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快乐的小屋大班教案逐字稿(精选6
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
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快乐的小屋大班教案逐字稿篇一

1.理解诗歌内容，了解小屋快乐的内涵。

2.欣赏并感知诗歌的意境美，初步学习仿编诗歌。

3.运用已有生活经验，根据画面大胆想象、推测并表达自己
对故事情节的理解。

4.能安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并积极思考，体验文学活动的
乐趣。

理解诗歌内容，初步学习仿编诗歌。

课件、空白小房子两间、若干装饰材料。

一、开始部分

教师出示鹅卵石吸引幼儿注意，并引出主题。

二、基本部分

(一)欣赏诗歌，感受了解快乐小屋的内涵。



欣赏完后提问：诗歌当中是谁给小屋带来了快乐?

幼儿回答，教师再带领幼儿二次欣赏。

师总结：小屋得到好朋友的帮助变成了快乐的小屋，小动物
们也因为利用自己的特殊本领帮助了小屋而感到快乐，咦，
小朋友你们看，今天小屋和他的好朋友们来到了我的教
室。(出示课件，师朗诵诗歌)

(二)利用课件再次欣赏诗歌，感受诗歌的意境美。

欣赏完后教师总结：听完这首诗歌，小朋友的心情是怎样的
啊?对，今天小屋因为得到好朋友的帮助变得很快乐，而小动
物也因为自己的特殊本领帮助了小屋也觉得很快乐，那我们
小朋友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别人有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时
候，我们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别人得到我们
的帮助会很快乐，我们也会觉得快乐。在这么快乐的时刻，
我们小朋友就跟着老师一边大声朗诵着诗歌一边表演好看的
动作吧!(放音乐、幼儿围圆圈跳舞)

(三)引导幼儿仿编诗歌。

师：小朋友，你快乐吗?那赶快回到座位上去，老师还有一个
好消息要告诉你呢!其实还有许多朋友，今天也想让小屋变得
更快乐，你们想他们会是谁?他们是怎样让小屋更快乐的?(幼
儿回答，四个幼儿一组进行仿编诗歌并带领全体幼儿表演、
两组)

(四)引导幼儿装扮小屋，感受快乐，锻炼幼儿动手操作能力。

师：哇，我们小朋友都变成了小诗人了，可是，你们看那边
有两间小屋想让自己变得更漂亮，今天老师给你们准备了许
多让小屋变漂亮的物品，我们小朋友赶快动手来帮助他
吧!(幼儿动手操作，过程中教师提问幼儿引导仿编诗歌中的



句子)

师：现在小屋变的这么漂亮，小朋友你们用自己灵巧的双手
帮助了小屋，你的心情是怎样的?现在就把我们快乐的心情和
其他小朋友们一起分享吧!

本课在教学设计时,尽量寻找一个结合点,走向工具性与人文
性的统一。首先是改变了过去单一开掘人文价值的做法,在教
学中尽量辅以对字、词、句、段的训练与品读,同时在训练中
蕴涵对学生情感的教育,让学生学会热爱,学会珍惜,学会感恩。

本文写作方法上始终以儿童视角、儿童语言、儿童心理叙述
故事。同时,他赋予小屋以人的情感,把一个简单的搬迁,写得
充满了浓郁的感伤和牵挂。

但是在引导学生体悟作者对小屋的情感时,处理得比较简单,
不够细腻,应该逐步分析每一个我对小屋的情感变化,从孩子
的视角,体味“怀念”这种情感。

此外,在本课教学导入时,用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引导学生自由
表达,较为成功。但在后面的教学中没有延续这种做法,教学
效果就不够圆满。应该围绕“我”对小屋的情感变化,继续引
导学生进行口语交际训练,就会使对课文的理解,以及训练达
到双赢的效果,更加圆满地走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快乐的小屋大班教案逐字稿篇二

