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跷跷板的教案小班(大全8篇)
高中教案既要立足于学科内容的传授，又要关注学生的发展
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大班教案
范文，供大家参考。这些范文涵盖了不同学科和教学内容，
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希望大家通过阅读这些范文，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教学原理，提高教学效果。同时，也
希望大家在制定自己的大班教案时，能够灵活运用范文中的
一些教学方法和策略，创造适合自己学生的教学实践。祝愿
大家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大班学生。

跷跷板的教案小班篇一

1、用等量代替法理解物体重量间的关系。

2、用判断推理法灵活解决活动中的问题。

教具：天平一个、塑料水果、实物图片

学具：人手一份操作卡。

1、天平干什么用的？

2、介绍原理：指针在中心时，左右两个托盘平衡时说明什么？

左边高右边低说明什么呢？

右边高左边低又说明什么呢？

3、示范用天平称塑料水果

称一个苹果和一个草莓，苹果那边的托盘低，草莓那边的托
盘高，说明谁重谁轻呢？



称一个苹果和两个草莓，两边的托盘平衡，又说明什么呢？

小结：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草莓的重量。

一个西瓜等于两个菠萝的重量

一个菠萝等于三个苹果的重量

一个西瓜是几个苹果的重量呢？

幼儿先索，教师介绍用等量代替法换算。（用图片演示）

（即把西瓜和菠萝全换成苹果的数量）

图片：一个长方体积木等于两个正方体积木等于三个圆柱体
积木的重量。

1、跷跷板左边放两个长方体积木右边可放几个什么积木，让
跷跷板平衡呢？

2、跷跷板右边放四个正方体积木左边可放几个什么积木，让
跷跷板平衡呢？

幼儿讨论，教师小结可有多种方法，让跷跷板平衡。

老师出示图片：一棵白菜等于两个萝卜等于三只茄子的重量

要求：幼儿的身体做支点，左右手做托盘，到操作蓝里找两
种蔬菜，要使左右手托盘中的蔬菜种类相等。

跷跷板的教案小班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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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知“轻”、“重”的含义，会用符号表示两个数之间的



