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武术操教案 幼儿园大班
教案集锦(优质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幼儿园大班武术操教案篇一

师：有的幼儿认为蚂蚁会游泳，有的说不会，蚂蚁到底会不
会游泳呢？

幼：小蚂蚁不会游泳，它停在叶子上是求生呢！

幼：蚂蚁会游泳，不然它怎么会游到叶子上去呢？

大家各抒己见，并且争得面红耳赤，不过多数幼儿赞同蚂蚁
会游泳的看法。

2、蚂蚁到底会不会游泳？幼儿带着疑问拿着小碗开始进行探
索。

“蚂蚁到底会不会游泳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呢？”我问幼儿。
小朋友说：“我们捉它看看。”“捉了放在那里呢？”我反
问，幼儿说：“拿个小碗吧。”于是幼儿带着疑问拿着小碗
来到操场上迫不及待地开始实验了。他们将蚂蚁轻轻放在自
己的碗巾看看蚂蚁会怎样。

幼：小蚂蚁爬得太快了。

幼：是呀！它们和在地上爬得一样快。



3、把蚂蚁放在装水的碗中再次观察寻找答案：蚂蚁到底会不
会游泳。

教师引导幼儿在碗里加一些水，然后再观察蚂蚁的活动。看
着，看着，一名幼儿激动地把小碗举到我面前说：“老师你
看，小蚂蚁会游泳，它们正在水里快乐地扭动着身体呢。”

另一名幼儿挥着手招呼旁边小伙伴：“快看，我的蚂蚁会潜
水，它们在水底爬呢。”果真小蚂蚁在水底爬呢。

于是，几个幼儿聚集在一起讨论着：“小蚂蚁肯定会游泳，
你们看它e水里游得多自在呀，再看水，有点像放大镜，蚂蚁
变大了，看它的身体有六条腿，嘴像镰刀一样，眼睛小小的，
没有睫毛。”

之后，多数幼儿激动地呼应起来：“我们赢啦！小蚂蚁会游
泳。”

这时一名幼儿皱着眉头说：“我的蚂蚁不动了，快死了，我
要放它出。”他的一番话，提醒了其他幼儿。于是，大家纷
纷都去看自己碗中的蚂蚁，似乎都不动了。最后，大家把碗
中的水和蚂蚁都倒出来了。

4、引导幼儿一起探索救助蚂蚁的好办法。

幼：上次在池塘里我看见小蚂蚁爬上了叶子，往水里放些叶
子，蚂蚁不会累也不会淹死了。（随后孩子们开始找叶子往
里放）

师：这个办法不错，可是如果没有叶子怎么办呢？你们再仔
细想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来救助小蚂蚁。

幼：老师，我想到一个好办法，把一根长的小棒放在小碗中，
棒一头在水里、一头在外面，蚂蚁顺着棒往上爬就死不了啦。



对于这个建议，大家都比较赞成，于是，幼儿再次投人救助
蚂蚁的活动中。

5、小结：老师和幼儿一起讨论。

师：蚂蚁刚到水里是什么样子的？

幼：能够自由自在地游泳。

师：蚂蚁在水里待了一会儿之后又是什么样子的？

幼：做挣扎，然后动作就慢了下来、运动小了。

师：如果放进一片叶子（纸、棒等）会怎样？

幼：蚂蚁会自救。

师：蚂蚁到底会不会游泳？回去后，通过上网、看图书等方
式寻出答案。

幼儿园大班武术操教案篇二

一、活动目标：

1、了解眼睛进入异物后的简单处理方法。

2、知道红眼病会传染，教育幼儿不用别人的手帕或用脏水揉、
擦眼睛。

二、活动准备：

情境表演：“排除眼中的异物”。

三、 活动过程：



1、以情境表演引入。

2、引导幼儿讨论。

(1)明明的眼睛怎么啦?(进了灰尘或是沙子)

(2)眼睛进了灰尘或沙子应该怎么办?

