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脸教案设计(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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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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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花脸教案设计篇一

1、拉线桌面教具一套，胸饰若干。

2、薄纸每人一张。

3、表演用服装、道具（实物）若干，小篮子九个。

1、幼儿每人一张薄纸，感受"喷嚏"的威力。（教室中自由活
动）

3、介绍故事名称，讲述第一段。

提问：花脸虎打了这么有威力的喷嚏，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

a、一个喷嚏把小熊打进了河里。（老师讲述）幼儿感受"憋足
了劲"

b、花脸虎的喷嚏把小猴怎么了？

c、看见树上的鸟窝，又会发生什么情况？

听讲第二段后：这时候花脸虎会怎么想？小动物们又会怎么
想？

2、听讲第三段：



a、你听到小动物在说什么？（回忆对话）

b、花脸虎心里是怎么想了？（"要对付我"）

3、尝试思考和想象，让幼儿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4、体验角色情感变化。

提问：你得过感冒吗？你得病时会希望什么？如果你是小动
物你会原谅花脸虎吗？（感受关心别人心情）幼儿自由回答
治感冒的方法，帮助幼儿积累经验。

1、幼儿四人一组，选择表演道具，（也可根据小组能力自己
准备）

2、分组编结尾，教师巡回听讲。

3、倾听完整故事。

1、你喜欢故事里的谁？为什么？

2、你愿意学学它们吗？（可表演或寻找需要帮助的事，作为
延伸结束。）

1、理解故事内容，初步学习按情节线索进行想象。

2、尝试运用恰当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3、体验故事中角色的情感变化和感受体谅、关心别人的.心
情。

重点：学习按情节线索想象。

难点：尝试用恰当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花脸教案设计篇二

1、理解内容，初步学习按情节线索进行想象。

2、尝试运用恰当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3、体验中角色的情感变化和感受体谅、关心别人的心情。重
难点：重点：学习按情节线索想象。难点：尝试用恰当的.语
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1、拉线桌面教具一套，胸饰若干。

2、薄纸每人一张。

3、表演用服装、道具（实物）若干，小篮子九个。

一、激趣设疑

1、幼儿每人一张薄纸，感受"喷嚏"的威力。（教室中自由活
动）

2、介绍名称，讲述第一段。提问：花脸虎打了这么有威力的
喷嚏，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

二、理解情节发展，尝试按线索想象。

a、一个喷嚏把小熊打进了河里。（老师讲述）幼儿感受"憋足
了劲"

b、花脸虎的喷嚏把小猴怎么了？

c、看见树上的鸟窝，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听讲第二段后：这
时候花脸虎会怎么想？小动物们又会怎么想？2、听讲第三段：



a、你听到小动物在说什么？（回忆对话）

b、花脸虎心里是怎么想了？（"要对付我"）

3、尝试思考和想象，让幼儿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4、体验角色情感变化。提问：你得过感冒吗？你得病时会希
望什么？如果你是小动物你会原谅花脸虎吗？（感受关心别
人心情）幼儿自由回答治感冒的方法，帮助幼儿积累经验。

花脸教案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习抓住关键语句理解人物心理的方法。

2.继续训练传情达意地朗读。

3.感受作者崇尚英雄、渴慕成为一位英雄的情感。

教学时间：1课时

突破口问题：每一段表现的“喜欢”有何不同？为什么？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课前已经各自查阅资料了。）什么是“花脸”？

明确：京剧表演的一个行当，净角，花脸是俗称。文中指依
据戏曲中“花脸”的模样用纸浆轧制成的面具。

只是一个京剧角色，只是一个普通玩具，却让一个少年如痴



如醉，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位少年的花脸情结。

二、理清思路

这篇文章究竟讲了哪些内容？

第一小节：爱花脸。第二小节：买花脸。第三小节：配花脸。
其余：戴花脸。

有一个词贯穿于这些过程，在课文的第一段，也可以称得上
是文章的眼睛。——“喜欢”。

三、研读课文

1.这是一张怎样的花脸？找出相关句子，读一读。

“这花脸好大，好特别！通面赤红，一双墨眉，眼角雄俊的
吊起，头上边突起一块绿包头，长巾贴脸垂下，脸下边是用
马尾做的很长的胡须。……庄重之气，咄咄逼人。”

