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社会教案别人的东西我不拿反思(优
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社会教案别人的东西我不拿反思篇一

1、知道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借东西能主动归还。

2、能辨别不良的行为习惯。

3、养成不拿别人东西的好习惯。

ppt课件、玩具。

一、倾听：

1、讲述故事《别人的东西我不拿》。

教师：老师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小朋友认真听听故事里都
说了什么?

2、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教师：红红哪儿做得不对?为什么?

红红哪儿做得对?为什么?

小结：红红能把幼儿园的小汽车还回来，所以她很诚实，是
个好孩子。



二、讨论：

小结：如果征得对方的同意是可以带回家的。

3、讨论借别人的东西要不要还。

教师：如果你借了别人的东西，应该怎么办?

小结：借东西后要好好保管，不能弄脏、弄坏，要及时主动
归还。

三、情境表演：

幼儿两人一组，表演如何向他人有礼貌的借玩具。

教师：小朋友两人一组，一人在玩玩具，另一人表演怎样向
他借玩具。

本活动是有关个性与交往方面的社会活动，活动中通过倾听
故事展开一系列的讨论，重点让幼儿理解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是一种不良的行为。

活动中，教师可结合本班幼儿的实际创设问题的情境，讨论
时，也应鼓励、引导幼儿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对一些行为
观念不正确的幼儿，一定要及时帮助其转变观念。在操作的
环节，教师要带领幼儿仔细的观察操作单上的内容，引导幼
儿进行讲述，幼儿在讲述的过程中，教师要加以指导，帮助
他们理解操作单上的内容。

本活动可以延伸到日常活动和家庭活动中，当发现幼儿有不
良的行为时应及时给予纠正，并让他明白其中的道理，同时，
要与家长沟通，与家长达成共识，共同帮助幼儿养成不随便
拿别人东西的好习惯。



小班社会教案别人的东西我不拿反思篇二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教案是教学
蓝图，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快来参考教案是怎么写的吧！
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幼儿园小班社会教案《别人的东西我
不拿》，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知道未经别人的允许不能拿走别人的东西。

2、学习如何向别人借东西。

3、培养观察，比较能力。

4、提高幼儿思维的敏捷性。

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看到喜欢的东西，能够使用文明语言向别人借。

1、玩具“机器猫”一个。

2、故事图片《别人的东西我不拿》。

3、幼儿自带一件喜欢的玩具。

一、 以玩具“机器猫“导入主题，激发幼儿兴趣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位新朋友，它要和我们
一起游戏，一起学习。”

（出示玩具“机器猫”）师：“它是谁呀？听！它怎么
了？”

“呜------，机器猫哭了？为什么会哭呢？谁来猜一猜？”



幼儿回答：“生病了，迟到了------”

师：“也许小朋友们的猜都有可能，那到底机器猫为什么会
哭呢？小朋友们知道吗？”“原来呀，机器猫被丁丁偷偷的
带回了他的家，到了晚上，机器猫就像我们小朋友一样，要
找妈妈了，想回自己的家，所以它就哭了。唉！有小朋友也
许要问老师，机器猫为什么会被丁丁偷偷的带回家了呢？原
来呀------”

二、 边出示图片边讲故事

1、 教师引导幼儿看图了解故事情节。

（教师一边出示教学图片，一边和小朋友讲述故事内容）

2、 提问：

（1）现在小朋友明白了没有，机器猫为什么会哭呢？

（2）丁丁把机器猫还给毛毛了吗？丁丁是怎么对毛毛说的？

（3）如果你是毛毛，你会对丁丁怎么说？

3、 讨论：

幼儿回答：“不能抢，要借------”

师：“借的时候怎么说？”“那好，咱们现在就来做个游戏，
它的名字叫借玩具。好了，现在小朋友们都把玩具请出来
吧！”

三、 出示幼儿自带的玩具，学习向别人借玩具。

1、 请个别幼儿介绍自己的玩具名称和玩法。



师：“哇!这么多漂亮的玩具呀！老师都想玩一玩呢？可是，
你们带来这么多的玩具，有些老师认识，有些老师还不认识
呢？也许有的玩具还很能干呢？可是老师都不知道他们的本
领，谁能把自己的玩具介绍给大家认识，让更多的小朋友也
喜欢它，好不好？”

