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木头人教案(精选7篇)
准备教案模板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把握教学的主线，确保教
学的连贯性和完整性。看看下面这些三年级教案，或许能给
你带来一些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

小班木头人教案篇一

民间游戏《木头人》简单易学适合小班幼儿学习，可以锻炼
幼儿的思维敏捷性，通过玩此游戏，初步培养幼儿的控制力
和想象力。希望在玩的过程中带给孩子们无穷无尽的智慧、
快乐和满足。

1。初步培养幼儿的控制力和想象力。

2。培养幼儿对民间游戏的兴趣。

初步培养幼儿的控制力和想象力。

老虎头饰、 录音机、音乐磁带、活动前学会儿歌“木头人”

幼儿说儿歌进入场地，走走走，慢慢走，一个跟着一个走；
不超前，不掉队，我们都是好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学一
学小动物走路好吗？放音乐《走路》。

小朋友，我们学了一首儿歌《木头人》，背给老师们听一听。
“山山山，爬高山，山上有个木头人，一不许动，二不许笑，
三不许露出小白牙。”木头人是什么样的？请举手说。小朋
友说的很好，木头人是不会说话、不会笑，也不会动的。

木头人很好玩，我们一起做个木头人的游戏好不好？小朋友
手拉手，围着圆圈一边说儿歌，一边走，说到“三不许露出
小白牙”时，小朋友赶快学木头人站好，哪个木头人表现得
好，老师讲给他一朵小红花，如果 谁先动，谁先说话，谁先



笑，就让他表演一个节目。玩游戏三遍。

还有一种好玩的玩法，老师当老虎，小朋友当木头人跟在老
虎后面一边走一边说儿歌，说到“三不许露出小白牙”时，
小朋友马上停住，任意造型摆一个好看的动作，但是不能动
也不能笑，谁先动或笑就输了，被大老虎抓住就让他表演一
个节目或罚他停止一次游戏。幼儿游戏三至四次。教师指导
幼儿控制自己的身体静止不动，提醒不跪或坐在地上。

小结：表扬爱动脑筋摆出不同造型和遵守游戏规则的的小朋
友。

做《看样学样》活动放松身体，走回活动室。

户外活动继续玩此游戏，也可以回家和家人玩此游戏。

通过玩游戏，幼儿对此游戏非常感兴趣，游戏效果很好，初
步培养了幼儿的控制力和想象力、难度适合幼儿年龄特点，
重点、难点把握较好，是值得开展的好游戏，这也是挖掘民
间游戏的魅力所在。

小班木头人教案篇二

作为一名教职工，通常会被要求编写教案，借助教案可以提
高教学质量，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我们应该怎么写教案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熊和木头人》幼儿园教案，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

1、练习听指令做动作及自我控制能力。

2、学会民间游戏《熊和木头人》，体验和同伴一起游戏的乐
趣。



3、使幼儿学会用肢体动作配和游戏的玩法。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1、知识经验：熟悉游戏《熊和木头人》。

2、环境创设：户外、室内活动场地均可。

一、引出游戏内容，激发幼儿对游戏活动的.兴趣

教师引入：“小朋友们知道木头人是什么样子的吗？”“木
头人会动吗？”

“木头人不能做什么？”

二、教师讲解、示范游戏玩法

1、幼儿按秩序站好

2、教师讲解玩法：

（1）教师扮演熊，幼儿扮演木头人，按秩序站好。当教师往
前走的时候，幼儿也跟着走，可以学动物，摆出各种造型。
教师一边走在队伍前，一边喊“熊和木头人”，口令结束时
突然回头，这个时侯幼儿不能动，无论原来是什么姿势，都
应该保持静止状态。如果被教师发现有人动了，就要退出游
戏，在旁边观看。

教师提问：“说完口令后，小朋友们要怎么做？”

教师提问：“如果木头人说话、笑或者动了，要怎么做？”

