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脚的初步认识教案(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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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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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的初步认识教案篇一

教材分析：本课包括三个部分

1、第一部分是un的字母形，导入教学un的一轮太阳，以及
一句巩固读音的顺口溜太阳公公多温暖ununun。

2、第二部分是一首巩固读音的配图儿歌，配图既是练习学生
说话，又是帮助学生记忆儿歌。

3、第三部分是un的笔顺图，并有一行书写规范的un，为的是
让学生掌握un的写法。

教学目的：1、让学生能够正确认读和在四线格中规范的书
写un。

2、使学生掌握巩固读音的儿歌。

教学重、难点：1、学生掌握un的认读和正确书写是本课的重
点；

2、掌握un的发音要领是本课的教学难点。

教具准备：1、自制课件2、自制卡片u、自制卡片n，自制卡
片un。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师：谁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指名说，师点评）。春天里
有什么景象呢？谁来说说？（指名说，引导孩子说出春天的
天气很温暖）

师：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个和春天有关的复韵母。

（二）讲授新课

1、教学认读

出示课件（小熊穿着一件有着字母u的衣服，出来晒太阳，在
它的前面有个门洞n，小熊说：今天的天气真好啊，我要出来
晒太阳，前面有个门洞，我就站在门洞旁。）课件出示小熊
走到门洞n旁。小熊高兴的'说：太阳公公多温暖。

课件出示课题认识un

师：（教棍指着课题）谁知道它怎么读的（指名试读）。这
些同学可真聪明，不过大家只要认真跟老师读几遍，你一定
会读的更好。读的时候要注意老师的口形，看谁观察的最仔
细，读的最准确，我们就请谁来当小老师。（师带读三至五
遍）

师：老师发现xx同学读的很认真，我们就请他来当小老师，
带我们一起读，等一下和其他的小老师比一比，看看谁带读
的最好。（指名带读，五人左右）

师：好，现在我们开火车比一比，看看哪组掌握的最好。
（火车赛读，师点评）



师：现在我们男生和女生比比看，（男生齐读，女生齐读。
师点评）

2、教学儿歌

师：大家一定都读累了吧，现在老师就带着大家走进美丽的
春天去休息一下。（课件出示书上的图片）这里漂亮吗？我
们先找个小导游带我们认识一下，这里有哪些东西吧。（指
名说图，引导孩子说完整的话）

师总结图意。

师：老师这里有一首儿歌，是写美丽的春天的，你们想学会
它吗？

师：好，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读。（师带读三遍）

脚的初步认识教案篇二

我们中班幼儿通过将近一年多的接触、交往，孩子们之间由
陌生逐渐相熟起来，有很多孩子在班里都有了好朋友，大家
在一起做游戏，学本领，其乐融融。随着年龄的增长，中班
后半学期幼儿的社会交往欲望更加强烈，而认识门牌号码无
疑给孩子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工具，使孩子在交往中更方便，
更自信。因此，我设计了这次教学活动，以丰富孩子在门牌
号码方面的经验，促进幼儿在交往方面的发展。

活动目标：

活动重点：理解门牌号码的实际意义

活动难点：根据动物图片后的门牌号码给小动物找到家

活动准备:



1、幼儿分别对横的、纵的两方面的序数已有了解。

2、有少数幼儿在区域游戏中玩过此类游戏，有一定的经验积
累。

材料准备：

1、教师示范用不同的房子（有五间房子的平房一座，高五层、
每层只有一个房间的高楼一座，高三层、每层有两间房子的
高楼一座）；小猴、小羊、小鸡、小猪、小兔的图片各一张。

2、幼儿操作用楼房每人一份（根据不同层次的幼儿提供不同
层次的材料:分别为每层有两个房间的二层、三层、四层、五
层、六层的楼房及每层有三个房间的三层、四层的楼房若干，
能力不同则提供给不同的材料。这样，在横的`、总的两方面
都拉开了距离，满足了不同幼儿的发展，使不同幼儿在体验
成功快乐的基础上经验都得到一定的提升）；身上写有门牌
号码的小动物若干。

3、皱纸做的用于庆祝的彩带；录有《喜洋洋》音乐的磁带。

活动过程:

很多小动物们都围在小猴身边，他们在说什么呀？

（1）、小动物们说干就干，不多久就盖出了一座新房子（出
示有五间房子的平房）。请幼儿帮某个小动物搬进第一座房
子。小兔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此处要巩固的经验是：从左
往右数房间，依次是：第一间，第二间------以巩固幼儿在
横的方面的序数经验）

（2）、小兔觉得新房子虽然很宽敞，可并不能看到远处的风
景，于是小动物们商量了一，又盖起了第二座房子，看，第
二座房子盖起来了，好高呀！（出示高五层，每层只有一个



