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全家福教案设计意图 全家福小
班教案(优秀8篇)

在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安全教案被广泛用于开展防灾减灾和
应急救援工作。初二教案的编写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学科特点，做到因材施教。

小班全家福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1、能区分颜色和大小，有初步的大小概念。

2、知道家有几口，感受家的快乐。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大苹果胸饰一个（正面红色，背面绿色）；小苹果胸饰一个；
人手一份苹果脸谱；苹果树（挂着与幼儿人数相同的大小，
红、绿苹果。）；苹果全家福一张；眼镜、头发、小圆片等
若干。鼓、录音机、像机。

一、创设情景，激起兴趣

1、观看教师大苹果胸饰，区分颜色。分别观看两教师胸饰，
学习区分大小。

2、摘苹果活动：比一比、讲一讲，初步分清大小、颜色。

二、观察苹果，感知颜色与大小，发散幼儿思维



1、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苹果？还能找到哪些红色的东西和绿色
的东西吗？（先说红的，再说绿的。）

2、生活中，你还发现什么东西是大的.和小的吗？（先说大
的，再说小的。）

三、听指令：找朋友

1、放《抱一抱》的音乐，幼儿边唱边自由走动寻找自己同色
的朋友，音乐停后，朋友互相抱一抱。

2、采用同样的方法，请幼儿找同色大小朋友或不分颜色找大
小朋友。

四、活动：苹果全家福

1、出示苹果宝宝一家的图片，让幼儿知道一家有3口。

2、听鼓声模仿爸爸、妈妈或宝宝走路。

3、幼儿三人一组，自选眼镜、头发或小圆片（眼镜为爸爸，
头发为妈妈，小圆片为宝宝眼睛）贴在苹果脸谱上，带上脸
谱组成一家。

4、教师鼓励幼儿做出不同姿势展示自我，并给一家3口拍照。

幼儿园的数学活动相对于其他活动枯燥、单调，容易使幼儿
失去学习兴趣。因为这个时期的幼儿年龄小，逻辑思维尚未
发展，所以本次活动中我为幼儿创设了一个可操作的丰富材
料的环境，为幼儿创设了一个可选择性、可操作性的空间。
使幼儿能独立的操作材料，并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幼儿
的自主性，选择性，独立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一系列
的游戏活动，达到了主题总目标预设的要求。



小班全家福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1、让幼儿们感知5以内的数量，并说出总数。

2、知道不同的家庭成员的数量会有差异。

3、喜欢数学活动，乐意参与各种操作游戏，培养思维的逆反
性。

4、有兴趣参加数学活动。

活动一开始是谁的“全家福”由于活动需要小朋友带一家全
家福的照片，目的是感知5以内的数量并能收口一致的进行数
数。但是考虑到地处乡村幼儿园需要带一家全家的照片有点
困难，那怎么办？既要完成活动又要不影响活动的目的，于
是我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进行了直观简单的图片教学，把它
设计成了小朋友喜欢的小动物的一家，3只猴子，4只小猫、5
只小鸡，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完成了手口一致的数数，并
能很好的感知了数量，孩子们求知欲非常的强烈，在欢乐的
气氛中非常自然地进入第二环节。

在第二个环节时我把从小动物的家庭延伸到了自己的家庭，
我问：“小朋友，你们家里有几个人啊，他们分别是谁啊？
你能数的清楚吗？”孩子们的回答都很好，很令我满意，有
的幼儿说：“我家有5个人，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
我”有的说：“我家有7个，有老爷爷、老奶奶、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和我。”孩子们说到家里人都非常的兴奋，七嘴八
舌的说了起来，这时我发现平时不太爱举手的李欣岚小朋友
也高高的举起了小手，为了鼓励她的积极性，我连忙请她来
回答，只听见她说：“我不知道有几个？”“没关系，你数
来我们听一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我接着
问：“还有谁呢”“没有了”“怎么会没有了呢”因为我知
道她家里妈妈刚生了个小妹妹呢？可是没想到她却说：“就
这么多，没有了”“那妹妹呢？”“我没有妹妹：”怎么会



