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绘本在家里教案(优质15篇)
一个好的教案需要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特点，以及教师的
教学风格和资源情况。接下来是一些初三教案的参考范文，
供大家学习和借鉴。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一

1、幼儿在了解“家”的基础上，尝试用寻找、记录的方法，
了解家中各种物品的数量。

2、进一步理解6以内的数字的实际意义，并能将数字从小到
大排列。

3、积极参与数学活动，体验数学活动中的乐趣。

4、知道按事物不同的特征进行排序会有不同的结果，初步了
解排序的可逆性。

1、幼儿人手一张记录卡;家里的`数字。

2、课件制作：我的家课件一：家里的各种物品(鞋-4、桌
子-6、椅子-5、茶杯-3、玩具-2、电视机-1)。

课件二：厨房、客厅、卧室。

一、认识数字，理解6以内数字的实际意义：

1、幼儿交流记录卡，说说在家中发现了哪些数字?

a、直观的数字(数序)：如、电话上的数字、钟上的数字、电
器上的数字;b、数量：如家中有6把椅子、3只沙发等小结：小
朋友记录了很多数字符号，这些数字有的在家中直接就能找
到，而且排列是有顺序的。而有的数字是我们数出来的;如家



里有2张桌子、3双鞋等;2、家里有很多物品可以用数字表示，
现在请说说家里还有哪些物品也可用1――6的数字来表
示。(教师出示数字，幼儿说出物品的名称。如：家里有2台
电视机可用数字来表示、家中有6只杯子可以用数字6来表示。
此时教师还要注意幼儿量词使用的正确性)二、继续理解6以
内数的实际意义并尝试将数字从大到小排列。

4)引导幼儿将数字从小到大排列。

小结：今天，我们小朋友交流了家中很多物品可以用数字表
示，也知道家中的物品要分类摆放。这样家里才能既美丽又
整洁。

三、延伸活动：记录班级里的数字。

注：幼儿可以运用操作卡，继续如课件二将各种物品分类摆
放，并用数字表示。具体见我爱我家的操作材料。

在本课的备课和教学过程中我本着以培养学生学习数学兴趣
为主要目的进行教学，让学生知道数学和我们的生活是密不
可分的，让同学们在活动中去感受数字和我们生活中的关系，
来引导学生去长数字，发现数字，学习数字，会运用数字。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二

1、幼儿在了解“家”的基础上，尝试用寻找、记录的方法，
了解家中各种物品的数量。

2、进一步理解６以内的数字的实际意义，并能将数字从小到
大排列。

1、幼儿人手一张记录卡；家里的数字。

2、课件制作：我的家课件一：家里的各种物品（鞋、桌子、



椅子、茶杯、玩具、电视机等物品）。

课件二：厨房、客厅、卧室。

一、认识数字，理解６以内数字的实际意义：

1、幼儿交流记录卡，说说在家中发现了哪些数字？

a、直观的数字（数序）：如、电话上的数字、钟上的数字、
电器上的数字；

b、数量：如家中有6把椅子、3只沙发等

2、家里有很多物品可以用数字表示，现在请说说家里还有哪
些物品也可用1――6的数字来表示。（教师出示数字，幼儿
说出物品的名称。如：家里有2台电视机可用数字来表示、家
中有6只杯子可以用数字6来表示。此时教师还要注意幼儿量
词使用的正确性）

二、继续理解6以内数的实际意义并尝试将数字从大到小排列。

2、出示图二：物品归类；

4）引导幼儿将数字从小到大排列。

小结：今天，我们小朋友交流了家中很多物品可以用数字表
示，也知道家中的物品要分类摆放。这样家里才能既美丽又
整洁。

三、延伸活动：记录班级里的数字。

注：幼儿可以运用操作卡，继续如课件二将各种物品分类摆
放，并用数字表示。具体见我爱我家的操作材料。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三

