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养蚂蚁教案及反思(优质16篇)
教案模板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组织课堂教学，使教学过程更
加有序和条理。赶快阅读以下幼儿园教案范文，了解一下优
秀的教学设计方法吧。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初步运用各种线条的不同排列组合来进行装饰。

2、培养幼儿充分的想象能力与创造能力以及各种线条的组合
能力。

活动过程：

一、观看晚会盛况，感受线条的多样组合方法，以及了解不
同的线条排列方法。

师：听，多美的音乐呀，那边在干什么呢？咱们去瞧瞧，

：同一种线条可以横排、竖排、斜排地放在一起，也可以用
各种各样的几种线条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花纹会更加漂亮。

二、幼儿作业（为蚂蚁小姐化妆，尝试运用线条进行组合练
习）

师：大家正乐着呢，听，是谁在哭呀？

师：让我们仔细听听：“我是小蚂蚁，我长的黑黑的大家都
嫌我丑，不让我参加这次舞会，可我很想参加，小朋友请你
们帮帮我吧。”原来是蚂蚁小姐在哭，我们怎么帮你
呢？“只要你们用线条把我装饰好就行”



师：我们先来看看蚂蚁长什么样子。可以把蚂蚁画成各种动
作。也可以帮它穿上衣服，装上你喜欢的发型，并在它的衣
服上、身上运用线条进行装饰，要注意线条的疏密变化以及
多样组合。

三、讲评：

师：让我们评评谁是最好的化装师。

1、推销自己：让幼儿讲讲自己用了哪些线条。

2、评一评、比一比谁的蚂蚁小姐最漂亮。

四、延伸：

师：让幼儿跟着蚂蚁小姐去参加舞会以宣泄心中成功的喜悦。

蚂蚁小姐打扮好了可以去参加舞会了，小朋友想不想也来跳
跳，幼儿在音乐声中自由舞蹈。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二

1．（集体备课修改）《指南》中指出提出建议：教师应利用
周围的自然环境，引导幼儿观察、发现、感受和欣赏美的事
物。如让幼儿多接触大自然，体验其中的美。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还应引导幼儿感受、欣赏、观察和发现美的事物的特点，
例如本课程中抓住蚂蚁的特点来学习。原学习用西瓜子组合
拼贴出一只蚂蚁，考虑到教学准备较烦，所以目标改为用水
彩笔画蚂蚁的脚和触角。

2．在观察蚂蚁动态变化的基础上，尝试变换瓜子的摆放位置，
组合出不同动态的蚂蚁。

3．知道用棉签蘸少量的乳胶抹在纸上后再粘贴瓜子。



1.（集体备课修改）结合《指南》考虑到教学准备较烦，所
以西瓜子若干（放在分类盒中）改为勾线笔、纸，乳胶，投
影仪，蚂蚁图片。

2．幼儿已观察过蚂蚁做出不同动态时身体各部分的位置变化。

3．幼儿用书：《蚂蚁》。

（一）回忆原有经验，了解蚂蚁的基本构造。

1．引导幼儿观察单只蚂蚁图片，表述已有经验，知道蚂蚁主
要由头、胸、腹三部分组成。

教师：蚂蚁是什么样的？蚂蚁在爬行的过程中，身体有没有
变化？（如拐弯时头是怎样的，胸、腹又是怎样的）

2．观察多只蚂蚁图片，拓展创作思路（如不同动态、行动方
向）。

教师：两只、三只蚂蚁在一起又会怎样？它们可能会做什么
呢？

（二）（集体备课修改）考虑到教学准备的材料，学习用瓜
子组合出各种造型的蚂蚁。改为画各种造型的蚂蚁。

1．师幼共同讨论怎样进行蚂蚁造型。

教师：如果我们用笔来画小蚂蚁，可以怎样画？

2．（集体备课修改）为了给幼儿一个好的示范画。教师示范。

教师：这只蚂蚁好像在做什么？小蚂蚁还可以怎样画？它可
能在做什么？

（三）教师分发幼儿用书，幼儿自由画蚂蚁。



教师引导幼儿画不同位置和方向，表现出各种蚂蚁的不同动
态。提醒保持画面整洁。引导幼儿添画蚂蚁的其他部位。

（四）评价幼儿作品。

请个别幼儿介绍自己的蚂蚁们在干什么。

师幼共同欣赏，重点评价蚂蚁的造型和画面内容丰富的作品。

教师：你最喜欢哪幅画？为什么？

可以收集多种坚果壳放在美工区，让幼儿自由选择重新换种
方式创作作品，或进行更丰富的造型。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自主探索、讨论了解蚂蚁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
性。

2、在活动中体会蚂蚁团结协作的精神。

3、尝试表现蚂蚁王国中有趣的生活情景。

4、在活动中，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发现现象，并能以实证研究
科学现象。

5、发展动手观察力、操作能力，掌握简单的实验记录方法。

活动准备：

1、范画一张(上面有用白色油画棒画的蚂蚁)，自制魔术棒一支
(在水粉笔的另一头贴上一颗星星)。



2、每组一张白纸，油画棒人手一份。

3、蚂蚁图片(多媒体课件)。

活动过程：

一、以变魔术的形式引题激趣。

1、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新朋友，它就藏在这张白
纸上，你们想知道它是谁吗?现在杨老师就把它变出来好
吗?(变出小蚂蚁)

2、哦!原来我们的新朋友是蚂蚁，请小朋友看看蚂蚁是什么
样的?

二、认识蚂蚁的外形特征

1、师：请小朋友来说一说蚂蚁是什么样子的?

