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熊过桥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 中班小熊
过桥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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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过桥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一

1、谈话，引起幼儿兴趣。

2、出示ppt，初步了解诗歌内容。

（1）小竹桥，摇摇摇，你们说小熊走到桥上怎么样了？他心
里有什么感觉？

（3）小熊在喊妈妈的时候谁听见了？他又是怎么说的？谁来
学一学。

（4）那小熊过桥了吗？小熊过桥后是怎么做的？鲤鱼乐的怎
么样？

3、请幼儿跟教师一起完整观看ppt画面，边学习朗诵诗歌。

4、集体念童谣，并感知童谣的韵律美。

小熊过桥是害怕的喊妈妈了，如果你是小熊你会怎么做啊？

小结：小熊在小鲤鱼的帮助下，终于勇敢的过了桥。

6、延伸——小朋友，现在你们想到怎么过桥了，现在我们再
一起去玩过桥的游戏吧。



小熊过桥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二

1、感知、理解儿歌的内容。

2、体会小熊过桥时的心情，并尝试用语言、表情或动作表现
出来。

3、有自信、勇敢、不怕困难的精神。

4、通过讨论、猜测等多种方式，理解故事内容，感受小熊的
心理变化。

5、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教学重点：学习故事中小熊敢于用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的优
点。

教学难点：体会故事中小熊走上小竹桥（面对挑战时）的心
理

1、有走独木桥的经验

2、课件

3、小熊和熊妈妈图片、小木桥等。

一、观看课件，与幼儿谈话，理解、感知儿歌的内容。

二、学习朗诵儿歌的内容，进一步体验儿歌的情感。1、教师
有表情的完整朗诵儿歌，幼儿欣赏。2、根据图片学习儿歌。a
教师根据幼儿的讲述出示相应的图片。b学习儿歌中的对话：
妈妈，妈妈快来呀！快把小熊抱过桥；好孩子，别害怕，眼
睛向着前面瞧，一步步向前走，一定能够走过桥。



三、朗诵儿歌，创编动作。

1、集体朗诵儿歌。

2、加上动作和表情。

四、分角色表演。

五、鼓励孩子们做勇敢的'好孩子。教师：你们喜欢小熊吗？
为什么？

六、唱一唱歌曲《小熊过桥》因为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好听
的儿歌，有人把它编出了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
唱一唱，表演表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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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活动的设计比较完整，教师对整个教学过程掌握得也
非常熟练。显得不足的地方就是在帮助幼儿理解诗歌的内容
时对于幼儿的回答可以让孩子们充分的用动作和表情表演出
来。为了怕后面的学习时间不够，教师对此方面的内容有所
忽略，如果在这部分能够放手大胆的让孩子们发挥的话，效
果还会更加明显。

小熊过桥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三

1、培养幼儿听这个故事的兴趣，引导幼儿说说故事的内容，
大胆学说对话，发展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

2、激发幼儿表演这个故事的兴趣。

3、让幼儿知道争吵、打闹的不良后果，懂得同伴之间要相互
谦让。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木偶(小白羊、小黑羊)、背景(爷爷家，外婆家)、指偶(小白
羊、小黑羊的指偶分别是幼儿人数的一半)、课前理解“独木
桥”。

1、组织幼儿坐成“凹”字形，激发幼儿听的欲望。

首先营造一种气氛：出示背景“……”(出示木偶白
羊)“……”(出示木偶黑羊)“这是谁呀?”“噢，是小白羊
和小黑羊呀。今天，小白羊和小黑羊要走过一条独木桥，小



白羊和小黑羊是怎么过桥的呢?他们过桥了没有呢?请听老师
讲个故事《小羊过桥》。”

2、老师边操作木偶，边讲述故事一遍。

提问：(1)故事的名称叫什么?

(2)小白羊和小黑羊分别住在什么地方?

(3)小白羊说了什么?小黑羊说了什么?(提问前老师再次操纵
木偶，边讲述边表演过桥一段，并在幼儿回答时作辅助表演。
)

(4)分组讨论：两只小羊过桥了没有?“小羊”掉到河里去了，
怎么办?