3、讨论：眼睛除了进了异物后不舒服外，还有什么时候不舒
服?(得了红眼病的时候)

(1)得了红眼病有什么感觉?(很难受。眼睛会流泪、怕光，还
有轻微的疼痛，眼睛冲血、肿胀、结眼屎等)

(2)得了红眼病该怎么办?(因为红眼病会传染。得了红眼病就
不能同小朋友在一起，更不能用别人的手帕、毛巾，或用脏
手去碰眼睛，也不能牵别人的手，不能使用别人的东西等。)

(3)红眼病的预防。(得了红眼病要及时治疗。)

4、师小结：告诉幼儿要爱清洁、讲卫生，严格保护自己

眼睛。在红眼病流行的时候，不到公共场所去玩。

幼儿园大班武术操教案篇三

户外散步时，两名幼儿为鱼池内蚂蚁爬上叶子这一现象发生
争论，并围绕“蚂蚁会不会游泳”讨论不停，这一争论引起
许多小朋友的好奇。为满足幼儿对蚂蚁探究欲望和好奇心生
成了此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教师通过提供不同材料，创设
不同情境，激发了幼儿探究的兴趣。



幼儿园大班武术操教案篇四

在活动室里散放着纸杯、茶叶筒、球、塑料盒、积木等各种
物品。

1、找一找：“小朋友，这里有些我们平时用过、玩过的东西，
请你们把会滚动的东西找出来。”

评析：开放、自由的空间很快调动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2、玩一玩：请你们玩一玩，为什么这些东西会滚动呢？

评析：这个时候，幼儿手上拿着自己找到的会滚动的东西，
开始有些兴奋了，都忍不住想把它放在地上滚一滚，玩一玩，
那么作为教师，应给予幼儿自由玩的空间，但并不是让幼儿
毫无目的地玩，而是带着问题去玩。这个问题就是：想一想，
为什么它们都能滚动呢？让幼儿在玩中发现，玩中思考，初
步感知能滚动物体的特征。

3、说一说：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能滚动？

评析：幼儿带着问题自由玩，对问题的答案已经有了自己的
想法，都急于想把自己的观点告诉大家，这时老师及时给予
幼儿大胆表达的机会，幼儿自由发表意见，老师适当引导，
总结出答案：因为它们总有一个地方是圆的，所以会滚动。

幼儿园大班武术操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感受乐段的起止，合拍地做动作表现乐曲的结构。

2。在“打斗"的互动情境中，尝试经过两两合作一对一“挥
棒击打”、“快速躲闪”、“对打”动作，创造性地表现b段



乐曲的三段乐句。

3。假猴王迅速倒地造型坚持不动，真猴王检查时要用让对方
舒服的力度。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了解真假美猴王的故事。活动前幼儿有过两两
合作进行游戏的经验。

2。剪辑好的《金箍棒》音乐。

活动过程：

一、师生共同回顾故事，并根据故事尝试创编简单的动作

师：孩子们，金箍棒是谁的武器? (美猴王孙悟空。)是美猴
王孙悟空的。他 经常得意地称自我为“俺老孙”。

师：美猴王的家在哪里? (花果山。)花果山能够用什么动作
表示? 师：美猴王得到了如意宝贝是什么? (金箍棒。)金箍
棒怎样拿? 师：美猴王有哪些本领? (7 2变。)如果你是美猴
王你想变什么?(假如幼儿 回答小兔，教师就和幼儿尝试玩变
小兔的游戏，即教师说“变”的时候幼儿 就慢慢变出小兔的
造型。)你还想变成什么? (教师和幼儿继续玩“变”的游 戏。
)

二、师幼一边随意做动作一边完整感知音乐，共两遍

师：今日教师就给小朋友带来了一首关于美猴王孙悟空的音
乐，我们一齐来 玩一玩。(播放完整音乐第一遍。)

师：音乐里最终两句美猴王在干什么? (好象在追，打妖
怪。)



师：我们再来玩一玩，看看是不是像大家说的在追打妖怪呢?
(播放完整音 乐第二遍。)

三、进一步感知b段音乐，尝试用打斗、躲闪、对打动作表
现b段乐曲

(一)教师哼唱，师幼尝试用打斗、躲闪、对打动作表现b段乐
曲。

1。教师一边哼唱b段第一乐句一边示范打斗动作。

2。教师哼唱b段第一乐句，幼儿模仿教师练习打斗动作。

师：在“金箍”的时候做好准备，在“打斗”的时候打斗，
一齐来试一试!

