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社会我会说文明用语教案及反思(精
选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
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班社会我会说文明用语教案及反思篇一

1、通过说说、洗洗使学生掌握洗手的方法，知道洗手的好处，
并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2、让学生了解洗手的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

了解洗手的正确方法

：知道洗手的好处

投影、挂图、洗手歌

1、给学生看细菌挂图

2、学习正确洗手方法

展示洗手步骤挂图

六步洗手法：

第一步，五指并拢，掌心擦掌心;

第二步，手指交错，掌心擦手背;

第三步，手指交错，掌心擦掌心;



第四步，两手互握，互擦指背;

第五步，拇指在掌中旋转;

第六步，指尖摩擦掌心

3、一般按照以下七步骤洗手即可有效清洁：

(1)开水龙头冲洗双手。

(2)加入洗液或抹肥皂，用手搓出泡沫。

(3)小心地双手相互擦手心、手背、指甲内外和四周、指尖、
虎口位置，最少揉搓10秒钟才冲水。

(4)用流动的水冲洗至少10秒钟。

(5)完全擦干净后，才用清水将双手彻底冲洗干净。

(6)用干毛巾或手纸彻底抹干双手，或以干手机吹干双手。

(7)双手清洗妥当后，别再直接触摸水龙头，防止再度脏手。
应以抹手巾包裹水龙头，或在水龙头上泼水冲洗干净，才把
水龙头关上。

4、教《洗手歌》

手心搓手心，手心搓手背，手指轻轻抓手心，五指张开洗干
净……

搓搓搓，搓手心，搓搓搓，搓手背，换只手，再搓搓，冲冲
冲，冲冲手，冲冲冲，冲干净，关上龙头耍三下，一二三。

5、座位上演练。



6、实际体验学习

一般来说，人们的一只手上沾附着大约40万个细菌，这绝不
是危言耸听。如果手洗不干净，后果不堪设想。生活中，有
些人手一闲下来，就抠鼻子、揉眼睛，此时可能造成鼻子、
眼睛黏膜的破损，使呼吸道中的病菌、手上的病菌乘虚而入，
致使健康的身体受到侵袭。

这里给你列举出做这十件事后一定要洗手：

1.饭前饭后;

2.便前便后;

3.吃药之前;

4.接触过血液、泪液、鼻涕、痰液和唾液之后;

5.做完扫除工作之后;接触钱币之后;

6.接触别人之后;

7.在室外玩耍沾染了脏东西之后;

8.户外运动、作业、购物之后;

9.抱孩子之前;

10.接触过传染物品，更要经过消毒反复洗。

健康tips：

如果是在郊游等户外的环境中，香皂或洗手液是肯定没有的，
而你又恰好没带消毒纸巾或是免洗的洗手液，那么也可以就
地取材，只要用流动的水，再加上细沙砾、黏土或燃烧完全



的木灰烬涂抹清洗，一样也可以达到清洁双手的目的。还有，
最重要的，随身携带护手霜，保证随时随地对洗完后手的呵
护。

通过调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知道正确洗手的方法，值
此第二个世界洗手日之际，教育孩子勤洗手，讲卫生，并当
一回宣传员，向家长及身边亲人宣传洗手节的意义，传授科
学洗手方法很有必要，学校将洗手与健康卫生、防甲流工作
紧密联系在一起，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为学生愉快学习打
下基础。

小班社会我会说文明用语教案及反思篇二

1、知道打招呼是一种有礼貌的行为。

2、学会说“你好”、“再见”等礼貌用语，养成主动向人打
招呼的好习惯。

ppt视频、好习惯宝宝贴画。

1、带领幼儿随着好习惯歌曲做律动。

1、“听”故事提问导入：小朋友，你们见过会打招呼的小山
羊吗？请听故事《有礼貌的小山羊》。

2、安静听故事，情境导入。

教师提问：小山羊是怎样与别人打招呼的？

教师总结：小山羊非常的有礼貌，遇到人时会主动打招呼
说“早上好！”把好的心情带给别人。

3、“看”动画提问导入：小朋友，我们在路上见到认识的人
应该怎样做呢？



4、认真看动画，启发思考，教师提出如下问题

（1）宝宝是怎样向李奶奶打招呼的？

（2）李奶奶为什么夸宝宝？

（3）小朋友你们是怎样与别人打招呼的？

5、幼儿有疑问可再次观看动画，老师根据本班级幼儿共性特
征及个体差异，对动画进行暂停或播放，结合剧情节点，在
幼儿已有经验上进行选择性互动提问教学。

教师总结：老师教会宝宝在路上遇到认识的人要主动打招呼
问好，妈妈和李奶奶都夸宝宝是有礼貌的好孩子。小朋友我
们也是有礼貌的好孩子，也要学会主动打招呼。

6、图谱演示

教师出示两张图片并讲述图片故事，让幼儿判断对错并说明
原因。

教师看图总结：我们在路上遇到认识的人要打招呼，在幼儿
园见到老师和同伴要主动打招呼，回到家见到保安叔叔也要
主动问好，这样大家才会喜欢你！

游戏名称：《找朋友》

游戏玩法：请几名幼儿上来做邀请者，边唱儿歌边拍手踏步
走到所要邀请的幼儿面前，儿歌停止，两位好朋友拉拉手、
抱一抱。

（1）带领幼儿唱读儿歌

“见老师 弯弯腰 问候一声老师早



见同学 把手招 露出牙齿有微笑”

（2）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幼儿主动向别人打招呼；

（3）和家长联系，习惯养成延续至家庭中落实。

小班社会我会说文明用语教案及反思篇三

1、直到看到熟悉的人或者长辈要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2、引导幼儿大声并清晰的主动打招呼。