1、欣赏诗歌，感受诗歌的意境美和语言美。

2、能够用表演、绘画等形式表达自己欣赏诗歌的快乐感受。

3、能够联系生活，理解什么是快乐。

教学准备



1、舒缓的音乐磁带，《快乐的小屋》诗歌磁带。

2、森林的背景图，小朋友、萤火虫、小蚂蚁的头饰各一个，
彩笔、白纸。

教学过程

一、随音乐“郊游”

（活动室四周布置柳条，桃花、地上洒满鹅卵石等）

1、教师：孩子们，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一起去郊游吧。

（屏幕上出现大森林图片）

孩子们你们看我们到大森林了，大森林真美啊，我们就在这
休息会吧。

2、（师幼共同坐在垫子上）

教师：小朋友你们看大森林美吗？你们喜欢大森林吗？大森
林里会有什么？

（铺小路、搭建小屋、放到鱼缸里、鹅卵石艺术等。）

二、放课件：快乐的小屋。

1、教师：用鹅卵石搭建的小屋虽然漂亮，可我觉得还不够完
美，

看，屋子里黑黑的，窗子上光光的，周围也没有花草，如果
是你，你会怎样装饰这间小屋？

这间小屋也吸引了一些小动物们，它们也想来



装饰这间小花屋，咱们来看看都有谁好吗？

2、出示图片：蜘蛛，

小蜘蛛会怎么装饰小花屋，它有什么本领？

3、逐一出示小麻雀、纺织娘，蛐蛐、小蚂蚁图片。

这些小动物都用自己的本领帮助了小花屋，大家都感到很快
乐，很高兴。

我们把这些小动物做的事编成一首诗歌好不好？

三、播放背景音乐，师朗诵诗歌。

提问：

（1）这首诗歌美不美？你们想学吗？（教师教授诗歌）

（2）师幼一起有感情朗诵诗歌。

（3）给诗歌起名字。

大家都觉得很快乐，小花屋也觉得很快乐。那在生活中你觉
得什么什么是最快乐的？

你做什么事情时会觉得很快乐？（幼儿自由回答）

（5）教师小结：刚才小朋友说了那么多快乐的事情，对，帮
助别人，为别人付出了，

别人再感到快乐的同时，自己也会很快乐，所以我们要做一
个快乐的人。

我相信用我们的双手装扮的小屋，小朋友们会更快乐。



四、出示准备好的立体小屋，让幼儿自由选择材料进行装扮。
（背景音乐）

2.师幼围着小屋跳舞，感受快乐。

五、结束

教师：让我们把这间快乐的小屋带回去让所有的小朋友都来
感受我们的快乐吧！

快乐的小屋大班教案逐字稿篇三

1.理解诗歌内容，了解小屋快乐的内涵。

2.欣赏并感知诗歌的意境美，初步学习仿编诗歌。

理解诗歌内容，初步学习仿编诗歌。

课件、空白小房子两间、若干装饰材料。

一、开始部分

教师出示鹅卵石吸引幼儿注意，并引出主题。

二、基本部分

（一）欣赏诗歌，感受了解快乐小屋的内涵。

欣赏完后提问：诗歌当中是谁给小屋带来了快乐？

幼儿回答，教师再带领幼儿二次欣赏。

师总结：小屋得到好朋友的帮助变成了快乐的小屋，小动物
们也因为利用自己的特殊本领帮助了小屋而感到快乐，咦，
小朋友你们看，今天小屋和他的好朋友们来到了我的教室。



（出示课件，师朗诵诗歌）

（二）利用课件再次欣赏诗歌，感受诗歌的意境美。

欣赏完后教师总结：听完这首诗歌，小朋友的心情是怎样的
啊？对，今天小屋因为得到好朋友的帮助变得很快乐，而小
动物也因为自己的特殊本领帮助了小屋也觉得很快乐，那我
们小朋友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别人有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
时候，我们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别人得到我
们的帮助会很快乐，我们也会觉得快乐。在这么快乐的`时刻，
我们小朋友就跟着老师一边大声朗诵着诗歌一边表演好看的
动作吧！（放音乐、幼儿围圆圈跳舞）