1、幼儿在了解“家”的基础上，尝试用寻找、记录的方法，
了解家中各种物品的数量；

2、进一步理解6以内的数字的实际意义，并能将数字从小到
大排列。

1、幼儿人手一张记录卡；家里的数字

2、课件：我的家（厨房、客厅、卧室。）

一、认识数字，理解6以内各数字的`实际意义。

1、幼儿交流记录卡，说说在家中发现了哪些数字？

（1）直观的数字（数序）：如、电话上的数字、钟上的数字、
电器上的数字；

（2）数量：如家中有6把椅子、3只沙发等

2、家里有很多物品可以用数字表示，现在请说说家里还有哪
些物品也可用1――6的数字来表示。

3、教师出示数字，幼儿说出物品的名称。如：家里有2台电
视机可用数字来表示、家中有6只杯子可以用数字6来表示。
此时教师还要注意幼儿量词使用的正确性。

二、继续理解6以内数的实际意义并尝试将数字从大到小排列

1.看图：说说都有哪些物品（鞋、桌子、椅子、茶杯、玩具、
电视机等）这些物品各有几样？可以用数字几来表示？）

2.看图：物品归类；



（1）画面上是家里的什么地方？（厨房、客厅、卧室）

（2）想一想刚才我们看到的物品都放在哪里？为什么？（如：
碗和匙我们可以放在厨房，玩具可以放在客厅，也可以放在
卧室里等）

（3）数一数每个房间共有几样？哪个多哪个少？

（4）引导幼儿将数字从小到大排列。

（5）小结：今天，我们小朋友交流了家中很多物品可以用数
字表示，也知道家中的物品要分类摆放。这样家里才能既美
丽又整洁。

三、延伸活动：记录班级里的数字。

幼儿可以运用操作卡，继续将各种物品分类摆放，并用数字
表示。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四

1、通过活动，让幼儿了解几种常见的灭火方法，初步了解简
单的消防知识。

2、教育幼儿不玩火，避免发生火灾。

1湿毛巾人手一顶。

2、有关灭火的录像以及安全疏散示意图。

3、人手一本《安全知识读本》。

1．今天老师带了了一本关于安全知识的书，我们一起翻到
第19页，请你们安静阅读。



2、谁来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3、讨论，“出现了火情，该怎么办?”“现在天气干燥，如
果出现火情，我们小朋友该怎么办呢?”

引导幼儿说出各种灭火的办法。

小结；刚才小朋友想出的办法都不错，如果出现了火情，我
们可以用水泼灭火、用湿布扑灭火、用沙子灭火、用灭火器
灭火……但小朋友要记住，如果出现大火的时候，我们一定
要先拨打119电话。

3、请幼儿看录像。

“前几天，有个地方着火了，我们来看看他们想出的办法和
我们想出的办法一样不一样?

看完录像，提问：“他们想到了哪些办法?”“哪些办法是我
们没想到的?”(开窗，捂着嘴、鼻跑出烟火区)

小结：火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开窗，用水、沙子、湿
棉被、灭火器等灭火，火很大的时候，我们拨打119电话，消
防叔叔还没到，我们小朋友一定要把嘴巴、鼻子捂上，以最
快的速度跑出烟火区，学会保护自己。

俗话说水火无情，频频发生的大火不仅断送了许多人的幸福，
而且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然而，在我们周围，
到处都存在着潜伏的火灾危机，使我们的生命和财产时时处
于火灾的威胁之中。隐患险于明火，防患胜于救灾。因此，
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防知识技能作为学习课题，让孩
子们去了解家园的消防现状，提高消防意识，掌握必要的消
防安全技能，对普及消防知识，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与救助
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宣传学习并贯彻我国“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
的基本方针，基本法规。

2、了解消防安全常识，学习自救与逃生的方法，重视安全，
珍惜生命。

1、师生搜集一些“消防安全事故”实例。

2、小灭火器若干。

1、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时间定于11月9日）

（1）教师讲述两个“火灾案例”以引起幼儿注意。

案例一

河南省新野县某小学四年级七名学生中午放学后，到学校附
近的个体电气焊修理部门前玩耍。其中1人出于好奇，用火柴
点燃自制电石桶（乙炔发生器）的细钢管口，引起爆炸。当
场炸死2人，重伤1人，轻伤2人。案例二：山西省某煤矿第二
小学四年级共195名学生，在10名老师带领下，到七、八里外
的山上春游，发生因学生野炊引发大火，当场烧死学生29名，
重伤1名，轻伤3名的恶性事故。

