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老鼠和跳跳糖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老鼠和跳跳糖教案篇一

在备课时，我仔细研究教材。教材主体部分呈现了儿歌创设
的情境：一群活泼可爱、蹦蹦跳跳的小朋友、小动物开开心
心地在一起说笑。他们那生动的表情、动作，能把学习者带
入到热烈的情境中。教材主体明确告诉我们：本课的学习内
容是将制作和玩乐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我将本课的教学的
最基本的理念定为：让学生在玩乐中学习美术。

首先：要让学生们想“玩”这种玩具。为达到这个目的，我
采用了拆礼品盒dd出其不意“弹出”小玩具dd以小玩具的口
吻来创设一个有趣的故事情境的做法，抓住了学生的目光。
这不仅让学生们感到新奇，还为后面怎么玩做了铺垫（告诉
了他们纸弹簧玩偶的最基本的玩法）

其次：让学生用自行探究的方式学会做这种玩具。告诉他们：
买来的玩具固然好看，自己制作的玩具玩起来会更有意思。
在学习制作方法时，我摒弃了以往老师示范，学生学做的方
法，采用了在教师引导下自行探究的方式来学习制作方法。
课堂结构是这样的：分小组玩老师做的范作（研究玩具的结
构）dd拆拆折折老师做的纸弹簧dd尝试制作dd开阔思路（用
幻灯片展示大量的资料、图片）dd综合制作（鼓励学生做出与
众不同的玩偶），从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及脸上流露的表情
来看，他们是愉悦的，是快乐的。他们制作的玩偶是令人意
想不到的。



最后：让学生玩一玩这种玩具。当学生的创作告一段落时，
让他们玩一玩自己做的玩具，可以是编着故事来玩；可以是
跳着舞着玩；可以根据语文课文编成课本剧玩；可以是用绳
子连着玩具的头、四肢，用类似木偶表演的方式来玩……从
表演游戏这一环节来看，孩子们玩得挺高兴的，玩出了花样，
玩出了孩子们的创意。

总的来说，整节课的教学就是处在一种游戏的状态中，处在
师生共同玩耍的状态中。在玩的过程中，师生关系是融洽的；
在玩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了折纸弹簧、学会了小玩偶的`制作方
法；在玩的过程中，玩出了花样；玩出了“创新”，“玩”
出了探究知识的能力；体验到了制作的快乐；体验到了成功
喜悦。这样的课堂，孩子们玩得痛快，也学得扎实。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也明显感到一些缺憾：

1、合作学习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主流思潮之一。其重要性、
必要性自不待言。在教学中，我也采用了这样的方式，
变“秧田式”的课堂排座方式为圆桌式的课堂排座方式，它
能使学生面面相视，有利于增强人际亲和办。可以说，合作
是有效的，绝大多数同学通过合作探究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但是由于班额过大（70人以上），学生平时也习惯了常规的
课堂教学模式，突然地进行分组合作式学习，学生不习惯，
再加上二年级的学生根本就缺少人际交流的技能和经验，使
得小组热烈交流讨论、生生互动的理想课堂气氛并没有真正
实现，总感觉到有个别同学不太合群，有点混水摸鱼的味道。
如何在大班额条件下进行合作探究式学习成了我下一步将要
研究的课题。

2、在本节课的情境设计中，我创设的是一个大情境，能否把
情境设计细化一点，和其它学科相联系，使小玩具不但能玩
还能派上用场，如为语文课目设计制作形象，为舞蹈节目制
作道具等等。



后一个班的材料全是我准备好了发给学生的，优势是：进度
统一，制作出的小玩具色彩鲜艳。但这样做，容易让学生制
作出的小玩具太过于一致，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也
牵扯了老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动用了学校老师的办公经
费。

因此，我将这一问题提出来，希望各位同仁能共同积极想办
法，解决这一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

小老鼠和跳跳糖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根据图谱，用活泼欢快的声音演唱歌曲。

2、能根据歌曲节奏，创编有趣的动作，并尝试在歌曲“啦啦
啦啦啦”的地方伴唱说唱词。

3、体验歌唱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活动重点：

学唱歌曲，能根据歌曲节奏，创编有趣的动作。

活动难点：

在歌曲“啦啦啦啦啦”的地方伴唱相应的说唱词。

活动过程：

一、练声部分

用小白兔、大黑熊、小海豚、小鸭子的声音和小朋友打招呼，
唱问候歌。“小朋友你好！”“小白兔你好！”



二、倾听歌曲，初步理解歌词

1、播放《运动员进行曲》，猜猜小动物们会参加哪些运动项
目？

三、根据图谱，初步学唱歌曲（重点）

（一）练唱“啦啦啦啦啦”。

师：先跟着我唱一次。

（二）完整唱两遍（第一遍声音轻一点，第二遍提醒幼儿用
响亮一点、欢快一点的声音演唱）。

（三）根据歌曲节奏，创编动作（重点）。

1、给孩子片刻思考动作的时间，“你想为哪句歌词创编歌
词？”（老师可以帮助唱，孩子做动作）。

2、老师总结孩子的动作，示范一次，重点引导孩子关注“啦
啦啦啦啦”拍手节奏：“这一句，我是根据它的节奏作拍手
动作。我们一起拍一次试试看。”

3、幼儿集体边唱边做动作（第一遍稍慢，第二遍快一些）。

四、在歌曲“啦啦啦啦啦”的地方伴唱说唱词。

1、教师跟音乐示范，

2、教师带领幼儿孩子演唱。

3、分组演唱（一组演唱演唱，一组做拉拉队）。

五、教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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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鼠和跳跳糖教案篇三