（三）引导幼儿仿编诗歌。

师：小朋友，你快乐吗？那赶快回到座位上去，老师还有一
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呢！其实还有许多朋友，今天也想让小屋
变得更快乐，你们想他们会是谁？他们是怎样让小屋更快乐
的？（幼儿回答，四个幼儿一组进行仿编诗歌并带领全体幼
儿表演、两组）

（四）引导幼儿装扮小屋，感受快乐，锻炼幼儿动手操作能
力。

师：哇，我们小朋友都变成了小诗人了，可是，你们看那边
有两间小屋想让自己变得更漂亮，今天老师给你们准备了许
多让小屋变漂亮的物品，我们小朋友赶快动手来帮助他吧！
（幼儿动手操作，过程中教师提问幼儿引导仿编诗歌中的句
子）

师：现在小屋变的这么漂亮，小朋友你们用自己灵巧的双手
帮助了小屋，你的心情是怎样的？现在就把我们快乐的心情
和其他小朋友们一起分享吧！



快乐的小屋大班教案逐字稿篇四

这个班级幼儿对量词掌握不是很全面，所以通过这次教学活
动，帮助幼儿掌握常用的量词。

1、引导幼儿了解蛋糕的制作过程。

2、通过观察图画，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判断力。

3、学习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祝福话，能够促进幼儿的交往能
力。

4、帮助幼儿掌握常用的量词。

大书(部分内容和全部文字遮挡);小魔法盒一个、大魔法箱一
个;成品蛋糕一盒、小蛋糕4盒;糖果若干;课前讲“阿里巴巴
的故事”(了解咒语)，布置“想想祝福话”。

1、兴趣阶段：我首先以变魔术的方式，用空盒子变出糖果盒，
提起幼儿兴趣，为下面的“魔法”做铺垫。

2、出示大书读本，看封面，猜书名，猜故事内容。这个环节
引导孩子们从两个字“小屋”，让孩子们联想一下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小屋呢?孩子们说什么的都有，有糖果屋、有高楼样
的小屋、有巧克力屋子等等。

3、逐页看图：这一部分，我重点引导孩子们自己发现图中的
物品，并用量词说出来，同时我有几个讨论点：白色的食品
是什么?面粉是怎么来的?黄色的甜甜的是什么?用这些东西来
做什么?在第二页，白面的引导上有些费劲，但最终还是由朱
博宇说出那是白面，而对于面粉是怎么来的，孩子们不知道，
我想这方面还是接触的少。在一瓶水这个环节，孩子们对那
个瓶子有争议，有的认为那是水缸。在一大勺蜂蜜这一页，
孩子们说那勺子还不算大，这可让我没想到。其余各页还是



很顺利。

活动延伸(2)趁热打铁“施魔法”——变出一块大蛋糕。说起
这个环节，至今也忍不住想笑。因为做那个箱子要有阁层，
放的蛋糕大就容易露馅，于是买了一个小蛋糕。孩子们很高
亢、兴奋的等着变大蛋糕时，我用三次变出的这个蛋糕在孩
子们的惊呼中出现了——哈哈哈哈，一阵笑声，有孩子们的
也有在坐的老师和领导，不过从孩子们的眼睛看的出来，王
老师还是很神奇的，不管变出来的是大蛋糕还是小蛋糕，都
是变出来了。为了不让孩子们走进误区，我马上请孩子们看
看我是怎么把蛋糕变出来的，重新不盖帘演示了一遍，这样
孩子们和在场的人都恍然大悟。我又把开始变的糖果盒重新
演示了一遍，这样更让在座的老师唏嘘不已。

活动延伸(3)接下来我神奇的说出在座中的几个当天过生日的
老师名字，(这一环节我在老师们进来时就已埋下伏笔，我请
老师们填写生日，有的老师当时还很不情愿呢)让孩子们为她
们说祝福话，唱生日歌，送蛋糕给老师和小朋友。送给老师
蛋糕时，孩子们在我的启发下说出：“祝您生日快乐，越长
越漂亮!”时，老师们都笑了。孩子们也从中感受到与人交往
的快乐。

活动延伸(4)让孩子们看了半天总该让孩子尝尝了，于是最后
的环节就是让孩子们自己品尝蛋糕。

教学结束!

