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幼儿课程教案及反思(汇总8篇)
小班教案还可以为教师提供备课参考和评价依据，有利于提
高教学质量和效率。下面是一些教育界公认的经典教案模板
范文，希望能给各位教师提供一些启示和思路。

大班幼儿课程教案及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学习4的减法，进一步理解减法的含义。

2、知道算式所表示的数量关系，并用语言进行讲述。

3、养成幼儿良好的作业习惯。

活动准备:

背景图，小鸟4只，小鸭4只，松鼠4只，粉笔，作业本，铅笔。

活动过程：

一、拍手游戏，复习4的组成及加法今天老师要和小朋友来玩
拍手游戏：嗨，嗨，小朋友，我问你1和3合起来是几?嗨，嗨
曾老师，告诉你1和3合起来是4，嗨，嗨，小朋友1+3等于几?
嗨，嗨，小朋友4可以分成1和几?嗨，嗨，曾老师，告诉
你，4可以分成1和3。依次复习4的组成及加法。

二、学习4的减法。

2、请师幼一起用完整的话讲出这道减法算式的含义。

3、请个别幼儿读算式，再集体读一遍。



5、请师幼一起用完整的话讲出这道减法算式的含义。

6、请个别幼儿读算式，再集体读一遍。

8、请师幼一起用完整的话讲出这道减法算式的含义。

9、请个别幼儿读算式，再集体读一遍。

三、幼儿作业。

教师口报减法应用题，幼儿把算式写到本子里，要求幼儿认
真倾听。

1、小明手里有4颗糖，分了一颗给妈妈，小明手里还有几颗
糖?教师巡回指导。你是用什么方法计算的?请把算式写到本
子上。

2、树上有4个桃子，小猴摘了2个，树上还有几个桃子?

3、操场上有4个小朋友在跳绳，有3个小朋友去钓鱼了，操场
上还有几个小朋友在跳绳?

四、结束活动。

请幼儿收拾学具盒，小组长把本子收起来。

大班幼儿课程教案及反思篇二

1、懂得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养成自我保护意识。

2、认识常见的交通标志，了解其作用和特征。

3、大胆设计交通标志，发展想象力。

活动准备



自制红绿灯、斑马线图片，生活中常见的其他标志图片、白
纸、画笔

活动过程

一、情景导入。

1、教师读儿歌《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
一停，斑马线要记清，行人过路要看清”导入活动。

——师：刚刚我们的儿歌中提到了什么?

——师：你在哪里见到过它们?

——师：它们有什么用呢?

2、游戏《红绿灯》，感受交通灯的重要性。

——游戏规则：大家一起“开车”，根据教师出示的灯的颜
色，做出停车或前进动作。

——再次游戏：加入斑马线，指挥“汽车组”和“行人组”
进行相应红绿灯游戏(人行车停、人停车行)。

二、认识交通安全标志。

1、教师出示电子大书，一起认识交通安全标志。

——请幼儿观察并说一说在哪里见过，说一说其用途。

2、开心游戏。

——以提问或者抢答的形式组织幼儿认识标志。

教师小结：刚刚我们又认识了很多的安全标志，如果不遵守



这些安全提示，我们生活中的秩序就会混乱，所以外出要严
格遵守安全行为规则。

三、扩展想象，动手做一做。

1、教师引导幼儿想象。

2、寻找设计目标。

——教师请幼儿大胆说出自己的发现及要设计的安全标志的
想法。

3、幼儿自己动手操作，教师巡回指导，对于能力较弱的幼儿
要重点指导。

4、交流分享。

——师幼共同将自制的标志展示出来，并让设计者向其他幼
儿讲述其意义。

活动应变

设计标志的环节可以改为下一次活动进行：先组织幼儿观察
幼儿园，看一看幼儿园有哪些地方需要标志，再请幼儿动手
设计，最后装裱贴在相应的地方。

活动延伸

请幼儿为家里设计相应的安全标志。

区角活动

1、语言区：教师自制交通标志棋盘，将交通标志图片背面朝
上摆成一堆放旁边，当走到“抽卡片”格子时，抽一张交通
标志图片，能说对交通标志的名称和用途的前进2格，说错的



后退2格。

2、美工区：请幼儿继续设计更有用、更有趣的交通安全标志。

3、益智区：教师把幼儿设计的标志贴在大纸上，设计成地图
的形式，在地图上画各种各样的建筑和设施，再在路上画各
种各样的标志，请幼儿一起玩找路线游戏。

环境创设

教师打印交通安全标志，张贴在幼儿园做展览。

家园互动

家长带幼儿外出时要提醒幼儿遵守交通规则并为幼儿做好榜
样。在遇到一些不太常见的交通标志的时候，请家长跟幼儿
解释意思和用途。

随机教育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生活中要时常提醒幼儿遵守规则，体
验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相关链接

