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动物过桥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动物过桥教案篇一

1、学念儿歌，喜欢模仿动物的声音或动作。

2、激发幼儿喜欢小动物的情感。

ppt

一、看课件，猜动物

1、观察藏在屋后的长耳朵，猜一猜这是谁的家？

2、观察藏在屋后的扁嘴巴，猜一猜这是谁的家？

3、观察藏在屋后的硬硬壳，猜一猜这是谁的家？

4、观察藏在屋后的长胡子和尖耳朵，猜一猜这是谁的家？

5. 集体学学这些小动物走路的样子。

二、学习并理解儿歌

必须要经过一座小桥。想一想每一种小动物都是如何过桥的？

2、学说儿歌短句

提问：谁来了？它会怎样过桥？学说：小兔走路蹦蹦跳。个



别示范模仿。

3、想一想：小鸭子、小乌龟和小花猫又是怎样过桥的呢？

4、一边念儿歌，一边模仿动物的动作。

三、练习小动物过桥的动作，熟记儿歌。

看到屏幕上出现哪个小动物，就模仿它的动作，边做动作边
念儿歌。

四、延伸：欣赏歌曲《走路》

小动物过桥教案篇二

1． 欣赏动画，理解诗歌内容。学习有节奏的朗读诗歌，感
受诗歌的韵律美。

2． 通过学习朗诵诗歌，感受小熊在过桥过程中的情感变化
过程。教育幼儿养成乐于助人和勇敢独立的性格。

小熊图片、整篇诗歌的动画、诗句分解的幻灯片

2． 出示整篇动画供幼儿欣赏。

（1）与幼儿谈话，提出课题《小熊过桥》。

（2）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诗歌中都出现了谁？
（竹桥、小熊、乌鸦、流水、鲤鱼）。孩子们表现得好，就
给予他们语言的鼓励。

3、出示诗句分解的图片 ：边看图边讲解边提问，加深幼儿
理解。

讨论



1、小熊遇到困难时，乌鸦、流水、鲤鱼分别是怎样做的？你
们喜欢谁呢？为什么呀？

总结：乌鸦和流水不但不帮助小熊，还笑话他。只有鲤鱼鼓
励小熊，使它变得勇敢自信，顺利的过了桥。所以，我们大
家都喜欢鲤鱼，它是个乐于帮助别人的好孩子。我们要向鲤
鱼学习，乐于帮助自己的同伴哦！

讨论

2、过桥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保持身体的平衡，眼睛向前看，还要勇敢一点、自信一点，
有时候还需要我们互相帮助一下呢！

4、再欣赏整篇动画，幼儿可以跟读。老师适时的跟动画做手
语操，一边轻声的随动画上朗读诗歌。（把学习诗歌的热情
又推向另一个高潮，边做手语操边朗读诗歌。）

小朋友，来来来，都到老师这边来。今天你们都表现得很棒，
来喊出我们的口号（我是最棒的，耶耶耶！）一会呢，老师
带你们去玩过独木桥的游戏，开心吗？好，我们现在把队排
起来（齐声说：排队整齐，不拥不挤）。好，走喽、出发喽！

小动物过桥教案篇三

1、引导幼儿正确地说出小动物的名称及其过桥的样子。学念
儿歌。

2、初步尝试分角色表演，体验表演活动的快乐。

1、幼儿对一些小动物的叫声及走路的样子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2、幻灯课件制作（小白兔、小鸭、小乌龟、小猫过桥的图片