这节课一共用时45分钟，孩子们在这段时间里专注，回答问
题积极、踊跃，没有因为那么多人的存在受影响，不仅引导
幼儿了解了蛋糕的制作过程。还通过观察图画，培养了幼儿
的观察力、想象力、判断力，帮助幼儿掌握常用的量词。经
过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祝福话这一环节，我相信将来孩子们
再一次遇到谁过生日，一定知道怎样来说祝福话让对方更高
兴，促进了幼儿的交往能力。



开始的导入活动环节当初设想的好，可是需要的魔法盒从哪
来?为了这个魔法盒，我回到家费劲心思、绞劲脑汁，终于在
一本魔术书中找到方法，于是，我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六
个盒子，因为有做坏的，最后做好了这节课中用的魔法盒。
没想到，孩子们极其高兴，一下子把他们的兴趣调动起来，
他们并没有因为有好几十人在屋中而分散注意力，这正是我
要的效果。

在教学环节中如果还要说出一点遗憾的话，那就是在第二页的
“白面”的引导上，我还是欠缺考虑的，如果考虑周详的话
不会让孩子们猜出什么粽子和其他的物品;另外，蛋糕的戏剧
性效果也不是我的本意，也许以后会研究出更为实用的魔法
箱来上这节课。

总之，在分享阅读教学中，不仅孩子们得到了知识，分享了
快乐;我也在教学实践中每次都能吸取经验，看到自己的不足，
让自己在教学中进步，在实践中成长!我会在今后的分享阅读
教学中继续探讨教学新模式 !为自己加油!!

快乐的小屋大班教案逐字稿篇五

活动目标：

1、能基本理解诗歌所展现地想象意境，感受诗歌中小朋友热
爱生活、感受大自然的情感。

2、尝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活动重点：理解诗的'内容。

活动难点：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配乐诗歌朗诵磁带、教学挂图、幼儿用书《快乐
的小屋》。



活动过程：

1、激发导入：

（1）教师出示背景图配上音乐，师生共同交流对森林美好的
感觉：“大森林美吗？你们喜欢大森林吗？”

（2）教师提问，幼儿想象交流。

“小朋友用鹅卵石搭了一间小屋，你们说会是什么样的
呢？”

2、欣赏理解：

（1）、幼儿边听录音边看图片，欣赏诗歌。

（2）、教师提问，引导幼儿回忆诗歌内容，教师用诗歌语言
概括、表述：

“这间快乐的小屋是什么样的呢？”

“这间小屋快乐吗？你认为快乐在哪儿呢？”

“为什么用萤火虫做灯，用蜘蛛网做窗帘？”

（1）、再次欣赏，幼儿可闭上眼睛边听边想像快乐的小屋。

（2）、尝试和着音乐朗诵诗歌。

3、想像表达：

（1）、教师出示快乐小屋的整体图像，幼儿欣赏感受。

（2）、启发想像，大胆交流：“快乐的小屋里都会发生哪些
快乐的事情？”



（3）、教师、幼儿共同小结想像中快乐的事。

快乐的小屋大班教案逐字稿篇六

这个班级幼儿对量词掌握不是很全面，所以通过这次教学活
动，帮助幼儿掌握常用的量词。

1、引导幼儿了解蛋糕的制作过程。

2、通过观察图画，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判断力。

3、学习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祝福话，能够促进幼儿的交往能
力。

4、帮助幼儿掌握常用的量词。

大书(部分内容和全部文字遮挡);小魔法盒一个、大魔法箱一
个;成品蛋糕一盒、小蛋糕4盒;糖果若干;课前讲“阿里巴巴
的故事”(了解咒语)，布置“想想祝福话”。

1、兴趣阶段：我首先以变魔术的方式，用空盒子变出糖果盒，
提起幼儿兴趣，为下面的“魔法”做铺垫。

2、出示大书读本，看封面，猜书名，猜故事内容。这个环节
引导孩子们从两个字“小屋”，让孩子们联想一下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小屋呢?孩子们说什么的都有，有糖果屋、有高楼样
的小屋、有巧克力屋子等等。