（引导幼儿大声介绍自己的玩具）。

过渡语：呀！小朋友的玩具都很漂亮，老师也想玩呢？你们
愿意借给老师吗？好，那我就来试试看。

3、 幼儿互相向同伴借玩具。

过渡语：你们想玩别的小朋友的`玩具吗？那你们也去试试看，
能不能像老师一样借到自己喜欢的玩具，千万要记住，要有
礼貌，声音要响亮，这样别人小朋友才会喜欢你，才会把玩
具借给你。好，那我们就行动吧！想借谁的，就走到谁跟前
去，快点，小心你喜欢的玩具被别人借走了。

（引导教幼儿借玩具，可以叫借到玩具的小朋友上台来说说，
他是怎么借到的）

四、 玩玩具，结束课堂

师：“今天，这节课小朋友开心吗？小朋友不仅知道了别人
的东西不能拿，还借到了自己喜欢的玩具。呀！你们是在太
棒了，又学到了一个本领，老师真为你们感到高兴。好，你
们现在尽情的玩玩具吧!”

教师和幼儿一起玩玩具。

1、 讨论：幼儿园的玩具能不能带回家？

2、 定期让幼儿从家中带来自己喜欢的玩具和图书与同伴分



享。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让幼儿知道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不能
拿别人的东西，并且学会了借别人东西的技巧。效果很好，
幼儿课堂兴趣高，主动参与课堂活动。但是幼儿良好的行为
习惯不能只局限于本节课，我认为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贯穿于幼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幼儿各方面的发展有着
紧密的联系。幼儿行为习惯的培养是每一位幼教工作者义不
容辞的责任。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教育就是培养
生活习惯”。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重点是从日常生活中的
琐事、小事做起。所以，我们应该把行为习惯的培养用游戏
或集体活动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样才能使幼儿不断进步，为
幼儿今后的人生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小班社会教案别人的东西我不拿反思篇三

1.知道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借东西能主动归还。

2.能辨别不良的行为习惯。

3.养成不拿别人东西的好习惯。

4.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5.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故事《别人的东西我不拿》(见资源包)。

倾听

1.讲述故事《别人的东西我不拿》。

教师：老师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小朋友认真听听故事里都
说了什么?



2.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教师：红红哪儿做得不对?为什么?

红红哪儿做得对?。为什么?

小结：红红能把幼儿园的小汽车还回来，所以她很诚实，是
个好孩子。

讨论

1.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幼儿讨论交流：家里的东西可以随便
拿吗?

教师：我们都知道幼儿园的东西不能拿，在家里，爸爸妈妈
的东西可以拿吗?

小结：如果家长没同意，家里的东西也不可以拿。所以，拿
自己家里的物品时，也要征得家长的同意。

2.讨论什么情况下可以把玩具带回家。

小结：如果征得对方的同意是可以带回家的。

3.讨论借别人的东西要不要还。

教师：如果你借了别人的东西，应该怎么办?

小结：借东西后要好好保管，不能弄脏、弄坏，要及时主动
归还。

情境表演幼儿两人一组，表演如何向他人有礼貌的借玩具。

教师：小朋友两人一组，一人在玩玩具，另一人表演怎样向
他借玩具。



本活动是有关个性与交往方面的社会活动，活动中通过倾听
故事展开一系列的讨论，重点让幼儿理解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是一种不良的行为。

活动中，教师可结合本班幼儿的实际创设问题的情境，讨论
时，也应鼓励、引导幼儿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对一些行为
观念不正确的幼儿，一定要及时帮助其转变观念。在操作的
环节，教师要带领幼儿仔细的观察操作单上的内容，引导幼
儿进行讲述，幼儿在讲述的过程中，教师要加以指导，帮助
他们理解操作单上的内容。

本活动可以延伸到日常活动和家庭活动中，当发现幼儿有不
良的行为时应及时给予纠正，并让他明白其中的道理，同时，
要与家长沟通，与家长达成共识，共同帮助幼儿养成不随便
拿别人东西的好习惯。

故事别人的东西我不拿游戏结束了，玩具要回到自己的家--
玩具架里了，可红红喜欢小汽车，想把它带回家："小汽车，
跟我回家吧。"于是，红红带着小汽车回家了。半夜时，小汽
车看到陌生的地方哭了起来。"呜--，我要回家，我要回
家。"红红醒了，看到小汽车在哭，很不好意思。

