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有一双小小手公开课音乐教案 小
班语言公开课教案我有一双小小手(大

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我有一双小小手公开课音乐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让幼儿通过观察初步了解手指的名称

2、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能力。

3、培养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活动重难点：

幼儿能知道十个手指的名称

活动准备：

录有《我有一双小小手》的磁带、录音机；手的挂图一张。

活动过程：

一、猜谜语引出课题《我有一双小小手》。



十个好朋友，你有我也有。

五个在左，五个在右。

只会干活，不会开口。

二、认识自己的手。

2、认识并学说手指名。”

3、教幼儿学读儿歌《手指歌》，并表演相应的动作。

4、做“玩手指”游戏。

（1）教师伸出手指或出示图片，请全体幼儿或个别幼儿说出
它的名字。

（2）引导幼儿按教师指令，让某个手指“弯下去”或“站起
来”，练习手指的灵活性。

4、启发幼儿联想手还有什么用？用“我们的.手做什么？”
说一句话。

教学反思：

幼儿能了解认识自己的十个手指头，并能说出每个手指头的
名称，可以开展一些主题延伸活动1、在一日活动中，让幼儿
反复练习伸手指，说指名。

2、开展“我的小手真能干”活动，鼓励幼儿学着用手做自己
能做的事。

我有一双小小手公开课音乐教案篇二

1、了解双手的作用，知道手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



2、增加幼儿的词汇量，丰富幼儿语言，喜欢乐意交流，提高
口语表达能力。

1、老师课前照一些幼儿的小手做事的图片，预备在电视屏幕
上播放。

2、会表演唱《我有一双小小手》歌。

3、小手掌加工成的各种图片。

1、谜语："两棵小树十个杈，不长叶子不开花。能写会算还
会画，天天干活不说话。"（小手，同时出示小手图片）瞧！
这是什么？你们有吗？（有）有一首歌唱的就是我们这双小
小手，记得吗？那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小手，来唱一唱《我
有一双小小手》，师弹琴与幼儿同演唱歌曲《我有一双小小
手》。

1、出示课题：《我有一双小小手》不仅是一首歌它还是一首
优美的诗呢！想不想听？（想）请听老师朗读儿歌《我有一
双小小手》，认真听一听，想一想："你有那两只小手？会干
什么？"师朗读儿歌，然后提出上边的问题，幼儿回答解决问
题，同时逐句出示儿歌：我有一双小小手，一只左来一只右，
会吃饭，会穿衣，真是我的好朋友。

2、逐句学习儿歌，教幼儿念儿歌。

3、听录音机里念儿歌。听完指名学一学。

孩子的话："我的小手会跳舞" "我的小手会画画""我的小手
会折衣服" "我的小手会看书""我的小手会吃饭" "我的小手
会拿报纸"

噢！宝宝们的小手不仅能干许多事情，还会变魔术呢！想不
想知道怎么变？（想）请看黑板（逐一展出在手掌添画成的



图片）

（想）听录音演唱小手歌

（六）结束语：

我们的小手太能干了，做的也事情太多了，说不完也数不清，
宝宝们可以回家说给爸爸妈妈听。在这里胡老师也想说两句：
我的小手会玩具滑滑梯，当然你们的也能，走吧我们一起到
外面试一试。

我有一双小小手公开课音乐教案篇三

一．活动目标

1.喜欢朗诵儿歌。

2.培养语言的节奏感。

3.了解保护手的'方法。

二．活动准备

1.手的图片。

2.《小小手》儿歌。

三．活动过程

1.出示手的图片。

教师提问：

（1）这是什么？



（2）手怎么才可以发出声音呢？

2.请幼儿用手发出声音，例如拍掌、搓手、用手拍自己的身
体、与小伙伴互相拍拍手等。

3.教师引出儿歌，并配合儿歌的节奏，加上上述的动作。

教师：现在我们用一首好听的儿歌，加上我们的动作一起和
小手一起玩。好不好？

4.教师完整地朗诵一遍。（加上动作）

5.幼儿跟着教师念儿歌，配合儿歌的节奏并且加上动作。

6.与幼儿讨论：

（1）如果我们的小手受伤了，手还能跟我们玩吗？

（2）那小朋友要怎样保护这双手呢？

四．教师小结

小朋友要保护这双小小手，首先我们爱它，怎样爱呢？勤洗
手、洗澡、剪指甲、不要触碰危险的东西，这样我们的小手
才会乐得笑哈哈！

附：

小小手

小小手，小小手，

一只左来一只右，

它们是我的好帮手，



我会保护这双手。

我有一双小小手公开课音乐教案篇四

活动领域：

语言活动内容：我有一双小小手

活动目标：

1、了解双手的作用，知道手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

2、增加幼儿的词汇量，丰富幼儿语言，喜欢乐意交流，提高
口语表达能力。

活动重点：

了解双手的作用，知道手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

活动难点：

增加幼儿的词汇量，丰富幼儿语言，喜欢乐意交流，提高口
语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老师课前照一些幼儿的小手做事的图片，预备在电视屏幕
上播放。

2、会表演唱《我有一双小小手》歌。

3、小手掌加工成的各种图片。

活动过程：



（一）谜语导入

1、谜语：“两棵小树十个杈，不长叶子不开花。能写会算还
会画，天天干活不说话。”（小手，同时出示小手图片）瞧！
这是什么？你们有吗？（有）有一首歌唱的就是我们这双小
小手，记得吗？那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小手，来唱一唱《我
有一双小小手》，师弹琴与幼儿同演唱歌曲《我有一双小小
手》。

