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果酱小房子教案(汇总8篇)
编写教案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教学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同时灵活运用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这里，我们为您提
供一些可供参考的高中教案，供教师们学习和借鉴。

果酱小房子教案篇一

1、在故事情境中体会到做错事要勇敢地面对解决。

2、选择与物体相似的颜色进行涂色，并尝试有目的.地选配
颜色。

3、初步懂得自己长大了，遇事能够试着面对。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1、动物图片、小熊、小兔、小羊、小猴；房子范例三张（一
张是全部涂好色的果酱小房子，一张是已涂好墙的蜂蜜房子，
一张是没涂色空白房子）

2、幼儿操作材料若干、蜡笔、剪刀、固体胶等。

在理解故事基础上，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尝试续编
故事结尾。

能大胆想象，连贯、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续编故事结尾。

1、在森林里有一幢房子（出示果酱房子），这可不是一幢普
通的房子，是一幢果酱房子。

提问：

1）什么是果酱？什么水果能做成果酱？红颜色的果酱是什么



果酱？它涂在房子的哪里？

2）这一幢涂满红色墙的果酱是什么果酱房子？

2、漂亮的果酱房子把一只熊哥哥都吸引了过来（出示图片小
熊），熊哥哥看到果酱房子又好看又好吃，就忍不住把主人
辛辛苦苦涂上的果酱全都舔干净了。（出示一幢白房子）

3、熊哥哥吃了别人房子上的果酱，果酱房子变成了白房子，
他可着急了，这可怎么办呀？你们有没好办法？（幼儿讨论）

观察已涂好墙的蜂蜜房子——熊哥哥是怎么做的？（出示蜂
蜜房子）

4、蜂蜜房子真香呀，来，我们闭上眼睛闻一闻。

1）可是熊哥哥发现蜂蜜房子的哪些地方还没有涂上颜色，现
在该涂什么颜色好看呢？

2）我们从蜡笔里和土黄色比一比、找一找。（继续引导幼儿
寻找多种配色方法）

5、香香的蜂蜜房子又引了许多小动物，我们来看看又来了哪
些小动物？

（出示小兔、小羊、小猴图片）

（引导幼儿了解动物的喜爱的食物，并出示与食物相似颜色
的蜡笔进行感受）

你想当哪个小动物呢？快把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涂在墙上，
让房子变得更加漂亮。

1、鼓励幼儿选择小动物最喜欢吃的食物颜色为房子涂色。



2、比较蜡笔不同的颜色，有意识地选配对比颜色涂屋顶和门
窗。

3、耐心地涂抹颜色并注意把颜色涂得均匀。

4、把涂好的小房子剪下，贴在所创设的背景图中。

1、相同的房子放在一起，通过比较体会同样的墙，可以选配
不同的颜色。

2、找不同的动物连起来，组成一个故事。

附：故事《果酱房子》

熊哥哥拿着一罐蜂蜜路过树林的时候，看到一座小房子，小
房子散发出一阵阵好闻的香味。

“这房子里一定装着好多果酱。”他边想边停下来，用力吸
着鼻子，“多谗人啊，让我进小房子好好闻一闻。”熊哥哥
走进小房子，发现门开着，房子里空空的：既没有果酱桶，
也没有罐子。果酱在哪里呢？他刚想把头伸进小房子，忽然
发现一只手掌粘在墙上了。

好不容易把手掌从墙上挣脱下来，只觉得粘糊糊的，用舌头
一舔，咦，甜甜的，原来墙上涂着的都是香甜的果酱。熊哥
哥忍不住不停地舔，把墙上的果酱舔个干净。舔完了果酱，
他心里觉得不安起来：“我把人家辛辛苦苦涂上的果酱吃了，
这下怎么办呢？”

第二天，熊弟弟来了。熊弟弟对熊哥哥说：“哥哥，树林里
有座涂着果酱的房子！”

熊哥哥笑了：“我知道，不过现在这座房子是黄色的了。”

