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民间故事教学反思 大班社会教案
及教学反思民间游戏大家玩(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民间故事教学反思篇一

设计背景

乡村的孩子由于生活环境影响，大多数孩子的卫生习惯不太
好，随地吐痰、扔果皮、纸屑、随地坐爬打滚，个人卫生也
较差，因此在活动中，教师要让幼儿明白讲卫生的重要性，
培养幼儿养成讲究卫生的好习惯，知道讲究卫生会让自己成
为让人喜欢的孩子。

活动目标

1.知道讲究卫生有利于健康，了解日常生活中卫生小常识。

2.学会倾听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故事内容，增强幼儿讲卫生的意识，逐渐形成讲究卫生
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1.一只可爱的毛绒玩具猪。



2.《我爱洗澡》的光碟一张。

活动过程

一、开始环节：

师生谈话引出主题《讲卫生的孩子》。

1.猜猜它是谁?

2.出示小猪并向全班小朋友们作自我介绍(老师生动配音)。

二、基本环节：

听小故事《小猪奴奴》：老师以小猪的身份讲述故事，注意
配音语气儿化，动作可爱，表情生动。

1.原来的奴奴是什么样的?朋友们喜欢它吗?(原来的奴奴顽皮，
不讲卫生，很脏，朋友们都不愿意跟它玩。)

2.后来的奴奴是什么样的?朋友们对它怎么样?

3.讨论：谁知道怎么做才是一个讲卫生的孩子呢?(让幼儿分
别扮演多种角色了解有关生活卫生小常识。)

4.老师以小猪奴奴的口气小结性地说：“小朋友们，希望你
们也要做一个讲卫生的`孩子，这样别人才会喜欢你哦。今天
我真是太高兴了，因为我有了很多好朋友，现在我们一起来
唱歌跳舞吧!”

三、结束环节：

欣赏歌曲《我爱洗澡》。

1.让幼儿感受歌曲的活泼、欢快。



2.在理解歌曲的基础上尝试自由创编动作，进行歌表演。

四、延伸环节：

游戏《找朋友》，活动自由结束。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以讲述故事的形式以及扮演角色的方式来让孩子们
了解有关生活卫生小常识，通过对故事的理解和角色扮演知
道怎么做才是一个讲卫生的孩子。活动过程幼儿有静有动，
还感受了歌曲的欢快气氛，动作的创编也让幼儿有了自由发
挥的想象空间。整个活动过程老师起到了引导作用，幼儿能
轻松愉快地完成了本次活动。如果故事能加以图片或动画课
件的形式来进行，就能完全地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了。课前准
备工作还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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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教学反思篇二

目标：锻炼幼儿的反映能力和耐力。

玩法：

1、一起叫口令：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不许走
路不许笑！

2、口令完毕，立即保持静止状态，无论本来是什么姿势，都
必须保持不动。

3、如果有一人先忍不住说话，或者笑，或者行动，则这个人
是游戏失败者，暂停一次游戏。

4、教师可创编各种口令，让幼儿单脚站立不动、下蹲不动、
一手着地不动等。

民间故事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感受民间游戏的丰富性与娱乐性，体验游戏中规则的重要
意义。

2、在录像再现，同伴讨论和玩游戏中，交流和分享民间游戏
的特点与玩法。

3、会和新朋友玩民间游戏，体验游戏带来的快乐。

活动准备：前期调查“我喜欢的民间游戏”，民间游戏视频。
班级玩过一些民间游戏。

活动过程：



一、玩民间游戏，体验民间游戏带来的快乐。

1、玩民间游戏《石头剪刀布》，两人一组用手玩，用脚玩。

师：这个游戏还有个名字叫《包剪锤》它是一个民间游戏。
什么叫民间游戏呢?

2、小结：民间游戏是老百姓自己创编，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
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

二、通过看视频和交流自己喜欢的'民间游戏，感知民间游戏
的玩法与特点。

1、欣赏老吴韶韶视频片段,了解几个游戏的玩法。

2、幼儿谈谈自己知道的民间游戏。

3、展示“民间游戏宝典”，激发幼儿尝试玩更多民间游戏的
愿望。

小结：民间游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种类很多，很丰富，
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可以一人玩，也可以多人玩，玩具
简单，便于收集，有的配有琅琅上口的儿歌，简单易学。是
不论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喜欢玩的娱乐活动。

三、学玩民间游戏，感知游戏规则的重要性，知道玩民间游
戏时应该注意安全。

1、看视频欣赏民间游戏《狡猾的狐狸你在哪里》

讨论：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教师和幼儿一边回忆游戏的玩法一边进行游戏

小结：要玩得开心，游戏的规则很重要。



2、明确规则，再次进行游戏(1～2次)

四、探讨和实践，如何与新伙伴一起玩民间游戏。

1、交流讨论和新伙伴玩时应注意的问题。

*规则：游戏前统一规则;游戏时遵守规则;

*安全：在合适的时间，场地，选择合适的游戏玩，注意安
全;

