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果的故事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水果的故事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比较两种物体的高矮，感知物体的高矮的相对性。

2、学会简单的比较方法，发展幼儿观察、比较、判断能力。

活动准备：

教学课件，音乐磁带（高人走和矮人走，找朋友），幼儿操
作材料

活动过程：

一、幼儿游戏，引入主题

（幼儿学习高人走和矮人走，体验高矮）

二、观察图片，讨论正确比高矮的方法。

1、感知相对性米老鼠高还是矮？

小结：单独的某样东西是不能定高矮的，要看它跟什么比较。

2、观察图片提问：小猴说：长颈鹿，我比你高！你同意吗？
为什么？



小猴和长颈鹿应该怎样才能比出高低？

提问：两只木桶谁高谁低？怎样才能一眼就看出来？

师小结：物体放近一些，才能比出高矮。

三、朋友比高矮

1、观察图片有两个好朋友，听你们的话，靠近一些比高矮，
谁高谁矮？应该怎样比？

小结：站在同样高的地方才能真正的比出高矮2音乐游戏：找
朋友比高矮（幼儿跟着音乐找一个朋友比较高矮）

（1）小朋友想不想也找一个自己的好朋友用正确的方法比比
高矮呢？

有哪两个小朋友愿意先上来比一比？我们家帮助他们比比看，
谁高谁矮？

xx小朋友，你是不是比他高？能把这句话说完整吗？（引导
幼儿说出：我比你高和我比你矮的句子。）

（4）幼儿讨论：两人必须站直了；我们可以先比一比肩膀，
或者比一比鼻子。

（5）幼儿根据讨论经验再次与朋友比高矮。

四、设置情境，学习3以内正确的排序方法。

2、幼儿操作。介绍自己的经验。

五、幼儿讨论三个物体如何比高矮

1、先找出最高的取出，在将剩下的两个比，找出最矮的，就



能找出谁最高谁最矮；先找出最矮的取出，在将剩下的两个
比，找出最高的，就能找出谁最高谁最矮。

2、幼儿再次操作，能力强的幼儿四个动物比高矮。

活动延伸：

今天，我们学会了用正确的方法比较高矮，老师这儿还有许
多动物宝宝也想比比高矮，你们愿意帮忙吗？让我们一起来
试试吧！（幼儿到区域中进行操作）

水果的故事教案篇二

1.通过本课学习，使幼儿认识一些常见水果。知道他们的外
形，颜色，吃法以及味道。

2.通过本课学习，使孩子们知道多吃水果的`好处，养成多吃
水果的习惯。

3.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对水果的见解。

4.知道人体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

认识常见水果的外形，颜色，以及吃法。同时知道多吃水果
有益健康，养成多吃水果的习惯。

常见水果(苹果、香蕉、桔子、梨)实物以及桃子，石榴等水
果的图片

一.开始环节：复习手指操(小白上楼梯)，导入课题。

二.基本环节：逐一出示四种常见水果，引导幼儿认识(从外
形，颜色，吃法以及味道上来区分)



1.看外形：苹果是圆的，红红的。香蕉是长长的，黄色的。
桔子是桔黄色的，圆圆的。梨是淡黄色的，上边小，下边大
的椭圆形。

2.实际吃：注意引导幼儿，香蕉和桔子要剥开皮后才能吃，
苹果和梨要洗干净才能吃。也可以削掉皮吃。

3.品尝味道:分给幼儿常见水果，让他们细细品尝后，说出是
什么味道?

三.结束环节：

1.这些是常见水果，我们还见过那些水果?出示图片，引导幼
儿说出来，(比如：桃子，石榴，葡萄等)并认识。

2.水果里有很多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多吃
水果.

