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有趣的印画教案(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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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有趣的印画教案篇一

本节课在设计上比较注重学生的独立思维和合作交流，关注
学生的知识经验和思维特点，并创造性地处理教材，将原有
的第三关“神奇的9”和第二关“奇怪的142857”进行调换。
使学生在学会了第一关“奇妙的宝塔”的学习方法后，
在“神奇的9”这关中能运用刚才学过的方法自行探索，发现
这些算式背后的规律，逐步体会到探索的的乐趣。

本节课的教学有如下几个特色：

1、设置情景，激发学习兴趣。

在这节课的教学中，设计学生熟悉并喜欢的情景，让学生有
一种亲切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让学生在情景中
发现数学问题，并观察它们的共同点，从而找出它们的规律。

2、小组合作，讨论交流探究。

“自主学习、合作交流”是学习数学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
本节课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合作学习精神。让学
生在自己学习的基础上自主发现，提出自己的见解，再由小
组讨论，合作交流。

在每个环节里始终贯穿“观察——发现——讨论——再发
现”的教学策略。让学生在观察、发现的过程中，不断说出
自己的看法，不断的进行小组交流。并在交流的过程中培养



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

《有趣的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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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印画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能发现物体abb的排列规律。

2、尝试将物体仿照abb的规律进行排序，知道接着排什么，
中间漏掉了什么。

3、乐意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

4、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活动准备：

课件、幼儿操作单页。



活动过程：

一、以游戏“去小兔家玩”导入活动。

小兔做客，引起兴趣。

出示课件：咦，谁来啦?(小兔)。小兔要搬新家了，今天，小
兔邀请了小动物们去它家里玩。(出示课件)它提着蓝子准备
去草地上摘些花把新房装饰的更漂亮。

二、探索、发现规律。

1、小兔来到草地上，看见许多的花，它可高兴了，咦，它看
见前面的花特别的漂亮，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什么颜色的花?
这些花是怎样长的'?你发现有什么规律?我们也一起看看这些
花是怎么排序的。(引导幼儿看课件观察，并说出排序的规律。
)老师小结：这些鲜花是按照一朵红色，两朵蓝色，一朵红色，
两朵蓝色的规律交替的排列着。所以显得更漂亮。

(引导幼儿看课件观察，并说出排序的规律。)小结：原来这
些鸡是按照一只母鸡两只小鸡来排列的。所以显得队伍很整
齐。

3、小兔走到一棵枫树的下面，看见有枫叶在往下掉。

(引导幼儿看课件观察，并说出排序的规律。)这些颜色怎样
排列的?有什么规律?小结：我们从左往右看这些枫叶是按照
一片红色枫叶，两片绿色枫叶有规律的排列出来的。

4、小兔买了许多的棒棒糖请小动物们吃，小兔把棒棒糖摆好，
等小动物们来了就能看见小兔买了棒棒糖给它们吃，小兔摆
着摆着就累的停下了，这可怎么办呀，还有糖果还没摆好呀。
小朋友我们来帮助它把糖果摆好吧。(引导幼儿看课件观察，
并说出排序的规律，把漏掉的补充完整。)三、拓展游戏、幼



儿操作。

幼儿操作，老师巡视指导。

老师评价幼儿操作情况，活动结束。

活动反思：

排序指的是将两个以上物体，按某种特征上的差异或一定的
规律排列。通过排序可以促进幼儿分析、比较能力的发展。
在平时的游戏中孩子在操作摆弄物品时，已逐渐认识了一些
事物的属性，如：大小、长短、颜色等。

活动开始，我就用情景导入，米奇妙妙屋，吸引了幼儿的注
意力。在开始一部分因为我的一些疏忽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
上得有点乱，导致部分幼儿知识的掌握不太好。活动中我欠
缺教育机智，没有引导幼儿正确用语言来描述规律。

最后一个环节是熟悉掌握abab和abbabb的排列规律。从几个
幼儿上来排队的情况来看，虽然基本掌握了简单
的abab、abbabb排列规律，但在按给定规律排序时，因为我
的引导不到位，使得幼儿没能按给定规律来排序。这让我明
白教师的引导是否到位，关系着一节课的质量。每一环节的
小结要清楚明了，帮助幼儿一步步掌握知识，绝对不能忽视。

没有达到活动目标，但是，他们今天通过自己的探索感受了
材料的特点，感知了物体的规律美，在今后的活动中，他能
将今天的收获和感知表现出来，这样就达到了目的。因为今
天的孩子都是不同一个班级的，孩子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我
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幼儿都达到同一个标准，只能力求让每一
个幼儿主动在自己的水平上得到发展。