2、蚂蚁的身体有几部分?那三部分?(肯定幼儿的描述，同时
给出科

学的名称---头、胸、腹三部分)

3、蚂蚁的头上长了什么?(一对触角、眼睛、嘴巴)

4、蚂蚁有几条腿?长在哪里?(请幼儿点数)

小结：原来小蚂蚁由头、胸、腹组成，头上长着一对触角，
一双眼睛和嘴巴，身体上长着六条腿。

5、师：小蚂有不同的颜色，你们见过什么颜色的蚂蚁呢?(棕
色、黑色、白色)

三、了解蚂蚁生活习性。



1、蚂蚁的食性

师：原来蚂蚁有不同的颜色，你们知道小蚂蚁喜欢吃什么
吗?(幼儿回答)

(只要能吃的它都吃)

2、触角的作用

有一天，有一只小蚂蚁出去找吃的，它刚出去没多远就找到
一块大蛋糕，可是这块蛋糕比蚂蚁大，它怎么也搬不动。它
想请它是好朋友来帮忙，可是蚂蚁又会说话，哪它会怎样告
诉它的好朋友它需要帮助呢?(用触角)

3、蚂蚁如何找到回家的路?

蚂蚁请来了朋友帮忙一起把这块蛋糕搬回去，“一二、一二。
咦!家往哪里走了，小蚂蚁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了，你们想
想它们怎样才能找到自己和的家呢?(幼儿回答)

教师小结：哦!蚂蚁有特殊的本领，每次蚂蚁离开自己的洞穴
去外面找食物的时候，它就会释放一种气体叫“信息素”，
所以不管蚂蚁离开自己家多远，都会跟着这个气味找到自己
的家。

4、蚂蚁的家

(1)师：蚂蚁闻着气味回到了自己的家，我们一起来看看蚂蚁
的家在哪里?它是家是什么样子的?(幼儿回答)

(2)蚂蚁是一个人住呢?还是很多人住?(群居)蚂蚁喜欢群居，
它们的家会有什么样的建筑(育婴室、国王的宫殿、储藏室、
休息室等等)

5、蚂蚁的分工



蚂蚁的家真大呀!那你们知道蚂蚁的家里都有谁吗?它们分别
是做什么的!(分别引出母蚁、父蚁、工蚁、兵蚁)

母蚁(蚁后)：蚂蚁家族中体形最大的，蚁后原先有翅膀，生
完蚁宝宝后它的翅膀就会脱落。

父蚁(雄蚁)：它有翅膀，它的工作是等待飞行。

工蚁：负责找寻食物，照顾蚁宝宝。

兵蚁：负责保护蚂蚁家，防止敌人来侵入它们。

小结：原来蚂蚁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人们都喜欢叫它“蚂蚁
王国”。

四、蚂蚁王国。

蚂蚁王国里真热闹呀!现在请小朋友们也来设计一个热闹的蚂
蚁王国好吗?

1、交待绘画步骤。

2、幼儿作画。

活动反思：

《蚂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了一群小蚂蚁勤劳快乐的生
活是一篇充满浓郁儿童情趣的童话故事，它采用了拟人的手
法，把小蚂蚁可爱，勤劳的性格特点表现出来，让幼儿充分
感受到小蚂蚁的助人之心和与朋友的友爱之情。读本的重点
是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画面，发现并学习利用图画线索预测故
事内容。难点是通过仔细观察图画中蚂蚁的动作并结合肢体
演示、游戏等手段学习和理解动词拉、推、搬、抬、撑、摇
的含义。



根据我班幼儿语言发展的实际水平、年龄特点、兴趣需要，
及本主题的总目标，确定本活动的目标为：喜欢阅读这个故
事，感受小蚂蚁的快乐生活。仔细观察画面，尝试用恰当词
汇描述小蚂蚁的动作。初步理解故事内容，学习理解动词拉、
推、搬、抬、撑、摇的含义。

（一）、导入活动：歌曲表演《蚂蚁搬豆》引出小蚂蚁。

（二）、图画阅读：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画面信息，预测故事
情节，理解故事内容。

（三）、总结分享。

在活动的设计上，基本按照教师指导用书的基本教学流程设
计，结合教学设计示例和指导要点开展活动。在导入活动中，
回忆讨论了蚂蚁的一些生活习性，为下一步做好铺垫，在此
基础上引出读本学习和阅读，孩子们兴趣很高，孩子对于小
蚂蚁还是很感兴趣的。

在阅读图画环节，学习第6、7页时，在学习动词时应让孩子
多模仿动作，从而更好地理解撑、摇这两个动词。后面两页
对画面信息观察不到位，需要进一步的提示和引导。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四

1、尝试根据物体的不同特征进行数数。

2、锻炼仔细观察物体的能力。

重点：难点：

幼儿数学用书《勤劳的小蚂蚁》，水彩笔。

一、阅读《勤劳的小蚂蚁》：



1、教师请幼儿打开哟额数学用书，翻到《勤劳的小蚂
蚁。》——“小蚂蚁是最勤劳的了，它们整天忙忙碌碌，一
刻也不停歇。大家看看图片里都有哪些蚂蚁，它们干什么？
它们周围还有些什么？”

幼儿发表自己阅读后的'想法。

2、教师重点启发幼儿仔细观察，并描述图中蚂蚁的特征。

二、找找数数：

1、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画面。——“我们一起来找画面中数量
分别为1、2、3、4、5、6的东西，好吗？”