教师选择一段交通事故的视频，请幼儿观看并说一说感受。

阅读《十一只猫做苦工》，体验自觉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附录：交通安全儿歌

交通安全真重要，

人民生活离不了。



保障安全有措施，

交通法规要记牢。

大马路上车辆多，

警察指挥忙不停。

红绿黄灯是命令，

标志标线要看清。

我是文明小公民，

遵守交规常记心。

你拍一，我拍一，

走路靠右不要急。

你拍二，我拍二，

绿灯行来红灯等。

你拍三，我拍三，

车内头手勿外探。

你拍四，我拍四，

路上学生别嬉戏。

你拍五，我拍五，

左看右看过马路。



你拍六，我拍六，

人行道上树旁走。

你拍七，我拍七，

戴上黄帽打黄旗。

你拍八，我拍八，

骑车慢行手别撒。

你拍九，我拍九，

翻越栏杆生命丢。

你拍十，我拍十，

交通法规人人识。

大班幼儿课程教案及反思篇三

1.了解夯的各种玩法，会打夯。

2.能与同伴合作坚持夯中目标，探索出打夯的要领：四人两
两对面站稳、抓紧长短一致的绳子、一起用力。

3.主动参与游戏，体验与同伴合作打地鼠的成功感。

音乐《黑猫警长》、《茉莉花》、自制夯若干、气球若干

1.以“黑猫警长巡视敌情”导入，进行热身活动，引发幼儿
兴趣。

教师创设黑猫警长接到情报，有一大批老鼠要来搞破坏，带



领黑猫警士一起去巡视进入情景。引导幼儿随《黑猫警长》
音乐节奏，骑车（绕臂）、上坡（踮脚走）、下坡（弯腰
跑）、过河（跨跳）、望远（转腰）、打枪（抬臂）过小桥
（平衡）等动作进行热身。

2.游戏“黑猫警长学本领”，初步探究四人合作打夯的要领。

（1）出示夯，以打“地鼠”需要特殊武器—炮弹引起幼儿兴
趣。幼儿自主结伴探索并分享将炮弹发射的高落地准的方法。

（2）幼儿交流、个别幼儿示范将炮弹发射的高，落地准的方
法。

提问：请小警长们说一说，你们找到的将炮弹发的高、落地
准的秘密吧？ 请幼儿示范发射炮弹的方法，师幼共同总结动
作要点。引导幼儿从四人站立的位置、站立的姿势、手握绳
子位置夯号令等方面交流发射炮弹的方法。

小结：打夯时四人要两两面对面，双脚站稳、双手用力握紧
绳子，四人一起随夯号发射炮弹。

（3）创设“打靶子”的情景，继续进行炮弹发射练习，进一
步巩固将炮弹发射的高打的准的要领。

3.游戏：“黑猫警长大战地鼠”，进一步巩固四人合作发射
炮弹的动作要领，体验合作打死老鼠的成功。

（1）游戏玩法：四人一组抬炮弹，悄悄地走到“老鼠”跟前，
喊着号子合力打死“老鼠”。消灭“老鼠”后，将缴获
的“粮食”抬回来。

（2）幼儿游戏，教师从动作、合作方面总结幼儿游戏的情况，
进一步巩固四人合作发射炮弹的动作要领，体验与同伴合作
游戏的快乐。过程中可增加“老鼠”的个数，拴气球的绳子



加长，让气球更不稳定，增加击中的难度。

（3）讲评游戏情况。从打死“老鼠”的个数及缴获“粮食”
的数量上进行总结，使幼儿体验到打死“老鼠”获得胜利的
成功感。

4.放松活动：“晒粮食”，放松身体，感受获得成功的喜悦。

创设“帮助农民伯伯整理缴获的粮食”的情景，播放背景音乐
《茉莉花》， 引导幼儿创造性的模仿拆袋、倒粮食、摊开粮
食、扬场等动作放松手臂。

大班幼儿课程教案及反思篇四

1、在游戏中探索与同伴合作的方法。

2、通过游戏，体验合作的过程。

报纸若干、纸蒌

1、出示报纸，引起幼儿兴趣。

“小朋友，这是什么?今天老师要和大家来做个站报纸的游戏
好吗?”

2、幼儿游戏，与同伴体验合作的快乐。

(1)教师介绍游戏规则，幼儿尝试。

(2)让幼儿说一说刚才是怎样和小朋友玩的，用了什么方法?

(3)再次尝试，体验与同伴合作和成功的快乐。

(4)教师将报纸折成一半，增加游戏难度，幼儿尝试。



请个别组先尝试，鼓励其他幼儿想出更多办法。

(5)再次尝试，体验与同伴合作并成功的快乐。

可再增加难度，进一步体验。

3、结束游戏，教师小结。

大班幼儿课程教案及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学习简单的加减概念。

2、感受儿歌幽默有趣的语言风格。

3、学习改变儿歌的数字并仿编新的诗句。

4、聆听音乐并用仿编的内容歌唱和表演

活动准备：各种鞋及图卡数张、每人10枚硬币、每人一个小
盒子。

活动重点：学习10以内简单加减概念。

活动难点：改变儿歌数字、并仿编新的诗句。

活动过程：

开始部分：问幼儿：小朋友你有几只脚?穿几只鞋?蜘蛛有几
只脚?穿几鞋?

