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蜗牛背房子教案大班反思(优秀5
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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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小蜗牛背房子教案大班反思篇一

：通过亲自喂养与观察，了解蜗牛的外貌特征，发现蜗牛的
食性及排泄特点，养成认识事物的科学态度。

蜗牛、养殖箱、观察盒、放大镜、各种食物、记录纸等。

于是，我安慰了孩子几句，紧接着提出了一个让他们惊奇的
问题：“这只蜗牛的壳还能长出来吗？”孩子们睁大了眼睛
望着我，开始思考、猜想。有人说“不能”，有人说“不知
道”，但没有人说“能”。于是，我说：“那咱们一起通过
观察来找出答案，好不好？”孩子们一致同意。

孩子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记在了心里，第二天就有人拿着上网
下载的资料告诉大家：“蜗牛的壳还会再长出来”。于是孩
子们高兴地叫起来。为了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验证这个科
学现象，并使这个观察验证的过程更有探究价值，我进一步
问道：“长出来的壳和以前的壳会一样吗？”有的人说一样，
有的人说不一样。我又问：“怎么证明蜗牛长了新壳呢？怎
么把新长出来的壳与原来的壳区分开呢？”有的孩子
说：“在蜗牛的旧壳上贴张纸。”另一名孩子马上反
驳：“不行，给蜗牛喷水时纸会掉的。”有的孩子提
出：“用彩笔在掉壳的地方画个记号。”通过讨论，孩子们
认为这个方法最好，即便于发现新壳的生长，又便于区分旧
壳与新壳，真是一举两得。



观察开始了，一天、两天、三天……直到第二十八天，蜗牛
终于长了新壳。孩子们惊奇地发现，新长出的壳有点发白，
就像煮ji蛋的壳与清之间的那层白膜。渐渐地，它又变成了一
层一层的，像花卷一样，颜色浅浅的，不像以前的壳那么深。

三个月过去了，新壳终于盖住了伤口。孩子们在为小蜗牛高
兴的同时，也通过记录深深体会到，再生的过程竟是如此漫
长。

探究蜗牛食性的活动已进行一周了。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猜想，
不断从家里带来各种各样的食物喂蜗牛。在亲自喂养蜗牛的
过程中，他们的结论是，蜗牛吃水果、蔬菜、粮食，不吃树
叶。在讨论结论的'过程中，有的孩子提出：“蜗牛爱吃甜食。
”对于这个结论孩子们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为了把孩子们对
蜗牛食性的探究引向深入，我抓住时机问道：“蜗牛真的更
喜爱吃甜食吗？怎么证明呢？”有的孩子说：“苹果是甜的，
给它带点儿苹果试试。”但马上有孩子反驳：“只给它吃甜
的食物不行，把甜的和不甜的食物同时给蜗牛吃，看它先吃
哪个，这样试才公平。”两个人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要
证明蜗牛是不是更爱吃甜食，应该同时提供甜的和不甜的食
物，而且两种食物要与蜗牛的距离相同。

随后，孩子们分成5个小组，为蜗牛选择了不同味道的食物进
行实验。结果4个组的蜗牛都先吃了甜食，只有1个组的结果
与大家不同，原因是他们将白菜摆在了离蜗牛近的地方，所
以，蜗牛先吃了白菜。孩子们认为他们的实验条件不公平，
结果不应算数。根据4个小组的实验结果，孩子们最后形成了
较一致的认识：蜗牛更爱吃甜食。

有一天，耿蕾发现蜗牛拉出了红色的粪便。于是，她立刻把
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可是，有的孩子说那是血，有的孩子
说那真的是屎。

我问：“为什么说是屎而不是血呢？”



一个孩子说：“它是一圈一圈的，像大便一样。血不会是一
圈一圈的。”通过仔细观察，多数孩子判断蜗牛拉的是粪便，
可是，对蜗牛为什么会拉红色的屎感到不解。

于是，我启发道：“大家想想，屎是怎么来的？”

孩子们说：“吃了东西拉出来的。”

我又问：“你们还记得蜗牛昨天吃什么了吗？”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草莓。”这时有个孩子恍然大悟地说：
“噢，我知道了。草莓是红的，蜗牛吃了草莓，拉的屎是红
的。”有的孩子不信，有的孩子说应该试一试。我支持了孩
子们试一试的想法，并为他们提供了几个小托盘。孩子们自
愿结合成4组，每组选择了不同颜色的食物进行实验。

第1组选择白色的纸。（纸的原材料是芦苇杆，在探究蜗牛吃
什么时，幼儿已有蜗牛吃白纸的经验。）第2组选择黄色的橘
子。第3组选择绿色的菜叶。第4组选择红色的西红柿。

