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烤红薯幼儿园 户外活动小班切西瓜教
案(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烤红薯幼儿园篇一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

2.认识区分“1”和“许多”。

3.知道“1”和“许多”的分合关系。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1.音乐导入

小朋友，请你跟我做(一位老师弹歌曲《小红帽》，幼儿跟老
师做律动)。小朋友，刚才是什么儿歌呀?对，是小红帽。昨
天老师给小朋友讲了小红帽的故事，有一天小红帽去看外婆，
经过大森林的时候碰到了大灰狼，大灰狼骗了小红帽，把小
红帽和外婆给吃了。最后是猎人打死了大灰狼，救出了小红
帽和外婆。

2.认识“1”和“许多”与它们的分合关系



今天外婆给小红帽打电话了，外婆说：“小红帽，来看看外
婆吧，外婆想你了。”于是，妈妈给外婆准备了许多礼物，
让小红帽拿给外婆。看，这是什么(拿出一个面包)?老师手里
有几个面包?小朋友看看妈妈还准备了什么(拿出一个苹果)?
老师手里有几个苹果?小红帽说：“妈妈，一个苹果太少了，
你在拿出几个苹果吧!”(老师分4次拿苹果，每次只拿一个，
每拿完一次就提问‘老师手里有几个苹果’)。小朋友看看现
在一共有多少苹果呀(引导幼儿说有许多苹果)?这许多的苹果
是由刚才一个一个的苹果组成的，所以，一个一个的1可以组
成许多。小朋友，跟老师说一遍‘一个一个的1可以组成许
多’。(老师再拿出5个橘子)小朋友，这是些什么?老师这里
有多少橘子?(把面包、苹果、橘子放在小篮子里)小红帽拿着
妈妈准备的`一个面包、许多苹果和许多橘子去看外婆了。

小红帽走啊走啊，有走到了那片大森林，小红帽害怕了，她
怕在遇到大灰狼。于是，她问小朋友：“小朋友，你们可以
一起和我去看外婆吗?”小朋友，你们想和小红帽一起去看外
婆吗?小红帽听到小朋友愿意和她一起去看外婆可高兴了，她
说：“谢谢你们，请你们也戴上小红帽吧!”(老师拿出准备
好的小红帽)小朋友，老师这里有多少小红帽?(请每位小朋友
拿一顶)现在小朋友头上戴了多少小红帽?老师手里还有小红
帽吗?刚才老师手里的许多小红帽被小朋友拿走后，就变成一
个一个的了。所以，许多可以分成一个一个的1。小朋友，跟
老师说一遍‘许多可以分成一个一个的1’。小朋友戴好你们
的小红帽，我们一起出发吧!

3.巩固

(墙上挂着大挂图，上面插着花)小朋友，这里有花哦，看看
有多少花呀?我们采些花给外婆送去吧!每个小朋友只采一朵
花。(在小朋友采花时提问个别幼儿‘你采了几朵花’)小朋
友，现在你们手里有几朵花啊?草地上还有花吗?它们都在哪
了?对，草地上的许多花都被小朋友采走了，变成小朋友手了
一朵一朵的花了。许多分成了一个一个的1。小朋友，现在请



你们把花都放到老师的篮子里吧!篮子里现在有多少花?小朋
友手里还有吗?刚才小朋友手里一朵一朵的花现在变成了篮子
里的许多花了，一个一个的1可以组成许多。小朋友，我们继
续走吧!