师生共同寻找，得出结论。它们是“1棵大树，2朵白云，3只
蝴蝶，4丛小草，树上的5颗果子，以及6朵小花”。

2、教师请幼儿观察图片并完成作业。——“图中还有哪些事
物分别可以用数字1、2、3、4、5、6来表示？”（如：1只大
蚂蚁、2只戴帽子的蚂蚁、2只穿背带裤的蚂蚁、2粒花生、2
只轮子、3只穿衬衫的蚂蚁、3粒豆等）

三、圈圈画画：

1、幼儿分别在幼儿数学用书中进行观察、记录。教师启发幼
儿运用分类的方法进行观察、记录，如：戴帽子的蚂蚁或不
戴帽子的蚂蚁，穿衬衫的蚂蚁或穿背带裤的蚂蚁，大蚂蚁或
小蚂蚁等。——“请大家把找到的结果填在表格里，找得越
多越好！”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五

1、教幼儿学会画蚂蚁的不同动态，能结合生活经验构思出简
单的'情节。



2、通过作画，了解蚂蚁的组成部分和生活习性。

3、在创作时体验色彩和图案对称带来的均衡美感。

4、引导孩子们在活动结束后把自己的绘画材料分类摆放，养
成良好习惯。

范例、课前请家长和幼儿一起收集蚂蚁资料

不同动态的蚂蚁照片

一、用谜语引出蚂蚁

老师念谜语，幼儿猜出谜底

二、出示各种动态的蚂蚁照片，引导幼儿观察蚂蚁的外形特
征

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蚂蚁由哪几个部分组成，它们长得
怎样？

你们喜欢蚂蚁吗？今天我们就来画蚂蚁

三、老师示范画蚂蚁

四、布置幼儿作业，交待要求

要求幼儿画之前要先想好你画的小蚂蚁在干什么？是什么样
子的蚂蚁，周围有什么？

五、指导幼儿作画,

引导幼儿大胆作画，帮助个别幼儿完成作品

六、展示评价幼儿作品



请个别幼儿介绍自己的蚂蚁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及心理发展的一般特点，我预设的活动
目标重在使幼儿学习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探究的同
时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活动中引导幼儿看看、说
说、做做、画画等多种感官参与，让幼儿兴致勃勃地去观察，
动手去研究问题，探求新知，寻求发现。寻找孩子绘画中的
闪光点，帮助孩子增强自信心用语言安抚与鼓励，帮助放松
心情减轻对绘画的畏惧和压力。

小百科：蚂蚁的寿命很长，工蚁可生存几星期至3-10年，蚁
后则可存活几年甚至十年。一个蚁巢在1个地方可生长几年甚
至十几年。需要注意的是，白蚁不属于蚂蚁。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观察图片，能用较连贯的语言讲述蚂蚁上天旅行的故事情
节。

2、尝试自己仿编故事，讲述帮助蚂蚁上天的经过。

3、乐意在集体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认真倾听同伴的讲述。

活动准备：

1、教学挂图：《蚂蚁飞上天》。

2、磁性黑板一块。

活动过程：

1、教师提问，引发幼儿的兴趣。



教师：在花丛中，住着一只小蚂蚁，它非常想到天上去旅行，
可是它不会飞，怎么办呢?

鼓励幼儿自主地想象各种办法，帮助小蚂蚁飞上天。

2.引导幼儿看图讲述画面，初步了解画面的主要内容。

教师出示教学挂图，让幼儿观察画面，鼓励幼儿说一说。

教师：是谁帮助小蚂蚁飞上天的?小蚂蚁在天上看到了什么?

3.教师引进新的讲述经验，引导幼儿看图讲述。

教师：小蚂蚁住在什么地方?它想做什么?谁帮助它飞上了天?

教师：小蚂蚁在天上看见了什么?它感觉怎么样?

启发幼儿用‘兴奋、幸福、快乐、愉快、喜洋洋、美滋滋’
等词语，表达小蚂蚁的心情。

师：老师来把这个故事讲一讲，请小朋友听听小蚂蚁是怎么
飞上天的?

教师连贯完整地讲述。

师：再带领幼儿讲述画面内容：我们一起看着图来讲一讲这
个故事。

4.启发幼儿创编故事。

教师：如果小蚂蚁想上天旅行，请你帮忙，你有什么好办法
呢?

教师提醒并鼓励幼儿运用前面的讲述经验，讲述自己创编的
故事情节。



教师可请两至三位能力较强的幼儿在集体面前讲述。

5、延伸活动

鼓励幼儿在区域活动的时候再进行仿编。并尝试绘画：蚂蚁
飞上天。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七