第二天，红红把小汽车还回了幼儿园。红红说："以后，我再
也不拿幼儿园的东西了。"

从执教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自己在课堂上的组织语言还有待
加强，如何让孩子对你的提问或是小结能更好的明白、理解，
是自己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小班社会教案别人的东西我不拿反思篇四

1.使学生了解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树立初步的法制观念。

2.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让学生懂得只有从小遵纪，长大后才能成为守法的公民。

1.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只有从小遵纪，长大后才能成为守法的公民。

多媒体课件

(一)激情导入，直奔主题

师：同学们，今天老师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崭新的课堂——小
学法制教育，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为什么不能随便拿别人的
东西》。(点击幻灯片1)

(二)师生互动、学习新课

1.请看老师出题(点击幻灯片2)小明的行为是否正确?为什么?

2.学生围绕问题展开讨论，教师引导，得出结论：小明没有

经过主人的同意私自拿人的东西，是偷东西的行为。

3.什么是偷东西的行为?(点击幻灯片3)学生举例有哪些行为
是盗劫行为?

5.我们知道了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不文明的、让人讨厌的行
为，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请大家仔细想想。

6.师总结(出示幻灯片5)

(三)拓展延伸

2.谈谈自己的收获。

通过今天的学习，有什么样的感受。



(四)课堂总结

小班社会教案别人的东西我不拿反思篇五

1、知道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借东西能主动归还。

2、能辨别不良的行为习惯。

3、养成不拿别人东西的好习惯。

故事《别人的东西我不拿》（见资源包）。

倾听

1、讲述故事《别人的.东西我不拿》。

教师：老师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小朋友认真听听故事里都
说了什么？

2、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教师：红红哪儿做得不对？为什么？

红红哪儿做得对？为什么？

小结：红红能把幼儿园的小汽车还回来，所以她很诚实，是
个好孩子。

讨论1、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幼儿讨论交流：家里的东西可以
随便拿吗？

教师：我们都知道幼儿园的`东西不能拿，在家里，爸爸妈妈
的东西可以拿吗？

小结：如果家长没同意，家里的东西也不可以拿。所以，拿



自己家里的物品时，也要征得家长的同意。

2、讨论什么情况下可以把玩具带回家。

教师：如果你喜欢小朋友的玩具，怎么办？如果你想把小朋
友的玩具带回家，应该怎么办？

小结：如果征得对方的同意是可以带回家的。

3、讨论借别人的东西要不要还。

教师：如果你借了别人的东西，应该怎么办？

小结：借东西后要好好保管，不能弄脏、弄坏，要及时主动
归还。

情境表演幼儿两人一组，表演如何向他人有礼貌的借玩具。

教师：小朋友两人一组，一人在玩玩具，另一人表演怎样向
他借玩具。

活动建议

本活动是有关个性与交往方面的社会活动，活动中通过倾听
故事展开一系列的讨论，重点让幼儿理解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是一种不良的行为。

活动中，教师可结合本班幼儿的实际创设问题的情境，讨论
时，也应鼓励、引导幼儿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对一些行为
观念不正确的幼儿，一定要及时帮助其转变观念。在操作的
环节，教师要带领幼儿仔细的观察操作单上的内容，引导幼
儿进行讲述，幼儿在讲述的过程中，教师要加以指导，帮助
他们理解操作单上的内容。

本活动可以延伸到日常活动和家庭活动中，当发现幼儿有不



良的行为时应及时给予纠正，并让他明白其中的道理，同时，
要与家长沟通，与家长达成共识，共同帮助幼儿养成不随便
拿别人东西的好习惯。

资源包

故事别人的东西我不拿游戏结束了，玩具要回到自己的
家——玩具架里了，可红红喜欢小汽车，想把它带回家："小
汽车，跟我回家吧。"于是，红红带着小汽车回家了。半夜时，
小汽车看到陌生的地方哭了起来。"呜——，我要回家，我要
回家。"红红醒了，看到小汽车在哭，很不好意思。

第二天，红红把小汽车还回了幼儿园。红红说："以后，我再
也不拿幼儿园的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