4.延伸活动

(到了外婆家，一位老师扮外婆，开门。)外婆见来了这么多
小朋友，可高兴了，于是给小朋友出了一个问题。她
问：“小朋友，在你们家里见过什么是一个的东西，什么是
许多个的东西?”(请幼儿回答，最后老师总结)外婆听到小朋
友找到这么多一个的东西和许多个的东西，夸奖小朋友真聪
明!她又说：“小朋友，在外婆家的周围还有许多东西是一个
的和许多个的，我们一起出去找找吧!(看挂图，自然结束活
动)

烤红薯幼儿园篇二

1、运用多种感官初步了解水果的基本特征，比较水果的不同。

2、尝试制作水果宝宝，乐意用简单的语言与老师、同伴交流。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1、师生共同收集各种水果

2、各类水果切成小块以供幼儿品尝用

3、制作水果宝宝的各种辅助材料(糨糊、色纸、牙签等)



一、比较不同将水果放于桌上，请幼儿自由的摸一摸、闻一
闻、看一看，然后说说这些是什么水果?它们一样吗?哪里不
一样?(从外形、颜色等出发引导幼儿讨论)

二、制作水果宝宝

1、欣赏老师的作品：“瞧，变魔术啦!”师边说边逐一给水
果贴上五官，请幼儿跟着老师一起说说贴上去的是什么，分
辨位置)

2、鼓励幼儿自由选择材料制作水果宝宝。

三、展示

水果宝宝坐火车啦!(把作好的水果放入积木搭成的火车上)

数数坐了几个水果宝宝?它们都是谁?鼓励没完成的孩子继续
努力。

1、开展本活动之前应该有一个情感铺垫，调动起孩子们对水
果的喜爱之情。

2、在活动中应该让孩子自己动手的机会再多些。

3、应该让孩子们涂颜色数数，把美术知识更多地溶入数学课
堂，对提高孩子的兴趣更有利。

4、做个“找朋友”游戏会更好。

烤红薯幼儿园篇三

“吹泡泡”是幼儿童年中最好玩、最难忘的游戏，幼儿都很
喜欢它的乐趣和体验。“吹泡泡”也来源于幼儿的生活，所
以我通过吹泡泡的形式让孩子们观察了解泡泡的五彩缤纷，



利用泡泡引发了孩子们更多的遐想，给予幼儿更多去想去说
的空间。因此设计科学活动《吹泡泡》，主要培养幼儿探究
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品质，为幼儿的一生奠定
良好的基础。

1.尝试用不同的材料吹泡泡，知道哪些材料可以吹出泡泡。

2.发现有洞的材料容易吹泡泡，体验动手动脑解决问题的成
功感。

3.根据自己的猜想有目的的进行验证，体验成功的喜悦。

知道用不同的材料和哪些材料可以吹出大小不同的泡泡，培
养幼儿根据自己的猜想有目的的进行验证的能力。

：通过动手实验操作，知道有洞的物体可以吹出泡泡。

记录表、笔、泡泡器、肥皂水、玩具、铁丝、吸管、毛巾等。

（一）谈话导入

2.教师操作

3.出示材料，介绍材料、记录表，幼儿猜测

幼儿猜测，“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与大家说一说？”

你们的想法可多，我们赶紧把它记录下来（集体记录）

（二）幼儿操作

1.介绍四组材料，鼓励幼儿每种材料都试一试

2.幼儿表述操作结果，共同记录



哪些材料可以吹出泡泡呢？

3.幼儿再次操作

师幼共同总结：原来它们都有洞洞，所以可以吹出泡泡

（三）结束部分

今天我们玩了吹泡泡的游戏，大家开心吗？

烤红薯幼儿园篇四

1、享受体育活动的乐趣。

2、锻炼敏捷的反应能力及跳跃能力。

3、练习双脚向前行进跳的技能。

重点：练习双脚向前行进跳的技能。

难点：根据颜色选择相应的彩圈练习跳跃。

物质准备：

教具：小兔头饰每人一个；红、黄、蓝、绿彩色板四块；相
应彩色圈各六个。

一、导入

1、出示头饰，引起兴趣。

（教师戴上兔妈妈头饰）指导语：“小朋友，你们看，老师
变成了谁？”（兔妈妈）“那你们带小兔的头饰，变成小兔
宝宝，我们一起做游戏好吗？”（请幼儿带小兔头饰）



2、“兔妈妈”与“小兔”一起听音乐做准备活动。

二、展开

1、（带幼儿来到活动场地）指导语：“孩子们，你们看地上
有什么？”（彩色圈）“都有什么颜色的？”（红、黄、蓝、
绿）“你喜欢哪个彩圈？去跳着玩玩吧！”（指导幼儿自由
地在圈中跳进跳出，熟悉彩圈的颜色）