（2）请个别幼儿和教师一起示范

三、幼儿进行游戏，教师讲评指导



1、游戏第一遍，教师在前面慢慢地走，幼儿在后面慢慢地跟，
摆出造型。

2、游戏第二遍，教师在前面加速地跑，幼儿在后面跟着小跑，
摆出造型，在第一轮活动的基础上，加快速度。

四、讲评游戏情况

1、游戏中，教师要多表扬坚持时间较长的幼儿，鼓励幼儿按
指令及游戏规则进行游戏。

2．为提高幼儿兴趣，可在念完最后一个字时，教师做一个动
作，如：“平衡”状、“小猴”状等，幼儿迅速学祥并静止，
学错动作或走动者为输。

声音不够大，排队秩序混乱，

环节可以更加丰富一点，更加深入，如熊去抓木头人，木头
人同伴来营救等。

小班木头人教案篇三

一、活动目的。

训练大肢体动作。

二、活动准备。

宽阔的游戏空间。

三、活动过程。

1、找个宽阔的游戏空间，让孩子尽情地跑动。



2、当你喊出“一、二、三，逃跑”时，孩子必须尽快跑开并
远离你。

3、当你喊出“一二三，木头人”时，孩子必须即刻停止一切
动作，并完整保持住那一瞬间的姿态。

4、在、重复第二个和第三个步骤，直到孩子不想再玩为止。

四、活动提示。

1、试着喊出其他口号，如“跳跃”、“跳舞”、“走
路”、“爬行”等等。

2、保证游戏空间没有任何障碍物，以免孩子因为跑动而不小
心撞伤身体或撞坏东西。

小班木头人教案篇四

能跟着音乐节奏创编中有趣的动作玩木头人的游戏，体验游
戏的快乐。

提高幼儿的竞争能力，促进幼儿动作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使幼儿学会用肢体动作配和游戏的玩法。

重点难点：

跟随节奏创编动作玩游戏

活动准备：

有玩木头人的经验、音乐、统计表

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激发兴趣

1、小朋友们，还记得我们玩过的木头人游戏吗?那我们再来
玩一次怎么样?

3、追问：还有一个不许笑，那到底是哪一个字的时候要摆造
型?

4、小结：原来玩木头人在说到笑的时候就要停下来摆造型。

5、过渡：今天，我想和大家来玩一个音乐木头人的游戏，用
音乐来玩木头人，我带来一段音乐，里面有一段特别的声音，
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要停下来做木头人了，我们来听听看!

二、熟悉音乐，了解规则

1、(播放音乐)提问：请大家来说说看，你听到的这段音乐里
面有特别的声音吗?

追问：那嘟嘟嘟，很长的声音是什么发出来的?

追问：我们喇叭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干嘛?

2、教师示范听音乐玩游戏

关键提问，我是在什么时候变木头人的呀?

回应：就是在很长喇叭声后，听到“嘟”马上变木头人。

小结：喇叭声“嘟~~~”响起是告诉我们要准备了，当喇叭
声“嘟”响了就是变木头人的时候了。

3、幼儿初次尝试游戏：你们都知道了，来一次怎么样?

“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笑，不许动，123，就快变成木头人，



123，就快变成木头人，嘟~~~，变!”

4、这次我要把这个游戏加大难度了，听一听，这次音乐里有
几个特别的声音?自己听啊!

(播放音乐)

关键提问：连续发出的两次喇叭声音，提醒我们怎么办?

小结：有2次特别的声音，而且这2次要连续变2个不同的造型。

5、幼儿跟着音乐尝试。

三、挑战比赛，创编动作

2、进入第二轮比赛。规则变了，要听好指令来玩。幼儿尝试
玩一次。

3、进行第二轮比赛。

4、进入第三轮比赛。

一组幼儿要统一动作。

5、第四轮比赛，根据幼儿游戏情况及时间安排看。

活动延伸：

音乐停，每组要变一座桥。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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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木头人教案篇五

1.复习分类配对，学习按序号拼装木块的方法。

2.培养动手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3.感受合作的重要，探索合作的方法，体验合作的快乐。

活动准备

1.活动前，幼儿已学习了拧螺丝的方法。

2.贴有数字标记的木头人拼装部件，装饰成红、黄、蓝、绿的
“小树”匹棵?衣服四套。

3.相关课件(两段视频片段)。

活动过程

1.音乐律动，导入主题。

带领幼儿听音乐进入活动室。引发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

2.引导幼儿分组搬运游戏材料。

(1)按颜色分类。

场地上四个角，各放一棵小树(红、黄、蓝、绿四种颜色)。
幼儿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不同颜色树上的叶子作为自己的标



记。同样颜色标记的幼儿就是一组。

(2)搬运木块。

介绍游戏名称，引起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

讲解游戏规则，让幼儿按颜色分类，又轻又快地搬运木块。

评价幼儿“搬运木块”的情况，通过提问引导幼儿说一说搬
运木块的方法.感受合作的重要。

3.拼装木头人。

(1)引导幼儿观察木块上标记的数字规律。

师：请你们仔细看看木块上面，发现了什么?都有哪些数字?
每个数字又有几个呢?