1.学习用西瓜子组合拼贴出一只蚂蚁，用水彩笔添画蚂蚁的
脚和触角。

2.在观察蚂蚁动态变化的基础上，尝试变换瓜子的摆放位置，
组合出不同动态的蚂蚁。

3．知道用棉签蘸少量的乳胶抹在纸上后再粘贴瓜子。

1.西瓜子若干（放在分类盒中），乳胶，投影仪，蚂蚁图片。

2．幼儿已观察过蚂蚁做出不同动态时身体各部分的位置变化。

3．幼儿用书：《蚂蚁》。

（一）回忆原有经验，了解蚂蚁的基本构造。

1．引导幼儿观察单只蚂蚁图片，表述已有经验，知道蚂蚁主
要由头、胸、腹三部分组成。

教师：蚂蚁是什么样的？蚂蚁在爬行的过程中，身体有没有
变化？（如拐弯时头是怎样的，胸、腹又是怎样的）

2．观察多只蚂蚁图片，拓展创作思路（如不同动态、行动方
向）。

教师：两只、三只蚂蚁在一起又会怎样？它们可能会做什么



呢？

（二）学习用瓜子组合出各种造型的蚂蚁。

1．观察准备的材料，引出活动方式。

教师：这是什么？以前它有什么用？今天我们要用瓜子来作
画。

2．师幼共同讨论怎样进行蚂蚁造型。

教师：如果我们用它来拼贴小蚂蚁，你觉得它像蚂蚁的什么
地方？可以怎样拼？

3．请个别幼儿示范，教师帮助拿棉签蘸乳胶，幼儿粘贴好后
添画脚和触角。

分析幼儿的示范。教师：这只蚂蚁好像在干什么？小蚂蚁还
可以怎样拼？它可能在干什么？

4．讨论怎样使用乳胶粘贴。

教师：谁发现这只蚂蚁是怎样固定在画面上的？

5．引导幼儿集体学习抹乳胶的动作和方法。

教师：瓜子很小，怎样抹乳胶？

（三）教师分发幼儿用书，幼儿自由拼贴蚂蚁。

教师引导幼儿变换瓜子的不同位置和方向，表现出各种蚂蚁
的不同动态。

提醒幼儿正确使用乳胶：根据自己的需要，蘸少量乳胶涂抹
在相应的位置，保持画面整洁。引导幼儿添画蚂蚁的其他部



位。

（四）评价幼儿作品。

请个别幼儿介绍自己的蚂蚁们在干什么。

师幼共同欣赏，重点评价蚂蚁的造型和画面内容丰富的作品。

教师：你最喜欢哪幅拼贴画？为什么？

收集多种坚果壳放在美工区，让幼儿自由选择继续完成作品，
或进行更丰富的造型。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八

1、理解儿歌内容，感受儿歌所表现的天真烂漫的儿童情趣。

2、尝试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熟悉儿歌中间段的内容。

3、积极参与游戏活动，体验在游戏中朗诵儿歌的快乐。

1、教师用的图夹文范例7张，塑封好的蚂蚁图片6张，音乐
《找朋友》、《加油干》。

2、实物：毛竹筷、小瓷碗。

3、幼儿人手一份小图书《逗蚂蚁》。

师：宝宝，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小（3）班来了
一群动物朋友。请你猜猜它们会是谁呢？（请2～3位幼儿回
答）

1、（出示范例一）师：宝宝看，是谁呀？（小蚂蚁）宝宝和
蚂蚁打个招呼。（宝宝好！蚂蚁好！）



2、师：小蚂蚁想来和宝宝们跳一个《找朋友》的舞，宝宝，
你有好朋友吗？（有）好，我们开始吧！（播放《找朋友》
的音乐，鼓励每位宝宝都勇敢地参与集体活动。）

1、师：蚂蚁和宝宝跳了舞，肚子有点饿了，让我来喊蚂蚁吃
饭吧！（教师示范朗诵儿歌第一句：“蚂蚁来呀来，快快来
吃饭。”）

2、引导幼儿用愉快地情绪跟老师学习朗诵。

3、师：宝宝，那里还有很多的蚂蚁呢！谁来大声地喊它们过
来吃饭？（形式为：单个喊、分组喊、分男女幼儿喊，以便
让每个宝宝都有学习的机会。）

你给蚂蚁吃什么饭呢？（利用宝宝的已有经验进行猜想活动：
炒饭、咸饭、蛋炒饭、白米饭……）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学习
“什么饭？白米饭。”（同时出示范例二）

有了白米饭，该用什么菜来一起吃呢？（鼓励宝宝大胆地发
表自己的想法，并把想法说给蚂蚁们听，以刺激宝宝更丰富
地进行讨论活动。）同样采用开火车式的一问一答方式记忆
儿歌内容“什么菜？炒青菜。”同时出示范例三。

师：白米饭有了、炒青菜有了，蚂蚁们开始吃饭了。宝宝，
吃饭要用到什么东西呢？（筷子、小碗。）

附儿歌：逗蚂蚁

蚂蚁来呀来，

快快来吃饭。

什么饭？白米饭。

什么菜？炒青菜。



什么筷？毛竹筷。

什么碗？小瓷碗。

吃不了，怎么办？

哼唷哼唷往回搬。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九

1、通过图谱，感知歌曲和图画的对应。

2、用身体动作拍出语词节奏，感受歌曲的欢快、活泼。

3、学习看图谱、随音乐，边唱边用铃鼓、手摇铃进行敲奏。

音乐、图谱、铃鼓、手摇铃、蚂蚁图片

师问：“小朋友，你见到过最小的昆虫是什么呢?”看看今天
老师带来的是什么昆虫呀?

(1) 图片中有好多的蚂蚁，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在做什么呀?原
来小蚂蚁一个一个再接一个排着队伍运粮食呢。它们背着这
么多的粮食，是怎么走的呀?(慢慢向前，还要去找好朋友帮
忙)

(2) 这图中藏着一首好听的歌——《小蚂蚁》，我们一起来
听一听。”

(1)视觉与听觉相结合：播放歌曲，老师指着设计好的图谱，
引导幼儿边听边看。

(2)视觉与语言相结合：提问：你听到了什么?根据幼儿的回
答哼唱。(注：若幼儿讲不出歌词内容，就可以分句播放。)



(3)老师点着图谱，带着幼儿跟着音乐一起唱。(2遍)

师：小蚂蚁搬粮食很开心，我们来学小蚂蚁动动吧!小蚂蚁头
上有什么呀?我们一起来做做。

(1)老师带着幼儿边歌唱边做动作。(小小蚂蚁，排好队，我
们要出发啦!一个一个再接一个，慢慢向前，看看哪里有粮食
呢?)

