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语言风婆婆儿歌教案(优质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班语言风婆婆儿歌教案篇一

教案目标：

1、能有节奏地朗诵儿歌，发准”生“、”装“等字音。

2、运用听说游戏的方法感知、理解儿歌内容。

3、感受丰收的喜悦。

教案准备：

1、金黄色的大披风一件；筐子一个。

2、苹果、梨子、香蕉、石榴、葡萄等水果。

3、苹果、梨子、香蕉、石榴、葡萄等水果的头饰。

教案过程：

一、了解儿歌中的角色，引起幼儿兴趣。

教师身穿大披风，披风下藏着苹果、梨子、香蕉、石榴、葡
萄等水果，扮成要生宝宝的秋妈，提问：我是秋妈妈，我的
肚子里有什么？幼儿猜测。

二、教师边表演边朗诵儿歌，初步欣赏、感受儿歌内容。



念到”秋妈妈肚皮大“时，双手做表示大的动作，轻轻拍拍
自己的肚子。

念到”生下许多果娃娃“时，做表示许多的形体动作。

念到”苹果、梨子和香蕉“时，从披风下拿出苹果、梨子、
香蕉放在筐子里。

念到”还有石榴和葡萄“时，从披风下拿出石榴、葡萄放在
筐子里。

念到”哎呀呀，哎呀呀装呀装不下“时，将从披风下拿出的
水果放在筐子旁边，表示水果满的放不下。

三、教师提问，帮助幼儿理解儿歌并练习发准字音。

秋妈妈肚皮大，她要干什么？（纠正发音：生）秋妈妈生下
了哪些果娃娃？这么多果娃娃能装得下吗？（纠正发音：装）
四、教师幼儿边玩游戏边学习朗诵儿歌。

教师分配角色，扮演”苹果、梨子、香蕉、石榴、葡萄“的
幼儿带头饰藏在老师的披风下面；扮演”筐子“的幼儿围坐
成一个圆圈。

教师带幼儿边朗诵儿歌边做游戏。

四、幼儿交换角色表演。

小班语言风婆婆儿歌教案篇二

1、在理解儿歌内容的基础上，初步学念儿歌。

2、通过学念儿歌，感受下雪后的变化。



教学课件《下雪天的房子》准备。

一、引题。

小动物们搬新家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教师引导幼儿观察房子，提问：小动物们的房子是怎么样的？

（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进入主题，为下面理解儿歌做铺垫。）

二、操作教具，理解儿歌内容。

（一）红房子是小兔的家

教师指点红房子，请个别幼儿猜猜：红房子是谁的家？

那我们一起去敲敲门吧！“咚咚咚，有人在家吗？”“唉！
来了”提问：是谁呀？红房子是谁的家呀？引导幼儿学说短
句：红房子是小兔的家。

（二）绿房子是小鸟的家

教师指点绿房子，请幼儿猜猜：绿房子是谁的家？

那我们一起去敲敲门吧！“咚咚咚，有人在家吗？”“唧唧
喳喳”提问：是谁呀？引导幼儿学说短句：绿房子是小鸟的
家。

（三）黄房子是小猫的家

教师指点黄房子，请个别幼儿敲门：“咚咚咚，有人在家
吗？”“喵喵喵”引导幼儿齐说短句：黄房子是小猫的.家。

（四）蓝房子是小狗的家



教师指点蓝房子，齐做敲门状。“咚咚咚，有人在家
吗？“汪汪汪”引导幼儿齐说短句：蓝房子是小狗的家。

（给每位幼儿提供胆表现自己的机会，使幼儿都能投入到活
动中来。利用直观教具，助幼儿，理解儿歌内容，学说短句）

（六）操作图片，引出儿歌后半部分

有一天，天空下起雪来，“下雪了，下雪了，红房子，绿房
子，黄房子，蓝房子，一座，一座，全都变成白房子”操作
教具，将房子覆盖上白色的房顶，提问：这些房子都怎么样
了？（全都变成白房子）