通过两天的喂养观察，孩子们惊讶地发现：蜗牛真的是吃了
什么颜色的食物，就拉什么颜色的粪便。后来，孩子们通过
查书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蜗牛的肠胃很简单，不能完
全将食物消化。所以吃的食物和粪便的颜色相同。

小蜗牛背房子教案大班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蜗牛身体的外形特征。

2、学说象声词“轰隆隆”、“哗啦啦”。

3、萌发关爱动植物的美好情感。



【活动准备】

1、在饲养角养殖小蜗牛，带领宝宝观察。

2、雷声、雨声录音磁带，《蜗牛的房子》故事磁带，录音机。

3、《蜗牛的房子》课件。

【活动过程】

一、出示小蜗牛课件，了解蜗牛的外形及生活特点。

1、教师一边说一边操作课件。

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只可爱的小动物，宝宝们，看，
它是谁？（小蜗牛）

2、教师以蜗牛的口气自我介绍，引导幼儿了解认识蜗牛的外
形特征。

教师小结：小蜗牛的身体软软的，还背着一个硬硬的贝壳，
为了保护自己的`，遇到敌人，藏进去。小蜗牛头上还长着两
只小犄角，是为了看方向，小蜗牛喜欢吃植物的茎和叶。

二、播放录音，引导宝宝听听、说说。

1、教师分别播放打雷、下雨的录音，引导宝宝倾听，并学说
象声词“轰隆隆”、“哗啦啦”。

师：春天来了，小蜗牛从窝里慢慢爬出来，来到草地上，快
乐的唱呀、跳呀。忽然，从天那边飞来好多好多乌黑的云彩，
不一会铺满了天空。呀！听一听，发生了什么事情。

2、引导宝宝学学打雷和下雨的声音。



三、播放课件，引导宝宝听听、看看、讲讲。

1、教师逐一播放课件，边讲边问，引导宝宝看看、讲讲故事
内容。

“天空中飞来好多黑黑的云彩，轰隆隆、哗啦啦！发生什么
事？”

“地上有些什么小动物？小蚂蚁正在做什么？”

“树上的小鸟在跟谁说话呀？说了些什么话呀？”

“小蜗牛的身体怎么不见了？藏到哪里去了呢？”

2、教师完整讲述故事一遍。

四、带宝宝玩“小蜗牛避雨”游戏。

请宝宝手膝着地模仿蜗牛自由爬行，听到教师说“轰隆隆”、
“哗啦啦”时，宝宝紧缩身体，停止不动。“天晴了，太阳
出来了，小蜗牛们快再出来玩吧”。游戏再次进行。

【活动延伸】

1、把故事挂图、故事磁带、幼儿用书投放在阅读区，带宝宝
经常听听故事录音，说说故事里的对话。

2、在宝宝自由活动时间带说唱儿歌《小蜗牛》，感受儿歌表
达的情趣。

小蜗牛背房子教案大班反思篇三

一、活动目标：

1、理解儿歌内容，学会儿歌《晒太阳》。



2、乐意与同伴分享自己的经验，大胆表达。

二、活动准备：

儿歌《晒太阳》、ppt

三、活动过程：

1、故事导入1)一天早晨，狗妈妈醒来，看见太阳高高挂在天
上。它说“哇!今天天气真好，宝宝们快起来!我们一起出去
晒太阳!”(出示ppt)2)小狗们一听可高兴了，纷纷从屋子里
跑出来，趴在草地上晒太阳。

(出示ppt)2、经验回忆1)你们晒过太阳么?阳光照在身上有什
么感觉?有阳光的地方是怎么样的?(请幼儿回答，引导幼儿比
较光线的亮与暗、温度的高与低等)3、学习儿歌1)你们看看
这只小狗晒太阳晒得舒服么?他做了什么舒服的动作啊?(出
示ppt，请幼儿回答)教师小结：它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伸了个
大大的懒腰，趴在地上晒太阳。

小狗伸伸懒腰晒太阳(请幼儿一起跟读，并用动作表演)2)看!
又有谁来了?小猫来了!它也趴在小狗身边一起晒太阳。

你觉得小猫做了什么很舒服的动作啊?(请幼儿回答)小猫理理
胡子晒太阳(请幼儿一起跟读，并用动作表演)反复这两句儿
歌，并加上动作表演。

3)还有谁也喜欢晒太阳?我们的小朋友们喜不喜欢晒太阳啊?
你们是怎么晒太阳的?(请幼儿回答)教师小结：小朋友们蹦蹦
跳跳晒太阳!4)除了小朋友、小动物会晒太阳，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也要让它晒太阳?妈妈洗好的衣服，要不要放到外面去晒
一晒啊?你们小被子要不要晒晒太阳啊?想一想，衣服、被子
晒了太阳后有没有什么味道啊?(请幼儿回答)晒太阳，晒太阳，
晒得衣服喷喷香。