(2) 播放音乐老师带幼儿一起边歌唱边做动作。(2次)

(1)介绍乐器：今天老师还带来了两位乐器朋友，看看它们是
谁。(串铃、铃鼓)

(2)知道乐器的演奏方法，串铃—敲，铃鼓—拍

师：这个串铃我们可以怎么玩呢?(手腕摇)。今天我们用敲敲
的方法来演奏。请个别幼儿上来试一试，带全体幼儿徒手做。
方法同上(铃鼓—双手轮拍)

(3)出示图谱，让幼儿看图谱边唱边徒手拍。

师：“老师还带来了一张小蚂蚁的图谱，图谱上有刚才的两
种乐器，谁看得懂?(敲拍几下)?”并带幼儿一起唱小小蚂蚁
等敲敲、拍拍。着重引导幼儿找出与前面“一个一个再接一
个)进行比较，重点练习“请你跟我一起走(我们一起去找好
朋友)”的敲。

(4)分发乐器，一半幼儿串铃，一半幼儿铃鼓。

(5) 进行演奏，第一遍边演唱歌曲边演奏，第二遍跟着音乐
演奏。

小朋友，我们也来做小蚂蚁去外面运粮食吧!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十

1、在有趣的音乐故事中，听辨节奏的快慢与强弱，体验用响
板表现小蚂蚁的快乐。

2、通过学唱歌曲，体验歌曲的氛围。

3、喜欢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游戏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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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蚂蚁教具、响板、教学课件及音乐。

2、幼儿对小蚂蚁的生活习性有初步的了解。

1、手指游戏：小蚂蚁爬呀爬重点：有节奏的听着音乐爬爬玩
玩做游戏——歌表演：蚂蚁搬豆师：老师带你们到森林里去
散散步，我们把自己变成可爱的小蚂蚁好吗？蚂蚁的头上有
什么的啊？（播放音乐）——出示小蚂蚁，听着音乐做律动
小游戏“小蚂蚁爬呀爬”

师：你们看看，我的小蚂蚁是怎么和我做游戏的？它在哪里
爬呀？

——教师和幼儿一起游戏。还想让小蚂蚁爬到你身上的哪些
地方去？

小结：我的小蚂蚁是听着音乐，一步一步往前爬的，不快也
不慢，孩子们，跟上喽。

2、拍拍玩玩：出门找食物重点：情景中用响板表现快和慢的
节奏。



——听蚂蚁的脚步声。幼儿听听说说，分辨声音的强和弱。

出示两种乐器：大鼓和响板。“听听这是谁的脚步声。为什
么？”

小结：原来响板的声音和小蚂蚁的脚步声有点像，小小的，
轻轻地，你们听小蚂蚁高高兴兴的出门找食物去了......

——幼儿拿起响板和教师一起听着音乐演奏，快快的，欢乐
的。

——故事继续讲述：幼儿在情景中听辨上行和下行的音乐，
并使用响板听着音乐表现蚂蚁快快慢慢的脚步声。

——观看媒体：小蚂蚁发现什么啦？幼儿使用响板表现蚂蚁
爬树的脚步声。

——小蚂蚁你们找到豆豆了吗？找到什么豆豆呀？幼儿和老
师一起听着音乐把豆豆搬回家。用响板快慢交替的演奏表现
故事情景。

——该游戏可视情况反复玩一次。教师注意提醒孩子“小蚂
蚁要慢慢走哦，听着音乐一步一步走，别让身上的豆子滚落
下来哦”

3、音乐游戏：搬起大饭团——猜猜看看，小蚂蚁发现了什么？
观看媒体：局部——整体——结合媒体变化，教师用响板表
现，小蚂蚁叫伙伴搬饭团，伙伴越来越多，脚步声越来越响
的故事情节。

——那么大的一个饭团我一个人搬不动怎么办呀？

——听辨，听听我的朋友是不是来得越来越多了？

教师与幼儿一起把饭团搬回家。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十一

设计意图：在日常生活中我观察到幼儿对手指印画非常有兴
趣，总是在寻找机会来印一印，画一画 ，而中班的幼儿更是对
“自己的小手能做什么”，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在活动的时候
弄的满手都是颜料也乐此不疲。由此,我设计了这节用手来做
画的《小蚂蚁》活动。让幼儿用大拇指、中指、小拇指印出
小蚂蚁的外型特征，激发幼儿对手指印画的兴趣,满足幼儿的
好奇心，发展幼儿的观察、想象和语言表达能力。

1、了解蚂蚁的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性。

2、学习用大拇指、中指、小拇指印出小蚂蚁的外型特征，激
发幼儿对手指印画的兴趣。

1、印泥，记号笔、纸张、抹布若干。

2、蚂蚁图片。

一、语言引导，引起幼儿活动兴趣。

二、观看蚂蚁图片，了解蚂蚁的身体构造。知道蚂蚁的身体
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头部长有一对触角，身体下面有六
条腿，属于昆虫的一种。通过欣赏蚂蚁图画，了解蚂蚁的生
活习性。

