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区域活动及反思 小班老师像妈妈
社会活动教案附教学反思(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区域活动及反思篇一

1、知道诚实是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2、感受诚实和说谎的不同结果，喜欢说真话，讨厌说假话的
情感。

3、辨别是非，学习做了错事主动承认的良好行为。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经验准备——幼儿欣赏过故事《狼来了》

材料准备——多媒体课件

一、我们身边的“诚实”

1、导入话题

提问：小朋友们，你们觉得什么是诚实呀?

小结：诚实就是不骗人、不说谎、说真话。

2、不是我的东西我不拿



播放视频：

提问：

(1)小妹妹想做什么?这是谁的玩具?

(2)幼儿园的玩具可以带回家玩吗?请你说说理由

播放视频(验证孩子们的想法)

小结：诚实就是不是我的东西我不拿。

3、做错事情我会主动承认

播放视频：

提问：

(1)发生什么事了?

(2)你在幼儿园里有不小心碰到或撞翻东西的事吗?请你来说
说。

(3)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小心的时候，那你是怎么做
的?

继续播放视频：

(4)碰掉盒子，男孩说了什么?

出示图片：

【图片内容为男孩和老师共同把盒子贴到墙上】

(5)如果他还能够这样，那就更棒了!瞧，男孩是怎么解决的?



小结：诚实就是做了错事主动承认，然后马上改正。

二、说谎的负面影响

故事《狼来了》

出示图片：

【图片内容为故事书《狼来了》中的放羊孩子画面】

提问：

(1)你喜欢故事里那个放羊的孩子吗?为什么?

(2)最后一次他说“狼来了”，是真话还是假话?为什么大家
不来帮助他?

(3)故事结果怎么样?

小结：诚实就是要永远说真话。如果一直说谎话，即使最后
说真话，也没人相信了。所以诚实很重要。

三、遇到问题怎么办

1、遇到问题不推卸责任

播放视频：

提问：

(1)发生什么事了?玩具为什么会打翻?

(2)两个女孩一起打翻的，她们却在说什么?应该谁承担?

(3)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怎么做?



(邀请个别幼儿使用表演的方式来呈现)

播放视频：

小结：诚实就是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主动承担，不相互
责怪。

2、遇到问题不找借口

(举幼儿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诚实有的时候是会遇到这样的
事情。老师说，明天请每个小朋友把家里吃光的牛奶盒带到
幼儿园里来。第二天，老师问：“小宝，你今天牛奶盒带来
了吗?”小宝说：“哎呀，妈妈忘记给我了!”)

提问：

(1)带牛奶盒是谁需要记住的事?

(2)如果你是小宝，你会选择说实话吗?怎么说?

小结：诚实还是遇到事情，自己承担，不找借口，不找理由。

总结：要想真正做到诚实并不容易，要能做到不是自己的东
西不拿;做了错事主动承任，马上改正;遇到问题不怪别人，
不找理由，实话实说。我们一起加加油，相信大家都会喜欢
做、愿意做、并且能够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在教学这一课时，我首先让孩子们进行了现场采访活动，给
他们提供了一个“实话实说”的场景，我做活动的主持人，
鼓励他们来说说自己诚实的事，还可以说一说自己是怎样想
的。

在接下来的谈话活动中，我注重加强孩子间的互动，保证他
们每个人全过程的有效参与。如果你也是当事人，你会想什
么、怎样说、怎样做，比如，猜一猜他会怎样做。这样的参



与，一方面提醒孩子集中精神倾听，另一方面引导他们对事
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换位思考，比如，小朋友讲的这件
事你觉得还可以怎样解决?给你什么启发?如果你是保育员，
看到一个小朋友随地扔了东西，你怎么想?这些问题地提出不
仅有利于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而且有利于帮助他们进一步理
解诚实，并能思考面对突发事件，怎样以诚实的品德、恰当
的方式解决问题。

通过这种讨论活动引导孩子们明白只有诚实，才会有更多的
好朋友，生活才会更快乐。通过活动，他们对诚实的品德有
了具体的认知和积极的体验。在他们对诚实的美德有了感知，
对诚实的行为产生积极的体验之后，我进一步引导孩子们对
自己今后的行动进行规划。这个规划是在他们的思想感受、
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我要他们怎么样做。我引导他
们围绕"如何做个诚实的孩子"展开讨论。说一说诚实行为、
找一找诚实现象，进一步了解诚实的行为还有哪些。再结合
生活中经常遇到问题，商量怎样做才是诚实的。能够对以前
不诚实的事情的后果进行补救，例如借的书不小心撕破了，
自己主动粘好，告诉图书管理员。