小结：民间游戏只有大家遵守游戏规则，和伙伴合作玩，注
意安全，才能玩的开心。

2、实践：教新朋友玩民间游戏

师：今天来了许多的客人老师，他们也是我们的新朋友，我
们请他们一起来玩民间游戏，好吗?教会他们玩法，规则，然
后一起合作玩。

师幼共同玩游戏“炒蚕豆”。

民间故事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在自由玩耍中感知胶泥的特性。

2、通过游戏掌握摔泥、团泥、捏泥、压扁等基本技能。

活动准备：

红色胶泥若干，一处供幼儿玩耍的场地。

活动过程：



一、师生共同玩泥，体验玩泥的乐趣。

1、教师随意取泥放于手中，通过看、揉、捏，说出自己的.
感觉。

泥巴捏在手中是什么感觉？捏一捏，有什么变化？

2、幼儿自由玩泥，鼓励幼儿边玩边交流自己的感受。

二、民间游戏：摔泥巴

4、幼儿两人一组玩游戏，教师巡回指导，提醒幼儿注意：

（1）在未摔之前，检查泥巴窝窝底部是否完整。（摔泥的幼
儿应尽量将泥碗破口摔大。）

（2）一定要补住泥巴窝窝的破口。（补泥的幼儿，将泥压扁、
压薄，能补起破口即可。）

三、游戏结束整理场地。

活动反思：

从事幼教工作后，我在工作中不断发现，亲近自然的确是孩
子的一种本性。孩子对于沙子、泥土之类的东西更是情有独
衷，作为幼教工作者，真的应该像《幼儿园指导纲要》中所
说：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的特点、变化规律产生
兴趣和探究的欲望，从而使孩子更亲近大自然，珍惜自然资
源，做一个生活的热爱者。作为幼儿教师的我更应该注重激
励、呼唤、鼓舞幼儿去动手、去操作、去探索、去发现。

本节活动，根据农村孩子的特点，我选择农村自然材料――
泥巴，通过孩子动手操作，自我展示，进一步培养了他们动
手操作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幼儿的创作思维能力。让
孩子们在活动过程中尽情的玩，尽情的做，体会成功的乐趣。



民间故事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感受民间游戏的丰富性与娱乐性，体验游戏中规则的重要
意义。

2、在录像再现，同伴讨论和玩游戏中，交流和分享民间游戏
的特点与玩法。

活动准备：

前期调查“我喜欢的民间游戏”，民间游戏视频。班级玩过
一些民间游戏。

活动过程：

一、玩民间游戏，体验民间游戏带来的快乐。

1、玩民间游戏《石头剪刀布》，两人一组用手玩，用脚玩。

师：这个游戏还有个名字叫《包剪锤》它是一个民间游戏。
什么叫民间游戏呢?

2、小结：民间游戏是老百姓自己创编，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
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

二、通过看视频和交流自己喜欢的民间游戏，感知民间游戏
的玩法与特点。

1、欣赏老吴韶韶视频片段,了解几个游戏的玩法。

2、幼儿谈谈自己知道的民间游戏。

3、展示“民间游戏宝典”，激发幼儿尝试玩更多民间游戏的



愿望。

小结：民间游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种类很多，很丰富，
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可以一人玩，也可以多人玩，玩具
简单，便于收集，有的配有琅琅上口的儿歌，简单易学。是
不论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喜欢玩的娱乐活动。

三、学玩民间游戏，感知游戏规则的重要性，知道玩民间游
戏时应该注意安全。

1、看视频欣赏民间游戏《狡猾的狐狸你在哪里》讨论：这个
游戏是怎么玩的?

教师和幼儿一边回忆游戏的玩法一边进行游戏

小结：要玩得开心，游戏的规则很重要。

2、明确规则，再次进行游戏(1～2次)

四、探讨和实践，如何与新伙伴一起玩民间游戏。

1、交流讨论和新伙伴玩时应注意的问题。

规则：游戏前统一规则;游戏时遵守规则;

安全：在合适的时间，场地，选择合适的游戏玩，注意安全;

小结：民间游戏只有大家遵守游戏规则，和伙伴合作玩，注
意安全，才能玩的开心。

2、实践：教新朋友玩民间游戏

师：今天来了许多的客人老师，他们也是我们的新朋友，我
们请他们一起来玩民间游戏，好吗?教会他们玩法，规则，然
后一起合作玩。



师幼共同玩游戏“炒蚕豆”。

活动反思：

幼儿园教育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同时，游戏也是幼儿最喜
欢的活动。我设计的这节社会活动，采用了几个比较典型的、
幼儿感兴趣的游戏，让幼儿亲自体验合作、感受合作的乐趣。
幼儿积极性很高，特别是平时比较胆小、腼腆的幼儿也能主
动参加。另外，孩子进入大班以后，已经有明显的合作意识，
但是他们缺乏科学的合作方法，因此，我根据这一情况，设
计了本活动，但对于幼儿来说，单靠这一节活动不可能完全
掌握，需要在不断的、反复的练习中才能真正体悟合作的要
领，因此，在平时的生活活动、体育活动中也应该贯穿这方
面的练习，让幼儿在轻松、自主的环境中充分尝试，让每个
孩子都能体验合作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