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只小猪盖房子写作教案设计 小
班三只小猪盖房子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写教案的时候需
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
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三只小猪盖房子写作教案设计篇一

幼儿的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
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
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小班幼儿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或
集中的时间短，做事没有毅力，语言表达能力需要提高，并
且有了科学探究的初步意识。《三只小猪盖房子》这一故事
既有探究房子结实的原因，知道做事不图省力，又有幼儿喜
欢的人物和对话，适合表演。所以选择了这节活动。

1、理解故事内容，记清主要情节，初步学习人物的简单对话。

2、乐于探究房子结实的原因，知道做事不图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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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1、实物稻草、木头、砖。

2、操作图一张，小黑猪、小白猪、小花猪、大灰狼、草房、
木房、砖房图片各一张。



3、师用大图书《小猪盖房子》

1、师出示实物与幼儿谈话。

（1）让幼儿说出实物名称：“看，今天老师带来了什么？”

（2）猜一猜：“这三种材料如果拿来盖房子，哪种材料盖的
房子最结实？”

（3）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就明白了。

2、教师结合大图书讲述故事，通过提问，帮助儿理解故事主
要情节，重点突出大灰狼三次撞房的不同结果。

（1）三只小猪各选用哪种材料来盖房子？（在操作图上插入
小猪与相应房子图片）

（4）三撞砖房：小黑猪、小白猪逃出了木房时边跑边喊：大
灰狼来了，大灰狼来了（让幼儿说），两只小猪跑哪去了？
（小花猪的砖房）小花猪不肯开门，大灰狼怎样做？（重点
突出撞了三次，并在操作图上画出三个箭号来表示）结果怎
样？（头上撞出了三个疙瘩。）

（5）消灭大灰狼：大灰狼很狡猾，它看到房顶上有一个什么？
大灰狼接下来怎样做？三只小猪怎样对付大灰狼。

3、分析房子所用材料，帮助幼儿寻找砖房结实的原因。

（2）分析实物稻草、木头、砖。

请幼儿上台来摸一摸、捏一捏、掂一掂，并说出感受，教师
演示：折断稻草，用钉钉木头和砖，分清三种实物的硬度，
在幼儿回答的基础上教师进行小结：“在这三种材料里，稻
草最轻，木头较重，砖最重；稻草又细又软容易折断，木头
虽不易折断，但是较软，砖头最硬最结实，所以，用结实的



材料盖出来的房子才结实。”

（3）教育幼儿做事不图省力。

（4）如果你要盖房子，你将选用哪种材料？记得小花猪是怎
样盖砖房吗？我们一起来学一学（音乐：盖房子）。（活动
结束）

《三只小猪盖房子》是一个经典故事，活动通过故事的进展，
围绕三种材料来探讨那种材质建房子更结实。大灰狼一撞草
房子，二撞木房子，三撞砖房子，一次比一次费得力气大，
并让幼儿触摸三种不同材质来感受他们的不同这才是导致大
灰狼的三次撞房子的结果，这三次不同的结果告诉幼儿做事
不图省事。也进一步理解了故事的内容，学习了人物间的对
话，这是这节活动的成功之处。

语言活动就是给幼儿营造一个敢说、愿意说的语言环境，经
典故事恰恰可以引起幼儿的共鸣，从而理解故事内容、感受
故事寓意、学习人物间的对话，为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奠定了基础。由浅至深的教学思路，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设
计合理的提问及做出有效应答，这些都是上好每节语言课的
前提和重要保障，这是我上完这节活动的重要感受。

通过实践，发现我们的孩子在整个课堂上的思维是活跃的，
他们能把在主题中学到的相关“房子”的知识结合到故事中
来进行讲述，给《三只小猪》的故事教学赋予了新的生命与
活力。通过这样集体的交流，迸发了孩子们的智慧，并让更
多的孩子轻而易举地吸收了更多的信息与知识。这就是我们
所要的集体教学，有效的集体教学。

三只小猪盖房子写作教案设计篇二

1、能在语言的提示下快速躲闪跑。



2、在教师的带领下学做模仿操，能协调地做动作。

3、学习合作搬运物体造房子。

4、让幼儿初步具有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体验健康活动的乐
趣。

5、培养幼儿健康活泼的性格。

大型积木（可拼插、围合成房子）。

1、准备活动：教师和幼儿一起做模仿操《猪小弟》。

猪小弟呀猪小弟，清早起来做游戏。（做起床模仿动作。）

走一走呀走一走，走一走呀走一走。（踏步走。）

蹲一蹲呀蹲一蹲，蹲一蹲呀蹲一蹲。（做向下蹲。）摇头摆
尾吃饼干，摇头摆尾吃饼干。（一只手臂在身体前面弯曲做
嘴巴，一只手在身体后面做尾巴，做下蹲动作的同时身体从
左晃到右。）

吃过饭后喜洋洋，挺着肚子来散步。（挺着肚子朝前走。）

跑一跑呀跑一跑，跑一跑呀跑一跑。（做跑的动作。）

跳一跳呀跳一跳，跳一跳呀跳一跳。（做拍手的动作。）

2、共同建房子。

“春天来了，我可爱的猪宝宝们都长大了，妈妈想为你们建
一座更大更漂亮的房子，你们愿意和妈妈一起建房子吗？”