（2）幼儿以小组讨论（六人小组）“消防安全事故”实例，
把所见所闻讲述给同组同伴听，以增强火灾预防意识，安全
意识。

（二）分组讨论“消防安全”应注意的事项，及逃生方法。

（1）家园防火应注意什么？

（2）发生火灾时应如何报警？

（3）人身着火时如何自救？



（4）楼房着火如何逃生？

2、消防安全紧急疏散演习。

小朋友们：火灾无情、请不要玩火、请注意安全！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五

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
到作文吧，写作文是培养人们的观察力、联想力、想象力、
思考力和记忆力的重要手段。一篇什么样的作文才能称之为
优秀作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家里的声音作文3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家里的声音作文 篇1

我们家是一个音乐厅，“咔嚓，”瞧，开始了。

欢乐的厨房

妈妈回来了，她一来厨房就把水龙头打开，水“哗哗”地流
着，打到白菜上，白菜“滴滴答答”地唱着欢乐的歌，别提
有多高兴呀！

“哆哆哆，哆哆哆。”妈妈让菜刀和木菜板击掌，木菜板可
真用力呀！木菜板和菜刀又想击掌，骨头连忙来拦住，菜刀
一生气“咚”的一声，骨头被切成两半。妈妈“嘀”的一声
打开了电磁炉，火太兴奋了“哄”地哈哈大笑，因为铁锅很
久没有跟他玩了。妈妈往锅里倒油，油在锅里，不，是“舞
台”上跳舞，“滋滋”，它们踩着轻快的脚步，等待着它们
的白菜大床。

热闹的客厅



“呼噜，小猪佩奇，”弟弟在沙发上观看小猪佩奇的节目，
不小心从沙发上“扑通”一声摔下来，痛得他“哇哇哇”地
大哭，哭够了，弟弟又不小心打破了杯子，气得爸爸直跺脚，
跺脚声像恐龙走路一样大声，吓得弟弟不知所措。

我的家总有那么多声音。

家里的声音作文 篇2

一个周末的傍晚，和往常一样，我和爸爸妈妈吃完晚饭后，
回到房间里看起了最近让我着迷的《福尔摩斯》。

突然，妈妈在外面一边收拾餐桌，一边说：“咦，家里好像
有种奇怪的声音，嗡嗡嗡的，一阵一阵的传来，这是哪里的
声音呢？”我听到后立刻放下手中的钢笔，往客厅走去，我
竖起耳朵听了听，果然也听到了“嗡嗡嗡”的怪声。我从来
没听到过这种声音，心里想，“糟糕，家里不会有老鼠了
吧？”于是，我赶忙对爸爸喊道：“爸爸，快来呀，家里不
知道哪里传来了怪声，好吓人呀！”爸爸本来在房间里津津
有味地看着篮球赛，听到我的声音后，也急忙跳下床，走到
了客厅。这时我们都不再说话，果然，怪声又传了出来。我
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道这声音是从哪儿
冒出来的。于是，我们三个决定分头寻找怪声的`来源。

爸爸走到房外，查看配电箱。妈妈把耳朵贴在墙上，听听有
没有声音。而我，东瞧瞧，西看看，找找有什么发现。我们
查找完毕后，爸爸说：“配电箱里没有怪声，说明声音不是
从配电箱里传出来的。”妈妈说：“我在餐边柜后面的墙上
听到了怪声。”我想了想也说道：“没错，我在餐边柜上也
听到了声音。”缩小范围后，我们一起走到了餐边柜旁，想
找出怪声的来源。我又仔仔细细地听了听，确认声音来源于
餐边柜的左边。左边放着些小零食还有一个蚕盒，蚕盒里面
放着前不久蚕宝宝结的茧，不可能发出声音呀。但是为了以
防万一，我打开了蚕盒盖。突然，几只蛾子飞了出



来。“哇！”我大叫一声，把蚕盒扔到了地上，没想到蚕茧
那么快就有蛾子飞出来了！

“哈哈！”爸爸妈妈大笑起来，“原来是虚惊一场，怪声是
蛾子们振动翅膀发出来的呀。多亏了你仔细，才找到了声音。
看来福尔摩斯没白看，你真是我们家的小侦探！”