没有呢？“就是没有吗，不见了，被人家报走了，我就是没
有妹妹，我就是不认识、爸爸在黄姑，妈妈也在黄姑”边说
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怎么回事呢？我知道她爸爸妈妈是两
边做家庭的，刚生了一个妹妹，那欣岚是怎么回事呢？于是
我就问：“是不是妹妹在外婆家啊”“是的，妹妹不是我们
家的”说着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我也被她弄的心里怪难
受的，小孩子的想法非常的简单，不在自己家里的就不是自
己的亲人，真的很可怜啊，自己的亲妹妹也不认识，我想这
样的想法对于她来说是不好的，于是我蹲来对她说：“欣岚。
妈妈生的就是你的妹妹，也是你的家人，我们是亲亲的一家
人啊，只不过她暂时在外婆在住，以后会回来的啊，记住我
们是家人知道吗？”“恩，知道了”活动还是在继续进行着，
可是气氛却冷场了好多，最后，在孩子们的无语中结束了本
次教学活动。可是，这种压抑的气氛一直延续打上午吃饭的
时候，只见她也没有好好吃饭，看来今天的事情对她来说，
还是有影响的啊。

一堂课却引发了一个故事让人深思。我在想现在这样的家庭
是越来越多了，明明是两姐妹却要分开，成了陌路人，亲情
淡漠了，感情疏远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受到了不良影
响，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关注，为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创造和谐的环境，使这些嫩芽们在爱的滋润
下，健康快乐！

数学活动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个很愉快的课程，因为整节活动
中游戏的时间多，而且小朋友动手操作的机会比较多，但是
要让孩子们能真正的理解这节教学活动的内容，并做到熟练
掌握、灵活运用却不是那么容易。

小班全家福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在小班上学期，幼儿已经进行过手口一致点数五以内的数量。
大部分幼儿都已掌握这一方法。本次活动“全家福”，结合
主题，运用幼儿熟悉的家人为媒介，引导幼儿进一步巩固手



口一致点数五以内的数量，并能用相应的点数表示总数。活
动采取闯关游戏《数数我家有几口》的方式，使幼儿在玩中
学，获得学习的乐趣。

1、学习手口一致点数五以内的数量，并能说出总数。

2、学念《数数歌》，学习用相应的点数表示总数。

1、全家福ppt

2、幼儿用书第一页

3、小兔、小猫、小老鼠、小鸭图片。苹果卡片若干。

一、小兔分苹果，复习手口一致点数五以内的数量。

1、创设情景《小兔分苹果》，引出主题。

2、请个别幼儿上来帮小兔分苹果，大家帮他数数看分的对不
对。

二、闯关游戏《数数我家有几口》，学习手口一致点数五以
内的数量，并与相应的点数相对应。

1、个别幼儿回答，请全体幼儿一起手口一致点数验证。

2、家里有几个人，就可以用几个点来表示。初步了解数量与
点数的对应关系。

3、教师总结，鼓励幼儿在幼儿用书中运用手口一致点数的方
法完成练习。

4、对于程度较差的幼儿教师鼓励运用《数数歌》手口一致点
数。



三、幼儿操作，巩固手口一致点数五以内的数量。

1、 翻到幼儿用书《数学》第一页，教师和幼儿共同完成第
一题。引导幼儿了解该练习的操作方法。

2、教师点评，运用《数数歌》进行校对，进一步加深对数量
与点数对应关系的认识。

创设小兔分苹果的情景，引导幼儿在情境中复习手口一致点
数。

闯关游戏颇具趣味性，增加数学学次的乐趣。

《数数歌》帮助幼儿进一步加深对数量与点数对应关系的认
识。

执教者修改或反思

1、手口一致点数的基本知识讲解的`不够清楚：伸出右手食
指，从左往右。

2、在幼儿操作环节，教师首先请幼儿回到座位上，然后教师
分发书本，请幼儿翻到书本第一页。教师讲解示范题。在这
一过程中，幼儿一拿到书就不听教师指挥了，自顾自看的，
翻来翻去和人交流的，非常的混乱。在与刘老师交流后，刘
老师建议可以先将幼儿用书放在桌子上，然后将幼儿操作的
图片做到ppt中，教师在ppt上示范第一题，这样幼儿手中没
有书，就会比较安静的听教师的示范了。示范完后，请幼儿
回到座位上翻开书本第一页。