活动的最后我让小朋友制作"诚实行为卡"。通过我一系列的
活动使他们真正获得诚实的思想，并且在行动上有所体现。
在活动中，有的孩子不能够把自己不诚实的一面说出来，缺
乏一定的勇气。

区域活动及反思篇二

1.认识家乡的主要特产，能说出各种特产的名称，尝试给特
产分类。

2.能够用较完整、连贯的语言向大家介绍家乡特产的主要特
色及主要产区。

3.感受家乡特产的丰富多样，为家乡感到自豪。



4.激发了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5.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1.家乡土特产的包装盒、实物或图片，幼儿参与采摘活动的
照片，青岛特色商店的图片，”幼儿学习材料”一《我受家
乡)

2.幼儿提前了解自己带来的土特产。

小结：青岛特产就是青岛特有的、有特色的东西，如海米，
蛤蜊肉、啤酒，崂山茶等，这些特产不仅我们青岛人喜欢，
很多来青岛旅游的外地朋友也会买一些带回去给家人、朋友
分享。

2.师幼共同品尝大家带来的特产，了解家乡特产的特别之处。

3.出示各种特产的图片，鼓励幼儿按照蔬菜、水果、饮品、
海鲜等类别对家乡特产进行简单的分类。

4.引导幼儿阅读《我爱家乡》第17页，结合图片说一说家乡
各种特产的主要产区，进一步感受家乡特产的丰富。

附

青岛的主要士特产

食品类：干鲜海产品(海米、鱿鱼丝、蛤蜊肉)、钙奶饼干等。

蔬莱、水果类：胶州大白莱、崂山樱桃、大泽山葡萄、马家
沟芹莱等。饮品类：青岛啤酒、即墨老酒、琅琊台酒、崂山
茶等。

在社会活动中我们与幼儿一起学习了《特产多又多》了解几
种家乡特产，知道家乡物产很丰富，活动中宝贝们都能够大



胆的说出自己知道的特产，能积极参与活动，大胆的举手回
答问题，还能从色、香、味等方面向大家进行介绍呢，继续
努力。

区域活动及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使幼儿知道玫瑰花的名称、外形特征、生长特点。

2、培养幼儿观察植物的兴趣和细致的观察能力。

3、丰富词汇：玫瑰花

4、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1、盛开的玫瑰花一盆。玫瑰花的图片若干。

2、纸、彩笔若干。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观察玫瑰花的外形特征。

（1）请幼儿仔细观察。

——请小朋友们仔细看看，玫瑰花是什么样子的？闻闻他是
什么气味的？

林林：老师我看见玫瑰花是红色的，花瓣有点圆。



甜甜：我看见上面有尖尖的东西，叶子是绿色的。

——请小朋友说一说玫瑰花幼儿几种颜色。

（2）教师小结

2、讲解玫瑰花与人类的关系。

——你喜欢玫瑰花么？为什么？

涛涛：老师我喜欢玫瑰花，因为他有很多的颜色，还有香味
呢！

蕾蕾：老师我不喜欢它，因为他的身上有刺，会弄疼我的。

——玫瑰花幼儿哪些用处？！来自屈。老师教案。！（幼儿
自由讨论）

润润：玫瑰花可以用来装饰教室。

欣欣：玫瑰花可以用来做茶喝。

可可：有的香水里有玫瑰花的香味的。

3、绘画活动：画一画我最喜欢的玫瑰花。

幼儿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活动反思：

欣赏就是对美好事物的一种感受，它是培养情感、激发兴趣
的一种手段。而观察是欣赏的前提之一，在活动中我带着孩
子们先观察玫瑰花，让孩子们自主的发现玫瑰花的特征，发
现玫瑰花的与众不同之处，孩子们看的很仔细，讲的很认真，
连平时上课注意不集中的宝宝小朋友也静下心来仔细的观察



