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我爱幼儿园教案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这
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班我爱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观察画面，理解野田从不接受弟弟妹妹到愿意做哥哥的心
理转变过程。

2、萌发做哥哥姐姐的愿望。

活动准备：

故事ppt、投票板一块、投票小花若干。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引起兴趣

3、做哥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二、集体阅读第一幅至第三幅

1、但是过了段时间，野田怎么了？（不开心了）为什么不开
心了？

2、小结：田野觉得妈妈有了弟弟妹妹，好像不像从前那样喜
欢自己了，妈妈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弟弟妹妹，所以野田觉得
做哥哥一点儿也不好玩。



三、欣赏故事，理解内容

1、弟弟妹妹一天一天长大了，这一天，妈妈给野田布置了一
个小任务，要他带弟弟妹妹出去玩。你们觉得野田愿意吗？
（不愿意）可是妈妈布置的任务又不能不完成。你们看野田
是怎么带弟弟妹妹出去的？（看图）野田很不情愿地一步一
跨朝外走，弟弟妹妹摇摇晃晃地跟在后头。你们猜猜野田带
着弟弟妹妹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不管弟弟妹妹、把弟
弟妹妹扔掉）

2、是呀，没有弟弟妹妹，妈妈又会喜欢野田了，我也是这么
觉得。

3、你们觉得野田会是一个好哥哥吗？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投
票板，笑脸表示是一个好哥哥，哭脸表示不是好哥哥，请大
家一人一个上来投票吧！（第一次投票）为什么呢？（分别
请幼儿说明理由）

4、我们看看野田到底是怎么做的.。

教学反思：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孩子独生子女比较多一些，孩子们做哥
哥姐姐这方面的体验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的机会是很少的。然
而，感受做哥哥姐姐的快乐，需要用体验的方式来进行，也
就是真正的在一个活动中让孩子们去体验。体验两个字，写
写简单，其实真正的让孩子们有触动的那种体验还是蛮难做
到的。

小班我爱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二

一、活动目标

1、初步理解诗歌的'内容，体会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的快



乐。

2、喜欢爸爸妈妈。

二、活动准备

1、教学挂图。

2、录音磁带《快乐的小鸟》。

3、两棵大树图片。

三、活动过程

1、看图片理解诗歌的内容：

出示教学挂图，让幼儿自由的看看、讲讲。

“图片上有什么”？“你觉的这小鸟快乐吗？你是从什么地
方看出来的？”

2、幼儿欣赏诗歌，理解诗歌内容：

教师表演配乐诗朗诵。

提问：“听了这首诗歌你有什么话想说？”

重复欣赏诗歌。

提问“诗歌的名称叫什么？”“谁是快乐的小鸟？谁是两棵
大树？”“我爱在两棵大树之间干什么？”

3、幼儿自主表演：

教师提供两棵大树的背景，幼儿边听录音，边自主表演。



4、延伸活动：

鼓励幼儿回家念给爸爸妈妈听，并请爸爸妈妈扮演大树，幼
儿扮演快乐的小鸟，开展亲子游戏活动，并积极听取家长的
反馈。

四、活动结束

1、评价

2、总结

小班我爱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理解散文诗的内容，体验散文诗中的情感。通过散文诗的
欣赏，发展幼儿的艺术潜能。

2、培养和提高幼儿对艺术的欣赏力，体验散文诗优美的意境。

教学准备：

1、录音机，配乐磁带

2、头饰若干(小猴，小鸟，蜻蜓，老鹰，小兔，小鸭，小猫，
小狗，蜜蜂，蝴蝶)。

3、红色太阳22个，绿色蜡笔22支。

教学过程：

一、讨论：

2、请个别幼儿独力讲述。



3、老师小结幼儿所述。

4、你想什么办法，让太阳不再那么热而是很凉快呢?

5、幼儿讲述。

二、引导幼儿听散文诗《太阳变绿了》。

1、我们来听听，看看小动物们的看法吧!

2、教师有感情地朗诵配乐散文诗一遍。

3、故事里有哪些小动物?你最喜欢谁?为什么?

(1)、夏天的太阳怎么样的?小动物们商量着要干什么?

(2)、可是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去给太阳涂上绿色呢?

(3)、那么那些小动物会飞呢?他们先请谁帮忙呢?

(4)、结果蝴蝶怎么说?(幼儿讲述后表演出动作、感情、神
态)

(5)、小动物们又找了谁?(蜻蜓)它愿意帮忙吗?怎么说的?

(6)、还去找了谁呀?(蜜蜂)，蜜蜂答应了吗?怎么说的?老鹰
又怎么说?

(7)、后来他们找到了谁?(小鸟)，小鸟有没有答应帮忙呢?

(8)、可小鸟怎么说的?(我力气太小了，飞不高)

(10)、大家高兴地唱着、跳着，可小鸟飞不回来了。谁告诉
我，我的小鸟哪里去了?我好着急啊!



(11)、你喜欢小鸟吗?为什么呢?