家里的声音作文 篇3

有人说：“家里冷冷清清才好！”但我可不那么觉得，我觉
得家里热热闹闹的才好！

瞧，在家里，爸爸在看世界杯。热血沸腾的球赛使人激动无
比。当球差一点儿就赢的时候，爸爸高声叫道：“哦，我的
天啊，怎么就输了呢！”面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当赢球了
时，爸爸大声地叫：“耶！我支持的球队赢了！”这句话说
了好几遍，显然，爸爸十分开心！

瞧，妈妈在厨房里“工作”的声音也很有趣哦！水龙头的
水“哗啦啦”的声音和锅碗瓢盆打击乐。妈妈炒菜时的“滋
滋啦啦”的声音，炒菜的声音里包含着妈妈唱的小曲儿呢！
炒完菜了，准备吃饭了，妈妈便在厨房里跳起了一支圆舞曲，
随手拿起一支筷子，东敲西击，奏出了一首美妙的歌儿，多
好听啊！

看，我爱我的家，爱我家的热闹非凡！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六

1、享受听故事的乐趣。

2、认识各种危险动作。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5、激发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表达、交流的兴趣。

搭配小种籽「啊!小心」、故事情境图卡、手偶。

1老师拿着故事情境图卡和手偶一边讲述自编状况剧，一边提
出问题让幼儿想想该怎么处理，状况剧如下：

(2)妈妈到客厅接电话，豆豆走进厨房发现水滚了，这时豆豆
该怎么做?

(3)豆豆肚子饿了，他在客厅的桌子上发现一瓶长得很漂亮的
药，豆豆可以拿来吃吗?

(4)豆豆在桌上看见爸爸的打火机，豆豆想过去拿来玩，这样
对吗?

2、幼儿讨论：

让幼儿设想可能发生的危险，并引导幼儿想出解决的方法。

3、请幼儿联系实际生活，想一想平时遇到过什么危险的事
情?你是怎么做的?

请幼儿将正确的处理方式说出来。

安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继续探讨和努力，将安
全教育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不断增强孩子们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每位幼儿撑起一把安全的保护伞!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七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1.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你喜欢什么动物呢?

2.你可以在什么地方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呢?

二、阅读封面，了解封面、标题以及作者、出版社等。

1.出示封面提问：你在封面上看到了什么?(一个小男孩)一个
怎么样的小男孩?小结：这个小男孩名叫祥太。跟祥太打一个
招呼吧!

2.那这本书的题目叫什么呢?

3.除了题目，你还能在封面的哪里看到文字?作者，阅读，介
绍：这个人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原来她是一个日本人，所以
这本书介绍的也是一个日本的故事。

三、图片观看祥太的家谱，认识祥太的家人。

按顺序出示祥太的家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妹妹、
曾祖母。

曾祖母：这是谁呢?(阿太)，谁的家里也有阿太呢?阿太是谁
啊?祥太叫他曾祖母，很多故事中都会把阿太叫做曾祖母，就
像很多故事中叫的父亲、母亲一样。

祥太家一共有几口人?谁的年纪最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祥太
是怎么样来介绍他的家人的。

四、阅读绘本

1.第三面：我叫祥太，是个男孩子，其实呢……祥太在做什
么样的动作?请你来学一学。(抓耳挠腮)其实呢，我是只小猴
子，最爱吃香蕉，爬树很拿手，也很会模仿别人。



提问：祥太觉得自己像什么?你们觉得想嘛?为什么?祥太是怎
么说的?找一找吃香蕉和模仿别人的方位。

2.第六面：这是我爸爸，龙太先生，其实呢……

提问：爸爸现在这个样子，让你觉得他像什么动物啊?为什
么?其实他是只大狮子，最爱吃肉，不爱吃蔬菜。早上他脾气
不太好。头发乱蓬蓬的，叫起来像狮子吼。

提问：祥太为什么觉得爸爸像大狮子?谁能完整的来说一说。

3.第八面：这是我妈妈，明美女士，其实呢……

小结：这是我爷爷，一郎先生，其实呢，他是只长颈鹿，个
子高高的，散步的时候，我骑在爷爷肩膀上，看街上的风景
在不停的变幻。

5.第十二面：这是我奶奶，早纪子女士。其实呢……

提问：奶奶手里拿着什么?一件什么样的衣服?那么祥太觉得
他会是谁?为什么?其实呢，她是只狐狸，很善于变化。出门
的时候，她在镜子前一变——哇!变的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可
是她回家时带回的礼物，肯定是油炸豆腐和饭卷。