房间的高楼）：请幼儿帮某个小动物们搬进第二座房子。小
猪为什么住这里？——原来数高楼是从下往上数，第一层，
第二层------（此处要巩固的经验是：从下往上来数楼层，
依次是：第一层，第二层-----以巩固幼儿在纵的方面序数的
经验）

3、幼儿讨论

（1）、你们猜小动物们盖的第三座房子会是怎样的？（引导
幼儿说出每层有两个或三个房间）

（2）、哇！果然和你们说的一样，小动物们这次盖的楼房每
层都有两个房间。（出示高三层，每层有两个房间的楼房）
小猴子看到这样的楼房真想立刻住进去，谁来帮小猴搬新房？
（请能力一般和能力较强的幼儿分别上来帮忙）

——教师小结：原来门牌号码的第一个数字表示第几层，第
三个数字表示第几间。

（3）、说出一个门牌号码请幼儿来找出房间：

例：教师说出302，请能力一般的幼儿来找出相应的房间

他找得对不对，为什么？

6、交流小结，收拾学具。

7、活动延伸：

竞赛活动中，可让幼儿先说一说有多少小朋友参加活动，再
说说谁第一，进一步区分门牌号码。

教学资源:

数高楼



路边有个大高楼，白云在它身边游。

抬头数一数，扳扳手指头。

一二三四五，最高五层楼。

半截藏在云里头。

脚的初步认识教案篇三

设计意图：

孩子们对于自己在植树节活动中种下的豆豆特别感兴趣，时
不时地会去看一下豆豆长什么样了。有一次，他们发现自己
种的豆豆长芽芽了。孩子们很仔细地观察着发芽的豆豆，还
把没有发芽和发芽的豆豆作了比较。由此，孩子们对豆豆发
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于是，根据小班幼儿的特点，我搜
寻了莫扎特的一段音乐，以表现豆豆发芽的形象，让孩子们
在玩中体验植物生长的不易，产生要爱护身边植物的情感，
同时感受音乐的魅力。

目标：

1.感受音乐旋律，初步尝试跟着音乐用肢体表现豆豆发芽的
过程。

2.愿意爱护周围的植物。

准备：

《豆豆发芽》的音乐，豆豆发芽过程的视频，幼儿已学习儿歌
《钻泥巴》。

过程：



一、萌发兴趣

(析：从幼儿的生活经验出发，为他们即将要接受的新知识与
已有的知识建立联系。)

1.观察发芽的豆豆。

师：看，我们种的豆豆发生了什么变化?

师：你知道豆豆的种子是怎么长成小芽芽的吗?

2.观看豆豆发芽过程的视频。

师：豆豆要钻破泥土和太阳公公做游戏。它用力地、慢慢地
往上钻。可是，泥土太紧了。看!豆豆都累得流汗了。不过豆
豆没有放弃，它用尽全身力气终于钻破泥土，长出两片小芽
芽了!

师：豆豆是怎么长大的呀?(幼儿描述豆豆发芽的过程。)

二、熟悉音乐

(析：在呈现具象的豆豆发芽的视频后，再播放抽象的豆豆发
芽的音乐，让幼儿感受音乐旋律。)

师(播放音乐)：你听到了什么?这段音乐听起来和豆豆发芽有
关系吗?

三、动作表现

(析：引导幼儿用肢体表现对音乐旋律的感受。)

1.自由尝试。

师：请你跟着音乐来学学豆豆发芽的样子。



教师重点指导幼儿模仿豆豆小小、圆圆的样子。例如，教师
提问：“豆豆还没发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幼儿蹲
下来了，教师马上引导其他幼儿观察并探索：“你们能不能
变得比他更小、更圆，像颗小豆豆?”

2.在教师引导下结合经验再次尝试。

(1)豆豆用力钻泥土。

教师重点指导幼儿模仿豆豆用力钻泥土时的动作、表情。例
如，教师提问：“豆豆是怎么钻出泥土的?是轻轻的，还是要
很用力?豆豆要怎么用力才能钻出泥土呢?你们来试一试。你
用力的时候会有什么表情啊?”

