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大
全13篇)

在五年级教案中，教师会详细规划每一堂课的内容、教学目
标和教学方法。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编写五年级教案，特意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供大家参考。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一

练习立定跳远

场地

1、学习正确的跳远的方法

2、鼓励幼儿向远眺

通过直观的照片和具体的提问，帮助幼儿理解词汇，以照片
为媒介，运用多种方法激发幼儿地学习兴趣，在过程中教师
还不能够积极的调动孩子的积极性，需要老师在孩子主动学
习这块进行积极的思考。

小班是发展幼儿跳跃能力的极佳时期，而且多以双脚跳的动
作为主。对于幼儿来说，模仿小动物是他们很喜欢的事情。
小青蛙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惯是他们所能理解、喜欢的，赋
予幼儿“小青蛙”角色来练习跳的动作，符合双脚跳动作的
特点。青蛙跳活动还能满足幼儿运动、娱乐、交往、创新等
多种需要，激发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促进幼儿以体能为
主的身心和谐发展。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二

一、音乐小游戏《看谁先蹲下》，引导幼儿快乐地进入音乐



活动。

（要求幼儿遵守游戏规则，跟随音乐变化做动作）。

二、复习唱歌曲《小青蛙》

1、我们学了一首歌曲《小青蛙》，让我们用好听的声音来唱
一唱，注意要把小青蛙的声音唱得圆圆的，亮亮的。

2、个别幼儿示范（师出示节奏卡，提醒幼儿注意将附点音唱
准确）。

3、小结：你们唱得真好听，真像快乐的小青蛙。

三、不同重唱方法演唱歌曲《小青蛙》

1、探索重唱的方法

（1）小青蛙们要在森林里开个演唱会，只有特别的歌声才能
吸引森林里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帮忙吧。

（2）教师和个别幼儿以重唱的方法演唱歌曲。

（3）好听吗？刚才是怎么来帮助小青蛙的呢？

（5）幼儿集体与师以重唱的方法演唱歌曲。

2、分组讨论，运用不同的重唱方法演唱歌曲

（1）原来一样是重唱，人数的不同能唱出不同好听的声音，
你们还能创造更多的办法吗？找朋友一起商量一下，等一下
来表演哦。

（2）幼儿分组讨论，探索不同的重唱方法演唱歌曲，师巡回
指导。



3、小结：太棒了，真好听，原来一种重唱还有这么多方法来
演唱。

四、朋友舞：找朋友

小青蛙开心极了，让我们邀请朋友快快去参加吧。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三

1、练习甩布块，锻炼上肢力量，促进幼儿动作的灵活性和协
调性。

2、让幼儿体会到集体合作游戏的快乐。

3、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四

活动中，孩子们都十分投入，因为这是一个来源于他们自身
兴趣的活动。在实施过程中，教师以“青蛙妈妈”的身份参
与活动，没有过多地对他们的活动进行干预，而是充分调动
幼儿与游泳圈亲密接触的热情，幼儿通过自己的大胆尝试，
初步感受到游泳圈的不同玩法，激发了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
趣，发展了动作协调性。在自由玩圈时，教师对能积极想象
和大胆创新的幼儿给与充分的肯定，从而使幼儿主动性发挥
到了极至。最后，教师采用“下雨了”结束教学活动，既符
合故事情节又能激发幼儿的兴趣。整个活动改变了以往一板
一眼，照搬教材的状况，每个幼儿在活动中都大胆探索，积
极投入，每个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收获。



从活动效果看，由于活动目标、环节设置非常符合幼儿的年
龄特点，教师在活动中也注意到了动静交替、寓教与乐，所
以大部分幼儿表现出积极主动，参与热情高，较好地发展了
幼儿的多方面能力。通过这次活动我体会到真正来源于幼儿
兴趣的教学内容往往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小百科：青蛙属于脊索动物门、两栖纲、无尾目、蛙科的两
栖类动物，成体无尾，卵产于水中，体外受精，孵化成蝌蚪，
用鳃呼吸，经过变异，成体主要用肺呼吸，兼用皮肤呼吸。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五