3、逐页看图：这一部分，我重点引导孩子们自己发现图中的
物品，并用量词说出来，同时我有几个讨论点：白色的食品
是什么?面粉是怎么来的?黄色的甜甜的是什么?用这些东西来
做什么?在第二页，白面的引导上有些费劲，但最终还是由朱
博宇说出那是白面，而对于面粉是怎么来的，孩子们不知道，
我想这方面还是接触的少。在一瓶水这个环节，孩子们对那



个瓶子有争议，有的认为那是水缸。在一大勺蜂蜜这一页，
孩子们说那勺子还不算大，这可让我没想到。其余各页还是
很顺利。

活动延伸(2)趁热打铁“施魔法”——变出一块大蛋糕。说起
这个环节，至今也忍不住想笑。因为做那个箱子要有阁层，
放的蛋糕大就容易露馅，于是买了一个小蛋糕。孩子们很高
亢、兴奋的等着变大蛋糕时，我用三次变出的`这个蛋糕在孩
子们的惊呼中出现了——哈哈哈哈，一阵笑声，有孩子们的
也有在坐的老师和领导，不过从孩子们的眼睛看的出来，王
老师还是很神奇的，不管变出来的是大蛋糕还是小蛋糕，都
是变出来了。为了不让孩子们走进误区，我马上请孩子们看
看我是怎么把蛋糕变出来的，重新不盖帘演示了一遍，这样
孩子们和在场的人都恍然大悟。我又把开始变的糖果盒重新
演示了一遍，这样更让在座的老师唏嘘不已。

活动延伸(3)接下来我神奇的说出在座中的几个当天过生日的
老师名字，(这一环节我在老师们进来时就已埋下伏笔，我请
老师们填写生日，有的老师当时还很不情愿呢)让孩子们为她
们说祝福话，唱生日歌，送蛋糕给老师和小朋友。送给老师
蛋糕时，孩子们在我的启发下说出：“祝您生日快乐，越长
越漂亮!”时，老师们都笑了。孩子们也从中感　受到与人交
往的快乐。

活动延伸(4)让孩子们看了半天总该让孩子尝尝了，于是最后
的环节就是让孩子们自己品尝蛋糕。

教学结束!

这节课一共用时45分钟，孩子们在这段时间里专注，回答问
题积极、踊跃，没有因为那么多人的存在受影响，不仅引导
幼儿了解了蛋糕的制作过程。还通过观察图画，培养了幼儿
的观察力、想象力、判断力，帮助幼儿掌握常用的量词。经
过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祝福话这一环节，我相信将来孩子们



再一次遇到谁过生日，一定知道怎样来说祝福话让对方更高
兴，促进了幼儿的交往能力。

开始的导入活动环节当初设想的好，可是需要的魔法盒从哪
来?为了这个魔法盒，我回到家费劲心思、绞劲脑汁，终于在
一本魔术书中找到方法，于是，我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六
个盒子，因为有做坏的，最后做好了这节课中用的魔法盒。
没想到，孩子们极其高兴，一下子把他们的兴趣调动起来，
他们并没有因为有好几十人在屋中而分散注意力，这正是我
要的效果。

在教学环节中如果还要说出一点遗憾的话，那就是在第二页的
“白面”的引导上，我还是欠缺考虑的，如果考虑周详的话
不会让孩子们猜出什么粽子和其他的物品;另外，蛋糕的戏剧
性效果也不是我的本意，也许以后会研究出更为实用的魔法
箱来上这节课。

总之，在分享阅读教学中，不仅孩子们得到了知识，分享了
快乐;我也在教学实践中每次都能吸取经验，看到自己的不足，
让自己在教学中进步，在实践中成长!我会在今后的分享阅读
教学中继续探讨教学新模式!为自己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