3、由于时间紧迫，ppt设计比较简陋，如果时间允许可以
将ppt的形式与幼儿操作上的形式更加一致，可以让整个活动
环节的衔接更流畅，幼儿的思维方式更加一致。我采用的是
一般意义上的点数，而幼儿操作上所采用的是一行五个圆圈，



有几口人涂几个圆圈。在课后，我与部分出现错误的幼儿交
流，发现他们能数出图上有几个人，但不知道对应的要涂几
个圆圈。这应该就是游戏环节与幼儿操作衔接的不够一致性
所产生的后果。

4、幼儿操作时，涂圆圈的顺序没有强调，出现部分幼儿圆圈
从右边开始涂起。

小班全家福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1、欣赏“全家福”照片，能简单描述照片中的人物面部特征。

2、通过回忆、讲述，初步感受全家人在一起生活的幸福和甜
蜜。

全家福照片

（一）引出主题，引起幼儿兴趣今天老师带来了一张照片，
看看有谁呢？

一家人都在一起，这样的照片就叫全家福。

（二）出示课件，引导幼儿观察

2、引导幼儿观察人物的外表特征。

提问：

1）爷爷奶奶长得什么样？穿得什么衣服？什么颜色？

2）爸爸妈妈什么样子？妈妈的卷头发像什么？

3、引导幼儿观察每个人的位置。提问：照片上爷爷奶奶坐在
什么位置？



4、看了这张照片，心里感觉怎样？

一家人在一起，什么时候最开心

本次开展的美术活动，不仅让幼儿观察人物的外表特征，分
辨出每个人在家庭中的称呼，还让幼儿感受家庭的亲情，初
步培养他们爱家庭、爱父母，尊敬老人的情感。

小班全家福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1、引导幼儿观察照片中人物的外表特征，分辨出每个人在家
庭中的称呼。

2、让幼儿感受家庭中的亲情，初步培养幼儿爱家庭、爱父母，
尊敬长辈的情感。

活动准备

1、图片-全家福

2、幼儿的全家福、照相机。

1、谁的年纪最大？他们在哪？爷爷、奶奶长的怎么样？

小结：爷爷、奶奶的年纪最大，头发都变白了，脸上都有皱
纹了，

爷爷胡子白了，奶奶的牙齿都掉了，硬的东西都咬不动了。

2、爸爸、妈妈在哪里？

3、为什么爷爷、奶奶坐在椅子上，爸爸妈妈站着？

4、还有一个人是谁，他在哪儿？



小结：你们看，他们一家人都笑眯眯的，真好看，我们也来
学学吧！

教师：一家人在一起拍的照片叫做“全家福”（幼儿学说）

1、请个别幼儿在集体前介绍。

2、请全体幼儿向好朋友、老师介绍自己的全家福。

小结：我们班，老师就像你的爸爸、妈妈，你们就像老师的
宝宝。

我们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大家庭。让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
福”吧！

小班全家福教案设计意图篇六

活动目标：

1、学习手口一致点数五以内的数量，并能说出总数。

2、学念《数数歌》，学习用相应的点数表示总数。

3、体验数学集体游戏的快乐。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全家福ppt2、幼儿用书第一页3、小兔、小猫、小老鼠、小
鸭图片。苹果卡片若干。