请小朋友创编四种不同颜色的果酱小房子，说说不同颜色的



果酱会是什么味道，能把什么动物给吸引来小屋。

《果酱小房子》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中所述之事是
幼儿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熊哥哥、房子，这两种事物都是幼
儿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叙述过程中情节的发展符合幼儿的智
力发展，符合中班幼儿语言获得的水准。 活动调动了幼儿的
积极思维。调动了幼儿学习的积极性。今后还会通过不断的
努力，更好的为幼儿奉献更为精彩的活动。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运用和发展都离不开
一定的情境。幼儿时期是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而让幼
儿“有话可说”就是语言教学活动的关键。语言能力是在运
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
使他们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
环境。于是设计了此次活动《果酱小房子》。让幼儿喜欢听
故事，乐意讲故事的语句，并懂得一些简单的道理。

果酱小房子教案篇二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

2、大胆想象，尝试讲述故事的不同发展。

3、初步懂得自己长大了，遇到事情能够试着面对。

4、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1、自制背景图片

2、彩色卡片若干

3、各色油画棒、没有颜色的小房子人手一张。

重点：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



难点：能用连贯、完整、清晰的语言大胆表达故事的不同发
展

小百科：用水果、糖及酸度调节剂混合凝胶物质，制作果酱
是长时间保存水果的一种方法。主要用来涂抹于面包或吐司
上食用。不论草莓、蓝莓、葡萄、玫瑰等小型果实，或李、
橙、苹果、桃等大型果实切小后，同样可制成果酱，不过调
制同一时间通常只使用一种果实。无糖果酱、平价果酱或特
别果酱（如：榴莲、菠萝），便会使用胶体。果酱常使用的
胶体包括：果胶、豆胶及三仙胶。

果酱小房子教案篇三

1、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喜欢并尝试续编故事结尾。

2、初步懂得自己长大了，遇到事情能够试着面对。

背景图片、无色的画有小房子的图片若干，字卡。

1、引发听故事的兴趣。

2、听听猜猜故事情节。

（1）理解故事，出示图片背景，边讲述边插问。

a、小房子散发出一阵阵好闻的香味，猜猜看房子里可能是什
么呢？

b、熊哥哥的手上粘糊糊的是什么东西？

c、什么叫不安？熊哥哥为什么不安？它会怎么办？为什么？

d、熊哥哥自己很喜欢吃蜂蜜，为什么还要把蜂蜜涂在墙上呢？



（2）故事结束后提问：熊哥哥发现的房子与我们平时看到的
一样吗？

3、完整倾听。

教师完整讲述故事。

4、迁移续编故事。

（1）还有谁会来呢？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它看到黄色的房子
会做什么？

（2）出示卡片引导幼儿给小房子涂上有香味的东西，如橘子
用橙色表示等。

（3）请先涂好的幼儿和好朋友讲讲自己编的故事。

（4）幼儿续编。

5、小结：

（1）看来这个小房子还有许多故事会发生，我们想一想以后
再接着说好吗？

（2）给故事起名字。

果酱小房子教案篇四

1、在故事情境中体会到做错事要勇敢地面对解决。

2、选择与物体相似的颜色进行涂色，并尝试有目的地选配颜
色。

3、初步懂得自己长大了，遇事能够试着面对。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1、动物图片、小熊、小兔、小羊、小猴；房子范例三张（一
张是全部涂好色的果酱小房子，一张是已涂好墙的蜂蜜房子，
一张是没涂色空白房子）

