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书的大班教学活动方案及反思(优
质5篇)

为了保障事情或工作顺利、圆满进行，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
定方案，方案是在案前得出的方法计划。优秀的方案都具备
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我给大家收集整理
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

书的大班教学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一

1、能围绕自己长大的话题用较清楚、连贯的语句表达自己的
见解、

2、欣赏自己的成长，树立自信心。

通过多种方式发现自己的变化。

从多方面进行讨论了解自己学会的新本领。

请家长帮助收集小时候的照片、衣服、用品；教室环境布置
（每个幼儿小时候的照片、小时候用过的物品、现在的美术
作品等）。

1、猜照片，发现自己的变化：

（1）教师出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谁？”

（2）幼儿看看、猜猜四周墙上照片中的孩子是谁（不能告诉
别人哪一张是自己的照片）：“为什么你们会猜不着呢？”

（3）每个人自己指出哪一张照片是自己的，一起议论为什么
别人猜不着，从而发现自己的变化。



2、小时候用品展览：

（1）幼儿自由参观展览：

看一看，试一试，比一比自己小时候用过的物品。

（2）自由交流：看了这些物品后，你们有什么感受？

3、集体分享交流：

（1）比较过去与现在，进行讨论：

“现在与小时候比，自己有什么变化？你现在学会了哪些新
本领？”（引导幼儿从多方面进行比较，必要时让幼儿表演
一下。

（2）教师小结，引出讨论话题：“你还会变吗？将来会变成
什么样？”

书的大班教学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二

绘画美丽的家乡

１.知道自己家乡的特点，激发幼儿爱家乡的情感。

２.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培养幼儿对美的表现力。

３.通过认识家乡，能画出自己喜欢的家乡的某一特点。

家乡景物的图片，画纸，彩笔。

2、幼儿讲述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地方，要求要说出它的特点。

3、请幼儿把自己家乡最美丽的地方画下来。



要求幼儿先构思好：我想画哪里，都画什么，怎么安排画面，
用哪重颜色？

4、幼儿绘画，教师巡回指导。

提醒幼儿想好后再下笔，注意画面的构图安排，注意颜色的
搭配。

5、结束：师生共同讲评作业。

以画面内容丰富、构图合理为主要标准。

书的大班教学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三

1、理解故事内容，进一步了解月亮的变化过程，知道月亮每
天都在变化、

2、学习故事中优美的语言，并根据故事展开丰富的想象、

月亮变化图4张，衣裳图3张

纸，剪刀，胶水，蜡笔，记号笔等、

1、谈话导入，引出月亮做衣裳的课题、

（1）以猜谜语的形式导入活动、

师：有时圆圆像个盘子，有时弯弯像只船，要问这个是什么？
晚上抬头向天看、（月亮）

2、结合图片，分段欣赏故事、

（1）教师讲述第一段

提问：a﹑哎呀，为什么裁缝师傅给她做的衣裳会穿不上呢？



（因为她长胖了一点，好象弯弯的镰刀）

b﹑那该怎么办呀？幼儿回答。

（2）教师讲述第二段。

提问：a、这回裁缝师傅给她重新做的衣裳她能穿上吗？（不能）

b、唉！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月亮姑娘又长胖了，弯弯的像
小船）

（3）教师讲述第三段。

提问：a、这回月亮姑娘能穿上新衣裳吗？（不能）为什么？
（因为她又像一只圆盘子了）

b、裁缝师傅会不会再给她做衣裳了？（不会，因为她的身材
量不准）

c、为什么她的身材会量不准？（因为她每天都在变化）

师：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月亮姑娘做衣裳”。
那我们接下来再完整欣赏一遍故事。