6.第十五面：这是祥太和谁呢?小兔子在干什么呀?那么你来
猜猜这只小兔子会是祥太的谁啊?原来这是我的妹妹，茜茜，
其实呢，她是只小兔子，总是竖起耳朵听别人说话，她很天
真，很可爱，但吵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她的踢人功。

7.这是我的曾祖母，阿花老太太，其实呢。

提问：曾祖母在干什么?你觉得祥太会觉得她像什么动物?其
实呢，他是一只猫头鹰，总是打着盹，半睡半醒。虽然她平
常只会说“啊”、“嗯”，只要和她在一起，大家都觉得很



温暖、很祥和。她没有牙齿的嘴巴，笑起来呵呵呵的。

提问：祥太家真有那么多的动物嘛?这些动物是谁啊?谁觉得
他们像动物呢?小结：祥太很爱他的家人，每天最喜欢观察家
里人在干什么，所以他才能找出每一个人的特点。

五、游戏，插塑绘本

1.老师也为你们准备了小书，可是这是一本不完整的书，里
面有祥太，爸爸……也有对应的动物，可是少了对应的人和
动物，请你们帮他插进去吧。

2.幼儿操作。要求：请你们变插便讲。

3.教师带领幼儿一起翻阅小书，一起再次朗诵绘本。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八

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孩子对数字很感兴趣。为了让孩
子感受数字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我让孩子们在自己的周
围寻找数字。家是孩子们最熟悉的.地方，因此让孩子观察家
里的数字及物品，并让孩子们数数、记录、排列、分类等，
在集体活动中进行交流分享，巩固孩子对数字及物品的认识，
让孩子们发现数字的重要性，初步了解数字与生活的关系。

1、在了解“家”的基础上，尝试用寻找、记录地方法，了解
家中各种物品的数量，进行物品分类。

2、进一步理解8以内数字的实际意义，并能根据物品的数量
从小到大排列。

1、幼儿人手一张记录卡

2、背景图“我的家”（有各种物品）



3、“厨房、客厅、卧室”图5份，家中的各种那个物品若干。

1、出示“我的家”背景图，说说你发现了那些数字。

（直观的数字：如电视机上的数字、钟的数字、电器上的数
字等等）

2、家里有很多物品可以用数字表示

3、幼儿看图记录，教师观察指导（引导幼儿可以用自己的方
法来进行记录）

4、交流记录卡。（如：家里有2台电视机可用数字2来表示、
家中有6只杯子可以用数字6来表示等等）。

1、家里的这些东西那样最多？那样最少？

2、你能帮他们排排队吗？（从小到大）

3、请一位孩子来排队，其他孩子一起说一说

4、幼儿分组，把物品按从小到大的数量进行排队。

5、展示交流排列结果。

1、出示“厨房、客厅、卧室”图，幼儿说说这是家里的哪些
地方？

2、想一想，刚才我们看到的物品应该放在哪个房间里？为什
么？

3、幼儿分组操作分类，教师观察指导。

4、展示幼儿的分类结果



5、小结：孩子们交流了很多物品，这些物品都可以用数字表
示，也知道了家里的物品要进行分类，这样家才能美丽整洁。

6、到我们的教室里看看、找找有哪些数字。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九

1.学习用标记记录图形的两个特征(大小、形状或颜色)。

2.观察、比较图形之间的不同特征，并能语言表述。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判断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教具：数字1-9的卡片各一张;不同颜色、形状、大小屋顶的
房子图片一张;标记卡片若干张(大小、形状、颜色标记)学具：
幼儿人手1-2份操作材料;颜色、大小、形状标记若干;胶水;
幼儿人手一把标有颜色、形状标记的纸制钥匙;在场地上画好
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图形若干。

一、集体活动

1、玩游戏“开火车”序：今天，小兔子要请我们中(2)班的
小朋友去它的新家做客呢，我们开火车去好吗?准备好了，火
车就要开了哦。师：嘿、嘿，我的火车就要开幼：几点开师：
(出示数字卡片)你们看幼：(看数字)x点开教师带领幼儿先集
体开展游戏，再分小组游戏，最后请个别幼儿游戏。