小鼻子，闻一闻，嗯!真香!真香!(请幼儿跟读，并用动作表
演)5)重复完整的儿歌，并和幼儿一起用动作表演。

四、活动延伸知

小蜗牛背房子教案大班反思篇四

1.培养幼儿手眼协调能力

2.练习屈膝四肢着地协调往前爬。

3.喜欢户外体育运动。

小沙包、桌子、音乐《蜗牛与黄鹂鸟》

一、开始部分

音乐热身引入活动

——小朋友们听，音乐响了，和我一起动起来吧！

——歌曲中你听到了什么事情？

二，基本部分

1.学一学

小朋友们都看见过蜗牛是怎么爬的，谁来学一学?

2.游戏，蜗牛运沙包

——小蜗牛今天要帮小松鼠蚂蚁运沙包，你们要不要一起啊？

幼儿扮演蜗牛，屈膝四肢着地，背上驮着沙包，慢慢地在草
地上爬行。



3.障碍爬

教师将几张桌子连接起来，当做通道，搭独木桥，拱门，在
障碍爬中锻炼幼儿手眼协调能力。

三、结束部分

放松运动

小蜗牛背房子教案大班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蜗牛身体的外形特征。

2、学说象声词“轰隆隆”、“哗啦啦”。

3、萌发关爱动植物的美好情感。

【活动准备】

1、在饲养角养殖小蜗牛，带领宝宝观察。

2、雷声、雨声录音磁带，《蜗牛的房子》故事磁带，录音机。

3、《蜗牛的房子》课件。

【活动过程】

一、出示小蜗牛课件，了解蜗牛的外形及生活特点。

1、教师一边说一边操作课件。

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只可爱的小动物，宝宝们，看，
它是谁？（小蜗牛）



2、教师以蜗牛的口气自我介绍，引导幼儿了解认识蜗牛的外
形特征。

教师小结：小蜗牛的身体软软的，还背着一个硬硬的贝壳，
为了保护自己的，遇到敌人，藏进去。小蜗牛头上还长着两
只小犄角，是为了看方向，小蜗牛喜欢吃植物的茎和叶。

二、播放录音，引导宝宝听听、说说。

1、教师分别播放打雷、下雨的录音，引导宝宝倾听，并学说
象声词“轰隆隆”、“哗啦啦”。

师：春天来了，小蜗牛从窝里慢慢爬出来，来到草地上，快
乐的`唱呀、跳呀。忽然，从天那边飞来好多好多乌黑的云彩，
不一会铺满了天空。呀！听一听，发生了什么事情。

2、引导宝宝学学打雷和下雨的声音。

三、播放课件，引导宝宝听听、看看、讲讲。

1、教师逐一播放课件，边讲边问，引导宝宝看看、讲讲故事
内容。

“天空中飞来好多黑黑的云彩，轰隆隆、哗啦啦！发生什么
事？”

“地上有些什么小动物？小蚂蚁正在做什么？”

“树上的小鸟在跟谁说话呀？说了些什么话呀？”

“小蜗牛的身体怎么不见了？藏到哪里去了呢？”

2、教师完整讲述故事一遍。

四、带宝宝玩“小蜗牛避雨”游戏。



请宝宝手膝着地模仿蜗牛自由爬行，听到教师说“轰隆隆”、
“哗啦啦”时，宝宝紧缩身体，停止不动。“天晴了，太阳
出来了，小蜗牛们快再出来玩吧”。游戏再次进行。

【活动延伸】

1、把故事挂图、故事磁带、幼儿用书投放在阅读区，带宝宝
经常听听故事录音，说说故事里的对话。

2、在宝宝自由活动时间带说唱儿歌《小蜗牛》，感受儿歌表
达的情趣。

【教后反思】

托班年龄的孩子，思维形象具体，语言理解能力差。为此，
我先通过引导宝宝饲养、观察小蜗牛，使其初步了解小蜗牛
的外形特征；再用通俗的语言边引导宝宝看图，边讲故事，
这样使宝宝加深对蜗牛的认识和对故事语言的理解，为故事
中的问题做了铺垫；最后引导宝宝通过游戏活动来进一步理
解、学说“轰隆隆”、“哗啦啦”等词语。这不仅丰富了宝
宝的词汇，体验到游戏带来的快乐，而且加深了对故事情节
的印象，一举二得。

本节活动设计合理，层次清晰，环节紧凑，达到了预定的教
育目标，宝宝积极性高，效果不错。

不足之处：教师语言欠精炼，问题的设计缺乏技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