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老师公开课教案(汇总7篇)
高中教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他
们的综合素质。在这里，小编整理了一些小班教案的案例分
享，供教师们参考和借鉴。

中班老师公开课教案篇一

一、介绍角色，引发兴趣。

（出事故事第1页）

1、这是谁？猜猜它想干什么？

2、大白鹅一个人觉得很孤独，想找朋友和它一起玩，我们一
起看看，它找到朋友了吗？

二、观察图片，理解故事。

（连续观察，第2―4页）

1、大白鹅来到了哪里？想找谁做朋友？

2、它们愿意和大白鹅做朋友吗？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3、为什么小鸡、小鱼、小鸟都不愿意和大白鹅做朋友？

小结：大白鹅伸长脖子，戆戆戆地大叫，吓着了小动物，它
们不敢跟它做朋友了。

（观察讲述，第5页）

1、看大白鹅怎么了？它心理感觉怎样？



（请幼儿模仿大白鹅难过、哭的表情。）过渡：大白鹅找不
到朋友很难过，它呜呜哭起来了。我们一起来安慰安慰它。

2、猜猜后来它有没有找到朋友呢？

（观察讲述，第6―8页）

1、大白鹅看到了什么？

2、大白鹅看到泡泡会想些什么？又会怎么做？

讨论：你们说怎么会有这些泡泡的，泡泡从哪里来的呢？

（请幼儿教大白鹅怎么有礼貌地和小故事说话）（观察讲述，
第9―11页）

1、对了，泡泡从红房子里飘出来的，看是谁在吹泡泡？

2、大白鹅怕小姑娘也不愿意跟它做朋友，它该怎么做呢？

（小朋友教教大白鹅怎么有礼貌地和小姑娘说话）

3、小姑娘愿意跟大白鹅做朋友吗？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观察讲述，第12页）

1、小姑娘打开门，哇，出来了好多朋友，看看有谁呀？数数
看有几个朋友？

2、为什么小姑娘有这么多的朋友呀？

小结：大白鹅找到朋友，心里真高兴，它还要谢谢我们小朋
友，帮助它找到了朋友。

（观察讲述，第13~14页）教师讲述故事结尾，介绍故事的名



字。

1、刚才我们看的这个故事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亮晶晶的
泡泡"？

2、"大白鹅是怎样才找到朋友的？

小结：对呀，就是因为亮晶晶的泡泡帮助大白鹅找到了朋友。

三、完整欣赏，讨论主题。

1、你记得故事中，大白鹅在什么地方，找到哪些朋友，成功
了吗？

2、讨论：听了这故事，说说怎样才能找到朋友呢？

小结：只要我们大胆有礼貌地与他人交往，一定能找到很多
朋友。

四、音乐游戏，情感体验。

呈现最后背景图：

1、出示ppt，小姑娘和朋友还在吹泡泡，他们的泡泡还会找到
哪些朋友呢？

2、我们也来做泡泡飞起来，有礼貌地去找一个新朋友一起做
游戏吧！

3、幼儿互动游戏：找朋友（音乐）结束活动。

附：中班绘本故事《亮晶晶的泡泡》

有一只大白鹅，它很想找一个朋友玩。



大白鹅找到小河边，看见一群小鱼它们摇摇尾巴游走了。大
白鹅找到菜地里，看见一群小鸡，它们眨眨眼睛走开了。大
白鹅找到柳树下，看见一群小鸟，它们拍拍翅膀飞走了。

大白鹅戆戆直叫，可谁也不理它，它呜呜哭了起来。这时有
一串亮晶晶的泡泡，从天上飞来，它们老在大白鹅的头上转
圈圈。大白鹅高兴了，它赶紧用嘴巴去接泡泡，可怎么也接
不住。大白鹅追呀，追到一座山坡跟前。泡泡往它翅膀下一
托，大白鹅就飞起来了。

山坡上有一幢红房子，大白鹅跑到红房子跟前一看，啊，这
儿泡泡真多！有个小姑娘趴在窗台上吹泡泡，大白鹅问小姑
娘：“你也是一个人玩吗？”，小姑娘：“不！我有许多好
朋友。你来玩吗？”，大白鹅：“愿意，愿意！红房子的门
打开了。”，哟，小姑娘的朋友真多！小姑娘告诉大白鹅，
这些朋友都是她用泡泡找来的。小姑娘又吹起了泡泡。亮晶
晶的泡泡飞呀，飞得很远很远，它们又去找新朋友了。

中班老师公开课教案篇二

1、根据连续画面提供的信息，大致说出故事情节。

2、会用简单的图形符号表达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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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中班老师公开课教案篇三