活动过程设计意图一、小兔分苹果，复习手口一致点数五以
内的数量。



1、创设情景《小兔分苹果》，引出主题。

2、请个别幼儿上来帮小兔分苹果，大家帮他数数看分的对不
对。

二、闯关游戏《数数我家有几口》，学习手口一致点数五以
内的'数量，并与相应的点数相对应。

1、1、个别幼儿回答，请全体幼儿一起手口一致点数验证。

2、2、家里有几个人，就可以用几个点来表示。初步了解数
量与点数的对应关系。

3、3、教师总结，鼓励幼儿在幼儿用书中运用手口一致点数
的方法完成练习。

4、4、对于程度较差的幼儿教师鼓励运用《数数歌》手口一
致点数。

三、幼儿操作，巩固手口一致点数五以内的数量。

1、翻到幼儿用书《数学》第一页，教师和幼儿共同完成第一
题。引导幼儿了解该练习的操作方法。

2、教师点评，运用《数数歌》进行校对，进一步加深对数量
与点数对应关系的认识。

创设小兔分苹果的情景，引导幼儿在情境中复习手口一致点
数。

教学反思：

数学活动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个很愉快的课程，因为整节活动
中游戏的时间多，而且小朋友动手操作的机会比较多，但是
要让孩子们能真正的理解这节教学活动的内容，并做到熟练



掌握、灵活运用却不是那么容易。

小班全家福教案设计意图篇七

1、出示一张纸引导学生欣赏分析，谈自己的感受，在纸上画
图案再引导生分析给自己带来的感受，并把纸撕掉，请学生
说出自己生活中相类似的事情。

2、请学生把自己的感受用线条、图形或一个动物、人物来表
达出来。

3、出示剪纸作品，引导生分析画面的组成，并给画起题目，
引导生分析制作方法。

4、出示由字母组成的全家福的题目，通过欣赏题目的组成，
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2、板书：

（二）讲授新课

1、“书中出示了许多全家福的照片，想想可能会出现什么样
的作品呢？”同桌讨论，教师行间巡视。

2、欣赏书本中的范画，选择喜欢的一幅。（可以用故事引入
这个环节）

3、让学生表演书本中的范作，培养学生的表演能力。同时在
黑板上准备一张铅画纸，适时把自己的感受画到黑板上。

4、老师选小老师来上课，让学生自己扮演角色，通过问、说、
讲、演等过程使学生能很快掌握画全家福时的注意点，如：
大小关系，物体的穿插、颜色的搭配等。



4、学生构图，思考自己要表现的内容及表现的方法。

5、学生互相交流自己的构思，同时组织学生选出自己最喜欢
的构思。

(三)布置作业

画一幅全家福的画。

学生完成作业，教师行间巡视。

(四)评讲作业（根据课上情况进行评讲）

1、学生自己推荐作业，到讲台前讲述自己的作

画过程及自己的构思。

2、把选出的优秀作业进行全班性的传阅。

3、请一些学生分析。在被评讲的作业上画自

己喜欢的图画。

4、用说、讲、演、唱等方式评讲好朋友的作业。

(五)小结

(六)板书

文档为doc格式

小班全家福教案设计意图篇八

1、引导幼儿观察课件中人物的.外表特征，分辨出每个人在
家庭中的称呼。



2、让幼儿感受家庭的亲情，初步培养孩子爱家庭、爱父母，
尊敬老人的情感。

3、让幼儿感受新春佳节中相互拜年的热闹气氛，学说简单的
贺年用语。

全家福的课件、录音机和录有《新年好》歌曲的磁带

（一）引出主题，引起幼儿兴趣

（二）出示课件，引导幼儿观察

1、请幼儿看看他们每个人脸上是怎样的表情。幼儿回答时，
还可模仿一下。

2、引导幼儿观察人物的外表特征，分辨人物的身份。后提问：

1）爷爷长得什么样？（白胡子、白头发、脸上有皱纹）

2）奶奶长得什么样？

3）这个叔叔是谁？是爷爷奶奶的什么人？

4）爸爸旁边的短发阿姨是谁？

5）这个长发阿姨是谁？

6）站在姑姑边上的是谁？

7）这个最小的是谁？

3、引导幼儿观察每个人的位置。提问：

1）照片上爷爷奶奶坐在什么位置？



2）爸爸、妈妈、姑姑站在哪里？

3）姐姐和宝宝在哪里？

4、教师和小朋友一起小结

（三）游戏“拜年”

1、说简单的贺岁语句。

2、让幼儿互相拜年，说贺岁语句。

3、大家一起唱歌曲《新年好》，结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