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证明，各项体育活动都需要较高的自我
控制能力、坚定的信心、勇敢果断和坚韧刚毅的意志、性格
等心理品质作为基础。因此，有针对性地进行体育锻炼，是
弥补心理缺陷、培养健全人格的有效方法。

孤独、怪僻的心理缺陷假如你觉得自己不大合群、不习惯与
同伴交往，那你就应该选择足球、篮球、排球以及接力跑、
拔河等集体项目。坚持参加这些集体项目的锻炼，会帮助你
慢慢地改变孤僻的性格，逐步适应与同伴的交往，并热爱集
体。

腼腆、胆怯的心理缺陷如果你感到胆子小、做事怕风险、容
易脸红、怕难为情，那就应参加游泳、溜冰、滑雪、拳击、
摔跤、单双杠、跳马、平衡木等项目的活动。这些活动会使
人们不断地克服害怕摔倒、跌痛等各种胆怯心理，以勇敢、
无畏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越过障碍。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



你的胆子自然会大起来，处事也渐趋老练。

优柔寡断的心理缺陷如果你觉得自己常犯犹豫不决、不够果
断的毛病，那就多参加乒乓球、网球、羽毛球、拳击、摩托、
跨栏、跳高、跳远、击剑等体育活动。在这些项目面前，任
何犹豫、徘徊都将延误良机，遭到失败。多练有助于培养你
果敢的性格特征。

急躁、易怒的心理缺陷倘若你发现自己遇事容易急躁，感情
容易冲动，那就应多参加下棋、打太极拳、慢跑、长距离的
步行及游泳和骑自行车、射击等缓慢、需要耐心的项目。这
一类体育活动能帮助你调节神经活动，增强自我控制能力、
稳定情绪，使容易急躁、冲动的弱点得到改善。

缺乏信心的心理缺陷如果你做事老是担心完不成任务，那就
得事先选择一些简单、易做的活动，如跳绳、俯卧撑、广播
操、跑步等体育项目。坚持锻炼，自信心将会得到逐步加强。

小老鼠和跳跳糖教案篇四

总的来说，整节课的教学就是处在一种游戏的状态中，处在
师生共同玩耍的状态中。在玩的过程中，师生关系是融洽的；
在玩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了折纸弹簧、学会了小玩偶的制作方
法；在玩的过程中，玩出了花样；玩出了“创新”，“玩”
出了探究知识的能力；体验到了制作的快乐；体验到了成功
喜悦。这样的课堂，孩子们玩得痛快，也学得扎实。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也明显感到一些缺憾：

1、合作学习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主流思潮之一。其重要性、
必要性自不待言。在教学中，我也采用了这样的方式，
变“秧田式”的课堂排座方式为圆桌式的课堂排座方式，它
能使学生面面相视，有利于增强人际亲和办。可以说，合作
是有效的，绝大多数同学通过合作探究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但是由于班额过大（70人以上），学生平时也习惯了常规的
课堂教学模式，突然地进行分组合作式学习，学生不习惯，
再加上二年级的学生根本就缺少人际交流的技能和经验，使
得小组热烈交流讨论、生生互动的理想课堂气氛并没有真正
实现，总感觉到有个别同学不太合群，有点混水摸鱼的味道。
如何在大班额条件下进行合作探究式学习成了我下一步将要
研究的课题。

2、在本节课的情境设计中，我创设的是一个大情境，能否把
情境设计细化一点，和其它学科相联系，使小玩具不但能玩
还能派上用场，如为语文课目设计制作形象，为舞蹈节目制
作道具等等。

后一个班的材料全是我准备好了发给学生的，优势是：进度
统一，制作出的小玩具色彩鲜艳。但这样做，容易让学生制
作出的小玩具太过于一致，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也
牵扯了老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动用了学校老师的办公经
费。

因此，我将这一问题提出来，希望各位同仁能共同积极想办
法，解决这一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

小老鼠和跳跳糖教案篇五

在备课时，我仔细研究教材。教材主体部分呈现了儿歌创设
的情境：一群活泼可爱、蹦蹦跳跳的小朋友、小动物开开心
心地在一起说笑。他们那生动的表情、动作，能把学习者带
入到热烈的情境中。教材主体明确告诉我们：本课的学习内
容是将制作和玩乐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我将本课的教学的
最基本的理念定为：让学生在玩乐中学习美术。

首先：要让学生们想“玩”这种玩具。为达到这个目的，我
采用了拆礼品盒――出其不意“弹出”小玩具――以小玩具
的口吻来创设一个有趣的故事情境的做法，抓住了学生的目



光。这不仅让学生们感到新奇，还为后面怎么玩做了铺垫
（告诉了他们纸弹簧玩偶的最基本的玩法）

其次：让学生用自行探究的方式学会做这种玩具。告诉他们：
买来的玩具固然好看，自己制作的玩具玩起来会更有意思。
在学习制作方法时，我摒弃了以往老师示范，学生学做的方
法，采用了在教师引导下自行探究的方式来学习制作方法。
课堂结构是这样的：分小组玩老师做的范作（研究玩具的结
构）――拆拆折折老师做的纸弹簧――尝试制作――开阔思路
（用幻灯片展示大量的资料、图片）――综合制作（鼓励学
生做出与众不同的玩偶），从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及脸上流
露的表情来看，他们是愉悦的，是快乐的。他们制作的玩偶
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最后：让学生玩一玩这种玩具。当学生的创作告一段落时，
让他们玩一玩自己做的玩具，可以是编着故事来玩；可以是
跳着舞着玩；可以根据语文课文编成课本剧玩；可以是用绳
子连着玩具的头、四肢，用类似木偶表演的方式来玩……从
表演游戏这一环节来看，孩子们玩得挺高兴的，玩出了花样，
玩出了孩子们的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