1、了解故事内容和情节，并能用较连贯的语言进行讲述。



2、运用挂图和课件，初步理解并形成“半个月”的时间概念。

3、萌发对月相变化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感受半个月里
月亮形状变化的过程。

4、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5、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

中班老师公开课教案篇四

《望着月亮吃大饼》是一个童话故事欣赏。一开始利用头饰
兔妈妈和小兔来导入故事情节，从而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并让幼儿跟兔妈妈和小兔打招呼问好。在我第一次完整地讲
述故事时，孩子们听的很认真，当我故事讲完开始提问：半
个月到底是多久的时候，小朋友的回答千奇百怪，都迫不及
待的说出自己的答案。最后我用数一数和故事中兔妈妈教给
小兔观察月亮变化的方法告诉小朋友半个月到底是多久。这
节课的难点就是在于幼儿对月相变化的理解，在活动中准备
了月亮变化的图片，幼儿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半个月中月亮
变化的过程，孩子们也可以轻松的说出故事情节，比如老师
提问：兔妈妈走后刚开始几天，小兔看到的月亮是什么样的？
孩子们积极地说：“月亮缺了一些”。老师问：“小兔把月
饼吃成什么样？”孩子们说：“吃掉了一点点”。老师
问：“七八天过去了，月亮变成了什么样”？孩子们
说：“变成了半圆”。老师问：“小兔把大饼吃成了什么
样”？孩子们说“吃掉了一半”……在教学过程中，我通过
演示和提问的方式把一些比较抽象的知识变得简单了，这样
幼儿既理解了故事内容，也明白了月相变化的过程，同时培
养和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不足：

1、教师在讲述月象的原因时，语言可更简洁。



2、在活动中应发挥幼儿主体，让他们多说，用语言来表述自
己的想法。

中班老师公开课教案篇五

幼儿早期识字教育，主要是通过游戏活动来发展幼儿的记忆
力和注意力的，因此是一种玩与学合一的教学过程。而小班
幼儿，他们注意的集中性很差，无意注意占主导地位，让他
们在游戏中学识字能很好地吸引其无意注意，使其能把注意
力集中在识字活动中，根据这一特点，我们设计了《老师本
领大》这样一节认读课，在活动中能创造多种吸引幼儿无意
注意的方法让他们识字。比如"变魔术"、"找字宝宝"、"看谁
取得快"、"谁不见了"、"找朋友"等游戏，使幼儿始终保持极
大的兴趣和足够的注意力，以达到相应的教育目标。

中班老师公开课教案篇六

1、设计活动时，我对教材的特点、目标的制定、材料的提供
等有了充分的考虑，但是缺乏对幼儿在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多
种情况的预设，缺乏随机性的教育，幼儿每次朗诵到“夏天
的歌，在哪里？蝈蝈蝈，在绿绿的草丛中（里）。”孩子每
次都把“中”讲成“里”，我应该尊重幼儿的学习方式，让
幼儿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朗诵诗歌。

2、图标虽然在我园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得到了推广，但当它到
了一个新的环境，面对不同的幼儿，教师该如何引导幼儿通
过图标来学习，这是我缺乏考虑的。

3、整个活动的过程可以再开放一些。有些环节的主动权可以
交给孩子。

中班老师公开课教案篇七

本活动首先通过创设春雨的情境激发幼儿参与的兴趣，通过



倾听春雨的声音，感受春雨声音的美妙和动听，并大胆表达
自己听到春雨时的感受，初次体会陶醉的含义。

幼儿学习诗歌中，我通过优美的声音进行示范朗诵，进一步
引导幼儿感受诗歌的美，体会春天优美的意境。活动环节中
我通过层层梯进，引导幼儿了解诗歌的内容。

第一遍朗诵诗歌引导幼儿了解诗歌中春雨的吉他声，以及被
吸引的小听众，

第三遍引导幼儿分角色表演诗歌，用动作大胆表现小观众的
样子，幼儿对表演充满兴趣，于是，我引导幼儿再次选择自
己喜欢的角色交换表演。春天还有许多动听的声音，把他们
仿编到诗歌中一定也很好听，通过活动前带幼儿到户外寻找
春天的声音，他们都有了一定的前期经验，在仿编诗歌时，
幼儿能大胆进行仿编，有的小朋友与同伴合作进行了仿编，
孩子的兴趣非常浓厚，回到班级中我们继续分享给其他的小
朋友。本节活动中在示范朗诵和幼儿表演时我还加入了好听
的音乐，注重多领域的整合，进一步引导幼儿感受春天美的
意境。

当然，在本节活动中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在创编时
可以请创编一样内容的小朋友一起朗诵，充分让幼儿进行表
达，体验创作的乐趣和成功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