四.延伸环节：

水果由于产地不同，种类也不同，建议孩子们走进大自然，
多认识一些水果。比如：火龙果、荔枝、榴莲等。

1.本课能充分尊重幼儿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积极调动了
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师幼互动良好，课堂气氛活跃。

2.教学环节设计合理，过渡自然。

3.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幼儿的认知能力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
高。特别是结束环节和延伸环节更给了孩子学习的动力，因
为他们没有见过这些水果，所以很好奇，给以后的学习创造
了学习的动力。

4.如果以后再讲这节课，我将把重点部分用在教幼儿认识一
些热带水果和其他亚热带水果上。(教法和这节课相同。)(先



看再吃)常见水果则一带而过，因为这些水果他们常见。

水果的故事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感知、理解故事情节，并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2、学说词汇：软软的、酸酸的、脆脆的、甜甜的。

3、知道好吃的东西不能贪吃，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1、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位小客人，想知道是谁吗？这个小动
物长着长长的身体，喜欢在地上游来游去，嘴巴里还有一条
长长地舌头。对了，老师的好朋友就是一条蛇，它名字叫多
多，我们一起跟小蛇多多打个招呼：多多你好。

2、有一天，小蛇多多到外面去玩，后来就变成这样了？（出
示大肚子蛇）怎么啦？多多的肚子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幼
儿猜一猜）

3、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师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
字叫《小蛇多多》

二、感知、理解故事内容。

（一）看图讲述前半段

1、（出示背景图、小蛇）老师讲述故事第一段至：啊呜一口
吃下去。



小蛇多多游啊游看到了什么？（一根香蕉）香蕉是什么样的？
（软软的）吃了舒服吗？小蛇多多也是这么想的，它想：香
蕉软软的，吃了一定很舒服，啊呜一口吃下去。将香蕉贴在
多多的肚子里。（仔细引导幼儿集体学习这句话、分男女说、
个别说）

2、小蛇多多游啊游啊，又看到了什么？（一串葡萄）葡萄什
么味道？（酸酸的）好吃吗？小蛇是怎么吃的？（学说：啊
呜一口吃下去）（葡萄贴在小蛇的肚子里）

4、到底多多又看见了什么水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讲述：
多多游啊游，看见一个苹果，它想：苹果脆脆的，一定很好
吃！于是多多又吃下一个苹果。多多的小肚子已经吃得怎样
啦？饱饱的了。

5、游啊游，不一会儿，多多又看见了什么？（一块西瓜）西
瓜什么味道的？你觉得它还会吃下去吗？它想：西瓜甜甜的，
一定很好吃，它费劲地把西瓜也咽了下去。

6、（出示大肚子蛇）看，现在多多的肚子怎样了？

（二）讲述故事后半段1、小蛇多多吃了这么多水果肚子变得
好大啊。它游也游不动了，不能回家了，好着急啊。这可怎
么办，小朋友快帮它想想办法吧。（幼儿猜测）

2、这时候来了一只小蚂蚁，它爬呀爬呀，爬到了小蛇的鼻子
上，小蛇多多觉得痒痒的，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阿嚏，
西瓜、苹果、葡萄、香蕉都从多多的肚子里喷了出来。

三、完整讲述故事

你们平时看见好吃的东西，会象小蛇多多一样，把它全部吃
下去吗？教育幼儿不乱吃东西，好吃的东西不贪吃，肚子会
吃坏的。



水果的故事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倾听故事，感受故事将香蕉比喻成小船、月亮的有趣情节。

2、理解故事内容，能够用语言较为清楚地表达对故事的理解。

3、大胆想象香蕉还像什么，尝试用”香蕉弯弯，像xxx“进行
表达。

活动准备：

香蕉若干（教师两支、幼儿人手一支），故事课件。

活动过程：

1、幼儿学习文学作品。

（1）教师出示实物香蕉，引起幼儿兴趣，直接导入活动。

指导语：小朋友，看看这是什么？它是什么样子的？今天，
老师要请小朋友听一个《大香蕉》的故事。

（2）教师绘声绘色地讲述故事，幼儿完整欣赏。当讲到：”
香蕉弯弯，像只小船，我坐小船，河里玩玩“和”香蕉弯弯，
像个月亮，我坐月亮，飞到天上！“这两句对话时重复一遍，
引起幼儿注意。