（以小故事形式引出儿歌后半部分，让幼儿在看看，说说的
过程中理解儿歌，感受下雪后的变化。）

三、学念儿歌。

1、教师完整朗诵儿歌一遍。

2、引导幼儿跟着教师完整学念儿歌二、三遍。

3、结合肢体动作边念儿歌边表演。

4、分男、女幼儿表演儿歌。

（结合肢体动作边念儿歌边表演，增加学习的兴趣。）

小班语言风婆婆儿歌教案篇三

1、了解不同的鞋子，学习按特征进行分类。

2、分类摆放鞋子的过程中体验小熊开鞋店的快乐。

各类鞋子图片、鞋柜图片、记录表。



一、小熊的鞋店

1、师：小熊要开一个鞋店，进了许许多多的鞋子，它忙也忙
不过来，所以想请你们忙，当店里的理货员。

2、说说小熊鞋店的鞋

提问：你们看看小熊店里都有些什么鞋呀？这些鞋有什么不
一样？

小结：原来小熊店里面的`鞋有的颜色不一样、有的小不一样、
有的款式不一样。

二、小熊整理鞋柜

1、说说整理鞋子的方法。

提问：你是理货员，你想怎么整理鞋子，让客人方便找到自
己想要的鞋呢？

要求：今天小熊你们每人准备了一个鞋柜，上面有两层，想
想你可以怎样把鞋子整理你的鞋柜上，而且要将所有的鞋都
摆上鞋柜，让客人很方便的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鞋。

2、幼儿整理鞋子。

3、分享交流

提问：你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些鞋整理到鞋柜上的？

小结：小熊说呀，你们的本领可真呀，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可
以整理鞋子，而且小客人一看就很方便的找到它们想要的鞋
子，谢谢你们！

三、小熊鞋店开张啦



“小熊鞋店在你们的忙下终于开张啦，许多小动物都要来买
鞋，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小班语言风婆婆儿歌教案篇四

设计意图：

吃过餐点，我带着孩子们在幼儿园散步。突然间有孩子指着
地上自己的影子叫起来：“我变成小兔了。”大家好奇地围
过去问道：“你怎么变的`呀？”有的认为是太阳公公帮他变
的；有的则认为是他自己变的；有的甚至疑惑他会不会真的
变成小兔了。看到孩子们对影子这么感兴趣，我想：何不抓
住孩子们生成的话题，顺应他们的活动，将疑团抛给他们，
引导他们一起来探索影子的奥秘。

活动目标：

1、会边念儿歌边做手指动作。

2、能大声的朗诵儿歌，感受手指游戏的乐趣。

3、让幼儿知道什么是手影。

活动准备：

1、图片，手影dv。

2、《手指儿歌》的磁带。

活动过程：

一、谜语导入。

“一样东西人人有，一只左来一只右，吃饭穿衣全靠它，它



是我的好朋友。”

师：小朋友们来猜猜，这是什么呀？

幼：手。

二、引导幼儿数一数自己的小手有几个手指头？左手有几个？
右手有几个？一共有几个？

三、引导幼儿说说手可以做什么。

幼儿讨论。

目的是让幼儿说出手可以变魔术。

四、让幼儿知道手指头会变魔术，引起幼儿学儿歌的兴
趣——观看手影dv，让幼儿感知手指头变魔术的乐趣。

五、教师朗诵儿歌，一边朗诵，一边出示图片。

提问：

1个手指头呀，1个手指头呀，变呀变呀，变成了什么？

2个手指头呀，2个手指头呀，变呀变呀，变成了什么？

3个手指头呀，3个手指头呀，变呀变呀，变成了什么？

4个手指头呀，4个手指头呀，变呀变呀，变成了什么？

5个手指头呀，5个手指头呀，变呀变呀，变成了什么？

引导幼儿用儿歌的内容回答，并用动作表示。

六、幼儿学念儿歌：鼓励幼儿大声的朗诵，并能较正确地做



手指动作。

提问：

小动物是怎么变出来的？几个手指头变的？

引导幼儿在朗诵最后一句时，做大老虎吓人的动作，体验儿
歌的乐趣。

七、让幼儿在屏幕上表演手指魔术，体验手指在屏幕上留下
各种影子的乐趣。

延伸：鼓励幼儿讨论手还可以变什么。

附：儿歌

1个手指头呀，1个手指头呀，变呀变呀，变成毛毛虫呀。

2个手指头呀，2个手指头呀，变呀变呀，变成小白兔呀。

3个手指头呀，3个手指头呀，变呀变呀，变成小花猫呀。

4个手指头呀，4个手指头呀，变呀变呀，变成花蝴蝶呀。

5个手指头呀，5个手指头呀，变呀变呀，变成大老虎呀。

小班语言风婆婆儿歌教案篇五

1、在理解儿歌内容的基础上，初步学念儿歌。

2、通过学念儿歌，感受下雪后的变化。

一、引题。

小动物们搬新家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教师引导幼儿观察房子，提问：小动物们的房子是怎么样的？