(2)豆豆慢慢钻泥土。

教师重点指导幼儿控制自己的动作，到音乐结束时再长出芽
芽。例如，教师提问：“豆豆的芽是慢慢长出来的，还是一
下子就长出来的?豆豆的芽是慢慢地、慢慢地从泥土里钻出来
的。你们也来试试跟着音乐慢慢地钻出来。”

3.完整表现。

(1)教师用儿歌《钻泥巴》引导幼儿跟着音乐用肢体表现豆豆
发芽的过程。

(2)教师重点指导幼儿表现芽芽长出来时的各种造型。例如，
当幼儿的手没有伸出来时，教师可说：“这棵小芽大概太阳
光还照得不够，再来晒晒太阳，快快长大吧!”或者可
说：“我来为小芽浇点水，小芽快长大吧!长得高高的，长得
大大的。”

四、游戏：豆豆发芽



(析：通过游戏让幼儿对种子发芽与音乐有一个完整、直观的
回忆，并在游戏中体验到种子发芽的不易，萌发要保护芽芽、
保护植物的想法。)

1.随教师创设的情景做音乐游戏。

师：春天来到了，我把豆豆都种到了泥土里。让我来给你们
浇浇水，豆豆快长大吧。“小豆豆，种地下，发了芽，钻泥
巴。钻一下，动一下。钻啊钻啊，钻得快，钻出两片小芽芽。
”

2.总结。

师：一颗种子在阳光和雨水的帮助下，用尽力气钻出泥土，
才会长成一株小芽芽。不同的小芽芽会长成不同的花、草和
树，不同的花、草和树木就能组成地球上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我们可要好好爱护这么美丽的风景，爱护身边的绿草、鲜花
和树木。

脚的初步认识教案篇四

（大班数学活动）

目标：1、认识1~10的序数，学习确定物体在序列中的位
置。<?xml:namespaceprefix=ons=“urn:schemas-
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2、掌握序数词，会用第几准确地表示物体在序列中的位置。

认真听清楚各项活动的规则，用过的物品能归还原处。

材料准备



1、幼儿人手一本《幼儿园课程指导.数学》。

2、小黑板一块，粉笔若干。

投影仪

活动过程

1、发放《幼儿园课程指导.数学》，幼儿人手一本。

2、集体活动

（1）按数拍手。

“我们来听数拍手，我报几你们就拍几下。”

（2）。

老师在投影仪上出示书画面。“有几张小椅子，椅子上有几
个小朋友？第几张椅子是空着的？我们按顺序说说空着的小
椅子的位置。”教师手指第三张空椅子。“这是第几张空椅
子？谁会用一个数字来表示这张小椅子的位置？”“你在这
里写上‘3’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平时还可以用‘3’
来表示什么？”“现在你知道数字有几个用处了吗？”（表
示物体的位置，表示物体的数量。）

“能在每张空椅子上都写上一个数字来表示它们的位置
吗？”老师盖着第三第六第九张空椅子。“谁能说说，哪几
张椅子不见了？你又是怎么发现的呢？谁帮助你一看就知道
第几张椅子不见了？”

3、分组活动。

数数第几张椅子是空的。



“说说范样上每张椅子的位置，看看第几张椅子没人来，是
空的，请你把能表示空椅子位置的数字写在书上，边做边讲，
第几张椅子是空的，做完后说说哪几张椅子是空的。”

教师巡回指导。

脚的初步认识教案篇五

（1）教师出示砖块和木块，提问：哪块重？哪块轻？怎样才
能知道？（用手掂）请两三名幼儿上来掂量比较，告诉大家
轻重，选出重的交给教师，幼儿教案《认识轻重》。教师再
出示木块和泡沫块，提问：哪块重？哪块轻？请两三名幼儿
上来掂量比较，告诉大家轻重，选出轻的交给教师。

（2）教师请幼儿找找活动室内有哪些物品比较重，有哪些物
品比较轻，也可以回顾在生活中碰到过哪些不同轻重的物品。

（1）教师出示三包不同重量的物品，请幼儿猜一猜：这三包
物品，哪包最重？哪包比较重？哪包最轻？请两三名幼儿上
来掂量比较，告诉大家比较的结果。教师出示天平，讲解如
何用天平看轻重，然后用天平称一下上述三种物品，验证轻
重给幼儿看。请幼儿想一想，说一说，三包物品同时比较时，
怎样来说清楚每一包物品的轻重，幼儿讨论过后，教师小结：
三包不同重量的物品同时比较时，可以说最轻的，比较重的，
最重的。然后请一名幼儿上来，再做比较，将三包物品从轻
到重排队，其他幼儿做评判。

（2）幼儿两人一组，用手掂或用天平称的方法比较手里的小
石头、纽扣和木块的轻重，先找出不同轻重的物品，再按轻
重排队，教师巡回指导。

（3）教师出示比较重和最轻的包，在天平上称给幼儿看，提
问：哪包重？哪包轻？幼儿确定以后，教师把最轻的包拿走，



出示最重的包与比较重的包在天平上相比较，提问：哪包重？
哪包轻？幼儿确定以后，教师再把最重的包拿走，出示比较
重和最轻的包相比较，引导幼儿发现，在两包比较中较重的
包，和另一包包比较时可能是轻的（或重的），在两包比较
中较轻的包，和另一包比较时可能是重的（或轻的）。所以
说物品的轻重，要看和谁比。

教师指导幼儿做幼儿用书第24页上的练习。

认识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