教师引导幼儿合作搬运积木，运用拼插、围合等方式建造一
座房子。



3、创设情境，组织幼儿进行游戏。

一位教师扮大灰狼：小猪小猪，我要吃掉你们。“

其他教师和幼儿一起回答：“我们不怕你，我们有房子。”
大家一起躲到房子里。

“大灰狼”边撞房子边说：“我用力吹，我用力推，我用力
踢。”

房子坏了，“大灰狼”追赶“小猪”，教师带幼儿四散躲闪
跑。

以“大灰狼”跑不动了结束游戏。

4、再玩一次游戏，提醒幼儿听教师的提示，不要乱跑。最后
以齐心合力战胜“大灰狼”结束。

5、放松整理：小猪洗澡。

小猪们，我们一起洗澡啦！一二三四，擦肥皂（小手放在胸
前做画圈状）；二二三四，搓一搓（双手对搓）；三二三四，
挠一挠（小手分别在身体两侧做挠痒状）；四二三四，冲一冲
（边转圈边扭一扭）。香香小猪洗好了！

这活动就这样圆满的结束了，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经验，还充
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等。

三只小猪盖房子写作教案设计篇三

1、教育幼儿要学习猪小弟做一个勤劳、办事认真的好孩子。

2、能复述故事，创编故事结尾。



3、提高幼儿的口语表述能力、想象能力和表演能力。

房子挂图、音箱、《猪小弟操》音乐，小猪及大灰狼图片。

一、开始部分

师生共同做《猪小弟操》

二、基本部分

1、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我们刚才做的体操里面有什么小动物呀？你喜
欢它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故事《三只小猪盖房子》出示课
题，并齐读课题。

2、分述故事：

（１）出示三幅房子图片

师生共同分析建筑房子的材料，建造所需要的时间，及建造
房子的小猪的.特点。让幼儿用语言描述图片。（２）完整讲
述故事。

教师结合挂图和动物图片完整讲述故事。

（３）续编故事结尾。

让幼儿自由想象，创编不同的结尾。

（４）表演故事

请五名幼儿到前面和教师一起表演故事。

教师通过对猪老大和老二进行采访，对幼儿进行思想教育。



（５）共同操作材料

教师指导幼儿完成《盖房子》第８页的操作。

三、结束部分

请幼儿回家后把故事讲给家长听。

三只小猪盖房子写作教案设计篇四

1、在看看、听听、讲讲、玩玩中理解故事的主要情节。

2、观察图书中三只小猪的行为变化，根据服饰区分猪小弟和
猪小妹。

3、能分析故事情节，培养想象力。

4、喜欢并尝试创编故事结尾，并乐意和同伴一起学编。

1、大图书一本

2、图书（人手一册）、指偶

一、导入

1、幼儿自己阅读图书，了解画面

师：“小朋友喜欢看书、听故事吗？今天老师也为你们准备
了一本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让幼儿自己阅读一遍，教师观察

二、教师与幼儿一起阅读，理解故事内容

教师与幼儿一起看书，用提问的方式帮助幼儿观察和讨论画



面内容，并设计一些过渡性的问句，让幼儿串联前后画面，
从而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

1、三只小猪在干什么？

（1）、教师讲述故事。师：“三只小猪分别叫什么名字？他
们在家里乖吗？”

（2）、猪爸爸和猪妈妈商量了什么事呢？他们又会发生什么
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教师边讲述故事边提问：“三只小猪来到了幼儿园怎样跟老
师打招呼的呢？”请幼儿学说对话（幼儿集体与教师分角色）

（3）、你们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三只小猪站在旁边哭了，
不和大家一起做操）

（5）、放学了，妈妈来接小猪了，小猪又对老师说了什么话？
请幼儿学说对话（幼儿集体与教师分角色）

2、组织幼儿自由地翻阅图书，引导幼儿仔细观察三只小猪的
穿着打扮、动作表情等外部特征。

（1）、三只小猪都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3）、点点画面中各有几只猪小弟和猪小妹呢，请来数一数。
三、师生讲述故事