2、幼儿操作材料若干、蜡笔、剪刀、固体胶等。

在理解故事基础上，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尝试续编
故事结尾。

能大胆想象，连贯、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续编故事结尾。

一、欣赏与讨论

1、在森林里有一幢房子（出示果酱房子），这可不是一幢普
通的房子，是一幢果酱房子。

提问：

1）什么是果酱？什么水果能做成果酱？红颜色的果酱是什么
果酱？它涂在房子的哪里？

2）这一幢涂满红色墙的果酱是什么果酱房子？

3）这幢果酱房子为什么这么漂亮？它有什么颜色的屋顶、门
和窗，它们和红色的果酱比一比，哪个深（淡），颜色是否
看得清。

2、漂亮的果酱房子把一只熊哥哥都吸引了过来（出示图片小
熊），熊哥哥看到果酱房子又好看又好吃，就忍不住把主人
辛辛苦苦涂上的果酱全都舔干净了。（出示一幢白房子）

3、熊哥哥吃了别人房子上的果酱，果酱房子变成了白房子，
他可着急了，这可怎么办呀？你们有没好办法？（幼儿讨论）



观察已涂好墙的蜂蜜房子——熊哥哥是怎么做的？（出示蜂
蜜房子）

4、蜂蜜房子真香呀，来，我们闭上眼睛闻一闻。

1）可是熊哥哥发现蜂蜜房子的哪些地方还没有涂上颜色，现
在该涂什么颜色好看呢？

2）我们从蜡笔里和土黄色比一比、找一找。（继续引导幼儿
寻找多种配色方法）

5、香香的`蜂蜜房子又引了许多小动物，我们来看看又来了
哪些小动物？

（出示小兔、小羊、小猴图片）

（引导幼儿了解动物的喜爱的食物，并出示与食物相似颜色
的蜡笔进行感受）

二、操作表现

你想当哪个小动物呢？快把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涂在墙上，
让房子变得更加漂亮。

1、鼓励幼儿选择小动物最喜欢吃的食物颜色为房子涂色。

2、比较蜡笔不同的颜色，有意识地选配对比颜色涂屋顶和门
窗。

3、耐心地涂抹颜色并注意把颜色涂得均匀。

4、把涂好的小房子剪下，贴在所创设的背景图中。

三、欣赏体验



1、相同的房子放在一起，通过比较体会同样的墙，可以选配
不同的颜色。

2、找不同的动物连起来，组成一个故事。

《果酱小房子》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中所述之事是
幼儿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熊哥哥、房子，这两种事物都是幼
儿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叙述过程中情节的发展符合幼儿的智
力发展，符合中班幼儿语言获得的水准。活动调动了幼儿的
积极思维。调动了幼儿学习的积极性。今后还会通过不断的
努力，更好的为幼儿奉献更为精彩的活动。

果酱小房子教案篇五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运用和发展都离不开
一定的情境。幼儿时期是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而让幼
儿“有话可说”就是语言教学活动的关键。语言能力是在运
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
使他们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
环境。于是设计了此次活动《会变色的房子》。让幼儿喜欢
听故事，乐意讲故事的语句，并懂得一些简单的道理。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

2、大胆想象，尝试讲述故事的不同发展。

3、乐于参与创编故事活动，体验讲故事的乐趣。

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

能用连贯、完整、清晰的语言大胆表达故事的不同发展。

演示教具、各色油画棒、没有颜色的小房子人手一张。



一、开始部分：引发听故事的兴趣

二、基本部分：

1、听故事猜故事情节。出示图片，边讲述边插问。

2、总结房子有趣的地方。

3、完整倾听故事前半部分。演示教具讲故事至熊弟弟听哥哥
说小房子变成了黄色。

4、迁移续编故事。

（1）让幼儿带着问题去边画边猜想故事结尾。

（2）幼儿给房子涂色，老师巡回指导。

（3）幼儿续编故事（关键是编到涂上什么味的果酱，就画有
对应颜色的房子的幼儿接着编）

三、结束活动：为故事取名字。

果酱小房子教案篇六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

2、大胆想象，尝试讲述故事的'不同发展。

3、初步懂得自己长大了，遇到事情能够试着面对。

4、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1、自制背景图片

2、彩色卡片若干



3、各色油画棒、没有颜色的小房子人手一张。

重点：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

难点：能用连贯、完整、清晰的语言大胆表达故事的不同发
展

小百科：用水果、糖及酸度调节剂混合凝胶物质，制作果酱
是长时间保存水果的一种方法。主要用来涂抹于面包或吐司
上食用。不论草莓、蓝莓、葡萄、玫瑰等小型果实，或李、
橙、苹果、桃等大型果实切小后，同样可制成果酱，不过调
制同一时间通常只使用一种果实。无糖果酱、平价果酱或特
别果酱（如：榴莲、菠萝），便会使用胶体。果酱常使用的
胶体包括：果胶、豆胶及三仙胶。

