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小班蛀牙教案 幼儿园教学反
思幼儿托班教学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幼儿园小班蛀牙教案篇一

托班幼儿难带，这似乎已成为幼师们达成的共识。这边刚安
慰好哭哭啼啼的孩子，那边已经尿裤子了；喂饭的勺子刚拿
到手中，后面已经在你背后吐了起来。

刚拉开一对打架的，那头又多了两排牙齿印，问题接连不断
的发生，让幼师们每天都在手忙脚乱中度过，很多幼师都害
怕这门苦差事。

为了让这门苦差事变得不再苦，本文对“幼儿园教师怎样带
好托班”的系列问题进行了阐述。

幼儿园小班蛀牙教案篇二

小班幼儿缺乏生活经验，参与活动时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
游戏是幼儿最感兴趣的活动，而源远流长的民间游戏，是我
国文化宝库中的一支瑰丽奇葩，对开发幼儿智力，丰富幼儿
生活具有促进作用，民间游戏注入儿歌元素，更显示出它浓
厚的趣味性，符合小班幼儿好奇、好模仿、好动的特点，儿歌
“拉大锯”篇幅短小，精炼，容易被幼儿所接受，且随时随
地自由结合，不用任何道具就玩的很开心，针对这些特点，
我设计了“拉大锯”这一语言活动，通过幼儿自身的参与、
表演，感受与同伴、老师一起玩的快乐！



幼儿园小班蛀牙教案篇三

1．在户外一角创设安全、有序、宽松的玩水环境，如干净整
洁的玩水池，并提供各种颜色、大小不同的塑料球和防水的
沙球，便于孩子观察沉浮现象，有助于孩子积累有益的前期
经验。

2．创设“滑滑乐”的玩水环境，提供不同材质的球(如海洋
球、防水的沙球等)作为玩“滑滑乐”的材料，材料的大小要
便于孩子抓握，摆放的位置要便于孩子取放。在玩“滑滑
乐”时，借助滑梯轨道玩球、滚球，孩子能直观地观察球从
高处滑向低处溅起不同水花的有趣现象。

3．教师应参与孩子的游戏，通过自身正确的示范引导、语言
提示，鼓励孩子在投掷时能将手臂举得高些再投掷，较好地
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促进其精细动作的发展。

4．为使孩子能尽情游戏，避免争抢，在打水球游戏中教师应
尽可能地提供数量充足、相同的玩具或材料，满足小年龄孩
子平行游戏的需求。

5．教师应根据孩子活动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球门”的远
近。

幼儿园小班蛀牙教案篇四

的最好办法，同时也可消除幼儿的紧张心理。

2、照顾幼儿要做到“四勤”：托班和小班、中班、大班不同，
大班的幼儿通过从托班到大班的幼儿园生活、学习和各方面
的培养，到了大班阶段，完全是老师的左右手了。

而托班孩子由于年龄小，自理能力差，什么事都需要老师无
微不至的照顾，特别要做到“四勤”。



眼勤：教师需要用眼睛去观察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
在老师的视线之内，注意发现他们的危险动作，或一些需要。
手勤：发现问题赶忙去解决，扶一下孩子或帮助一下孩子。

腿勤：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幼儿身边，帮他解决问题。嘴勤：
要经常和幼儿说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要他们有这些安全
意识。

只要做到“四勤”，孩子的安全就有所保障，减轻一些不必
要的伤害。

3、日常常规培养：常规培养是是托班幼儿的一项重要工作。
幼儿入园后，幼儿的座次、位置要安排好。

从幼儿入园三、四天后，可个别指导幼儿记忆自己的标记及
日常生活中的要求。

切记不要集体指导幼儿，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对针对性
不强的话不能理解，个别指导更利于幼儿形成好的习惯。对
幼儿的常规要求要具体，教师的观察要仔细，出现问题及时
处理。

在区域游戏中，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将进出区域的小脚
丫图形、物品归放点的标记等贴在醒目处，让规则既具体又
直观。

2-3岁的孩子都乐意和老师一起收归游戏后的玩具材料。有了
标记，幼儿不仅会归放玩具，还能逐步形成良好的游戏习惯。

幼儿园小班蛀牙教案篇五

一个好的教学方案的制定必不可少的一部就是反思，幼儿托
班教学反思是很多幼儿园老师都要进行的，下面，我们以托
班活动《好吃的水果》教学反思为例，来了解一下托班幼儿



教学反思。

在《好吃的水果》的教学活动中，幼儿的表现没有我预想的
好，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准备了三个谜语，在猜第一个
时，“红果子，麻点子，咬一口，甜丝丝，“猜一种水果的
名字，一开始幼儿能有兴趣的乱猜，不是水果的也猜了进去，
对于这样的问题教师也进行了引导而在与幼儿一起分析谜面
的时候，发现多是教师在讲，给教师的感觉是幼儿听不懂，
而且兴趣也没一开始好了，因此教师也急于把答案说了出来。

而在猜第二个谜语时，“兄弟几个真和气，天天并肩在一起，
少时喜欢穿绿衣，老来都穿黄衣裳。”听完谜面后，发现幼
儿不是很积极的参与其中，幼儿的表现还是不会猜谜语，但
是老师还是鼓励幼儿大胆的讲述自己的答案。可是还是没有
教师预想的那样。因此再一次的对谜面进行分析。在分析的
过程中，教师为了吸引幼儿的兴趣，出示了准备好的实物，
边讲边让幼儿观察，发现幼儿对实物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
教师也发现幼儿还是不会猜谜，兴趣没有故事的高。

对于这样的现象，教师也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小班的幼儿对
猜谜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他们还不具有一定的知识经
验。，所以谜底应是幼儿熟悉的，谜面描述事物特征是明显
而生动的，用的比喻应和谜底实物相似的。

再次，教给幼儿解谜技巧，即让幼儿仔细听谜面所描述事物
的主要特征，然后要求他们对每一句描述应引起联想与分析，
从事物特点上去猜。教师在组织幼儿进行猜谜活动之前，对
于小班的幼儿教材的选择很重要，应该是幼儿所熟悉的水果，
而且要形象，这样才能引起幼儿的兴趣。

当然猜谜不是一天二天就能学会的，是一个长期训练的过程，
教师也将在延伸活动中，饭后散步时以及教学活动开展前和
小朋友们一起玩猜谜的游戏，相信，猜谜会让我们的孩子们
愈来愈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