三、教师范画，幼儿掌握绘画的方法。

（1） 个别幼儿尝试印画，找出印画的方法。

（2） 教师讲解手印画印小蚂蚁的方法，知道印画的顺序。

四、幼儿绘画，教师提出注意事项，并进行个别指导。



（1）印之前要想一想用什么手指印小蚂蚁身体的各个部分

（2）印完后要擦干净。

五、展示作品，体验成功的乐趣。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十二

1.学习用西瓜子组合拼贴出一只蚂蚁，用水彩笔添画蚂蚁的
脚和触角。

2.在观察蚂蚁动态变化的基础上，尝试变换瓜子的摆放位置，
组合出不同动态的蚂蚁。

3．知道用棉签蘸少量的乳胶抹在纸上后再粘贴瓜子。

1.西瓜子若干（放在分类盒中），乳胶，投影仪，蚂蚁图片。

2．幼儿已观察过蚂蚁做出不同动态时身体各部分的位置变化。

3．幼儿用书：《蚂蚁》。

（一）回忆原有经验，了解蚂蚁的基本构造。

1．引导幼儿观察单只蚂蚁图片，表述已有经验，知道蚂蚁主
要由头、胸、腹三部分组成。

教师：蚂蚁是什么样的？蚂蚁在爬行的过程中，身体有没有
变化？（如拐弯时头是怎样的，胸、腹又是怎样的）

2．观察多只蚂蚁图片，拓展创作思路（如不同动态、行动方
向）。

教师：两只、三只蚂蚁在一起又会怎样？它们可能会做什么
呢？



（二）学习用瓜子组合出各种造型的蚂蚁。

1．观察准备的材料，引出活动方式。

教师：这是什么？以前它有什么用？今天我们要用瓜子来作
画。

2．师幼共同讨论怎样进行蚂蚁造型。

教师：如果我们用它来拼贴小蚂蚁，你觉得它像蚂蚁的什么
地方？可以怎样拼？

3．请个别幼儿示范，教师帮助拿棉签蘸乳胶，幼儿粘贴好后
添画脚和触角。

分析幼儿的示范。教师：这只蚂蚁好像在干什么？小蚂蚁还
可以怎样拼？它可能在干什么？

4．讨论怎样使用乳胶粘贴。

教师：谁发现这只蚂蚁是怎样固定在画面上的？

5．引导幼儿集体学习抹乳胶的动作和方法。

教师：瓜子很小，怎样抹乳胶？

（三）教师分发幼儿用书，幼儿自由拼贴蚂蚁。

教师引导幼儿变换瓜子的不同位置和方向，表现出各种蚂蚁
的不同动态。

提醒幼儿正确使用乳胶：根据自己的需要，蘸少量乳胶涂抹
在相应的位置，保持画面整洁。引导幼儿添画蚂蚁的其他部
位。



（四）评价幼儿作品。

请个别幼儿介绍自己的蚂蚁们在干什么。

师幼共同欣赏，重点评价蚂蚁的造型和画面内容丰富的作品。

教师：你最喜欢哪幅拼贴画？为什么？

收集多种坚果壳放在美工区，让幼儿自由选择继续完成作品，
或进行更丰富的.造型。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十三

1．感知蚂蚁外形特征，体验喂食蚂蚁的快乐。

2．模仿小蚂蚁爬来爬去的活动方式。

3．激发了幼儿对蚂蚁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4．知道蚂蚁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

1．环境创设：各种小蚂蚁图片展、活体小蚂蚁生活情景展示；
情景游戏用的大树洞、土洞。（图片附后）

2．经验准备：请家长带幼儿观察大自然中小蚂蚁的生活情况。

3．材料准备：蚂蚁容器、放大镜、橡皮泥、毛根、幼儿操作
卡、记录表、蚂蚁头饰、ppt幻灯片、大树叶、大米粒（图片
附后）。

1．感知小蚂蚁的外形特征。

（1）幼儿自由观察，交流。

（2）说一说自己的发现。



小蚂蚁长得什么样？蚂蚁头上有什么？它有几条腿？蚂蚁都
有什么颜色？

（3）幼儿分组操作（幼儿自由选择）。

第一组：投放用橡皮泥、毛根拼插的小蚂蚁半成品，请幼儿
补插完整的小蚂蚁（黑色的小蚂蚁、褐色的小蚂蚁、红色的
小蚂蚁）。

第二组：投放《幼儿操作》卡，请幼儿找一找小蚂蚁（图片
附后）。

小结：说一说都有什么颜色的小蚂蚁；数一数操作页中共有
几只小蚂蚁。

（4）认知小蚂蚁外形特征。

蚂蚁有头、胸、腹、六条腿和两只触角。

2．观看ppt幻灯片，了解小蚂蚁的生活方式。

请幼儿观看小蚂蚁身体结构的幻灯片，加深幼儿对小蚂蚁身
体外形特征的印象，然后，观看小蚂蚁生活方式的幻灯片，
简单了解小蚂蚁的生活方式。

小蚂蚁生活在哪里？它们是怎样搬运食物的？遇到事情的时
候，是怎样告诉同伴的？

师幼讨论，通过探究了解到蚂蚁的家在泥土里；蚂蚁的家在
树上；蚂蚁的家在石头缝里等。

3．喂食小蚂蚁。

小蚂蚁喜欢吃什么？



提供树叶、面包渣、石子，与幼儿一起喂小蚂蚁，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记录。

4．游戏“小蚂蚁回家”。

学一学小蚂蚁走路的样子好吗？

幼儿带头饰，随音乐模仿小蚂蚁爬行、运粮食、钻洞等动作，
体验小蚂蚁爬来爬去的活动方式，游戏自然结束。

在语言区投放儿歌《小蚂蚁》；在操作区投放小蚂蚁结构拼
图；在运动区投放小蚂蚁头饰、树洞、土洞等游戏材料；供
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继续探究。

让幼儿的科学活动从身边生活开始。对于幼儿来说，掌握系
统的科学知识不是目的，小班幼儿更是如此。本次活动，是
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本班幼儿的发展水平，围绕活动
重点，从幼儿的兴趣出发，按从易到难、层层递进的方式提
供支持性的操作材料和游戏环境，让幼儿在愉快的活动中感
知小蚂蚁的.外形特征和爱吃的食物，即在活动中帮助幼儿获
得新经验。