概括一下这张花脸的特点。

色彩鲜艳；凛然不可侵犯。这样的一张花脸，男孩自然喜欢。
（可出示彩图）

再读一读这段描写，读出喜欢之情。

找出写宝刀的语句，也带有喜爱的感情读一读。

2.文中有多处表达了作者对舅舅买给他的花脸的喜欢。请找
出相关句子。（集中在3，5，7）

找出句子的同时读给大家听。

3.提出突破口问题



课文几乎每一段都表现了“喜欢”。每一段表现的“喜欢”
有何不同？为什么？

提示：找出一些关键的句子。

第一节：对一般花脸的喜欢。“俨然就变成那员虎将了……
威壮不凡的气概，神气得很。”

喜欢是因为可以炫耀抓住“俨然”一词）

第二节：对特别花脸的喜欢。“直缩脖子……管叫别人也吓
得缩脖子”（此时并不知花脸是关公的。）

（体会“不敢用手指它，只是朝它扬下巴”）——喜欢因为
敬畏惧怕，也想要别人惧怕

第三节：对关公花脸的喜欢。与我一般大的男孩们投来艳羡
的目光——快活之极（威风，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舅舅又
告诉我关羽的英雄事迹，“好像在说我的光荣史”——崇敬
自豪，想成为关羽式的英雄。（此处可表演一下“自报家
门”）

知之愈深，爱之愈深。

四、多元解读

主题之外的个性化阅读，例如“童真童趣”“对过年的渴
望”“传统民俗”等

（可出示冯骥才资料——致力于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抢救）

本文作者借一个男孩的视角描写“花脸”，也是试图用文字
保留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喜爱与留恋。

作业：



2.上网查询或采访长辈：在我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里，除文中
出现的形式外，还有哪些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活动、事物等？
（制作小报，配上插画）

花脸教案设计篇四

1、根据小老鼠看病的情节，熟悉乐曲旋律，继续感受aba的
音乐结构。

2、根据音乐变化大胆想象，用表情和动作表现小老鼠感冒的
前后过程。

3、能充分享受根据故事情节表演带来的乐趣。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打喷嚏的小老鼠》的音乐小老鼠手偶一个

一、故事导入，激发兴趣。

老师讲述《小老鼠打喷嚏》的故事后。

提问：小老鼠恢恢怎么了?感冒后是什么样子?

小老鼠感冒后是怎么做的?

小老鼠感冒好了，它的心情怎么样?

二、欣赏音乐，创编动作。

1、完整欣赏，初步感受音乐。

小结：a段表现小老鼠边走边打喷嚏，b段音乐表现小老鼠晒太



阳，c段音乐表现小老鼠高兴地回家。

2、分段欣赏，尝试创编动作。

(1)欣赏a段音乐，师生共同创编小老鼠边走边打喷嚏的动作。

集体交流：小老鼠打喷嚏会是什么样子?

提醒幼儿打喷嚏时要用手捂住鼻子，防止将病毒传染给别人。

(2)感受b段音乐，师生共同创编阳光升起和晒太阳的动作。

自由讨论：用什么动作来表示太阳光呢?太阳光会照在小老鼠
身体的什么部位呢?

(3)随c段音乐创编小老鼠开心的动作。

讨论：小老鼠病好了，它的心情怎么样?你想用什么动作表现
开心呢?

三、理解情感，完整表演。

2、幼儿听音乐完整表演2遍。

四、联系生活，拓展延伸。

思考：冬天到了，天气变冷了，我们怎样做才能不感冒呢?