（3）提问：故事叫什么名字？故事里有谁？

2、教师与幼儿一起讲讲议议故事，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1）演示课件，幼儿分段欣赏故事，教师根据故事情节提问，



引导幼儿重点理解将香蕉比喻成小船、月亮的有趣情节。

（2）再次边看课件边完整欣赏故事，教师鼓励幼儿小声地跟
讲并表演故事，巩固理解故事内容。

3、教师引导幼儿迁移活动经验，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并表达。

（1）为幼儿准备人手一支香蕉，引导幼儿把玩并讨论：香蕉
还像什么？鼓励幼儿用”香蕉弯弯，像xxx“进行表达。

（2）幼儿吃香蕉，体验”啊呜，啊呜“，小船不见了；”啊
呜，啊呜“，月亮不见了；或用小朋友的比喻”xx不见了“。

（3）延伸：用不同的水果让幼儿进行表达。如：”苹果圆圆，
像xxx。“附录大香蕉（生活故事）阿姨买来黄黄的大香蕉，一
支给姗姗，一支给涛涛。姗姗拿着大香蕉说，瞧，我的香蕉
多象一只小船啊！姗姗把大香蕉当小船，放在桌上推来推去，
开起小船来了，嘴里还唱着：”香蕉弯弯，像只小船，我坐
小船，河里玩玩“。

涛涛拿着大香蕉说：”瞧，我的香蕉多像一个月亮啊！“他
把香蕉当月亮，高高地举在手上，嘴里唱着”香蕉弯弯，像
个月亮，我坐月亮，飞到天上！“玩了一会儿，姗姗剥开一
点儿香蕉皮，用鼻子闻了闻说：”啊！这只小船真香！“”
啊呜“，咬了一口。涛涛也剥了一点儿香蕉皮，用舌头舔了
添说：”哎！这个月亮真甜！“”啊呜“，也咬了一口。

”啊呜，啊呜“，小船不见了。”啊呜，啊呜“，月亮不见
了。

小船哪儿去了？姗姗指着嘴巴说：”小船开到我嘴巴里去了。
“月亮哪儿去了？涛涛拍拍肚子说：”月亮飞到我肚子里去
了。"



水果的故事教案篇五

1、看图阅读画面，感知画面中小蛇多多外出游玩的经历，知
道不要贪吃食物的道理。

2、通过猜测、拜访图片、讨论等策略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
感知小蛇多多吃水果的顺序。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人手一册，相关课件。

【活动过程】

一、观察比较不同体态的小蛇，猜测故事的情节

（1）教师（出示小蛇图片）：这是谁？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2）教师“这条小蛇的名字叫多多，他的肚子怎么了？发生
了什么事情呢？

二、幼儿自主阅读

（1）师：下面，我们一起来阅读一篇有趣的故事《小蛇多
多》。

（2）引导幼儿打开幼儿用书，翻到相应的页码，鼓励自己阅
读图画故事。教师走到幼儿身边，倾听、了解幼儿的阅读情
况。

（3）请个别幼儿在集体面前讲述：小蛇多多吃了哪些东西？
后来怎样了？

三、师生共同阅读童话故事，感知理解故事内容



（1）教师带领幼儿完整地阅读童话故事。

（2）师：小蛇多多到外面玩，走着走着，第一个看见什么水
果？（依次类推）

（3）师：小蛇多多吃了哪些水果？吃了那么多东西小蛇多多
感觉怎么样？是、后来，是谁帮助了多多？带领幼儿讲述故
事的结尾。

四、组织幼儿讨论，帮助幼儿把握故事的重点

（1）师：你喜欢这个故事吗？你喜欢小蛇多多吗？

（2）师：小蛇多多为什么会难受？不能动了？

（3）师：我们小朋友平时吃东西要注意什么？怎样吃东西不
难受？

鼓励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谈论吃东西要注意的问题，
教育幼儿不乱吃东西，好吃的东西不贪吃，肚子会吃坏的。

五、音乐活动：苹果

（2）弹奏音乐，教师带领幼儿随着音乐，表扬唱歌曲《苹
果》，还可以带领幼儿仿编歌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