(2)让幼儿自己探索木头人的拼装方法。

(3)各队幼儿合作拼装木块，教师巡回指导.帮助幼儿建立合
作意识。

师：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等会儿请每个队把完成好的作品，
挂在支架上.然后一起把它抬到前面来放好，所有队员都回到
自己队的位置，就算完成任务了。哪个队拼得又快又好，就
奖励一张笑脸娃娃!

(4)展示评价各队拼装的作品，分享探索方法和合作经验。

师：请最快拼好木头人的队，来说说你们是怎么拼的?其他队
的小朋友也是这样做的吗?

师：每个队的小朋友都完成了。在你们的共同努力和相互合
作下，木头人都开心地对我们笑呢!你们高兴吗?我们来玩



个“木头人的游戏”吧!

4.装扮木头人。

(1)与幼儿共同观看经装扮后的木头人视频，激发幼儿装扮木
头人的兴趣。

(2)分别请两名幼儿为木头人穿上不同类型的衣服，引导幼儿
观察并发现问题，体验合作的重要，并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

师：给木头人穿衣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相信的话，我
们就请两个小朋友来试试。

(3)引导各队幼儿讨论、协商，进一步探索合作的方法，分工
合作装扮木头人。

(4)展示各队装扮好的木头人，组织幼儿小结合作经验，充分
体验合作的快乐。

师：现在各个队都把木头人装扮好了，你们说，漂亮不漂亮
呀?刚才哪个队最快?他们穿得怎么样?他们刚才是怎么分工合
作的?其他各队的小朋友也表现得很不错，正是你们的共同配
合才使木头人变得这么漂亮!你们真能干，我们为自己鼓鼓掌。

活动延伸：

将木头人投放在游戏区角中。在表演区，创造“小舞台”的
场景，鼓励互相配合作木头人，让木头人动起来，尝试表演
木偶戏。在娃娃家，收集各种材料，装扮木头人，鼓励幼儿
大胆创意，为木头人设计发型、服装、表情等。

小班木头人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能跟着音乐节奏创编中有趣的动作玩木头人的游戏，体验游
戏的快乐。

重点难点：

跟随节奏创编动作玩游戏

活动准备：

有玩木头人的经验、音乐、统计表

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激发兴趣

1、小朋友们，还记得我们玩过的木头人游戏吗？那我们再来
玩一次怎么样？

3、追问：还有一个不许笑，那到底是哪一个字的时候要摆造
型？

4、小结：原来玩木头人在说到笑的时候就要停下来摆造型。

5、过渡：今天，我想和大家来玩一个音乐木头人的游戏，用
音乐来玩木头人，我带来一段音乐，里面有一段特别的声音，
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要停下来做木头人了，我们来听听看！

二、熟悉音乐，了解规则

1、（播放音乐）提问：请大家来说说看，你听到的这段音乐
里面有特别的声音吗？

追问：那嘟嘟嘟，很长的声音是什么发出来的？

追问：我们喇叭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干嘛？



2、教师示范听音乐玩游戏

关键提问，我是在什么时候变木头人的`呀？

回应：就是在很长喇叭声后，听到“嘟”马上变木头人。

小结：喇叭声“嘟~~~”响起是告诉我们要准备了，当喇叭
声“嘟”响了就是变木头人的时候了。

3、幼儿初次尝试游戏：你们都知道了，来一次怎么样？

“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笑，不许动，123，就快变成木头人，
123，就快变成木头人，嘟~~~，变！”

4、这次我要把这个游戏加大难度了，听一听，这次音乐里有
几个特别的声音？自己听啊！

（播放音乐）

关键提问：连续发出的两次喇叭声音，提醒我们怎么办？

小结：有2次特别的声音，而且这2次要连续变2个不同的造型。

5、幼儿跟着音乐尝试。

三、挑战比赛，创编动作

2、进入第二轮比赛。规则变了，要听好指令来玩。幼儿尝试
玩一次。

3、进行第二轮比赛。

4、进入第三轮比赛。

一组幼儿要统一动作。



5、第四轮比赛，根据幼儿游戏情况及时间安排看。

活动延伸：

音乐停，每组要变一座桥。

小班木头人教案篇七

：

1、一起叫口令：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不许走
路不许笑！

2、口令完毕，立即保持静止状态，无论本来是什么姿势，都
必须保持不动。

3、如果有一人先忍不住说话，或者笑，或者行动，则这个人
是游戏失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