大小关系，通过观察、操作、尝试体
验“轻”、“重”、“最轻”、“最重”的含义。

2、通过观察、体验和已有经验能对天平平衡做出假设性解释。

3、在操作、想象的过程中，发展重量观念，认识天平的平衡
原理，获得相关的活动经验。

教学重点：学会比较物体重量的方法。

教学难点：渗透等量代换的思想。

课本、天平、ppt课件。

一、创设情境，引出问题。

1、创设情境。

出示两人玩跷跷板的生活图片。

讨论：在跷跷板上你是什么感受？

2、引出问题。

讨论：（1）怎样通过跷跷板看出小动物们谁轻谁重？

什么叫最轻？什么叫最重？

怎么推理比较出最轻和最重？

二、实践操作，发展认知。

任务一：掂一掂，比轻重

1、播放视频：小朋友用掂一掂的方法比较轻重。



2、学生实践：用手掂一掂比较身边物体的轻重，说一说谁轻、
谁重。

任务二：称一称，比轻重

1、出示图片：淘气掂不出苹果和梨的重量。

思考：用掂一掂的方法无法比较重量时应该怎么做？

2、介绍天平：介绍天平的名称和使用方法。

学生根据天平的图片用语言表达出比较重量的结果。

3、出示图片：小铁球和大皮球比大小和轻重。

学生讨论：皮球比较大，铁球比较重。

小结：比轻重，不能只看大小，大的不一定重，小的不一定
轻，一定要实际掂一掂、称一称才能确定谁轻谁重。

三、练习应用，巩固提升。

1、看图比轻重。

（1）一根香蕉和一个橙子称重比较。

（2）一个苹果和两个橘子称重，比较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的
重量。

2、根据两幅图片推理比较三种蔬菜中最重和最轻的。

方法1：南瓜比萝卜重，萝卜比茄子重，南瓜最重，茄子最轻。

方法2：茄子比萝卜轻，萝卜比南瓜轻，茄子最轻，南瓜最重。



推理比较不同数量的鸭妈妈和小鸭的重量。

图1，鸭妈妈与3只小鸭一样重。

图2，右边盘子去掉一只小鸭，鸭妈妈比2只小鸭重。

图3，鸭妈妈相当于3只小鸭，左盘4只小鸭比3只小鸭重，所
以4只小鸭比鸭妈妈重。

（1）1只螃蟹和2条鱼一样重，1只螃蟹和4只虾一样重。所
以2条鱼相当于4只虾。1条鱼就相当于2只虾。螃蟹最重，虾
最轻。

四、全课总结，拓展延伸

师生小结：这节课学习了用掂一掂、称一称的方法比轻重。
同学们可以用学到的知识比一比生活中的其他物品的轻重。

跷跷板的教案小班篇三

跷跷板是幼儿喜欢的游戏之一，幼儿总是对面对面你上我下，
一高一低乐此不彼。然而在音乐世界中这一上一下的动作更
是把节律体现的活灵活现。

?跷跷板》这首歌曲简单易学，我把重点定为让幼儿学会唱
《跷跷板》这首歌，难点是让幼儿感受三拍子强弱弱的变化。
活动导入我让幼儿学学跷跷板的动作，并在音乐声中玩玩跷
跷板的游戏。通过欣赏歌曲并让幼儿说说歌曲是几拍子的，
尝试用身体各部位拍拍三拍子的节奏，从而化解了难题，幼
儿的兴致也较好。在学唱环节，幼儿非常投入，最后的表演，
也能想出各种动作，为整个活动增色不少。