2、（将彩圈间隔一定的距离摆放成一个大圆圈）指导
语：“孩子们，请到大圆圈上站好，妈妈和你们玩小兔跳彩
圈的游戏，看谁是聪明的小兔。”

3、教师讲解讲解游戏玩法：游戏开始，幼儿随音乐在大圆圈
内按顺时针方向走，看见彩圈就跳进、跳出。当教师高举一
块彩色板时，“小兔”就迅速跳到与彩色板颜色相同的彩圈
内，每个圈只能跳进一只“小兔”，以最先跳进的“小兔”
为胜，并且他要告诉“妈妈”自己太刀了什么颜色的彩圈里，
说对了，“妈妈”给予奖励。

4、教师组织幼儿游戏，着重指导幼儿双脚向前行进跳的动作。

5、以集体、分组等形式进行游戏。

6、可增加游戏的.难度，如教师同时举起两种颜色的彩板，
幼儿选择喜欢的一种跳到相应的彩圈内。

三、结束

指导语：“孩子们你们都是聪明的宝宝，和妈妈一起跳个小
兔子舞吧！”



烤红薯幼儿园篇五

活动目标：

1、愿意在集体中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2、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努力做到不挑食，不偏食。

3、初步了解食物与健康的关系。

活动准备：

小狗和小狗妈妈的手偶。

活动目标：

一、导入活动

欣赏故事《好宝宝不挑食》，知道挑食的危害。

1、教师戴上手偶，讲述故事《好宝宝不挑食》，引导幼儿发
现挑食会对自己的身体有危害。

教师：小灰狗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什么?

2、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幼儿了解，因为挑食，小灰狗越来越
瘦，身体也越来越差，所以差点儿被风吹跑了。

教师小结：小灰狗因为挑食，越来越瘦，身体越来越差，所
以差点儿被风吹跑了。

二、根据故事内容讨论

1、教师以故事中狗妈妈的口吻提问，小朋友有没有像小灰狗
那样的挑食习惯?



2、教师引导幼儿说说如何来帮助小灰狗改掉挑食的习惯。

教师：我们应该对小灰狗说什么?我们应该为小灰狗做些什
么?

3、教师小结：小朋友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身体需要各种
营养。如果挑食，就会使小朋友的身体缺少营养，最后像小
灰狗一样，长不高、长不大，浑身没有力气。

三、说一说、想一想

1、教师结合班上幼儿普遍挑食的情况，找出这些食物的图片，
帮助幼儿了解这些食物的营养价值。

教师：这些食物中哪些是你吃过的?哪些是你喜欢吃的?

教师：它们对小朋友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小结：牛奶——是补充钙，让小朋友长得高而壮;鱼肉、羊
肝——让小朋友的眼睛更加明亮;肉——补充热量，让小朋友
更有劲儿。

活动反思：

小朋友入园将近一年，虽然老师每天吃饭都在强调不挑食，
但有些小朋友还是挑食，一会儿不吃青菜，一会儿不吃肉。
有的小朋友在老师的鼓励下，还能坚持把菜吃完，有的小朋
友就是把不要吃的菜放在桌上，桌上一片狼藉。我们班顾笑
语、汤俊琪特别挑食，所以这次活动着重针对这几个小朋友。

在故事提问时我特意我请了平时爱挑食的几个小朋友回答我
们应该对挑食的小灰狗说什么?我们应该为小灰狗做些什么?
从而让他们知道不挑食才能身体好。

活动下来，幼儿基本明白吃饭不挑食的道理，部分幼儿也表



示以后不挑食了。但饮食习惯不是很容易改变的，不挑食不
是靠语言来表达的，也不是靠一日之功，要循序渐进，用行
动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