通过“小蚂蚁”这个活动，使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得到
了满足。在观察、思考、讨论小蚂蚁的过程中，幼儿会随着
对小蚂蚁的认识、了解逐步加深。同时，使幼儿亲近小动物、
喜爱小动物的情感也自然地流露出来。在这个活动中，我们
更加注重调动幼儿的探究兴趣，注重幼儿对蚂蚁观察、了解
和亲近的过程，帮助幼儿学习观察的方法，引导幼儿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表达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通过引导幼儿认识小
蚂蚁，观察了解小蚂蚁身体外形特征和体验喂小蚂蚁的快乐，
模仿小蚂蚁爬来爬去的活动方式，从而培养幼儿乐于观察、
善于思考、亲身体验、尝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好习惯。

小百科：蚂蚁是一种昆虫，别名蚁、玄驹、昆蜉、蚍蜉蚂，



属节肢动物门，昆虫纲，膜翅目，蚁科。蚂蚁的种类繁多，
世界上已知有11700多种，有21亚科283属，中国境内已确定
的蚂蚁种类有600多种。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十四

1.大胆想象，用简单的形象表现蚂蚁的各种动态。

2.体验用不同的绘画方式作画以及创意绘画带来的愉悦感。

3.探索、发现生活中蚂蚁的多样性及特征。

4.训练幼儿的绘画能力。

重点目标：大胆想象，用简单的形象表现蚂蚁的各种动态。

难点目标：能够结合画面的需要画出蚂蚁的各种动作姿态。

蚂蚁搬西瓜幻灯片、画纸、胶水、水彩笔若干、西瓜图片人
手一份。

一、欣赏幻灯片

1.师：一群忙碌的蚂蚁在干什么？

2.集体欣赏：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小蚂蚁们又热又渴，出门找水喝，他们
惊喜地发现了一块大西瓜，便迫不及待的爬上大西瓜尝了起
来。"真好吃啊，咱们把它搬回家吧!"一只小蚂蚁跳下来，伸
开了胳膊，蹬开了两腿，咬着牙使出了浑身力气推西瓜，瞧，
连小触角也来帮忙了，可还是推不动。于是，他们只好跑回
家，请来更多的蚂蚁兄弟帮忙，你们瞧，大家忙开了，有的
用铲子铲，有的用手推，有的用绳子吊，有的用肩扛，有的



两人抬……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大西瓜终于被顺利的搬回
了家。

3.学一学蚂蚁搬西瓜的动作

二、动态形象，添画示范。

这么有趣的故事，我都忍不住想画下来了!我呀，最喜欢那几
只发现了大西瓜的小蚂蚁，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小蚂蚁发现西
瓜时多开心啊!

（一）分析动态，添画肢体(单图一)师：我也来变只跳起来
的小蚂蚁吧，小手弯一弯，小脚抬一抬，触角翘一翘，我的
蚂蚁跳起来。(或变跑出来的小蚂蚁)（分析：教师边讲解边
画蚂蚁相关动作姿态，这种借助于语言的提示，动作表演，
及时绘画的方法，给了幼儿很新颖的示范，加深了幼儿对蚂
蚁动态的印象。

（三）观察表情，添画局部(单图三)

1.师：我们的小蚂蚁：张开大嘴巴，眼睛眯成线，趴下身子
吃得欢。

2.师：如果我想让西瓜看起来更加好吃，可添加小汗滴(请幼
儿尝试添加)小结：原来只要小手小脚弯一弯，眼睛嘴巴动一
动，可爱的小蚂蚁就画出来了，如果再加上几滴小汗珠或几
滴西瓜汁，可爱的小蚂蚁就更加有趣了。