(5)引导幼儿对两只“羊”说句话。

3、听一遍故事录音，老师表演指偶。

4、延伸活动：幼儿分散边表演指偶，边学讲对话。

本次课件直观的声音、色彩、人物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
力，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激发了幼儿的兴趣，能积极地参与活
动，孩子们愿意说、大胆说、连贯说，说出了整个故事的`主
要情节内容及角色的对话。活动组织的各个环节较紧凑、连
贯，整合了健康领域、社会领域，幼儿得到综合性的学习。
但是在活动过程中发现有个别幼儿语言的连贯性不够，还需
进一步加强。

小熊过桥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四

1、感知、理解儿歌的内容。



2、体会小熊过桥时的心情，并尝试用语言、表情或动作表现
出来。

3、有自信、勇敢、不怕困难的'精神。

4、通过讨论、猜测等多种方式，理解故事内容，感受小熊的
心理变化。

5、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教学重点：学习故事中小熊敢于用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的优
点。

教学难点：体会故事中小熊走上小竹桥（面对挑战时）的心
理

1、有走独木桥的经验。

2、课件。

3、小熊和熊妈妈图片、小木桥等。

一、观看课件，与幼儿谈话，理解、感知儿歌的内容。

二、学习朗诵儿歌的内容，进一步体验儿歌的情感。

1、教师有表情的完整朗诵儿歌，幼儿欣赏。

2、根据图片学习儿歌。

a教师根据幼儿的讲述出示相应的图片。b学习儿歌中的对话：
妈妈，妈妈快来呀！快把小熊抱过桥；好孩子，别害怕，眼
睛向着前面瞧，一步步向前走，一定能够走过桥。

三、朗诵儿歌，创编动作。



1、集体朗诵儿歌。

2、加上动作和表情。

四、分角色表演。

五、鼓励孩子们做勇敢的好孩子。教师：你们喜欢小熊吗？
为什么？

六、唱一唱歌曲《小熊过桥》因为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好听
的儿歌，有人把它编出了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
唱一唱，表演表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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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活动的设计比较完整，教师对整个教学过程掌握得也
非常熟练。显得不足的地方就是在帮助幼儿理解诗歌的内容
时对于幼儿的回答可以让孩子们充分的用动作和表情表演出
来。为了怕后面的学习时间不够，教师对此方面的内容有所
忽略，如果在这部分能够放手大胆的让孩子们发挥的话，效
果还会更加明显。

小熊过桥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五

《蜗牛搬家》这个故事相信对于幼儿园的老师来说并不陌生，
带了两届学生，这个活动我也上了两次了。

我觉得这个活动，在环节的设计上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问
题的设计也是比较恰当的。第一环节我出示蜗牛来吸引幼儿
的注意力，引出故事题目《蜗牛搬家》，因为幼儿以无意注
意为主，因此，在活动中幼儿的注意力很快的吸引过来了。
然后分段理解故事内容。我把第二环节作为重点，学说故事
中的对话，不仅丰富了“细皮嫩肉、天潮地滑”两个比较有
难度的新词，滑促进幼儿理解故事内容。我是以提问后，幼
儿个别回答，再到分组角色集体学说对话，一遍又一遍的进
行练习，主要运用了讲述法和练习法，在集体教学中注重个
别差异。第三环节是一个经验迁移的环节，通过讨论，让幼
儿明白蜗牛没搬成家是因为害怕困难，从而教育幼儿要做勇
敢的、不怕困难的好孩子，坚持天天上幼儿园，从而突破本
次活动的难点。第四环节，进行完整地倾听故事，学说故事
中的对话。起到了复习巩固的作用，尊重幼儿的个别差异，
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练习，所以这里我采用的是集体学说对
话的形式。我觉得本次活动的不足之处是教学材料的设计上，
指偶过多了，每人一个，不仅没有起到吸引幼儿的作用，还
分散了幼儿的注意力，幼儿们都在玩指偶了，心思都在玩上
了，没有幼儿跟着老师学说对话，所以，指偶每个角色一个
就够了，请个别幼儿上来拿指偶，教师可以引导所以的幼儿



一起学说对话，所以，指偶每个角色一个就够了，请个别幼
儿上来拿指偶，教师可以引导所以的幼儿一起学说对话，不
仅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还起到了激励的作用，谁认真学说
对话就有机会上来手拿指偶。所以教具的设计数量要正确是
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这个活动孩子们都很喜欢，这样的形式也符合幼儿的
年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