2、看图形做标记

(1)教师出示有不同形状的屋顶图片师：我们的火车终于开到



小兔住的小区门口了。可是这么多房子，我们怎么才能知道
哪幢是小兔的新房子呢?别急，小兔子啊给我们小朋友写了一
封信，我们来看一下。(出示标记图)小兔子可真聪明，他把
他家的屋顶用标记记录下来了，让我们小朋友看标记来找到
他的家。启发幼儿根据标记来找出相应的图形，注意引导幼
儿要兼顾多个标记来找出图形。可让个别幼儿上来说一说，
你是怎样找到小兔子的家的?并集体认识。师生共同验证结果。

(2)小鹿看见了也想请我们来帮它写一封信，寄给其它小动物。
那么小鹿家的屋顶是什么样子的呢?(出示小鹿图片并粘贴在
一幢房子门口-)小鹿正在它家门口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起帮
它来写这封信吧。启发幼儿尝试用标记将图形的特征记录下
来，可先找出图形的三个特征，再引导幼儿任意选择其中两
个特征记录下来，可请个别幼儿上来自由选择标记进行记录
师生共同检查操作结果。看看我们小朋友是不是帮小鹿把信
写对了呢。

二、幼儿操作活动

看图形记录特征

小区里的其它小动物都知道我们小朋友聪明，所以都要叫我
们帮它们写信呢。幼儿取出操作材料，观察上面的屋顶和小
动物，说出是谁叫你写信的，并说出屋顶的名称和特征，然
后在空白处记录它们的两个特征。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三、活动评价展示展示个别幼儿操作结果并请幼儿大胆说一
说，自己是如何完成操作结果的。师生共同检查评价。

四、活动延伸：

游戏《找房子》小动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们也去看看我
们自己的房子吧，首先请小朋友看一看自己胸前的钥匙，我
们要根据钥匙上的标记，到外面去找一找自己的新房子，找



到后，数一数你的房子里住了几个小朋友。教师示范讲解。
幼儿活动，教师检查评价。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十

活动目标：

1.能够大胆表述并体会图画中人物与动物的对应关系。

2.体验作品诙谐幽默的语言和情节，感受幼儿与家人间互相
关爱、和谐相处的美好情感。

3.参与集体的讨论、表达，体验仿编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课件。

2.人物图片。

活动过程：

一、出示“祥太”图片，认识主人公

1.出示“祥太”图片，激发兴趣

教师：今天徐老师请来了一位日本小男孩，大家请出他。(出
示详太图片)

教师：大家好!我叫祥太。

教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的家其实是一个动物
园，跟我来看一看吧!(ppt封面1、祥太2)

祥太



师：“我叫**，是一个小男孩，其实我是一只猴子，为什么
说我是一只猴子呢?(ppt3)哇，你们观察得好仔细(我是一只猴
子，最爱吃香蕉，爬树很拿手，也很会模仿别人)谁会学学猴
子，很棒哦。

师：对了，刚刚说到我很拿手的是什么呀?

那你有没有什么是很拿手的呢?

二、ppt爸爸、妈妈、妹妹，认识家庭成员

师：我家还有三位家庭成员呢，来看看他们分别是谁?

那么你觉得他们像动物园里的什么动物呢?

1.如：爸爸像狮子。追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下张图片的
时候说(其实他是只大狮子，最爱吃肉，不爱吃蔬菜。早上他
脾气不太好，头发乱蓬蓬的，叫起来像狮子吼)我爸爸是真的
狮子吗?不是的，因为我爸爸的外型和喜欢吃的食物跟狮子很
像，所以我把他比喻成狮子。

2.如：妹妹像兔子。追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点下张图片
的时候说(她是只小白兔，总是竖起耳朵听别人说话，她很天
真，很可爱，但是吵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她的踢人功)

师幼共讲，请幼儿观察图画妹妹和小白兔的相似之处。

教师：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我的妹妹。

教师：我妹妹性格怎么样?你从哪里看出来?