（二）学习儿歌

1、出示课题：《我有一双小小手》不仅是一首歌它还是一首
优美的诗呢！想不想听？（想）请听老师朗读儿歌《我有一
双小小手》，认真听一听，想一想：“你有那两只小手？会
干什么？”师朗读儿歌，然后提出上边的问题，幼儿回答解
决问题，同时逐句出示儿歌：我有一双小小手，一只左来一
只右，会吃饭，会穿衣，真是我的好朋友。

2、逐句学习儿歌，教幼儿念儿歌。

3、听录音机里念儿歌。听完指名学一学。

（三）引导幼儿创编儿歌：（小手的故事讲完了，哎，别急，
小手还会编故事呢！请看屏幕）播放影像请幼儿根据图片内
容说一说：“我的小手会……”

孩子的话：“我的'小手会跳舞”“我的小手会画画”“我的
小手会折衣服”“我的小手会看书”“我的小手会吃
饭”“我的小手会拿报纸”

（四）小结：噢！宝宝们的小手不仅能干许多事情，还会变
魔术呢！想不想知道怎么变？（想）请看黑板（逐一展出在
手掌添画成的图片）



（六）结束语：我们的小手太能干了，做的也事情太多了，
说不完也数不清，宝宝们可以回家说给爸爸妈妈听。在这里
胡老师也想说两句：我的小手会玩具滑滑梯，当然你们的也
能，走吧我们一起到外面试一试。

我有一双小小手公开课音乐教案篇五

活动意图：

现在的独生子女是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环境中长大的，
家长包办替代和过度宠爱使孩子失去一些自我服务的机会，
通过此活动能使孩子认识到自己的小手很能干，激发幼儿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愿望,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另外也能使孩
子认识自己的小手，知道小手的用处，对自己的小手感兴趣
并萌发保护小手的意识。

活动目标：

1．知道手掌各部分名称（手心，手背，指甲，五指）。

2．帮助幼儿理解，体会自己的小手很能干。

3．简单了解保护手的方法。

4．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活动准备：

律动《我有一双小小手》音乐，手的图片，小铃、图书、手
帕、充气玩具等物品

活动过程：



一、导入部分律动《我有一双小小手》引出活动教师带领幼
儿随音乐做小手的动作，感受小手的活动。

二、展开部分

1、观察小手，认识小手师：请小朋友仔细观察自己的小手，
告诉老师你们有什么发现总结：我们都有两只手，一共十个
指头，我们的手指不仅不一样长还不一样粗。长得又粗又矮
是大拇指，站在大拇指旁边的是食指，个子最高的是中指，
长得又瘦又小的是小拇指，剩下没有名字的.叫无名指。我们
的小手上还有指甲，一面是手心一面是手背出示手的图片，
请小朋友们再熟悉一遍手心手背，指甲和五个手指2）小手的
本领引导幼儿说说自己的小手能做什么，使他们体会到自己
的小手很能干。

师：你的小手会做什么事？

幼儿：我的小手会拍球、穿衣服……。

2、除了这些事还会做什么？看看周围有什么东西，你去玩玩。

（在各个角落里放有小铃、图书、手帕、充气玩具等物品）。

3、在幼儿玩玩具时，老师询问小朋友：你的小手在干什么？

4、引导说清手的动作：如：我的小手在敲小铃、我的小手在
叠手帕、我的小手捏捏它就响了等等。

5、老师：“谁还知道小手还有什么特殊的本领，（招招手）
这是什么意思？”

幼儿：再见或不要。

老师：（做“过来”的动作）这是什么意思？



幼儿：来来来。

.......

老师小结:

原来小手它会说话。

3、引导幼儿想想怎样使自己的小手更能干，教育幼儿多动手，
勤动手。

教师提问：除了刚才做的事以外，你的小手还会做什么?

(与旁边的幼儿交流，请个别幼儿回答）老师小结:

小朋友的小手真能干，可以做这么多的事，那么，怎样使自
己的小手更能干?

启发幼儿想想:

如果什么事都请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做，小手会不会很
能干?

教育幼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要帮助大小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

4、教育幼儿讲究卫生，保护自己的小手。

师:

小手这么能干，我们怎么保护小手呢让幼儿伸出手心向上看
看小手脏不脏，接着交给幼儿洗手的正确动作，让幼儿手背
向上瞧瞧指甲长不长，教育幼儿勤剪指甲；此外还有不吸吮
手指；不玩刀子，剪子，冬天洗完手要抹护手霜，出门要戴
棉手套等。



活动延伸：

1.组织幼儿一起用手变魔术、做手指游戏等，在游戏中使幼
儿自然习得对手的认识,知道了手能做许多事情。

2.在日常生活中提醒、督促幼儿学着自己的事自己做。

活动评价：

采用律动引入——师生讨论——探索感知——谈话小结的教
学流程，逐步深入，环环相扣，自然达成教育目标。

首先通过幼儿自己的活动来进行，通过观察、比较、游戏等
形式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小手，知道每人都有一双手，有手
心手背手指头。每根手指都有自己的名字和作用。然后通过
玩游戏操作，使孩子在探索中自己发现手能做许多的事情。
通过倾听教师讲解、回答问题，孩子萌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的愿望,从而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最后通过让幼儿自我观察。
从而懂得了怎样保护自己的小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