了！真让我感到高兴和兴奋，让我又发现了一种新的学习的
好方法。

区域活动及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能愉快大胆地作画。

2．学习用各种颜色的线条表现虫子的形状。

活动准备：

1．创意绘本，油画棒（或水彩笔）。

2．绘画大范例。

活动过程：

1．带领幼儿做手指谣：虫虫飞。

虫虫虫虫飞（两手食指轻轻点，然后分开）

飞到嘴巴上（用手指点指嘴唇）

虫虫虫虫飞（两手食指轻轻点，然后分开）

飞到鼻子上（用手指点指鼻尖）

虫虫虫虫飞（两手食指轻轻点，然后分开）

飞到眼睛上（用手指点指眼睛）

虫虫虫虫飞（两手食指轻轻点，然后分开）



飞到耳朵上（用手指点指耳朵）

咦？虫虫不见了（两手背到身后藏起来）

2．请幼儿说说，什么动物爱吃小虫子？你见过什么虫子？它
们长什么样？教师根据幼儿发言进行小结，出示绘画大范例，
请幼儿观察范例中虫子的外形特征。

3．引导幼儿用肢体模仿虫子的外形及动作，激发幼儿参与活
动的兴趣。

4．翻开绘本，请幼儿在书上进行添画。

5．展示作品，请幼儿相互欣赏作品。

小班主题活动教案：下雨的时候教案(附教学反思).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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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活动及反思篇五

设计意图：



转眼春夏季来临了，地处城郊人幼儿园里到处都有小动物的
身影，蝴蝶，蟾蜍等小动物也经常光顾，原以为平时苦口婆
心地教育幼儿要爱护小动物能有效果，却惊奇地发现，小动
物被“分尸”的惨案时有发生，看来孩子们的破坏欲望真是
不容小视，针对这个现象，我设计了本活动，通过活动让幼
儿学会关心，同情弱小的生命，能和它们和睦相处。

活动(一)故事：小蜜蜂为什么哭?把手

一活动目标：

通过活动培养幼儿的同情心，学会关爱弱小的生命。

乐意参与表演，大胆学说角色对话。

根据已有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二活动准备：

故事挂图录音磁带

三活动过程：

1教师配合挂图有表情地讲述故事。第一段小动物玩耍时配上
优美欢快的背景音乐讲述，第二段配上忧伤的背景音乐讲述，
让幼儿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变化。

活动(二)美工活动：涂涂，撕撕，贴贴

一活动目标：

1让幼儿通过涂涂，撕撕，贴贴各种小动物，培养他们喜爱小
动物的情感。

2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二活动准备：

画好轮廓的各种动物形象。如：青蛙蜜蜂蝴蝶等。浆糊闪光
纸蜡光纸

三活动过程：

1引题：“小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动手用可爱的小动物来打扮
我们的教室好吗?”

2教师示范方法。

3提出操作规则和要求，让幼儿自由选择材料操作。(在活动
中要尊重幼儿的意愿，不要过多干预幼儿的操作)

4涂好撕好后，师幼共同装饰活动室。共同商量作品的装饰位
置和设计造型，并在活动中播放优美的曲子。

5欣赏作品。幼儿向同伴介绍自己的作品，欣赏评价别人的作
品。

活动(三)我和动物交朋友

一活动目标：

1让幼儿通过活动掌握饲养小动物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2学会关心和照顾小动物，进一步理解弱小的生命也不能轻意
伤害。

3知道动物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培养初步的保护自然保护环
境的意识。

二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由于本园地处城郊，能收集较多的小动物)请家
长配合利用双休日和孩子一起收集蝌蚪蚯蚓毛毛虫小鱼蚕等，
教师与家长引导幼儿学习正确的饲养方法，并在家中饲养一
周时间。

2请幼儿把自己饲养的小动物带来。

三活动过程：

1把小动物摆放在活动室，让幼儿自由参观。

2简单介绍饲养过程。

a说说你饲养的是什么动物，你是怎样照顾它们的。

b教师小结饲养各种小动物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3说说你饲养的小动物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互相交流各种小
动物的成长过程，你和小动物发生的小故事。

4放归自然组织幼儿到户外放归小动物，告诉幼儿各种小动物
都有自己的家，我们送它们回家吧。

延伸活动：家园共同配合收集有关小动物的图书，玩具，绘
画材料，歌曲舞蹈等，在晨区活动中让幼儿自由选择区域进
行游戏。

小百科：动物是多细胞真核生命体中的一大类群，称之为动
物界。动物身体的基本形态会在它们发育时变得固定，通常
是早在其胚胎发育时，但也有些会在其稍后的生命中有个变
态的过程。大多数动物是能动的，它们能自发且独立地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