（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进入主题，为下面理解儿歌做铺垫。）

二、操作教具，理解儿歌内容。

（一）红房子是小兔的家

教师指点红房子，请个别幼儿猜猜：红房子是谁的家？

那我们一起去敲敲门吧！“咚咚咚，有人在家吗？”“唉！
来了”提问：是谁呀？红房子是谁的家呀？引导幼儿学说短
句：红房子是小兔的家。

（二）绿房子是小鸟的家

教师指点绿房子，请幼儿猜猜：绿房子是谁的家？

那我们一起去敲敲门吧！“咚咚咚，有人在家吗？”“唧唧
喳喳”提问：是谁呀？引导幼儿学说短句：绿房子是小鸟的
家。

（三）黄房子是小猫的家

教师指点黄房子，请个别幼儿敲门：“咚咚咚，有人在家
吗？”“喵喵喵”引导幼儿齐说短句：黄房子是小猫的家。

（四）蓝房子是小狗的家

教师指点蓝房子，齐做敲门状。“咚咚咚，有人在家
吗？“汪汪汪”引导幼儿齐说短句：蓝房子是小狗的.家。

（五）教师小结：红房子是小兔的家，绿房子是小鸟的家，
黄房子是小猫的家，蓝房子是小狗的家。



（给每位幼儿提供大胆表现自己的机会，使幼儿都能投入到
活动中来。利用直观教具，帮助幼儿，理解儿歌内容，学说
短句。）

（六）操作图片，引出儿歌后半部分

有一天，天空下起雪来，“下雪了，下雪了，红房子，绿房
子，黄房子，蓝房子，一座，一座，全都变成白房子”操作
教具，将房子覆盖上白色的房顶，提问：这些房子都怎么样
了？（全都变成白房子）

（以小故事形式引出儿歌后半部分，让幼儿在看看，说说的
过程中理解儿歌，感受下雪后的变化。）

三、学念儿歌。

1、教师完整朗诵儿歌一遍。

2、引导幼儿跟着教师完整学念儿歌二、三遍。

3、结合肢体动作边念儿歌边表演。

小班语言风婆婆儿歌教案篇六

1.理解儿歌内容，学会正确使用一些量词。

2.初步学会有节奏地朗诵儿歌。

3.乐于参与活动，感受活动带来的乐趣。

4.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5.理解故事内容，大胆讲述简单的事情。

背景图一副，各种图片若干。



一、创设情境，导入儿歌。

1、师：“在一座大森林里，小兔子开了一家铺子。”

(出示兔子：“小朋友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兔子，今
天，我的铺子开张了，欢迎大家光临!”)

2.师：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铺子”吗?

(商店、超市.....)

3.师：(出示背景图)“看，这就是小兔子开的铺子”小兔子
开了一个什么?

(铺子)

二、初步感知儿歌内容。

1、学习第一句。师“小兔子，开铺子

2、小兔子的铺子里有许许多多的商品，猜猜看，它的铺子里
会有些什么呢?

3、小朋友刚说了很多东西，那小兔子的铺子里到底有什么
呢?

(出示各种商品，幼儿回答)

4、再仔细看看，每样商品各有多少呢?

5、啊呀，小兔子商店里的东西好像放得有点乱，我们来帮它
整理一下吧。

6、小兔子铺子里的东西还真不少，我们一起把这些东西完整
说一说。



(边看图，边练习儿歌前半部分)

7、这时候，有位小客人来了，瞧，是谁呀?

(出示猴子，我们还可以说成一群猴子)

8、猜一猜猴子来做什么?

(买东西)

9、它们会买些什么呢?

三、游戏环节

幼儿游戏，学说量词

1、刚才小猴子到小兔子的`铺子里买了些什么?

(幼儿说，师贴出相应的图片)

四、学习儿歌

1、老师把刚才你们买东西的事情编成了一首有趣的儿歌，我
们一起来听听吧!

2、问：儿歌的题目叫什么?铺子里有些什么东西?

3、我们有节奏地把这首儿歌读一读。

五、延伸活动

区域活动:去小兔子的商铺买东西。

在教学过程中，我不时的会给幼儿以适当的鼓励和肯定，让
幼儿不断的增加信心。在活动的最后我还当时就把小猴子买



的东西全撤掉，让幼儿来给小兔子的铺子添货，并让幼儿画
添货的物品，由于时间的关系来不及在课堂上画回去在班上
画，和班上的老师也交流过，把幼儿自己画的物品添上以后
在念一下儿歌。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我觉得自己也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例
如：在目标的制定上，初步感知儿歌的特点，在活动中体现
的不够，应该作一个小结。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发现在进行教学活动时,作为老师要根据孩
子的发展水平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和方法。这样才能让
幼儿在活动中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