及故事情景）

3、动画视频儿歌。

4、场地布置：若干泡沫板拼搭当作独木桥。

5、各种相关动物胸饰若干。

（一）开始部分：点击幻灯课件

（二）基本部分

1、利用幻灯，引出角色、理解内容、学习儿歌

（1）用猜谜的形式引出小白兔

提问：a：红眼睛、短尾巴、爱吃青菜和萝卜，是谁呀？b：小白
兔过桥是怎样的？（幼儿用动作表示蹦蹦跳）师生总结并学
说：小白兔过桥蹦蹦跳。

（2）老师出示小鸭子的图片并生动、形象地演示小鸭子过桥。
（边操作图片边叫呷呷呷）

提问：小鸭子是怎样过桥的？（老师动作启发）（幼儿用动
作表示摇摇摇）师生总结并学说：小鸭子过桥摇摇摇。

（3）出示小乌龟，请幼儿说说、做做小乌龟过桥的样子

提问：这是谁呀？小乌龟是怎样过桥的？（提示语：小乌龟
是怎样走路的？快快爬还是慢慢爬？）师生总结并学说：小
乌龟过桥慢慢爬。

（4）喵喵喵听！谁唱着歌儿来了？谁来了？出示小花猫（幼
儿先说，老师后操作）



提问：想一想，小花猫是怎样过桥的？它是声音响响的还是
轻轻的？（丰富：静悄悄。脚上有肉垫，走起路来轻轻的，
不被小老鼠发现的，悄悄走的）

师生总结并学说和模仿：小花猫过桥静悄悄。

（5）播放课件最后一幅：小动物顺利地过了桥，来到了小熊
家，他们一起玩游戏，真开心

2、幼儿完整欣赏儿歌《小动物过桥》，并跟着视频动画边用
动作表示自己对作品的理解。

后来它们把过桥这件事编成了一首儿歌，名字就叫《小动物
过桥》，我们来听听、看看。（两遍）

3、组织幼儿表演游戏。

（1）介绍胸饰，分发，打招呼明确角色。

（2）介绍场地和要求。

（3）组织幼儿分角色依次按照儿歌顺序，表演过桥。

（4）小熊招待小动物，玩好朋友歌表演。

（三）结束部分：小动物回家（巩固儿歌，满足表演欲望）

1、天黑了，小动物们要回家了，再见！师生共同念儿歌，小
动物按儿歌顺序依次回家。

（四）延伸部分

在语言角中，为幼儿提供一些小动物图片及几张画有独木桥
的图片，请幼儿选择讲述《小动物过桥》；表演区中提供胸
饰、桥，玩《小动物过桥》儿歌的表演游戏。



小动物过桥教案篇四

1．能大胆尝试各种平衡器具的运动，发展平衡能力。

2．培养初步的合作意识和竞争能力。

1．平衡木、平衡台、竹梯、搓板等各种独木桥若干。

2．各种积木、布包、沙包、塑料盆、桶等玩具分布在场地的
四周。

3．录音机、磁带、干毛巾（供幼儿擦汗用）

一、扮演角色，激发兴趣

二、熟悉器材、探索玩法

1．师：孩子们，今天我们小动物来玩过小桥的游戏，大家先
来搭桥吧。教师带领幼儿将场边的器械搬到场中间搭成各种桥
（按幼儿的意愿搭桥）。

2．幼儿分散活动，老师观察指导。

三、交流分享、重点练习

1．请幼儿相互讲讲走了哪些小桥？用了哪些方法？怎样过小
桥又稳又安全？

2．请多名幼儿演示，大家评议。

3．引出持物走独木桥方法。

4.教师做动作演示：一手侧平举一手扶着头顶上的塑料盆走
过独木桥。



5.幼儿分散、自由地选择辅助资料并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走过
独木桥。

6.教师观察，及时发现大胆勇敢及动作方法多的幼儿。

四、放松身体、收拾器材

1．幼儿模拟小动物吃青草，并适当休息、擦汗。

2．师生共同收拾活动器具。

小动物过桥教案篇五

理解儿歌内容，学习有感情的朗读。

让幼儿感受小熊过桥的心情，懂得要勇敢、自信地克服困难。

知道在别人遇到困难时应该鼓励帮助，而不讥笑。

经验准备：幼儿走过独木桥的经验。

物质准备：课件《小熊过桥》、小熊一个。

1、谈话，引起幼儿兴趣。

教师：你们走过独木桥吗？再走得时候有什么感觉？（幼儿
自由发言，教师总结并交代儿歌的名称）

2、欣赏儿歌，初步了解儿歌内容。

教师：（1）小熊走到桥上怎么样了？他心里有什么感觉？

（2）头上乌鸦在干什么？桥下流水怎么样的？小熊怎么说的？

（3）小熊过桥后是怎么做的？鲤鱼看了乐得怎么样？



3、教师教幼儿学习儿歌《小熊过桥》

4、讨论：你们喜欢儿歌中哪一个小动物，为什么？小熊后来
为什么能过桥？幼儿回答，教师总结。

5、游戏：走独木桥。

1、本次活动屏弃了以往传统的“老师教，幼儿学”的方法，
采用了引导幼儿主动的探索学习的方法。真正的尊重了幼儿
的主导地位。活动时把幼儿理解儿歌的内容放在了前面，通
过幼儿自己的观察、表达来得出儿歌中诗句，既充分理解了
儿歌的内容，又帮助孩子们对儿歌有了一定的记忆，为后面
的学习和表演做了很好的铺垫。

2、在活动的准备中，教师做了充分的准备，除了恰倒好处的
运用课件以外，还制作了实物的小木桥，使孩子们能够真实
的感受到小木桥的特性，加上可插图片的教具演示，使得孩
子们的眼球深深的被吸引。

3、在活动中，教师设计的提问始终是开放式的，例如在问到
怎样能够帮助小熊过桥时，幼儿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有的
孩子说拿绳子绑着过去，有的说爬过去，还有的说问小鸟借
个翅膀飞过去等等。正是因为提问的开放，孩子们的思维不
受任何限制，可以大胆的想象。

4、孩子们在整个活动中始终是主体的地位。在活动中教师遵
循幼儿的意见和建议，听从孩子们最真实的想法，让孩子们
自主的选择表演的角色，使孩子们活动的更加自由，更加开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