3。尝试练习加油后说“吼嘿”为真猴王鼓劲。

师：刚才我看到一位小朋友一下一下的打斗，和音乐十分合
拍。等一会儿我 说完加油，你们就为真猴王鼓鼓劲说“吼
嘿”!

4。教师哼唱，师幼尝试用躲闪动作表现b段第二乐句。

师：当真猴王挥棒打假猴王，假猴王立刻要反击，真猴王就
要躲闪，怎样躲? 做给我看看。此刻我们想象一下假猴王在
反击你，我们一齐来躲闪。

5。教师哼唱，师幼尝试用对打动作表现b段第三乐句。

师：经过了打斗、躲闪、真假美猴王开始对打了，一边对打，
一边神气地告 诉对方：我是真的美猴王。在对打的时候，我
说完加油，大家说：我是真的美猴王。我们一齐来试一试。



(二)师幼随b段慢速音乐尝试表现打斗、躲闪、对打动作。
师：此刻我们合着音乐来试一试，注意了在打斗的时候打斗、
躲闪的时候躲 闪、对打的时候对打。

四、师幼共同扮演真猴王完整表现音乐一遍。 师：此刻我们
都是真的美猴王，我们合着音乐完整来玩一玩。要注意音乐
里 先说了什么，等音乐说打斗的时候我们再打斗。(播放完
整音乐第三遍。)

五、教师扮演假猴王，全体幼儿扮演真猴王，师幼互动完整
表现音乐一遍。

师：此刻你们当真猴王，我当假猴王，你们打的时候，我假
猴王要(躲闪)， 我反击时你们要(躲闪)，然后我们一齐对打，
这一次在打斗时我不用动作提 醒你们了，你们可要自我提醒
自我。(播放完整音乐第四遍。)

六、教师扮演真猴王，全体幼儿扮演假猴王，互动完整表现
音乐一遍。

师：你们当真猴王表现那么好，我也来试试真猴王，你们来
当假猴王，假猴王反应要快，我打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先(躲
闪)，再(反击)之后对打。(播放 完整音乐第五遍。)

七、幼儿和幼儿两两商量好选择的主角，坐在位置上两两合
作完整表现音乐一遍。

八、幼儿尝试表现最终假猴王晕倒的样貌。

(一)一位幼儿尝试表现假猴王晕倒的样貌。 师：真假美猴王
经过了打斗、72变，还是分不出输赢，故事结尾到底是怎样
样的呢? (如来佛让假猴王现了原形，美猴王一棒打晕了假猴
王。) 师：在音乐快结束“金箍棒”时，真猴王就高高举起
金箍棒挥向假猴王，假猴王就被打晕倒在地上了。谁来试一



试，假猴王晕倒在地的样貌? (请一位 “高级榜样”上来表
现假猴王晕倒在地的样貌。)提醒幼儿注意假猴王要在 音乐
结束“金箍棒”后立刻晕倒在地并造型。

(二)团体尝试表现假猴王晕倒的样貌。 师：此刻我们大家都
找个空的位置一齐来试一试假猴王晕倒在地的样貌。 教师表
扬快速晕倒、并摆出不一样晕死造型的幼儿，如：他的舌头
都吐出来了，嘴巴都弯了，脚翘那么高。