有趣的印画教案篇三

汉字作为中国的代表性文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人们的智慧结晶。

为了让幼儿了解我们的祖国，并引发幼儿早期阅读的兴趣特
设此课。可前我已对本班幼儿的识字情况有所了解，有的幼
儿通过看电视以及家长的指点已认识了许多汉字。为了激发
孩子对认字产生兴趣。我先出示图一，让幼儿找找哪些文字
是我国的汉字，大多数幼儿很快的说出了第一项，有的读出了
“中国、多少”等汉字。你们知道汉字是那国发明的。他们
很快说出是中国发明的。中国人是怎样来发明汉字的呢？我
顺便跟他们讲了一下汉字发明的起源。出示图二：我先把画
有图画形状的一半让幼儿先看。让幼儿说出这是什么？（火、
山、人），看了这样的形状你能猜出后面的子应该如何写？
接下来再让幼儿看（火、山、人）的写法，让他们认一认，
读一读。你们看这些文字像吧不像它的形状。我告诉孩子们
我国最早的文字是“象形字”，它是从图画的形象中创造出
来的。

孩子明白了这道理后，这样认字的兴趣高了。我那出了认字
卡先让幼儿看图，然后再让幼儿猜背后是一个什么字，在认
读过程中，并及时纠正幼儿不正确的发音。

最后，我向幼儿讲述了学习汉字的重要性，让幼儿明白学会
汉字的本领，你能自己看书，在书上能学到好多的知识和本
领。鼓励幼儿长大要认真学习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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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印画教案篇四

这节课是教授一首四川民歌《螃蟹歌》，歌曲中有教授四川
方言的读音，在这个环节中学生学的很细，很扎实，这说明
教师在课前预设时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学生学习歌词时的
节奏都很准确，也足已说明了平时的锻炼与积累。在这些方
面我做得很不够，教学中我总是想让学生学的快一些多一些，
就只求速度不求质量，所以学生的节奏总是掌握不扎实，导
致每次在读歌词时都是我在教，并没有起到教师时主导学生
是主体的作用。

还有就是课前的准备工作，不但要备内容，还要备学生，在
这方面我总是忽略学生的存在，只想着怎么样让学生去适应
教材，并没有做到活学活用，教学方法与教学形式的改变或
许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只有去充分挖掘教材因素，学
生因素才能上好一堂课。常态课堂更是如此。

有趣的印画教案篇五

情景描述：

《螃蟹歌》是一首简单而又诙谐、有趣的手指游戏。“一只
螃蟹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眨眨眼睛耸耸肩，爬呀爬
呀爬过河，叽里咕噜滚下坡。”很形象的把螃蟹的外形和特
征表达了出来。课前我拉了几张螃蟹的图片，其中河蟹的图
片很清晰，但是没有句式中“两头尖尖”的外形，所以我把
放在课堂最后，作为认识螃蟹种类的图片。而梭子蟹的外形是
“两头尖尖”的，我把它放在开始部分出示。图片的出示帮



助幼儿很好的理解了“一只螃蟹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
个”这两个句式。幼儿在念这首诗歌时很形象的用两个手指
做出了“两头尖尖”的动作。“眨眨眼睛耸耸肩”幼儿也能
很好的做出回应。就是在“爬呀爬呀爬过河”这个句式中，
我请幼儿伸出两只小手向前爬状，幼儿虽然学得还可以，但
总觉得有点太单调，因为这个动作有点像大灰狼或大狗熊等
这种凶猛的动物。

有幸我在小二班帮小朋友复习时，小二班的孩子很形象的左
右摆动手臂做螃蟹爬动状，我才发现这个动作可以更好地帮
助幼儿理解螃蟹横爬的特征。

理论分析：

《螃蟹歌》属于手指游戏，很受小班幼儿欢迎。由于有图片
的帮助，幼儿很快学会了诗歌的内容，也很形象的做出了
《螃蟹歌》里面的动作。手指游戏动作的设计，很受幼儿的
欢迎，也可以帮助幼儿更好的诠释诗歌的内容。特别是小班
的幼儿，他们的认识活动表现为具体性和形象性，还不能够
离开事物来理解事物，对具体接触过的事物，很容易记住并
形成表象。图片的帮助，可以让幼儿很好的理解螃蟹的外形
特征。但是，幼儿好动、模仿性强，在手指游戏中，动作的
帮助，会让幼儿学的更快更开心。螃蟹横爬的动作可以更让
幼儿有兴趣去模仿，而且也更好的帮助幼儿理解了螃蟹的动
作特性。幼儿在这个横爬动作的帮助下，会更贴切让幼儿理
解螃蟹走路的样子，所以正确的动作设计很重要。

所思所悟：

作为新教师的我，应时常向几位师傅和老教师讨教这些教学
经验，让我逐步成长。也感谢这几位前辈的不吝赐教，和悉
心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