小结：多晒太阳，多做运动，天天锻炼身体好。

附故事：

小老鼠恢恢感冒了，总是鼻子发痒打喷嚏。它决定去动物医
院看病，它一边走一边打喷嚏。到了医院，河马医生说：没



关系，吃点药，多晒晒太阳，很快就会好的。小老鼠病好了，
走着走着就高兴得笑了。

1、借助形象、生动的故事与手偶，结构模式

《打喷嚏的小老鼠》它是一个融音乐欣赏和音乐游戏于一体
的活动。该乐曲为aba三段式结构，a段音乐较欢快，b段音乐
较舒缓，比较适合中班幼儿欣赏、游戏。对中班上学期的幼
儿来说，让他们理解乐曲aba的曲式结构，有一定的难度，因
此，运用小老鼠打喷嚏这样一个故事情节来贯穿整个活动，
能帮助幼儿轻松地理解音乐。

2、结合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引导其跟着音乐的节奏自主创
编动作。

在活动中通过听一听、做一做、学一学，提醒幼儿结合生活
经验创编小老鼠打喷嚏、太阳升起、小老鼠晒太阳的动作等，
让生活中的动作与音乐更好地融合，幼儿表现出了浓厚的兴
趣，也发展了幼儿的想像力、表现力、创造力。

3、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体验互相合作的快乐与音乐游
戏的乐趣。

通过小朋友之间分角色互相游戏，进一步激发了幼儿参与游
戏的热情，整个活动中每个孩子都能积极参与，并能体验到
自己创编的成功感与音乐游戏的快乐。

花脸教案设计篇五

1、理解儿歌内容，知道对着别人打喷嚏是一件不卫生、不礼
貌的事情;

2、学习正确的打喷嚏的方法。



课件;餐巾纸、手帕等。

一、播放课件，引起兴趣。

师：今天，我们请来了许多动物朋友，看看他们是谁?请跟他
们打个招呼吧!

过渡：小狗、河马，还有大象说，小朋友们你们真有礼貌。

二、分段引出，理解儿歌。

(一)小狗打喷嚏。

1、小狗在干什么?它的朋友可能会是谁呢?

2、可是小狗鼻子痒痒的，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追问：小狗是怎么打喷嚏的?小鸭、小鸡怎么啦?为什么被吓
跑了?)小结：小狗打喷嚏，对着朋友“阿——嚏”，小鸡、
小鸭吓跑，因为喷嚏里有口水，很脏……。

(二)河马打喷嚏。

1、河马生活在哪里?它的朋友可能会是谁呢?

2、可是河马鼻子痒痒的，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三)大象打喷嚏。

1、大象的朋友可能会是谁呢?为什么?

2、大象的鼻子也痒痒的，它是怎么打喷嚏的?山羊、小马为
啥被吓跑?

(四)宝宝打喷嚏。



1、宝宝的鼻子也痒痒的，宝宝应该怎样打喷嚏?(引导捂鼻和
嘴、轻声)

2、宝宝为啥要捂住鼻和嘴呢?

小结：宝宝打喷嚏，捂住鼻和嘴“阿——-嚏”，声音轻轻，
大家夸。

(五)完整听赏儿歌。

刚才老师把小动物和宝宝打喷嚏的事编成了一首儿歌，儿歌
的名字叫《打喷嚏》。

小结与过渡：我们要学儿歌中的谁?是呀宝宝打喷嚏，捂住鼻
和嘴“阿——-嚏”，声音轻轻，朋友夸。朋友会夸我们什么
呢?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卫生、有礼貌的好宝宝吧!

三、操作运用，掌握方法。

请幼儿取手帕或餐巾纸，边听儿歌(最后一句)，边学做捂鼻
的动作。教师观察与纠正捂鼻姿势。

小结：刚才，我们学会了一样很有用的本领，以后碰到要打
喷嚏的时候要学着使用哦!

附儿歌：打喷嚏小狗打喷嚏，对准朋友“阿——嚏”，小鸡、
小鸭吓跑了。

河马打喷嚏，张大嘴巴“阿——嚏”，乌龟、小鱼吓跑了。

大象打喷嚏，伸长鼻子“阿——嚏”，山羊、小马吓跑了。

宝宝打喷嚏，捂住鼻和嘴“阿——嚏”，声音轻轻，大家夸。

通过活动不仅知道打喷嚏的时候鼻涕、唾沫到处乱飞，细菌



也跟着鼻涕和唾沫飞出来了，会传染给别人很不卫生，还让
幼儿学会了儿歌。幼儿也都知道了正确的打喷嚏的方法，预
设目标基本达成。当然，卫生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我们随时随地的提醒，以督促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