九、幼儿和幼儿再次商量好选择的主角，找到空位置两两合
作完整表现音乐一遍，假猴王在“金箍棒”后晕倒在地。

师：此刻请你们和朋友商量好谁来当真猴王，谁来当假猴王，
请假猴王先找到空位置准备好了，请真猴王找到你刚才的朋
友站好。注意了，等会儿假猴王在音乐结束“金箍棒”后立
刻晕倒在地。(播放完整音乐第七遍。)

师：真猴王看看假猴王是不是真的晕死过去了，要用让对方
舒服的动作去检查一下。

十、师：今日我们用这个音乐玩了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回去
我们能够玩一玩关于西游记的更多故事。

幼儿园大班武术操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1、在认识一些安全标志的基础上，尝试为幼儿园设计标志。

2、明白标志在人们安全生活中的作用，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
意识。

活动准备：



1.活动前带领幼儿观察、了解生活中常见的安全标志。

2.安全标志牌4套：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提示标
志图片各3~4张。

3.小鼓、鼓槌一套;盒子一个。

4.多媒体教学资源：常见的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
和提示标志。活动过程1.我会带给各种图片、照片、标志等，
让孩子找出哪些是标志，为什么?并说一说这些标志表示什么
意思，在哪里看到过的?那里我带给的表示是孩子们在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大多已经在前阶段的活动中给孩子们认识过了。

(1)我会出示一个预设的标志，比如：画了一个小朋友在楼梯
上奔跑，再画上一条斜线的标志，然后我会问问孩子这是在
什么地方啊，小朋友在干什么啊，这个标志告诉我们什么呢?
奥，这个标志就是要提醒我们在上下楼梯时不要奔跑。我设
计这个环节的意图就是让孩子们透过找标志、说标志，明确
标志的特征。

(2)教师要帮忙幼儿小结：标志就是要能让别人一看就明白、
明白在什么地方不能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能够做什么事情的。
其实这是为后面的环节让孩子设计标志作铺垫，起到一个暗
示作用。

2.我会先让孩子们看一段录像，录像中会有孩子们在上厕所
时、上下楼梯时奔跑、推拉、打闹的情景，还有在户外活动
中孩子们做危险动作等情景，让幼儿找找录像里危险的地方。

(2)比如：在上下楼梯时可能会发生不安全的状况，我就会让
孩子想一想设计标志的话能够设计哪些标志，要画些什么，
让别人一看就能明白是什么意思。目的是为了帮忙幼儿，再
次暗示幼儿把握设计标志的重点和难点，激发幼儿设计标志
的欲望。教师这时也要及时小结：你设计出来的标志是要帮



忙别人一看就能明白它表示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同一个地方
能够设计出不同的标志;有的时候，同一个标志能够出此刻不
同的地方。

(3)然后就是幼儿设计标志了。我思考到幼儿的个体差异性，
我会带给给孩子三个层次的材料：对潜力较弱的孩子，我会
带给现成的、真实生活中出现的标志，让幼儿根据自己的需
要就能够直接运用到幼儿园里了;对潜力一般的幼儿，我会带
给一些简单、常见的图片，孩子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剪剪
贴贴或者再添画一些资料就能完成一个标志了;对潜力较强的
幼儿，我会带给蜡笔、记号笔等材料供幼儿自己画画设计标
志。在分享与交流的环节中。

3.我会采用两种方式：

(1)幼儿自己直接表述，说说我设计的标志表示什么意思能够
贴在什么地方，然后让大家来评判我设计的标志对不对。

(2)让大家来看，猜猜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能够贴在哪里。
之后教师要帮忙幼儿归纳小结出安全标志的实际好处：是要
让别人看的懂的、能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的标记。从而起到增
强幼儿自我保护意识的作用。

活动延伸：

我会让孩子把设计好的标志贴出去。还能够搞一个“安全小
卫士”的宣传活动，让全园的小朋友都能注意安全，人人来
做安全小卫士。幼儿还能够在午餐后、自由活动时再去找找
幼儿园里可能不安全的地方，再设计标志;甚至到家里、到社
区里去看看，为自己的家、为社区设计标志。这样一个群众
活动就基本结束了。