3、结合图片，完整欣赏故事。

提问：月亮姑娘是怎么变的？（引导幼儿学习月亮变化词句，
如细细的、弯弯的像眉毛，好象弯弯的镰刀，弯弯的像小船，
圆圆的像盘子。

4、给月亮姑娘做衣裳。

（2）幼儿制作衣裳，教师指导。



（3）请幼儿介绍自己制作的衣裳。

书的大班教学活动方案及反思篇四

1、根据自己和客体为中心，能区分左右，并感知左右的相对
性。

2、尝试用语言来表达左右及相对关系。

《小朋友的书？数学》

（一）以自己为中心区分左右

1、找自己的好朋友

请幼儿围成半圆而坐。伸出自己的右手。

t：右手能做哪些事呢？左手又能做什么？两只手一起就可以
搬东西、吃饭、穿衣等等，所以它们是一对好朋友。

请幼儿伸出右手，再伸出左手，握手、拍手。

t：右手、左手，握握手；左手、右手，拍拍手。

t：再在你们的身上找找，还有这样的一对好朋友吗？（左脚、
右脚，左腿、右腿，左眼、右眼，左耳、右耳等）

2、听口令做动作

t：现在我们找到自己身上许多的好朋友，那么老师来说口令，
你们来做动作。看看哪个小朋友能最快地找到。

口令：伸出你的左手，伸出你的右手；



耸耸你的左肩，耸耸你的右肩；

跺跺你的右脚，跺跺你的左脚；

摸摸你的右耳，摸摸你的左耳；

用你的左手摸摸你的右耳，

用你的右手摸摸你的左手……

（二）以客体为中心区别左右

1、好朋友面对面

教师请摸到头的小朋友搬起小椅子坐到右边这位小朋友的对
面，成为一对好朋友。（各一个摸）

2、区别客体的左右

（1）请幼儿举起自己的`右手

t：看看你的右手和好朋友的右手在同一边吗？为什么？（不
是，相对坐的）

t：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右手在同一边呢？（站在同一个
方向看）

（2）观察自己和好朋友的右脚、右眼、右肩等。

3、做游戏“用你的_手摸摸好朋友的___”

两两相对坐，根据教师口令做相应的动作。

t：现在老师来考考你们能不能区分好左右。听老师的口令，
用你的右手摸摸好朋友的左耳。



好朋友之间相互检查是否做对动作。

口令：用你的右手摸摸好朋友的左耳。

用你的左手拍拍好朋友的右腿。

（三）看图练习

坐回半圆，每人分发《小朋友的书？数学》，翻到第6页“区
分左右”，进行左右练习，进一步巩固关于左右的方位。

t：小鸡的左边是谁？请你学学小猪的叫声。

小鸡的右边又是谁？请你学学小鸭的叫声。

小猫的左边是谁？请你学学小兔是怎么跳的。

小鸭的右边是谁？请你学学小牛的叫声。

t：考考你的好朋友，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幼儿相互提问：

小猫的右边是谁？请你学学小狗的叫声。

小兔的右边是谁？请你做一个小猫的动作。

书的大班教学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五

孩子是认知的主体，但作为大班的幼儿，思维特点以具体形
象为主并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其意识、能力还不是很强，
尚处于探索的状态。他们在游戏的时候，常常会分不清左右，
对自己的身体的左右也不是很清楚，为了引导孩子能够清楚
区分左右，特设计此活动，发展幼儿的空间方位知觉和判断



力！

1、以自身为中心区分自己身体的左右。

2、愿意与同伴交流，分清自己的左边和右边。

3、提高空间方位知觉和判断力。

以自身为中心区分自己身体的左右提高空间方位知觉和判断
力。

1、大挂图（森林图）1份，（六只小动物）

2、小红花20张（彩纸剪）

（一）区分左右手，以自身为中心区分左右

1、猜谜导入：一棵小树五个杈，不长树叶不开花。能算会写
还会画，天天干活不说话。（手）

2、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一只是左手，一只是右手，那么你们
能分清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吗？（幼儿交流）

3、感知左、右边。教师发出指令，幼儿按指令举起相应方位
的手并做出动作。

（1）请小朋友看看自己身边，请问你的左边是谁？右边是谁？

（2）改变方位，区分左右。

（3）刚才我们知道了左手和右手，那么老师还想考考你，你
的身体上，除了左手和右手之外，还有什么部位也可以分左
右呢？（耳朵、眼睛、脚、腿、肩、鼻孔、眉毛等）

（二）听口令做动作



1、伸出你的左手，伸出你的右手；耸耸你的左肩，耸耸你的
右肩；跺跺你的左脚，跺跺你的右脚；左手摸左耳，右手摸
右耳；左手摸右耳，右手摸左耳，左手拍左腿、右手拍右
腿……（放慢速度，纠正个别不对的幼儿，此环节教师应面
向全体，看看是否每个幼儿都对）

2、看图区分左右

师：有6只小动物看到我们玩的那么开心，也来凑热闹了。看，
谁来了。（出示六只小动物的图片。）

提问：有几只小动物？最左边是谁？最右边是谁？谁的左边
是谁？谁的右边是谁？

（三）竞赛游戏：我说你做

1、两组小朋友拉手比赛：（左手拉右手）（右手拉左手）

2、向左右转游戏：

3、给小朋友贴红花（一组发出指令一组贴红花看谁贴的准确）

（四）结束课程：

总结性提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知识？（小朋友们争先恐后
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