三、联系生活实际

1、小朋友喜欢上幼儿园吗？

2、你们在幼儿园喜欢做什么？有什么快乐的事？

3、如果你是小猪，你会怎样上幼儿园呢？（幼儿联系生活来



讨论。）

四、结束活动

师：三只小猪在幼儿园过的开开心心的，我们也像他们一样
一起和同伴玩游戏去吧！

小朋友刚上幼儿园，第一次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第一次
过上了集体生活，他们很不适应。本学期我担任了小班的教
育教学工作。新学期开学是小班工作最为重要，也是最为辛
苦的一个阶段，更是幼儿从家庭环境过渡到幼儿园环境的关
键期。小班幼儿年龄小，生活经验很少，接触最多的就是自
己的家庭和幼儿园。对集体生活不熟悉，在他们入园以前，
主要接触的是家庭中的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
当他们来到幼儿园，发现好多不熟悉的人和事物，面对陌生
的环境，看到父母、家人不再陪伴自己，便会产生一种分离
焦虑与陌生人交往的焦虑。再加上不能象在家一样：自己想
怎样就怎样，爱去哪就去哪，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总要受
到一定的约束，这一切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于是有的孩
子哭闹不止，有的不肯吃饭，有的不爱睡觉，还有的不喜欢
参加活动，不能适应集体生活，或无拘无束到处乱跑、打人、
争抢玩具等等。为了尽快缩短孩子们的入园焦虑期，能尽快
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从而让幼儿对幼儿园、对老师产生
亲切感，以幼儿为主体的`语言活动“三只小猪上幼儿园”就
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三只小猪上幼儿园”是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开展的。它以
三只小猪被妈妈带到幼儿园去产生的情绪变化展开了，它带
领着幼儿逐渐认识集体，走入集体生活，并渐渐地喜欢集体
生活，在活动中渗透入了礼貌用语，如：老师早、老师好、
老师再见等见面礼，培养幼儿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些常用
礼貌用语，锻炼幼儿的语言能力。为了安抚孩子的情绪，让
孩子暂时忘却家庭的亲子之情，融入集体的快乐，在讲述故
事的时候运用指偶摆动，创设了一个故事环境，增加幼儿对



故事的兴趣，也让幼儿能更好得理解故事内容，在活动中还
让幼儿一起边讲故事边表演。故事的语言很生动，运用了拟
人、比喻等修辞手法，非常符合小班幼儿语言学习的特点，
能够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满足他们的学习需要。

活动结束了，孩子们有了很大变化：

孩子们更加喜欢上幼儿园，并逐渐学会在讨论中与人交往。
也通过自身生活经验知道了怎样上幼儿园，在幼儿园里应该
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游戏。孩子们从不认识到成为伙伴、朋友。
初步学会了关心、安慰同伴。

能大胆讲述，口语表达能力有所提高。在活动开始时有的幼
儿不太愿意表达，不敢在集体面前说话。通过活动，孩子们
不仅会简单讲述故事内容，并初步学会倾听，愿意说，喜欢
说。班里的周钱景渊小朋友，上课时总不爱回答问题，在我
一次次的提问中，我多叫了周钱景渊几次，渐渐得她能够大
胆得说出自己的想法。当然小班幼儿吐字、发音还不太清楚
口语表达还需要不断地培养。

但是，在活动中，小班的幼儿生活经验和生活自理能力比较
贫乏，家长包办代替的现象比较严重。部分幼儿还不能与同
伴友好相处，比较固执、任性，有时喜欢争抢玩具，社会性
发展还很弱，缺少与同龄人分享的经验。家长很关心幼儿，
但是缺乏家庭教育和生活引导的科学方法。教师有必要在以
后的工作中，多与家长交流育儿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还需
加强谦让、合作等方面的教育。

三只小猪盖房子写作教案设计篇五

1、倾听歌曲《盖房子》，理解歌词内容，体验歌曲活动、欢
快的情绪。

2、能够借助动作和建构游戏情境了解盖房子的顺序并学唱记



忆歌词。

3、感受与同伴边唱歌边合作搭建房子的乐趣。

经验准备：幼儿听过并熟悉《三只小猪》的故事。

物质准备：立体图式、碳化积木若干、泡沫积木若干。

一、情境导入

教师扮演猪妈妈，引起幼儿的倾听歌曲的兴趣。

二、倾听歌曲，了解歌曲内容。

1、教师范唱第一遍，引导幼儿初步了解歌曲内容。

2、教师范唱第二遍，引导幼儿知道歌曲中盖房子需要做那些
事。

3、教师范唱第三遍違，帮助幼儿进一步熟悉歌曲的难点
句“盖个大房顶，加个高烟卤”。

4、教师利用手势范唱第四遍，引导幼儿倾听盖房子的先后顺
序。

5、结合故事情境，使用碳化积木盖房子的同时范唱帮助幼儿
进一步的熟悉歌词的顺序。

三、幼儿学唱歌曲《盖房子》。

教师扮演猪妈妈，引导在裝修房子和盖房子的情境中演唱歌
曲三遍到四遍。

1、教师利用积木盖房子的同时范唱歌曲，并在唱到“我的.
墙壁已刷好”这一句时，在房子上装修出粉色的墙壁。



2、教师和幼儿共同演唱，请个别幼儿盖房子，并在唱到“我
的墙壁已刷好”这一句时，在房子上装修出黄色的墙壁。

3、“装修新式房子”的情境引导幼儿独自演唱歌曲两到三遍。

四、情景建构游戏

1、身体房子

引导幼儿在歌曲唱完时，用自己身体摆出房子的造型。

2、反思：以使幼儿对歌曲的学习状态有清醒的认识。

教师可以请幼儿说说歌曲中有没有不会唱的地方，不清楚的
地方。

3、结合《三只小猪》故事情境，分组盖出泡沫房子和木头房
子。

五、延伸

和猪妈妈一起边唱歌边出去盖砖头房子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