2、基本活动：

（1）幼儿尝试从不同高度的岸跳进“池塘”（三个高度分别
定为约20厘米、25厘米、30厘米）

（2）请能力强的幼儿先示范，教师先讲解，示范。

（3）引导幼儿尝试从不同高度的额“池塘岸”往下跳。

（4）游戏“跳荷叶”，探索不同跳的动作。

将“荷叶”散落在“池塘中幼儿模仿小青蛙外“荷叶”间跳
来跳去。

3、放松活动：带领“小青蛙”跳舞，做放松动作。

游戏规则：在游戏中不可推、挤旁边的小朋友。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六

1、教师扮演青蛙妈妈，幼儿扮小青蛙，模仿青蛙跳，师生一
起随《青蛙最伟大》音乐，进入活动场地，“捉”害虫去。



2、引导幼儿边说儿歌边做热身运动。

儿歌：我是一只小青蛙，捉虫本领大。胳膊伸一伸，腿儿蹲
一蹲。腰儿转一转，眼睛仔细看，害虫找到了，跳起来吃掉
它。

3、组织幼儿做游戏

（1）跳荷叶（呼啦圈），练习双脚跳

（2）跳土堆（沙包），练习巩固双脚跳的技能

（3）跳小河，鼓励孩子们想出其他办法

（4）到了田地了，捉害虫

4、青蛙宝宝们，把害虫消灭光了，跟着妈妈回家，原路返回。

跳小河――跳土堆――跳荷叶

5、小青蛙跟着妈妈做放松动作。（背景音乐《我爱洗澡》）
以小青蛙回家休息结束本次游戏活动。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七

一个塑料圈就是一个小青蛙的家，幼儿作小青蛙，及时的跳
入自己的家。

游戏开始时，小青蛙边念儿歌边在“家”的周围自由跳动，

儿歌结束时，快速的跳入任意一个“家”中

(圈的数量少于幼儿人数)

行为观察：



1、游戏过程中，幼儿是否感兴趣、关注游戏的进程?情绪状
态如何?

2、是否能一边念儿歌，一边在“家”的周围快乐、自如的模
仿小青蛙的动作?

3、是否遵守游戏规则，在儿歌结束时迅速的跳入圈中，动作
不提前也不滞后?

4、没有找到“家”的小青蛙情绪状态如何?

5、当“家”的数量越来越少时，采取的方法怎样?情绪怎样?

澄清讨论：

1、你喜欢玩这个游戏吗?为什么?

2、应该在什么时候跳入圈中，为什么要定这个规则?

3、想一个好办法，怎样可以快速的找到家?

4、当“家”的数量越来越少时，你是怎么办的呢?

外显行为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八

小班下期，幼儿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但他们的动作协
调性以及灵活性还需要加强锻炼。本班个别幼儿在平时的活
动中不合群，性格比较孤僻。本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锻炼幼儿
的动作灵活性和协调性，引导离群幼儿参与到活动中来。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九