3.如：妈妈(其实她是只大浣熊，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马上
收去洗，有一次，妈妈差点连我也一起洗了)你们的妈妈平时
在家里面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呢?(洗衣服，做饭…)你们觉得妈



妈讲不讲卫生、爱不爱劳动啊?那之前我们介绍大浣熊的时候
也说到大浣熊是怎样的?(很讲究卫生，很勤劳的)，这样一看，
妈妈的性格像不像大浣熊?所以我把妈妈比成浣熊。

4.小结梳理

教师：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家的秘密了么?我家是不是真
的动物园啊?其实啊，我家不是真的动物园，而是我把家人比
成了动物，如果你生活在我这样的家里会感觉怎么样?为什
么?(我家是一个温馨、快乐的家。)是的，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里我觉得很幸福，平时用眼睛去关注家人，用行动去关心他
们，所以我很了解他们，才想到了他们像什么动物。

三、教师完整阅读

教师：现在我们一起来完整地欣赏一遍故事吧。(展示ppt)

四、迁移经验，仿编故事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十一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这篇课文的要求我们会认的生字
和要求我们要掌握的词语，现在我们一起把上节课要求我们
会认的生字来复习一下。

（开火车拼读“我会认”）全班齐读。

那现在老师把这些生字放在词语里看同学们能不能把他们认
出来。指名读词语。分组读词语。



同学们，你们真棒，都能把上节课学习的词语大声的读出来。

二、学习课文。

课件出示课本插图。

下面请同桌之间讨论老师刚才提出的问题，然后老师请几位
同学来回答老师的问题。

学生自由讨论。

2、讨论结束。

回答问题1：小红家有谁？

生答：爸爸、妈妈和小红、回答问题2：小红家摆着些什么呢？

生答：小红家有沙发、桌子„„（引导学生用完整的句子回答
问题）

提问：小红一家在干什么？

生答：„„

3、我们现在来看看小红是怎样讲他们家在干什么的。

课件出示课文内容。

老师请一位同学来做小老师，看看她能不能把课文流利的读
出来。

请学生做小老师。

齐读。



提问1：爸爸妈妈为什么笑了呢？

生答：因为小红给爸爸妈妈送上了水果。

提问2：这能看出小红是个怎样的孩子呢？

生答：孝顺、关心父母„„

三、学习生字

上、下、土、个

过程：范写——书空写——临摹写——单独写

重点指导“下、个”

下：点起笔轻，落笔重，与竖相连，居横中线上。

个：撇的起笔高，捺的起笔低一点，两笔相连，开口大，竖
居中，不与“人”相连。

巡视指导，提示学生注意握笔姿势及坐姿要端正。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十二

1、幼儿在了解“家”的基础上，尝试用寻找、记录的方法，
了解家中各种物品的数量；

2、进一步理解６以内的数字的实际意义，并能将数字从小到
大排列。

1、幼儿人手一张记录卡；

家里的数字：



2、课件制作：我的家

课件一：家里的各种物品（鞋、桌子、椅子、茶杯、玩具、
电视机等物品）。

课件二：厨房、客厅、卧室。

观看录像

（一）、认识数字，理解６以内各数字的实际意义：

1、幼儿交流记录卡，说说在家中发现了哪些数字？

a、直观的数字（数序）：如、电话上的数字、钟上的数字、
电器上的数字；

b、数量：如家中有6把椅子、3只沙发等

2、家里有很多物品可以用数字表示，现在请说说家里还有哪
些物品也可用1――6的数字来表示。（教师出示数字，幼儿
说出物品的名称。如：家里有2台电视机可用数字来表示、家
中有6只杯子可以用数字6来表示。此时教师还要注意幼儿量
词使用的正确性）

观看录像

（二）继续理解6以内数的实际意义并尝试将数字从大到小排
列；

2、出示图二：物品归类；

1、画面上是家里的什么地方？(厨房、客厅、卧室)