（评析：这个环节的设计关键让幼儿仔细观察蚂蚁的不同表
情，能为幼儿绘画蚂蚁的面部动态提供很好的帮助，在实际
得学习活动中，发现此环节很重要。）

1.师：还有很多西瓜在筐子里，请你帮助蚂蚁把西瓜搬回家，
看看谁的方法最好。。



四、评价、欣赏

教师请个别幼儿大胆讲述自己创编的故事。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十五

1、教幼儿学会画蚂蚁的不同动态，能结合生活经验构思出简
单的.情节。

2、通过作画，了解蚂蚁的组成部分和生活习性。

3、培养幼儿耐心完成任务的习惯，享受画画的乐趣。

4、鼓励幼儿与同伴合作绘画，体验合作绘画的乐趣。

集体。

儿童经验基础不同动态的蚂蚁照片。

《美工》，油画棒人手一份，范画。

学习画蚂蚁的不同动态，能结合生活经验构思出简单的情节。

一、用谜语引出蚂蚁

老师念谜语，幼儿猜出谜底。

二、出示各种动态的蚂蚁照片，引导幼儿观察蚂蚁的外形特
征。

三、有效语言设计

1、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蚂蚁由哪几个部分组成，它们长得怎
样？



2、你们喜欢蚂蚁吗？今天我们就来画蚂蚁。

4、在画之前要先想好你画的小蚂蚁在干什么？是什么样子的
蚂蚁，周围有什么？

四、教师请幼儿仔细观察小蚂蚁，并示范画蚂蚁。

观察小蚂蚁：小蚂蚁长什么样？它由哪几部分组成？（幼儿
回答）

师幼共同小结：小蚂蚁由头、胸、腹组成，头上长着一对触
角，一双眼睛和嘴巴，身体上长着六条腿。下面我们就
来“变”小蚂蚁。

我们选一支白色的油画棒，在纸上画小蚂蚁。

交代作画步骤：园园的头——园园的身体比头小一点——水
滴形的尾巴——画上触角、眼睛、嘴和六条腿——再添画景
物——刷颜料（方法：横着刷或竖着刷）

五、布置任务，交代要求。

六、幼儿练习，指导幼儿作画。

引导幼儿大胆作画，帮助个别幼儿完成作品。

1、 鼓励幼儿大胆作画。

2、 鼓励 幼儿添画喜欢的景物，使画面更加丰富。

3、 鼓励幼儿挑选自己喜欢的背景色刷上去，注意方法。

4、 鼓励画得快的小朋友说说小蚂蚁的故事。

七、展示作品幼儿相互欣赏，评价。



1、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感受作品的完整性及绘画色彩的美
感。

2、表扬鼓励画面布局合理，动态不一的作品。

参观其余组的作品，并把图画编成一个故事。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及心理发展的一般特点，我预设的活动
目标重在使幼儿学习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探究的同
时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活动中引导幼儿看看、说
说、做做、画画等多种感官参与，让幼儿兴致勃勃地去观察，
动手去研究问题，探求新知，寻求发现。寻找孩子绘画中的
闪光点，帮助孩子增强自信心用语言安抚与鼓励，帮助放松
心情减轻对绘画的畏惧和压力。

不足：

对作品评价时，语言还不够精炼。

养蚂蚁教案及反思篇十六

1．感知蚂蚁外形特征，体验喂食蚂蚁的快乐。

2．模仿小蚂蚁爬来爬去的活动方式。

3．激发了幼儿对蚂蚁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4．知道蚂蚁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

1．环境创设：各种小蚂蚁图片展、活体小蚂蚁生活情景展示；
情景游戏用的大树洞、土洞。（图片附后）

2．经验准备：请家长带幼儿观察大自然中小蚂蚁的生活情况。



3．材料准备：蚂蚁容器、放大镜、橡皮泥、毛根、幼儿操作
卡、记录表、蚂蚁头饰、ppt幻灯片、大树叶、大米粒（图片
附后）。

1．感知小蚂蚁的外形特征。

（1）幼儿自由观察，交流。

（2）说一说自己的发现。

小蚂蚁长得什么样？蚂蚁头上有什么？它有几条腿？蚂蚁都
有什么颜色？

（3）幼儿分组操作（幼儿自由选择）。

第一组：投放用橡皮泥、毛根拼插的小蚂蚁半成品，请幼儿
补插完整的小蚂蚁（黑色的小蚂蚁、褐色的小蚂蚁、红色的
小蚂蚁）。

第二组：投放《幼儿操作》卡，请幼儿找一找小蚂蚁（图片
附后）。

小结：说一说都有什么颜色的小蚂蚁；数一数操作页中共有
几只小蚂蚁。

（4）认知小蚂蚁外形特征。

蚂蚁有头、胸、腹、六条腿和两只触角。

2．观看ppt幻灯片，了解小蚂蚁的生活方式。

请幼儿观看小蚂蚁身体结构的幻灯片，加深幼儿对小蚂蚁身
体外形特征的印象，然后，观看小蚂蚁生活方式的幻灯片，
简单了解小蚂蚁的生活方式。



小蚂蚁生活在哪里？它们是怎样搬运食物的？遇到事情的时
候，是怎样告诉同伴的？

师幼讨论，通过探究了解到蚂蚁的家在泥土里；蚂蚁的家在
树上；蚂蚁的家在石头缝里等。

3．喂食小蚂蚁。

小蚂蚁喜欢吃什么？

提供树叶、面包渣、石子，与幼儿一起喂小蚂蚁，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记录。

4．游戏“小蚂蚁回家”。

学一学小蚂蚁走路的样子好吗？

幼儿带头饰，随音乐模仿小蚂蚁爬行、运粮食、钻洞等动作，
体验小蚂蚁爬来爬去的活动方式，游戏自然结束。

在语言区投放儿歌《小蚂蚁》；在操作区投放小蚂蚁结构拼
图；在运动区投放小蚂蚁头饰、树洞、土洞等游戏材料；供
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继续探究。

让幼儿的科学活动从身边生活开始。对于幼儿来说，掌握系
统的科学知识不是目的，小班幼儿更是如此。本次活动，是
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本班幼儿的发展水平，围绕活动
重点，从幼儿的兴趣出发，按从易到难、层层递进的方式提
供支持性的操作材料和游戏环境，让幼儿在愉快的活动中感
知小蚂蚁的外形特征和爱吃的食物，即在活动中帮助幼儿获
得新经验。

通过“小蚂蚁”这个活动，使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得到
了满足。在观察、思考、讨论小蚂蚁的过程中，幼儿会随着



对小蚂蚁的认识、了解逐步加深。同时，使幼儿亲近小动物、
喜爱小动物的情感也自然地流露出来。在这个活动中，我们
更加注重调动幼儿的探究兴趣，注重幼儿对蚂蚁观察、了解
和亲近的过程，帮助幼儿学习观察的方法，引导幼儿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表达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通过引导幼儿认识小
蚂蚁，观察了解小蚂蚁身体外形特征和体验喂小蚂蚁的快乐，
模仿小蚂蚁爬来爬去的活动方式，从而培养幼儿乐于观察、
善于思考、亲身体验、尝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好习惯。

小百科：蚂蚁是一种昆虫，别名蚁、玄驹、昆蜉、蚍蜉蚂，
属节肢动物门，昆虫纲，膜翅目，蚁科。蚂蚁的种类繁多，
世界上已知有11700多种，有21亚科283属，中国境内已确定
的蚂蚁种类有600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