1、幼儿能用欢快的旋律唱出歌曲的内容。

2、培养幼儿的身体协调性，节奏感。

教学重点：幼儿能用欢快的旋律唱出歌曲的内容。

教学难点：幼儿能边唱边跳，表演歌曲。

青蛙头饰、荷叶道具、课件（小青蛙找家）、青蛙图片

导入新课：请大家猜一条谜语：“大眼睛，宽嘴巴，身穿一
件绿裤褂，水里田里都有它，唱起歌来呱呱呱”。（青蛙图
片）。

幼儿模仿小青蛙的动作；（跳跳）

幼儿模仿小青蛙的叫声。（呱呱）

1、理解歌词内容：

教师以讲故事的形式帮助幼儿理解歌词内容。

2、学唱歌曲：

课件《小青蛙找家》歌曲，激发幼儿兴趣。

教师大声演唱歌曲，小朋友跟唱。

教师和小朋友跟音乐一起边唱边跳。

3、布置场景，小朋友们带上头饰来做《小青蛙找家》的音乐
游戏。创设了一种和谐积极的课堂气氛，幼儿相互学习、大
胆表演。



小青蛙找家

一只小青蛙，要呀要回家。

跳跳、呱呱，跳跳、呱呱，

跳跳跳、呱呱呱，跳跳跳、呱呱呱。

小青蛙回到了家，呱！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十

1、扮演青蛙妈妈，幼儿扮演小青蛙，听音乐入场

2、律动--青蛙舞

二、小青蛙学本领

1、自由练习跳盒子（幼儿自由跳、教师观察，并示范方法）

2、双人练习跳盒子

a、用两个盒子搭一搭、跳一跳

b、幼儿分散练习

c、教师：你们是怎样搭的？跳的过吗？试一下

三、游戏--小青蛙跳过河

1、用盒子搭一条小河、一条中河、一条大河

2、幼儿自由练习小河、中河、大河

3、你跳什么河？怎么跳的？感觉怎么样？



四、听音乐，集体一起跳过河

五、舒展活动，盒子舞。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十一

托班孩子年龄小，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好奇，儿歌是这一时期
幼儿十分喜爱的语言形式，语句简短，节奏感强；这一时期
的幼儿又特别喜欢小动物，其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十分喜欢
模仿小动物的动作、叫声；而我班有一部分幼儿不愿意，或
不太能主动在集体面前大胆表现自己；或者表现为声音很小、
害羞。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小动物情境游戏，使幼儿体验共同
游戏的快乐，并能同大家一起表现自己，通过发展语言能力
增强自我表现能力。在温馨、亲切的“动物妈妈与孩子”的
游戏活动中，减少师生距离，发展幼儿语言能力，使幼儿更
能自主表现、自由发挥，从而达到增强自信心的目的。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十二

1.幼儿在活动中大部分都能够参与，个别幼儿也能协助老师
完成，使整个活动能够开展下去，幼儿的身体灵活性和协调
性得到锻炼，有些平时不爱动的孩子也愿意参与到活动中。

2.由于我一直担任班主任，对本班幼儿的学习情况，个性特
征比较了解，应此能够把握住教育内容，让幼儿能够很好的
发展。

3.对幼儿互动的反思，在互动中有些孩子听不清老师的指令，
我在今后的活动中会充分考虑这些，使每个幼儿都参与到活
动中。

4.整个活动孩子的参与率高，孩子的热情高，如果让我重新
上这节课，我会更认真设计，找出不足，让孩子更有兴趣。



幼儿园活动快乐的小青蛙教案篇十三

1、幼儿在活动中大部分能主动参与进来，个别甚至能主动协
助老师完成活动;有些幼儿在活动中能自主创造一些动作，使
得整个活动能很好的发展下去;幼儿的身体灵活性和协调性得
到了锻炼;一些平时不合群的幼儿也能参与到活动中，孤僻的
行为有所改观。

2、在活动中个别幼儿对老师的指令理解不清时，我亲自到其
身边进行解释和示范，对个别不能达到要求的幼儿降低对其
的要求。大部分幼儿都能配合老师的指令进行活动，因此活
动也得以顺利开展。

3、整个活动幼儿的参与度较高，但是对一些发展较快的幼儿
来说，活得相对较简单，因此出现了个别幼儿的热情持久度
不高的现象，在今后的活动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到这一方面，
以使得所有幼儿都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活动中来。

4、如果以后重新上这节课，我会更加细致的考虑活动中的各
个环节，在基本活动的过程中适时的提高一些活动的要求，
让发展较快的幼儿能全程投入到活动中来，比如：让他们来
发号指令，指挥幼儿的活动节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