着
《老酒谣》音乐，分角色酒坛子妈妈和小酒坛子一起舞蹈时
候，幼儿玩得很开心，也能积极参加活动。课程存在的问题
是很多幼儿明显表现出胆怯的表情，尤其是扮演“酒坛子”
大部分幼儿不敢尝试。所以，我请幼儿自己尝试用什么办法
更好的把自己挂在“扁担”上，这时候有些幼儿选择双脚向
前交叉搭在“扁担”上，于是我便将活动规则临时调整。还
是部分幼儿不敢尝试，所以今后我将加强幼儿攀爬活动。

备

注

大班游戏教案及教学反思篇四

在任何一个教学活动中，语言的表达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次
开展的社会活动《有用的椅子》其中一条目标就是"欣赏不同
造型、不同用处的椅子，说说自己的想法。"那在这节教学活
动中让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根据图片大胆的进行讲述。
让幼儿讲述，教师的提问我认为是影响教学活动中师幼互动
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回忆整个教学活动，我认为在这节教学活动我的提问为师幼
之间的互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教学过程中，一个接一个的、琐碎的、"好不好"、"对不对"、
"是不是"，只会使孩子机械地去回答、去应付，失去学习的
兴趣。



所以，在这节教学活动中我尽量避免这样的提问，特别是针
对大班下学期的幼儿，在活动中设计一些能更好的让幼儿进
行思考性的问题，他们的积极性更高。例如：第二环节中关
于轮椅的提问：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椅子?它与我们坐的椅子
有什么不同?它为残疾人提供了哪些方便?等等，都是有一定
的针对性导思性。

在这个教学活动中，其中第三个环节让幼儿欣赏独特造型的
椅子，这些椅子的造型幼儿是没有看过的。当孩子看到这些
椅子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兴奋起来，趁这个时候，我就给孩
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能发挥想象的问题。孩子虽然一开始
不知道这些椅子是怎么使用，有什么特别的功能，但是当老
师提出问题之后，他们就根据问题观察、想象。我认为这个
环节我所提出的问题和幼儿给我的反应都是特别好的。

灵活性这一点我认为在整个活动中都有体现，因为教师提出
一个问题之后，幼儿进行回答了，他们回答完之后教师能够
接的的上，不会让自己提出的问题绊倒自己。

这是一节社会活动，主要让幼儿欣赏不同造型的椅子，观察
外形的不同，了解它们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那所有的问
题主要依据这方面这经提问，整个活动的重点教师就能够很
好的把握，时时刻刻引导幼儿，不偏离整个活动的中心。

我认为这节教学活动开展下来还是很不错，当然活动中教师
给幼儿的回应还可以在有针对性。

大班游戏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五

《草丛中的小老鼠》这段乐曲诙谐、欢快、跳跃，仿佛将你
带入一个无忧无虑的丛林童话世界。整个音乐分段清晰，节
奏分明，每段的旋律风格迥异，易于孩子快乐、自由地想象，
能随乐表现小老鼠一天的惬意生活，针对幼儿年龄特点来说
具有可感性、可接纳性，我觉得相当符合幼儿园音乐欣赏的



选材要求。在本次活动中通过音乐欣赏让幼儿想象音乐，在
想象的基础上用语言和肢体动作，将音乐形象、自主地表现
出来，从而达到较好地感受音乐、理解音乐、表现音乐的目
的。本次活动目标为以下两点：1、感受乐曲诙谐、欢快、跳
跃的风格特点，感知小老鼠机敏可爱的音乐形象。(教学难
点)2、尝试听辨乐曲旋律的变化，用身体动作来表现音乐形
象和内容。(教学重点)

1、节奏前置，难点提前突破

在活动中，我采用节奏前置感知，开展了节奏游戏《切土豆》
“切切切切切土豆”，通过师幼用手掌切土豆动作的游戏来
提前熟悉和感受节奏、表现节奏，感知乐曲中反复出现的
《草丛中的小老鼠》中典型的节奏型。练习乐曲中的典型节
奏采用了乐曲先部份感知的方法，让难点分解突破，也即为
整段音乐赏析做了准备。在活动中孩子们也感到轻松、愉快，
每个小朋友都很投入，这既激发了孩子的兴趣，也集中了孩
子的注意力。

2、音乐故事，帮助故事理解

让幼儿直接欣赏感知音乐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在活动中，
我借助了音乐故事，帮助幼儿理解记忆音乐的结构和情感(讲
述和音乐结合的形式)，根据音乐创编了这样一个故事：森林
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老鼠，它们每天都会排着整齐的队伍出
去玩，可是总会有一些调皮的小老鼠跑出队伍又跑回来。走
着走着，突然听见了“狮子”的声音，再听一听，原来不是
的;又听到了“老虎”的声音，再听一听，又不是的。今天的
丛林很安全，它们赶紧把乱了的队伍整理一下，开始爬上山
坡，然后从高高的山坡上滑下来!小老鼠往前走啊走，它们来
到了一片美丽的草地上：花儿开得美美的，很多很多的蝴蝶、
蜜蜂都在跳舞，他们好开心地啊!天黑了，小老鼠们赶紧回家
了!



故事情节与音乐的分段匹配，帮助了幼儿对音乐的理解，从
而提升了幼儿听辨音乐、理解音乐的能力。

3、肢体游戏，灵动表现音乐

音乐是流动的、抽象的，怎样让孩子感受乐曲“诙谐、欢快、
跳跃的风格特点，感知小老鼠机敏可爱的音乐形象”，并能
表现出来。经过反复思考，不断尝试，最后，我借用“手
指”、“手掌”等肢体游戏，以生命的律动，来反映小老鼠
活泼灵动的音乐形象。

4、教具使用，再添情趣魅力

在最后一个环节集体游戏表演中，为孩子们精心设计了小老
鼠的“长门牙”，孩子们妆扮成小老鼠，使幼儿在集体表现
活动中更为形象，更有趣味性，整个音乐活动表演情趣盎然，
大大激发了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好的音乐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