1、小动物如果请你帮他们把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涂上绿绿的

颜色，你会愿意吗?

2、那你会不会像蝴蝶他们那样会飞呀?

3、那你想什么办法来到太阳旁边给它涂上绿绿的颜色呀?

4、幼儿讲述后教师予以表扬，并请幼儿将红太阳反面涂上绿
绿的颜色。

5、幼儿涂色，教师边巡回观察，边朗诵散文诗。

6、请幼儿将自己的太阳拿好，坐到座位上，相互说说你想了
什么方法来给太阳涂上绿绿的颜色的。

四、讨论，表演。

1、你们最喜欢故事中的哪个角色?说说为什么喜欢，并表演
一下对话。

2、老师请幼儿戴上头饰上来分别扮演故事中的角色，配合全
体幼儿的讲述，请他们表演出来，加深印象。

3、请几组表演，注重幼儿对情节的理解，语句的通顺，及时
肯定幼儿的能力。

4、全体幼儿出教室。

小班我爱幼儿园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观察画面，理解野田从不接受弟弟妹妹到愿意做哥哥的心
理转变过程。

2、萌发做哥哥姐姐的愿望。

3、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4、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故事ppt、投票板一块、投票小花若干。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引起兴趣

3、做哥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二、集体阅读第一幅至第三幅

1、但是过了段时间，野田怎么了?(不开心了)为什么不开心
了?(妈妈忙着照顾弟弟妹妹，不抱田野了，本来田野是笑的，
渐渐的变成了不高兴的脸了)

2、小结：田野觉得妈妈有了弟弟妹妹，好像不像从前那样喜
欢自己了，妈妈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弟弟妹妹，所以野田觉得
做哥哥一点儿也不好玩。

三、欣赏故事，理解内容

1、弟弟妹妹一天一天长大了，这一天，妈妈给野田布置了一
个小任务，要他带弟弟妹妹出去玩。你们觉得野田愿意
吗?(不愿意)可是妈妈布置的任务又不能不完成。你们看野田
是怎么带弟弟妹妹出去的?(看图)野田很不情愿地一步一跨朝



外走，弟弟妹妹摇摇晃晃地跟在后头。你们猜猜野田带着弟
弟妹妹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不管弟弟妹妹、把弟弟妹妹
扔掉)

2、是呀，没有弟弟妹妹，妈妈又会喜欢野田了，我也是这么
觉得。

3、你们觉得野田会是一个好哥哥吗?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投
票板，笑脸表示是一个好哥哥，哭脸表示不是好哥哥，请大
家一人一个上来投票吧!(第一次投票)为什么呢?(分别请幼儿
说明理由)

4、我们看看野田到底是怎么做的。

教学反思：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孩子独生子女比较多一些，孩子们做哥
哥姐姐这方面的体验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的机会是很少的。然
而，感受做哥哥姐姐的快乐，需要用体验的方式来进行，也
就是真正的在一个活动中让孩子们去体验。体验两个字，写
写简单，其实真正的让孩子们有触动的那种体验还是蛮难做
到的。

小班我爱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五

作品：童话《野猫的城市》

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
什么样的。

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一起围着问长
问短，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

野猫可得意啦。它摇晃着脑袋，东瞧瞧、西看看，然后皱着



眉头说：“城市太大了，我怎么能用嘴巴讲得清楚呢?”忽然，
它拍拍脑门，“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地上。它告诉动物们，城市有许多马路，
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接着，它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从
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
踢脚，说：“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身旁。它对动物们讲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
一块表示不同的地方。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
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说：“看来城市是
一个很痒的地方。”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
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为了说明这点，它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
上面，又拉开小鼯鼠的两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
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
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儿，它打了个喷嚏，把野猫给扔了出来。
哎哟，野猫刚落地，就听见小鼯鼠轻轻地咕哝：“看来城市
是个没羞的地方。”

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都不喜欢野猫的城
市。

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
朋友。动物们远远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
野猫讲的那样吗?”

(佚名)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在网络活动中理解作品的内容，重点把握“野猫”
的形象特点，并认识作者潜置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构思
倾向。

2．帮助幼儿进一步认识城市，并用反驳的方式纠正野猫所说的
“城市”。

3．培养幼儿的想象与用语言归纳以及清楚表达观点的能力．

(这篇童话以其奇特的构思见长。它通过野猫向森林里的动物
描述“城市”的经过，引导幼儿在幽默的笑声中认识城市，
作品逆向思维式的叙事方法是低幼儿童作品不多见的。幼儿
能理解滑稽、幽默的作品的，这个作品可以让幼儿在笑声中
获得逆向思维和判断力的训练。)

活动准备

1．表现童话内容的图片。

2．大小积木、插塑、油泥等各种可供幼儿拼搭建筑以及表现
城市的材料。

(图片有利于幼儿了解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和故事人物的动态变
化。以幼儿自己的能力建造一所“自己的城市”，只需他们
熟悉的材料即可。)

活动一

1．让幼儿边看图片边听教师讲述故事。

2．讲述故事两遍，在第一遍和第二遍讲述中间，教师可以让
幼儿谈谈听第一遍故事后的感受。

3．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作品情节发展线索和人物性格特征。
建议讨论以下问题：



(1)野猫告诉动物们的城市是什么样的?