2、想一想刚才我们看到的物品都放在哪里？为什么？（如：



碗和匙我们可以放在厨房，玩具可以放在客厅，也可以放在
卧室里等）

3、数一数每个房间共有几样？哪个多哪个少？

4、引导幼儿将数字从小到大排列。

小结：今天，我们小朋友交流了家中很多物品可以用数字表
示，也知道家中的物品要分类摆放。这样家里才能既美丽又
整洁。

观看录像

（三）、延伸活动：记录班级里的数字。

注：幼儿可以运用操作卡，继续如课件二将各种物品分类摆
放，并用数字表示。具体见我爱我家的操作材料。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十三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认识14个生字，会写“上、下、六、文、不”五
个字。认识笔画“点”和4种偏旁。

教学方法：借助课文插图理解韵文 课时安排：两课时。【教
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课题。小朋友们，谁来说一说你们家里都有哪些家
电？

1、今天老师要带领大家到小红家去做客，看一看小红的家里
都有些什么？



2、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三课，齐读课题：“在家里”。

二、检查预习生字效果

1、孩子们，这些物品的名称就有我们这节课要认识的生字宝
宝，看！淘气的字宝宝从小红家里跑出来了，你能叫出它的
名字吗，自己试试？（出示带拼音的生字）

2、去掉音节大家还认识他们吗？（出事没有音节的生字）指
读、男女声比赛读、开火车读

3、出示单独生字（我们的字宝宝看你们表现的怎么棒，迫不
及待的想出来和你们交朋友了）

4、我们的生字宝宝看小朋友们今天表现这么棒，决定送给大
家几个小礼物。我们看——火字旁、三点水，提手旁 它们都
来自一个叫做偏旁的王国，他们的本领可大了，能与汉字部
件一起组成许多不同的汉字。

5、你还记得哪些字里有氵？氵作偏旁的字一般与水有关。扌
的字你认识哪些？谁能说出带“火”的字？利用偏旁识字，
可以帮助我们认好多字。

三、学习课文

1、生字宝宝我们认识了，让我们再次走进小红的家里，看看
小红的家里都有哪些人？他们都在干什么呢？（指生说）

2、现在让我们走进课文，看看课文是怎么说的？自己读，不
会的字借助拼音多读几遍

4、老师看到大家读得那么好，老师也想和大家一起读。老师
读红色字体，大家读黑色字体。合作读。

5、多么温馨的家庭。你们喜欢文中的小红吗？为什么？ 出



示图片：爸爸在——，妈妈在——，我给他们——。

（六）指导书写

1、下面我们来学写字，请电脑小老师来帮忙。（上）

1、写好这个字，要注意什么？

2、师写生跟写。

3、展示生写、生评。

4、生再写。

真棒！字写得越来越漂亮。剩下的字我们下节课学习。

（八）课后延伸

我们都有一个温馨的家，我们在家里也要做一个尊敬父母的
好孩子。大家能不能做到？好，下课！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十四

1、在看看、听听、猜猜的游戏中分辨家中常用物品的声音，
知道声音的作用。

2、鼓励幼儿尝试用肢体动作来模仿各种会发声音的物品。

3、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4、在交流活动中能注意倾听并尊重同伴的讲话。

情景导入--猜猜这是什么声音

一、情景导入



2、电话铃响了告诉我们什么？你们打过电话吗？打电话给谁？
会说些什么哪？

小结：我们家里的声音可真多呀，有电话、电视机、洗衣机
等等好多的声音。

二、猜猜这是什么声音

2、还有几个声音比较难你们再猜猜看

3、老师再做几个动作你们猜猜是什么？

小结：声音真有趣，不同的声音告诉我们要去做不一样的事
情，我们回家再去找找家里面有趣的声音吧！

绘本在家里教案篇十五

1、在看看、听听、猜猜的游戏中分辨家中常用物品的声音，
知道声音的作用。

2、鼓励幼儿尝试用肢体动作来模仿各种会发声音的物品。

3、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4、在交流活动中能注意倾听并尊重同伴的讲话。

情景导入--猜猜这是什么声音

一、情景导入

2、电话铃响了告诉我们什么？你们打过电话吗？打电话给谁？
会说些什么哪？

小结：我们家里的声音可真多呀，有电话、电视机、洗衣机
等等好多的声音。



二、猜猜这是什么声音

2、还有几个声音比较难你们再猜猜看

3、老师再做几个动作你们猜猜是什么？

小结：声音真有趣，不同的`声音告诉我们要去做不一样的事
情，我们回家再去找找家里面有趣的声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