不足之处：整个活动过程逻辑有些混乱，条理不是非常清晰。



需要调整的方面：1.在幼儿说出歌曲是三拍子的时候，就可
以直接让幼儿用身体其他部位来拍拍三拍子的节奏，让幼儿
更好地掌握三拍子强弱弱的变化。

2.在记忆歌词的过程中，可以借助图片帮助理解，更利于幼
儿记忆歌词，让活动更加顺利地开展。

3.在活动导入的时候就重点指出理解跷跷板一上一下的特点，
这样更利于幼儿最后的表演活动。

4.在演唱的时候可以采用多种唱法，提高幼儿对于歌曲的兴
趣。

跷跷板的教案小班篇四

一、一上一下翘起来。

1.师：我们都坐过跷跷板，现在用动作来表演好吗？幼儿尝
试用动作来表现：两人面对面双手拉紧，一蹲一站、一上一
下翘动。

2.放录音，幼儿边听音乐，边哼唱三拍子的旋律表演。教师
可在强拍上击鼓。

二、跷跷板。

1.教师演唱歌曲。

2.师：歌曲中唱了什么？小朋友的“跷跷板”翘到了哪里？
太阳和我怎么样？

3.幼儿再次欣赏歌曲，并自由结伴创编表演动作。

4.幼儿互相交流自己的动作，说说为什么有的“跷跷板”合



作得很和谐，有的“跷跷板”总是翘不起来。（应该默契配
合，站立者用力一拉，蹲着应该顺势立起，于此同时，站立
者下蹲）

三、翘呀，翘呀，跷跷板。

1.幼儿听歌曲拍手，拍出三拍子的强弱变化，教师在重拍处
击鼓配合。

2.听歌曲摇动身子，每三拍子摇动一次，幼儿也可用身体的
其它动作（手臂摇动、双腿移动等）感受三拍子的变化。

3.轻声哼唱歌曲几遍。

4.引导幼儿思考：怎样才能唱出玩跷跷板一上一下的感觉？

5.幼儿两两结伴，边唱歌曲边做玩跷跷板的动作。

跷跷板的教案小班篇五

1、学习运用"xx有什么?"疑问句型和正确的方位词与同伴交
流。

2、愿与同伴愉快合作，养成仔细倾听同伴的发言，不重复别
人语句的好习惯。

1、一面鼓。

2、小星星不干胶贴画一张。

二、规则：教师敲鼓、幼儿拍手，练习按"xx|xxx|"的'节奏来
提问。

如：天上|有什么|。地下|有什么|。两人轮流背，互相提问、



回答问题。如回答不出或不按节奏说迟了，就算失败。如对
答如流，全对、不重复别人的问题或回答者，为胜。获胜者
将得到小星星贴画一枚，多者为优胜者。

三、老师找个幼儿做示范：

两人背靠背，胳膊挽在一起，轮流背起，模仿跷跷板。幼儿
仰面朝天，老师问："天上有什么?"幼儿说出天上的两样东西，
如"星星、月亮"。然后幼儿问老师："地上有什么?"老师说出
地上的两样东西，如"小虫、石子"。(不能重复别人已经说过
的词，否则另一个幼儿要重新提问)

四、分批开展游戏，老师观察指导注意：

1、玩跷跷板游戏时，两人轮流背，身高体重相仿者一起玩为
宜，注意安全。

2、教师观察纠正幼儿的提问和回答，鼓励幼儿不重复别人的
提问或回答，启发幼儿说出更多的方位词(如：桥下、路上、
门前、树后、家里、屋外等。)和回答出更丰富的东西。

3、师生可以共同总结评价游戏，奖励优胜者。

跷跷板的教案小班篇六

1、根据音的高低变化做相应的动作。

2、感受游戏的趣味性及跟同伴一起游戏的快乐。

3、感受诵读童带来的快乐，从而爱上诵读，爱上音乐。

4、让孩子感受童谣的韵律，节奏和趣味。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跷跷板的教案小班篇七

1、通过歌曲律动感应旋律的高低变化。

2、模唱唱句的上行和下行。

3、能愉快地参加活动。

故事图片、石头、木琴、钢琴琴键卡、飘带、琴槌。

活动重点：初步感应回旋曲式abaca。

活动难点：通过语词与肢体律动，感应a段中的重音。

一、听音乐进场，初步感应高低间旋律。

师：今天我们一起去公园玩一玩，教师带领幼儿以高人走矮
人走进入活动场地。

幼儿听辨音响，做也跷跷板、滑滑梯、荡秋千的律动。

辅助语言：咦，公园里有跷跷板之舞，在跳舞之前，我们先
做热身运动。

二、跷跷板之舞

师：我闪来表演一个跷跷板之舞，在跳舞之前，我们先做热
身运动。

1、高低律动，再次感应高低音旋律。

幼儿随着鼓声拍手慢跑，当钢琴弹高音低音时，幼儿创造性
做出高、低造型。



2、歌曲律动

师：现在，我们开始表演跷跷板之舞，教师带领幼儿随着音
乐进行律动。

3、双从律动

师：刚才我们表演的是跷跷板单人舞，现在请小朋友找到一
个好朋友，两人表演跷跷板双人舞。

幼儿互找好朋友进行双人律动，鼓励幼儿以不同的方式进行。

三、模唱唱名的上行与下行

跷跷板的教案小班篇八

一、回忆生活经验，感知跷跷板的游戏乐趣。

师：孩子们，你们有谁玩过跷跷板？跷跷板是怎么玩的呢？

二、尝试念诵儿歌，理解儿歌的内容。

1、教师完整念诵儿歌《跷跷板》，幼儿感知儿歌的内容。

指导重点：辨认“向上、向下”的小箭头标记。

2、教师分段念诵儿歌——第一段，集体感知并理解第一段儿
歌内容。

师：跷跷板，翘翘翘，翘的高，翘得低。翘得低低，我是鱼
哟，鱼儿游游到河底。

指导重点：辨认图谱标记“鱼儿游游到河底”。

3、教师分段念诵儿歌——第二段，集体感知并理解第二段儿



歌内容。

师：跷跷板，翘翘翘，翘的低，翘得高。翘得高高，我是鸟
哟，鸟儿飞飞上树梢。

指导重点：辨认图谱标记“鸟儿飞飞上树梢”。

三、尝试运用身体动作表现儿歌的内容和情境。

指导重点：尝试运用“手臂舒展、侧身摆动、下蹲和起立”
等身体动作，匹配教师和幼儿集体进行念诵儿歌的速度，合
拍表现儿歌的内容和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