(2)野猫说的城里的马路和斑马线对不对?对在哪里?错在哪
里?

(3)野猫在花奶牛身上画的城市图形成了什么印象?这种对城
市的印象对不对?

(5)野猫有没有帮助动物们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城市?

(6)如果你到森林里去，你想告诉动物们城市是什么样的吗?
你认为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4．可以引导幼儿认识到城市还有不足的地方，比如人口拥挤、
‘空气污染等，但不是野猫所说的那样。

(在第一个活动中，教师组织的着力点放在把握作品的情节发
展线索、人物的性格特征上，这是这个作品的两个显著特点。
不同风格的作品应有不同的着力点，这样才能凸现作品的个
性色彩。我们主张在一个作品教学时，让幼儿反复地聆听、
感受后，再进入分析理解层次，有利于幼儿积极地参与讨论。
这种讨论，可以组织成围绕某个话题谈话的形式。话题出现
后，让幼儿自由交谈。教师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作隐性
指导，切忌每一个问题由教师提出，幼儿回答。这样幼儿会
感到索然无味，被老师控制着，幼儿只能是被动地一问一答。
因此，讨论这个环节的组织一定要给幼儿创设宽松的氛围，
组织形式也应集体交谈与个别交谈相结合。)

活动建议

可由教师组织幼儿参观访问我们的城市，也可由家长配合完
成。要求引导幼儿注意观察归纳城市的特点，总结城市的优
越性。



(参观访问城市可使幼儿获得有关城市的感性认识，为下一个
活动的开展打下基础。)

活动二

1。教师可将各种建造操作材料置于教室的不同角落。在活动
前与幼儿简单讨论如何用建造材料来反映“我们的城市”。
然后分组活动，允许幼儿选择不同的活动。可分成下列几组
活动。

(1)“城市里的马路与车站”――用大积木等材料拼搭，表现
城市的交通状况。

(2)“城市里的公园”――用插塑、小积木、小沙箱、动物玩
具等材料建构，表现公园(包括儿童乐园等)的园景。

(3)“城市里的商店”――用积木、油泥的娃娃和玩具等建构。

(4)“城市里的医院”――用小桌椅、大纸盒、医院玩具等建
构。

(5)“城市里的家庭”――用纸盒、彩纸、娃娃和玩具等建构。

也可以根据幼儿的认识及要求，开设其他角落。应保证每位
幼儿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去。

2．要求幼儿想一想应当告诉动物们“城市是什么样的”，然
后给他们写信，说一说自己心目中的城市。

3．帮助幼儿了解写信的基本格式，然后让幼儿口述，家长记
下来，必要时可让幼儿在信上添画。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写好信封。

4．教师请其他班的教师或小朋友扮演野猫来到小朋友中间。
活动开始时，教师先复述《野猫的城市》，简单回顾幼儿的



操作活动，以及在活动中对城市的认识。请出扮演的'野猫，
教师请小朋友带领野猫看大家建造好的“城市”，然后一一
讲出“我们的城市是这样的”。

5．让小朋友把自己写的信交给“野猫”，请野猫带到森林里
去，交给森林里的动物，帮助森林里的动r物真正地认识城市。

(建造城市的活动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结构游戏。它应是在作品
的场景基础上，融入幼儿自己的经验，进行再创造的活动。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活动开始时的讨论可以围绕“城市里的
马路和车站”“城市里的公园”“城市里的商店”“城市里
的医院”“城市里的家庭”等几个主题进行，让幼儿自由选
择角落、自由结伴、自主建造，教师可巡回观察指导。

教师确立主题的同时，也应该鼓励幼儿创造主题，出现“城
市的××”。“城市”建好以后，教师通过和幼儿一起评价
自己建造的“城市”，激发幼儿做城市小主人的自豪感，愿
意邀请森林里的小动物来做客。现代通讯手段很发达，写信
只是其中的一种，可以征求幼儿的意见，使用哪些方法由幼
儿自己决定。如幼儿选择打电话的方式，教师可引导：“你
准备对森林里的小动物说些什么呢?”鼓励幼儿表达自己对城
市的认识。这样能更贴近幼儿的生活，使每位幼儿自主地选
择自己熟悉的方式去表达。

虚拟的野猫一旦出现在幼儿面前，他们的情绪会表现得很热
烈，急于向野猫叙述自己的想法，教师应给予满足a然后，
由“野猫，，快乐地告诉大家每个小朋友的介绍都想听，但
需要轮流倾听，使幼儿从中感受到等待时应认真倾听，表达
时应有序地讲述的道理。)

活动建议

该文学活动也可以在三个活动时间内完成，第二个活动中的
第一个环节可单列出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