果酱小房子教案篇七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

2、大胆想象，尝试讲述故事的不同发展。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能仔细倾听故事，理解主要的故事情节。

5、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1、故事多媒体课件

2、各色油画棒、没有颜色的小房子人手一张。

重点：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

难点：能用连贯、完整、清晰的语言大胆表达故事的不同发



展。

一、引发听故事的兴趣

1、出示----小房子

师：你们认识吗？对，是小房子，房子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有，
那么你见哪些让你觉得最有趣，给你印象最深的房子呢？
（幼儿回答）

2、出示小熊

师：它手里的这个桶里正好装着它最爱吃的一样东西，你们
猜猜是什么？（蜂蜜）

师：那我们来和它打个招呼，它是熊哥哥。（熊哥哥：小朋
友们好！幼儿：熊哥哥好！）

反思：这一环节是激发孩子听故事的兴趣和欲望，让幼儿对
房子的外型和构造有一个印象和初步的了解；观察熊哥哥旨
在引出故事中的一个重要信息——蜂蜜桶，都是为后面的环
节做铺垫。

二、播放多媒体课件，听听猜猜故事情节

1、理解故事，出事挂图，边讲述边插问

师：熊哥哥提着一桶蜂蜜路过一个小树林时，看见了一座红
色的小房子，小房子散发出一阵阵好闻的香味，咦！这好闻
的香味是从哪发出来的啊？（幼儿回答）

师：熊哥哥边走边想，多馋人啊，要是能走到小房子里好好
闻一闻该多好啊！于是熊哥哥来到小房子跟前，用力吸着鼻
子，一看，呀！小房子的门是开着的，房子里既没有果酱桶
也没有罐子，果酱在哪呢？它刚想把头伸进门，突然，它发



现自己的一只手被黏在了墙上，熊哥哥拔呀，拔呀，好不容
易把手从墙上拔下来一看，手上黏糊糊的，它好奇的对着手
掌一舔，呀！甜甜的。原来墙上涂着的全是香甜的果酱，哎
哟！这下，熊哥哥忍不住了，于是它不停地在墙上舔呀舔，
不一会，墙上的果酱就全被熊哥哥舔完啦！舔完了果酱，熊
哥哥突然心里觉得不安起来。

师：咦！熊哥哥吃了那么好吃的果酱，它怎么会觉得不安呢？
不安是什么意思？你们做做看，不安是什么样子的？（幼儿
回答）

师：熊哥哥心里很不安，它想我把别人辛辛苦苦涂在墙上的
果酱给吃完了，该怎么办呢/熊哥哥低头看见自己提着的那桶
蜂蜜，它笑了，它笑什么啊？（幼儿回答）

师：于是熊哥哥就准备把那桶蜂蜜往墙上刷，那老师要问下
你们，蜂蜜是它最爱吃的，它舍得吗？（幼儿回答）

师：是的，熊是舍不得，但是为了什么它不得不把自己心爱
的蜂蜜给涂到墙上去？

师：对，为了房子原来的主人高兴，为了它自己做错的事可
以补救回来，熊虽然舍不得它的蜂蜜，但还是应该把它刷上
去，是不是？于是，熊哥哥就把它蜂蜜给刷到了墙上，小房
子就变成了漂亮的黄色，还散发出一阵阵蜂蜜的香味。