3、引导幼儿们愿意自己模仿相应的动作，初步体会动作的含
义。

1、儿歌《小小手》

2、代表人物角色的头饰若干

1、教师将材料投放至表演区。

2、教师请幼儿自由选择人物角色，佩戴头饰。联系大声并清
楚地使用礼貌用语与他人打招呼。

3、教师带领幼儿念儿歌《小小手》，学习打招呼的简单动作。

我有一双小小手，要拉许多好朋友。

你好、你好招招手，欢迎、欢迎拍拍手。

谢谢、谢谢握握手，再见、再见摆摆手。

4、教师演示早上入园和晚上离园时亲亲、抱抱幼儿的动作，
供幼儿模仿表演，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



5、幼儿自由模仿打招呼的情境，教师在一旁指导倾听内容，
观察幼儿的相应动作，适当给予评价。

请班级幼儿轮流来做礼仪小标兵，早入园与晚离园时站在班
级门口，大声地与其他幼儿及家长问好告别。

托班的孩子在跟幼儿打招呼时常用亲亲、抱抱的动作会使幼
儿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去除陌生感和恐惧感，这样既新鲜又
能促使幼儿和教师之间的感情，同时还增强了幼儿主动打招
呼的积极性！

活动结束后，提醒幼儿要怎么打招呼，时刻提醒幼儿有礼貌，
知道主动打招呼，其实有的孩子刚接触幼儿园有抵触心里，
这个时候不能强求幼儿，时间过去了，很多孩子会潜移默化
的和别的还做榜样，自然就学会了，最主要的是要让幼儿知
道打招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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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练习将皮球从起点滚到终点，初步学习直线滚球和绕障碍
物滚球的方法。

2、在教师的语言提示和自己的尝试练习过程中，逐渐探索又
快又稳的滚球方法。

活动准备：

1、皮球人手一只。

2、系上丝带的椅子六把。

活动过程：



一、音乐游戏“大皮球”。

教师和幼儿边唱歌曲《大皮球》边玩大皮球的`游戏。

二、学习直线滚球和饶障碍滚球。

1、尝试把球从起点直线滚到终点直线。

(2)幼儿人手一只皮球，练习将球从起点滚到终点后，再将球
取回站在老师周围。

(3)教师：你们觉得皮球怎样才能滚得又快又稳?

(4)教师总结：小朋友要跟着皮球往前跑，而且滚球时不能用
劲太大。

(5)幼儿再次尝试把皮球从起点滚到终点。

2、滚球绕障碍。

(2)教师总结玩法：把皮球一直滚到椅子那里，再从有丝带的
一边绕回来。

(3)幼儿进行滚球绕障碍活动，教师在一旁进行指导和语言提
示。

三、游戏“跺皮球”。

1、讲解游戏玩法：老师的手里有一个皮球，我把皮球往前扔，
你们要躲开我的皮球，不能碰到别的小朋友。

2、幼儿开展玩“躲皮球”的游戏。

3、引导幼儿把自己的皮球扔进筐子里，然后，带领所有幼儿
坐在花坛边或场地旁跟随老师的口令做放松腿部的动作。



幼儿在上学期学习的基础上，会拍大皮球了。对直线滚球和
绕障碍物滚球的方法。大多数幼儿能掌握，平时不愿动手的
优优、欣、玲都愿意学习了。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根据小班年龄特点，采用幼儿喜爱的“球”来进行
活动，在活动中让幼儿通过自身的实践探索，使不同能力的
幼儿在原有水平上都有所提高，达到了教师预期的教学效果
和一定的身体锻炼。但是，我们在活动中也可以看到在“滚
球”的过程中孩子对直线滚球掌握较好，在转弯的过程中容
易出现“跑球”现象;还有就是在滚球绕大树“s”形走时控制
球方面还要提高，减少撞倒大树的现象。总之本节课孩子在
欢笑、汗水中体会了体育活动带来的无比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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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学会排队，懂得遵守排队的规则。

2、学习运用团圆、搓捏等方法，表现萝卜的主要特征。

活动准备：

1、兔子卡片1张;胡萝卜人手1个。

2、橡皮泥若干、绿叶卡片若干。

活动过程：

一、出示一堆萝，引出排队

1、情境导入小朋友我是兔妈妈，兔宝宝，妈妈带你们到草地



上去玩好吗?

2、观看课件(一堆萝卜)看草地上有什么?萝卜堆成了一座小
山，我们说一堆萝卜。兔宝宝们摸摸肚子饿不饿?快来拿个萝
卜吃吃吧!

小结：是的先来的排前面，后来的排后面，一个跟一个，不
推也不挤。

三、学习排队

1、分男女两队吃萝卜：肚子好饿呀!想吃萝卜吗?那这一次我
们排着队来拿萝卜好吗?记得怎样排队吗?(排队要求)

2、听什么声音?(录音：哎呀我的萝卜不见了)原来这萝卜是
老婆婆的，我们快把萝卜送回去吧!记住要排队哦!老婆婆说
宝宝们真懂事，都学会了排队。

四、学做胡萝卜

2、教师示范制作，幼儿观察并尝试制作。

揉揉揉，揉揉揉，搓搓搓，搓成一根火腿肠，下面搓一搓，
捏一捏，尖尖的小小的，变成一个小萝卜。

3、幼儿制作，教师指导。

哇，一会儿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的胡萝卜，萝卜真好吃，快
来吃吧。

教学反思：

我个人认为，排队是我们班大部分孩子都会的，只有“不插
队”“不推不挤”需要在第一环节强调一下。重点在通过对
比，体验排队的方便，从而自觉主动愿意排队，所以我选用



了大量图片，让孩子观看、联想、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