基本部分：

1、教师和幼儿一起看屏幕，念儿歌《蜘蛛买鞋》念过一遍后,



请幼儿再次念儿歌。同时拿出与鞋子等值的硬币、念到最后
一句："总共花了10元钱"时，请幼儿算算桌面上总共有多少
钱，再作出答案。

2、请幼儿看屏幕做练习，老师点击屏幕上改变位置的鞋子与
变值的钱币，请幼儿拿出相应的硬币。

3、将幼儿分成几组，每组分成两种色，几个人扮演卖鞋商，
另外几人扮演顾客。拿钱买鞋，然后请幼儿将买卖后的鞋子
种类及价钱相应的画上。最后选出几人来根据自己画的图画
进行改编儿歌，并唱出来(如幼儿不能顺利完成教师给予适当
的帮助)。

结束部分：师幼共同唱编后的儿歌并做动作。

大班幼儿课程教案及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感受团结力量大的道理。

2、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3、熟悉故事，学习复述故事中的对话，并进行表演。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活动重难点：

活动重点：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感受团结力量大的道理

活动难点：熟悉故事，学习复述故事中的对话，并进行表演



活动过程：

二、听教师讲故事一遍，提问：

1、老公公叫谁来帮忙了?(老奶奶)

2、老奶奶叫谁来帮忙了?(小姑娘)

3、小姑娘怎么说的?(唉，来了来了)

4、接着谁来了?(小狗)

5、小狗怎么说的?(汪汪汪，来了来了)

6、小狗喊谁?(小花猫)

7、小花猫怎么说的?(喵喵喵，来了来了)

8、小花猫叫谁呢?(小老鼠)

9、小老鼠怎么回答?(吱吱吱，来了来了)

三、大班幼儿表演故事一遍，感受欣赏活动的乐趣。

四、指导个别幼儿分角色表演故事，感受团结的道理。

大班幼儿课程教案及反思篇七

1.让幼儿了解各消化器官的功能和食物在人体消化吸收的过
程。

2.学习简单的自我保护的方法。

3.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和卫生习惯。



课件《小豆子的旅行》、消化系统拼图

（一）引发探索爱好

师：我们天天都要吃东西，那么吃下往的食品到哪里往了呢?
今天我们跟随一颗小豆子一起去人体中旅行吧，看看吃下去
的食物都经过了哪些地方。

1.小豆子旅行的第一站是甚么地方?食物在我们的口腔里有甚
么变化?怎样会的呀?

2.经过口腔后，食品到哪里往旅行了，它是通过甚么到胃里
的?

3.食品在胃里，会发生什么变化?怎样会的呀?(丰富词汇：蠕
动)

小结：胃就象一个口袋，胃的蠕动是为了把口袋里食品磨得
更细，更烂，便于人体消化。

小结：不要吃太烫的食品，吃饭要定时定量，饭前饭后都不
能做剧烈的运动，食品的种类也要丰富，还不能吃太多的冷
饮和零食等等。

5.刚才小豆子的旅行经过了口腔、食管、胃、它又要旅行了，
下一站是哪里呢?(引导幼儿了解小肠的作用)

小结：小肠就像一个加工厂，把食品的营养都吸收了。

6.最后小豆子要到哪里往旅行呢?(引导幼儿了解大肠的作用)

小结：食品废渣进进大肠，最后排出人体。

（三）分组找顺序排图



（四）拓展：激起幼儿爱科学，长大探索科学的欲看师：在
我们人体，除食品的旅行，还有很多秘密，只要我们认真学
本领，长大一定能探索到更多的人体秘密。

大班幼儿课程教案及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知道上课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2、积极表达自己对小学的印象、想法。

3、愿意当小学生，感受当小学生的光荣。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我当小学生》

活动过程：

一、引导幼儿观察挂图，观看小学生上课的过程，自由表达
自己对小学生上课的印象。

1、教师：你们观察了小学生上课时的情景，看见了他们的哪
些好行为?有什么感想?

2、幼儿表达自己的想法。

二、引导幼儿看幼儿用书，进一步了解小学生上课时的要求。

1、教师：你们仔细看一看图上哪些行为是上课时的好行为，



请将五角星涂上颜色。

2、幼儿看幼儿用书，分辨上课时好的行为和不好的行为，并
给相应的五角星涂上颜色。

3、教师小结：专心听讲、举手发言、遵守课堂纪律等都是好
的行为。

三、模仿游戏“我当小学生”。

1、教师和幼儿共同模仿小学生上课时的具体情境。

2、幼儿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教师鼓励幼儿。

3、教师和幼儿模仿小学生的课间活动：进行课前准备、游戏
等。

4、引导幼儿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5、教师小结，引导幼儿说说自己看到的问题及正确的言行。

四、教师和幼儿讨论、总结。

1、教师：你认为小学生在学校中进行的哪些活动很重要?为
什么?

2、教师：你们还想学习小学生进行哪些活动?

3、幼儿表达自己的想法。

4、教师和幼儿共同小结：当小学生很光荣，从现在开始应学
习照顾自己、管理自己。

效果检查：



通过讲解让幼儿知道上课时应该做什麽事情能踊跃积极的表
达自己对小学生的印象及想法，愿意当小学生，感受当小学
生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