2、总结房子有趣的地方

师：刚才你们说的有趣的房子和熊哥哥看到的有趣的房子一
样吗？哪里不一样？（幼儿回答）

师：我们平时住的房子刷的是涂料和油漆，而这座房子刷的
是好吃的果酱是吧。



师：那是什么原因让它变颜色了呢？

反思：故事以多媒体形式出现吸引幼儿的眼球，能仔细倾听
故事，再结合猜猜听听故事能一步一步帮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从而感受故事中房子变化的趣味。而这提问环节要适当追问
来拓展幼儿的思维，激发幼儿的兴趣。幼儿的回答往往比较
零散，教师应帮助又幼儿完整总结，潜移默化中让幼儿学会
完整的讲话。针对幼儿的回答要进行提升和总结。

三、完整倾听故事

1、播放多媒体课件至熊弟弟听哥哥说小房子变成了黄色。

2、出示熊弟弟提问

师：如果你是熊弟弟，你听到熊哥哥说房子变色了，你会怎
么想？你会怎么做？

反思：帮住幼儿梳理故事，并提问如果你是熊弟弟，你听到
熊哥哥说房子变色了，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进一步理
解故事内容。引出下一环节。

四、迁移续编故事

1、让幼儿带着问题去边画边猜想故事结尾

师：问题很多哦，能记住了吗？我说了什么？跟老师再来说
一遍。

师：好，那等老师数到5的时候就请你们带着你的房子回到你
的.座位上好吗？

2、幼儿给房子涂色，老师巡回指导。

3、幼儿续编故事（关键是编到图上什么味的果酱，就画有对



应颜色的房子的幼儿接着编）

师：好啦，都画好了，我们要玩意个讲故事接龙的游戏，那
先从我开始啦。（老师边讲边操作故事挂图）

师：熊弟弟一听，房子的颜色变成了黄色的啦，它觉得特别
奇怪，于是熊弟弟就走进树林里远远的看见了一走黄黄的房
子，鼻子一闻，啊！蜂蜜耶，这可是熊弟弟最爱吃的哦，它
也忍不住了，就不停地在墙上舔啊舔，不一会，就把墙上的
蜂蜜给舔完了，熊弟弟想，那我也给房子变一变吧，于是它
就给房子刷上绿绿的青菜（课根据现场幼儿画的情况来定）
酱，谁刷的是青菜酱？（请刷了青菜酱的幼儿上来接着讲）

反思：在充分理解故事内容的基础上续编故事，围绕故事线
索——xx房子引来了谁，他来后房子会再变成什么颜色什么
味道的房子，进行续编。幼儿在给房子涂色这一环节给幼儿
思考续编的时间，再以故事接龙的形式进行续编，达到活动
的高潮。但这一环节不好把握，因为续编的模式固定，线索
也比较单一导致编完的孩子和坐在座位上没有编的孩子没事
做，不能很好去的倾听别人的故事。这需要我再深入的探讨
研究怎样做更好。

五、结束活动

在活动中，有三四个孩子在续编故事环节出现续编不下去的
现象，是由于这几个孩子在平时的续编故事活动中，表现不
够积极，在今后的活动中，我应该多关注不太爱表现的孩子，
让他们积极参与活动。

果酱小房子教案篇八

(一)出示小房子，引题。

我们生活的周围有很多房子，有没有哪幢房子让你觉得特别



有趣的，或者你印象很深的?

(二)出示背景图，边讲述边提问。

1.出示图片"熊哥哥"这是我的朋友熊哥哥，它在树林里发现
了一幢有趣的房子，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边讲述边提问：

小房子的香味可能是什么?

熊哥哥发现的房子和我们平常看到的房子一样吗?哪里不一
样?

(三)请幼儿作画并猜想。

接下来房子还会不会变?

它会变成什么好吃的酱，谁会引过来?

(四)教师完整讲述故事一遍。

熊弟弟来看熊哥哥了，关于房子的颜色又变了，这是怎么回
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五)请个别幼儿根据自己的画续编，结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